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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特許廳與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每年提供各類智慧財產相關訓練課程

給智財相關從業人員進修，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特於今（2015）年第一梯次（3/4

〜3/6）的專利檢索（設計）專門人才研修課程提供名額供本局派員參訓，此次

由專利一組呂正和約聘專利審查委員出席，課程中介紹日本意匠審查之新穎性、

創作性判斷基準與意匠分類、D- term 檢索之觀念，並藉由日本特許電子圖書館

（ＩＰＤＬ）檢索系統（已自今年 3 月 23 日起變更為「特許情報月台（J-PiatPat）」）
1進行「意匠分類 D- term 賦予」、「先行意匠調查檢索之實機操作」及「實際案

例之討論」，加深對日本意匠審查之新穎性、創作性判斷基準與 IPDL 文獻檢索

系統之瞭解。 

 

 

 

 

 

 

 

 

 

 

 

 

 

 

 

 

  

                                                        
1工業所有権情報・研修館は、平成 27 年 3 月 23 日より、新たな特許情報提供サービスとして、

特許情報プラットフォーム（J-PlatPat）を開始いたしました。URL : 

https://www.j-platpat.inpi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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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研修承辦單位為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該協會屬日本特許廳外圍

協力組織，主要在承辦日本智慧財產相關資訊服務業務，包含蒐集、保管、陳列

發明、新型、設計專利相關公報，並提供閱覽等服務，且亦針對日本特許廳職員、

外圍檢索中心職員及其他智慧財產相關從業人員提供一系列之研修課程。 

本局本次派遣 1 名審查人員赴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參加為期 3 天的

「專利檢索（設計）專門人才研修」訓練課程。課程內容包含意匠法概論（意匠

審查基準：新穎性、創作性）、意匠近似與否及創作非容易性判斷（案例研究）

與活用先行意匠調查檢索關鍵字（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並藉由日本特許電

子圖書館（ＩＰＤＬ）檢索系統進行意匠分類、D- term 賦予、先行意匠調查檢

索之實機操作及實際案例之討論，加深對日本意匠審查之新穎性、創作性之觀念

與特許電子圖書館（ＩＰＤＬ）檢索系統之認識。課程中所介紹之意匠案例及檢

索實務與本局設計專利審查業務高度相關，且可直接吸收資深講師對於日本意匠

審查及檢索實務之寶貴經驗，深入瞭解日本意匠分類、D-term 及檢索計巧之應

用。課程中，與參加學員相互討論，分享審查及檢索經驗，為雙方更進一步的交

流奠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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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修課程與科目內容 

此次研修課程各科目、內容、時間分配、講師與上課地點簡列如下表（如

表 1、表 2 所示）。 

 

表 1 研修課程表 

日期 時間 研修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3/4 (二) 

 

9：50~10：00  

 

開講儀式 工業所有權情

報•研修館  

 

虎之門三井建

物地下1樓研

修教室 

 
10：00~14：50  

 

意匠法概論 

（意匠審查基

準：新穎性、

創作性） 

東京大學新領

域創成科學研

究所 

鈴木公明教授 

15：10~17：00  

 

意匠之近似、

創作非容易性

判斷（案例研

究） 

3/5 (三) 

 

10：40~12：30  

 

活用先行意匠

調查之檢索關

鍵字（日本意

匠分類、

D-term） 

特許廳審查第

一部意匠課 

尾曲幸輔意匠

審查官 

特許廳 2 樓

VDT 教室 

13：40~17：30  

 

使用 IPDL 做

先行意匠調查

檢索之實習 

3/6 (四) 

 

10：00~11：50  

 

使用 IPDL 做

先行意匠調查

檢索之實習 

13：00~16：00  

 

分班討論 

16：10~17：00  

 

講師解說 

17：00~17：10  

 

閉講儀式  

 

工業所有權情

報、研修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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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修科目內容 

研修科目 

 

時間 

 

內容 

 

備註 

 

意匠法概論 4 日本意匠審查基

準新穎性及創作

性講解 

教材：日本意匠審

查基準 

意匠近似與否、創

作非容易性判斷 

2 案例研究 案例：藥錠（意匠

登錄第 1040188

號） 

活用先行意匠調

查之檢索關鍵字

（日本意匠分

類、D-term） 

2 ＩＰＤＬ實機操

作 

教材：「付與日本

意匠分類、D- term

之案例」 

 

使用 IPDL 作先行

意匠調查檢索之

實習 

6 ＩＰＤＬ實機操

作 

教材：「IPDL 檢索

實習」 

〔意匠：包裝用容

器〕 

分班討論 3 就各班調查檢索

之結果做近似性

判斷 

 

講師解說 1 就各班之報告作

講評 

 

 

    本次研修課程的講師在「意匠法概論」部分為日本特許廳前任審查官，而在

「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及「使用 IPDL 作先行意匠調查檢索」之實

習部分為日本特許廳現任審查官。其中「意匠法概論」之講師鈴木公明教授原為

日本特許廳審查官，目前借調至東京大學新領域創成科學研究所，「活用先行意

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及「使用 IPDL 作先行意匠調查檢索之實習」之講師尾曲

幸輔意匠審查官（進入特許廳第 12 年），目前擔任意匠審查機械化企劃調整室

課長助理（負責分類資料）。 

    本次研修課程內容中之「意匠法概論」、「意匠之近似、創作非容易性判」

與去年及前年日本意匠審查官來台交流講授之講義內容2並無差異，該講義內容

已詳實且完整的介紹有關日本意匠審查基準之新穎性及創作性判斷，本報告僅就

意匠審查及意匠侵害之近似判斷作法做一比較整理（如表 3 所示），其餘將不再

贅述。本報告將針對授課內容中與本局設計審查檢索實務有關之日本意匠分類、

D-term 及如何於 IPDL 以日本意匠分類、D-term 做先行意匠調查檢索之議題，進

行較為深入之介紹，希冀藉由該系統之介紹進一步了解日本意匠分類、D-term

                                                        
2 參見 102、103 年台日交流設計專利審查官研討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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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檢索之技巧，最後將介紹此次本局外派受訓學員於「包裝用容器」之調查檢索

實習課程中所做的調查報告以及分班討論之結果。 

 

表 3 近似判斷手法之比較 

審查系（審查基準） 侵害系（起重機事件高等法院判決） 

1. 判斷主體： 

需要者（包含交易者） 

交易者、需要者（把握最易引起注意之

部分做為意匠之要部） 

2. 物品之認定及近似與否之判斷 

依據意匠物品之使用目的、使用狀

態等，認定兩意匠之意匠物品用途

及機能 

因意匠係為物品之形態，所以意匠

之近似必須以比對之意匠物品其用

途及機能相同或近似為前提 

僅認定「物品之共通」。參酌意匠物品

之性質、用途及使用態樣（把握其要部） 

3.形態之共通點及差異點之個別評價：  

（1） 比對觀察時是否為引起注意之

部分的認定及評價 

（a）佔意匠整體之比例的評價 

（b）物品大小差異之評價 

（c）依據物品之特性，是否為易於觀    

     察之部分的評價 

（d）物品內部形態之評價 

（e）僅於物品流通時視覺觀察之形態     

     的評價 

共通點、差異點之認定 

（2） 依據與先行意匠群之比對的評

價 

（a）以先行意匠調查為前提之共通點    

     評價 

（b）以先行意匠調查為前提之差異點    

     評價 

參酌是否具有公知意匠所不具有之新

穎創作部分（把握最易引起注意之部分

做為意匠之要部） 

（3） 具有機能性之形態及材質所形

成之形態處理 

（a）機能性形態之評價 

（b）從物品之機能面需要而附加之花 

     紋的評價 

（c）材質所產生之花紋、色彩的評價   

參酌意匠物品之性質、用途及使用態

樣，以及是否具有公知意匠所不具有之

新穎創作部分（把握最易引起注意之部

分做為意匠之要部） 

4.意匠整體之近似與否判斷 

  依據兩意匠形態之共通點及差異點

〈要部認定〉 

在判斷意匠近似與否時，必須以意匠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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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別評價，以意匠整體綜合觀察兩意

匠所有之共通點及差異點時，判斷對需

要者（包含交易者）是否會產生不同之

美感 

（a）共通點及差異點之綜合判斷 

（b）意匠物品之整體形態（基本構成 

     態樣） 

「意匠物品之整體形態（基本構成態

樣）」，可以說是意匠之骨骼，因其對透

過視覺引起美感之影響最大，所以意匠

之近似，原則上，意匠物品整體形態（基

本構成態樣）之共通是必要的 

但，即使申請意匠與引用意匠之意匠物

品之整體形態（基本構成態樣）具有差

異點，該差異點皆為普通習見之形態，

且各部之形態之共通點顯著時，也有因

共通點凌駕意匠物品之整體形態（基本

構成態樣）具有之差異點而形成兩意匠

近似之可能。」  

（c）申請之意匠中利用到之公知形態 

「申請之意匠中利用到之公知形態對

近似與否判斷之影響程度，與新穎之形

態相較一般都變小。但，意匠係以整體

之有機組合才能成立，即使共通點或差

異點之形態為公知之形態，也不能單純

排除該共通點或差異點，而僅以其他之

共通點及差異點作為判斷。公知形態之

組合為新穎時，以該組合之態樣進行評

價。」 

（d）意匠構成要素間之關係 

（e）與相同物品領域既有之近似與否

判斷案例之關係 

「一般，比對之兩意匠之共通點與差異

點對意匠整體之美感所帶來之影響程

度評價，與相同物品領域既有之近似與

否判斷案例相同時，其結果與既有之近

似與否判斷案例相同。」 

體做為觀察，參酌意匠物品之性質、用

途及使用態樣，以及是否具有公知意匠

所不具有之新穎創作部分，把握交易

者、需要者最易引起注意之部分做為意

匠之要部，且必須觀察登錄意匠與被控

侵權意匠之意匠要部構成態樣是否共

通。 

〈近似判斷〉 

「本件意匠與被控侵權意匠…認定之

構成一致，且被控侵權意匠…具有本件

意匠認定之要部，兩意匠整體觀察時，

予看者產生共通之美感，認定被控侵權

物近似於本件意匠。 」 

 

*地方法院判決（參考） 

「…依本件意匠與被控侵權意匠之一

致點，被控侵權意匠…具有本件意匠之

要部構成，依此，予看者產生混同共通

之美感，認定被控侵權物近似於本件意

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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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 

前揭課程「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中，講師係以工業所有權情

報•研修館所發行之「付與日本意匠分類、D- term 之案例」之講義作為主要教

材，輔以「日本意匠分類表、D- term」、「日本意匠分類定義卡」等相關資料作

為課堂上的補充說明對於「付與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內容講師以相當多

的授課時間解釋「日本意匠分類表、D- term」、「日本意匠分類定義卡」之重要

觀念，包含從意匠名稱、意匠之說明及圖面來解讀其所屬之意匠物品，若從意匠

名稱、意匠之說明及圖面無法明確得知該物品時，則可以以該意匠名稱來檢索，

檢索是否有相同意匠名稱之意匠已被分類，如果查無與該意匠名稱相同之先行意

匠時，則可透過 Google 來查詢確認該物品之所屬領域，再賦予正確之物品分類。

當物品分類明確時，再針對該分類進行 D- term 分類（若該分類並無 D- term 分

類時，則無需賦予 D- term 分類）。而在作意匠分類時，需注意每一意匠僅能賦

予一個意匠分類，但 D- term 則依日本意匠分類定義卡之定義，可以賦予多個 D- 

term。 

 

一、 研修學員的事前準備  

事前，由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將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案件相關

資料分送給各位研修學員，並由研修學員預先做準備，以充分了解賦予「日本意

匠分類、D- term」之案件內容。 

 

二、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實習課程概要 

「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之目的係讓學員利用日本特許廳的IPDL檢索

系統，付與實習案件之意匠的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作為調查檢索實習之先前

準備作業，以使在後續之調查檢索實習中能正確付與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的日

本意匠分類、D- term，進而迅速、正確檢索到合適的先行意匠文獻，作為判斷申

請案件是否具備意匠專利要件之新穎性及創作性之判斷比對資料。 

 

三、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之進行方式 

以下為「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之進行方式，若講師另有指示時，

則依照講師之指示來進行。 

 

1. 在「日本意匠分類、D- term」科目中，進行先行意匠調查檢索關鍵字之日本

意匠分類、D- term之構成及檢索關鍵字之使用方法學習，使用實習案件進行

實際之日本意匠分類、D- term賦予，以深入了解作為檢索關鍵字之日本意匠

分類、D- term之構成。 

2. 在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中，由學員自行使用IPDL檢索系統之日本

意匠分類表、分類定義卡來賦予分類 。對於付與分類之案件的意匠內容及日

本意匠分類、D- term內容，有希望確認之處及不明瞭之處，可隨時請教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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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案件之意匠內容及方式 

（一）案件【1】之意匠內容及「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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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1】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左側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背面図】 

 

 【底面図】 

 

【開蓋状態を示す斜視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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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 之方式 

   首先進入日本特許廳網站首頁，點選右側「目的別メニュー」之「特許等検

索之特許情報プッラドブオーム（J-PiatPat）」（如圖 1 所示）後進入「J-PiatPat

特許情報プッラドブオーム」網站（如圖 2 所示），再將游標移至上方之「意匠」

後，將會出現 10 種選單項目（如圖 3 所示），經點選「8.分類リスト（特許庁 HP

へ）」後，畫面將出現「日本意匠分類関連情報」（如圖 4 所示），經點選下方

「日本意匠分類」之各分類 PDF 檔後，確認本案「包裝用容器」之日本意匠分

類屬於 F4 類之 F4-740（如圖 5 所示），再由分類定義卡確認其 D- term 為 F4-740A、 

F4-740S（如圖 6、圖 7 所示）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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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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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意匠分類関連情報 

日本意匠分類表 

  
平成 19 年 4 月 1

日施行版 

平成 17 年 1 月 1

日施行版 
昭和 58 年施行版 

日本意匠分類表の

見方 

日本意匠分類表の見方 （PDF：

15KB）  

- 

表紙 
表紙 （PDF：

12KB）  

表紙 （PDF：

27KB）  

- 

凡例 
凡例 （PDF：

29KB）  

凡例 （PDF：

125KB）  

凡例 （PDF：43KB） 

目次 目次 （PDF：561KB）  目次 （PDF：56KB） 

A グループ(製造食

品及び嗜好品) 
A グループ （PDF：544KB）  

A グループ （PDF：

29KB）  

B グループ(衣服及

び身の回り品) 
B グループ （PDF：263KB）  

B グループ （PDF：

236KB）  

C グループ(生活用

品) 
C グループ（PDF：415KB）  

C グループ （PDF：

348KB）  

D グループ(住宅設

備用品) 
D グループ（PDF：338KB）  

D グループ （PDF：

368KB）  

E グループ(趣味娯

楽用品及び運動競

技用品) 

E グループ （PDF：290KB）  

E グループ （PDF：

168KB）  

F グループ(事務用

品及び販売用品) 
F グループ （PDF：324KB）  

F グループ （PDF：

277KB）  

G グループ(運輸又

は運搬機械) 
G グループ （PDF：214KB）  

G グループ （PDF：

120KB）  

H グループ(電気電

子機械器具及び通

信機械器具) 

H グループ （PDF：359KB）  

H グループ （PDF：

325KB）  

J グループ(一般機 J グループ （PDF：316KB） J グループ （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1-1.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1-1.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2.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2.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1-2.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1-2.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3.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3.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4.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2.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5-a.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3-a.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3-a.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6-b.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4-b.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4-b.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7-c.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5-c.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5-c.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8-d.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6-d.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6-d.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9-e.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7-e.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7-e.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0-f.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8-f.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8-f.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1-g.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9-g.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9-g.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2-h.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0-h.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0-h.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3-j.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1-j.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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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器具) 177KB）  

K グループ(産業機

械器具) 
K グループ （PDF：443KB）  

K グループ （PDF：

315KB）  

L グループ(土木建

築用品) 
L グループ （PDF：316KB）  

L グループ （PDF：

360KB）  

M グループ(A～L

に属さないその他

の基礎製品) 

M グループ （PDF：201KB）  

M グループ （PDF：

99KB）  

N グループ(他グル

ープに属さない物

品) 

N グループ （PDF：494KB）  

N グループ （PDF：

15KB）  

組物の意匠につい

て 
組物の意匠について（PDF：97KB） 

組物の意匠につい

て（PDF：290KB）  

                                 圖4 

 

Ｆグループ事務用品及び販売用品 

      人間の私的、社会的生活における事務用品及び販売用品を分類する。 

グループの概要 

Ｆ０ Ｆ１～Ｆ５に属さないその他の事務用品及び販売用品 

Ｆ１ 教習具、書画用品等 

Ｆ２ 筆記具、事務用具等 

Ｆ３ 事務用紙製品、印刷物等 

Ｆ４ 包装紙、包装用容器等 

Ｆ５ 広告用具、表示具及び商品陳列用具 

                                  

 

 

圖5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1-j.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4-k.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2-k.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2-k.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5-l.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3-l.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3-l.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6-m.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4-m.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4-m.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7-n.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5-n.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5-n.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2-18.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6.pdf
http://www.jpo.go.jp/shiryou/s_sonota/pdf/bunrui_ichiran/4-3-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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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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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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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2】之意匠內容及「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賦予 

1. 案件【2】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左側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背面図】 

 

 【底面図】 

 

 

 

2. 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 之方式 

  經點選日本意匠分類表 F 類之 PDF 檔後，確認本案「包裝用容器」之日本意

匠分類屬於 F4 類之 F4-711（如圖 8 所示），再由分類定義卡確認其 D- term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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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711AA、F4-711BBA、F4-711G（如圖 9、圖 10、圖 11 所示）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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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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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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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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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3】之意匠內容及「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賦予 

1. 案件【3】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左側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背面図】 

 

 【底面図】 

 

 

 

2. 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 之方式 

  經點選日本意匠分類表 F 類之 PDF 檔後，確認本案「包裝用容器」之日本意

匠分類屬於F4類之F4-72（如圖12所示），再由分類定義卡確認其D- term為F4-72A

（如圖 13 所示）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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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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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件【4】之意匠內容及「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賦予 

1. 案件【4】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左側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背面図】 

 

 【底面図】 

 

 

 

2. 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 之方式 

  經點選日本意匠分類表 F 類之 PDF 檔後，確認本案「包裝用容器」之日本意

匠分類屬於 F4 類之 F4-401（如圖 14 所示），再由分類定義卡確認其 D- term 為

F4-401AA（如圖 15 所示）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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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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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調查檢索實習及調查檢索結果討論 

調查檢索實習課程概要 

「調查檢索實習」之目的係讓學員利用日本特許廳的IPDL檢索系統，檢索

合適的先行意匠文獻，作為判斷申請案件是否具備意匠專利要件之新穎性之判斷

比對資料，並在「檢索結果討論」中與其他學員討論調查結果。 

 

一、 研修學員的事前準備  

事前，由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將調查檢索案件（登錄意匠）之相關資料分送

給各位研修學員，並由研修學員預先準備，以充分把握各個調查檢索案件之特徵、

共通點及差異點。 

 

二、調查檢索實習之進行方式 

以下為「調查檢索實習」之進行方式，若講師另有指示時，則依照講師之指

示來進行。 

 

1. 每位學員對於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從意匠申請書及圖面來把握該意匠，

整理出特徵點及與其他意匠之共通點、差異點，就各個意匠整體來認定其「意

匠之物品」及「形態」。若有關連意匠申請時，先把握其與本意匠具有何種

關係。 

2. 依據所有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的認定結果，為使檢索容易化，從各個意匠

之共通點及差異點來將案件作群組化。群組化之調查對象申請案，在進入檢

索之前，其意匠之認定等等是否有誤，可請講師協助作確認。 

3. 群組化，在每一次變更調查意匠之特徵點及檢索觀點的當中，應規劃作適宜

之修正。 

4. 從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來特定檢索之意匠分類，依據形態之特定點，隨著

需要也特定D- term，在特定意匠分類及D- term上，注意擴大物品相關之物品

領域，而無須絞盡腦汁。 

5. 以組合完成之邏輯縮小檢索之案件，以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共通之「基本

構成態樣」為中心，從新穎性之觀點來進行檢索，抽出近似於整體意匠之意

匠作為參考文獻（這稱為一次檢索）。在此，注意不要遺漏抽出任何近似之

意匠。 

6. 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的「基本構成態樣」檢索，為把握物品之設計趨勢，

除了抽出近似之意匠的作業外，也確認物品之形態、機能及使用方法之歲月

變化，把握每一物品之意匠特徵是否正在轉移。 

7. 從上述5所進行之一次檢索，發現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最相關之意匠分類及

D- term，從新穎性之觀點，就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的「具體構成態樣」作

詳細之再檢索，不單只是整體意匠，也要抽出近似於意匠特徵點之意匠作為

參考文獻（稱為二次檢索）。 

8. 在認定前述1及2之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時，特定該意匠所屬之領域及為進

行創作非容易性之判斷而特定日本意匠分類、D- term。 

9. 進行創作非容易性判斷時，就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的整體形態及特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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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確認是否為容易創作之意匠，抽出符合公然知悉之形狀及廣為知悉之形

狀等等。進入創作非容易性觀點之檢索前，以形態之哪一部分、部位作為對

象進行檢索，可先向講師確認。 

10. 若全部之檢索已結束，而從新穎性及創作性之觀點發現有引用例時，請判斷

下列三所示作為結論之必要項目，而將其總結歸納於報告書。 

11. 若全部之檢索已結束，而從新穎性及創作性之觀點而未發現有引用例時，請

依據意匠法第18條之規定，導出准予登錄之結論，而將其總結歸納於報告書。 

12. 報告書內容講師將作講評，若有不瞭解之處可總結歸納向講師詢問。 

 

三、結論必要之項目 

以下說明結論必要項目之標準，若講師另有指示時，則依照講師之指示來進

行。 

1. 調查對象申請案之要點，意匠物品之認定內容。 

2. 在選擇引用例時，係以何種觀點來選擇。 

3. 對於未選擇之引用例文獻，其未選擇之理由。 

4. 對於選擇之引用例文獻，該文獻之內容。 

5. 調查對象申請案之意匠與飲用例之一致點、相異點。 

6. 物品之設計趨勢及近年之特徵點。 

7. 採創作非容易性而必須組合文獻資料時，附上其理由（邏輯）。 

8. 新穎性、創作性要件之討論結果。 

9. 預想對上述7討論結果之反駁方向。 

 

四、包裝用容器類別之調查檢索實習 

以下說明本次包裝用容器類別之調查實習中，本局參訓學員根據日本特許廳之調

查檢索檢流程所作出的調查結果以及班內調查結果討論概況。本次包裝用容器類

別之調查檢索案件，因課程時間的限制，調查檢索實習僅針對新穎性要件進行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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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檢索案件之意匠內容及先行意匠調查結果 

（一）案件【1】、案件【2】、案件【3】之意匠內容及先行意匠調查結果 

1. 案件【1】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Ａ－Ａ断面図】 

 

【底面図】 

 

【斜視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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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2】之意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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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3】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Ａ－Ａ断面図】 

 

【底面図】 

 

【斜視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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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方式 

     案件【1】、案件【2】及案件【3】經點選日本意匠分類表F類之PDF檔後，

確認本案「包裝用容器」之日本意匠分類屬於F4類之F4-713（如圖16所示），再

由分類定義卡確認其D- term為F4-713J（如圖17所示） 

                                     

                                 

 

 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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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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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 

案件【1】、案件【2】及案件【3】之日本意匠分類為F4-713，D-term分類為F4-713J，

但先行意匠中D-term分類為F4-713、F4-713A、F4-713K者，仍有可能出現與F4-713J

相關之先行意匠，所以這些相關之D-term仍需作調查檢索，以避免遺漏。 

 

4.先行意匠調查檢索 

案件【1】、案件【2】及案件【3】之先行意匠調查檢索：首先進入「J-PiatPat

特許情報プッラドブオーム」網站，再將游標移至上方之「意匠」後，將會出現

10種選單項目，經點選「4. 日本意匠分類•Dターム検索」後，畫面將出現「日

本意匠分類•Dターム検索」，再於下方「検索式」欄位内輸入「F4713A」或「F4713J」

或「F4713K」或「F4713?」（如圖18所示）後，經點選「検索」後，即可看到所

指定檢索範圍之件數共有385件（如圖19所示），然後再點選「一覧表示」即可進

入檢索（如圖20所示）。 

 

 

 

 
 

 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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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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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先行意匠調查檢索結果 

案件【1】、案件【2】及案件【3】之先行意匠調查檢索結果 

先行意匠：A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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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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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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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D 

 

 
【正面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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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E 

      

     【平面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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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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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G 

 

 

                      
 

 

 

先行意匠：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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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I 

              

 
 

 

 

 

 

 

 

 

 

 

 



49 
 

（二）案件【4】之意匠內容及先行意匠調查結果 

1. 案件【4】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左側面図】 

 

【正面図】 

 

【右側面図】 

 

【背面図】 

 

【Ａ－Ａ部分端

面拡大図】 

 

【底面図】 

 

【断面位置を示す参考平面図】 

 
【斜視図】 

 

【蓋の斜視図】 

 

【容器本体の斜視

図】 

 

【平面図中央横

断面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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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方式 

 案件【4】經點選日本意匠分類表F類之PDF檔後，確認本案「包裝用容器」之

日本意匠分類屬於F4類之F4-7140（如圖21所示），再由分類定義卡確認其D- term

為F4-7140BB（如圖22） 

 

 

 

 
 

                                  

 

                                 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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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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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 

案件【4】之日本意匠分類為F4-7140，D-term為F4-7140BB，但先行意匠中D-term

為F4-7140、F4-7140A者，仍有可能出現與F4-7140BB相關之先行意匠，所以這些

相關之D-term仍需作調查檢索，以避免遺漏。 

 

4.先行意匠調查檢索 

案件【4】之先行意匠調查檢索：如案件【1】之程序，只需將「検索式」欄位内

之關鍵字變更輸入「F47140A」或「F47140B」或「F47140?」即可。 

 

5.先行意匠調查檢索結果 

案件【4】之先行意匠調查檢索結果 

先行意匠：J 

 

 

先行意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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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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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5】之意匠內容及先行意匠調查結果 

1. 案件【5】之意匠內容 

 

【平面図】 

 

 

【正面図】 

 

【斜視図】 

 

 

【底面図】 

 

 

 

2. 賦予日本意匠分類、D- term之方式 

案件【5】經點選日本意匠分類表F類之PDF檔後，確認本案「包裝用容器」之日

本意匠分類屬於F4類之F4-7140，再由分類定義卡確認其D- term為F4-7140（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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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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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 

案件【5】之日本意匠分類為F4-7140，D-term為F4-7140，所以只需作F4-7140之調

查檢索即可。 

 

4.先行意匠調查檢索 

案件【5】之先行意匠調查檢索：如案件【1】之程序，只需將「検索式」欄位内

之關鍵字變更輸入「F47140」即可。 

 

5.先行意匠調查檢索結果 

案件【5】之先行意匠調查檢索結果 

先行意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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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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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意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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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檢索結果討論 

 

調查結果討論之進行方式係將研修學員分班，每班設有主持人、討論結果發

表人及記錄人各一人，其餘學員則協助班內先行意匠文獻之整理、文獻判斷比對

之討論及篩選，如下表（如表4所示）。 

 

表4 分班討論形式 

角色名稱 角色內容 

1.主持人 

 

主持討論以使得能順利完成「檢索報告

書(班別討論結果)」，討論過程中班內

成員均可發表個人之觀點。若班內的討

論陷入僵局，得隨時向講師尋求協助。 

 

2.討論結果發表人 

 

將班別討論過程之重點及班別討論結

果對講師及其他班別提出報告，並同時

接受問題提問及針對問題提出說明(班

內成員均可提出補充說明) 。 

。 

3.記錄人 

 

記錄班別討論過程之重點，並將其結果

做成「檢索報告書(班別討論結果)」，

以提供討論結果說明人對講師及其他

班別提出報告 

 

 

    課程中每位學員有6小時作先行意匠調查檢索實習，基本上，在該時限內學

員不可互相討論，如有檢索系統操作上的問題及檢索上不明瞭之問題，均可隨時

向助理講師及講師提出尋求協助。而每位學員也均有與自己使用之電腦相對應之

印表機，讓學員可以列印出所篩選先行意匠文獻，以便在「調查檢索結果討論」

時供其他學員參考。以下介紹「調查檢索結果討論」所使用的文件格式及進行方

式。 

 

1.檢索報告書 

為了使同班學員能清楚了解每位班內成員所做的調查檢索結果，於分班討論

前每位學員均須將調查檢索後篩選出來的先行意匠文獻全部列印，以便在「調查

檢索結果討論」時供班內學員參考，並將班內討論結果記載於檢索報告書內，作

為討論結果發表人對各班及講師提出報告之用。檢索報告書之格式如下表（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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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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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內討論結果 

案件【1】 

（1）本案與先行意匠 A 相較，其一致點為近似薄殼碗狀之容器，且外周面具等

距離分佈之彎弧稜線狀飾紋。相異點為兩意匠外周面之彎弧稜線狀飾紋不同（從

剖面圖及底面圖觀之）。 

（2）本案與先行意匠 B、C、D、E 相較，其一致點為薄殼椎柱狀容器外周面具

等距離分佈之稜線狀飾紋。相異點為兩意匠之容器形態及稜線狀飾紋均不同。 

（3）結果：與先行意匠不近似。 

 

案件【2】、案件【3】 

（1）本案與先行意匠 F、G、H、I 相較，其一致點為於薄殼椎柱狀容器外周面

佈滿數排三角切割面。相異點為兩意匠外周面之三角切割面之形態及排列均不

同。 

（2）結果：與先行意匠不近似。 

 

案件【4】 

（1）本案與先行意匠 J 相較，其一致點為外觀大致呈具方椎狀蓋體之方椎狀盒

體。相異點為先行意匠蓋體頂面具 R 角矩形凹槽及蓋體、盒體對角處不具卡扣

（本案蓋體頂面呈平坦狀，且蓋體、盒體對角處具卡扣）。 

（2）本案與先行意匠 K 相較，其一致點為外觀大致呈具方椎狀蓋體之方椎狀盒

體。相異點為先行意匠蓋體周面兩角具倒角面、環設數排平行凸肋、後方與盒體

設連接部及對角處不具卡扣（本案蓋體周面兩角不具倒角面及無數排平行凸肋，

且蓋體後方與盒體無連接部及對角處具卡扣）。 

（3）本案與先行意匠 L 相較，其一致點為外觀大致呈具方椎狀蓋體之方椎狀盒

體及蓋體周面具四半圓錐狀凸部。相異點為先行意匠蓋體及盒體對角處不具卡扣

（本案蓋體、盒體對角處具卡扣）。 

（4）結果：與先行意匠不近似。 

 

案件【5】 

（1）本案與先行意匠 M 相較，其一致點為盒體周面皆環設階梯狀段差層（面）。

相異點為先行意匠盒體外表面不具階梯狀段差層（面），本案內外面均具階梯狀

段差層（面）。 

（2）本案與先行意匠 N 相較，其一致點為盒體周面皆環設階梯狀段差層（面）。

相異點為先行意匠盒體底面四邊不具四長圓形凹部，本案盒體底面四邊具四長圓

形凹部。 

（3）本案與先行意匠 P 相較，其一致點為盒體周面皆環設階梯狀段差層（面）。

相異點為先行意匠階梯狀段差層（面）所佔範圍及盒體底面之凹部位置與本案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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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果：與先行意匠不近似。 

伍、 心得與建議 

這次「專利檢索（設計）專門人才研修」訓練課程，係本局首次派員參訓，

此次能成行，首先須感謝局內長官與同仁們長年來對於推動台日交流之努力。其

次，須感謝日本特許廳與交流協會的協助，在啟程前即協助安排報名及資料寄送

的相關準備工作。在此更要對交流協會五閑主任表達謝意，感謝其對在日研修期

間住宿問題之協助。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兩位於去年12月至本局作設計專利交

流之下村意匠審查官及濱本意匠審查官在這次研修期間特地前來關心，並邀請共

進午餐。雖然時間短暫，但仍能感受到日方相當重視與我方之交流，並感謝本局

在推動相關工作上之努力及對來台交流期間之熱情招待。在言談間兩位意匠審查

官提及特許廳對我方參與研修學員之重視，並透露出特許廳將於今年10月起針對

「圖像意匠」推出「圖形比對」之調查檢索系統，該系統將對外開放，屆時本局

設計專利之「圖像設計」審查將可透過該系統做先前技藝之檢索（該系統或許也

能對商標審查有所助益），待該系統推出後再將該系統之操作模式向同仁做一簡

單介紹說明。另外也提及本局設計專利於審定前允許「實線改虛線、虛線改實線」

之圖式修正問題之看法，在交談之間已向兩位審查官說明目前局裏正在進行設計

專利審查基準之修訂討論，正朝向國際調和之方向作對應之修訂。 

此次上課，講師如前述，除第一天「意匠法概論」課程由東京大學新領域

創成科學研究所鈴木公明教授擔任講師外，「活用先行意匠調查之檢索關鍵字（日

本意匠分類、D-term）」及「使用 IPDL 作先行意匠調查檢索之實習」均由現任

特許廳意匠審查官尾曲幸輔來擔任講師；學員則多為在企業內擔任機構研發或專

利事務所相關業務之人員。在研修期間學員們均相當專注聆聽並珍惜能與具審查

實務經驗之講師互動的機會。本次研修課程主要係「使用 IPDL 作先行意匠調查

檢索之實習」及「調查檢索結果討論」，在 IPDL 實機操作檢索系統方面，日方

檢索系統之操作介面與本局國內外專利資料庫全域整合查詢系統並無太大之差

異，其最大差異處在於：(1)意匠公知資料檢索：藉由輸入關鍵字即可檢索到特

許廳收集之國內外刊物、國內外型錄、網路資訊及國外之意匠公報等等之文獻資

料，但礙於著作權相關規定，若未得到著作權者之允諾，該文獻資料內容將不顯

示圖面資料；(2)分類一覽表：可藉由日本意匠分類表及分類定義卡快速確認欲

調查檢索之物品的類別；(3)國外分類一覽表：可藉由日本意匠分類表所查詢到

之意匠分類，對應到羅卡諾分類、美國設計分類及韓國設計分類，有效節省在意

匠公知資料檢索時在輸入國外意匠類別關鍵字時之困擾。但相對而言，該系統並

無如同本局國內外專利資料庫全域整合查詢系統中之「重整」功能，而無法就所

檢索之文獻資料中之某幾筆文獻資料作勾選，且調查檢索結果之文獻資料（僅限

於意匠之文獻資料）每頁面僅揭示 50 筆資料（本局國內外專利資料庫全域整合

查詢系統之文獻資料並不限於設計，且每頁面可揭示 100 筆資料）及調查檢索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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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文獻資料之總筆數不得超出 1000 筆，若超出 1000 筆時必須變更調查檢索之

關鍵字（本局國內外專利資料庫全域整合查詢系統並無筆數之限制）。 

另外，「日本意匠分類、D-term」基於檢索之效率化，就「形態分類與 D-term

之整合」及「對應設計趨勢之變化」之觀點而新編意匠分類，以平成 17 年（2005

年）1 月為分水嶺，將之分為「新分類、新 D-term」及「舊分類、舊 D-term」，

其中「新分類、新 D-term」之分類肢數共有 5036 肢（新分類 3196 肢，新 D-term1840

肢）。但因「新分類、新 D-term」分類過於細緻化，於使用 IPDL 作先行意匠調查

檢索時，其所輸入之檢索關鍵字幾乎都是為「新分類之最大公約數」，以上述之

調查檢索案件【1】、【2】及【3】為例，其檢索關鍵字以輸入「F4713?」最為

保險，以避免掛一漏萬。此點，與本局目前所使用之對應羅卡諾分類之設計分類

關鍵詞存在著相同之問題點，今後本局應就該設計分類之第 4、5 階分類關鍵詞

再做進一步之整合。 

再者，於班內調查結果討論中發現學員們對意匠圖面之形態比對會有所誤

解，原因是平時只注重特許之相關問題而忽略對意匠之瞭解，這也是學員來參加

此次研修之最主要目的。相對的，此種只注重特許而不注重意匠之狀況亦常發生

在國內多數企業及專利代理人事務所，但如以美國蘋果公司對韓國三星公司之手

機設計專利侵權訴訟之巨額求償及發生在今年 2 月間之日本國內企業歐姆龍健

康醫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對 TANITA 股份有限公司之體脂計意匠侵權訴訟（東京

地方法院宣判：TANITA 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支付 1 億 3000 萬日圓賠償金予歐姆龍

健康醫療事業股份公司）來看，設計專利之威力並不亞於發明專利，或許上述之

設計專利侵權訴訟案例可以打破長久以來企業及代理人事務所對於只注重發明

而不注重設計之迷思。 

最後，建議日後在進行台日設計專利交流時，能針對審查上之衍生設計、

部分設計、圖像設計之近似性比對方法及部分設計圖式「主張設計之部分與不主

張設計之部分」之明確與否之判斷做實際案例之專題式研討交流，期能對設計專

利之「設計專利之近似性判斷」及「部分設計專利權範圍之明確」等核心問題有

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