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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風室主任 ─ 李志強

為維護國家經濟競爭優勢，我國於 2022年間由總統公布修正《國家安全法》
（下稱〈國安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

等法律，以防杜及嚇阻外國或敵對勢力竊取或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藉以加強

保護營業秘密，確保我國產業實力。

訂定配套法規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稱國科會）

依據〈國安法〉，為有效保護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訂定《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認定辦法》，主要乃規

範國家核心關鍵技術項目之認定、變

更及其他審議事項之辦理程序。

二、〈兩岸條例〉修正新增「受政府機關

（構）委託、補助或出資達一定基準」

且「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

保護

─解析我國配套保護法制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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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鍵技術人員，赴大陸地區應申請

許可；鑑此，國科會訂定《政府機關

（構）委託補助出資國家核心關鍵技

術計畫認定辦法》，政府委託、補助

或出資達一定基準且涉及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之研究計畫，始控管相關人員

赴陸。

三、為周延保護營業秘密，我國於 2023年
8月 30日修正施行《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增訂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之營業秘密為不法態樣並加重刑責，* 

且由相當於高等法院層級之第二審智

慧財產法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另配

合〈國安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修正，於同日亦修正施行《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組織法》，同時落實專業

及妥速審結要求。

界定重要概念

一、所謂「關鍵技術」，於《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認定辦法》中雖無明確定義，

然從〈國安法〉修正內涵，應係指如

流入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

境外敵對勢力，將重大損害國家安全、

產業競爭力或經濟發展，且符合（一）

 
* 最重處 5年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300萬元罰金。

為周延保護營業秘密，我國於 2023年 8月 30日修正
施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完備營業秘密訴訟保

護。（圖片來源：司法院，https://www.judicial.gov.tw/tw/
cp-2275-847937-6f477-1.html）

另配合〈國安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

亦修正施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同時

落實專業及妥速審結要求。（圖片來源：司法院，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dat07.aspx?lsid=FL04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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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際公約、國防之需要或國家關

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考量，應進行管

制；（二）可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技

術或大幅提升重要產業競爭力等其中

之一者。

二、所稱「受政府機關（構）委託、補助

或出資達一定基準從事涉及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業務」，此於《政府機關（構）

委託補助出資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計畫

認定辦法》明文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委

託、補助或出資計畫相關業務：（一）

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預計或產出

之研發成果，屬行政院公告之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二）執行前款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之計畫經費，逾半數來自

政府機關（構）之委託、補助或出資。

設置專責單位

一、《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認定辦法》明定

設置「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審議會」（下

稱關鍵技術審議會），由國科會主任

委員兼任，委員由國科會就（一）補

助、委託、出資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

政府機關（構）代表；（二）依法編

列預算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公立

研究機關（構）代表；（三）國防、

基於國防需要研發的技術或可促使我國產

生領導型的技術皆為關鍵技術的範疇，如

具備衝壓引擎技術的超音速反艦飛彈或半

導體積體電路製造技術。（圖片來源：李

德威，https://w.wiki/96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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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治安、大陸事務及司法機關

（構）代表；（四）具有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科技政策、產業分析、法律

或其他相關專業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五）具領導型技術或對經濟發展有

重要影響之產業專家等人員聘（派）

兼任之。足見關鍵技術審議會委員涵

蓋產官學研相關領域專家，不僅專業

而且多元。

二、為協助關鍵技術審議會長期持續追蹤

研析關鍵技術，爰參考美國現行作法，

設置關鍵技術辦公室，研編關鍵技術

項目，及提報符合關鍵技術定義之可

能項目送關鍵技術審議會認定。各機

關（構）提報關鍵技術審議會認定或

變更關鍵技術項目前，應設專家審查

會協助審查可能之關鍵技術項目，並

由各機關（構）自訂委員資格及會議

規則等事項。

三、補助、委託、出資或依法編列預算進

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政府機關（構）

及公立研究機關（構），應設專責單

位或置專人定期盤點可能之關鍵技術

項目及其技術主管機關，並經專家審

查會審查後變更。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認定辦法》明定設置「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審議會」，由國科會主委召集相關產官學

研領域專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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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審查機制

一、《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認定辦法》除規

定關鍵技術審議會召開之程序外，並

明定機關（構）提報認定或變更關鍵

技術項目及其技術主管機關，應檢具

（一）提報之關鍵技術項目，應包括

技術之描述、特徵及功能等；（二）

敘明所提報之關鍵技術項目符合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定義之說明；（三）產

官學研等利害關係人意見；（四）其

他參考資料，經關鍵技術辦公室提報

關鍵技術審議會；關鍵技術辦公室自

行提報者，亦依前項規定辦理應檢具

資料。

二、明定技術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檢討經

行政院公告所主管之關鍵技術項目，

並協助相關產業釐清是否屬於該關鍵

技術項目之疑義。技術主管機關所主

管之關鍵技術項目，若符合持有關鍵

技術者請求或產業環境或技術發展已

變化之情形，得經專家審查會審查後

變更。上開辦法另規定機關（構）為

提報認定或變更關鍵技術項目，所設

置專家審查會之召開方式。

三、考量相關機關（構）盤點等相關流程

較為繁瑣，為具備充分作業時程以因

應關鍵技術審議會定期會議，《政府

機關（構）委託補助出資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計畫認定辦法》規定，於行政

院公告新增或變更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後 3個月內，委託、補助或出資機關
（構）應盤點受其委託、補助或出資

終止後未滿 3年、擬辦理、執行中及
已列管之計畫。為確認前述條件，應

邀集專家學者、產業專家及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主管機關代表至少 5人，組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各機關、機構
專家審查會

國科會
關鍵技術辦公室

國科會
關鍵技術審議會

行政院
公告生效

定期盤點可能之
關鍵技術項目

審核辦公室
提報資料

查收審查會
提交之檢具資料

認定為
關鍵技術項目

圖 1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認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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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並通知相關計

畫主持人或其代理人列席說明。

四、委託、補助或出資計畫經審查認定涉

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或應解除列管者，

計畫執行單位應提供計畫主持人及從

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而得知

悉技術機密之人員名單予委託、補助

或出資機關（構）；委託、補助或出

資機關（構）應列冊或變更名冊通知

內政部移民署及當事人，並副知國科

會；關鍵技術項目變更、認定結果變

更或所涉人員異動時，亦同。

善盡保密義務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認定辦法》及《政

府機關（構）委託補助出資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計畫認定辦法》均明揭參與相關會議

之人員，應簽署保密協議，對於應予保密

之內容，負有保密義務。

落實迴避條款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認定辦法》規定，

若認定之關鍵技術項目，涉及參與相關會

議人員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

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時，應自行迴避；會

議主席於知悉有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時，應

令其迴避。而《政府機關（構）委託補助

出資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計畫認定辦法》於

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達一定基準之計畫

認定相關會議，對參與計畫認定之人員比

照訂有相同之迴避條款。

公告技術項目

一、依據國科會說明，相關修法旨在確保

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優勢，針對涉及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加強保

護，避免非法外流侵害國家與產業利

益，其並不影響合法商業行為及技術

交流。國科會及各相關部會後續將配

參與相關會議之人員應簽署保密協議，對於應予保密之內容負有保密義務。

CI學堂


	CI 學堂
	從管理面與技術面探討運營技術（OT）網路安全
	保護國家核心關鍵技術 － 解析我國配套保護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