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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營業秘密法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 103 年 1 月號 

◎李志強（作者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 

壹、前言 

  近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保護智慧財產權已成為產業界的重要課

題，大家熟知的有著作權、專利權或者商標權等，但其中最重要而常

被忽略的則為營業秘密；此不僅攸關產業發展，甚至影響國家競爭力。 

  以往營業秘密僅在民法、刑法與公平交易法等，有零星分散之規

定並無專法，使得營業秘密之法律保護不彰，不但侵害所有人的權

益，甚至可能妨礙國家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關稅貿易總協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與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TRIPs）」協

定上，該協定明確要求會員國對營業秘密應予法律保護。有鑑於此，

政府參酌產業競爭與經濟環境，並參考國外立法例，於 85 年 1 月 17

日公布施行《營業秘密法》（以下簡稱本法），其後於 102 年 1 月 30

日增訂公布第 13 條之 1 至 13 條之 4，藉由提高罰責之方式強化處罰

及嚇阻效果。 

 

貳、重要條文內容 

  為使國人清楚了解本法之內涵，歸納解說重要內容如下： 

一、立法目的 

  依立法理由說明，主要有：（一）保障營業秘密，藉以提升投

資與研發意願，鼓勵在特定交易關係中的資訊得以有效流通；（二）

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使員工與雇主間，事業體彼此間之倫理

與競爭秩序有所規範；（三）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俾使法院於個案

中能斟酌社會公共利益而為較妥適之判決。 

二、保護客體 

  為兼顧資訊自由流通以及所有人之權益，經參酌外國立法例，

本法所保護之客體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104 年 11 月份法令宣導】 

2 

 

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且符合下列要件者：（一）非

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

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簡單地

說，營業秘密必須具有秘密性、價值性及保密性等要件。 

三、權利歸屬 

  若是由個人研發之營業秘密成果，自應歸屬於該個人；但實際

上，營業秘密常是多數人經年累月研發之結果，而部分企業則受限

於本身能力，聘請他公司代為研發，使得營業秘密之歸屬問題，必

須透過契約或法律明文予以規範。為解決營業秘密歸屬可能發生之

爭議，本法在第３條至第５條針對三種情形有所明定： 

（一）受雇研發：除非契約另有規定，否則受雇人於職務上研究

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雇用人所有；受雇人若非屬職務上

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則歸受雇人所有，但其營業秘密

係利用雇用人之資源或經驗者，雇用人得於支付合理報酬

後，於該事業使用其營業秘密。 

（二）出資聘人：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其

營業秘密之歸屬依契約之約定；契約未約定者，歸受聘人

所有，但出資人得於業務上使用其營業秘密。 

（三）共同開發：數人共同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其應有部分

依契約之約定，無約定者推定為均等。 

四、讓與共有 

  營業秘密在性質上並非不可讓與，且可分割而為部分營業秘密

之讓與，因此營業秘密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此外，營業秘密之

所有人，也不以一人（自然人或法人）為限，２人以上共同研究或

開發營業秘密，或營業秘密之所有人，將其應有部分之一部讓與他

人，均形成共有之狀態，故亦規定營業秘密得與他人共有。當營業

秘密為共有時，對營業秘密之使用或處分，如契約未有約定者，應

得共有人之全體同意，但各共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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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除非契約另有約定外，各共有人若未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不

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 

五、授權使用 

  由於營業秘密多具有價值，故為賦予其使用效益，經當事人約

定地域、時間、內容、使用方法及其他事項，營業秘密所有人即可

在不轉讓營業秘密之情況下，將營業秘密授權他人使用，以收取報

酬。被授權人非經所有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權使用之營業秘密再

授權第三人使用。此外，營業秘密共有人若未經共有人全體同意，

不得授權他人使用該營業秘密；另為避免各共有人濫用權利，致妨

礙營業秘密之利用，各共有人若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六、禁止行為 

  營業秘密因未設有登記、公告等制度，故無法如專利權、商標

權等之設質予以登記對抗效力，因此規定營業秘密不得為質權及強

制執行之標的。而為落實保護機制，規定對於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

持有他人營業秘密之公務員；因司法機關偵查或審理而知悉或持有

他人營業秘密之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鑑定人、證人及其他相

關之人；處理仲裁事件之仲裁人及其他相關之人，均不得使用或無

故洩漏營業秘密。 

七、侵害態樣 

  具有價值之營業秘密，勢必引起他人覬覦，為防範侵害行為發

生，本法明定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態樣有：（一）以不正當方法取

得營業秘密者；（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 10 條第１款

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漏者；（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

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 10 條第１款之營業秘密，而使用或

洩漏者；（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

洩漏者；（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前述所稱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製、

違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類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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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侵害救濟 

  為保障所有人權益，當營業秘密受侵害時，不僅被害人得請求

排除之，有侵害之虞亦得請求防止之；而對於侵害行為作成之物或

專供侵害所用之物，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在損害賠償

部分，本法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則負連帶賠償責任。在請求權

時效方面，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２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 10 年者亦同。此須說明者，被害人得依

以下方式擇一請求損害賠償： 

（一）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請求，但被害人不能證明其損害時，

得以其使用時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

使用同一營業秘密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 

（二）請求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但侵害人不能證明其

成本或必要費用時，以其侵害行為所得之全部收入，為其

所得利益。 

  依前開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因被害人請求，依侵

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３倍。 

九、刑事責任 

  為加強保護我國產業營業秘密及國際競爭力，本法於 102 年的

修正重點，主要是新增第 13 條之 1，對於以竊取、擅自重製等不

正方法（含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而不

為等行為）取得、使用、洩漏營業秘密之行為，增訂刑事責任，最

高可處 5 年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至 1,000 萬

元罰金；犯罪行為人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並得於其所得利

益之 3 倍範圍內酌量加重。另鑑於近來頻傳外國業者挖角我國科技

人才，為避免藉機竊取營業秘密，因此增訂第 13 條之 2 域外加重

處罰規定，即針對竊取營業秘密並意圖於我國境外（如外國、大陸

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之人，加重其刑為 1 至 10 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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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300 萬元至 5,000 萬元罰金；犯罪行為人所得利益超過罰金

最高額時，並得於其所得利益之 2 至 10 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此部分其他相關規定，如第 13 條之 1 為告訴乃論罪；為促進

犯罪事實真相之發現，設有「窩裡反條款」，亦即對於共犯之一人

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

之人，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營業秘密而故意犯罪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十、其他規定 

  本法另設有三種特別規定。首先，行為人若犯第 13 條之１、

第 13 條之２等罪被處罰時，雇主（即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除

非對於犯罪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否則亦科該條之罰金。再

者，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營業秘密，經當事人聲請，

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不公開審判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最後，基於

保護主義，外國人所屬之國家與我國如無相互保護營業秘密之條約

或協定，或依該國法令對我國國民之營業秘密不予保護者，其營業

秘密得不予保護。 

 

參、結語 

  從本文說明不難發現，任何方法、技術、製程、配方，或可用於

生產、銷售、經營等資訊，只要符合秘密性、價值性及保密性等三要

件者，均屬營業秘密，其適用範圍非常廣泛。因此，不論政府機關或

公司法人都應協助員工建立正確觀念，並加強相關保密作為及措施，

除可達到保護營業秘密之效果外，亦可避免相關人員不慎觸法而遭到

刑事及行政責任追究之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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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叮嚀】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

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多元管道】 

一、「現場檢舉」方式：廉政署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山

區松江路 318 號 2 樓)，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四、「其他」方式： 

(一)傳真檢舉專線為「02-2562-1156」。 

(二)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