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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最高單位，功能是否完整、是否具公司治

理意識，就成為企業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董事會要先有智財

觀念，所有的制度規章、人員考核、資訊的揭露等才能到位，

再逐步建立公司治理機制。

從董事會觀念導入，
逐步建構智財治理藍圖

撰文 = 張鴻、攝影 = 侯俊偉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理事長 劉文正 

名家觀點

公
司治理講求的是制度與流程，比如什麼事情應該經過什麼樣程

序、投資人授權董事會做多少事等，而公司治理做的好的企業，

內控制度較為完善，推動智財管理制度就容易上軌道。」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理事長劉文正指出。

智慧財產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商標、專利及著作權， 一是營業秘密，

都跟企業品牌、技術或競爭力息息相關，商標和專利只要申請登記就受

法律保護，且資訊是公開的，較不容易發生侵權情形；營業秘密雖然很

早立法，但國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普遍沒有保護商業機密的嚴謹

做法，最多只是以口頭告知要「保密」，等到發現機密外洩時，只能循

法律途徑解決，但損害已經造成，而且能打贏官司的案例並不多見，關

鍵就在於「企業本身沒有把它當成秘密處理」，因此不被認為是商業機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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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智財揭露的前提，要知道怎麼保護與管理

政府機關或公協會可以提供哪些協助？劉

文正指出，「談到公司治理，大家很容易就

想到監理機關，但公司治理不只有監理機關

的角色，例如衛生福利部要提供醫藥相關的

意見給金管會，或是某些商標、專利也需要

經濟部給予監理機關有關技轉或商品化的建

議，從經濟發展、保護無形資產或是鼓勵資

訊透明化的角度，再邀請企業參與，才能制

訂出符合產業需求的治理規範與推動策略。」

智財管理是公司治理的一環，目前對於上

市上櫃公司落實公司治理已有相關要求與規

範，並透過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提供企業作

為自我評量的參考。劉文正認為，智財揭露

就可以列在公司治理評鑑的細項指標，鼓勵

企業主動揭露；而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已經做

過 2、300 家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評量，涵蓋

關於董事會職能、資訊透明度等面向，智財

管理也會是其中的一部分。

「要揭露智財資訊的前提是，要知道怎麼

保護與管理。」劉文正也不諱言，我國傳統

文化中有很多東西是見光死，舉個經典的例

子「川劇變臉」，想要學習這項表演絕活的

人，必須要發毒誓不能洩露箇中奧妙；現今

的工作職場中，薪資報酬也是不能說的秘密，

而在許多跨國企業，高階經理人的薪資報酬

本來就要被揭露，但我國因為目前整個社會

氛圍和法律、制度面的保障還不夠完備，因

此企業寧可選擇不揭露，避免經營風險。

再來是要揭露到什麼程度？商標、專利或

是可以從企業的財務報表上查到的，揭露絕

對沒問題，更重要的是那些無形的資產，目

前願意主動揭露的企業並不多，尤其是營業

秘密。「揭露往往是一刀兩 ，有好處也有風

險，就看揭露尺度怎麼掌控。」中華公司治

理協會秘書長王淮提及，例如台積電在年報

上清楚揭露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運用，但

不會揭露太細節的內容，讓外界了解公司擁

有哪些競爭優勢，增加投資人信心。

對於智財揭露，政府可以倡議，第三方

單位可以支持，至於揭露的那一刀要切在哪

裡，還是不宜用一雙鞋子讓所有人穿的方式

來強求；最終還是要回到企業經營，不管是

從內部控制或 ISO 制度，還是資安稽核，公

司治理做的好，對於智財保護也相對更為周

全，才能為股東和投資人創造長期價值。

強化董事會智財觀念，完善公司治理機制

「協會除了從評鑑、評量來引導企業落實

公司治理，還有一項推動重點就是董事會。

由於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最高單位，董事會

要先有智財觀念，所有的制度規章、人員的

考核到資訊的揭露，才能迅速到位。」劉文

正指出，台灣上市上櫃公司以家族企業居

多，許多創業者既是大股東又是董事長（經

營者），使得董事會形同虛設；直到近年，

開始有「將所有權跟經營權分開」的觀念，

董事會職能才得以獲得提升，以全體股東委

任人的角色來指導與監督經營部門，因此董

事會功能是否完整、以及是否具有公司治理

意識，就成為企業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

王淮也提及，很多公司從未上市到上市，

有些董事其實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協會就花

了很多年時間在溝通這件事，例如董事會該忠

實注意義務，「忠實」主要談旳是利益，你不

能夠從中獲取利益；「注意義務」指的是應該

要注意的事項，其中就包含智財；又如過去董

事會成員都是大股東的朋友，現在不行了，董

事會要多元化，而且是要跟公司發展所需有所

連結及必要的，像是具有財務、法律背景，未

來如果智財占整個營運很重權重的話，要不要

有位董事是懂智財的，而其他董事對智財也要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諸如此類的提醒，協助企

業在公司治理上可以有所提升。

目前法規要求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

每年要維持 6 小時進修時數，新任者當年度

維持 12 小時，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每年要辦理

5、600 場的進修課程，主要對象就是公司的

董監事，可適度將智財管理有關的主題放進

課程組合。此外，為鼓勵企業自發性建立良

好的公司治理制度，監理機關也推出實務守

則供業界參酌，每 3 年由外部單位進行評估，

協會是目前唯一的外部評估單位，也可以透

過這樣的評估機制，將智財觀

念推展到董事會，再逐步建立

公司治理機制。

重視無形資產管理，為企

業創造最大價值

劉文正也指出，除了上市上

櫃公司，其實還有更多的中小

企業正朝著上市之路邁進，其

面臨的挑戰是，由於資源本來

就不多，平時一人當多人用，

還要時時留意國際市場變化，

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很容易

就會忽略無形的智財保護。這

些企業的智財保護可能比大公

司更重要，因為大公司有法務、

會計方面的人才，這部分不是

問題，反倒是許多小企業或新

創公司，有 know-how、有利基

市場，卻缺乏智財、法律相關

知識，這也是政府或民間單位

（如資策會或工研院）可以著

力的地方。

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

來臨，企業擁有無形資產的價值，已經逐漸

超越有形資產，為企業產生最大價值，例如

微軟（Microrso�）的作業系統與其他軟體，

在全球市場上幾近獨占的市占率，這些作業

系統與軟體的產生主要是依賴人的創意及研

發能力，因此智財管理、運用及保護，也不

應侷限於商標、專利或營業秘密，而應用更

高層的思維，正視無形資產的重要及價值，

以有利於企業的永續經營。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秘書長  王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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