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智慧財產權》 
一、 試比較我國法上之著作權、商標權及專利權之保護期間之差異，並舉例說明之。（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著作權、商標權與專利權之保護期間 

答題關鍵 

1.本題為基本觀念之考題，考生於答題時應段落分明，並應將著作權法、商標法與專利法中有關保護期間規定

之條文載明。 

2.著作權應分別就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二部分說明。 

3.商標權部分應敘及商標專用期間得申請延展之規定。 

4.專利權部亦應說明專利權期間延長與延展之規定。 

擬答鑑示 參考：陳律師，智慧財產權法，頁前-3 ~ 前-6、1-63、2-33 ~2-35、3-54，高點出版。 

 

【擬答】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商標法與專利法就著作權、商標權與專利權之保護期間各有不同，茲分述如下： 

(一)著作權之保護期間 

1.著作人格權： 

按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者，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或存續，任何人不得侵害。」著作權法第十八條定有明

文，是以著作人格權乃受著作權法永久之保護。例如某甲於民國八十年一月一日完成A語文著作，則某甲雖於同年

三月廿一日死亡，惟其A語文著作之著作人格權仍永遠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不受影響。 

2.著作財產權：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之計算標準與民法上所規定之期間計算方式並不相同，係以期間屆滿當年之末日為期間之終

止，合先敘明。 

(1)自然人為著作人者，依著作權法第三十條規定，其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存續於住做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作若於著作人死亡後四十年到五十年間始首次公開發表者，則其著作財產權之保護期間，自公開發表時起存續十年。 

(2)法人為著作人者，依同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其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年，但著作在創作完

成時起五十年內未公開發表者，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五十年。 

(3)共同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依同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其枲期間存續至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後五十年。 

(4)別名著作或未具名之著作，依同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其著作財產權之保護期間原則上存續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年，

惟有下列二種例外： 

A.可證明著作人死亡已逾五十年者，則著作財產權消滅。 

B.若著作人之別名為眾所周知者，則漆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該住做人之生存期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5)攝影、視聽、錄音、電腦程式及表演著作，依同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其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

五十年，但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五十年內未公開發表者，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五十年。例如某甲於

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一日完成A語文著作，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三日死亡，則某甲之A著作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某

甲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亦即至民國一百四十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二)商標權之保護期間： 

1.自商標註冊之日起十年：商標之專用期間自註冊之日起算十年，此於商標法第廿四條定有明文，所謂註冊之日，依同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係指「審定公告期滿之次日」而言。例如某甲於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向智慧財產局提出

商標註冊之申請，經智慧財產局審定公告三個月於同年五月十五日審定公告期滿，則某甲之商標專用權限自民國九

十年五月十六日起算十年。 

2.得申請延展：商標專用權人若無商標法所定不准延展之事由，得於其專用期間屆滿前、後六個月仈中請延展，每次延

展以十年為限，並無限次地申請延展。 

(三)專利權之保護期間： 

1.發明專利：專利法第五十條第三項規定，發明專利權限自申請日起算二十年屆滿。例如某甲於民國九十年一月五日提

出A發明專利申請，經智慧財產局審查後核准專利，則某甲就A發明專利之專利保護期間為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五日

起算二十年。 

2.新型專利：專利法第一百條規定，新型專利權限自申日起算十二年屆滿。例如某甲於民國九十年二月五日提出B新型

專利申請，經智慧財產局審查後核准專利，則某甲就A新型專利之專利保護期為自民國九十年二月五日起算十二年。 

3.新式專利：依現行專利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三項規定，新式樣專利權限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惟八十六年五月七日修

正通過但尚未施行之新修止專利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三項則規定新式樣專利權限自申請之日起算十二年屆滿。例如某甲

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五日提出A新式樣專利申請，經智慧財產局審查後核准專利，則依現行專利法之規定，某甲就A



 
新型專利之專利保護期間為自民國九十年三月五日起算十年。 

4.專利權期間之延長：專利權人取得專利後，若有下列二項事由者，得依專利法第五十一條 第六十六條規定申請延長

或延展專利權期間： 

(1)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利權之實施，依柂法律規定，應取得許可證，而於專利案審定公告後需時二

年以上者，專利權人申請延長專利二年到五年，其延長時間不得逾越取得許可證所需之時間，若取得許可證需時五

年以上者，則延長期間仍以五年為限，又申請人申請延長期間以一次為限。 

(2)發生戰事：發明專利權人因中民國與外國發生戰事受損失者，得申請延展專利權五年到十年，並以一次為限，但

屬於交戰國人之專利權，不得申請延展。 

 

二、 甲受雇於乙公司從事翻譯英文文學著作，其完成之翻譯作之權利如何歸屬？請試從現行著作權法規定，分析

其可能之歸屬方式，並請評釋之。（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僱傭關係存續中，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 

答題關鍵 
1.應分別將著作權利歸屬之可能情形一一列出。 

2.應分別說明著作權權與著作財產權之歸屬。 

擬答鑑示 
1.參考：陳律師，智慧財產權法，頁2-30 ~2-32。 

2.參考：高點智慧財產權補充講義2，頁2。 

3.參考：高點模擬考考猜重點第4點。 

 

【擬答】 
按著作完成，著作權原則上係歸屬於著作人原始取得，惟基於僱傭關係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權之歸屬於著作權法則另有特

別規定。依題意甲為乙公司之受僱人，則甲於其職務上所完成之翻譯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依現行著作權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有以下之可能： 

(一)以甲為著作人，由甲享有著作人格權，由乙享有著作財產權 

1.若甲乙問並無特約約定由何人任該著作之著作人者，則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著

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甲既為該翻譯著作之著作人，則當然享有該著作之著作人格權。 

2.至於該翻譯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依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甲乙間若無特約約定，則由雇用人即乙公司享有該翻譯著作

之著作財產權。 

(二)以甲為著作人，且由甲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人格權 

1.若甲乙問並無特約約定由何人任該著作之著作人者，則如前所述，依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以受雇人即甲為

著作人，並由甲享有該著作之著作人格權。 

2.甲乙問若有特約約定職務上完成之著作的著作財產權歸由受雇人享有者，則依前揭條文第二項但書規定，著作財產權

之歸屬從其約，故該翻譯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亦由甲享有。 

(三)以乙為著作人，由乙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1.若甲乙間就僱傭關係存續中完成之著作，業已以契約明文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則依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此際即從契約之約定以雇用人即乙公司為該翻譯著作之著作人。 

2.乙公司為該譯著作之著作人，即得享有該翻譯著作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三、 試論商標近似之認定原則，並藉此等原則說明使用於衣服、靴鞋及帽子之兩商標GUCCI與CUGGI是否構成近

似？（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商標圖樣近似之判斷標準。 

答題關鍵 
商標圖樣近似之認定標準，除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有明文外，主管機關並訂有「商標近似審查基準」，

答題時應由此二明文規範出發，並分段逐一論述認定原則內涵。 

擬答鑑示 參考：陳律師，智慧財產權法，頁3-24~3-26，高點出版。 

 

【擬答】 
(一)按商標圖樣之近似，係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實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有無混同誤認之虞判斷

之，商標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著有明文，亦即判斷商標圖樣是不否構成近似，應以一般大眾之注意力與標準為主，

視其有無該等商標圖樣產生混淆誤認其為相同來源之可能。 

(二)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訂定之「商標近似查基準」，判別商標圖樣是否構成近似有以下之原則： 

1.總體觀察：商標若同時包含文字與圖樣者，則於判斷是否構成近似時，應就商標文字與圖樣整體部分相互比較觀察。 

2.主要部分觀察：商標圖樣中雖包文字與圖樣，惟其構成若係以文字或圖樣為商標之主要部分，作為代表該商標之特點者，

則應以該主要部分相互比較觀察。 

3.異時異地隔離觀察：不論採總體觀察或主要部分觀察，於比較商標圖樣時，應將兩商標隔離觀察，倘若隔離觀察後發覺

有足使一般購買人構成混淆誤認之虞者，即屬近似。 

4.以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購買人，施以普通之辨別力與注意力為準。 



 
(三)本題「GUCCI」與「CUGGI」兩商標圖樣應構成近似： 

1.按商標圖樣在讀音、外觀或觀念上有一近似者，即為近似之商標，亦即，商標近似之態樣有三種： 

(1)讀音近似：指商標之稱呼構成近似，致一般購買人聽聞後有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者。 

(2)外觀近似：指依一般購買人之視覺，將商標圖樣隔分別觀察該等商標之外觀形象有使其發生混淆誤認之虞者。 

(3)觀念近似：指兩商標圖樣所欲表達之意念或構想同或近似，縱使兩商標圖樣在讀音外外觀上均無構成近似，惟仍造

成一般大眾因其觀念雷同而有混淆誤認之虞者。 

2.依題意所示之兩商標均指定使用於衣服、靴鞋及帽子等商品，且兩商標均係由英文字母所構成，雖然拼字不同，惟均係

由相同之字母組成，則將兩商標分別隔離觀察，依一般消費大眾於購買時所施之注意力，系爭兩商標在外觀形象上已足

以構成購買人有誤認混淆之可能性，故該「GUCCI」與「CUGGI」兩商標應構成近似。 

 

四、專利申請時，我國專利法承認「優先權原則」，請說明此原則之意義及特色。又設若美國人甲及英國人乙係

對A專利之共同發明人，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一日在日本共同提出申請案，並於民國九十年九月十一日向我

國申請發明專利，試問：甲及乙於我國為優先權之主張，是否應予受理？（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專利法中「優先權」制度之意涵。 

答題關鍵 
1.應分別就優先權之意義、要件與效力論述。 

2.申請人為外國人時，必須其所屬國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始得於我國主張優先權。 

3.美國與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1-41頁到1-44頁。 

擬答鑑示 
1.參考：陳律師，智慧財產權法，頁1-41~1-45，高點出版。 

2.參考：高點智慧財產權補充講義2，頁2。 

3.參考：高點模擬考考猜重點第三點。 

 

【擬答】 
(一)優先權之意義：所謂「優先權」乃係指專利申請人就同一發明或創作，於提出第一次申請案後，在特定之期間內向其他
國家提出專利申請案時，得主張以第一次申請案之申請日（即優先權日）作為審查後申請案是否符合專利要件之日。我

國專利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申請人就相同發明再與中華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並於第一次

提出專利申請之次日起十二個月內，向中華民國提出申請專利者，得享有優先權。」與同條第四項：「主張優先權者，其

專利要件之審查，以優先權日為準。」之規定，即係在揭示優先權之意旨。 

(二)主張優先權之要件：依前揭條文之規定，欲於我國申請專利時主張優先權者，必須具備下列要件始得主張： 

1.申請人必須是中華民國之國民，若申請人為外國人者，則必須該外國人所屬國家亦承認我國國民得於其境內主張優先權。 

2.先申請案必須是申請人第一次提出申請之申請案，且先申請案之受理國家必須為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目前與

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有澳洲、德國、瑞士、日本、美國及法國等。 

3.前、後申請案之內容必須相同。 

4.申請人須先優先權期間內向我國提出專利申請，並於申請時主張優先權。所謂優先權期間乃係自申請人第一次提出申請

案申請日之次日起算，發明、新型專利為十二個月，新式要專利為六個月。又依專利法第一三六條規定，優先權日不得

早於本法施行之日。 

(三)主張優先權之效果：主張優先權者，主管機關於審查該申請案之專利利要件時，應以優先權日為基準，亦即以申請人第

一次於外國提出申請案之申請日作為審查後申請案之基準，例如某甲於九十年一月一日以A發明專利向美國提出專利申

請，並於同年八月十五日以和同之A發明專利向我國提出專利申請，並主張優先權，則我國之主管機關於應以九十年一

月一日作為審查A發明專利是否符合專利要件之基準日，而非九十年八月十五日。 

(四)優先權之特色：按專利申請案必須符合專利要件，即實用性（產業土可利用性）、新穎性與進步性（非顯而易知性），始

有獲准專利之可能，惟申請人於成某一發明並提出申請案後，該申請案之內容即因申請案之提出而公開，申請人日後若

欲就相同之申請未內容於我國提出專利申請，勢將因該申請案前已公開，喪失了新穎性不符合專利要件，而遭審查機關

核駁，為了彌補此新穎性要件之欠缺，遂有優先權原則，讓申請人得以其第一次外國提出申請之申請日，作為審查後申

請案之基準日，如此，因為審查時點往前推算，故後申請案即不致因先申請案之提出而喪失新穎性。 

(五)我國不應受理甲及於我國為優先權之主張：按欲於我國主張優先權之外國申請人，必須其所屬國家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

權，此前已述及。依題意，甲為美國人，乙為英國人，雖然美國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惟因英國與我國間並未相互承

認優先權，是以甲乙就其共同發明之 A專利申請案，於我國並無法主張優先權，我國主管機關對於甲乙優先權之主張應

不予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