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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對社會文化及經濟成就的影響向來受到重視。經濟學

者認為，制度永遠混雜著增加生產力與減少生產力的成分，而且制

度變遷幾乎總是會帶給此二種不同行為的機會；許多社會學家也提

出警告，頻繁的變法除了建立秩序外，亦有可能破壞人們熟悉的秩

序。在我國加入 WTO 前後之際，智慧財產權制度有大幅度之增修，

以上觀點容有參考價值。 

本期人物專訪單元訪問目前風靡兩岸的繪本創作人幾米先生，

幾米豐富的創作熱情與獨特的藝術風格，已深深打動眾多讀者。幾

米與我們分享他對藝術創作與智慧財產權間互動的想法與經驗，也

談到藝術創作人對於權利保護的期待與挫折，讀者也許能描繪出自

我心中神往的智識文化藍圖。 

本期學術論述單元刊載陳俊寰先生撰述「生物科技專利申請之

可實施性要件」，作者檢討我國及美國關於生物科技領域中可實施性

之要件之地位與特性，強調可實施性之要件在調節大眾與發明人間

利益的專利法衡平機制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另外，本刊為使讀

者能更明瞭智慧財產權之精神，特就屬於一般介紹性之論述，增闢

「智慧新知」單元，刊登非屬於學術論文但仍具引介價值之論述。

本期刊登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法務室李鎂主任撰述之「專利法新風

貌」，清楚而完整的介紹最新公布的專利法修正內容，相信能使讀者

迅速瞭解新法的變革重點與修正緣由。另郭雅娟小姐撰述「歐盟新

式樣」，介紹已在歐盟生效實施的新式樣法規內容，段落分明，內容

清晰，足供讀者研究及實務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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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針對地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特別制訂規範予以保護，國內對此議題非常關心卻並不熟悉，國人

關心此規定是否能有助於國內產業發展獨特地方特色，但對該等規

定之規範方式及保護方針卻常有誤會，本期智慧財產權圓桌論壇討

論「地理標示的保護」，學者及主管官員釋明本議題的重要概念與爭

議，並請產業界人士討論其於商業實務運作上的情形，希望讀者能

對此議題有較清晰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