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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最新版本介紹 

林純貞 

我國商標法對著名商標提供較一般商標更多之保護，由來已久，早在民國 19 年之商

標法第 2 條第 6 款中即有「相同或近似於世界共知他人之標章使用於同一商品者」不得

呈請註冊之規定，而修正前商標法第 37 條第 7 款亦明定：「商標圖樣相同或近似於他人

著名之商標或標章，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申請註冊。惟如何判斷商標已達著

名之程度？商標專責機關於民國 89 年 8 月 10 日即因應當時法條適用之需求，制定並公

布「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民國 92 年 11 月現行商標法修正施行後，上述認定要點

雖配合而作小幅之修正，但現行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

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

虞者」不得註冊之規定，除延續修正前法條對相同或近似於著名商標致產生「混淆誤認

之虞」之商標明定不得註冊外，對有「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亦加以規

範。然在適用時，前段之部分猶可參酌「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及「混淆誤認之虞

審查基準」加以審查，但後段規定應如何適用，則迄無客觀之準據，乃商標專責機關於

民國 96 年 11 年 9 日公布「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以下

簡稱本審查基準)，並於同日廢止前述「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 

＜前言部分＞ 

由於現行商標法中有關著名商標之保護條款，除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外，尚有第

62 條第 1 款：「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

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

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視為侵害商標權之規定，然此屬司法執掌之事項，乃

本審查基準於標題即點出係專就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中著名商標之保護加以規範，並

在前言中說明因前段與後段之保護各有不同之理論基礎與適用範圍，有加以區分之必

要，爰分別依前、後段兩種態樣明列適用時之審查要點，尤其針對後段所規範之審查要

點，係就前未制定之法條內容，說明其適用及審查時應注意之事項，俾增進商標註冊人

或申請人對法條之了解，減少適用上之疑義。 

＜前段規定之適用＞ 

嚴格言之，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本身不分前後段均以著名商標之保護為目的，是

關於著名商標之認定，在本審查基準中雖置於前段之說明內，實際上卻係整個法條適用

時均應審查之內容，是於審查後段之適用與否時，並不能捨前段中有關著名商標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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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不論。又法條前段最主要在規範有關「混淆誤認之虞」之適用，則民國 93 年 5 月 1
日已發布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理當於審查時加以援用，似毋須於本審查基準

中重覆贅述。因此，本審查基準關於前段之說明，著重如何認定著名商標，實係原「著

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之重現。 

一、所保護者為著名商標 
本審查基準所保護之著名商標，係指「商標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為消費者所熟

知」，參酌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可知，本法所稱之著名，係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

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而言，因此，只要商標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

已廣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便足以認定該商標為著名商標。 
（一）商標著名之程度 

商標著名程度高低之判斷，有助於釐清其保護範圍之廣狹，就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而言，更為前後段適用之區分標準之一，因此本審查基準特說明商標著

名程度之高低可依所知悉消費者之性質加以認定。即以商標所使用商品/服務之交

易範圍為準，定義所謂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其包括三種情形，但不以此為限： 
1.  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實際或可能消費者；  
2.  涉及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經銷管道之人 ； 
3.  經營商標所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業者 

在判斷上，商標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如已廣為「一般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則該

商標具有較高著名之程度，有可能成為後段保護客體；如商標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

在特定相關商品市場上，廣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但未證明為「一般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則該商標著名之程度較低，較可能適用前段之規定。 
（二）如何認定著名商標 

本審查基準所保護者，包括註冊及未註冊之著名商標。商標是否著名，應以國內消

費者之認知為準，因此欲主張商標為著名者，原則上應檢送該商標於國內使用的相關證

據。但如有客觀證據顯示，該商標於國外廣泛使用所建立的知名度已到達我國者，仍可

認定該商標為著名。而商標之知名度是否已到達我國，可考量該商標使用的地域範圍是

否與我國有密切關係，例如經貿、旅遊是否往來頻繁或文化、語言是否相近等因素加以

綜合判斷。另該商標被廣泛、頻繁地討論等，亦可作為該商標之知名度是否已到達我國

的參考因素。 
（三）認定著名商標所參酌因素之例示 
1.  商標識別性之強弱。 
2.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之程度。 
3.  商標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 
4.  商標宣傳之期間、範圍及地域。 
5.  商標是否申請或取得註冊及其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 
6.  商標成功執行其權利的紀錄，特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 
7.  商標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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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之因素。 
（四）認定著名商標之證據  
1.  商品/服務銷售發票、行銷單據、進出口單據及其銷售數額、市場佔有率、行銷統計

之明細等資料。 
2.  國內外之報章、雜誌或電視等大眾媒體廣告資料。 
3.  商品/服務銷售據點及其銷售管道、場所之配置情形。 
4.  商標在市場上之評價、鑑價、銷售額排名、廣告額排名或其營業狀況等資料。 
5.  商標創用時間及其持續使用等資料。 
6.  商標在國內外之註冊資料，例如註冊證或世界各國註冊一覽表等。 
7.  具公信力機構出具之相關證明或市場調查報告等資料。  
8.  行政或司法機關所為相關認定之文件。 
9.  其他證明商標著名之資料，例如在國內外展覽會、展示會展示商品或促銷服務等證

據資料。 

二、判斷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因素 
本審查基準重申「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中所明列之參酌因素，並提醒各項參酌

因素間具有互動之關係，例如商標著名程度愈高，即使商品/服務類似程度較低，仍易產

生混淆誤認之虞等等，指不應儘可能考量存在的相關因素綜合判斷，才能較為準確地判

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 

＜後段規定之適用＞ 

此後段之規定旨在防止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有遭受減損之虞，原則上，係屬對

著名商標較高標準之保護，故若適用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前段規定為已足者，即毋須

適用同款後段之規定。又此等商標淡化之概念著重對著名商標本身之保護，與傳統混淆

之虞理論係著重於防止相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混淆誤認之虞並不相同。 

一、適用之類型 
依此後段之規定，所指之減損包括兩種型態，一是「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之虞」，係

指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有可能遭受減弱，亦即當著名商標使用於特定之商品或服務，原本

僅會使人產生某一特定來源之聯想，但當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使用同一或類似商標之行

為，逐漸減弱或分散該商標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之特徵及吸引力，使該原本強烈指示

單一來源之商標很有可能將會變成指示二或二以上之來源，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之印

象中可能失去單一聯想或獨特性，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即可能已被稀釋或弱化；另一類

型為「減損著名商標信譽之虞」，即指著名商標之信譽有可能遭受污損，亦即因未取得授

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使消費者對著名商標所代表之品質、信譽產生貶抑或負面之聯

想。例如因第三人以有害身心或毀損名譽之方式使用著名商標，使人對著名商標之信譽

產生負面聯想。此二類型之區分並不影響適用後段時應審查之保護客體，及應參酌之相

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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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商標淡化保護之商標 
當二造商標之商品/服務之市場區隔有別且營業利益衝突並不明顯，消費者不會誤以

為其係來自相同或相關聯之來源，但如允許系爭商標之註冊，可能會使據爭商標之識別

性或信譽遭受損害，即可能產生此後段之適用問題。由於此等保護，已跨越到營業利益

衝突不明顯之市場，影響自由競爭，並造成某一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等遭壟斷

之危險，為降低傷害與危險，商標淡化保護應限於保護著名程度較高之商標，即相較於

同款前段之規定，在證據之證明程度要求較高，例如無論是商標使用於其商品或服務的

期間與範圍、商標廣告及宣傳的期間與範圍、以該商標銷售商品或服務的數量、金額或

地理範圍等，其要求的期間、數量、金額與範圍等均較長、較多及較廣泛。因此，商標

著名程度若高至一般公眾所普遍認知的程度，就較有可能適用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後

段規定。 

三、判斷有無減損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應參酌因素 
（一）商標著名之程度 

一般來說，商標所表彰之識別性與信譽若已為國內大部分地區絕大多數的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則該商標具有較高之著名程度，且其識別性與信譽較有可能遭受減損。 
（二）商標近似之程度 

由商標淡化概念制定之背景、邏輯與目的可知，其適用範圍應在非常例外之情況，

以降低對自由競爭之傷害，因此在近似程度的要求方面，商標淡化之虞對商標近似程度

之要求較混淆誤認之虞為高，亦即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前段與後段規定雖均提及商標

近似之要件，但二者近似程度之要求並不相同，後段規定所要求之近似程度應較同款前

段規定為高。當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相同時，要證明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有遭受減

損之虞較為容易，而當兩商標並非相同，且近似程度不高，要證明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

信譽有遭受減損之虞相對而言較為困難。 
（三）商標被普遍使用於其他商品/服務之程度 

商標若為第三人廣泛使用於不同之商品/服務，則該商標排他使用之程度較低，其識

別性或信譽較不可能遭受減損，即倘欲主張商標被淡化之可能性相對較低。 
（四）著名商標先天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 

著名商標不論是具有先天或後天識別性，均能成為商標淡化保護之客體，且著名商

標之識別性愈強，愈容易認定其識別性已遭受到損害。商標之識別性固與其著名程度之

高低有關，但商標本身之創意亦屬辨別商標識別性之另一重要因素。亦即，商標淡化保

護之客體應是識別性與著名程度較高之商標，而創意性商標在先天上即較易達到高度之

識別性與著名程度。 
（五）其他參酌因素 

判斷有無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還有其他的參酌因素，例如系爭商標權人

是否有使人將其商標與著名商標產生聯想之意圖。例如系爭商標權人故意將系爭商標與

據爭商標相同之文字或圖形放大，字體加深等，若可據以推論系爭商標權人有使人將其

商標與著名商標產生聯想的意圖，亦得作為判斷之參酌因素。此外，系爭商標與據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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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商標間存在實際聯想之具體證據，亦有助於判斷該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是否有遭

受減損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