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財產局修法賦予動植物專利權，但將不及繁殖物

　　我國專利法修法後，將全面開放動植物專利，其中，最引起各界關注的問題是動植物專利權的效力。動植物專利的保護，有助於發展國內生技產業，但

保護過度，又會影響農漁民生計，故智慧局在五月初發布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增訂動、植物專利權利耗盡之範圍包括必然導致繁殖之專利生物材

料本身及其所繁殖之生物材料，但不包括為繁殖之目的而使用該繁殖之生物材料之行為。

　　根據現行專利法第５６條第１項規定，獲得動植物相關發明的物品專利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的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

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惟專利法第５條規定，專利物品本身經第一次販賣後，專利權效力及不於後續的實施行為。動植物的繁殖特性，如果一經販賣後，專

利權效力即不及，則勢必影響動、植物發明人的權益。

　　基於上述理由，智慧局經參考歐盟生物技術發明指令第八條，於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明訂動植物等生物材料之專利權耗盡範圍，另為了保護農民

權益，此次專利法修正草案中亦特別明訂農民免責，使農民自專利權人或其授權人處取得受專利保護之植物繁殖材料，可將收穫後之種子在其農地上進行繁

殖使用，而為專利權效力所不及。

法源法律網

上稿時間：上稿時間：2006年06月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法源法律網， 2006/06/01 ， http://www.lawbank.com.tw/fnews/news.php?type_id=1&seq=10&nid=41202.00 （ last visited on 2 June 2006 ）

相關連結

推薦文章

https://stli.iii.org.tw/ http://www.lawbank.com.tw/fnews/news.php?type_id=1&seq=10&nid=41202.00 
http://www.lawbank.com.tw/fnews/news.php?type_id=1&seq=10&nid=41202.00

	智慧財產局修法賦予動植物專利權，但將不及繁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