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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記者吳佩凌報導】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地，反全球化運動亦在各地成形，法科所與財法中心13日邀請夏威夷
大學Debora Halbert教授，分享國際間對智慧財產權制度的反動與省思。

Halbert教授現任夏威夷大學馬諾分校政治學系主任，專長為公共政策、智慧財產權之制度分析及政治經濟學等領域
，著有智慧財產相關文章數十篇及〉《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Politics of Expanding
Ownership Rights and Res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與《Res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兩本專書。

Halbert教授指出，過去智慧財產權是規範特定產業的法律，但近年來智財權在生命醫學、網際網路、電腦軟體及原
住民文化等領域，不斷擴張保護範圍，一般人生活和智財權制度密切關聯。

另外，科技的發展也讓使智財權制度受到新的挑戰，他舉例，以娛樂產品的消費而言，現在多數消費者以下載檔案獲
得娛樂資訊，自行前往商店購買CD或VCD之人逐漸變少，「這就是科技改變人類行為並為智財權制度帶來挑戰的例
子之一。」

就國際的觀點而言，Halbert教授表示，任何國家一旦成為國際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會員國，都必須簽署與貿易有關的智財權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但「TRIPs規範未必對各國經濟發展均有正面助益，因此國際間逐漸形成一股抵抗智財權制度的社會運動」。

抵抗智財權制度的社會運動如何面對WTO及TRIPs規範的新自由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趨勢？Halbert以哈伯瑪斯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理論解釋，認為這股反動力量未來可能
產生兩個走向：包括TRIPS仍存，但內容有極大變革；或出現超越法律的抵抗浪潮，透過公民討論及社會運動，提出
取代WTO及TRIPs之道。

Halbert教授的演講引起熱烈迴響，資科系教授胡毓忠、法律系教授陳起行、助理教授張冠群、沈宗倫、李治安、陳
貞如等人，分別提出政府資助的研發成果歸屬、智財權替代機制、生醫產業創新誘因、TRIPs對各國的基本要求、抵
抗智財權運動的未來、智財權法與貿易法關連、中國大陸的智財制度發展等問題，Halbert也肯定政大師生對智財權
議題的關注與深度。

演講主辦人、法科所助理教授李治安表示，法學院近期舉辦多場資訊與法律專題講座，講者來自電子工程、資訊科學
及政治學等各領域，可見資訊法及智財權法所具備跨領域本質，「未來政大法學院將繼續以科際整合的角度深耕發展
」。

資科系雙修法律系的沈柏君表示，透過Halbert教授分享，帶領他跳脫傳統教科書架構，「從不同面向去思考智慧財
產權制度，非常有收穫」，也希望未來能多舉辦鼓勵批判思考的講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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