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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人的法律保護》作者為執業律師，從事科技公司訴訟工作已多年，因此十分理解科技公司
所訂立的契約條款內容，以及科技人最常遇到的法律問題。
作者由各種判例中選取出最適當者加以說明，為讀者分辨法官判決的意見與重點，並且列出自己經歷
的專家意見，詳細說明遇到這些狀況時的處理法則與注意重點。
內容約有20則，包括跳槽轉戰守則、公司內部機密文件流通、搶客戶等主題，讓讀者知道什麼行為是
犯法的，什麼又是公司不合理的規定，及該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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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葉玟妤，學歷： 台大法律系法學士，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碩士。
　　經歷：中時報系，資策會，資策會教育訓練講師，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外聘講師，玄奘大學講師，
資策會交流月刊法律主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遠距教學之著作權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大陸著作權
法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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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識經濟時代之競爭利器--營業秘密 　　雖說「江湖一點訣，說穿了不值錢」，然而所謂「祖傳
祕方」、「獨門絕活」等我知你不知的營業祕密，往往就是決定企業何者在商場勝出的致勝關鍵。
凡是任何能夠使企業在市場取得競爭優勢的技術或產銷資訊，就是值得保護的智慧資產，必須投注可
觀的人力、經費與時間才能取得，也必須妥善保護方能確保其商業利益。
 　　早期對於創新的技術，在法律型態上悉以專利權、著作權的方式，給予權利保障，然而，就競爭
利益之觀點，將新技術以公開且只賦予一定期間的型態保護，並無法碓保所有人的獨占利益，因此需
以營業秘密保護之方式彌補傳統智慧財產權法上的不足。
再者，由於受到營業秘密法保護的技術具有秘密性，其經濟價值有時甚至高於專利權，往往為一事業
在競爭市場上取得領先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保護營業秘密，對產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尤其面對廿一世紀的來臨，企業經營者將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環境，掌握優勢的技術或產銷資訊，更
是未來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利基與全球競爭力之所在。
 　　有鑒於營業祕密在以知識創新為基礎的知識經濟時代中，日趨重要，且隨著全球化經濟的浪潮，
包含著技術結晶的產品不但行銷世界，身為智慧資產創造者的人才，更是雲遊四海。
所以，智慧財產之侵權已不受限於國家或特定區域，故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包括營業祕密的保護，
不但獲得各國政府及企業的重視，且已成為國際間的共識。
在我國於2002年加入之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中，即把未經揭露的資訊明文
列為會員國應賦予保護的智慧財產，我國亦早自1996年1月17日公布施行了營業祕密法，賦予專門的保
護。
 　　然而，有許多企業經營者並不了解其專有資訊及智慧資產價值的所在，以及保護的必要性。
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企業的營業祕密被受僱員工有意的盜用或無心的流失，待發現他人仿冒產品上
市時，才發現求助無門；或是，當離職員工惡意地侵占或帶走企業的機密檔案遠走高飛，自立門戶或
投效敵營時，才猛然驚覺公司竟人財兩失；尤有甚者，更有競爭對手透過集體挖角的方式，直接高薪
聘用代表競爭公司核心資產的人員而間接掌握了該公司的機密資訊，造成受害公司無法彌補之損失。
以上種種情形，不管在國內外都發生相當多知名的案例，許多廠商也因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實則，營業秘密所保護之對象，遠較傳統的專利、著作權為廣泛，只要合乎新穎性、有價性及秘
密性三個要件，其幾可保護任何技術性或商業性的資訊，甚至於抽象的點子，不論其是否已形諸文字
。
但是，知識、資訊等營業秘密的創造、產生乃至收集，均係由個人所為，也就是個人才是終極的智慧
資產寶庫。
為了規範此種知識資產，企業亦產生競業禁止之需求，以確保營業秘密等無形資產不因人員的流動而
流失。
換言之，個人權利與智慧財產權的區分已日趨模糊，而自有知識與企業營業秘密之界限亦漸難劃分，
故營業秘密之認定與執行上，乃產生許多特殊的考量與利益權衡。
此由美國晚近發展出「不可避免揭露理論」，以讓法院在營業秘密外洩之前，即可禁止離職員工至競
爭對手處任職之發展，可見其爭議性。
 　　雖然企業可透過競業禁止條款的約定，將智慧財產權的範圍由對物的掌控延伸到對人的支配。
但對於大多數的員工而言，並沒有與企業平等的談判籌碼，因此只好毫無選擇簽下了「賣身契」。
此對專業分工日趨精細的知識工作者而言，限制其轉業自由無益，奪其工作權，二者之間應如何權衡
，一直是各國法院努力尋求的平衡點。
針對此等議題，國內近年來已出現了許多重要的案例。
如八十五年的太平洋房屋仲介案，便建立了判斷競業禁止條款是否有效的五條件說，該理論並在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的競業禁止參考手冊中予以採用。
 　　我國施行營業秘密法以來在實務上已累積相當數量的案例及見解，相當值得參考。
筆者粗略統計，過去五年來有關營業秘密及競業禁止之相關民事判決超過上百件，其中不乏國內外高
科技產業因員工離職、挖角、集體跳槽事件等發生之案例，足見營業秘密之流失與競業禁止之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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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於營業秘密不具有一定的定義或形式，故其概念的構成難有統一的見解，更需要透過實際案
例的分析，試圖釐清各種事實狀況下適用的標準，以藉由不同切入面向了解其全貌。
本書即是以國內發生之實際案例為主軸，將個別案例中發生之情形及法院見解予以深入淺出之描述，
並分別從企業經營者與員工等角度加以分析，實為一值得各方參考之佳著。
 　　此外，放眼於國際層次，由於創新技術亦是國家競爭力之所在，美國於1996年的「經濟間諜法」
加強保護其國內之營業秘密，藉由刑罰規定以嚇阻機密外流至外國政府、研究機構或民間企業。
而我國亦於今年二月間通過國家機密保護法，亦擬採刑罰規範國家核定機密資訊的保護。
企業在進行跨國技術移轉或購併案時，對方是否有營業祕密或相關人員是否受到競業禁止的規範，甚
至己方內部及員工的管理是否妥當，有無可能洩密，都會影響到企業的權益，甚至攸關其是否觸法。
尤其對於高科技產業而言，不論是國內熱門的資訊電子業，或是政府正積極鼓勵發展的生化科技、數
位產業與軟體工業，法律風險均較傳統產業為高，稍有不甚，不但投資回收無門，更可能訴訟上身，
因此對於國外立法趨勢，尤其是美國經濟間諜法，更應有了解之必要。
 　　在政府積極推動知識經濟，國內業者亦致力發展知識服務與製造產業之際，不論是國家、企業、
乃至個人均應體認營業秘密在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並適時強化對營業秘密的觀念，進而根據自己
的需求，建構有關營業秘密的保護機制，方可有效的因應未來營業秘密的保護與發展趨勢，以確保競
爭優勢。
（文/邵瓊慧，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商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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