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審法》7/1新制上路　智財與商業法院將合併
近年由於產業結構轉型，國際經貿往來頻繁，商務糾紛的複雜度也隨之提升。考量商業事件「高度專業、必須迅速審理、且判決應具一致及可
預測性」的特性，臺灣為此於民國（下同）109年公布《商業事件審理法》，並增設商業法院併入原智慧財產法院，改組為「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商審法第二條簡稱為商業法院，司法院公告新制將於110年7月1日施行。

商業行為易生紛爭　制定《商審法》妥適處理

現代社會高度仰賴商業行為，一旦發生重大商業紛爭，不僅影響公司股東或債權人的權益，甚至波及投資大眾，進而影響整體經商環境，降低
我國經濟競爭力。《商業事件審理法》施行後，重大商業案件將交由專責法院依特別程序審理，以期迅速、妥適、專業地處理紛爭。新法有以
下之特點：

設置專業法院：採二級二審制，以迅速、妥適、專業處理重大民事商業事件。如對裁判結果不服，得上訴或抗告至最高法院。
商業事件定義：根據《商業事件審理法》第2條，商業事件分為「商業訴訟事件」及「商業非訟事件」。凡訴訟標的或價額在新
臺幣1億元以上，或涉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的重大商業訴訟及非訟事件，皆納入商業法院所管轄之商業事件範圍。常見類型例如：

公司負責人因執行職務，與公司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爭議；
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等所生民事訴訟；
股東權利行使或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效力之爭議事件等。

律師強制代理：當事人等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為程序代理人，以提升審判效能，並保護當事人權益。
商業調解程序：

商業法院得經政府機關或團體推薦，遴聘對商業事件具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為商業調解委員。
商業調解程序不公開，且原則上應於商業調解委員選任後六十日內終結之。
為促進調解之成立，明定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及程序代理人於調解期日均應親自到場。

運用科技審判：應以線上系統傳送書狀，法院得使用聲音及影像傳送科技設備進行審理。此規定可讓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直接使用
電子化卷證，透過快速搜尋及提示功能加速案件審理流程，亦可透過遠距開庭，兼顧防疫需求與司法權正常運作，進而保障人民
訴訟權益。
當事人查詢制度：當事人得於法院指定期間或程序終結前，列舉與事實或證據有關之必要事項向他造查詢或請求他造具體說明，
此項請求應以書狀為之。
引進專家證人：當事人得聲明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以強化事實審之專業性。
秘密保持命令：於程序中提出的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如涉及營業秘密，持有人得聲請法院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發
現真實並保護營業秘密的雙重目標。
證據保全與保全程序：此程序原則上應由商業法院管轄；此外也參考民事訴訟法規定，如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因自始不當、未起
訴、聲請人聲請或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而撤銷者，聲請人應賠償相對人因處分所受之損害，避免聲請人濫用保全制度。
商業非訟程序：法院為裁定前，應使聲請人與相對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訊問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以強化非訟關係
人之程序保障。

高度專業事件專責處理　改組商業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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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商業事件審理法》施行，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併同修正為《智慧財產與商業法院組織法》，原智慧財產法院將改組為「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同時訂定專業法官改任及遴選資格、商業調查官設置、法院員額上限調整等，也明文規定分設智慧財產法庭及商業法庭，區分事務類
型，以強化審判專業。

結論

本次《商業事件審理法》立法參考國際法制，並設立商業法院，調整審級制度、明訂專業人員參與，以達到程序加速、精進法院專業的目的。
期待將來隨著商業法院利用率及判決品質的提昇，能強化法院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成為更公正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未來本所亦將持續跟進
相關消息，提供最新資訊予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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