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本公司洞見新世代產品的市場趨勢，持續地投入資源，追求半導體設計、生產技術

與產品的永續創新，提供客戶低碳排與低功耗之綠色產品，提升綠色商機競爭優勢

與市占率，並持續精進以提升公司整體之永續競爭力。 

為落實公司治理法規遵循，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37條之2規定及公司
治理評鑑指標2.27項目要求，以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為基礎，建置智慧財
產管理制度。透過該制度的導入與運作，持續擬定與公司營運目標結合的智慧財產

管理策略，以確保研發成果能得到妥善保護，孕育公司的創新文化並強化員工的智

慧財產保護意識，鼓勵員工持續提出創新並產出優質的智慧財產權，強化公司的永

續競爭優勢。 

 

 智慧財產管理政策: 

1. 落實智慧財產管理 

2. 重視永續經營，鼓勵創新研發與強化智慧財產的保護意識 

3. 持續關鍵技術之專利布局並兼俱專利之質量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專利管理 

1. 設置智權部與專利委員會以執行智慧財產權管理，包含評估審核、獎勵頒發，

以及運用策略規劃。在內部提案階段即依據各國的專利法、審查基準及商用價

值對提案進行嚴格的審查，提高專利品質與獲證率，以確保研發成果能得到妥

善的保護。 

2. 為鼓勵同仁理解專利權的要件並踴躍進行提案，華邦也設置有豐厚的激勵制

度。 

3. 為提高同仁提案的品質，華邦客製化提供適合提案單位的教育訓練課程，為同

仁建立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觀念外，更透過貼近提案單位的案例引導同仁進行發

想，協助其產出高品質發明提案。 

4. 為完善公司持有的專利組合，華邦對於與公司的營運目標連結的重要技術主

題，更透過與研發單位共同進行主題式的發明激盪會議、專利地圖分析等方

式，挖掘有潛力的專利提案，進一步建構高值、多元化的專利組合，提高公司

的市場競爭力。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營業秘密管理 

1. 依據「資訊安全政策」執行程序，由相關部門指派代表組成資訊安全組織，負

責公司的資訊安全管制作業，包括研議、建置、推動與稽核。定期召開會議，

針對資訊安全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決議，範圍涵蓋人力資源、實體安全、資訊

與邏輯安全等面向。 

2. 每年透過教育訓練與內部公告持續向同仁進行資訊安全相關的宣導與溝通，以

落實資訊安全政策，並針對資料保護每半年進行一次演練，系統切換至備援系

統後，進行存取測試。 

3. 針對公司重要產品資訊安全需要，加強門禁管制與監控、資訊系統存取權限管

理與存取紀錄保存與審查，嚴格管制人員進出與資料存取，避免公司資訊遭不

當存取、竄改，並防範營業秘密與智慧財產遭竊或外洩。 

 

 智慧財產風險與因應措施 

本公司配合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的導入，於2023年初已盤點與智慧財產相
關之內、外部議題與機會風險，內部風險包括持續強化智慧財產管理機制及智慧財

產保護意識，外部風險包括避免侵權風險。 

為解決前述智慧財產風險，本公司已採取辦理智慧財產相關教育訓練、強化關鍵技

術之專利布局等因應措施，以強化同仁對於智慧財產的保護意識及基本概念，並設

定年度全球專利申請及獲准數量，以避免侵權風險，同時提升本公司之智慧財產品

質。 

 

 

 

 

 

 

 

 

 

 



執行情形 

本公司已將智慧財產管理計畫及執行情形提報第13屆第5次(2023年11月2日)董事會
進行報告，後續將針對董事之建議提出改善措施。 

 

本公司持續推動智慧財產管理計畫，近年來主要執行情形如下： 

• 2021年:強化智慧財產管理系統與專利檢索系統。 

• 2022年: 建置營業秘密管理系統，來妥善記錄並整合運用具有競爭優勢及營運

價值的營業秘密。 

• 2023年：藉由TIPS導入與驗證，建置更完善的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及措施。 

 

目前取得智慧財產清單與成果如下： 

專利：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球專利申請數量累積超過6,500件，其中2023年申

請近360件全球專利;全球專利獲准總數累積超過4,900件，其中2023年獲准近390件

專利。 

 

取得驗證： 

本公司於 2023年 11月 30日通過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之驗證，證書有

效期間至 2024年 12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