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財產管理計劃執⾏情形 

 更新⽇期:  2024年11⽉8⽇ 

 本公司每年定期將智慧財產相關事項提報⾄董事會報告。另外，為實現智慧財產的系統化 
 管 理，於2018年9⽉18⽇制定專利管理辦法，並成立專利委員會，後於2024年4⽉18⽇ 
 編修第六 版。由法務室專利組推動專利檢索、專利申請、專利維權、侵權分析、爭議處 
 理等相關作業 程序。另外，於2021年12⽉22⽇制定營業秘密管理辦法，並成立機密資訊 
 管理委員會，後 2024年8⽉30⽇編修第四版，以建構營業秘密管理相關流程規範。最後 
 ，於2022年6⽉30⽇制定「智慧財產管理⼿冊」，並於2023年7⽉13⽇編修第三版，以規 
 範智財事項的基本處理原 則。 

 2024年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與營運⽬標連結之智慧財產管理計劃 
 增加智財投資：維持並增加智財案件之處理量能、並⿎勵智慧財產之取得； 
 建構智財佈局：了解我司及競爭廠商的專利現況，並作對應的專利佈局分析； 
 優化智財流程：評估調整各辦法之必要性、制定爭議案件處理流程；以及 
 強化智權觀念：確保研發⼈員及與智財直接相關的各部⾨代表受智財教育訓練。 

 2024年執⾏情形如下： 
 ⾄2024年10⽉1⽇⽌，公司整體於各國共持有存續狀態的專利共651件，其中發明占約 
 37%。另外，按技術類別分，電連接器、纜線結構相關者約302件(占約46%)、製程改良 
 相關者約186件(占約28%)、光學連接器、零件結構相關者約34件(占約6%)、終端消費性 
 電⼦產品結構相關者約37件(占總專利數約6%)、如機器⼈⼿臂引導模組等其他技術相關 
 者占約92件(占總專利數約14%)。統計今年1⽉⾄10⽉28⽇，專利申請案立案數約為46件 
 以上。 
 2024年已針對⾄少⼀主要競爭對⼿的專利進⾏全⾯性的盤點並提出分析報告，並進⾏專 
 利迴 避設計及對應地申請專利。 2024年已完成對各智財管理相關辦法之編修並已制定爭 
 議案件處理流程。 2024年期間對員⼯提供智權教育訓練課程，統計2024年1⽉1⽇⾄ 
 2024年10⽉28⽇間，主要提供課程兩⾨，分別為「貿聯IＰ入 ⾨」及「MY廠區智財基 訓 
 練」，該⼆課程合共約137⼈次參與，累計參與時數約121⼩時。另外，亦已提供營業秘 
 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名為「商業秘密保護」，該課程累計約969⼈次參與，參與時 
 數約485⼩時。 
 2024年員⼯進⽤／在職簽署保密協定/Confidential Agreement簽署情況：台灣共計171 
 ⼈。 

 智財爭議案件如下: 
 1. Anderson Power Products, Inc.( 以 下 簡 稱 APP) 對 BizLink Holding Inc.、BizLink 
 Technology, Inc.及 BizLink International Corp.在美國北加州聯邦地⽅法院提起專利侵權 
 訴訟，被控侵權產品為⼤電流產品，貿聯已委託Finnegan, Henderson,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代理，正依據美國案件處理法規答辯因應中，同時，BizLink Technology, 
 Inc. 另案對APP專利提出無效申請； 
 2. Universal Connectivity Technologies, Inc. 對 Dell Technologies Inc.及Dell Inc.,( 以下 
 簡稱Dell)在美國德州⻄區聯邦地⽅法院奧斯汀分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被控侵權產品為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伺服器、顯⽰器及擴充基座 (Docking station)等，Dell於今年 
 七⽉通知貿聯因為部分擴充基座由貿聯供貨，貿聯應依合約負瑕疵擔保責任，本案已經與 
 客⼾取得聯絡，並將協同處理相關事宜； 
 3. 特通科技有限公司對21間台灣公司在台灣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被 
 控侵權產品為擴充基座，被告包含貿聯的客⼾，其中華碩與戴爾於今年九⽉通知貿聯因為 
 部 分擴充基座由貿聯供貨，貿聯應依合約負瑕疵擔保責任，本案已經與客⼾取得聯絡， 
 並將協同處理相關事宜。 

 取得驗證-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之管理規範： 為實現系統化管理，本公司於2022 
 年始，以旗下的「貿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範試點 導入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 
 (TIPS)之管理規範，本公司亦於2023年申請、並通過智慧財產管 理規範(TIPS)之驗證(證 
 書號:TIPS-2023-cert.-064)，證書有效期間為2025年12⽉31⽇。(如下所⽰)。 

 持續改善 
 加強智財提案宣導。 
 推廣並落實營業秘密管理辦法之規定。 
 按PDCA(Plan-Do-Check-Act)管理循環，確認各管理辦法之成效，並於需要時為編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