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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話廊 
有關智慧財產局研提簡併行政救濟程序之探討與建議 

                                          王綉娟 專利代理人 
 
一、 前言 
  現行之專利、商標行政救濟程序，在提起訴願前尚有專利再審查、

舉發、商標異議及評定等先行程序，後續又各有二級行政救濟層級，現

行專利、商標行政救濟程序，相較於其他國家，例如日本，實質上多一

個層級，對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時效性而言，較多層級勢必增加申請人、

代理人與相關機關在處理上的時間與勞費。 
 
二、 相關檢討說明 

(一) 民事判決及行政判決歧異 
  智慧財產法院在現行專利、商標救濟制度下，為達成迅速解決紛爭之目標，要求民事

法院對於權利之有效性應自為判斷。而我國因採公私法二元法制，在民事侵權案件審理之

同時，對於權利有效性爭議之行政爭訟可能同步進行，此種情形可能因民事案件與行政救

濟案件審理步驟不一，而產生民事法院判斷與行政機關審查及後續行政爭訟結果兩相歧異

之問題。裁判兩相歧異不但無法使民事訴訟敗訴者信服，更會使專利舉發、商標評定等行

政救濟制度存在之價值大減。近年來專利舉發案件數漸減，例如 102 年每年 660 件、103
年 616 件、104 年 604 件、105 年 548 件、106 年 525 件，逐年減少的原因一般認為或與

此有關。 
  再者，因民事判決對於權利有效性之認定僅有相對效果，如獲得勝訴的侵權被告不願

再耗費時間金錢進行專利舉發與商標異議、評定，則將出現權利在民事判決被認定無效，

但在行政機關仍有效存在之怪異情形。而相同爭議將持續在其他民事訴訟中重複出現，對

於整體社會及司法資源而言，實為較不經濟之狀態。 
 
(二)簡併行政救濟程序之適法性 
  在檢討執行簡併行政救濟程序之可能方案前，應先檢討在現行法制下，是否有排除訴

願法規定，自訂其他行政救濟程序之空間： 
  依據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故人民之訴願權屬憲法

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惟並非不可例外免除此一程序。訴願法第 1 條但書規定「法律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多號解釋中（釋字 295、378、396、418 號等），

認為憲法保障人民之訴願權，其目的在於使作成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或其上級機關自行矯

正其違法或不當之處分，以維護人民之權益，如有依法律規定之其他行政救濟途徑，已足

以達成此目的者，則在實質上即與訴願程序相當，自無須再踐行訴願程序。釋字第 613 號

解釋理由書更明確指出「除立法者未積極建制人民行使訴願權之必備要件，或未提供人民

最低程度之正當程序保障外，本院對於立法者之形成自由宜予最大之尊重。」 
  因此推動簡併行政救濟程序，如其替代程序可以維持上述訴願制度精神，給予人民適

當程序保障及行政機關自行矯正其行政處分之機會，並無違憲的問題。 
  再者，若從維持訴願法由上級機關監督下級機關所為違法或不當處分之基本精神來

看，如於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內另設一專責單位作為專利、商標訴願先行程序審理機關，如

同中國大陸之專利復審委員會、商標評審委員會即採此種設置方式，除較具獨立性外，從

人力資源及設備資源共享之立場而言，如能透過妥善的迴避制度設計，配合以合議制獨立

作成行政處分，不受行政層級干涉，則在智慧財產局內設置內部單位專門處理此類案件，

較能符合經濟效益。美國之專利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以及商標審判及上訴委員會 (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 TTAB) 即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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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利局；日本、韓國的審判部亦為日本、韓國特許廳內單位。 
  因此，在智慧財產局內設置專利、商標複審及爭議審議組，審理初審核駁提起複審之

案件及專利舉發與商標異議、評定案，係以導入高於最低程序保障之一般規範，並以實質

相當訴願層級之保障內容，簡化行政救濟層級，且給予人民適當程序保障及行政機關自行

矯正其行政處分之機會。 
 
(三)爭訟案件採行兩造對審制 
  在現行行政訴訟制度下，行政救濟係人民針對行政處分不服提起之救濟制度，因而被

告必須是行政機關，然而專利權及商標權經核准註冊後，其權利性質應屬私權，任何人對

其存在之現狀或權利之取得有疑義，本應由利害關係相對立的兩造實質當事人進行訴訟，

才能充分提出證據資料，努力攻擊防禦，以有效利用訴訟制度解決紛爭。因此，重視保護

智慧財產權的國家，例如德國、日本、韓國等，對於專利、商標爭訟事件，除核駁之案件

外（該類案件由主管機關作成核駁之行政處分，仍應以主管機關作為被告進行爭訟），皆

以實質爭議之兩造當事人作為原告及被告提起訴訟。甚至與我國同樣採行公、私法救濟區

別二元制的德國，在有關專利權效力之爭議程序，也是由對專利權效力有疑義之人作為原

告，向其聯邦專利法院對專利權人提起訴訟。然而我國專利、商標案件不論核駁案件或核

准後爭議案件均一律以行政機關（智慧局或訴願決定機關）為被告，投注過多的行政成本

卻未必有助於紛爭之解決。 
  再者，行政機關在專利舉發、商標異議、評定審理階段，是主事判斷的裁判角色，到

了智慧財產法院審理行政訴訟之階段，則轉換為被告身分，甚至針對原告依據智慧財產案

件審理法第33條規定提出之新證據，必須提出答辯，而非由他造當事人提出答辯，主體混

亂且無助於紛爭解決。 
  因此，智慧財產局提議修法，針對兩造當事人之專利、商標爭訟事件，採行兩造對審

制，方為回應產業界之呼籲，有效迅速解決兩造紛爭。惟建議新增條文必須注意人稱之用

語須與專利法現行規定調和，儘量相同人稱之用語一致為宜。 
 
三、 相關建議事項 
  簡併行政救濟程序之可行性在 2006 年前後曾多次舉行公聽會，當時之客觀環境有諸

多考量及不同意見而未續行，這些年來，多次在學界的討論及產業界之呼籲中，漸有共識。

依今年（2019 年）2 月 25 日智慧局召開之公眾諮詢會議，智慧局表示近期也曾與經濟部

訴願會及智慧財產法院就簡併行政救濟程序及推動對審制進行溝通，該等會議之與會者對

推動這兩項措施也有共識，建議權責單位儘速推動修法，惟尚須注意應配合辦理之事項，

以完整規劃建置此等制度，略述如下： 
 (一)應配合修正之相關法律 
    1.組織法部分：智慧局組織條例應修正外，尚須檢視經濟部組織法有無須配合修正之

必要。 
    2.作用法部分：因應專利、商標爭議案件救濟制度之變革，未來將簡化行政救濟程序，

縮短行政救濟流程，因此，應配合修正專利法、商標法等相關法律，至於原依訴願

程序已提起上在審理中之爭議案件，亦應配合檢視是否須調整其救濟程序，藉以明

確新制之藍圖。 
(二)其他相關事項 
   1.過渡適用規定：目前已提起，新法施行時尚未審結案件之過渡適用問題，有無須補

正相關文件，或新法施行時提出之複審及爭議案件方有適用，均須再深入研議，以

建置不損及申請人權益之相關措施。 
   2.規費調整規劃：複審及爭議案件均採行以 3 位審查委員以合議制進行審查，因應複

審及爭議案件審查人力之增加，案件收費有無須因應調整規費金額等問題，均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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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議處理方式。 
   3.其他作業性、細節性之規定，例如細則、審查基準、申請書表、作業流程規劃，均

建議須整體性規劃建置為宜。 
 
參考資料：專利商標審查及爭議業務修法芻議。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92201203648.pdf)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922012036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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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語音助理談口音辨識 
                             劉映秀 

 
一、 智慧語音助理口音測試 
  即便說的是同一種語言，真人之間的對話，南腔北調是否影響溝通，取決於對話雙方

的語言經驗、專注程度、對話上下文或情境的前因後果、現場環境等種種因素。在各種語

音輸入與智慧語音助理愈發盛行之際，辨識準確度成為使用便利與否的關鍵；至於使用者

的口音腔調，會不會影響智慧語音助理的理解呢？美國華盛頓郵報 2018 年與外部研究團

隊合作，針對兩家大廠的智慧語音助理Google Home以及Amazon子公司 Alexa的 Echo
進行測試，收集上百位使用者、分布於美國近 20 個城市，上萬筆英語發音的語音資料，

來分析智慧語音助理對於不同口音是否都能精確理解。 
  這份報告的結論是口音差異確實會影響智慧語音助理的準確度。對於以英語為母語的

族群，智慧語音助理對美國各地的口音辨識理解準確度即有些許差別：Google Home 對西

岸與中西部口音的準確度最高，Amazon Echo 的最佳表現則是在南方與東岸口音，這項差

異，大致與這兩家科技公司根據地與銷售分布的地域有關。遇到帶有外語口音的族群，智

慧語音助理較易失誤，準確度最低的是西班牙語口音，其次是中文口音。Google Home
的整體準確度是 83%，Amazon Echo 整體準確度以 86%小勝。以各自的整體準確度為基

準，兩家的語音助理對各地口音的辨識準確度如下表所示： 
 

 Google Home 
(以 83%為基準) 

Amazon Echo 
(以 86%為基準) 

美國西岸口音 +3.0% +2.0% 
美國中西部口音 +2.5% +1.0% 
美國東岸口音 +0.5% +2.7% 
美國南方口音 +0.1% +3.1% 
印度口音 -0.3% -1.8% 
中文口音 -2.6% -2.7% 
西班牙語口音 -3.2% -4.2% 

 
二、 語音資料的來源 
    綜觀 Google Home 與 Amazon Echo 的表現，華盛頓郵報歸納，兩家智慧語音助理

已預設使用者大致是「白人、教育程度高、美國原生/非移民、中產階級、可能來自西岸」，

不符合這些條件的使用者，需要付出較多心力才能順利使用。參與這項研究的使用者當

中，有定居美國多年的西語裔人士，表示常常要重複好幾次，語音助理才能正確理解其提

問，給出有意義的答覆，這樣的經驗夾雜了實質上的生活不便與心理上的文化孤立感，最

後乾脆放棄使用裝置。就商業推廣的角度來看，若智慧語音助理可以再更聰明、更廣泛的

理解南腔北調，對科技公司是有利的。 
    在人工智慧建置的過程，輸入了巨量的語言資料供機器學習，但這些語言資料在口音

腔調方面通常有高度的相似性，即某些口音不被視為「特殊」腔調，而是「標準」，所謂

的「標準發音」，通常對應政經地位優勢的族群，與人口比例多寡不一定直接相關，而機

器學習語音資料的建置過程偏重於實驗室（錄音室）情境，無形中已傾向於「正統、主流」

的語音資料。針對這份報告，Amazon 回應： Echo 持續使用會累積學習新的語音資料，

有更多真人對著 Echo 說話，他就會持續增強對不同口音的理解能力；Google 也回應會持

續擴增資料庫。筆者認為，智慧語音助理多元化的語音資料學習可分別從兩個角度來看：

除了上文已討論的在「標準」之外各種地域與文化族裔的口音，另一個面向是，在狀況百

出的實際生活中，真人在情緒激動、慌張、身體不適等等情況下，口語表達除了內容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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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章法之外，發音聲調等也可能與平常完全不同。 
三、口音辨識的相關專利 
    Google 早在 2013 年的美國專利 US8,417,530 “Accent-Influenced Search Results”
中，揭露了在語音輸入時，運用使用者的口音來篩選搜尋結果。這包含兩種實施態樣，一

是把口音差異視為偏好設定，例如以同一種語言發音輸入指令（為求行文簡潔，假設為英

語），搜尋某地區的餐廳時，帶有法語口音與俄語口音的使用者，會得到不同的推薦餐廳

搜尋結果；另一種實施態樣則是依口音差異擴充搜尋範圍，若系統判斷使用者帶有其他語

言的口音，搜尋結果可以自動涵蓋英語與該種外語的網頁。 
    要精進口音辨識甚至進而翻譯的技術，巨量且多元的資料收集是根本關鍵。Amazon
近期在 2018 年 12 月核准公告的美國專利 US10,163,451 “Accent Translation”，說明書裡

提到語音資料的來源包含：電話及其他語音通聯錄音、聲控裝置收集到的語音，以及錄製

媒體如電影、電視節目、網路影音或其他廣播；接著系統分析這些語音資料中的特徵如音

高 (pitch)、聲調 (tone)、重讀 (stress)、以及對特定音素 (phoneme) 的發音等等，來辨

識並建立多個口音資料庫。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口音資料庫並非只根據語音特徵來辨識分

類，也納入語音資料來源的電話區域號碼、郵遞區號、GPS 定位、IP 網址等等，另外則

是截取談話內容的關鍵字，例如若有一段對話中頻繁提及「柏林」，系統會優先判斷談話

者是否持德語口音。系統根據收集到的語音資料量，認定其中一種口音為標準「中性口音 
(neutral accent)」，使用者亦可自行手動設定中性口音，即可選擇將其他口音翻譯為中性口

音。可直接運用這項技術的範圍包括視訊會議、運動賽事即時轉播等等。為了讓人工智慧

更能仿真學習對話，語音資料的收集已開始走出錄音室，觸及真實生活情境。智慧語音助

理不論是聽懂各種口音，或是聽出使用者的情緒，技術上已是可行的事實。 
四、新型態的個人資料收集 
    與聲音相關的個人特徵，使用者對於自己的資料被收集的情況，資訊極為不足。有些

公共情境下會明確告知錄音錄影進行中，但是使用各種聲控裝置，聲音資料也可能被截取

了，而居家使用的智慧語音助理，在使用者最放鬆最不設防的私人空間裡，記錄了可觀的

隱私資訊，以便持續累積供智慧語音助理學習，這是在使用方便之餘，所應該謹慎看待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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