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任 所 長 桂 齊 恆 律 師 ( 中 )、
副 所 長 閻 啟 泰 專 利 師 ( 左 )、
總 經 理 林 景 郁 專 利 師 ( 右 ) 。

於 20 0 7 年過世的另一位創辦人林鎰珠律師，在世時積極提振國人創新、維護
合法權益的觀念。

創辦超過五十年，以專業的態度全方位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台一國際專利法律

事務所」。

台灣從「海盜王國」的惡名，到現在各個產業均重視創新價
值，四十年來智慧財產權的觀念的提升與改變，除了政府的主
導外，民間的力量亦功不可沒。尤其是林鎰珠律師與林晉章商
標代理人共同創辦的「台一國際專利法律 ( 商標 ) 事務所」，
在這段過程中亦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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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推動台灣智財觀念發展
　　台灣早年經濟發展時期，曾經歷過一段大量仿冒他國產品的時期，因此有過「海盜王國」

的惡名，甚至在 1989 年時，美國將台灣列入「特別 301 名單」的優先觀察國家。對於智慧財產

權的觀念，雖然產業界在發展經濟時期確有無視的情況，但早從六、七○年代開始，已有專業

人士針對智慧財產權提供專業的法律協助，甚至積極於智財觀念的推廣。國內知名的「台一國

際專利法律事務所」，一方面提供客戶智慧財產權專業服務，而後更將業務服務範疇延伸海外，

協助國內廠商在踏入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同時也留意保障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更以民間的力

量，積極推動政府在智財觀念的政策發展。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的前身，其實是創辦人林鎰珠律師於 1952 年在台中所創立的

法律事務所。林律師是台灣光復後台大法律系第一屆的畢業生，後來也是台中地方法院第一位

登錄執業的台籍律師。直到 1976 年，另一位創辦人林晉章董事長有感於國人對於智財保護的知

識與能力不足，因此特別找上身為法界前輩的林律師，叔侄兩人合作將法律事務所轉型改制為

提供智慧財產權專業服務的事務所。

1. 多年來，為了推廣智慧財產權的法律觀念，台一發行不少相關專業書籍。

2.近年來，產業界已逐漸了解專利、商標權的重要性，市面上亦發行不少書籍說明相關法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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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台一，商標專利的重要性
　　兩年後，林晉章董事長為實現自己當初選擇智慧財產權行業的初衷。遂於 1976 年 12 月 16

日，與叔叔林鎰珠律師將林律師的律師事務所更名為「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並同時創

立「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立志要做到「台灣第一」，以服務國人、建立台灣存在價值、

協助產業提升進出口貿易為核心價值。

　　儘管當時的台灣還被稱為「仿冒王國」，但產業界智財觀念已逐漸萌芽，相關專利、商標

的申請需求正在成長。林董事長當時即判斷，「智慧財產權絕對是值得永續發展的需求，對於

台灣國際地位提升更有關鍵影響。」他特別提到親見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先生以「研究發展

才有進步，維持現狀便是落伍」十六大字勉勵員工，心中深受震撼之餘，便援引改為「研究發

展才有進步，進步緩慢便遭淘汰」激勵同仁與產業廠商，在智慧財產權的領域中必須不斷前進。

　　林董事長指出，「三十多年前，我們深信擁有最多世界性商標的國家，就是未來的經濟強

國。」他另外舉了一次經歷，1992 年前往蘇聯解體後剛建國的愛沙尼亞時，發現當地人認識來

自千里之外台灣的宏碁電腦與長榮海運。他點頭說，「這就是所謂經營品牌，更印證了當初經

濟強國的商標論點。」

多年來台一榮獲各種來自國外的好評，包括 Asia IP、Asialaw 
Profiles、Asia Legal Business、IAM Patent 1000、IP 
Stars 與 World Trademark Review 的各項優良評比。

台一經常舉行國際研討會，邀集國內外學者參與討論。
( 照片由業者所提供 )

積極投入智財領域
　　從小受到叔叔林鎰珠律師薰陶影響，

促使林晉章董事長有志於走上法律路線，

因而選擇保送政大法律系。但談起真正接

觸智慧財產權的關鍵，在於 1968 年選修從

德、美學成歸國教授所開立的智財法律課

程，但由於智財法律當時在台灣仍屬於創

新的法律概念，成為系上少數選修的學生

之一。林董事長回憶，「大四那年，國內

對於法律系應學業五年或四年而紛爭不斷。

當時在台大舉辦了一場討論會，由各校學

生派員參加，我因為代表政大出席，於活

動中認識了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的林

敏生律師。」

1. 董事長林晉章討論專利商標的著作。

2. 台灣法學會的「台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台一

　 受邀就專利、商標發表專文論述。

　　林敏生律師以自身為例勉勵學生應跳脫傳

統，尋求創新，這次偶遇影響了林董事長未來

的志向。服役期間考上了相當於高等考試的國

防行政人員乙等特考優等，後來在政府有意改

革中央標準局的機會下，加上本人關注智慧財

產問題，選擇進入智慧財產局的前身中央標準

局貢獻所學，負責商標領域。

　　這時才發現到，當時國內知名的智財法律

事務所幾乎都在服務國外廠商，本土業者所能

找到的協助大多是兼辦律師，難以和那些專業

事務所抗衡。林董事長提到，「在承辦廠商的

商標申請文件時，經常看到因不熟悉而經常缺

少資料，若按照一般程序行文處理又曠日廢

時，為了便民所以經常聯繫申請者直接補件，

以加快處理速度。」

　　不過，在看到廠商普遍欠缺相關法律、程

序上的了解，又深感公家單位改革牛步的無

奈，為了協助更多廠商，決心與叔叔林鎰珠

律師深談，合作在智慧財產權的領域中提供服

務，並與其他夥伴共同成立了聖島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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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四十週年里程碑，

新任總經理傳承創始精神
　　為了推動政府在反仿冒與智慧財產方面的法令改革，林晉章董事長選擇專注從政參選台北

市議員，與林鎰珠律師分從政界、法界著力。2006 年，事務所經營業務交棒服務多年的資深律

師桂齊恆先生擔任所長、專利師閻啟泰先生擔任副所長。2014 年，電子工程出身的專利師林景

郁先生正式接掌總經理。台一從一個小型法律事務所持續成長茁壯，後來在桂所長、閻副所長、

林總經理與各級幹部、全體員工的努力下，於改制 40 週年時，員工總數已逾 270 人，擁有數萬

家客戶遍及國內外各個角落，帶領台一在國內智財法務市場居於領先地位。

　　林總經理指出，近年來事務所的營收來源主力超過五成以上皆為海外客戶，因此內部逐漸

湧起希望專注服務海外廠商的聲浪，但他力排眾議，強調「台一以服務國人、協助產業提升進

出口貿易為核心價值的精神不會因業務而變。」

　　為回歸創辦初衷，傳承前一代林鎰珠律師、林晉章董事長的服務精神，事務所除了傳統商

標、專利、著作權、法務訴訟、全球智財等業務項目外，亦強化了有關「智財管理」的服務內容。

林總經理解釋，「從客戶在研發之前的布局分析、研發期間的經費籌措、研發完成的行銷策略，

以及智財權利的維護與管理，台一都能提供全面而完整的一條龍服務，協助客戶在智慧創新上

保持優勢與領先。」

專業智財服務，凝聚民間力量
　　林晉章董事長指出，「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的根本方針，即為「前瞻永續的完整規劃，

優渥福利以網羅優質員工，並提供客戶更具價值的創新服務。」而來自於林董事長父親對於「人

才、錢財、信用、社會服務的四大累積」的教誨，以及經營之神王永慶先生的「追求卓越、追

根究柢」精神，都成為他經營事務所的重要理念，甚至是日後轉向從政、推動法令改革的契機。

　　儘管民間在智財觀念上崛起，但對於申請程序與撰寫內容仍有所不足。林董事長舉例，「國

內曾經風行過一款名為『搖搖車』的商品，雖然原創者申請專利，但是其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的

保護根本不夠周延，幾乎無法保障原創權益，從這件事來看更凸顯出專業事務所的重要性。」

　　除了服務廠商申請專利與商標，林董事長也鼓勵台灣人才勇於投入發明解決問題，進而對

國家社會貢獻促進產業升級，除了撰寫專利相關的法律書籍，更在 1981 年創辦「台北市發明人

協會」擔任創會理事長，凝聚國內發明家力量，建構交流平台，鼓勵設計研發，提升智財觀念。

　　另一方面，則與柴松林先生、李伸一先生等人基於《商標法》第一條保護消費者利益，共

同成立了「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並運用「台一」的資源舉辦各項反仿冒運動。林董事長提到，

「最重要的是，以發明人協會與消基會的民間力量，促使中央標準局強化在商標專利的重視，

後來更催生『智慧財產局』，讓國內產業終於在商標專利的業務項目擁有因應的政府主管單

位。」

台一與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共同籌辦「智慧財產圓桌論壇」，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邀請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等單位共同參與。（照片由業者所提供）

林晉章創辦人(中)、桂齊恆所長(左)攝於台一四十週年慶。(照片由業者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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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晉章董事長表示，政府雖然已經看到智慧財產的重要性，但是卻遲遲無法提出更具體有

效的方案，改善市場與產業環境。他建議，「政府須提升智慧財產局的層級，進一步加強具體

政策的訂立與推廣。」另外，他亦期許台一在未來除了協助政策的推廣，更要運用專業優勢，

積極幫助、捍衛企業於智財領域的權利，共同走上國際將台灣價值宣揚到全世界。

品牌核心價值

經營者理念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一、專業：持續研究不斷訓練，洞悉產業最新動態。
二、優質：維護客戶智財權益，服務超過客戶需求。
三、全球化：協助客戶全球佈局，掌握全球智財脈動。

提供超越客戶需求、最有價值的服務
一、堅持提供顧客歡迎的服務，以持續研究創新態度來提供最符
　　合客戶需求的服務，用追求至善的精神來掌握產業更迭的脈動。
二、永續經營增進員工幸福，改進工作環境、提供員工生活水準，
　　以高待遇、高效率來從事安定化的經營。
三、貫徹社會服務提昇智權保護，提供較本國社會所要求更具有價值的
　　服務，協助國人取得全球性的智慧財產權保障。

台北總所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112 號 9 樓
台中分所地址　台中市臺灣大道二段 300 號 10 樓
台南分所地址　台南市府連路 364 號 4 樓
高雄分所地址　高雄市建國二路 36 號 8 樓
聯絡電話　02-2506-1023( 總所總機 )
官方網站　https://www.taie.com.tw/tc/index.asp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aienews 粉絲專頁

官方網站

籌辦智慧財產圓桌論壇，共商台灣政策方向
　　此外，有感於台灣近年到美國的專利申請表現從領先到落後韓國，國內每年專利申請數量

逐漸減少，台一特與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在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共同籌辦「智慧財產圓桌論

壇」，邀請到經濟部王美花次長，智慧局洪淑敏局長及工總蔡練生秘書長主持，以及經濟部工

業局、技術處、中小企業處等官方代表，討論台灣未來智慧財產政策發展方向。林景郁總經理

亦於論壇中，站在專業與實務的角度，提出台灣有關智慧財產制度應與產業連結，均應搭配政

策發展方向，並涵蓋專利、營業秘密、商標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範疇。

2018 年第七度榮獲亞洲智財雜誌 (Asia IP) Winner 專利首

獎，由總經理林景郁專利師前往領獎。( 照片由業者所提供 )

總經理林景郁於論壇中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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