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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增訂第九十八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九條之一條文；

並修正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九條、第三

十條、第三十六條、第七十五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

九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200043251 號  

第 六 條  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事項，得委任代理人辦理之。但在中華民國

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代理人辦理之。 

前項代理人以在國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為限： 

一、依法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之專門職業人員。 

二、商標代理人。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商標代理人，應經商標專責機關舉辦之商標專業能

力認證考試及格或曾從事一定期間之商標審查工作，並申請登錄及每年完

成在職訓練，始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 

前項商標專業能力認證考試之舉辦、商標審查工作之一定期間、登錄

商標代理人之資格與應檢附文件、在職訓練之方式、時數、執行商標代理

業務之管理措施、停止執行業務之申請、廢止登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 二 條  商標專責機關應備置商標註冊簿及商標代理人名簿；商標註冊簿登載

商標註冊、商標權異動及法令所定之一切事項，商標代理人名簿登載商標

代理人之登錄及其異動等相關事項，並均對外公開之。 

前項商標註冊簿及商標代理人名簿，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 三 條  有關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商標專責機關之文

書送達，亦同。 

前項電子方式之適用範圍、效力、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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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九 條  申請商標註冊，應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

商品或服務，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之。 

申請商標註冊，以提出前項申請書之日為申請日。 

第一項之申請人，為自然人、法人、合夥組織、依法設立之非法人團

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而欲從事其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者。 

商標圖樣應以清楚、明確、完整、客觀、持久及易於理解之方式呈現。 

申請商標註冊，應以一申請案一商標之方式為之，並得指定使用於二

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服務。 

前項商品或服務之分類，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認定，不受前項商品或服務分類之限制。 

申請商標註冊，申請人有即時取得權利之必要時，得敘明事實及理由

，繳納加速審查費後，由商標專責機關進行加速審查。但商標專責機關已

對該註冊申請案通知補正或核駁理由者，不適用之。 

第三十條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 

一、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所必要者。 

二、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國旗、國徽、國璽、軍旗、軍徽、印信、

勳章或外國國旗，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依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三第三

款所為通知之外國國徽、國璽或國家徽章者。 

三、相同於國父或國家元首之肖像或姓名者。 

四、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或其主辦展覽會之標章，或其所

發給之褒獎牌狀者。 

五、相同或近似於國際跨政府組織或國內外著名且具公益性機構之徽

章、旗幟、其他徽記、縮寫或名稱，有致公眾誤認誤信之虞者。 

六、相同或近似於國內外用以表明品質管制或驗證之國家標誌或印記

，且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 

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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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 

九、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或外國之葡萄酒或蒸餾酒地理標示，且指

定使用於與葡萄酒或蒸餾酒同一或類似商品，而該外國與中華民國

簽訂協定或共同參加國際條約，或相互承認葡萄酒或蒸餾酒地理標

示之保護者。 

十、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

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

在先之商標所有人同意申請，且非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十一、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

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

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十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

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

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

不在此限。 

十三、有他人之肖像或著名之姓名、藝名、筆名、稱號者。但經其同

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十四、相同或近似於著名之法人、商號或其他團體之名稱，有致相關

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十五、商標侵害他人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經判決確定者。

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九款及第十一款至第十四款所規定之地理標示、著名及先使用

之認定，以申請時為準。 

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九款規定，於政府機關或相關機

構為申請人或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適用之。 

商標圖樣中包含第一項第一款之功能性部分，未以虛線方式呈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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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註冊；其不能以虛線方式呈現，且未聲明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者，亦

同。 

第三十六條  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一、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

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產地或

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 

二、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商品或服務之使用目

的，而有使用他人之商標用以指示該他人之商品或服務之必要者。

但其使用結果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適用之。 

三、為發揮商品或服務功能所必要者。 

四、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

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範圍為限；商標權人並得要求

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 

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係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

交易流通者，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

場後，發生變質、受損或經他人擅自加工、改造，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

不在此限。 

第七十五條  海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輸入或輸出之物品顯有侵害商標權之虞者，

應通知商標權人及進出口人。 

海關為前項之通知時，應限期商標權人進行認定，並提出侵權事證，

同時限期進出口人提供無侵權情事之證明文件。但商標權人或進出口人有

正當理由，無法於指定期間內提出者，得以書面釋明理由向海關申請延長

，並以一次為限。 

商標權人已提出侵權事證，且進出口人未依前項規定提出無侵權情事

之證明文件者，海關得採行暫不放行措施。 

商標權人提出侵權事證，經進出口人依第二項規定提出無侵權情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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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者，海關應通知商標權人於通知之時起三個工作日內，依第七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扣。 

商標權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依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扣者

，海關得於取具代表性樣品後，將物品放行。 

第九十四條  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除本章另有規定外，依其性質準用本

法有關商標之規定。但第十九條第八項規定，不在準用之列。 

第九十八條之一  未依本法登錄而充任商標代理人或以商標代理人名義招攬業務者

，由商標專責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

其停止行為；屆期不停止者，按次處罰至停止為止。 

前項規定，於商標代理人停止執行業務期間，或經公告撤銷或廢

止登錄者，亦適用之。 

商標代理人違反第六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在職訓練之方式、

時數或執行商標代理業務管理措施之規定者，商標專責機關應視其違

規情節予以警告、申誡、停止執行業務、撤銷或廢止登錄處分，並公

告於商標代理人名簿。 

第九十九條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

民事訴訟。我國非法人團體經取得商標權或證明標章權者，亦同。 

第一百零四條  依本法申請註冊、加速審查、延展註冊、異動登記、異議、評定、

廢止及其他各項程序，應繳申請費、註冊費、加速審查費、延展註冊費

、登記費、異議費、評定費、廢止費等各項相關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百零六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受理而尚

未處分之異議或評定案件，以註冊時及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均為違法事由

為限，始撤銷其註冊；其程序依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前

已依法進行之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 

對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註冊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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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標章及團體標章，於修正施行後提出異議、申請或提請評定者，

以其註冊時及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均為違法事由為限。 

第一百零七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尚未處分之

商標廢止案件，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理。但修正施行前已依法進行

之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 

第一百零九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三年持續

從事商標代理業務，且每年辦理申請商標註冊及其他程序案件達十

件者，得於修正施行之翌日起算一年內申請登錄為商標代理人。 

未依前項規定登錄為商標代理人，且不具第六條第二項所定資

格者，不得繼續執行商標代理業務。但所代理案件於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十二年五月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業經商標專責機關受理，於

尚未審定或處分前，不在此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