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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三法修正說明  

    為了提升我國國際參與及區域經貿競爭力，立法院於 2022 年 4 月 15 日正式

三讀通過「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專

利法第 60 條之 1」修正草案，並經總統於 2022 年 5 月 4 日修正公布，惟本次修

法之施行日期仍待行政院定之。本次推動修法係促使我國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與

國際接軌，使其更為符合「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之規定，我國

已於 2021 年 9 月 22 日正式向 CPTPP 協定存放國紐西蘭遞交 CPTPP 申請函，望

本次修法有利於未來加入 CPTPP 之諮商談判，本次修法相關內容簡要說明如

下。 

一、 著作權法修法要點 

1.     司法院釋字第 804 號解釋過去雖肯定著作權法以「光碟」作為提高刑責

之重製方法和重製物，並未違反憲法所保障之平等權，然而該號解釋亦特別

提及隨著科技發展，時至今日，非法重製他人著作之主要載體及重製方式已

有明顯不同，立法機關應就加重處罰之分類標準適時檢討修正。而本次著作

權法刪除之條項，包含第 91 條第 3 項、第 91 之 1 條第 3 項以及相對應之沒

收、沒入規定(第 98 條和 98 條之 1)，即係針對「光碟」作為重製方式和重

製物加重處罰之特別規定予以刪除，往後「光碟」形式之侵權將回歸第 91

條第 2 項、第 91 之 1 條第 2 項之一般規定。 

2.     依 CPTPP 第 18.77 條規定，會員國應至少就具有商業規模之故意侵害

著作權案件，訂定刑事程序及刑罰，賦予權責機關得依職權發動相關法律程

序，無須經第三人或權利人正式提起告訴。故本次修正現行著作權法第 100

條，將原為「告訴乃論」之第 91 條第 2 項、第 91 之 1 條第 2 項，規定於重

製物為「數位格式」時，在符合「侵害他人有償提供的著作」、「全部原樣重

製」以及「造成權利人 100 萬元以上之損害」三要件之情形時，修改列為「非

告訴乃論」之公訴罪，以符 CPTPP 協定並兼顧比例原則，以免過多司法資

源集中在侵權案件的查處上。 

二、 商標法修法要點 

1.     依 CPTPP 第 18.74 條規定，於民事程序中侵權人就其「明知」或「可

得而知」所為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中所謂「可得而知」，應

包含間接故意(對於構成侵權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

者)及有認識之過失(對於構成侵權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

NEWSLETTER  

October, 2022 

 

THY 

Taiwan International 

Law Offices 



THY 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                 Newsletter 2022.10-CH 

 
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 

 

 

                            

本 Newsletter 謹就法律之原則，作一說明，並不構成對具體個案提供法律意見，蓋因每一個案內

容及事實不同，恐有不同之考量，故若需尋求對具體個案之法律諮詢，煩請與本所聯絡。 

20220610/Newsletter/ l                                                                                2 

者)。 故本次修法將原列於商標法第 70 條第 3 款之「明知有第 68 條侵害商

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

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刪除「明知」等文字並增

訂於商標法第 68 條第 2 項。 

2.    為了符合 CPTPP 第 18.77 條規定「會員國對於故意進口或於國內以附有

未經授權之標籤或包裝，用於商業交易管道且具商業規模者，應訂定刑事程

序及刑罰」，以及針對過去曾發生將商品及標籤分開進口，藉此規避海關查

緝，待進口後再組合成仿冒品之投機行為，本次修法爰就仿冒商標、團體商

標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等行為，增訂刑事責任於商

標法第 95 條第 2 項；並就仿冒商標、團體商標和證明標章之標籤、吊牌、

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等行為之刑事責任，擴及於意圖供自己或他人

用於同一商品或服務，為行銷目的而製造、販賣、持有、陳列、「輸出或輸

入」者(參照商標法第 96 條第 2 項)。 

三、 專利法修法要點 

    為符合 CPTPP 第 18.53 條規定，本次修法增訂專利法第 60 條之 1 第 1 項「藥

品許可證申請人就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已核准新藥所登載之專利權，依藥事法

第 48 條之 9 第 4 款規定為聲明者，專利權人於接獲通知後，得依第 96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除去或防止侵害。」，以完備藥事法參考美國、加拿大和南韓等法

規後，於 108 年 8 月 20 日正式施行之「專利連結」制度，更為明確地規範新藥

專利權人可起訴學名藥廠之法源依據。 

    此外，為了保護學名藥廠之權益，增訂專利法第 60 條之 1 第 2 項「專利權

人未於藥事法第 48 條之 13 第 1 項所定期間內對前項申請人提起訴訟者，該申請

人得就其申請藥品許可證之藥品是否侵害該專利權，提起確認之訴。」，使學名

藥藥廠得於新藥專利權人未於規定期限內(根據藥事法第 48 之 13 條，乃自接獲

申請人通知之次日起 45 日內)提起侵權訴訟時，得就是否構成專利侵權提起確認

訴訟，以大幅度地降低學名藥未來上市後，可能被追訴侵權之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