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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案件審理法重要增修條文(3) 

（配合專利法與商標法修正草案之增訂/強化紛爭解決機能）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最新修正於民國（下同）112 年 02 月 15 日經總統公布，並

於 112 年 08 月 30 日施行。本次為全案修正，增訂 40 條，修正 41 條，規範密度較修正

前法規大幅增加。本所於上回介紹了律師強制代理制度、擴大專家參與等相關修正重要

條文，本回將介紹配合專利法與商標法修正草案之增訂、強化紛爭解決機能等重要條

文。 

配合專利法與商標法修正草案之增訂 

修正

案號 

增修內容（現行內容） 修正前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110 年 12 月 08 日 

第 

70 

條 

 

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

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

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

應審酌之。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

狀，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 

第 33 條（條次變更） 

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

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

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仍應審酌之。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

狀，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 

 

強化紛爭解決機能 

1. 建立法院與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之交流制度 

修正

案號 

增修內容（現行內容） 修正前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110 年 12 月 08 日 

第 

42 

條 

前條第一項情形，法院應即通知智慧財產專責

機關；訴訟程序終結時，亦同。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收受前項通知時，應即就有

無受理撤銷或廢止該智慧財產權申請案件通知

法院；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已作成行政處分或經

申請人撤回者，亦同。 

法院收受前項通知後，得依當事人聲請向智慧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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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專責機關調取該申請案件之文件影本或電

子檔案。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收受第一項通知時，得函請

法院提供判斷撤銷或廢止智慧財產權所必要之

文件影本或電子檔案。 

第 

44 

條 

 

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為之

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或前條第四項更正專利

權範圍之合法性，於必要時，得就相關法令或

其他必要事項，徵詢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之意見。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事項之徵詢，或認有

陳述意見之必要，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

書面或指定專人向法院陳述意見。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依前項規定陳述之意見，法

院應予當事人辯論之機會，始得採為裁判之基

礎。 

第 17 條（條次變更） 

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前條第一項所為之主張或

抗辯，於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財產專責機

關參加訴訟。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依前項規定參加訴訟時，以

關於前條第一項之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為限，

適用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之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前段、第六十四

條規定，於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時，不

適用之。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後，當事人對於前

條第一項之主張或抗辯已無爭執時，法院得撤

銷命參加之裁定。 

2. 擴大訴訟參與 

修正

案號 

增修內容（現行內容） 修正前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110 年 12 月 08 日 

第 

4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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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專屬授

權之權益，與第三人發生民事訴訟時，應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

度告知他方。受訴訟之告知者，得遞行告知。 

告知訴訟，應以書狀表明理由及訴訟進行程度

提出於法院，由法院送達於前項他方及他造。 

受告知人不為參加或參加逾時者，視為於得行

參加時已參加於訴訟。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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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條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三條規定，於審理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或其附帶民事

訴訟時，準用之。 

第四十九條規定，於審理違反商標法案件而提

起之附帶民事訴訟時，準用之。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準用刑事訴

訟法關於被害人訴訟參與之規定。 

第 30 條（條次變更） 

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第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於審理第二十三條案件或其附

帶民事訴訟時，準用之。 

3. 明訂管轄法院 

修正

案號 

增修內容（現行內容） 修正前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110 年 12 月 08 日 

第  

9  

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款所定之第一審民事事件，專屬智慧財產法

院管轄，且不因訴之追加或其他變更而受影

響。但有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

所定情形時，該法院亦有管轄權。 

前項民事事件之全部或一部，涉及勞動事件法

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動事件者，應由智慧財

產法院管轄。 

智慧財產法庭審理前項民事事件，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事件法之規定。

但勞動事件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章規定，不

適用之。 

第一項民事事件之全部或一部，涉及商業事件

審理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商業訴訟事件者，

智慧財產法庭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

商業法庭審理。 

智慧財產法庭為前項裁定前，應予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但法院認為不適當者，不在此限。 

第四項聲請被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第 7 條（條次變更）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款所定之民事事件，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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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法庭審理第四項民事事件，依商業事件審

理法之規定；商業事件審理法未規定者，適用

本法之規定。 

 

4. 集中審理 

修正

案號 

新增內容（現行內容） 

112 年 02 月 15 日 

第 

18 

條 

法院審理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事件，或其他事件因案情繁雜或有必要時，應與

當事人商定審理計畫。 

前項審理計畫，應訂定下列事項，並記明筆錄： 

一、整理爭點之期日或期間。 

二、調查證據之方法、順序及期日或期間。 

第一項審理計畫，得訂定下列事項，並記明筆錄： 

一、對於特定爭點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期間。 

二、其他有計畫進行訴訟程序必要事項之期日或期間。 

依前二項商定之審理計畫事項，因訴訟進行狀況或依其他情形認有必要時，法院得與當事人商定

變更，並記明筆錄。 

當事人以書狀向法院陳明經合意之審理計畫，或變更審理計畫之事項，經法院以之訂定或變更

者，應告知當事人或於次一期日記明於筆錄。 

法院依審理計畫進行訴訟程序，於必要時，審判長得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另就特定事項訂定提

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期間。 

當事人逾第三項第一款或前項期間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法院得駁回之。但當事人釋明不致

延滯訴訟或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除前項情形外，當事人違反審理計畫事項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

由；未說明者，法院得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