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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與發展
公司治理

前言 藥物品質與安全管理 永續環境 員工樂活的企業文化 參與社會的貢獻者 附錄

2.6 智慧財產權

藥華醫藥訂有《智慧財產權管理及運用辦法》，規範本公司智慧財產權之取得、保護、維護及運用。法務方面，訂有《訴訟案件 /重大紛爭管理辦法》，
規範本公司對法律相關案件及重大紛爭之控管。智財部門每年定期向董事會提報智慧財產管理計畫前一年度的執行情形，以及新一年度的智慧財產
管理計畫。

2023年度智財管理計畫的執行情形、與 2024年度的新智財管理計畫，已於 2024年 2月 26日董事會完成報告，落實公司智慧財產權之保護管理。董
事會的充分知悉，協助公司提升智財策略及保護，使更趨完善化。

專利佈局與策略
决定一個研發成果是否提出專利權申請，以及在
哪些地區 /國家提出專利權申請，都必須根據藥
華醫藥程序，以個案處理方式進行判斷。隨著
Besremi與其他藥華醫藥研發中新藥在不同適
應症 /患者類型 /市場情況的不同，專利申請
的需求和申請國別也會變化。公司會同時考量
各項要素，包括行銷、製造、當地健康保險報銷
狀態、可用性以及監管要求意見等，來決定是否
申請專利。

1.持續申請並取得各國發明專利 : 

藥華醫藥相當重視專利保護與專利管理，也尊重全球專利保護與智慧財產權。我們落實保護研發型新藥公
司對於新藥的具體研發成果、持續擴大新藥產品生命週期的保護與影響力，並據以進入全球各國市場。

2.藥物近用考量先於新藥之專利行使權 : 

依照各地患者需求與藥物近用之落差調整營運策略；由於最低度開發國家有可能因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致
無法負擔或無法取得創新藥物，所以對於新藥專利權，除了考量該適應症的盛行率、當地人民經濟水平、
當地政府新藥監管政策之外，亦同時考量低收入國家與最低度開發國家 (LIC/LDC)的實際情況，從智慧財
產權管理角度，滿足當地患者藥物近用的需求。例如當新藥專利權行使與人道救援面臨取捨時，則優先考
量醫療需求，提供藥物可及性管道與可負擔的價格，讓病患取得專利新藥。2023年，藥華醫藥未在任何低
收入國家與最低度開發國家申請或執行專利。

藥華醫藥在智慧財產權的做法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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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教育訓練
2023年，藥華醫藥針對研發主管以及美國 (PIRC) 和台北總部研發人員，共
舉行 4場智慧財產相關教育訓練，總計 53小時。

專利數目與專利管理
藥華醫藥相當重視專利保護與專利管理，配合集團的智財佈局策略，我們持
續進行新的專利與商標申請。截至 2023年底，藥華醫藥共取得 92件專利及
118件商標，並有 19件申請中的專利以及 18件申請中的商標。

專利數 商標數

已取得 92 118

申請中 19 18

專利侵權、保護與具體措施
藥華醫藥對專利侵權採取了多項措施以確保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在
內部控制制度方面，公司訂有「智慧財產權管理及運用辦法」，針
對核心專利權的風險，除了適時申請專利以加強保護權益外，也會
對疑似侵權者提出法律警告或聲請法院強制命令。在員工保密義務
方面，公司與員工均簽署了聘僱契約書及保密同意書，明確規範了
保密義務及違約責任。在確保不侵權方面也採取了具體措施，包括
研發專案啟動時進行技術搜尋分析，確保未來開發方向不會侵犯他
人技術，以及在開發過程中隨時監控新技術的出現。

透過這些完善的措施和系統，藥華醫藥能夠有效保護自行研發的關
鍵核心技術，避免因研發或技術相關環節的疏漏，而對公司造成重
大影響。

118件

有效商標

92件

有效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