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傳統之商品交易市場上，除了透過商標外，商品之地理

來源亦是消費者在購買時之重要選擇因素；1 而生產者往往會

在其所產製之商品上，附加其地理來源標誌，例如當地之地理

名稱﹙ g e o g r a p h i c a l  n a me﹚或其他圖形、符號等，以供消費者

購買時之參考依據。耳熟能詳的法國香檳酒、蘇格蘭威士忌

酒、荷蘭鬱金香、中國紹興酒、瑞士鐘錶、古巴雪茄等等，皆

為適例。事實上，消費者之所以願意在眾多之相同商品中，選

擇該商品而購買之，也是相信其所附加之地理來源標誌，足以

表徵該商品具有其相當之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存在。此等標

誌，在概念上統稱之為地理標示﹙ Ge ograph i ca l  I nd i ca t i on﹚。 2

另外，尚有一種商品之地理來源標誌，例如「M a d e  i n  C h i n a」、

美國製﹙或者 M a d e  i n  U S A﹚、日本出品等，亦是常見；與上

述之地理標示不同者，乃消費者僅能從「M a d e  i n 某處」等標

誌得知，其所購買之商品係來自於何地，如此之功能而已。此

等 標 誌 ， 在 概 念 上 則 稱 之 為 來 源 地 標 示 ﹙ I n d i c a t i o n  o f  

S o u r s e﹚。 3 上述之地理標示與來源地標示，在智慧財產權領

域裡，皆曾受到國際條約與各國法律之重視；蓋無論從消費者

保護，業者之商業利益，亦或從公平競爭與交易制度之觀點而

言，皆有其規範與保護之必要性存在。特別是地理標示，由於

                                                
1 消費者在辨別他們所喜愛的產品，主要是經由商標與地理標示兩種不同
類型之智慧財產權。 S e e  S e r g i o  E s c u d e r o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r o t e c t i o n  o f  
G e o g r a p h i c a l  I n d i c a t i o n  a n d  D e v e l o p i n g  C o u n t r i e s , Tr a d e - R e l a t e d  
A g e n d a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E q u i t y﹙ T. R . A . D . E﹚Wo r k i n g  P a p e r s  1 0 , J u l y  2 0 0 1 ,  
a t  1 .  R e t r i e v e d  M a y  1 4 ,  2 0 0 3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s o u t h c e n t r e . o r g /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g e o i n d i c a t i o n / g e o i n d i c a t i o n s . p d f .  
事實上，若干知名的公司或商號等企業名稱，有時亦可扮演類似的角色。  
2 其中包含原產地名稱﹙ A p p e l l a t i o n  o f  O r i g i n﹚，詳後述。  
3 此係智慧財產權領域之用語。在關稅法或貿易法領域之用語，則稱之為
原產地標示﹙ M a r k s  o f  o r i g i n﹚。詳後述。  

http://www.southcentre.org/publications/geoindication/geoindications.pdf


有 其 相 當 之 經 濟 利 益 存 在 ， 與 貿 易 有 關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協 定

﹙ A g r e e me n t  o n  Tr a d e - R e l a t e d  A spe c t  o f  I n t e l l ec t u a l  P r o p e r t y  

R i g h t s，以下簡稱 TRIPS﹚更將其納入為保護之客體。須注意

者，乃在日常生活中，亦有許多商品附有類似之文字、圖形或

符號，例如「哈密」瓜、「高麗」菜、「新竹」米粉等，在該類

商品上，雖亦附有地名，乍看之下或以為亦具有地理來源之表

彰功能；但事實上，其僅係商品之種類名稱，或僅係口味之表

徵 4 等通用名稱而已。如何區別地理標示、來源地名稱與單純

之通用名稱，或避免具有財產利益之地理標示轉化為通用名

稱，則引發了本文之寫作動機。  

 
TRIPS 之地理標示，乃是談判過程中最為困難的領域之

一。地理標示之爭議，主要是存在於歐洲國家與北美等兩大經

濟利益團體之衝突與對立； 5 與其他諸如專利、著作權等智慧

財產權類型，係存在於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或謂北方國

家與南方國家﹚之衝突對立，並不盡相同。6 換言之，與 T R I P S

之其他內容或談判相比，地理標示可謂充滿了經濟實力的角逐

與妥協的色彩。例如，T R I P S 雖然已經就地理標示之基本內容

﹙地理標示之定義與禁止之行為類型﹚，作有初步之規範；但

對於應給予如何之保護方式，則仍容許各國依其產業政策與經

濟發展等背景，作有不同程度之保護。又例如 TRIPS 第二十三

條之規定，係有關於葡萄酒與烈酒地理標示保護之額外規定，

此係在歐洲多數國家﹙主要是法國﹚與北美國家﹙主要是美國﹚

之妥協下，所作出來之特別保護與談判要求； 7 但同時亦設有

祖父條款﹙ g r a n d - fa t h e r  c l a us e﹚ 8 以及其他例外 9 之規定，以

                                                
4 新竹米粉即為適例，詳後述。  
5 孔祥俊， W T O 知識產權協定及其國內適用，法律出版社， 2 0 0 2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頁 1 8 8。  
6 賴文平，三通所衍生的智慧財產權問題，資料來源：
h t t p : / / w w w. c h i n a b i z . o r g . t w / m a z / c h a n g / 0 3 4 - 2 0 0 1 0 2 / 0 3 4 - 11 . h t m  ﹙ A c c e s s e d  
o n  2 0 0 3 / 4 / 2 0﹚。  
7 例如 T R I P S 第 2 3 條第 1 項、第 2 項。  
8 例如 T R I P S 第 2 4 條第 4 項、第 5 項、第 6 項之規定。所謂祖父條款，
係指當二規範遇有衝突時，優先適用本國法之適用條款；此係在 G AT T 時

http://www.chinabiz.org.tw/maz/chang/034-200102/034-11.htm


平衡其他國家之既得利益與法律現況。若將其稱之為歐洲酒廠

與美國酒廠間之戰爭與談判，或許更為實際與貼切。 10 身為世

界貿易組織﹙Wo r l d  Tr a d e  O rg a n i z a t i o n，以下簡稱 WTO﹚11 會

員之我國，應以如何之態度，來面臨或參予這場「經濟戰爭」？

如何透過地理標示之保護制度，以提昇與發展我國之產業競爭

力？在兩岸商業來往頻繁之今日，中國大陸現階段對於地理標

示之保護，有如何之態度與方式？是否有若干法制值得我國之

學習與效法？將以上之諸多問題予以釐清與解決，則係本論文

撰寫之最主要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  

關於應以何種方式保護地理標示，以及地理標示保護之範

圍及其效力為何，在若干之國際條約與各國境內之法律制度

下，往往不盡相同，而必須視其各國之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程

度而定，已如前述。為求明確，本文原則上係以 T R I P S 所規範

之地理標示為探討基礎，亦即將 TRI PS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

條之規範予以介紹；並進一步輔以 WTO 之貿易談判委員會

﹙ Tr a d e  N e g o t i a t i o n s  C o m mi t t e e﹚，在近半年來曾討論或協商之

意見與結果，希望藉由此等相關文件，依序描繪出 TRI PS 所謂

地理標示保護之架構模型。在明白身為 WTO 會員所應遵循之

最低保護要求之後，除了進一步介紹與探討我國現行有關之規

範與實務見解外，中國大陸之相關規範與實務態度，亦是本文

所欲論述之重點部分。  

 

                                                                                                                                       
代，為使 G AT T 易受接受，而允許會員優先適用其境內當時生效之法令，
亦構成 G AT T 義務之例外。現已甚少使用。  
9 例如 T R I P S 第 2 4 條第 7 項、第 8 項、第 9 項。  
10 對於是否應對葡萄酒與烈酒以外之地理標示，亦即是否擴大地理標示之
額外保護範圍，目前各國仍在爭議當中，詳後述。  
11 截至 2 0 0 3 年 4 月 4 日為止，共有 1 4 6 個會員。資料來源：  
h t t p : / / w w w. w t o . o r g / e n g l i s h / t h e w t o _ e / w h a t i s _ e / t i f _ e / o r g 6 _ e . h t m  
﹙ A c c e s s e d  o n  2 0 0 3 / 4 / 2 3﹚。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在研究方法上，係採取文獻討論法、制度研究法，

以及比較分析法，茲簡述如下：  

 

﹙一﹚文獻討論法  

 

在文獻討論法方面，本論文則盡量蒐集近期較新之文獻，

其中包含期刊文章、學術論文與書籍、學者或機關之研究報

告、政府出版品、網路新聞或評論文章，以及 WTO 之若干協

商文件等，分別透過歸納與演繹之方法，予以整理並加以分析

其內容。  

 

﹙二﹚制度研究法  

 

在制度研究法方面，本論文除了先探討 TRIPS 所規範之

基本內容外，並進一步針對我國現行相關之法規制度，予以一

一介紹及探討；另外，中國大陸在最近幾年，關於地理標示保

護規範之發展，亦相當快速與蓬勃，在此部份亦會有相當詳盡

之介紹與探討。至於其他國家，例如美國或新加坡等國，亦會

在適當的章節中，約略論述其保護制度。  

 

﹙三﹚比較分析法  

 

在比較分析法方面，由於本論文主要係在探討我國與中國

大陸，兩岸關於地理標示保護之研究，重點當然會置於兩岸之

法規制度與實務態度之介紹與比較上；特別是兩岸國情相近、

交流亦逐漸頻繁之今日，對於中國大陸之法律規範，其重要性

已不可言諭。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雖然我國不若對岸之

地大物博，但地理標示之制度若能若善運用，亦能為我國之經



貿產業，創造出一線生機；此或許可以提供當政者或立法者一

個參考或立法之方向。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計有七章，在編排與論述上，除本章外，可約略

介紹如下：  

 

﹙一﹚ 第二章部分，主要在就地理標示之概念，作一初步之介

紹。首先係以 TRI PS 中對於地理標示之定義作一解釋，並輔

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12 ﹙Wor l d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P r o p e r t y  

O rg a n i z a t i o n，以下簡稱 WI PO﹚之見解，作為地理標示論述

之參考依據；其中亦將對於地理標示之用語作一確定。 13 其

次就其在智慧財產權之體系概念、功能、性質與特徵，作一

詳細介紹，並進一步探討其保護之必要性及其保護方式。最

後，就若干與地理標示相近且相關之概念，作一比較與區別。 

 

﹙二﹚ 於第三章部分，則係專就地理標示之國際保護部分，包

含歷史之發展沿革、 TRIPS 之詳細規範，與目前國際上對於

地理標示之保護趨勢與發展現況，逐一詳細介紹與說明。特

別是與葡萄酒和烈酒有關之地理標示通知暨登記多邊制度

之協商文件，更是目前國際上討論最熱烈的地方，本文將作

有最新且詳細之說明。  

 

﹙三﹚ 第四章與第五章部分，則分別就我國與中國大陸目前之

規範情形與實務見解，分別作一介紹與整理。並在第六章之

                                                
12 截至到 2 0 0 1 年 3 月 1 4 日為止， W I P O 之成員國共有 1 7 7 個國家。資料
來源：

h t t p : / / w w w. w i p o . i n t / c n / a b o u t - w i p o / i n d e x . h t m l ? w i p o _ c o n t e n t _ f r a m e = / c n / m e
m b e r s / i n d e x . h t m l﹙ A c c e s s e d  o n  2 0 0 3 / 3 / 1 7﹚。  
13 蓋我國無論在學說上或官方上之中文翻譯與用語，相當混亂與不一致。 

http://www.wipo.int/cn/about-wipo/index.html?wipo_content_frame=/cn/member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cn/about-wipo/index.html?wipo_content_frame=/cn/members/index.html


部分，進一步作兩岸關於地理標示之比較與檢討。在第七章

部分提出本文之看法與建議，希冀能提供立法者，未來在立

法或修法上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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