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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摘要ȳ 

美國專ց制度建立之初，認為ี明係對具體物之創造或改良，後來陸續

開放方法ี明之ҧ請，惟初期的觀念，仍是有關對具體物之製造程序ȃ步驟

或方法Ȅ而當近年來方法ี明種類繁多時，ҥ於不易確定所請求內容究竟為

何，故易引起爭議Ȅ尤其近年來科技變革日新月益，當一ี明若需要人之心

智步驟參與時，得否授予專ց保護？此處之心智步驟，係指非ҥ傳統的具體

裝置所實施，而係藉ҥ人類心智活動之參與Ȅ於美國的專ց法，既Ґ將心智

步驟明文訂為法定不予專ց類別，而於實務審判，卻經常以ี明含有心智步

驟而提出質疑Ȅ而我國的專ց法規，雖曾一度將有關人之推理力與記憶力之

ี明類別，排除授予專ց權之外，但不久之後也隨之ւ除，惟我國的專ց審

查基準，仍將之列為不符ี明定義之說明中Ȅ因此，本文希藉ҥ對美國有關

此類型標的案件之檢視，瞭解其相關之判決標準與理ҥ；同時，也瞭解我國

對於此類ี明之處理，期待能釐清此類標的之合理地位，以及對之的判斷標

準與處理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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