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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97)年三月德國漢諾威警方在義大利Sisvel專利

管理公司的要求下，派出180名警力，大規模臨檢漢

諾威展覽會場，主要針對台灣、大陸及韓國等亞太地

區廠商，鎖定以微軟視窗作業系統的MP3隨身聽與智

慧型行動裝置，德國檢調人員於現場帶回68箱電子產

品與文件，包括手機、導航系統、數位相框、液晶螢

幕和廣告小冊子，主要針對音訊或檔案壓縮科技的專

利。 

據德國警方的資料顯示，受檢的51家廠商有24家

來自中國、3家香港、12家為台灣廠商，另有9家德國

公司，以及波蘭、荷蘭和韓國各一家。 

推測義大利Sisvel公司向德國檢方檢舉廠商涉嫌

侵權，且先以刑事訴訟臨檢參展廠商，隨後搭配民事

賠償請求，目的應是施壓廠商簽署專利授權合約，如

果廠商和專利權人無法達成和解，最後可能進入民事

或刑事訴訟，而且Sisvel已向海關申請邊境保護，廠商

在取得專利授權並給付權利金前，貨進歐盟可能都會

面臨困難，而部分還在與Sisvel談專利授權合約的廠

商，這次也被搜索，可見Sisvel的姿態很高，由於專利

侵權在德國並未除罪，罪名如果成立，依法最高可判

刑五年，因此台商務必要小心處理。 

 

一、國際智財保護態度趨於強硬 

 

推動這次CeBIT取締行動的Sisvel，是代表飛利

浦、阿爾卡特朗訊與法商湯姆笙等國際知名大廠的專

利公司，從他們所採取的高姿態和強硬的行動，我們

不難發現近年來在全球智慧財保護聲浪日益高漲的

情況下，國際大廠對其智慧財遭到違法侵權或仿冒的

態度和回應，也愈趨強硬，所以類似如CeBIT這類大

型展覽會的展商，遭到當地警方臨檢的情況，恐怕將

會越來越多，包括2007年柏林IFA消費性電子展也曾

傳出台商因侵權被拘留的情況。 

台灣廠商的技術與製造能力早已全球所肯定，但

也因此成為國際品牌或專利大廠鎖定的目標，此次德

國事件主要針對MP3相關專利侵權進行臨檢，而MP3

目前是眾多智慧型行動裝置等消費電子產品基本配

備，稍有不慎，非常容易「採到地雷」，淪為覘板上

的魚肉，任人宰割。 

所以台商需要注意，如果展出的產品牽涉到許多

複雜的專利，則在參展上必須針對可能面對的風險，

審慎評估，以免遭遇到歐美廠商以專利侵權之名，行

商業干擾之實。 

 

二、專利成為商戰的武器 

 

從正面的意義上來解讀，「專利」是一種財產，

可以保障發明人與專利所有人的權利，但在實際的應

用上，專利早已變成一種殺人不見血的商戰工具。在

國際化的企業競爭裡，「專利」常常成為廠商拿來「告

人」的利器，對公司來說，興訟是一種商業手段，不

一定要贏，但只要能夠拖延廠商的新產品上市時間、

讓廠商名譽受損，甚至因跨國官司荷包失血……，只

要能達到任何一種目的，在商場，專利就很有價值；

當然，如能因此勝訴，拿到可觀的權利金更好。 

 

三、台灣廠商危機意識不足 

 

這次的事件反映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台

灣在國際專利佈局事務上的處理能力與重視程度仍

然不夠，應戰上的經驗薄弱，主事者間充斥著僥倖的

心態，讓台灣廠商在國際產業中遭受到嚴峻的挑戰，

並對台灣在轉換代工角色、朝向以品牌/設計為主的發

展，影響深鉅。這次的事件正好可以給大家一個深思

的機會，喚起大家對智慧財管理的重視，建立企業在

國際專利佈局的策略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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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專利佈局的陌生將埋下經營危機 

 

當一個公司決定要投入某種技術領域或是某項

產品的開發時，其實在展開技術研發階段的源頭上，

就必須先針對別人的專利佈局狀況做足功課，即是事

先了解該技術/產品中有哪些廠商已經已經擁有專利

權，否則盲目的進入，除了成功機率不高之外，還有

可能因為專利侵權的因素，讓公司蒙受巨額的損失。

因此，了解別人的專利佈局，將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經

營風險。 

就專利檢索專家而言，專利事務所或專利法律事

務所來說，光是承接一份專利佈局的分析，就是一件

大工程，舉例來說，針對某一個專利的全球專利佈局

狀況，在從前網際網路不發達的年代，因為資訊不流

通，所以要找到這些專利、知道這些技術內容是相當

困難的，但今天確是非常的容易，容易到讓你覺得訝

異，因為在這個資訊氾濫的時代，隨便搜尋就可以找

到上千篇的資料，但這些卻未必是我們所真正需要

的；此外，專利的搜尋是一件相當費時費工的事，因

為必須進入每一個國家獨立的專利網站，透過層層的

搜尋條件和關鍵字，進行逐筆資料的比對和查閱，幸

運的，可以找到所需要的資料，而不幸的，可能是做

了一場白工。 

例如至USPTO查詢美國專利，即使有關鍵字可以

先找到相關專利，列出一張清單，不過這份清單只有

秀出專利號碼和專利名稱，但光是專利名稱都有可能

會是騙人的！所以檢索者必須一篇一篇、一頁一頁逐

步查看，再則即使每篇專利有摘要可以閱讀，亦不見

得是使用者所要的相關專利！因為專利擁有/申請人

通常都會技巧性的運用文字遊戲，隱藏專利的真正技

術，讓檢索者不容易找出專利的真髓！ 

以專利事務執業的專業人士，還會遭遇到以上的

困難，更何況是一般的企業呢！但是商場如戰場，企

業主要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確認自己的產品技術沒

有侵犯他人的專利？了解這項技術領域中，是否已經

有人卡位取得專利？競爭者的專利佈局又是如何？

產品開發是否將會誤觸他人的專利？ 

這項任務不但要在最短時間完成，還必須做到正

確度最高的資料彙整，而一間企業是否能在國際舞台

上勝出，決勝點就在於是否能夠突破以下這四個在專

利檢索上窒礙難解的問題。 

 

問題一：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同時檢索到不同國

別的相關專利？ 

 

所有在專利檢索上遭遇相同困難的人，都有一個

相同的需求，就是是否可以整合各國家獨立的專利搜

尋網站，在一個平台上，簡化專利檢索為人詬病的繁

複流程，同時檢索到不同國家的專利，就可以大幅地

縮短檢索所浪費的人力與時間。 

 

問題二：能於展開專利閱讀前，即已知所檢索到

的專利是否是相關的，否則只是徒勞浪費時間於每篇

專利的閱讀上？ 

 

當我們透過關鍵字搜尋取得一大串的檢索專利

清單時，面對動輒數十筆、數百筆的資料，是否有辦

法進階篩選出更貼近我們需求的資料呢？其實透過

高度關聯性分析，自動針對所搜尋出來的多筆資料進

行分析，判定是否需要進一步查看、是否集中在你所

設定的相關條件區塊中，將檢索的範圍縮小，則檢索

出的相關資料會更精確，如此便可以節省檢索者反覆

點閱、閱讀逐筆資料，所浪費的大量時間。 

 

問題三：若已確定是相關專利時，檢索者能於10

分鐘內看懂一篇專利說明書的專利特徵，是解決何種

技術的問題，而這是否又是我想要的！ 

 

解決了檢索的問題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每一筆

專利說明書，至少30-40頁的內容，最少也要花半天或

一天的時間，面對這項所有檢索者最頭痛的難題，不

禁讓人聯想到圖書館圖書檢索系統，針對每一本書都

有一張基本的說明，而每項被檢索出來的專利，是否

能有一張A4大小的專利精要表，透過這張精要表，可

以清楚解答，這個專利技術到底是在解決什麼樣的問

題？這個專利有什麼內容？特徵是什麼？濃縮在一

張A4的資料，只需要花費檢索者10分鐘以內的時間，

對專利閱讀來說，不但省時，而且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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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但又擔心相關專利僅只檢索到今日，而

後展開技術開發或技術設計入產品時又發生侵權

時，該怎麼辦？ 

 

專利的檢索結果常僅止於某一個時間點之前的

專利搜尋，企業常抱持著一個遠憂，即是但在展開技

術研發或產品設計之後，是否會有相同或類似的專利

在這段期間出現，造成產品上市或技術發表後的侵權

問題呢？所以若能夠依照已經鎖定的關鍵詞，依據企

業的需求，自動定時定期如每幾個小時/幾天/幾週/幾

月，來展開檢索，更新相關不同國家專利資訊，不但

可避開上述的問題，更能協助企業掌握此相關技術的

最新發展。 

而上述這些問題，並非無解，在此也絕非空談，

雖然台灣在智慧財議題上，經常處於挨打和被動的局

面，但我們很欣慰地看到台灣企業已經著手在這四大

問題上改善，謀得完善的解決之道，透過智財科技公

司的實際輔導，提供各項在專利檢索與專利佈局上最

迅速的協助與專業服務，不僅解決上述四大問題，而

且也讓企業的價值讓世界品牌大廠知曉，相信在大家

對此議題的逐漸重視與投入下，台灣未來在國際專利

佈局上的優勢，將指日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