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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界貿易組織之成立及高科技快速發展，使人們走向市場全球化的智識經濟

時代。此時需要智慧財產權授予權利人排他權利，以激勵人們繼續從事發明及創

作；亦須藉由競爭法制以維持市場之公平正義。 

例如目前飛利浦公司、新力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三家廠商，就其 CD-R 光碟

片專利授權合約違反公平交易法乙案，遭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0 條第 2款及第 4款，依同法第 41 條處以停止處分並罰鍰。經飛利

浦公司提起訴願並經行政訴訟後，最高行政法院於 96 年 4 月 4 日，以 96 年度判

字第 00554 號維持高等行政法院判決，撤銷原訴願決定及處分，要求公平會另為

適法之處分。本案有關產業標準、專利池、專利條件之反壟斷審查等議題，本屬

智慧財產權法與公平交易法領域之牽制與平衡的微妙領域，除引起科技產業相當

高度關注，亦引發學術界對公交易法及智慧財產權法間衝突及如何調和部分之廣

泛討論。另外如智慧財產權法、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與反托拉斯法、惡意聯合行為

等問題，在國際間備受矚目，美國 FTC(聯邦交易委員會)、DOJ(司法部反托拉斯

署)也在近幾年數次召開研討會研究；國內公平交易法、商標法亦正值修法之際，

足見補充該領域文獻之重要性，惟國內文獻更新速度緩慢，相關專書卻付之闕

如，亟待加以補充。 

另就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之角度觀之，我國目前為技術輸入國，高額之權利

金與層出不窮專利、智財侵權訴訟不斷地打擊著高科技產業之發展。並且產品之

輸入國，往往為了保護其國內產業，亦以競爭法與智財法為防禦手段，以排除國

外廠商之競爭力。 

故本研究計畫以經濟法學中之「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互動」為主題，

預計以三年的執行時間，收錄目前最重要之外文學術研究圖書，提供國內從事相

關主題的學者最完整豐富的圖書資源。以提升國內競爭法與智財法之法制水準。 

 

二、目的： 

透過本計畫蒐集目前重要之外文學術典藏圖書，使國內典藏能與國外接軌。

對於智慧財產法與公平交易法交錯之領域，提供國內從事相關主題研究之專家學

者最完整之書籍文獻整理分析平台。並且由政治大學圖書館與行政院公平交易委

員會競爭政策資料中心合作，與競爭中心已建置的「APEC 競爭法與競爭政策資

料庫」之連線。並以該資料庫為基礎，透過本採購計畫充實國內公平交易法與智

慧財產法之圖書資源，不只提供業界人士與學術界豐富之參考資料，以促使理論

與實務結合。提升我國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法制水準。並且期待透過本計畫能

使台灣成為亞太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法學資料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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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行方法： 

(1) 本計畫規劃以三年為期，分為三階段購置典藏圖書，且為確保採購目 

標之達成，本計畫以購買現貨書為主，其他具典藏價值但無現貨之書 

籍為輔。並依下列原則來規劃： 

   1、依據圖書典籍規劃委員建議之主題來分類，本計畫所採購之圖書清單，透

過查詢美國、德國、日本等共計七所研究型大學於本計畫議題之館藏書

目，並與目前國立政治大學藏書做比較後，選出互不重複，並輔以 Global 

Books In Print(GBIP)資料庫、Amazon、West Groups、紀伊國屋等作為搜

尋書目之來源。因法律之特性會隨著時代變遷而修正，實務見解與法學資

料皆亦會隨著法律修正更新。故本計畫採購圖書以近年出版之圖書為採購

原則。又因顧及近年競爭法及智慧財產法領域變動快速，而 GBIP 只能查

詢到未來六個月內將要出版之部分新書，故本計畫每年皆預留部分預 

      算作為購置該年度新出版之重要書籍。 

   2、採購書單之內容分為三個階段作不同規劃： 

      (1)第一階段擬將購書目標將集中在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法基礎 

         理論相關書籍。 

      (2)第二階段：本階段將擬採購目標集中於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 

         法個別行為類型部分(如限制競爭、獨占、聯合行為等)，並以上 

         述之方法建立書目清單。 

      (3)第三階段：本階段將擬採購目標集中於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 

         法之交錯領與部分，並以上述方法建立書目清單。本階段另一個 

         重點，查詢具典藏價值但無現貨之圖書，即在前二年度因無圖書 

         價格或無法順利購置之圖書將於本年度利用二手書網站等管道， 

         在政治大學圖書館之協助下購置。 

  3、為與國際的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接軌，並考量我國法係繼受德日、英 

     美及成為亞太競爭法中心之目標。採購書單所涉及國家與語種，遍及 

     德、日、韓、英、美。 

 

(2)購置圖書之後續經營與推廣服務之規劃 

   1、建置本計畫所購置之圖書資源及相關資料網站，以使讀者得知本計畫之專 

      資源，點選後連結至本館書目查詢系統，並可進一步得知借閱狀況及存放 

      位置。 

   2、購置之圖書依照本校圖書館之作業程序進行編目、上架等處理後，公開陳 

      列提供閱覽使用；本館為開架式的圖書館，服務對象除本校師生外，凡年 

      滿十八歲者皆可換證進入本館查詢利用館藏資料，然若不便前往本館借閱

者，亦得利用館際借閱之方式借閱所需書籍。 

   3、舉辦專案購置圖書書展：本計畫於結案時可於圖書館或是相關系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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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本專案所購置之圖書書展，藉以公告週知，以提高使用率。 

   4、每週新書展示：挑選最近之出版品展示，展示期為一週，展示期間讀者可 

      自行在線上目錄查詢區辦理預約，展示期滿，隨即上架供讀者借閱，讀者 

      可依規定辦理借閱。 

   5、製作新書通告：本館每月都將新進館藏依照一定之格式編成新書目錄，並 

      製作精選新書之書摘及書影，公告於本館網頁供讀者借閱之參考。 

    

 

四、具體成果： 

(1) 本計畫預計以三個年度進行，99 年度所核定之圖書經費為$1,800,000 元，

圖書之總冊數為 601 冊。從今年四月份由政大圖書館開始進行採購，截至 99

年 11 月 1 日止已採購了$1,692,860 元，並且所採購之圖書已進館上架中，

並於 100 年 2 月 1 日採購經費即達至$1,800,000 元。 

(2) 政治大學圖書館與公平交易委員會競爭資料中心已達成合作協議。待採購之

圖書完成建檔後即可進行連線。使實務與學術界人士皆能利用本計畫所購置

之圖書，以提升我國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法制水準。 

(3) 為了能使本計畫所購置之圖書受到廣泛、便利之利用。除了已在政治大學建

構了「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資訊網」，並在政

治大學圖書館網站首頁上設置專區連結。使讀者能便利地搜尋本計畫圖書，

並能進一步地利用政治大學現存豐富的圖書資源。在圖書館藏書陳列上係以

專題書展的方式，透過圖書館做宣傳與推廣，以提高採購圖書的使用率。 

 

五、成果自評： 

  (1) 本計畫為三年期之圖書採購計畫。透過採購書目之建置，在搜尋書目的過

程中使教授與研究生了解外國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重點大學其相關的館

藏資訊。除了作為補充我國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法學資料之基礎，亦了解

到國外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相關領域之研究重點。並且透過不同管道搜尋

書目之過程中亦了解晚近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發展趨勢。 

 

(2) 本計畫圖書之採購，不只提升政治大學法學院及智慧財產研究所之研究

環境。透過複本率之篩選，本計畫的複本率在 30%以下，故採購之圖書原

則上不與國內其他圖書館館藏重覆，即本計畫之圖書係作為補充及豐富國

內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相關領域法學資料之用途，將國家有限之資源做最

有效之利用。 

 

(3) 並且在 98 年度已與公平會之競爭資料中心連線，使本計畫之圖書亦可提

供實務人士利用。冀希有效地提供實務上眾多紛爭案件之解決資訊。並且

透過採購近期之外國圖書，介紹國外最新之實務發展趨勢與引進最新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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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與理論。在實務與學術結合之下，提升我國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水

準，並且幫助我國產業在面對國外以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作為產業發展之

防禦手段時，可以擁有有力的後盾，使其有豐富的資源來謀求解決之資訊。 

 

(4) 計畫三個年度均已依計畫書執行採購，目前採購金額已超過總預算的九

成以上。透過第三年度計畫繼續執行，期待台灣能成為亞太競爭法與智慧

財產法之法學資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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