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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編輯的工作某程度很類似新聞記者，希望將最即時、

最精采的議題呈現在讀者面前，但是不同於新聞記者通常會有

的過度詮釋短期現象的缺點，我們希望將事件拉到脈絡裡面來

討論，換言之，現下發生的法律爭議能夠獲得立即地解決固然

很好，惟問題的本質若是需要一套健全的制度以為相對應，則

討論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意義更為深遠。藉由回顧過去能

夠展望未來，在歷史事件中所付出的成本才有代價。     

本期的圓桌論壇題目定為「從 SARS 看醫藥品專利問

題」，會議中邀請到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的黃家鑫醫師作

十五分鐘的簡報，從加拿大、美國、香港針對 SARS病毒基因

訊息之專利戰爭到美國政府和大藥廠之間曾經歷過的談判經

驗，簡單點出專利權的賦予如何公共健康利益之間取得衡平的

問題，台灣將來是否有免於支付巨額權利金才能對抗流行病的

方法？鄭中人教授接著在簡報中以法律的角度，從與貿易有關

的智慧財產權協定以及多哈宣言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案。事實上

這樣的議題牽涉的層面極廣，不只是智慧財產局所能獨立解

決，本月刊作為一個發聲的平台，只能夠做到拋磚引玉，還希

望各方專業人士能夠繼續研究，共同思考長久的解決之道。     

本期學術論述單元刊載張瓊華小姐所著之「專利制度之思

考—新興科技衝擊下的迷思與困境」，本篇文章從專利制度史

出發，雜揉經濟學角度的思考，探索專利制度的目的，希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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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出最適化與本土化的規範法理，值得一讀。劉棠必先生所著

之「研究除外原則在專利法架構下之問題研究—以我國現階生

物科技基礎研發之特質為例」，對於我國生物科技產業的推動

現況以及發展策略有深刻的描述，同時以法律經濟分析的觀

點，提出對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的修正建議。上開文章篇幅較

大，分成（上）（下）兩期刊登，請讀者注意。     

有鑒於最近政府查緝仿冒的行動迭創佳績，特別規劃專訪

警政署保護智慧財產權大隊的廖高江大隊長，該大隊成立於今

年一月一日，係政府查緝智財權侵害的專責警力，對我國國際

形象的提昇助益不少。廖大隊長於訪談中亦詳細敘述了目前的

查緝重點以及政府跨部會間如何進行協調溝通以完成查緝任

務，讀者不妨窺其大義，相信能夠提昇智財權保護意識。     

世新大學法學院承接本月刊之編輯出版工作已經有半

年，為了更貼近讀者對於本月刊之期待與需求，本月份特

別製作問卷隨同本期刊物一同寄發至讀者手中，請讀者抽

空填寫問卷，將本刊製作上之優缺點告訴我們，編輯群將

盡最大能力檢討改進，以提昇本月刊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