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工業總會智慧財產權委員會 

近年來重要智財權工作成果摘述 

一、建構兩岸智財權交流溝通平台 

(一) 自 2008 年第一屆兩岸專利論壇在台舉辦以來，迄 2019 年兩岸已輪流舉辦十二屆兩岸專利

論壇(2020 年第十三屆兩岸專利論壇因新冠肺炎疫情延後辦理)，在歷屆率團出席宜蘭、台

北以及杭州、福州、濟南、廣州、成都與北京的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局副局長李玉光、肖興

威、賀化、楊鐵軍、何治敏以及國家知識產局專利局副局長徐聰、徐治江等支持下，迄今成

效斐然，諸如： 

1、提升了兩岸智財權之互動與認知； 

2、深植互信基石，使兩岸順利於 2010年 6月 29日簽署「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3、建構了雙方主管機關專利快速審查通道、專利審查人員交流及專利資料交換機制； 

4、有利於兩岸專利法制及審查規範之調合化； 

5、促成開放台灣考生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 

6、有助於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早日於 2014年 11、12月成立； 

7、強化了兩岸共同打擊仿冒盜版協處機制； 

8、交流兩岸因應國際專利訴訟及非專利實體(NPE)之策略； 

9、分享兩岸專利運營經驗； 

10、兩岸聚焦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智慧物聯(AIoT)、5G、區塊鏈(Blockchain)等 

    新興科技專利熱點‧前瞻與對策交流與分享 

(二) 近年來陸續與中國大陸專利綜合實力前十強之江蘇、福建、廣東、山東、上海、浙江、四川

及北京等八省(市)知識產權局(局長或副局長)，以民間知識產權協會或研究會(會長或顧問)

等名義簽署智財權交流合作備忘錄；雙方建立更緊密的交流合作關係，深獲各界肯定。 

(三) 已在台開辦，諸如： 

1、由國家知識產局田力普前局長率團與會之「兩岸專利代理實務交流合作論壇」； 

2、由北京市知識產局前局長汪洪率團與會之「京台智慧財產權論壇」； 

3、由上海市知識產局前局長呂國強率團與會之「台滬智慧財產權論壇」； 

4、三屆「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強化班」； 

5、十一屆福建、三屆四川、二屆廣東、一屆山東省等高新企業 CEO等知識產權創新、保護、

管理、運用及品牌策略等系列專題交流研習班，共結訓 273人，頗獲佳評。 

二、智財權資訊等交流提供： 

(一) 營運「工業總會《台商大陸》智財權服務網」： 

     自 2010年 3月 24日起正式營運的本網站，迄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蒞站人數逾 271萬 6 

     千人次，2020年蒞站人數年逾 36萬 1千人次，平均每日(含例假日)日破 989人次蒞站瀏覽。 

(二) 發行含國際、中國大陸及台灣智財權訊息的「智財權電子報」： 

     發送對象包含國內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相關人員、產業界、研發界、學術界、專利商標法律 

     等代理實務界、相關智慧財產權公協會團體以及我駐外相關機構、國外駐台相關機構等逾 

     8,000筆對象。 

三、自 2008年起至 2021年賡續第 14年提出『我國智慧財產權產業政策建言』，並整合在各年度 

    「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對政府政策的建言」 

     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0003 

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0003


四、培育台灣智財權專業人才 

(一) 多年來舉辦多場研討會，如以 2011年至 2020年為例，共舉辦智財權相關研討會 80場次，計 

     266.25小時，報名 17,690 人次，實到 12,050人次。 

     其中 2020年六場次共 21.5小時相關智財權研討會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以實體與線 

     上會議方式同步進行，然也獲致前所未有的成效，諸如： 

     (一)參與人數及問卷回收方面：報名人數計 4,798人，平均每場次約 800人，其中出席人數 

         共 2,757人，平均每場次約 460人，另問卷回收份數 1,359份，平均每場 227份； 

     (二)Q&A交流方面：包括實體會議業界智財高階主管現場交流切磋，以及線上參與者語音發 

         問與文字提問，交流相當熱絡踴躍； 

     (三)會後效益方面：與會者於會議結束填載問卷後，可下載會議簡報檔、觀看影音重播、以 

         及申請上課時數證明； 

     (四)課程及講師滿意度方面：在課程整體安排部分，滿意度達 95％以上；另在講師整體表現 

         部分，滿意度亦達 94％以上；而學員多抱持高度肯定及持以讚賞意見，並感謝工業總會 

         精心的安排與對產業之付出。 

(二) 2006-2016已開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培訓學院』專利工程師系列培訓班、以及專 

     利訴訟與智財權實務等培訓班共 75班、培訓時數計 2,500小時、結訓 1,800位學員。 

(三) 近幾年來，本會持續應如下民間智財機構之託，舉辦論壇、研討會，諸如： 

     1、美國多家成立逾百年的專利法律事務所； 

     2、北京、上海多家指標型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3、歷史悠久的 Thomson Reuters湯森路透、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原湯森路透智 

        財權與科技事業部）、CPA Global(思保環球智權管理顧問公司)、Lexis Nexis(律商聯訊) 

        等國際智財管理顧問機構； 

     4、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資策會科法所、台經院三所、理律法律事務所、世博科技顧問(股) 

        公司、孚創雲端(股)公司、巨群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世一企業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迄 2020年 1月 10日止，已在台舉辦 64場計 272小時有關美國及大陸專利申請、訴訟與許可 

(授權)實務與應對等論壇、研討會，強化了台灣業界美國與大陸專利申請品質、國際專利訴訟因應

能耐，提升產業競爭力。 

五、《疫情期間》主要智財工作成果摘述【線上研討會誠乃台灣典範】 

(一)2020年舉辦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的六場研討會(21.5小時) 

1.專利情報的產業競爭策略思維暨下世代新興顯示： Micro LED之專利探討(3.5小時) 

2.專利連結制度下學名藥全球佈局策略暨生技醫藥專利保護及訴訟之實務與策略(3.5小時) 

3.AI創新運用探討暨智慧醫療產業專利趨勢分析(3.5小時) 

4.美中貿易戰下多面向探討營業秘密保護與商業間諜防範之實務(3.5小時) 

5.美國專利適格性審查暨從高通案省思標準必要專利之實務與應對(3.5 小時) 

6.中國大陸 AI 專利創新運用暨高值專利申請與訴訟實務發展與應對(4 小時) 

    成效諸如：(1)參與人數方面：報名人數計 4,798人，平均每場約 800人，其中出席人數共 2,757

人，平均每場約 460 人；(2)Q&A 交流方面：包括實體會議業界智財高階主管現場交流切磋，以及

線上參與者語音發問與文字提問，交流相當熱絡踴躍；(3)會後效益方面：與會(上線)者於會議結

束填載問卷後，可下載會議簡報檔、觀看影音重播、以及申請上課時數證明；(4)課程及講師滿意

度方面：1、在課程整體安排部份：滿意度達 95％以上；2、在講師整體表現部份：滿意以上亦達

94％以上；學員多抱持高度肯定及持以讚賞意見。 



(二)2021年舉辦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或僅線上的十場研討會(23.5小時) 

1.  5／10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有關電腦程式發明專利審查修正案探討(3 小時)／880人報名 

2.  5／25 中國大陸 AI高價值專利探討(3小時)／860人報名 

3.  6／04 中國大陸藥品專利的機遇與挑戰(2.5小時)／560人報名 

4.  6／23 中國大陸規範惡意商標註冊之新法制解讀與實踐探討(2.5小時)／652人報名 

5.  7／16 SEP全球訴訟動態與應對暨 5G SEP之趨勢、規範與授權研討會(3 小時) 

          ／自 6.16迄 6.22 已有 420人報名 

6.  7／28 5G小型基地台專利布局分析研討會(2小時) 

7.  8／11 高階 PCB專利布局分析研討會(2小時) 

8.  8／18 邁向智慧製造與智慧軟體之路首重 AI、大數據研討會(2.5小時) 

9.  9／01 智慧醫療與專利保護研討會(1.5小時)  《舉辦時間及時數預計安排》 

10. 9／17 生醫研發成果保護策略研討會(1.5小時)《舉辦時間及時數預計安排》 

(三)2021年預計 11中下旬舉辦第十三屆兩岸專利論壇(6小時) 

    ／配合疫情以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或僅線上方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