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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美國專利法上之非顯而易知性要件 

尹守信∗ 

【前言】 
美國專利法對於一發明能否取得專利權，在技術的本質方面，係取

決於其是否能跨越技術高度性之門檻，而該門檻則係由新穎性

(novelty)、實用性(utility)及非顯而易知性(nonobviousness)所共同組成，
國內習稱為專利的基本三要件或專利三性。在此三要件中，實用性係指

發明須具有確定之功效即為已足，無須與其他技術做比較，乃屬一絕對

要件(absolute requirement)，而新穎性與非顯而易知性之具備與否，則須
與先前技術比較始能確定，故屬相對要件(relative requirement)。新穎性
與非顯而易知性最明顯之差異即在於，新穎性只能使用單一先前技術與

申請專利之發明做比較，易言之，該發明之每一專利特徵皆必須被揭露

於一件先前技術中，始能稱其欠缺新穎性，但非顯而易知性則無先前技

術件數之限制，若發明之全部特徵被分開的揭露於不同的先前技術中，

即亦可能欠缺非顯而易知性，等於以複數先前技術編織成一寬廣的網

具，使得眾多專利申請案紛紛中網落馬，形成美國專利最難以跨越之障

礙，甚至有學者稱為專利制度的最後守門員(final gatekeeper of the patent 
system)，亦有稱非顯而易知性為可專利性之終極要件(ultimate condition 
of patentability)者。因此，一發明即使是新穎且有用的，但若其與先前
技術之間未存有明顯差異(significant difference)，則仍無法滿足非顯而易
知性要件。惟須注意者，非顯而易知性要件亦僅要求明顯差異之存在即

為已足，至於是否較先前技效為佳，則非為所問，被公認為美國現代專

利法之創建者、且實際參與制定 35USC§103 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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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es S. Rich甚至一再告誡：「我們必須揚棄『可專利的發明必須較先前
技術為佳』的似是而非的觀念」，Rich法官進一步說明： 

藉由對提高及改良工藝水準之人所提供的保護，得以有效的

促成技術的進步，即使他們的發明並未如既有者一樣的優

良，但授予其專利並非是對其在技術上的原地踏步甚至退步

所為之獎勵，而是針對其所創造的新事物，專利制度並不關

注個別發明人的進步程度，而僅關注在技術方面所發生之事

物。 

由此可知，美國的非顯而易知性係在檢驗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

術之間所存在的「差異」程度，而非「進步」程度，一發明縱未較先前

技術更為完善或有功效之增進，但若其確有極為明顯之差異者，仍可滿

足非顯而易知性要件。此與我國舊專利法要求新型專利須有增進功效之

進步性要件顯有不同，雖現行專利法已未再做此要求，但進步性一詞仍

然極易予人和功效增進產生直覺的聯想，況美國採用非顯而易知之詞亦

仍會使人誤解，加以以往根深蒂固之觀念難以立即轉變，故對於美國的

非顯而易知性及我國的進步性要件並不以進步為必要，實值得吾人多加

注意。 

【非顯而易知性之法律規定】 
非顯而易性最初乃是由法院所創造之專利要件，即 1851 年的

Hotchkiss v. Greenwood案，此後的一百零二年間，該要件一直以判例法
(case law)的型式存在，直到 1952年美國專利法大幅修訂時，始將其成
文化(codify)編為美國專利法第一百零三條(35USC§103)，即現行 35USC
§103(a)，後美國國會又於 1984年增訂(c)項，及 1995年增定(b)項，1999
年又修訂了(c)項。Hotchkiss案中之系爭專利乃為一種製造門把之方法，
係以製作陶器之塑型方法來製造門把，有別於當時習知之金屬或木製

品，然而製陶方法在當時早已是習知技術，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系

爭專利欠缺技術及巧思(skill and ingenuity)，而判決該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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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顯而易知性之成文法規定係在 35USC§103，該條共有(a)、(b)、(c)
等三項，主要的實質規定係為 (a)項， (b)項乃係有關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發明例外不適用(a)項之規定，(c)項則為發明人所擁有之
先前技術例外不適用非顯而易知性之規定，故(b)(c)項皆為例外不適用
之規定，本文將僅針對(a)項之實質規定討論之，該項條文為： 

一發明雖未被以本法第一百零二條所訂之方式，相同的揭露

或記載，但若該申請專利之技術主題與先前技術間之差異，

以該技術主題之整體觀之，在該發明完成時對於在該技術主

題所屬之技術領域具有通常技藝之人而言，乃係為顯為易知

者，不得准予專利。可專利性不得以發明產生之方式而加以

否定。 

由上述條文可知，法條中並未對顯而易知做出定義，故條文意義其

實是非常不明確的，一發明或一專利被以不具非顯而易知性為由而核駁

或宣告無效，乃暗示該發明太過簡單(too simple)或太過容易(too easy)，
或可以很快速的完成構想，故非顯而易知性之標準實是非常不客觀且不

精確。在現行的法律基礎下，一發明若僅有些微的改變，不論其獲得過

程之難易，仍然很可能會因為被認為是顯而易知而被核駁。例如在實務

上最常發生的一種狀況，即一發明之所有特徵被分開的揭露於二件或三

件先前技術(通常是專利公告或公開案)中，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之
審查委員必然會以§103(a)加以核駁。在技術理論上，該發明確實是等於
各該先前技術之加總，但首先該被引據之先前技術通常並不會為發明人

或任何一個對該技術領域具有專門技藝之人所知悉其全部，故「推定」

發明人或任何人在發明前即已知悉全部先前技術實乃一不合理且過分

苛刻之要求，雖在法律上早已不採此一推定(presumption)，但以筆者於
實務上之經驗所得，PTO之審查委員仍先推定所有其檢索所得之資料皆
必為一對該技術領域具有通常技藝之人所已知，再以此為基礎而「推定」

該發明係該先前技術「想當然爾」之組合，即一加一等於二，或一加一

加一等於三等如此簡單之邏輯推理，而得出該發明係顯而易知之結論，

卻完全不考慮組合這些所謂的先前技術所須之協調及重組設計之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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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即使在技術上確實可以簡單的加以組合，但將該些先前技術聯想

在一起的心思活動本身就可能並非一般人或熟習該項技藝之人所能易

於思及者，但在實際專利審查過程中，審查委員對於非顯而易知性之判

斷通常並不會考慮這些因素，或者說很難客觀的將其列入考慮。此乃導

源於產生構想(generate a solution)與瞭解構想(understand a solution)之間
的差距，因為無論已檢視過多少先前技術資料，當在面對一個問題而須

產生一個解決方案時，絕對遠較在該解決方案產生後，經由解釋而使他

人瞭解其內容更加困難，一旦該解決方案曝光，即必然會產生被他人認

為是無足輕重或顯而易知之危險性。 

在決定非顯而易知性的判斷上尚有另一個難以突破的障礙，即「後

見之明」(hindsight)，一發明完成之時至其被判斷是否為顯而易知之時，
至少也有一年以上的時間差，對申請專利之發明而言，其技術狀態是靜

止的，且係靜止在申請日當天，但在實際的技術領域中，其進步卻是無

時無刻不在發生的，同樣的，審查委員的知識累積也始終沒有停止(至
少形式上是如此)，如此的時間差及技術落差必然會使得審查委員以後
見之明來評價一發明，該發明在其發明完成時可能確為突破性之創新，

但在審查委員審查時卻可能因為技術的進步，而使其顯得了無新意。故

此一後見之明之心態在 PTO 行政階段之專利審查及行政救濟、聯邦地
方法院、陪審團，乃至於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都應絕對的避免，
無論其如何的難以達成。 

【非顯而易知之判斷—Graham因素】 
一發明是否為顯而易知乃為一法律問題(question of law)，雖然在專

利審查階段，PTO 在審查一發明具備§102 之新穎性要件後，亦必然會
接著審查是否具備§103之非顯而易知性，但其最終決定仍然是在法院。
且其雖為法律問題，但其判斷基礎仍然是整體的事實證據。 

關於非顯而易知的判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966年的 Graham v. 
John Deere Co.案中提出了四個考慮因素，此四項 Graham因素至今仍為
非顯而易知性判斷上的基本法律架構，使得該案成為一非常重要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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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容。 

2.先前技術與系爭請求項間之差異。 

3.在該技術領域中之通常技藝之水平。 

4.非顯而易知之客觀證據。 

一、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容 

如前所述，§102 之新穎性要件與§103 之非顯而易知性要件均為相
對性專利要件，故其前提是須有相關先前技術之存在，始有審酌之餘

地，否則即應視為已具備該要件，故先前技術之適格(qualification)與否
乃為審酌新穎性及非顯而易知性的最基本課題。在§102 中已由明訂各
種可據以證明一發明不具新穎性之證據類型，但未明言此類證據即是所

謂的先前技術，即使在§103 之條文中，雖有提及先前技術(prior art)之
詞，但亦未指明其究竟為何，然就其(a)項之條文文義觀之，其所指之先
前技術應係指§102所規定之各種證據資料，在 PTO所發行之專利審查
程序手冊(MPEP)及判決中，亦支持此一見解，即§102 所規定之所有先
前技術皆可適用於§103，即符合§102 規定之所有先前技術皆可用以支
持§103 之核駁，而由於§102 之(a)(e)(g)項始屬新穎性之規定，(b)(c)(d)
項則為法定阻卻 (statutory bars)事由，故現今較無爭議的見解是§
102(a)(e)(g)項所訂之證據資料可做為§103之先前技術，其包括有： 

1. 在發明之前，於世界各地所發行或發證之印刷刊物或專利。 

2. 在發明之前，於美國境內發生之公開使用或知識。 

3. 在發明之前，由他人所申請之專利申請案，但於發明之後始公開
或公告者。 

4. 在發明之前，他人於美國境內已完成之發明，且未放棄、抑制或
隱匿者。 

至於§102 其他項次中所規定之證據資料，亦並非被確定排除§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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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如§102(b)及(f)亦有被法院考慮之案例。 

先前技術除上述的法律適格問題以外，尚有一非常重要的門檻，即

非顯而易知性所引據之先前技術必須是與該發明類似的(analogous) 或

有關的(pertinent)，一先前技術若與系爭發明非屬類似技術領域，則其
即與非顯而易知性無關，而所謂類似或有關的技術領域，CAFC曾提出
一項兩階段檢驗法：(1)先前技術是否屬於發明人所從事之領域(field of 
the inventor’s endeavor)；(2)若非，則先前技術是否與發明人所涉及之特
定問題有合理相關(reasonably pertinent)。如將磁帶裝載於一封閉卡匣之
技術，與印刷工業中之照相原稿膠卷之接合技術，即被認為非屬同一項

從事領域；但附著在條棒上的冰淇淋則與附著在條棒上的糖果係屬於類

似的技術領域。惟須注意，此一類似與非類似(nonanalogous)問題僅適
用於§103 之非顯而易知性之判斷上，而不適用於§102 之新穎性問題，
新穎性在先前技術之關聯性方面乃屬絕對的，亦即新穎性所可引據之先

前技術乃不問其技術領域是否相關，故有一理論上之可能性，即一新發

明之天線會被一雨傘傘架結構所先占(anticipate)，即使二者分屬完全不
同之技術領域。 

此外，在先前技術中所揭露之資訊稱為教示(teaching)，此一教示係
包含有正面教示(teaching forward)及負面教示(teaching away)，前者係指
該教示與發明之技術方向相同之資訊，後者則反之，如其指出系爭發明

之技術乃為不可行或無法發揮某種功效者即屬之，惟不論是正面或負面

教示皆應以整體(as a whole)觀之，不能僅擇其部份加以引用，必須將所
有正面、負面甚至是相衝突的教示皆一併納入非顯而易知性之判斷參

考。 

二、先前技術與系爭請求項間之差異 

在確定了先前技術之適格性、類似性及整體性以後，第二步即是釐

清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間所存在之差異為何，以做為對該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技藝之虛擬之人而言，是否為顯而易知者，但若單純考慮此一差

異部份，卻極有可能誤導判斷者相信此一差異部份即為其發明部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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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單純的將此差異即視為一發明，故仍必須將系爭發明做整體性考

慮，以確定其是否具備非顯而易知性。 

三、在該技術領域中之通常技藝之水平 

非顯而易知性的第三項判斷因素，乃是決定在發明完成時在該技術

領域之通常技藝之水平，一發明是否為顯而易知，乃係指針對一在該技

術領域具有通常技藝之「虛擬之人」而言，並非法官、陪審團、普通人

(layperson)或天才(genius)實際上之主觀認定，且該虛擬之人(hypothetical 
person)係以依循既有知識之方向所思考，並非採從事開發創新之心態。 

在 1952 年美國專利法大翻修之前，對於非顯而易知性之判斷係存
有一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即推定發明人已知所有的先前技術，因為
在此之前的非顯而易知性僅有判例法(case law)之規範，缺乏具體明確、
合理且統一之見解或標準，故於 1952 年的修法程序中，將非顯而易知
性納入成文法之明文規範，故於 35USC§103 在 1953 年一月一日施行
後，即不再推定發明人已知悉任何先前技術，CAFC甚至正式宣告「發
明人已知所有重要先前技術」之推定已死。§103(a)更在條文中強調「通
常技藝」(ordinary skill)，以避免法官給予過高技藝水平之認定(即將通
常技藝認定為特殊技藝(extra-ordinary skill))。CAFC亦提出一些在決定
通常技藝之水平所應考慮之因素： 

1. 該發明人之教育水平(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inventor)。 

2. 於該技術領域內所遭遇之問題類型(type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art)。 

3. 對於該問題的先前技術解決方式( prior art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4. 做成創新之容易度(rapidity with which innovations are made)。 

5. 技術之複雜性(sophist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6. 該領域內實際工作者之教育水平 (educational level of active 
workers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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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專利法條文及判例皆如此肯定的宣示不推定(或假設)發明
人業已知悉所有的先前技術，且如前所述，非顯而易知性乃屬法律問

題，法院擁有最終決定權，但在專利審查階段，PTO仍然亦有權審查此
一要件，該要件之欠缺甚至成為佔所有核駁理由中最高的比例，在 PTO
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的專利申請案的情況下，PTO的審查委員是否對每一
件申請案都確實依據法院所訂出的上述原則及標準加以審酌，實不無疑

問。在實務上，PTO官方處分書(Office Action，OA)的「制式邏輯」是
先引據一件或數件先前技術(絕大部份是美國專利公告案及公開案)，然
後根據這些所謂的先前技術而認為該發明係對該技術領域具有通常技

藝之人而言係顯而易知者，而予以核駁，在 OA 中 PTO 並不會告知所
謂通常技藝之水平何在，亦不會告知其如何依據上述六項考慮因素而做

此決定，而申請人在面對顯而易知之核駁理由時，若欲爭執通常技藝水

平問題，即須自行舉證證明該被引證之先前技術並非(全)為在該技術領
域具有通常技藝之人所知悉，對申請人而言其實是非常困難且缺乏說服

力的，對於顯而易知核駁之克服幾無助益，實務上亦極少以此做為答辯

理由，至少亦不會做為主要的答辯理由，一般仍多由技術方面做答辯。

本文認為，§103(a)確為一具有理想性之條文，但 PTO 基於實際執行時
之窒礙，而仍暗渡陳倉的推定所有先前技術皆為發明人所已知，藉此將

舉證責任移轉予申請人，PTO確有其難言之隱及難行之苦，在審查階段
實難有法理之辯，且面對一已存成見之審查委員，要說服其改變初衷並

非易事，在專利訴願暨衝突委員會(BPAI)之行政救濟程序或法院訴訟程
序，始有較高之機會藉論理而得到翻盤的機會。 

四、非顯而易知之客觀證據：第二重考慮因素 

非顯而易知性之判斷除上述的技術性分析以外，尚須審酌所謂的第

二重考慮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其可幫助判斷者避免後見之
明，其包括有多種型態之因素，如該發明於商業上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 of the invention)、長期需求的滿足(satisfication of a long-felt 
need)、他人於解決同一問題上之失敗(failure of others to find a solu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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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他人對該發明之抄襲(copying of the invention by others)、
不能預期的結果(unexpected results)，以及專家質疑的表示(expression of 
disbelief by experts)等。 

雖然許多的判決或處分都會啟動第二重考慮因素之審酌，但其並非

決定性之因素，所謂第二重(secondary)考慮因素並非指其在重要性方面
為次要的，法院或 PTO 在判斷非顯而易知性時皆應通盤審酌第一重及
第二重考慮因素，故亦有許多案例顯示第二重考律因素並未克服發明係

顯而易知之認定，易言之，第二重考慮因素之存在並不能完全證明一發

明非為顯而易知，而第二重考慮因素之欠缺亦不必然指證該發明即為顯

而易知者，第二重考慮因素乃為非顯而易知性判斷上的一項中性因素

(neutral factor)。但在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主張第二重考慮因素時，尚必須
證明其所主張之第二重考慮因素與其發明或專利之間的關聯性

(nexus)，例如專利權人若以其專利產品在市場上的暢銷(商業上的成功)
為由，來證明其發明並非顯而易知者，則該專利權人即必須證明其商業

上的成功純粹來自其發明之創新優點，而非因價格、市場定位及廣告等

其他因素所致。 

在上述諸多的第二重考慮因素中，最常被引用者應屬商業上的成功

一項，但在舉證上除前述之關聯性問題以外，尚須注意此一商業上的成

功係起因於其專利說明書中所揭露之功能或優點，如此始能確定此一商

業上的成功係歸功於該專利發明，而非來自其他人之改良。 

另一項較常被引用的第二重考慮因素係為長期需求的滿足，所謂長

期需求係指長期存在於一技術領域且尚未解決之公認的技術問題，有此

種技術問題存在的情形下，即使一發明純就技術方面乍看之下似為顯而

易知者，但在專利的非顯而易知性上仍應視為業已具備，例如降低工廠

排放廢氣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即曾為一長期存在且未解決之需求，當現有

的空氣污染控制裝置已可濾除 97％的含硫量時，仍然存在對更高除硫
率之需求，故一發明若能濾除 99.5％的含硫量，則縱於技術方面並無重
大改進，但仍應視為具備非顯而易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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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術之啟發或動機】， 
純就技術而言，一發明可能是單一先前技術顯而易知之修改

(modification)或多件先前技術顯而易知之組合(combination)，但此一顯
而易知之認定亦有可能係來自後見之明之重建(hindsight construction)，
為避免判斷者的後見之明，乃有判例法要求此一修改或組合須具有動機

(motivation)、啟發(suggestion)或教示(teaching)之證據，始能認定一發明
為顯而易知者，CAFC甚至認為嚴格要求出示組合先前技術之教示或動
機乃對於後見之明的顯而易知性分析的最佳防範，且若先前技術之組合

並未獲得任何啟發、教示或動機，即直接使得發明人之揭露成為組合該

先前技術之藍圖，而可克服後見之明的存在。此一避免後見之明的要求

存在已久，甚至早於§103之成文法制定時間。 

無論法院或 PTO在適用§103時，皆必須提出組合或修改先前技術
的動機、教示或啟發的明確且特定的實際證據，除非該發明僅為機械元

件的替換，而未有不能預期之結果，否則即不得認定該發明或專利係為

顯而易知。此一證據可為先前技術本身，亦可來自他處。至於有關的動

機、教示或啟發，傳統上皆認為可來自先前技術之揭露、具有通常技藝

之人的知識，或者是待被解決問題之本質，但近來 CAFC的判決又指出
該動機或啟發必須是來自被引證之先前技術始為適格，亦即 CAFC以排
除後兩處證據來源之方式來限制非顯而易知性之認定。又 CAFC雖亦曾
提出判斷「啟發」之方法：(1)先前技術之教示是否有明示或暗示，藉由
組合這些教示，以系爭發明之方向，而完成進一步改良的可能性；(2)
系爭發明是否有完成多於先前技術所明示或暗示之組合。然而在實務

上，這些所謂的動機、教示或啟發究係如何構成，至今仍不十分明確。 

【§103(a)後段】 
35USC§103(a)後段特別規定：「可專利性不得以發明產生之方式而

加以否定」，此乃宣示專利權之授予係與該發明乃因意外(accident)、錯
誤(mistake)或非常簡易(very easily or quickly)而產生者無關，意外、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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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失敗的實驗亦可能產生非常成功之產品，例如現今已被廣泛利用的鐵

氟龍(Teflon)，即是於 1938年一項意外發現的結果，鐵氟龍係由四氟乙
烯(tetrafluoroethylene，TFE)聚合(polymerize)所產生，此與當時的認知
完全背道而馳，傳聞鐵氟龍的發明人 Roy Plunkett(時為杜邦公司的化學
工程師)，在一容器內的乾冰上儲存了一批 TFE，並保持容器內之低壓，
待以進行一些其計畫中的實驗，隔天早晨他發現了容器內的物質發生聚

合反應，鐵氟龍於焉誕生。又如抗生素(antibiotic)也是在一連串意外及
偶然的情況下發現的。1928年，英國人佛萊明(Alexander Flemming)原
本在研究葡萄球菌，一次因他趕著去渡假，而將塗有細菌的培養皿留在

桌上未及收拾，當他回到實驗室整理東西時，另一位科學家皮萊斯

(David Merlin Pryce)正好來串門子，他發現佛萊明的培養皿上長了黴
菌，但黴菌旁邊卻都不長細菌，佛萊明認為一定是黴菌分泌某種會殺死

細菌的物質所致，就以實驗證明了他的想法是對的，剛好那時他有一位

同事正在進行黴菌研究，那位同事告訴他，培養皿中的那種黴菌的學名

是 Penicillium notatum(青黴菌)，佛萊明就將那種未知的抗菌物質稱做
Penicillin(中文譯做盤尼西林或青黴素)，但當時佛萊明並沒有進一步研
究如何純化盤尼西林，直到 1945年佛洛里(Howard Florey)及錢恩(Ernst 
Chain)始成功的純化盤尼西林，並證明可以用來治病，更於當時的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拯救無數傷病患，最後佛、錢二氏與佛萊明三人合得 1945
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因此，即使在不知一發明之原理究係為何的情況下，只要專利說明

書充分揭露其如何得到或使用，即已具備可專利性，不得以其未揭露原

理而核駁或無效之，雖然揭露原理較易使審查委員或法官信服其確實可

據以實施(enabling)，但未揭露原理亦並不必然使發明欠缺可據以實施
性，因 35USC§112 所規範之可據以實施性係要求熟習該項技藝之人可
依發明人之揭露而重複實施即為已足，知不知其原理與該發明可否重複

實施乃無必然關係，§112與§103(a)之後段實已充分體現此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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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美國專利法上，非顯而易知性堪稱為最重要的可專利性要件，但

也最不容易客觀化與標準化，而使其適用上極為困難，即使美國國會與

法院一再努力的企圖使其更加客觀，但實際上仍難脫主觀認定之影響，

故於專利審查階段，會否遭致非顯而易知性之核駁實有相當高比例的運

氣成分，在面對此種核駁理由時，本文建議，若該申請專利之發明確為

多件先前技術之組合，或單一先前技術之修改之情形，不妨以先前技術

未提供如此組合或修改之動機、啟發或教示做為答辯主軸，較諸以技術

分析之方式答辯，應有較高之說服力，因做為主要先前技術來源的專利

說明書通常並不會提供這些動機、啟發或教示，且先前技術中有無提供

組合或修改之動機、啟發或教示，亦遠較爭執該組合或修改是否顯而易

知之問題更為客觀。 

另須特別注意者，即§102(e)與§103 合併適用之問題，雖在 MPEP
及諸判決中皆支持以§102(e)所訂之先前技術做為§103 非顯而易知性之
判斷基礎，但事實上§102(e)所訂之先前技術(即尚未公告或公開之專利
申請案)在後發明申請前尚未公開，即該所謂的先前技術資料仍處於保
密階段，除非該申請案之產品已上市或其申請人自行公開，在後發明之

發明人根本無從得知該所謂的先前技術，縱使如此，§102(e)/§103 之核
駁至今仍屬合法，但卻極不合理，且與我國之規定明顯相左，實值得我

國發明人及申請人多加注意，也許有朝一日，§102(e)/§103 之核駁會被
最高法院推翻，正如 1971 年的 Blonder 案一舉推翻行之有年的禁反言
相對性原則(doctrine of mutuality of estoppel)於專利無效訴訟上之適用
一般，該案終結了以往一專利被一法院宣告無效確定以後，仍可起訴控

告其他侵權人之專利侵權，並再次爭執該專利有效性之合法但不合理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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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專利法上之可專利性要件有三，即新穎性、實用性及非顯而易

知性，其中非顯而易知性乃一創作能否取得專利權之最大障礙，該要件

係由法院判例所確立，後經美國國會予以成文化定於 35USC§103 中，
該要件極具主觀性，本文嘗試經由條文、判例及文獻解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