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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跨至第三版： 

專利侵權損害賠償 

黃得峻 

【本社訊】專利法第八十八條(註一)，第一百零五條(註二)及一百二十二條(註三)分

別規定發明、新型及新式樣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以請求排

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當專利侵權事實確實已發生時，專利權人可

依據同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的三種計算損害賠償的方式，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註四)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專

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

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二、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

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三、法院囑託專利專責機關或專家代為估計之數額。 

除前項規定外，發明專利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得另請求賠償相

當金額。 

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

但不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 

我國專利法經過多次修正，已完全廢止專利侵害之刑事罰則(自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起實施)，亦即專利侵權不再被視為一種犯罪行為。事實上是否發生專利侵權為一種相

當專業的判斷，即使一般不熟悉專利事務的專家也難判定是否發生專利侵權行為，何況

一般產業界。因此中華民國順應世界潮流，採用英美法系之作法，以民事救濟程序解決

專利侵權的爭議。 

專利侵權除罪化後，侵權人即無任何刑責可言，亦即今後專利權人不能以刑事扣押、

搜索之方式取得證據資料，遏阻損害擴大，一切均以民事程序為依歸。因此當專利權人

知道專利侵權事實發生時，首要的工作即是收集證據。 

專利權人要收集證據，大致可分成幾個方面: 

1.  有關侵權者情況的證據，即要先確定被告對象。專利權人必須收集有關侵權者的確

實姓名(公司)、地址、公司性質、資本額、員工人數、經營範圍、業績等情況，這些

資料對於專利權人將要採取的應對策略是重要的參考資訊。 

2.  有關侵權事實的證據，即確認事實的發生。構成專利侵權的前提是必須要有侵權行

為的發生，因此證明侵權行為的證據是必須的，如有侵權物品的實物、照片、產品

目錄、發票、合約等，且最重要的是專利權人必須要有一有效的專利權。 

3.  有關損害賠償的證據，即專利權人的損失或侵權人的不當利得的證據。這項證據是

專利權人對於自己損失的估計或侵權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獲利，包括專利權人或侵

權人在侵權事實發生前的銷售情況，如銷售量，銷售價格等，及侵權事實發生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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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的銷售情況，及侵權事實持續時間的長短等。 

前述專利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如侵權行為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

以上之賠償，最高不能超過三倍。亦即專利權人可同時收集侵權人是否故意侵權的證據，

主張要求三倍的賠償金額。 

專利權遭受侵害時所受利益損失，因為專利權必須要與市場結合方有價值，加上商

業市場及商品供需價格的變化，所以並無絕對的計算公式或軌跡可循，但專利權人為顧

及自身的權益，可依據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賠償的各個條款(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試算，選擇一項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請求賠償。 

以下例子說明專利侵權行為發生時，專利權人根據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分別計算出侵權人應賠償的金額，再選擇一項對自己有利的損害賠償方式請求

賠償。 

甲公司有一具有專利權的產品 A，該產品從 1990 年開始銷售，另產品 A 是和產品 B

共同搭配銷售，其銷售量及單價如下: 

 

年度  產品 A 的銷售量       單價 

1990  100,000         10 元/個 

1991  50,000         8 元/個 

1992  40,000         8 元/個 

1993  40,000         7 元/個 

 

年度  產品 B 的銷售量       單價 

1990  100,000         5 元/個 

1991  50,000         4 元/個 

1992  40,000         4 元/個 

1993  40,000         4 元/個 

 

乙公司侵權產品 A’自 1991 年開始銷售，其銷售量及單價如下: 

 

年度  產品 A’的銷售量       單價 

1991  60,000         8 元/個 

1992  80,000         6 元/個 

1993  100,000         5 元/個 

 

甲公司訂定的銷售計劃為 

產品 A 的預期銷售量 100,000 個/年，單價 10 元;製造成本為 3 元/個; 

產品 B 的預期銷售量 100,000 個/年，單價 5 元;製造成本為 2 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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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甲公司確認乙公司對其公司產品 A 侵權，向法院提起告訴，請求賠償，並請

求排除侵害。乙公司自 1994 年後停止侵權，甲公司可依據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主張的請求賠償金額計算如下: 

 

乙公司自 1991 年開始侵權，至 1993 止，所以損害賠償計算時間自 1991 年至 1993

年 

 

1991 年 

原先甲公司每個產品 A 的利潤為[單價 10 元-成本 3 元]=7 元，但因侵權的原因，市

場價格下降，利潤為[8 元-成本 3 元]=5 元，因此每個損失 2 元，1991 年共銷售 50,000

個，所以損失 100,000 元 

 

50,000*[(10-3)-(8-3)]=100,000………(1) 

 

原先預期每年銷售量為 100,000 個(依據未發生侵權事實前的銷售量,1990 年)，今因

侵權的事實，產品 A 的銷售量降為 50,000 個，所以這 50,000 個產品 A 的損失應為

50,000*(每個產品 A 的利潤 7 元[10 元-3 元])=350,000 元…….(2) 

 

因產品 B 和產品 A 搭配銷售，因侵權事實的發生，其銷售量及單價也同時降低，故

專利權人(甲公司)同時也可主張產品 B 的損失 

原先每個產品 B 的利潤為 3 元(售價 5 元-成本 2 元)，但因產品 A 被侵權的原因，利

潤降為 2 元(實際售價 4 元-成本 2 元)，所以每一個產品 B 的損害為 1 元(3-2)，1991 年共

銷售 50,000 個，所以損失 50,000 元 

 

50,000*[(5-2)-(4-2)]=50,000………(3) 

 

原先預期產品 B 每年銷售量為 100,000 個(依據未發生侵權事實前的銷售量)，今因

侵權的事實，產品 B 的銷售量降為 50,000 個，所以這 50,000 個產品 B 的損失應為

50,000*(每個產品 B 的利潤 3 元[5 元-2 元])=150,000 元…….(4) 

 

所以甲公司 1991 年的損失為(1)+(2)+(3)+(4)=650,000 元 

 

依據上述計算，1992-1993 年甲公司的損失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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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40,000*[(10-3)-(8-3)]=80,000…..(1) 

60,000*(10-3)=420,000…………(2) 

40,000*[(5-2)-(4-2)]=40,000……(3) 

60,000*(5-2)=180,000…………..(4) 

 

(1)+(2)+(3)+(4)=720,000 元 

 

1993 年 

40,000*[(10-3)-(7-3)]=120,000……(1) 

60,000*[10-3]=420,000……………(2) 

40,000*[(5-2)-(4-2)]=40,000………(3) 

60,000*(5-2)=180,000……………..(4) 

 

(1)+(2)+(3)+(4)=760,000 元 

 

所以 1991-1993 年甲公司的總共損失為 2,130,000 元 

 

乙公司 1991 年的獲利為 60,000*8 元(因不知其成本，依據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480,000 元…….(a) 

 

1992 年 

80,000*6 元=480,000 元………(b) 

 

1993 年 

100,000*5 元=500,000 元……..(c) 

 

所以乙公司 1991-1993 年總共得益為 1,460,000 元((a)+(b)+(c)) 

 

根據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專利權人可選擇一款對自己

有利的計算方式請求賠償。由以上計算可知根據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計算所

得明顯高於根據同法第一項第二款的計算所得，亦即甲公司可依據民法第 216 條，向乙

公司請求賠償所失利益 2,1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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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同時規定，如侵害行為如屬故意，專利權人可要求到三倍

的賠償金額，此處「故意」應是指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

背其本意者。如果甲公司在得知乙公司侵害其專利權後即向乙公司發出警告函，但乙公

司收到警告函後置之不理，即構成「故意」的要件，甲公司即可向乙公司請求三倍賠償，

亦即 6,390,000 元。 

 

專利法第八十八條第五項規定，侵害專利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權人得知侵

權行為之日起算。專利權人只要在二年之內提起訴訟即可，並不是愈早愈好。在許多情

況下，侵權人的侵權行為並不會立即影響專利權人的權益，此時專利權人應該把訴訟前

的工作儘量作好，如證據的收集，如此起訴的成功率才愈大。只有在專利產品為獨佔市

場，或者時效性產品(季節性產品)，且經濟規模不大，立即提起訴訟才是必要的。 

 

專利是一種結合技術及法律的產品，其複雜之處在於必須以專業技術背景為基礎，

配合嚴僅的法律定義才能界定出專利權本身的範圍大小及侵權物品是否確實侵權。同時

專利權是一種屬於專利權人的財產，一種無法量化的財產，只有在使用時才能顯現出其

價值，有其特殊性。因此，專利權人在發現有侵權事件發生時，如果本身不熟悉專利法

律事務，最好尋求專業人士(專利法律事務所)的幫忙，以維護自身的權益。 

 
註一、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以專利權人經通知後而不為前項請求且契約無

相反約定者為限。 

發明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依前二項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專利之物品或從

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發明人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得請求表示發明人之姓名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必要

處分。 

本條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註二、第八十八條準用之。 

註三、第八十八條準用之。 

註四、I.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為限。 

II.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

失利益。 

註解 [Michae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