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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提問，就解決一半的問題 

請問 

各位創業家的智慧財產有那些?價值多少?如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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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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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闖蕩江湖的致勝功夫 

What   營業秘密的要件 

Who    是誰搬走你的乳酪 

When  下定決心創業的那一刻 

Where  從公司內部到下班回家途中 

How     建構完善的營業秘密管理機制 

 



Why 闖蕩江湖的致勝功夫 

營業秘密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營業秘密提高商機，為企業增值 

技術領先的競爭優勢 

中小企業隱形冠軍的生存法寶 

新創企業開拓市場的利器 

 



Why 闖蕩江湖的致勝功夫 

EUIPO的研究報告 

歐盟從事創新的企業中有52.3%使用營業秘密；
31.7%使用專利 

創新企業中，大型企業有69.1%使用營業秘密；
52.8%使用專利 

中小企業的部分則分別為51.2%，30.4% 

 

新創企業開拓市場的利器 

 

營業 
秘密 

商標 專利 著作權 
設計 
註冊 

52.3% 41.0% 31.7% 27.4% 25.4% 



Why 闖蕩江湖的致勝功夫 

營業秘密一旦外洩，覆水難收 
千萬投資，便宜他人 

一不小心，企業重則毀亡 

 



Why 闖蕩江湖的致勝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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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
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且符合下列要件： 
 

秘密性 

保密措施 

經濟性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
知 

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或競爭優勢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
施 

營業秘密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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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營業秘密的要件 



營業秘密之類型 

與特定產業研發或創新技術有關之機密 技術性營業秘密 

•方法、技術、製程、配方、設計概念 (ex.產品設計藍圖)、參數 

─否定性專門知識 what doesn’t work 

      (ex.實驗失敗的方法) 

 與經營有關之資訊 商業性營業秘密 

• 商業策略 (ex.策略、行銷與財務計畫) 

─商業管理資訊 (ex.訂價與成本分析) 

─編輯資訊 (ex.客戶名單、商品售價、進貨成本、人事管理、成本分析 

• 客戶名單涉及客戶之喜好、特殊需求、相關背景等，經過整理、分析之資訊 9 



營業秘密三要件 

 

秘密性 

•秘密性之判斷，係採業界標準，除一般公眾所不知者外，相關

專業領域中之人亦不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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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三要件 

 

經濟性 

• 所謂經濟性者，指可用於生產、製造、經營、銷售之資訊，亦即可
以產出經濟利益或商業價值之資訊 

•經由投注人力、財力，經過篩選整理之資訊，且非可自其他公開領
域取得者，例如客戶之個人風格、消費偏好等，足認係具有經濟價
值之營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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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三要件 

 

合理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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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通常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不
被公眾知悉之情報資訊，依業務需要分類、分級而由不同授權職
務等級者知悉 

• 判斷是否已達合理保密措施之程度： 
• 具體個案中，視該營業秘密之種類、事業實際經營及社會通念
而定 

• 審查時，不採嚴格之保密程度，解釋上已達任何人以正當方法
無法輕易探知之程度，即可認定具備合理之保密措施 

• 合理保密措施必須「有效」，惟不須達「滴水不漏」之程度 

• 主觀上有保護之意願 
• 客觀上有保密的積極作為 



營業秘密三要件 

 

合理保密措施 

13 

• 合理保密措施之例： 
• 可能接觸該營業秘密之員工簽署保密合約 
• 於文件上標明「機密」或「限閱」等註記 
• 將機密文件分類分級，對接觸該營業秘密者加以管制 
• 資料予以上鎖、設定密碼 
• 保全措施（如限制訪客接近存放機密處所） 

 

• 主觀上有保護之意願 
• 客觀上有保密的積極作為 



受雇人職務上

開發 

歸雇用人 

另有約定 

依其約定 

受雇人非職務

上開發 

歸受雇人 

利用雇用人資

源或經驗者，

雇用人得支付

合理報酬使用 

出資聘請 

依契約約定 

未約定者，歸

受聘人所有，

但出資人得於

業務上使用 

共同研究 

或開發 

依契約約定 

未約定者，推

定為均等共有 

營業秘密歸屬 



營業秘密之運用 

授權 

營業秘密所有人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業秘密。 

其授權使用之地域、時間、內容、使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

約定 

被授權人非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權使用之營業秘密

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營業秘密共有人非經共有人全體同意，不得授權他人使用該營業秘密。

但各共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營業秘密侵害行為之民事責任 

 

• 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

業秘密 

• 惡意轉得人 

• 合法取得，但不當使

用洩漏 

行為態樣 

• 排除或防止侵害 

• 請求銷毀侵害物 

• 請求損害賠償 

權利行使 

• 依民法§216請求 

• 依侵害人所得利益請

求 

• 三倍懲罰性賠償金 

損賠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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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法第10條 
營業秘密法第13條 

營業秘密法第11、12條 



營業秘密侵害行為之刑事責任 

 

增訂 
刑事責任 

(13-1) 

域外加重 
(13-2) 

追訴要件 
(13-3) 

法人併同處罰 
(13-4) 

• 不法行為態樣 
- 不法取得、使用或洩漏 

- 合法取得，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重製、使用、洩漏 

- 合法取得，違反刪除、銷毀義務或隱匿 

- 明知為不法取得，而仍取得、使用或洩漏 

• 刑度 
-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 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3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 意圖在國外、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犯罪13-1 

• 刑度 
- 處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金 

- 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2-10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 13-1 告訴乃論罪 - 告訴可分 

• 13-2 非告訴乃論罪 

•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侵害營業秘密而須負擔
刑事責任時，除依本法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罰金 



商業間諜行為：任何人 

營業秘密 

不法取得 不法使用、洩漏 

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
製、其他不正方法 

營業秘密侵害行為之刑事責任 



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者 

營業秘密 

合法取得 

未經授權 
逾越授權 

不法重製、使用、洩漏 

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者 

營業秘密侵害行為之刑事責任 



持有營業秘密者 

營業秘密 

合法取得 

經所有人告知應刪除、
銷燬 

不為刪除、銷燬或為
隱匿 

持有營業秘密者 

營業秘密侵害行為之刑事責任 



惡意轉得人 

營業秘密 
合法取得 
嗣後不法 

    重製、使用、 
洩漏、持有 

 

不法取得 
使用、洩漏 

惡意轉得人 

取得、使用、洩漏 

營業秘密侵害行為之刑事責任 



Who    是誰搬走你的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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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社交工程、

入侵企業內部 

• 利誘員工竊密跳

槽 

• 不小心外洩公眾

或競爭者 

•無意(缺乏意識、      

粗心大意) 

•有心 

員工 

客戶、合

作商、投

資商 

駭客 

惡意竊取 

競爭者 

商業間諜 



When  下定決心創業的那一刻 

盤點創業的資產(資金、員工、機器設備、營業秘密、、) 

創業者同舟齊心、做好保密措施，才能萬無一失 

尋找投資天使基金，勿忘NDA 

創業技術的權利歸屬要釐清 

員工保密契約不可少 

檢查營業秘密運用流程的保密機制 

 



Where  從公司內部到下班回家途中 

公司內部 

W.上下游

協力廠 

防駭客、觀

察市場動態 

研發專案文件保護 
(書面、 
   電子文件、網路、遠距) 
 
跨部門資訊流動 
(Need to know保密原則) 

必要的資訊揭露 
簽訂保密契約， 
建立共同保密機制 

防駭客、社交軟體資安管理 
觀察競爭者技術產品動態 

茶水間 
搭捷運講電話 
同學會、聯誼會 



How     建構完善的營業秘密管理機制 

重新審視營業秘密在企業運作的產業鏈 

人，才是管理機制的核心 

因應公司特性，形塑公司營業秘密管理文化 

 



企業強化保密措施的策略作法參考 

26 



策略作法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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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最高管理階層應有明確的政策聲明與支持 

企業最高管理階層給予人力、財力 
及訂立管理規定的實際支持。 

 
 
 
 
 
 
 
 

設立專責單位及人員，負責統籌規劃及推動。 



策略作法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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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PDCA-「Plan計畫-Do實施-Check檢視-Action修正」步驟。 



策略作法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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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盤點機密資訊，分類分級與標示  

盤點企業機密資訊，清查公司需要保密的資訊，釐清權利歸屬。  
 
企業機密資訊依經濟價值的重要性，予以分級，並做標示。  
 
明定依機密標示等級須遵守的保管、使用、存取的規定。  
                             

極機密 

機密 

密 



策略作法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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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核心的機密資訊，應設定更高保密等級，投入更多成本去保護。  
 
 
對高度機密資訊可以作適當切割，使每個人只知道其中一部分。 

一蘭拉麵秘製赤紅醬汁， 
整個一蘭拉麵集團中， 

只有4個人知道 
這個醬汁的配方。  



策略作法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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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訂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保密約定  

企業聘僱員工時，應與員工簽訂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保密約定。  
 
企業與他人共同研發、出資請他人研發等，應簽訂智慧財產權歸屬約定
及保密約定。  
 
員工任職部門變動，應要求員工另外簽訂其他保密約定。  
 
工作期間不使用前公司之機密 



策略作法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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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離職前，應了解離職原因及去向，並對於使用機密的情形等進行
清查，如有異常應進行調查。 
  
員工離職時，企業應進行面談，提醒其注意相關保密義務。 
  
員工離職時，應檢視其公務電腦或手機，立即完全斷絕其利用公務帳
號、電腦等存取營業秘密的權限。 

斷絕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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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作法四(1/3) 

四、資安控管  

裝設保全系統或配置保全人員，管控進出人員身分及停留時間。  
 
明定特定管制區、禁止攜帶進入管制區物品的定義與管制措施。  
 



策略作法四(2/3) 

34 

就營業秘密電子檔的保密措施，可能的採取作法： 
 
將營業秘密存放於分離的電腦、伺服器。 
 
設定可使用機密檔案系統的員工帳號、密碼及其權限。 
    
對不同機密等級的檔案，設定不同的存取限制。 
   
禁止員工使用未經許可的電腦程式或外部裝置(如USB)。 
 
系統應記錄進出機密資訊電子檔、存取資料的人員及時間。  



策略作法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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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營業秘密書面文件的保密措施，可能的採取作法： 
 
   書面文件應清楚標示機密或類似字樣。 
    
 
 
    

   書面文件應存放於保險櫃或特定保管區域。 

   書面文件管理應設置專責人員。  

   明定書面文件的閱覽、修改等使用權限，對員工實際使用情形應留下紀錄。 
  



36 

策略作法五(1/2) 

五、紀錄留存與預警   

針對所有員工使用電腦、電子郵件、檔案存取及列印等情形加以log記錄留
存。  
由專責單位或專人負責分析及過濾監控log留存紀錄，並對以下內容加以監
控及追蹤：  
    是否以複製、掃描、列印、拍攝等方式產出複本。  
    產出複本的人員、時間點、地點。 
    是否攜出機密文件。 
 



策略作法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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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無法被復原的方式處理機密文件的銷毀，避免資料被還原。  
 
當監控發現有異常的資料攜出、下載等情形時，應即刻向專責單位提出
預警通知，並蒐集、保全相關證據。 



策略作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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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稽核調查與處罰  

建立企業內部稽核機制，設置負責稽核的專責單位與處理程序。 
  
可針對違反營業秘密管理規定者， 
訂定處罰規定。  
 
必要時，亦可經由外部第三方驗證稽核。  
 
稽核調查如發現員工違規，依處罰規定給予處分。  
 
留存違規處分紀錄，以作為企業捍衛宣示營業秘密的證明。 



策略作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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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訓練與宣導  

推行營業秘密教育訓練，使員工認同及遵守營業秘密管理規定。  
 
可配套運用以下方式定期提醒員工：  
      線上課程、考試  
      開會 
      文康活動、員工旅遊 
 
保留各種訓練紀錄，作為企業提出落實合理保密措施的證明。  
 
對於合作廠商，加強宣導並要求應有適當合理保密措施。 



智慧局協助中小企業完善營業秘密管理制度 

1. 教戰手冊2.0 

 

2. 營業秘密重要判決彙編 

 

3. 中小企業合理保密措施作業程序 

 

4. 中小企業合理保密措施宣導短片 

 

5.企業營業秘密合理保密措施研討會，吸取成功企業典範經驗 

 

https://www.tipo.gov.tw/tw/cp-7-499568-c992d-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7-499568-c992d-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12-859444-73285-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12-859444-73285-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9-802854-45e60-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9-802854-45e60-1.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GL-7VCfCjs&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GL-7VCfCjs&feature=youtu.be


 

 

感 謝，並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