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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

• 對於自然法則加以運用的技術創新

• 自申請日起算20年屆滿

• 為一項產品或一項程序

• 須滿足產業利用性、新穎性與進步性三要件

• 明確且充分揭露申請人之發明，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之人，依據專利說明書之教導即得以實現申請人之發明

• 須實質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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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要

• 如何區別「發明」與「發現」。

• 如何定義你的發明。

• 發明的定義將影響專利範圍。



天然物質專利

• 人們從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態存在的物質，僅僅是一種發現，不能
被授予專利權。但是，如果是首次從自然界分離或提取出來的物質，
其結構、形態或者其他物理化學參數是現有技術中不曾認識的，並
能被確切地表徵，且在產業上有利用價值，則該物質本身以及取得
該物質的方法均可依法被授予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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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題材在我國不可申請專利？

• 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原則上不可申請）

• 但不含促進動物生長、肉質或乳蛋產量等處理方法

• 且不含非用於治療肥胖的減重方法、處理生物檢體(比如細胞或血液)

但未與動物或人體接觸的方法、以及未涉及外科手術或治療的美容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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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義你的發明

• 一種化合物 X，化學式為Y。

• 一種製備化合物 X 的方法，包括步驟C、D、E。

• 化合物 X 作為動物保健品的應用方法，包括步驟 F 及 G。

• 一種動物保健品，包含1%到10%的化合物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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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發明的權利要求(1)

• 組合物權利要求分開放式和封閉式兩種表達方式。開放式表示組合
物中並不排除權利要求中未指出的組分；封閉式則表示組合物中僅
包括所指出的組分而排除所有其他的組分。

• 開放式，例如“含有”、“包括”、“包含”、“基本含有”、
“本質上含有”、“主要由……組成”、“主要組成為”、“基本
上由……組成”、“基本組成為”等，這些都表示該組合物中還可
以含有權利要求中所未指出的某些組分，即使其在含量上占較大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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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發明的權利要求(2)

• 封閉式，例如“由……組成”、“組成為”、“餘量為”等，這些
都表示要求保護的組合物由所指出的組分組成，沒有別的組分，但
可以帶有雜質，該雜質只允許以通常的含量存在。

• 使用開放式或者封閉式表達方式時，必須要得到說明書的支持。例
如，權利要求的組合物A+B+C，如果說明書中實際上沒有描述除此
之外的組分，則不能使用開放式權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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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發明的權利要求(3)

• 在限定組分的含量時，不允許有含糊不清的用詞，例如“大約”、
“左右”、“近”等等，如果出現這樣的詞，一般應當刪去。組分
含量可以用“0～X”、“＜X”或者“X以下”等表示，以“0～X”
表示的，為選擇組分，“<X”、“X以下”等的含義為包括X=0。通
常不允許以“>X”表示含量範圍。

• 用文字定性地表述來代替數位定量表示的方式，只要其意思是清楚
的，且在所屬技術領域是眾所周知的，就可以接受，例如“含量為
足以使某物料濕潤”、“催化量的”等等。



化學發明的充分公開

• 對於新的藥物化合物或者藥物組合物，應當記載其具體醫藥用途或
者藥理作用，同時還應當記載其有效量及使用方法。如果本領域技
術人員無法根據現有技術預測發明能夠實現所述醫藥用途、藥理作
用，則應當記載對於本領域技術人員來說，足以證明發明的技術方
案可以解決預期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或者達到預期的技術效果的實驗
室試驗（包括動物試驗）或者臨床試驗的定性或者定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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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題材或許不適合專利保護，應如何保護？

• 製造方法(追究侵權角度vs.授權角度)

• 需花許多時間成本才能重製的題材(例：單株抗體、基因轉殖鼠)

• 容易重製但很難用逆向工程破解的發明(例：配方)

• 原料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發明

• 營業秘密

• Know How (譯為專門知識或技術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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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營業秘密？

• 該資訊並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

• 該資訊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以及

• 資訊所有人已對該資訊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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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達到營業秘密標準的保密資訊，也可以
是智慧財產嗎？

• Know How在法律上欠缺明確的定義，但是在涉及技術的授權卻極為
重要。

• 一般而言，是指可傳授一種能力以達成預期效果、無法輕易取得且
不屬於公眾領域的專業技能、資訊或知識。

• 完全仰賴保密資訊擁有者與被授權使用者之間的契約保護。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