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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 

涉及「營業秘密」部分修正條文說明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以下稱「本法」）自 2007 年 3 月 28 日公布後歷經三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8 日，本次修正草案共 81 條，

其中包含增訂 40 條以及修正 41 條，規範密度較現行法(共 41 條)大幅增加，目

前已於 2022年 9月 29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而本次全面檢討、

修正本法，其中相當值得一提之修正要點，便是為了回應業界對於訴訟程序中保

護「營業秘密」之期待，並落實專家參與和妥速審結等要求，而就「營業秘密」

案件之相關管轄規定，以及提升「營業秘密」刑事案件審理之保護機制，有了大

幅度地新增修訂，本篇文章以下即針對本次修正草案中，涉及「營業秘密」之修

正條文，進行一簡要之說明。 

一、 強化程序中營業秘密之保護  

(一) 保護營業秘密之卷證內容 

    營業秘密具有相當經濟價值與禁止洩漏之特性，因此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之

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本次修法新增規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得向法院聲請，

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參照修正

條文第 33 條、第 34 條）；本法草案亦就智慧財產刑事訴訟中有相關規定，法院

得依當事人、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訴訟卷宗、證物內容之檢閱、抄

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參照修正條文第 60 條）。然而考量民事訴訟中雙方

當事人之訴訟權益以及訴訟平等原則，以及刑事訴訟中刑事被告依據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之訴訟權，應有充分之卷證資訊獲知權，因此就該訴訟資料或卷證不予

准許或限制之範圍及方法，仍應有適當規範，故針對其範圍及方法，本法訂有明

確授權規定，由司法院定之（參照修正條文第 33 條、第 60 條）。 

(二) 增訂營業秘密卷證去識別化之代稱或代號 

    營業秘密之刑事案件以及其附帶民事訴訟，其卷證資料恐涉及全部或一部營

業秘密，如於訴訟程序中一律開示該營業秘密卷證資料，可能造成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之損害，因此為了避免營業秘密之外洩，本法草案增訂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可以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向法院聲請就卷證內容涉及之營業秘密，定其去識

別化之代稱或代號（參照修正條文第 6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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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秘密保持命令運用制度 

    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不得將營業秘密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向他人開示

該營業秘密，此秘密保持命令制度之設計，是著眼於保障辯論權，以利訴訟程序

之有效進行，並能兼顧防止營業秘密外洩之風險。然而，過去法院實務上常見當

事人或第三人以保護營業秘密為由拒絕聲請秘密保持命令、或有刻意限縮受秘密

保持命令之人或應受命令保護之內容，使得訴訟程序無法順暢進行，進而影響裁

判之迅速與正確性。因此，本次修正草案增訂法院得曉諭當事人或第三人提出聲

請秘密保持命令；若仍不聲請者，法院得依請求於聽取當事人或第三人意見後，

依職權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參照修正條文第 37 條），並明定不得聲請撤銷秘密保

持命令之事由，及法院得依職權撤銷之情形（參照修正條文第 40 條）。 

    值得注意者係，本次修法針對違反本法秘密保持命令之行為，提高罰金刑之

上限至 100 萬元，並且認為違反本法秘密保持命令者，除侵害持有營業秘密者之

財產法益以外，更是藐視法院所發之命令，該行為係侵害國家法益，因此其性質

應修訂為「非告訴乃論」罪，檢察官得不經告訴，主動開啟偵查，並經起訴後交

由法院審判。另如該營業秘密涉及國家安全法第 3 條第 3 項1所稱「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時，本次修法更增訂違反秘密保持命令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之刑責，且即使於境外違反者，不問犯

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亦同（參照修正條文第 76 條）。 

   此外，法人之負責人或非法人團體之管理人或代表人，或法人、非法人團體

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秘密保持命令者，除對行為

人處以刑罰以外，亦得併罰該法人、非法人團體罰金刑。然若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能夠證明其負責人、管理人或代表人已盡力防止者，得主張免責（參照修正條文

第 77 條）。 

 

二、 專業、妥適及迅速審理 

    依據現行條文，智慧財產刑事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第一審訴訟由地方法院

管轄，然而因「營業秘密」刑事案件具有高度技術、專業特性，其案件內容大多

涉及具產業獨特競爭優勢之技術，以及犯罪所生損害等議題之判斷，因此本次修

                                                
1
 國家安全法第 3 條第 3 項：「第一項所稱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指如流入外國、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或境外敵對勢力，將重大損害國家安全、產業競爭力或經濟發展，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並經行政院公告生效後，送請立法院備查： 

一、基於國際公約、國防之需要或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考量，應進行管制。 

二、可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技術或大幅提升重要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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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針對營業秘密刑事案件(包含犯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第 13 條之 2、第

13 條之 3 第 3 項及第 13 條之 4 等罪)之第一審訴訟，特別規定不適用由地方法院

管轄之規定，而改由第一審智慧財產法庭審理，而有關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第一審刑事案件，則增訂由「第二審」智慧財產法庭審理（參考修正

條文第 59 條），以落實專業、妥適及迅速審理目標。 

 

 營業秘密之刑事案件(含附帶民事訴訟)管轄規定 

 

 

 

 

             

 

最高法院-專股/專庭 

第一審智財法庭 (合議庭) 第二審智財法庭 

第一審智財法庭 

一般營業秘密刑事案件 

(含附帶民事訴訟) 

涉「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 

營業秘密刑事案件(含附帶民事訴訟) 

簡易程序 
通常、簡式審判 

或協商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