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與筑波科技聯合舉辦的科技法律產學交流工作坊，承蒙 范建得所長、楊

千旻教授與劉漢威教授等人的鼎力支持，已舉辦數次，課程內容豐富受到熱烈迴響。 

中國大陸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的各項承諾及條約限制，使其「市場換技術」
的政策籌碼逐漸流失。而過度依賴外國科技的結果，則使得中國大陸製造業陷於所謂的西方科技陷阱，
嚴重壓縮中國本土企業的獲利空間。為擺脫中國本土產業長期處於全球產業分工邊陲地位的窘境，中
國大陸政府自 2000 年以後陸續推出各項「自主創新」措施。其中，標榜「中國自主標準」的措施，
尤其對於全球 ICT 產業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在中國、美國、歐盟與日本等科技大國間引發許多貿易糾
紛。除中國外，其他國家及科技大廠亦輒以不同的政策理由，透過產品標準以協助或保護其國內產業。
本次將以近年來的中國標準政策出發，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討論我國廠商在現行的國際貿易協定下，
面臨中國標準政策乃至於出口時遭遇標準/檢驗相關貿易障礙時的法律因應之道。 

時間 主題 

03:00PM - 03:20PM 報到 

03:20PM - 03:40PM 開幕致詞    筑波科技許總經理及貴賓 

03:40PM - 04:20PM 智慧財產法律專題報告 

「「「「自中國自主標準談 ICT 產業「國際標準」相關經貿法律及政策爭議」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劉漢威教授 

04:20PM - 05:00PM 智慧財產法律專題討論    全體與會人士  

05:00PM - 05:30PM 業界實務問題討論與交流 Q&A 

日期時間：2015/10/1(四) 03:00-05:30PM 

會議地點：筑波科技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 28 號 2 樓之 1<台元科技園區>) 

聯絡窗口：溫小姐 03-5525633 ext.321  cindy_wen@acesolution.com.tw  

 
劉漢威劉漢威劉漢威劉漢威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Professor Han-Wei Liu  

劉漢威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等。劉教授為瑞士日內瓦大學/

日內瓦高等研究所法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國立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學士。在攻讀博士之前，劉漢威教授曾先後任職於國際通商法律

事務所(Baker & McKenzie)及泰運法律事務所(Russin & Vecchi)多年，主要業務為公司

法訴訟、商業訴訟、白領犯罪、、結構型商品、共同基金及銀行法令遵循等項目。此

外，劉漢威教授曾於歐洲、美國等重要國際期刊發表文章，其中之"Signaling"論點，

並曾為美國、中國等國的 WTO 訴狀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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