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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熱愛藝術與電影，所以讀

台大法律系時就決定投入智財法律

領域。當時臺灣被稱為海盜王國，每

年受美國 301 黑名單壓力，我想研究

國際相關 IP 法制，考上教育部公費留

學獎學金第一屆智慧財產權法科目

後，到美國哈佛法學院及紐約大學法

學院攻讀法學博士。我回國後希望投

入第一線的律師工作，從個案上帶來

突破，也同時兼課教授 IP 法律，發表

文章推動新的 IP 法律觀念。  

        我考上律師後已執業超過 30

年。我曾擔任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全聯會 )的智慧財產權委員

會主任委員，參與臺灣智慧財產法院

的籌設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的制定。2020 年我又擔任改制後全國律師聯合會(全

律會)第一屆的智慧財產權委員會主任委員，再度參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的大修。

這 30 年來見證了台灣在 IP 法制逐步修訂，達到國際水準，更從個案中感受到實務

上 IP 案件審理的進步。 

   我在執業期間，帶領許多不同 IP 領域的法律訴訟專案，藉由指標性的個案建立

IP 的重要原則。如代表健亞生技告日商武田公司濫用專利權的案件，讓透過定暫時

狀態處分從事不公平競爭的廠商付出大量賠償金。如代表台積電制止梁孟松先生至

三星電子任職，建立侵害營業秘密之虞的認定標準，這是保護台灣半導體業的重要

判決！因此，多年來我獲選為台灣智慧財產訴訟首選律師及「台灣 

百大律師」，並榮獲 2019 年「全球智財領域女性前 250 強、          

2021 年「亞太區百大女訴訟律師」等殊榮。  

 

臺灣 IP 領域傑出女性主管

專訪(四) 
邵瓊慧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    

 

請您分享一下投入 IP 法律領域的動機和原因，另外您在法律領域服務多久的

時間? 

您如何領導IP法律領域相關專案?  您從他人所得到的工作上最佳建議為何? 

有無IP領域的女性人物讓您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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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IP 領域案件的特性往往隨著科技或產業變化而日新月異，但法律修改

跟不上變化。因此，處理 IP 案件除了要有堅實的法律基礎與論述，更重要的是必

須看到案件的關鍵核心與法律立法本旨，從中找到切入點，才能在合法的範圍內發

揮創意，將既有的法律適用在變化萬千的案件上。千萬不能變成自我設限的法匠。 

         臺灣 IP 領域的女性人物中，我最敬佩的是王美花部長。 她擔任智慧局局長

期間，積極任事，推動各項 IP 法律的修改，不遺餘力。尤其是 2007 年前後智慧

財產法院籌設期間，她和後來擔任首屆智慧財產法院院長的高秀真院長兩位女性

長官，發揮女性的韌性，溫柔堅定的與各界協調溝通，一關一關克服行政院、司

法院乃至立法院的各種困難，終於讓智慧財產法院無中生有、順利誕生，讓我學

習很多。王美花局長任內也推動了專利師制度，讓台灣專利法律領域透過專利師

考試建立專業與紀律，推動對台灣科技與研發的保障，影響深遠。  我也因此從

律師轉任專利師，接受扎實的專業訓練。   

         王局長榮升經濟部長，帶領台灣走過疫情的挑戰，並且在國貿經濟領域表現

亮眼。她不但在 IP 領域發光發熱，更能跨界更寬廣的經貿領域， 對國家貢獻良

多，是不可多得的女性典範。 

 

女性在 IP 生態系統中面臨的挑戰為何，又該如何去面對呢? 而女性在 IP 生態系

統中，如何互相支援?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台灣女性其實在IP領域發展良好，有許多表現傑出的

女長官、女法官、女律師。從整體IP生態系統來觀察，似乎女性在商標、著作權

等領域較具備優勢，但科技為主的產業及IP領域，如研發、專利與營業秘密，女

性則相對少數。領導位階的女性比例上也較為不足。   

        我認為關鍵是IP生態系統中的長官(不論男性或女性)應該多給予女性表現的

機會。許多女性都是默默做事但不求表現，因此女性應該相互支援、分享資源與

機會，同時也要勇於承擔重任。在知識經濟時代，也要鼓勵年輕女性進入科技及

相關的IP領域。如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就在推廣女學生學習科技，以改進研發與科

技IP領域女性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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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女性 IP 律師角度，對於後進同仁，特別是女性同仁，您有什麼建議與期

許？在校學習過程或職業生涯，您所遇到最大的挑戰為何，您又如何克服？ 

        我注意到近年來從事 IP 的女性同仁越來越多，也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

我擔任臺灣商標協會理事長，特別關注理監事會的女性比例，秘書長也是年輕

的女律師。她們都非常熱心，表現優異。但是從律師業的調查，年輕的女律師

確實比較不容易得到客戶的信任。因為我自己是從基層受雇律師做起，站在女

性 IP 律師角度，對於後進同仁，尤其是年輕的女律師，我的建議是相信自己、

勇於承擔、終生學習。因為年輕其實是資產，年輕人對於科技與數位環境更加

熟悉，更有跨域學習的彈性，更適合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可透過學習以迅速

累積專業。當機會來臨時當仁不讓，勇於承擔重任，可以磨練自己的能力與開

拓更寬廣的視野。 

 

        在校學習過程或職業生涯所遇到最大的挑戰，主要是新類型案件無前例

可遵循，往往對於訴訟結果沒有把握。如同健亞科技案第一審完全敗訴，但很

感謝客戶的信任，相信我們的專業與努力。第二審我們強調對方誤用鑑定報告

以濫用專利權，成功說服法院，最後也能夠克服挑戰，獲得希望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