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稱：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

修正日期：民國 91 年 06 月 12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保障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並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以促進國家科技及經濟

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積體電路：將電晶體、電容器、電阻器或其他電子元件及其間之連接

    線路，集積在半導體材料上或材料中，而具有電子電路功能之成品或

    半成品。

二、電路布局：指在積體電路上之電子元件及接續此元件之導線的平面或

    立體設計。

三、散布：指買賣、授權、轉讓或為買賣、授權、轉讓而陳列。

四、商業利用：指為商業目的公開散布電路布局或含該電路布局之積體電

    路。

五、複製：以光學、電子或其他方式，重複製作電路布局或含該電路布局

    之積體電路。

六、還原工程：經分析、評估積體電路而得知其原電子電路圖或功能圖，

    並據以設計功能相容之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

 

第 3 條

本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前項業務由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辦理。必要時，得將部分事項委託相關之

公益法人或團體。

 

第 4 條

電路布局專責機關及前條第二項後段所規定之公益法人或團體所屬人員，

對於職務或業務上所知悉或持有之秘密不得洩漏。

 

第 5 條

外國人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得就其電路布局依本法申請登記：

一、其所屬國家與中華民國共同參加國際條約或有相互保護電路布局之條

    約、協定或由團體、機構互訂經經濟部核准保護電路布局之協議，或

    對中華民國國民之電路布局予以保護且經查證屬實者。



二、首次商業利用發生於中華民國管轄境內者。但以該外國人之本國對中

    華民國國民，在相同之情形下，予以保護且經查證屬實者為限。

 

 

   第 二 章 登記之申請

 

第 6 條

電路布局之創作人或其繼受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就其電路布局得申請

登記。

前項創作人或繼受人為數人時，應共同申請登記。但契約另有訂定者，從

其約定。

 

第 7 條

受雇人職務上完成之電路布局創作，由其雇用人申請登記。但契約另有訂

定者，從其約定。

出資聘人完成之電路布局創作，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之受雇人或受聘人，本於其創作之事實，享有姓名表示權。

 

第 8 條

申請人申請電路布局登記及辦理電路布局有關事項，得委任在中華民國境

內有住所之代理人辦理之。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申請電路布局登記及辦理電路布局有

關事項，應委任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之代理人辦理之。

 

第 9 條

二人以上共同申請，或為電路布局權之共有者，除約定有代表者外，辦理

一切程序時，應共同連署，並指定其中一人為應受送達人。未指定應受送

達人者，電路布局專責機關除以第一順序申請人為應受送達人外，並應將

送達事項通知其他人。

 

第 10 條

申請電路布局登記，應備具申請書、說明書、圖式或照片，向電路布局專

責機關為之。申請時已商業利用而有積體電路成品者，應檢附該成品。

前項圖式、照片或積體電路成品，涉及積體電路製造方法之秘密者，申請

人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電路布局專責機關申請以其他資料代之。

受讓人或繼承人申請時應敘明創作人姓名，並檢附證明文件。

 

第 11 條

前條規定之申請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國籍、住居所；如為法人，其名稱、事務所及其代表人

    姓名。



二、創作人姓名、國籍、住居所；如為法人，其名稱、事務所及其代表人

    姓名。

三、創作名稱及創作日。

四、申請日前曾商業利用者，其首次商業利用之年、月、日。

 

第 12 條

申請電路布局登記以規費繳納及第十條所規定之文件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第 13 條

電路布局首次商業利用後逾二年者，不得申請登記。

 

第 14 條

凡申請人為有關電路布局登記及其他程序，不合法定程式者，電路布局專

責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不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

仍應受理。

申請人因天災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延誤法定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三

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電路布局專責機關申請回復原狀。但延誤法

定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在此限。

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行為。

 

 

   第 三 章 電路布局權

 

第 15 條

電路布局非經登記，不得主張本法之保護。

電路布局經登記者，應發給登記證書。

 

第 16 條

本法保護之電路布局權，應具備左列各款要件：

一、由於創作人之智慧努力而非抄襲之設計。

二、在創作時就積體電路產業及電路布局設計者而言非屬平凡、普通或習

    知者。

以組合平凡、普通或習知之元件或連接線路所設計之電路布局，應僅就其

整體組合符合前項要件者保護之。

 

第 17 條

電路布局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為左列各款行為之權利：

一、複製電路布局之一部或全部。

二、為商業目的輸入、散布電路布局或含該電路布局之積體電路。

 

第 18 條



電路布局權不及於左列各款情形：

一、為研究、教學或還原工程之目的，分析或評估他人之電路布局，而加

    以複製者。

二、依前款分析或評估之結果，完成符合第十六條之電路布局或據以製成

    積體電路者。

三、合法複製之電路布局或積體電路所有者，輸入或散布其所合法持有之

    電路布局或積體電路。

四、取得積體電路之所有人，不知該積體電路係侵害他人之電路布局權，

    而輸入、散布其所持有非法製造之積體電路者。

五、由第三人自行創作之相同電路布局或積體電路。

 

第 19 條

電路布局權期間為十年，自左列二款中較早發生者起算：

一、電路布局登記之申請日。

二、首次商業利用之日。

 

第 20 條

電路布局權人之姓名或名稱有變更者，應申請變更登記。

 

第 21 條

數人共有電路布局權者，其讓與、授權或設定質權，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

意。

電路布局權共有人未得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不得將其應有部分讓與、

授權或設定質權。各共有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

電路布局權之共有人拋棄其應有部分者，其應有部分由其他共有人依其應

有部分之比例分配之。

前項規定，於電路布局權之共有人中有死亡而無繼承人或解散後無承受人

之情形者，準用之。

 

第 22 條

電路布局權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由各當事人署名，檢附契約或證明

文件，向電路布局專責機關申請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一、讓與。

二、授權。

三、質權之設定、移轉、變更、消滅。

電路布局權之繼承，應檢附證明文件，向電路布局專責機關申請換發登記

證書。

 

第 23 條

以電路布局權為標的而設定質權者，除另有約定外，質權人不得利用電路

布局。



 

第 24 條

為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電路布局專責機關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

施電路布局權。其實施應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

電路布局權人有不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處分確定者，雖無前項之情形，電路布局專責機關亦得依申請，特許該申

請人實施電路布局權。

電路布局專責機關接到特許實施申請書後，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電路布局

權人，限期三個月內答辯；逾期不答辯者，得逕行處理之。

特許實施權不妨礙他人就同一電路布局權再取得實施權。

特許實施權人應給與電路布局權人適當之補償金，有爭執時，由電路布局

專責機關核定之。

特許實施權，除應與特許實施有關之營業一併移轉外，不得轉讓、授權或

設定質權。

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列舉特許實施之原因消滅時，電路布局專責機關得依申

請終止特許實施。

特許實施權人違反特許實施之目的時，電路布局專責機關得依電路布局權

人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其特許實施權。

 

第 25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電路布局權當然消滅：

一、電路布局權期滿者，自期滿之次日消滅。

二、電路布局權人死亡，無人主張其為繼承人者，電路布局權自依法應歸

    屬國庫之日消滅。

三、法人解散者，電路布局權自依法應歸屬地方自治團體之日消滅。

四、電路布局權人拋棄者，自其書面表示之日消滅。

 

第 26 條

電路布局權人未得被授權人或質權人之承諾，不得拋棄電路布局權。

電路布局權之拋棄，不得部分為之。

 

第 27 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電路布局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之申請，

撤銷電路布局登記，並於撤銷確定後，限期追繳登記證書，無法追回者，

應公告證書作廢：

一、經法院判決確定無電路布局權者。

二、電路布局之登記違反第五條至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三十八

    條或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者。

三、電路布局權違反第十六條之規定者。

前項情形，電路布局專責機關應將申請書副本或依職權審查理由書送達電

路布局權人或其代理人，限期三十日內答辯；屆期不答辯者，逕予審查。



前項答辯期間，電路布局權人得先行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延。但以一

次為限。

 

第 28 條

申請有關電路布局登記，符合本法規定者，電路布局專責機關應登記於電

路布局權簿，並刊登於公報。

電路布局權之撤銷、消滅或拋棄亦同。

 

 

   第 四 章 侵害之救濟

 

第 29 條

電路布局權人對於侵害其電路布局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

其侵害；事實足證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以電路布局權人經通知後而不為前項請

求，且契約無相反約定者為限。

前二項規定於第三人明知或有事實足證可得而知，為商業目的輸入或散布

之物品含有不法複製之電路布局所製成之積體電路時，亦適用之。但侵害

人將該積體電路與物品分離者，不在此限。

電路布局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行使前項權利時，應檢附鑑定書。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電路布局權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30 條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左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

    被侵害人得就其利用電路布局通常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利用

    同一電路布局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二、侵害電路布局權者，因侵害所得之利益。侵害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

    費用舉證時，以販賣該電路布局或含該電路布局之積體電路之全部收

    入為所得利益。

三、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酌定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之金額。

 

第 31 條

第十八條第四款之所有人於電路布局權人以書面通知侵害之事實並檢具鑑

定書後，為商業目的繼續輸入、散布善意取得之積體電路者，電路布局權

人得向其請求相當於電路布局通常利用可收取權利金之損害賠償。

 

第 32 條

第二十九條之被侵害人，得請求銷燬侵害電路布局權之積體電路及將判決

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其費用由敗訴人負擔。

 



第 33 條

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提起民事訴訟，不以業經認許者為限。

 

第 34 條

法院為處理電路布局權訴訟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第 五 章 附則

 

第 35 條

本法之規定，不影響電路布局權人或第三人依其他法律所取得之權益。

 

第 36 條

電路布局專責機關為處理有關電路布局權之鑑定、爭端之調解及特許實施

等事宜，得設鑑定暨調解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37 條

電路布局權簿及檔案，應由電路布局專責機關永久保存，惟得以微縮底片

、磁碟、磁帶、光碟等方式儲存。

 

第 38 條

依本法所為之各項申請，應繳納規費；其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39 條

本法施行前二年內為首次商業利用者，得於本法施行後六個月內申請登記

。

 

第 4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