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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要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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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全面檢討、

修正本法，茲為提升產業之國際競爭優勢，建構更具專業、效能之智慧財產訴訟

制度，至於其中就「營業秘密」部分修正條文之說明，本所已另行撰寫並刊於

2022 年 11 月刊，因此本篇文章以下針對本次修正草案之其他修正要點，進行一

簡要之說明。 

一、 增訂律師強制代理制度 

    考量智慧財產「民事」事件之高度法律專業性，為保護當事人權益，本次修

正草案明定特定類型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應強制由律師代理，包括第一審訴訟

標的金額或價額，超過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原則為逾

新台幣 100 萬元者)時、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或營業秘密涉訟時、起訴前

聲請證據保全或保全程序事件者或因前三種類型之事件所生其他事件之聲請或

抗告者，以及第二審、第三審或再審事件時(參照修正條文第 10 條）。     

二、 專家參與 

(一) 增訂查證制度 

    隨著資訊科技或人工智慧等相關技術快速發展，為了解決專利權人舉證困難

之問題，以及協助法院發現真實，有必要藉由中立且具備專業知識之專家到現場，

執行具有一定法律上強制力之證據蒐集程序，使其能夠基於專業背景協助法院，

此即為「查證制度」。本次修正草案增訂於專利權侵害事件、電腦程式著作權以

及營業秘密侵害事件，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選任查證人，對他造或第三人持有

或管理之文書或裝置設備實施查證(參照修正條文第 19 條、第 27 條）。 

(二) 增訂專家證人制度 

    此「專家證人」制度乃本次修正草案針對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新增準用「商

業事件審理法」第 47 條至第 52 條及第 75 條有關「專家證人」之規定，其中專

家證人，係指於其專業領域具備相當知識、經驗或受過教育、訓練，而有助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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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理解或認定事實、證據及經驗法則之人，當事人得經法院許可後選任專家證人

提供專業意見(參照修正條文第 28 條以及商業事件審理法相關條文）。 

(三) 增訂徵求第三人意見制度 

    本次修正草案參考日本立法例，就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針對法律之適用、技

術判斷或其他必要之點，新增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並聽取他造之意見後，認有

必要時，於法院網站公開向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定相當期間徵求提出

書面意見或資料之規定，此即「徵求第三人意見」制度，該第三人提供之書面意

見或資料，僅供為審理之參考，法院不受其拘束，且無回應之義務(參照修正條

文第 29 條)。 

三、 配合專利法及商標法修正草案之增訂 

    根據專利法及商標法近期之修正草案，配合刪除專利法之「再審查」制度和

商標法之「異議」制度，預計設置「複審及爭議審議」制度，將案件區分為「複

審案」以及「爭議案」，其中「複審案」有例如核駁複審案、期間延長之申請案

等類型；「爭議案」則有如專利權舉發、商標之評定和廢止案件等案， 對此為配

合上述二修正草案之修訂，本法修正草案針對承接「複審及爭議審議制度」之「複

審訴訟」和「爭議訴訟」，其程序規定由現行之行政訴訟程序，改採準用民事訴

訟程序，亦即採用由雙方當事人(例如舉發人與商標權人)對立之對審式架構，並

增訂其相關規定(參照修正條文第 55 條至第 58 條)。 

四、 強化紛爭解決機能 

(一) 建立法院與智慧財產專責機關間之交流制度 

    參考日本立法例，為加速訴訟進行，以及防止判斷發生歧異，增訂法院與智

慧財產專責機關間之資訊交流制度，如有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具備應撤

銷、廢止之原因時，法院應即通知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照修正條文第 43 條）。

此外，法院針對判斷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或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等爭議時，

得徵詢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之意見，以利妥適裁判（參照修正條文第 45 條）。 

(二) 擴大訴訟參與 

    智慧財產權益經專屬授權者，權利人、營業秘密所有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之一

方，應於發生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時，主動、適時地將訴訟告知他方，使他方有斟

酌是否參加訴訟之權利（參照修正條文第 46 條）。另於智慧財產刑事訴訟中，考

量受侵害之內容、範圍等，當屬被害人最為知悉，為保障被害人之權益，增訂被

害人訴訟參與之規定（參照修正條文第 7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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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智財法庭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商業法庭(第一審) 

(三) 明定民事事件特別專屬管轄以及競合管轄之法院 

    修正智慧財產第一審民事事件之特別專屬管轄，並明定智慧財產第一審民事

事件與勞動事件、商業訴訟事件競合時之管轄法院與法律適用（參照修正條文第

9 條）。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管轄法院 

 

 

 

             

 

最高法院-專股/專庭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智財法庭 

地方法院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智財事件 智財+商業事件 智財+勞動事件 

合意管轄 特別專屬管轄 

§9 法院依聲請或

依職權裁定移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