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產品地理標示相關法律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從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一日WTO成立1以來，貿易的全球化已經是一種必然

的趨勢，儘管當時我國並未加入WTO，但我國加入WTO已經是遲早必須面對的

挑戰。我國於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加入WTO2以來，許多法令及政策必須依照

WTO的規定作適當的補充或修改，以期在規定的時間內符合WTO之要求，成為

世界經濟體制之一員。但也由於我國立法機關對於法令的制定及審查的牛步化，

以及任何法令的修改亦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我國的貿易及經濟體制，若沒

有經過全盤的考量，可能在貿然只為因應其加入WTO而作規定，並未進一步考

量國內經濟及其他整體環境的現況作增刪修改，可能反而會打擊國內部份的產

業，或是無法利用該新修訂的法令進一步的保護國內部份的產業，甚至制定之法

律可能影響我國特定產業的競爭力。在世界貿易國際化的同時，雖然藉由WTO

及TRIPs的規定，制定了共同的遊戲規則，但在此遊戲規則之下，各國也莫不使

出混身解數，盡力在規定的範圍中，或者扶植國內的產業，或者保護國內的的經

濟以免遭到強大的外力經濟衝擊，俾在加入WTO後，將經濟的衝擊面降至最低，

甚至增加國內的經濟及就業的機會。 

在我國法令制訂或修正的緩慢，以及行政院各部會缺乏整合性的共識及研究

的情形下；若該法案性質同時橫跨愈數個領域，卻僅由單一部會研究，所制定的

法律可能僅能就該層面作考量，而不能兼顧到所有的領域。尤其法律的制定，多

半是由學有專精的法界人士及學者參與進行，但法界人士有時並未就其他經濟體

制方面的問題有深刻的體認及了解，而其他領域專業人士也往往難以加入修法或

                                                 
1 http://www.gctsn.com/gctsn/wto/wto.asp，WTO專題，2003年7月24日網頁。 
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91年，” 我國加入ＷＴＯ後對經濟之影響及因應對策報告”，P1。 

 

http://www.gctsn.com/gctsn/wto/wto.asp


相關建議的提出。參考其他國家的法令規定，制定表面上適合我國的法律也許是

個較佳的方向；但若不知道該規定的發展背景及各國對此相關議題的爭議，或類

似其他國家利用相關規定進而扶植國內經濟或保護國內特定產業，而每每在法規

適用上發生問題後再以修法的方式解決，如此補破網的方式不見得對我國的產業

發展會有所助益。若能在制定法令時作全盤的考量，並考慮其時空背景及針對國

內部份特定產業加以扶持，相信所制定出的法令，對於我國特殊的環境背景，會

有較佳的適用性。 

在TRIPs的規範中，地理標示為會員國所需保護的智慧財產權項目之一，而

地理標示雖然具有部份商標的特性，但其特有性質和商標相比，仍有諸多的相異

點，尤其是它所針對的多以農產品為主。目前地理標示相關法案已經推行之國

家，因為其適用的範圍及產業和商標廣泛之特性有明顯區別，因此，部份國家為

此另訂地理標示相關之特別法，但也有國家以地理標示之相關條文附於於商標法

或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之中以為因應。就地理標示而言，在我國堪稱為一新的法

令，為了因應加入WTO，立法機關已經將地理標示相關法律利用商標法共同之

特性，以商標法方式納入其規範，但是否真正適合TRIPs的規定，及其規定是否

真正適合我國，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部份之一。而且地理標示所保護之商品，按

TRIPs之規定，葡萄酒及烈酒類為必要之保護商品，至於對於其他農產品及其衍

生之產品，是否需要和某些國家一樣，在相關地理標示法律條文中加以納入保

護，或是僅利用商標法之共同特性將其修定納入商標法之一部中，進而保護我國

農業仍有待研究。就目前的商標法新修正條文觀之，似乎欠缺整體的國際觀，而

似乎僅僅只為加入WTO而制定。 

雖然本人非法律系科班出身，但憑著求學時期所修習著法律相關學分及農藝

系郭老師、法律系謝老師就法規方面的指導，且就智慧財產權方面亦有相當熱忱

之學習，再加上地理標示相關法律大部份皆是以保護農產品為出發點，若能結合

此部份相關知識並作進一步的整合，希望在我國加入WTO後，對農業方面有些

微的幫助。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研究我國加入WTO後，為因應TRIPs的規定而制定有關於地理標示

的條文，就該條文的歷史意義及本身的含義作探討，並進而比較各國、各國際組

織間的規定，以期能夠了解條文本身的時空背景，進而結合國內特定產業的發展

方向，作為日後制定法律的依據及參考。 

 第二，就地理標示的產品作一區別，探究若制定相關法律後，有哪些進口之

國外產品會因此有所助益，甚至可能影響我國部份農產品的競爭，或是可能籍由

相關法律的技術層次的制定，保護我國特定的農產品產業，使其不止在國內有較

佳的競爭環境，甚至利用地理標示的特性，打入國際市場。 

 第三，分析地理標示所保護之範圍，哪些產品可以掛上地理標示的名稱。除

了TRIPs規定之酒類外，其他農產品或農產品衍生品，甚至是任何掛上該地理區

域名稱之產品皆有可能為地理標示的種類皆有納入保護之必要。由此除了增加地

理標示地區的經濟發展外，亦能有效保護相關產業的發展。 

 第四、作為我國修法的參考。就地理標示的歷史源由而言，主要是以保護農

產品出發，但是否地理標示對我國農產品的保護就已足夠？或是能否利用該地理

標示的基本規定作一衍生的實質保護，扶植國內日漸蕭條的特定農業(如：茶業

及製酒業)，或更進一步的發展精緻農業，打入國際市場，皆和我們的立法方向

及行政部門的推廣習習相關。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法律的制定需先考量其歷史背景及制定緣由，進而符合國內的需求及發展， 

才能制定符合國際潮流、適合自已國情的法律。因此研究的方法有三： 



第一、先由地理標示的概念及歷史起源先分析，再衍生出其制定的目的，藉由制

定的目的確切的了解創立該法的原因，進而由此出發對於我國法律的制定

作一深沈的思考。 

第二、再由WTO及GATT之發展經過，而衍生出制定TRIPs協定中地理標示的

相關規定，了解國內法律需要制定的基本程度，因為至少要符合該程度

後，再作進一步的修改及規範以符合國內的需求。 

第三、最後藉由各國相關法律的制定及國外對於制定此法的相關保護措施，及各

國間對於地理標示的不同意見、爭議，確定我國地理標示應該發展的方向

及未來。 

第四、我國目前在國際上較具競爭力之相關產業，如茶業、酒類、部份傳統糧食

作物等，研究其加入WTO後，地理標示是否有可能將其納入保護，以及

地理標示開放後對外來產業的優勢，作進一步的研究及探討。 

 

就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而言，除了WTO之下TRIPs條文作規範外，就其歷史

發展及其意義、各國制定的相關法律、及國內的修正草案和國內的農業發展，作

一深入的分析及比較，以作為日後修法或制定法律的參考，以期能夠在加入WTO

後，對我國農業方面有進一步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