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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中國大陸向來有世界工廠之稱，即使在人事成本升高的今日，仍舊如此。台商為節省人事、物流成本，或就近服務市場等考量，常會委託中國

大陸工廠進行生產以求增加獲利。然而，就在這樣的決策當中蘊藏一些台商必須事前注意的智財風險，稍一不慎，就有可能導致台商不可回復的重

大損失。尤其，高科技產業是我國產業的重要命脈，流失關鍵技術，更是不可想像的惡夢。

貳、重點說明貳、重點說明

一、台商中國大陸不可忽視智財風險一、台商中國大陸不可忽視智財風險

　　台灣科技大廠聯電在2014年10月宣布決定設立台資在中國大陸第一個12吋晶圓廠，台聯立委立即群起反對，擔心倘若草率西進，製程遭中國
大陸廠商模仿、學習，將喪失我國晶圓的代工優勢[1]。類似的疑慮也出現在傳統產業，台灣菸酒公司為了能夠就近服務消費市場，在2010年也決
定在中國大陸設立代工廠[2]，委由中國大陸代工，同樣也引發台灣啤酒配方與製程技術可能外流的輿論質疑。對於台商在中國大陸可能遭遇的技
術外流疑慮，顯然不是空穴來風。

　　事實上，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相當仰賴對於國外先進技術的學習與奪取，及知名品牌內容的仿冒與抄襲，各種各樣智慧財產權侵害的新聞不絕

如縷，就連國際大廠也早就深受其害。蘋果iPhone 6 在未開賣前，網路上就已經出現披著iPhone 6外衣使用Android核心的山寨機[3]。同時間在中
國大陸身為iPhone 6最大組裝廠的富士康，也傳出了有員工因竊取iPhone 6外殼轉賣獲利遭逮捕的消息[4]。由此可見，對於台商來說，委託中國
大陸代工，除了技術外流風險之外，也一併伴隨著出現高水準仿冒品的風險。

二、委託中國大陸工廠生產時應注意的智財風險二、委託中國大陸工廠生產時應注意的智財風險

　　台商為節省人事、物流成本，或為能就近服務市場，委託中國大陸台商製造產品是個常見的選擇。為了使代工的台商能夠生產符合所需的產

品，台商往往除委託代工廠的生產外，必須提供代工廠商產品的精確規格、詳細的製程技術與商標或專利的使用權利，也因此面臨了下述可能的風

險：

(一) 法規遵循的風險

　　在委託代工過程中，台商經常也需要提供中國大陸的代工廠必要的製程技術、專利授權或技術指導等跨越國境的技術轉移，因此也涉及到中國

大陸官方透過《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對於技術進出口所採行的管制，或透過《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技術合

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對於技術轉讓所採取的管制。

　　由於中國大陸為技術發展中的國家，急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因此在技術轉移[5]的管理上，著重在於對於技術受轉移方的保護。一方面禁止
技術提供方簽訂不利於技術受轉移方的不當限制競爭條款[6]，另方面要求技術提供方負起較重的保證義務[7]，必須保證其為技術的真正權利人、
技術實施能達成約定的目標、技術實施不侵害第三人權利等事項。

　　除此之外，在涉及跨國技術移轉的場合，官方復依《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將技術進行分級管理，除條例規定禁止進出口之技術不得進出

口[8]、限制進出口之技術應先經許可[9]外，自由進出口之技術於契約簽訂後尚須向地方商務部門申請契約備案[10]。未能遵循管制法令，輕則影響
轉讓或授權費用匯出中國大陸，重則可能導致技術移轉契約無效，嚴重影響商業合作。

(二) 技術外流的風險

　　在委託代工過程中，台商常需提供其專有技術、專利技術、製造設備或模具等技術資料，必要時還得提供技術的指導或支援，以確保代工廠商



的產能與品質。優質產品的製造技術正是台商重要的競爭力來源，跨越國境的技術移轉不僅增加了技術管理的難度，面對中國大陸積極吸收先進技

術的高度競爭環境，技術輸入中國大陸更是大幅提高了技術外流的風險。

　　從簽署代工委託契約之前或一開始，就存在技術外流的風險。台商在締約前後提供技術資料、技術指導或支援時，就常發生不經意提供超過必

要或契約範圍外的技術資訊，這等同於台商將自家技術拱手讓人。即使是在必要或契約範圍內的技術資訊，也可能因為代工廠商及其主管、員工、

供應商、承包商等有業務往來關係者的故意或疏失，導致技術外流，影響競爭優勢。除此之外，倘若代工廠商利用台商提供的技術進行了改良，依

照《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及《合同法》相關規定，在沒有契約約定下，改良成果即歸屬於改良方，這將嚴重影響到台商原應享有的技術權益。

　　換句話說，台商除了必須面對中國大陸企業因故意竊密行為，導致技術的違法取得外，還必須留意避免因為自己契約或管理上的疏失導致技術

的合法外流。此外，在原有技術外，忽略法令或契約限制造成技術改良的成果歸屬受讓方，也是技術外流的重要風險來源。

(三) 仿冒氾濫的風險

　　中國大陸的代工廠商一方面為台商生產製造產品，貼上台商的品牌商標，就近服務中國大陸市場，或外銷歐美及日本市場；另方面中國大陸的

代工廠商也透過代工的過程不斷學習成長，成為台商潛在的競爭對手。事實上這也是台商一路走過的代工產業歷史。然而，正是這一層的代工關

係，使得這些代工廠商成為台商品牌產品潛在的、高度的仿冒風險來源。

　　在中國大陸各城市或電子商務平台上經常可以看到低價的國外品牌商品，其中有一類俗稱外貿原單或尾單的產品[11]，品質幾乎與正牌商品無
異。事實上這些商品並不是品牌廠商合法授權製造、銷售的產品，而是代工廠商將原訂單中基於備份需求額外製造的產品、未通過品質檢驗的不良

品或次級品，或在訂單以外利用剩餘原料、零件自行製造的產品。除此之外，倘若代工廠商不僅自行在訂單數量外額外生產產品，外流產品上還貼

原廠品牌商標，在價格或品質方面可能影響原廠的市場行銷策略。

　　除代工過程中流出的原單或尾單外，在代工關係結束後，中國大陸的代工廠商也可能在未經合法授權的情況下繼續製造、銷售原廠的品牌產

品。由於透過為台商生產製造產品，不僅提升了製程能力、獲取了技術經驗，同時也建置了足以隨時生產製造產品的模具、設備與廠房規模。除此

之外，過程中也可能獲得關於原料、零件或組件之供應商來源等寶貴資訊。這類代工廠商一旦脫離代工關係，從事仿冒生產，更可能因為其品質接

近正品，對企業品牌的價值及對外授權的管理將產生更大的衝擊。

參、事件評析參、事件評析

一、明確約定契約條款內容，減輕技轉法令不利影響一、明確約定契約條款內容，減輕技轉法令不利影響

　　面對中國大陸涉外或國內技轉法令的管制，為避免因為未能遵循法令的問題，導致授權契約無效或資金流通受阻，影響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生產

委託活動，在涉及技術移轉時，建議企業應該留意下述基本事項：

　　1.契約涉及授權時應明確界定授權型態為獨佔、排他或普通授權

　　(1)約定不明確時，依司法解釋[12]將視為普通授權

　　2.契約應充分考慮技轉法令中的保證義務與限制條款

　　(1)應明確界定因技術實施導致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況
　　(2)應明確界定技術實施之條件與達成技術目標之標準
　　(3)應避免不合理的限制競爭條款[13]以免影響契約之效力
　　(4)大陸商務部取得許可

3.自由輸入之技術移轉契約應行備案並留意外匯所需手續[14]

　　(1)應向地方商務部門提出必要文件取得技術進口合同登記證
　　(2)申請人憑技術進口合同登記證，辦理外匯、銀行、稅務、海關等相關手續。

二、設想技術外流的可能情境，運用契約與保密措施降低風險二、設想技術外流的可能情境，運用契約與保密措施降低風險

　　面對委託代工過程中所涉惡意或無意的技術外流，及因技術改良產生的權利流失，節省中國大陸企業技術開發成本，影響我國企業面對中國大

陸企業的優勢，建議企業應該留意下述基本事項：

　　1.事前應評估技術是否適合移轉、是否應先申請專利

　　(1)企業應評估技術移轉中國大陸是否可能影響核心競爭力
　　(2)企業應評估技術移轉中國大陸前是否應考慮申請專利保護

　　2.事前應調查委託生產之對象的生產能力與商業信用

　　3.應強化委託代工契約條款中關於營業秘密保護之規定與措施

　　(1)明確約定授權技術的機密範圍、保密義務與違約罰則
　　(2)要求代工廠商及其員工負保密義務，並採取保密措施(並視需要可約定禁止以反向工程破解取得技術秘密)
　　(3)明確記錄技術資料交付之項目，利於契約結束後回收
　　(4)明確約定發生技術外流疑慮時，進入現場調查的機制
　　(5)明確約定各種契約解除及中止之事由，便於代工爭議的善後
　　(6)明確約定契約後之保密義務與相關回收及銷毀的義務

三、落實委外代工契約管理與稽核，防堵高品質仿冒品的外流三、落實委外代工契約管理與稽核，防堵高品質仿冒品的外流



　　面對代工廠商未經原廠合法授權將備份品、不良品、次級品外流獲利，或利用代工取得之技術、經驗、設備、模具或原材料來源等經營資源自

行生產高品質仿冒品，流入中國大陸或海外市場，影響產品的銷售與品牌權益，建議企業應留意下述基本事項：

　　1.應強化並監督落實契約條款中關於營業秘密保護之規定與措施(同前)

　　2.契約載明授權的稽核措施且應保存記錄以管控產量

　　(1)要求代工廠商應保留產品與商標生產數量之相關記錄
　　(2)要求代工廠商應定期報告，以利權利人掌握生產數量
　　(3)明確約定權利人閱覽記錄及到現場調查的權利與機制

　　3.出貨前應作品質檢驗，管控不良品、次級品的銷毀

　　現場派員監控不良品、次級品的銷毀，避免流出市面

　　4.契約解除或終止時管控資料、設備或產品等的生產/銷售、回收/銷毀

　　(1)要求代工廠商立即停止生產、銷售行為
　　(2)返還持有之技術資料及其影本
　　(3)廢棄權利人提供之模具或專門製造設備
　　(4)廢棄或返還使用技術或商標之成品、半成品與包裝材料及商標標籤等

四、小結四、小結

　　台商進前中國大陸，將生產的活動委外，合理配置經營資源，以提升企業的成本優勢。然而，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委託生產相對於自行生產或國

內生產，面臨了更高的法令遵循風險、技術外流風險與仿冒氾濫風險，尤其是技術的外流，甚至有可能讓台商一擊斃命，流失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因此，正視前進中國大陸的智財風險，在前人的經驗上作好風險預防與因應之道，才能保存住商場廝殺的重要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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