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字號】103,行專訴,9

【裁判日期】1030710

【裁判案由】發明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3年度行專訴字第9號

                               民國103年6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海英俊

訴訟代理人　薛郁蕙  律師

輔　佐　人　羅文泉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

訴訟代理人　楊坤忠

參　加　人　黃世昌

訴訟代理人　陳啟舜  律師

複代理人　　張  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

102年11月28日經訴字第1020610874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93年8 月27日以「風扇」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計50項。經被告編為第93125866號審查准予

   專利後，發給發明第I273175 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

   。參加人嗣以系爭專利有違核准時即9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

   之專利法（下稱修正前專利法）第26條第2 項、第3 項及第

   22條第1 項第1 款、第4 項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原告復

   於102 年4 月12日提出系爭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更正

   本。案經被告審查，雖認更正符合修正前專利法第64條第2

   項及第4 項規定，應准予更正並依該更正本審查，然核認系

   爭專利違反修正前專利法第22條第4 項之規定，以102 年6

   月27日(102) 智專三（三）02063 字第10220843230 號專利

   舉發審定書，作成「102 年4 月12日之更正事項，准予更正

   。請求項1 至50舉發成立應予撤銷」行政處分。原告不服原

   處分，提起訴願，經濟部以102 年11月28日經訴字第10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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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40 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訴願決定，遂向本院提起

   行政訴訟。準此，本院認本件判決之結果，倘認原處分與訴

   願決定，應予撤銷，將影響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見本院卷第66頁

   ）。

貳、原告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舉

   發成立部分，並主張略以：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據3 具有進步性：

　1.證據3 第6 圖或其他圖式及敘述所揭示之風向出口控制裝置

 　包括一框體(12)及風扇(11)，框體之出口(123) 設置至少一

   流體控制元件，流體控制元件為輻射排列之導向翼片(18)，

   導向翼片設有導向部(181) 及固接部(182) ，且導向部之表

   面積(181a)較接固部之表面積(182a)大，藉由此型態之導向

   翼片可用以改變流通過上述出口之流體徑向壓力，進而達到

   控制流體方向之功效，增加散熱能力。證據3 之第6 圖雖可

   看出框體之內側壁面有傾斜面之形成，然由其說明書及圖式

   ，均未明確記載風向出口控制裝置包括至少一外擴部設置於

   入風口或出風口，可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部

   與框體相連之技術特徵，並比對系爭專利之第2A圖、第2B圖

   ，明顯可見其與框體(21)相連之外擴部(26)，係可導引氣流

   大角度之流出，故可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反觀證據

   3 ，固於框體之內側壁面有傾斜面之構造，惟其僅能微幅改

   變氣流方向，故僅能謂其可引導氣流快速流通，而無法如同

   系爭專利具有導引氣流大角度之流出，達到增加氣流之流入

   或流出面積之功效。職是，難謂證據3 之框體內側壁面所形

   成之傾斜結構，等同於本案與框體相連接，而可增加氣流之

   流出面積之外擴部，故證據3 並無揭示系爭專利請求1 及26

   「外擴部」之技術特徵。再者，證據3 之第6 圖揭示導向翼

   片之一側連接於內側壁面之傾斜面，倘系爭專利以此方式設

   置導流元件，則導流元件將突出於柱狀通道之水平面，其不

   僅影響到彈空深度之設置空間，且亦會帶來殘餘料件之問題

   ，影響其整流及降低噪音之功效。

　2.系爭專利說明書第8 頁第4 段以下記載：由於導流元件(25)

   之外側邊緣(252) 與框體表面為不同平面，亦是將導流元件

   上提至框體(21)，形成一彈空之深度，不僅避免習知扇框在

   開模後，在框體與靜葉連接觸會產生殘餘料件之缺點，亦由

   於形成一彈空之深度，提供風扇一穩流之功用。可知依據白

   努力定律，原扇葉運轉時，風會向斜向外前進，因系爭專利

   將導流元件提昇至框體內側而形成一彈空深度，使得氣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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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入或流出之面積增加，進而使風壓增加，達到減速及整流

   的效果。職是，系爭專利就減速及整流於數量上具有顯著變

   化，且系爭專利之結構不同、設置之方式不同，故系爭專利

   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據3，具有進步性。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據4 具有進步性：

 1.證據4 之第2 圖及對應敘述雖揭露靜翼(6) ，然其僅為粗略

   圖示，並無明確記載靜翼之一端連接於旋轉器(7) ，另一端

   則連接於柱狀通道之內壁面，暨靜翼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

   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而證據

   4 之第2 圖及對應敘述僅為粗略圖示，並無明確記載直管型

   軸流送風機之外導管(3) 具有一柱狀通道之框體，柱狀通道

   二端於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暨葉輪(4)設置

   於旋轉器。反之，系爭專利請求項1 存在如後結構特徵限制

   ：(1)導流元件之一端連接該馬達底座，另一端則連接於柱狀

   通道之內壁，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該入風口平面

   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2)一扇框，係為具

   有一柱狀通道之框體，柱狀通道二端於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

   口及一出風口；(3)一葉輪，設置於該馬達底座。請求項26亦

   存在有如後結構特徵限制：(1)外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

   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2)一葉輪，設置

   於該馬達底座；(3)導流元件之外側邊緣與扇框之接觸點係位

   於框體，或位於框體與該外擴部相連處。準此，證據4 第2

   圖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之技術特徵。

 2.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之技術特徵。所能解決之技術問題及

   所能完成之功效，非僅獲得較高靜壓，改善習知製作扇框開

   模後產生殘餘料件之缺點，亦於系爭案之說明書中描述。觀

   諸證據4 可知，其主要係主張透過側徑漸縮之筒狀旋轉器，

   且使電動機直接裝著於其上，而可縮減相關部件、減少熔接

   部位，以解決習知因熔接裝設件而使製程較為繁複之缺失。

   申言之，由證據4 之說明書及圖式，均未揭示如何透過其電

   動機(5) 及旋轉器以達到如同本案可改善殘餘料件之缺點，

   暨可整流及降低噪音之功效。職是，足見證據4 與系爭專利

   之結構不同、設置之方式不同，且其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

   及所能達到之功效，均與系爭案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同，故系

   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據4 具有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據2 至4 組合具有進步性：

   證據3 、4 不足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項之技術特徵，

   不具進步性之理由，既如前所。準此，證據2 、3 、4 之組

   合，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之技術特徵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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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系爭專利附屬請求項相對於證據2 至5 組合具有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25、27至50，分別直接或間接依附獨立

   請求項1 及26。職是，系爭專利請求項之附屬項2 至25及27

   至50，相對於證據2 、3 、4 、5 之組合，具有進步性。

(五)訴願決定未附理由而作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

   訴願決定第5 頁雖說明證據3 、證據4 、組合證據2 及3 、

   組合證據2 及4 、組合3 及4 ，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及26不具進步性。然僅說明證據3 部分，並未比對及說明

   證據4 如何揭露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即遽認證據3 、4 均

   具改善習知扇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之缺點，暨用以整流及

   降低噪音之功效，而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不具進步性，

   顯未附理由，而作出行政處分。準此，該訴願決定未附理由

   ，竟作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自應予撤銷。

參、被告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答辯略以：

一、證據3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不具進步性：

   證據3 第6 圖揭示框體(12)於入風口(122) 及出風口(123)

   設有一體成型之外擴部；導向翼片(18)之一端連接輪轂座(1

   2)，另一端則連接於框體通道之內壁，導向翼片之外側邊緣

   與外擴部之出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之技術特徵。證據3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相較，差異僅為系爭專利導流元件

   之外側邊緣形成於框體內壁位置或框體與該外擴部相連之處

   ，而證據3 係形成於外擴部內壁，此為具有通常知識者，能

   輕易思及之簡單改變，且出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亦具

   有改善習知製作扇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並用以

   整流及降低噪音之功效。證據3 雖無文字說明框體具有外擴

   部，然由圖式第6 圖所揭露之內容，具有通常知識者已能明

   確得知技術特徵，技術特徵應屬於證據3 有揭露之內容。且

   由前揭技術特徵，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輕易得知，具有改善

   習知製作扇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暨用以整流及

   降低噪音之功效，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為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由證據3 之技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職是，

   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不具進步性。

二、證據4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不具進步性：

   證據4 第2 圖揭示靜翼(6) 之一端連接旋轉器(7) ，另一端

   則連接於外擴導管(3) 通道之內壁，靜翼之外側邊緣與外擴

   導管之出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靜翼之外側邊緣與外擴

   導管之接觸點，位於外擴導管內壁上之技術特徵，證據4 與

   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相較，差異僅為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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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側邊緣形成於框體內壁位置，或框體與外擴部相連處，而

   證據4 係形成於框體內壁，此為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輕易思

   及之簡單改變，且出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亦具有改善

   習知製作扇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暨用以整流及

   降低噪音之功效。證據4 雖無文字說明，然由圖式第2 圖所

   揭露之內容，具有通常知識者已能明確得知技術特徵，技術

   特徵應屬於證據4 有揭露之內容。前揭技術特徵，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1 「導流元件之一端連該馬達底座，另一端則連

   接於柱狀通道之內壁，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

   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一扇框，係為具有一柱狀通道

   之框體，柱狀通道二端於該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

   口」及「一葉輪，設置於馬達底座」；暨請求項26「外側邊

   緣與該出風口或該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一葉輪

   ，設置於該馬達底座上」技術特徵。職是，經由前揭技術特

   徵，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可輕易得知具有改善習知製作扇框

   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之缺點，暨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之功

   效，故證據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不具進步性。

三、組合證據2 至5 可證明系爭專利附屬請求項不具有進步性：

   證據3 或證據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不具進步性，

   ，故組合證據2 與證據3 、組合證據2 與證據4 、組合證據

   3 與證據4 ，均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25、27至50之附屬技術特徵，亦為證據

   2 至5 所揭露。申言之，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25、27至50相

   對於證據2 至5 之組合，不具進步性。

肆、參加人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答辯與援引被告答辯略以：

一、證據3 或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不具進步性：

   證據3 雖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所界定「導流元件之

   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及「導流

   元件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外側邊緣朝向框體外，

   而內側邊緣朝向框體內，外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

   成一彈空深度」技術特徵。惟該等技術特徵與證據3 之差異

   處，僅為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外側邊緣形成於扇框內壁位置

   ，證據3 則係形成於外擴部內壁，而此為具有通常知識者，

   能輕易思及之簡單改變，且證據3 及4 均具有改善習知製作

   扇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暨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

   之功效。職是，證據3 或證據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

   26不具進步性。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2 、3 、27、28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 、3 及27、28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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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7 圖揭示之靜翼(16)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外

   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相互平行之技術特徵、證據3 第6 圖揭

   示之導向翼片(18)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之技術特徵

   ；證據4 第1 圖揭示之靜翼(6) 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

   緣之技術特徵；證據5 第1 圖揭示之靜翼(31)包括一外側邊

   緣與一內側邊緣之技術特徵所揭露。且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

   係相互平行或不平行之技術特徵，僅為導流元件形狀簡單改

   變，並無特殊作用。準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2 及27不具進步性；證據3 、證據4 、組合

   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及28

   不具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請求項4 至7 、29至3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4 至7 及29至32之附屬技術特徵，相當於證

   據2 第7 圖揭示之靜翼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之技術

   特徵；證據3第6圖揭示之導向翼片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

   邊緣之技術特徵；證據4 第1 圖揭示之靜翼包括一外側邊緣

   與一內側邊緣之技術特徵；證據5 第1 圖揭示之靜翼包括一

   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之技術特徵。且外側邊緣係逐漸接近

   或遠離內側邊緣；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馬達底座相連處之

   距離，係大於或小於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框體相連處之距

   離之技術特徵，僅為導流元件形狀簡單改變，並無特殊作用

   。申言之，證據3 、證據4 、組合證據2 及3 、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6 、29及

   31不具進步性；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

   求項5、7、30及32不具進步性。

四、系爭專利請求項8 至10、33至3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8 至10及33至35進一步限定之技術特徵，已

   為證據2 第7 圖揭示之葉輪(11)具有一第一邊緣與一第二邊

   緣，第一邊緣面向靜翼，第二邊緣背向靜翼之技術特徵；證

   據3 第6 圖揭示之扇葉(112) 具有一第一邊緣與一第二邊緣

   之技術特徵；證據4 第1 圖揭示之葉輪(4) 具有一第一邊緣

   與一第二邊緣，第一邊緣面向靜翼(6) ，第二邊緣背向靜翼

   之技術特徵；證據5 第1 圖揭示之動翼(61)具有一第一邊緣

   與一第二邊緣，第一邊緣面向靜翼，該第二邊緣背向靜翼之

   技術特徵所揭露。且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係相互平行或不平

   行之技術特徵，僅為形狀簡單改變，並無特殊作用。準此，

   證據3 、證據4 、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8 、10、33及35不具進步性；證據3 或組合

   證據2 及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及34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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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爭專利請求項11至14、36至39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14、37

   及39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請求項11至14及36至39係分別依

   附於請求項10及35，包含請求項10及35之所有技術特徵，並

   進一步限定自轂部向框體方向，第一邊緣係逐漸接近或遠離

   第二邊緣之技術特徵，暨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與輪轂相連處

   之距離，係大於或小於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於扇葉之一尾端

   處之距離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11至14及36至39之附

   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第7 圖揭示之葉輪具有一第一邊緣與

   一第二邊緣之技術特徵；證據3 第6 圖揭示之扇葉具有一第

   一邊緣與一第二邊緣之技術特徵；證據4 第1 圖揭示葉輪4

   具有一第一邊緣與一第二邊緣之技術特徵；證據5 第1 圖揭

   示動翼具有一第一邊緣與一第二邊緣之技術特徵所揭露。且

   第一邊緣係逐漸接近或遠離第二邊緣；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

   與輪轂相連處之距離，係大於或小於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於

   扇葉之一尾端處之距離之技術特徵，僅為扇葉形狀簡單改變

   ，並無特殊作用。職是，證據3 、證據4 、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1、13、36及38

   不具進步性；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2、14、37及39不具進步性等語。

伍、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整理當事人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按受命法官為闡明訴訟關係，得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民事

   訴訟法第270 條之1 第1 項第3 款、第463 條分別定有明文

   。行政訴訟法第132 條準用之。職是，法院於言詞辯論期日

   ，依據兩造主張之事實與證據，經簡化爭點協議，作為本件

   訴訟中攻擊與防禦之範圍。

(一)不爭執事項：

　1.原告之系爭專利經被告審查結果，被告認系爭專利有違修正

   前專利法第22條第4 項規定，不具進步性，具有撤銷系爭專

   利事由，故作成「102 年4 月12日之更正事項，准予更正。

   請求項1 至50舉發成立應予撤銷」審定書，原告不服關於「

   請求項1 至50舉發成立應予撤銷」處分，提起訴願，經濟部

   訴願駁回之，原告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

   定。職是，原告雖起訴聲明訴願決定與原處分均撤銷，然原

   告僅對被告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50舉發成立」處分，

   提起訴願，而被告關於「102 年4 月12日之更正事項，准予

   更正」處分，對原告並無不利，故原告並未提起訴願，自無

   從就該部分提起訴訟，亦無提起訴訟保護之必要性。本院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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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當事人主張與攻防方法，可認原告聲明應為請求撤銷原處

   分與訴願決定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50舉發成立」部分

   ，合先敘明。

 2.原告前於102 年4 月12日提出系爭專利更正本，並經被告審

   定准予更正，並公告之。故本件發明專利舉發事件，依被告

   於102 年7 月11日更正之公告本內容進行審查，更正公告後

   之請求項共50項，其中請求項1 及26為獨立項，其餘均為附

   屬項。準此，本院就系爭專利之技術進行分析，依102 年7

   月11日公告本進行比對。

 3.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第8 頁雖列之被告處分表指稱證據3或

   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2至24、47至49不具進步性。惟依

   舉發審定書第20、21頁之記載內容應為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2至24、47至

   49不具進步性（見本院卷第91至92頁準備程序筆錄）。準此

   ，上揭當事人不爭執之事實，將成為本件判決之基礎。

(二)主要爭執事項：

   證據2 至5 之單獨或組合證據，是否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至50不具進步性？當事人之爭點詳如附表爭點1 至57所示

   （見本院卷第92至102 頁之準備程序筆錄）。

二、本件以系爭專利更正本與修正前專利法為判斷進步性基準：

   按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作，而可供產業上利用

   者，固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然發明係申請前已見於刊

   物或已公開使用者；或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

   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時，則不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

   專利。修正前專利法第21條、第22條第1 項前段、第1 款及

   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因系爭專利之申請日為93年8 月27日

   ，公告日為96年2 月11日，故本件關於系爭專利有無具備進

   步性要件之判斷，應依核准審定時有效之92年2 月6 日修正

   公布，93年7 月1 日施行之專利法為斷。因原告於102 年4

   月12日提出系爭專利之更正本，並經被告准予更正，故本院

   分析系爭專利請求項有關進步性要件，均以更正公告之申請

   專利範圍為基準（參照本院整理當事人不爭執事項1）。

三、本院判斷系爭專利是否具進步性之程序：

   進步性之判斷係以先前技術為基礎，在產業之原有技術基礎

   上，判斷專利申請案是否具有進步性，其重點在於專利之發

   明或創作與先前技術之差異，是否容易達成。在認定其差異

   時，應就專利申請案之發明或創作為整體判斷，而非其構成

   要件分別考慮之。換言之，判斷是否符合進步性要件，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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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專利申請案之發明或創作之各個構成要件，逐一與先前技

   術加以比較，而係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每項請求項所載發明或

   創作整體判斷，審視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之人或

   熟習該項技術者，是否對先前技術顯而易知或依據申請前之

   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故判斷是否具備進步性，得以一

   份或多份引證文件組合判斷，其與新穎性採單一文件認定方

   式，顯有差異。原告雖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50均具有進

   步性云云。然被告與參加人均抗辯稱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50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等語（見本院卷第102 頁準備程序筆錄）

   。職是，本院審酌判斷進步性之程序與當事人之爭點，首先

   應確定系爭專利及證據1 至7 之技術特徵與範圍，作為比對

   與判斷之基礎；繼而以系爭專利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50與證據2 、3 、4 、

   5 ，或其等組合間之差異處，是否可輕易完成者或顯而易知

   者，以認定系爭專利各請求項有無進步性；最後判定原告起

   訴聲明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有無理由。

四、系爭專利技術分析：

(一)系爭專利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為一種軸流式風扇包括扇框、馬達底座、葉輪、導

   流元件及至少外擴部。扇框係具有一開孔之框體，開孔於框

   體中形成一柱狀通道；而開孔或柱狀通道二端於框體上各形

   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馬達底座設置於框體中，葉輪設置

   於馬達底座，而導流元件則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間。外擴

   部設置於入風口或出風口，可增加氣流之流入或流出之面積

   ，且外擴部與框體相連。葉輪包括一轂部與複數個扇葉，每

   一扇葉係與轂部相連，而每一扇葉具有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

   ，第一邊緣面向導流元件，第二邊緣背向導流元件。導流元

   件之一端連接馬達底座，另一端則連接於柱狀通道之內壁上

   。當葉輪設置於馬達底座上時，扇葉之第一邊緣係面對導流

   元件之內側邊緣，針對不同之產品需求，對於扇葉與導流元

   件可進行不同之設計，當葉輪轉動時，越接近扇葉尾端處則

   其流體之流速會越大，即流體於接近框體處的流速相較於流

   體接近馬達底座處之流速會較大。由於對於扇葉與導流元件

   進行不同的設計，因此扇葉在轉動時，能夠降低扇葉之第一

   邊緣與導流元件之內側邊緣間之彼此影響，達成降低噪音之

   目的。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分析：

   本件原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前於102 年4 月12日提出

   系爭專利更正本，經專利專責機關於102 年6 月27日准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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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並於102 年7 月11日公告其更正，更正公告後之申請專

   利範圍共50項，其中請求項1 及26為獨立項（參照本院整理

   當事人不爭執事項2 ）。本院為分析系爭專利之各請求項內

   容與技術特徵，茲依據獨立項與其單獨附屬項、多重附屬項

   為分類，各說明請求項更正後內容如下：

 1.獨立請求項1之內容：

   一種風扇，包括一扇框，係為具有一柱狀通道之框體，柱狀

   通道二端於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一馬達底座

   ，設置於框體中；一葉輪，設置於馬達底座上；一導流元件

   ，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間，且位於扇框之一側；暨至少一

   外擴部，設置於入風口或出風口，可增加氣流之流入或流出

   之面積，且外擴部與框體相連；其中導流元件之一端連接馬

   達底座，另一端則連接於柱狀通道之內壁，導流元件之一側

   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

   低噪音。

 2.請求項1之附屬項2至25之內容：

 (1)請求項2、19至21、25之內容：

   請求項2 如請求項1 之風扇，其中導流元件包括一外側邊

   緣與一內側邊緣，外側邊緣朝向框體外，而內側邊緣朝向框

   體內，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相互平行。請求項19如請求

   項1 之風扇，其中導流元件係一肋條或靜葉。請求項20如

   請求項1 之風扇，其中外擴部係一導角、斜角、導斜角或大

   R角。請求項21如請求項1 之風扇，其中風扇係一軸流式

   風扇。請求項25如請求項1 之風扇，其中框體係呈大致方

   形、圓形、橢圓形或菱形。

 (2)請求項3至7之內容：

   請求項3 如請求項1 之風扇，其中導流元件包括一外側邊

   緣與一內側邊緣，外側邊緣朝向框體外，而內側邊緣朝向框

   體內，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相互不平行。請求項4 如請

   求項3 之風扇，其中自馬達底座向框體方向，外側邊緣係逐

   漸接近內側邊緣。請求項5 如請求項3 之風扇，其中自馬

   達底座向框體方向，外側邊緣係逐漸遠離內側邊緣。請求

   項6 如請求項3 之風扇，其中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馬達底

   座相連處之距離，係大於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框體相連處

   之距離。請求項7 如請求項3 之風扇，其中外側邊緣及內

   側邊緣與馬達底座相連處之距離，係小於外側邊緣及內側邊

   緣與框體相連處之距離。

 (3)請求項8至10、15至18之內容：

   請求項8 如請求項1 之風扇，其中葉輪包括一轂部(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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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複數個扇葉，該等扇葉係與該轂部相連，且每一扇葉具有

   一第一邊緣與一第二邊緣，第一邊緣面向導流元件，第二邊

   緣背向導流元件。請求項9 如請求項8 之風扇，其中第一

   邊緣與第二邊緣係相互平行。請求項10如請求項8 之風扇

   ，其中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係相互不平行。請求項15如請

   求項8 之風扇，其中扇葉之第一邊緣係與導流元件之內側邊

   緣平行。請求項16如請求項8 之風扇，其中扇葉之第一邊

   緣係與導流元件之內側邊緣不平行。請求項17如請求項16

   之風扇，其中自轂部向框體方向，扇葉之第一邊緣係逐漸接

   近導流元件之內側邊緣。請求項18如請求項16之風扇，其

   中自轂部向框體方向，扇葉之第一邊緣係逐漸遠離該導流元

   件之內側邊緣。

 (4)請求項11至14之內容：

   請求項11如請求項10之風扇，其中自轂部向框體方向，第

   一邊緣係逐漸接近第二邊緣。請求項12如請求項10項之風

   扇，其中自轂部向框體方向，第一邊緣係逐漸遠離第二邊緣

   。請求項13如請求項10之風扇，其中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

   與輪轂相連處之距離，係大於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於扇葉之

   一尾端處之距離。請求項14如請求10項之風扇，其中第一

   邊緣及第二邊緣與輪轂相連處之距離，係小於第一邊緣及第

   二邊緣於扇葉之一尾端處之距離。

 (5)請求項22至24之內容：

   請求項22如請求項1 之風扇，其中馬達底座之側邊呈徑向

   具一坡度，可增加氣流流出或流入之面積。請求項23如請

   求項22之風扇，其中坡度係一平面。請求項24如請求項22

   之風扇，其中坡度係一曲面。

 3.獨立請求項26之內容：

   一種風扇，包括一扇框，係具有一開孔之框體，開孔二端於

   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一馬達底座，設置於框

   體中；一葉輪，設置於馬達底座上；一導流元件，設置於框

   體與馬達底座間，且導流元件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

   ，外側邊緣朝向框體外，而內側邊緣朝向框體內，外側邊緣

   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

   音；暨至少一外擴部，設置於入風口或出風口，可增加氣流

   之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部與框體相連；其中導流元件

   之外側邊緣與扇框之接觸點係位於框體，或位於框體與外擴

   部相連處。

 4.請求項26之附屬項27至50之內容：

 (1)請求項27、44至50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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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項27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中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

   相互平行。請求項44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中導流元件係

   一肋條或靜葉。請求項45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中外擴部

   係一導角、斜角、導斜角或大R 角。請求項46如請求項26

   項之風扇，其中風扇係一軸流式風扇。請求項47如請求項

   26之風扇，其中馬達底座之側邊呈徑向具一坡度，可增加氣

   流之流出或流入之面積。請求項48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

   中坡度係一平面。請求項49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中坡度

   係一曲面。請求項50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中框體係呈大

   致方形、圓形、橢圓形或菱形。

 (2)請求項28至32之內容：

   請求項28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中外側邊緣與該內側邊緣

   係相互不平行。請求項29如請求項28之風扇，其中自馬達

   底座向框體方向，外側邊緣係逐漸接近內側邊緣。請求項

   30如請求項28之風扇，其中自馬達底座向框體方向，外側邊

   緣係逐漸遠離內側邊緣。請求項31如請求項28之風扇，其

   中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馬達底座相連處之距離，係大於該

   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該框體相連處之距離。請求項32如

   請求項28之風扇，其中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馬達底座相連

   處之距離，係小於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框體相連處之距離

   。

 (3)請求項33至35、40至43之內容：

   請求項33如請求項26之風扇，其中葉輪包括一轂部(hub)

   與複數個扇葉，該等扇葉與轂部相連，且每一扇葉具有一第

   一邊緣與一第二邊緣，第一邊緣面向導流元件，第二邊緣背

   向導流元件。請求項34如請求項33之風扇，其中第一邊緣

   與第二邊緣係相互平行。請求項35如請求項33之風扇，其

   中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係相互不平行。請求項40如請求項

   33之風扇，其中扇葉之第一邊緣與導流元件之內側邊緣平行

   。請求項41如請求項33之風扇，其中扇葉之第一邊緣與導

   流元件之內側邊緣不平行。請求項42如請求項41之風扇，

   其中自轂部向該框體方向，扇葉之第一邊緣係逐漸接近導流

   元件之內側邊緣。請求項43如請求項41之風扇，其中自轂

   部向框體方向，扇葉之第一邊緣係逐漸遠離導流元件之內側

   邊緣。

 (4)請求項36至39之內容：

   請求項36如請求項35之風扇，其中自轂部向框體方向，第

   一邊緣係逐漸接近第二邊緣。請求項37如請求項35之風扇

   ，其中自轂部向框體方向，第一邊緣係逐漸遠離第二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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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項38如請求項35之風扇，其中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與

   輪轂相連處之距離，係大於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於扇葉之一

   尾端處之距離。請求項39如請求項35之風扇，其中第一邊

   緣及第二邊緣與輪轂相連處之距離，係小於第一邊緣及第二

   邊緣於扇葉之一尾端處之距離。

五、舉發證據之技術分析：

(一)證據1之技術內容：

   證據1 為87年8 月初版3 刷「塑膠成形技術與實務」書籍，

   係說明塑料加工後毛邊生成之產生，是由於溶融之塑料流入

   分模面，滑動之褶動面或配件之間隙所形成，成型品產生毛

   邊之主要原因如後：1.成形機關連者有射出壓力過高、鎖模

   力不足、成形塑料計量過多、保壓時間過長、加熱筒之溫度

   過高、射出速度過快；2.成形模具連者有模具設計不當、加

   工精度不良裝配精度偏差、配件變形或磨耗、有異物附著在

   模面；3.成形材料關連者大多是材料流動性過大。職是，為

   防止毛邊的產生，除提高模具之製作精度與使用硬質鋼材外

   ，在成形條件方面可降低樹脂與模具之溫度，減少射出壓力

   與射出速度，使塑料之流動性減低，證據1 說明塑膠成型時

   毛邊產生之原因，其屬習知技術之參考。

(二)證據2之技術內容：

   證據2 為1996年1 月30日公開之日本特開平第8-28491 號專

   利案及其中譯本，證據2 之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即93

   年8 月27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證據2 之主要

   圖面如附圖2 所示。證據2 係一種多樣化送風系統之送風單

   元，送風單元係由圓筒狀之本體外殼及送風機所構成。本體

   外殼係具備二端開放之通風道，送風機係組裝在本體外殼之

   通風道。本體外殼之一側端緣設有可內嵌之外側具有段部之

   嵌合構造，而另側端緣設有可外嵌之內側具有段部之嵌合構

   造。各嵌合構造係形成可使一側向另側嵌合之成對關係的構

   成；送風機係形成在本體外殼內之通風道之中心線，且其電

   動機係由軸承保持件形成同心狀之構成，軸承保持件係由在

   本體外殼之內周側，其一端側被固定之裝設腳所固定。軸承

   保持件係保持在通風道之中心線，且在其中心線上藉由軸承

   ，而使可旋轉之旋轉軸形成支撐組裝由電動機及葉輪所組成

   之送風機。

(三)證據3之技術內容：

   證據3 為93年5 月11日公告之我國第92211514號「風向出口

   控制裝置（一）」專利案，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可

   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證據3 之主要圖面如附圖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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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證據3 係一種風向出口控制裝置，包含有一風扇及一框

   體，其中框體係界定有一腔室，用以容置所述風扇，且所述

   框體之兩端分別設有進口與出口，可供流體由該進口朝出口

   方向流動，框體內設有一輪轂座，風扇由一風扇輪轂及一風

   扇扇葉組成，將所述風扇輪轂對應上述框體之輪轂座，以使

   風扇樞接於框體內，並於前述框體之出口設置至少一流體控

   制元件，流體控制元件可為呈輻射排列之導向翼片，其一端

   係為導向部連接於上述框體，導向翼片之另一端係為接固部

   連接於上述輪轂座，且導向部之表面積較所述接固部之表面

   積大，使之藉由導向翼片得以改變流動於框體之流體徑向壓

   力，使得出口流體能往中心流動，而不會產生立即向外擴散

   現象，進以達到控制流體流動方向之作用與功效。

(四)證據4之技術內容：

   證據4 為1983年11月22日公開之日本實用新案第00-000000

   號專利案及其中譯本，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可為系

   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證據4 之主要圖面如附圖4 所示。

   證據4 係一種直管型軸流送風機，直接裝著在靜翼之基部所

   結合之裝設旋轉器，其係配設電動機及裝設旋轉器；電動機

   係在筒狀之外廓導管之中心線上驅動葉輪，筒狀之外廓導管

   係分別在一側形成寬口件，而在另側形成連接凸緣；裝設旋

   轉器係裝著複數片之靜翼。各靜翼之基部係結合在裝設旋轉

   器之外周面，且其翼端係熔接在外廓導管之內面。裝設旋轉

   器係形成越往下流側徑漸縮減之截頭圓錐狀之中空體，且在

   其上流側之端部，藉由使端面向內側彎曲，而可獲得複數電

   動機裝設面。裝設旋轉器之電動機裝設面係在圓周方向以等

   間隔並排，且形成可使位在電動機外殼之凸緣抵接其外側之

   面。電動機係使軸面向前方，螺設於形成在裝設旋轉器之電

   動機裝設面。且對於電動機之軸端，裝著動翼之葉輪。再者

   ，葉輪之旋轉器之外徑，其與靜翼之裝設旋轉器之上流側端

   之外徑幾乎形成相等。而直管型軸流送風機係由配設在葉輪

   後流側之靜翼，可謀求動壓之靜壓化，因此可獲得高之靜壓

   ，以形成較佳效率之運轉。

(五)證據5之技術內容：

   證據5 為2001年10月31日公開之日本特開第0000-000000 號

   專利案及其中譯本，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可為系爭

   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證據5 之主要圖面如附圖5 所示。證

   據5 係一種軸流式送風機，送風機係包含與外部框同心之軸

   流式旋轉風扇，並位在旋轉風扇之後流附近位置之複數導引

   葉片。複數導引葉片係由徑向導引葉片及環導引葉片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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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徑向導引葉片係由向半徑方向輻射狀延伸之複數個翼列

   所構成，環導引葉片係位在其後流位置且形成同心狀。所形

   成之複數個動翼係由複數個輻射狀支柱支撐在外部框之馬達

   所驅動，動翼係環設在圓盤狀之轂之外徑部，徑向導引葉片

   係由複數個靜翼所構成，且藉由沿著翼之半徑方向之中心軸

   上設置於翼之外端部及內端部之支撐軸，而可任意旋轉外部

   框及內部框之技術。

(六)證據6、7之技術內容：

   證據6 為2009年7 月8 日公告之中國大陸專利第100510425

   號專利案，證據6 為相對應本件系爭專利之中國大陸專利案

   。而證據7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

   會，對證據6 作出無效宣告之審查決定書，非屬系爭專利之

   先前技術。證據7 所引用之證據1 、2 、3 、4 ，分別對應

   於本件系爭專利之證據2、3、4、1。

六、舉發證據與系爭專利請求項之對比分析：

(一)判斷通常技術水準之基準時：

   進步性為最主要之專利要件，為高度不確定性之法律概念，

   具有主觀之成分。在判斷通常之技術水準，其時間上應以技

   術完成時，該技術領域內之技術水準決定之，不得以事後之

   明論斷。因審查人員進行審查該發明或創作時，申請至審查

   時有相當期間，其已知悉發明或創作之結果，易致審查人員

   ，誤以為該等技術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者，而有

   事後諸葛之傾向，其如同魔術或謎語，當知悉答案或真相時

   ，通常會認為並無特殊或困難處，故判斷有無進步性，應以

   申請時之技術水準為憑。職是，認定通常技術水準，自應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基準。

(二)製造軸流式風扇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電子裝置效能不斷提昇，散熱裝置或散熱系統已成為現行電

   子裝置中不可或缺之配備，因電子裝置所產生之熱能，倘不

   適當散逸，輕易造成效能變差，重則會導致電子裝置之燒毀

   。而散熱裝置對於微電子元件而言，甚為重要，蓋隨著積集

   度之增加及封裝技術之進步，使得積體電路之面積不斷縮小

   ，同時每單位面積所累積之熱能，亦相對地會更高，是高散

   熱效能之散熱裝置，為電子產業界所積極研發之對象。準此

   ，系爭專利為一種風扇，其主要技術在於風扇結構改良，故

   製造軸流式風扇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應

   知悉風扇具有之散熱裝置與系統，俾於散逸電子裝置所產生

   之熱能。

(三)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50均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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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

   系爭專利為關於一種風扇，其可改善習知製作扇框開模後產

   生殘餘料件之缺點，且具有導流元件與外擴部，可避免噪音

   激頻產生，並達到減速及整流之效果。本風扇包括一扇框、

   一馬達底座、一葉輪、一導流元件及至少一外擴部。扇框係

   為具有一柱狀通道之框體，柱狀通道二端於框體上各形成一

   入風口及一出風口；馬達底座設置於框體中，葉輪設置於馬

   達底座上，而導流元件則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之間；導流

   元件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間；外擴部設置於入風口或出風

   口，可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部與框體相連。

   其中，導流元件之一端連接馬達底座，另一端則連接於柱狀

   通道之內壁上；葉輪包括複數個扇葉，每一扇葉具有一第一

   邊緣與一第二邊緣，第一邊緣面向導流元件，第二邊緣背向

   導流元件；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係相互平行或不平行等技術

   內容。

 (2)證據3揭示之技術特徵：

   證據3 揭示一種風向出口控制裝置，包含有一風扇及一框體

   ，其中該框體係界定有一腔室，用以容置所述風扇，且所述

   框體之兩端分別設有進口與出口，可供流體由該進口朝出口

   方向流動，框體內設有一輪轂座，風扇由風扇輪轂及風扇之

   扇葉組成，將風扇輪轂對應框體之輪轂座，以使風扇樞接於

   框體內，並於框體之出口設置至少一流體控制元件，流體控

   制元件可為呈輻射排列之導向翼片，其一端係為導向部連接

   於上述框體，導向翼片之另一端係為接固部連接於上述輪轂

   座，且導向部之表面積較所述接固部之表面積不同，藉由導

   向翼片得以改變流動於框體之流體徑向壓力，使得出口流體

   能往中心流動，而不會產生立即向外擴散現象，進以達到控

   制流體流動方向之作用與功效，並具有減小噪音產生之優點

   ，並能大幅提昇其散熱效率，使系統或裝置之整體散熱效果

   更能提昇之技術內容。

 (3)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3之技術特徵：

 揭露系爭專利之柱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及出風口：

   系爭專利「一扇框，係為具有一柱狀通道之框體，柱狀通道

   二端於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技術，由證據3

   說明書第7 頁第2 至5 行記載：包含有一風扇(11)及一框體

   (12)，其中框體係界定有一腔室，用以容置所述風扇，且所

   述框體之兩端分別設有進口(122) 與出口(123) ，可供流體

   由進口朝出口方向流動。並參考第2 圖所示者，可知證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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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風扇設有框體，框體界定有一柱狀通道之腔室，且框體通

   道二端各形成一進口及一出口，可供流體由進口朝出口方向

   流動之技術內容。職是，系爭專利「柱狀通道之框體」、「

   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框體」、

   「進口」、「出口」。

 揭露系爭專利之馬達底座、葉輪：

   系爭專利「一馬達底座，設置於框體」技術，由證據3 說明

   書第7 頁第5 至6 行記載：框體(12)內設有一輪轂座(1 21)

   ，風扇(11)由一風扇輪轂(111) 及一風扇扇葉(112) 組成，

   將所述風扇輪轂對應框體之輪轂座，以使風扇樞接於框體內

   。可知證據3 具有一輪轂座，以使風扇輪轂對應框體之輪轂

   座結合之技術內容。職是，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

   ，揭露於證據3 「輪轂座」。再者，系爭專利「一葉輪，設

   置於該馬達底座」技術，由證據3 說明書第7 頁第5 至6行

   記載：框體內設有一輪轂座，風扇由一風扇輪轂及一風扇扇

   葉組成，將風扇輪轂對應框體之輪轂座，以使風扇樞接於框

   體內。可知證據3 之風扇扇葉與風扇輪轂結合後可再組合於

   框體之輪轂座。準此，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

   證據3 「風扇扇葉」。

 揭露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擴部：

   系爭專利「一導流元件，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間，且位於

   扇框之一側」技術，由證據3 說明書第7 頁第8 至11行記載

   ：框體(12)之出口(123) 設置至少一流體控制元件，流體控

   制元件可為呈輻射排列之導向翼片(14)，其一端係為導向部

    (141)連接於框體，導向翼片之另一端係為接固部(142 )連

   接於上述輪轂座(121) 。第8 頁第3 至7 行記載：導向翼片

   可以為T 字形之導向翼片，導向翼片設有一導向部及一接固

   部，或呈倒L 形之導向翼片，導向翼片設有一導向部及一接

   固部。並參諸第4 、6 圖所示。可知證據3 具有流體控制元

   件之導向翼片設置於框體與輪轂座間，且位於框體之一側之

   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導流元件」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

   據3 「導向翼片」。再者，系爭專利「至少一外擴部，設置

   於入風口或出風口，可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

   部與框體相連」技術，由證據3 第4 圖揭示框體於進口(122

   ) 端及出口(123) 端位置設有外擴之斜面形狀，驅使流體向

   外擴散流通範圍加大。是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已

   揭露於證據3 「框體之外擴斜面形狀」。

 揭露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

   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一端連接馬達底座，另一端則連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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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狀通道之內壁，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該出風口或入風口

   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技術，由證據

   3 說明書第7 頁第9 至11行記載：流體控制元件可為呈輻射

   排列之導向翼片(14)，其一端係為導向部(141) 連接於框體

   （12），導向翼片之另一端為接固部(142) 連接於輪轂座(1

   21) 。並參諸第4 圖所示。可知證據3 之導向翼片之接固部

   一端連接於輪轂座，另一端導向部連接框體內壁。職是，系

   爭專利之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之技術特

   徵，揭露於證據3 之導向翼片連接於輪轂座與框體內壁之技

   術內容。

 系爭專利所具有彈空深度之技術特徵：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8 頁第16至23行記載：由於導流元件(25)

   之外側邊緣（252 ）與框體表面為不同平面，就是將導流元

   件上提至框體(21)，以形成一彈空之深度，不僅避免習知扇

   框在開模後，在框體與靜葉連接處會產生殘餘料件之缺點，

   更由於形成一彈空之深度，提供風扇一穩流之功用，且可利

   用此彈空之深度而設置外擴部(26) ，以增加氣流流入或流

   出之面積，進一步提升風壓與風量，且當外擴部設置於出風

   口(212) 處，更可達到減速及整流的效果。可知系爭專利所

   具有「彈空深度」技術特徵，為導流元件之外側邊緣與框體

   表面形成不同平面，使導流元件上提至框體，可避免習知扇

   框在開模後，在框體與靜葉連接處會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

   並由設置於框體外擴部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以提升

   風壓、風量、氣流整流之功效。

 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之導向翼片之簡單改變：

   證據3 說明書第7 頁第9 至11行記載：流體控制元件可為呈

   輻射排列之導向翼片(14)，其一端係為導向部(141) 連接於

   上述框體(12)，導向翼片之另一端係為接固部(142) 連接於

   上述輪轂座(121) ，且導向部之表面積(141a)較所述接固部

   之表面積(142a)大，使之藉由該導向翼片得以改變流動於框

   體之流體徑向壓力，進以達到控制流體流動方向之作用與功

   效，並具有減小噪音產生之優點。說明書第8 頁第6 至11行

   記載：呈倒L 形之導向翼片(18)，導向翼片設有一導向部(

   181)及一接固部(182) ，且導向部之表面積(181a)較接固部

   之表面積大，藉由上揭型態之導向翼片，均可用以改變流通

   過上述出口(123) 流體徑向壓力，進而達到控制流體方向之

   功效，增加散熱能力。說明書第12頁第9至10行記載：導向

   翼片(54)可為T 字形及或倒L 形之導向翼片。顯見證據3 導

   向翼片形狀可作各種形狀之改變，進以達到改善及控制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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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方向之作用與功效，增加風扇散熱能力及減小噪音。再

   者，證據3 第6 圖揭示導向翼片係一L型形狀，其外側邊緣

   與框體之出口表面為不同平面之技術內容。在系爭專利請求

   項1 僅界定「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

   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之技術特徵，並未界

   定形成「彈空深度」詳細結構。而證據3 具有高低差L 型結

   構之導向翼片，已揭露其導向翼片外側邊緣與框體出口之表

   面為不在同一平面。職是，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

   ，僅為證據3 第6 圖之導向翼片的簡單改變，並可達到與系

   爭專利同樣能解決殘餘料件的缺點，並提升氣流整流及減小

   噪音之功效。

 (4)證據3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

   比較系爭專利請求項1 與證據3 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柱

   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

   於證據3 「框體」、「進口」、「出口」；系爭專利「馬達

   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輪轂座」；系爭專利「葉

   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風扇扇葉」；系爭專利「導

   流元件」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導向翼片」；系爭專利

   之「外擴部」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框體之外擴斜面形

   狀」；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

   之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之導向翼片連接於輪轂座與框體

   內壁之技術內容。而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

   證據3 之導向翼片的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

   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先前技術已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2.證據4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1)證據4揭示之技術特徵：

   證據4揭示一種直管型軸流送風機，直接裝著在靜翼之基部所

   結合之裝設旋轉器，其係配設電動機及裝設旋轉器；電動機

   在筒狀之外廓導管之中心線上驅動葉輪，筒狀之外廓導管係

   分別在一側形成寬口件，而在另側形成連接凸緣；裝設旋轉

   器係裝複數片之靜翼。各靜翼之基部係結合在裝設旋轉器之

   外周面，且其翼端係熔接在外廓導管之內面。裝設旋轉器係

   形成越往下流側徑漸縮減之截頭圓錐狀之中空體，且在其上

   流側之端部，藉由使端面向內側彎曲，而可獲得複數電動機

   裝設面。裝設旋轉器之電動機裝設面係在圓周方向以等間隔

   並排，且形成可使位在電動機外殼之凸緣抵接其外側之面。

   電動機係使軸面向前方，且螺設於形成在裝設旋轉器之電動

   機裝設面。且對於電動機之軸端，裝著動翼之葉輪，直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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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流送風機係由配設在葉輪後流側之靜翼，而可謀求動壓之

   靜壓化，可獲得高的靜壓，以形成較佳效率之技術內容。

 (2)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之技術特徵：

 揭露系爭專利之柱狀通道框體、入風口、出風口

   系爭專利「一扇框，係為具有一柱狀通道之框體，柱狀通道

   二端於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技術，由證據4

   說明書之中譯本第2 頁第2 至5 行記載：直管型軸流送風機

   ，其係配設電動機(5) 及裝設旋轉器(7) ；電動機係在筒狀

   之外廓導管(3) 之中心線上驅動葉輪(4) 。並參諸第2 圖所

   示。可知證據4 之風扇設有外廓導管，外廓導管界定有一筒

   狀通道，且筒狀通道有風路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可供

   流體由入風口往出風口方向流動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之

   「柱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的技術特徵

   ，已揭露於證據4 「外廓導管 」、「風路入風口」、「風

   路出風口」。

 揭露系爭專利之馬達底座、葉輪：

   系爭專利「一馬達底座，設置於框體中」技術，由證據4 說

   明書之中譯本第2 頁第1 至3 行記載：裝設旋轉器之電動機

   裝設面(8) 在圓周方向以等間隔並排，且形成可使位在電動

   機(5) 外殼之凸緣(9) 抵接其外側之面。並參諸第2圖所示

   。可知證據4 具有一旋轉器，以使電動機對應外廓導管3 而

   固定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已揭

   露於證據4 「旋轉器」。再者，系爭專利「一葉輪，設置於

   馬達底座」技術，由證據4 第2 圖揭示葉輪(4) 設 置於旋

   轉器(10)技術內容，故可知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已

   揭露於證據4 「葉輪」。

 揭露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擴部：

   系爭專利「一導流元件，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間，且位於

   扇框之一側」技術，由證據4 說明書之中譯本第2 頁第18至

   21行記載：裝設旋轉器(7) 係裝複數片之靜翼(6) 。各靜翼

   (6)之基部係結合在裝設旋轉器之外周面，且其翼端係熔接

   在外廓導管(3) 內面。並參諸第2 圖所示。可知證據4 之靜

   翼設於旋轉器與外廓導管間，且位於外廓導管一側之技術內

   容。故系爭專利「導流元件」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靜

   翼」。再者，系爭專利「至少一外擴部，設置於入風口或出

   風口，可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部與該框體相

   連」技術，由證據4 之中譯本第2 頁第17至18行記載：筒狀

   之外廓導管(3) 分別在一側形成寬口件(l) 。並參諸第2圖

   所示。可知證據4 之外廓導管於風路入風口端形成一寬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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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寬口件

   」。

 揭露系爭專利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

   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一端連接該馬達底座，另一端則連接

   於柱狀通道之內壁，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

   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技術，由證據

   4 說明書之中譯本第2 頁第20至21行記載：各靜翼(6) 基部

   係結合在裝設旋轉器(7) 外周面，且其翼端係熔接在外廓導

   管(3) 內面。並參諸第2 圖所示。可知證據4 之靜翼由其基

   部連接於旋轉器之外周面，另一端連接熔接在外廓導管之內

   面。故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

   之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4 之靜翼連接於旋轉器與外廓導

   管之內面之技術內容。

 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證據4 第2 圖之靜翼結構簡單改變：

   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該入風口平面形

   成一彈空深度」技術特徵，由系爭專利說明書第8 頁第16至

   23行之記載內容，可知系爭專利所具有「彈空深度」技術特

   徵為導流元件(25)之外側邊緣(252) 與框體表面形成不同平

   面等技術，在系爭專利請求項1 僅界定「導流元件之一側邊

   緣與出風口或該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

   低噪音」技術特徵，並未界定形成「彈空深度」詳細結構，

   而證據4 於第2 圖中已揭露其靜翼(6) 外側邊緣與風路之出

   風口端存有間隔，使靜翼外側邊緣與風路出風口外端不在同

   一平面，故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證據4 第

   2 圖之靜翼結構的簡單改變，同時可達到系爭專利能解決殘

   餘料件的缺點，並提升運轉效率之功效。

 (3)證據4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

   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1 與證據4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之「

   柱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的技術特徵，

   已揭露於證據4 「外廓導管」、「風路入風口」、「風路S

   出風口」；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旋轉器」；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葉輪」；系爭專利「導流元件」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靜翼」；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寬

   口件」；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

   壁之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之靜翼連接於旋轉器與外廓導

   管3 之內面之技術內容。再者，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

   特徵，亦僅為證據4 第2 圖之靜翼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

   系爭專利請求項1 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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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4 之先前技術已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

   步性。

 3.組合證據2及3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1)證據2揭示之技術特徵：

   證據2係一種多樣化送風系統之送風單元，送風單元係由圓筒

   狀之本體外殼及送風機所構成。本體外殼係具備二端開放之

   通風道，送風機係組裝在本體外殼之通風道。本體外殼之一

   側端緣設有可內嵌之外側具有段部之嵌合構造，而另側端緣

   設有可外嵌之內側具有段部之嵌合構造。各嵌合構造係形成

   可使一側向另側嵌合之成對關係之構成；送風機係形成在本

   體外殼內之通風道中心線，且其電動機係由軸承保持件形成

   同心狀之構成，軸承保持件係由在本體外殼之內周側，其一

   端側被固定之裝設腳所固定。軸承保持件係保持在通風道之

   中心線，且在其中心線上藉由軸承，而使可旋轉之旋轉軸形

   成支撐組裝由電動機及葉輪所組成之送風機之技術內容。

 (2)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為風扇結構改良之技術：

   系爭專利為一種風扇，其主要技術在於風扇結構改良，證據

   2 係一種送風機之結構改良；證據3 亦為一種風向出口控制

   裝置，系爭專利與證據2 、證據3 主要技術均在於風扇結構

   之改良，三者間存有相關之技術手段，均揭示風扇相關組成

   結構，具有共通之組合結構，係屬風扇之相關技術領域。對

   於風扇產業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組合證據

   2 及證據3 間關連技術之動機係屬明顯。準此，在證據2及

   證據3 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具有關連性技術之情形下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予以引用及組合之動

   機。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故組合證據2 及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3)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2之技術特徵：

 揭露系爭專利之柱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

   系爭專利「柱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

   術特徵，由證據2 說明書之中譯本【0012】第3 至4 行記載

   ：送風單元係由圓筒狀之本體外殼(2) 及送風機所構成；本

   體外殼係具備二端開放之通風道(1) 。並參諸第7 圖所示。

   可知證據2 之風扇本體外殼設有通風道，通風道界定有一圓

   筒狀通道，且圓筒狀通道有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可供流體

   由入風口往出風口方向流動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柱狀

   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於

   證據2 「通風道」、「入風口」、「出風口」。

 揭露系爭專利之葉輪、導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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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由證據2 說明書之中譯本

   【0012】第8 至10行記載：電動機(5) 由軸承保持件(6) 形

   成同心狀之構成，軸承保持件係由在本體外殼(2)之內周側

   ，其一端側被固定之裝設腳所固定。可知證據2 具有一固定

   之裝設腳，以使電動機對應通風道(1) 而固定之技術內容。

   故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2「裝設

   腳」。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2圖揭示葉

   輪4 設置於旋轉器(10)技術內容，故可知系爭專利「葉輪」

   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葉輪」。再者，系爭專利「導流

   元件」技術特徵，由證據2 說明書【0019】第11至12行記載

   ：送風單元係將靜翼(16)設在具備裝設腳之部件。可知證據

   2 之靜翼設於裝設腳之部件與通風道間，且位於通風道一側

   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導流元件」技術特徵，揭露於證

   據2 「靜翼」。

 外擴部技術特徵為外接吸氣或排氣寬口件之簡單改變：

   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7 圖可知送風單

   元本體外殼(2) 兩側可外接吸氣寬口件(20)或排氣寬口件(2

   1) ， 其雖與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有差異，惟其差

   異僅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2 之外接吸氣

   寬口件或排氣寬口件之結構之簡單改變。故系爭專利之「外

   擴部」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之外接吸氣寬口件或排氣寬口

   件結構之簡單改變。

 (4)證據2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

   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1 與證據2 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柱

   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已揭

   露於證據2 「通風道 」、「入風口」、「出風口」；系爭

   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裝設腳」；系

   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葉輪」；系爭專

   利「導流元件」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靜翼」；系爭專

   利「外擴部」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之外接吸氣寬口件或排

   氣寬口件結構之簡單改變；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

   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的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圖靜翼端連

   接裝設腳之部件及通風道之技術內容。而系爭專利「彈空深

   度」技術特徵，雖未為證據2 所揭露，惟僅為證據3 之導向

   翼片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 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已能輕

   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4.組合證據2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為風扇結構改良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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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為一種風扇，其主要技術在於風扇結構改良，證據

   2係一種送風機之結構改良；證據4亦為一種直管型軸流送風

   機，系爭專利與證據2 、證據4 主要技術均在於風扇結構之

   改良，三者間存有相關之技術手段，均揭示風扇相關組成結

   構，具有共通之組合結構，係屬風扇之相關技術領域。對於

   風扇產業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組合證據2

   及證據4 間關連技術之動機係屬明顯。準此，在證據2 及證

   據4 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具有關連性技術之情形，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予以引用及組合之動機。

   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故組合證據

   2 及4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2)組合證據2與4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

   比較系爭專利請求項1 與證據2 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柱

   狀通道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已揭

   露於證據2 「通風道」、「入風口」、「出風口」；系爭專

   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裝設腳」；系爭

   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葉輪」；系爭專利

   「導流元件」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靜翼」；系爭專利

   「外擴部」技術特徵，為證據2 之外接吸氣寬口件或排氣寬

   口件結構之簡單改變；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

   與柱狀通道內壁之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圖7 靜翼端連接

   裝設腳之部件及通風道之技術內容。而系爭專利「彈空深度

   」技術特徵，雖未為證據2 所揭露，惟其僅為證據4 之靜翼

   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 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2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

   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5.組合證據3及4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為一種風扇，其主要技術在於風扇結構改良，證據

   3係一種風向出口控制裝置之結構改良；證據4亦為一種直管

   型軸流送風機之結構改良，系爭專利與證據3 、證據4 主要

   技術均在於風扇結構之改良，三者間存有相關之技術手段，

   均揭示風扇相關組成結構，具有共通之組合結構，係屬風扇

   之相關技術領域。對於風扇產業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而言，組合證據3 及證據4 間關連技術之動機係屬明顯

   。準此，在證據3 及證據4 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具有

   關連性技術之情形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

   有予以引用及組合之動機。準此，證據3 、4 分別可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故組合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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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證據3或組合證據2 可證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2 圖7 揭示靜翼

   (16)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本體外殼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本體

   外殼內，其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相互平行之結構；同時證

   據3 第6 圖揭露之導向翼片(18)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框體(1

   2)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框體內之技術特徵，雖證據3 之導向

   翼片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並非相互平行，惟證據3揭示導向

   翼片形狀可作各種形狀之改變，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導流

   元件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相互平行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且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因

   證據3 與組合證據2 及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

   步，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所揭露

   ，或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

   請求項2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

   2 不具進步性。

 7.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3 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6 圖揭露導

   向翼片(18)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框體(12)外與一內側邊緣朝

   向框體內之技術特徵，雖證據3 之導向翼片外側邊緣與內側

   邊緣系分二階梯段相互平行，惟證據3 揭示導向翼片形狀可

   作各種形狀之改變，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導流元件外側邊

   緣與內側邊緣相互平行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

   之簡單改變，且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證據4 第1 、2

   圖揭露靜翼(6) 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外廓導管外與一內側邊

   緣朝向外廓導管內，雖證據4 之靜翼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相

   互平行，惟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與內側邊

   緣相互不平行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4 靜翼6 形狀之簡單改

   變，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證據5 第1 圖揭露靜翼包括

   一外側邊緣朝向外部框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內部框內，其外

   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相互不平行之結構。因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

   3 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5 所揭露，或僅為證據3 導向翼

   片或證據4靜 翼之形狀結構的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

   求項3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

   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

   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

 8.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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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組合證據3及4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1)導流元件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

   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6 圖揭露導

   向翼片(18)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分二階梯段相互平行，且

   其外側邊緣靠框體側一階梯段表面較另一階梯段接近出口端

   之平面。雖證據3 之導向翼片外側邊緣結構未以逐漸接近內

   側邊緣方式形成，惟證據3 揭示導向翼片形狀可作各種形狀

   之改變，故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導流元件之技術特徵僅為證

   據3導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

 (2)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之技術特徵：

   證據2 之靜翼及證據4 之靜翼雖未揭露其外側邊緣逐漸接近

   內側邊緣之技術特徵，惟由於外側邊緣係逐漸接近內側邊緣

   之技術特徵，僅為系爭專利導流元件形狀之簡單改變，且系

   爭專利說明書僅記載導流元件可由各種形狀結構所構成，該

   等形狀結構之技術特徵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改變

   ，並未具無法預期之功效。因證據3 或證據4 可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附屬技術特

   徵僅為證據2 靜翼、證據3 導向翼片或證據4 靜翼之形狀結

   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已能輕易完

   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 不具進步性。

 9.證據3 或組合證據5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5 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5 第1 圖揭示靜

   翼(2) 形狀自內部框(90)外側邊緣逐漸遠離內側邊緣之技術

   特徵。而證據3 第6 圖揭露導向翼片18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

   係分二階梯段相互平行，且其外側邊緣靠框體側一階梯段表

   面較另一階梯段接近出口端之平面。雖證據3 之導向翼片外

   側邊緣結構未以逐漸遠離內側邊緣方式形成，惟證據3 揭示

   導向翼片形狀可作各種形狀之改變，故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

   導流元件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

   且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因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3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

   據3 導向翼片或證據5 靜翼之形狀結構的簡單改變。準此，

   系爭專利請求項4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

   利請求項5 不具進步性。

10.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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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請求項6 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4 圖揭露導

   向翼片(18)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分二階梯段相互平行，且

   其外側邊緣靠框體側一階梯段之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輪轂

   座(121) 相連距離，係大於與框體(12)相連之距離。證據2

   之靜翼及證據4 之靜翼，雖未揭露系爭專利之外側邊緣及內

   側邊緣與馬達底座相連距離，係大於與框體相連處距離之技

   術特徵，惟由於系爭專利導流元件連結於馬達底座與框體之

   距離不同之技術特徵，僅為導流元件形狀之簡單改變，且該

   等形狀結構之技術特徵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並

   未具無法預期之功效。因證據3 或證據4 足證系爭專利請求

   項3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6 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

   證據2 靜翼、證據3 導向翼片或證據4 靜翼之形狀結構之簡

   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6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

   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

   專利請求項6 不具進步性。

11.證據3或組合證據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7 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4 圖揭露導

   向翼片(18)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分二階梯段相互平行，且

   其外側邊緣靠框體側一階梯段之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輪轂

   座(121) 相連距離，係大於與框體(12)相連之距離。而證據

   5 第1 圖揭露靜翼(31)之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與內部框(90)

   相連距離，係小於與外部框(50)相連之距離。證據3 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7 之附

   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導向翼片或證據5 靜翼之形狀結構所

   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7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

   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7 不具進步性。

12.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8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第2、6圖揭示風

   扇(11)包括風扇輪轂(111) 與複數個風扇扇葉(112) ，扇葉

   與輪轂相連，且扇葉具有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其第一邊緣

   面向導向翼片，第二邊緣背向導向翼片之技術內容；證據4

   第1 、2 圖揭示電動機包括旋轉器與複數個葉輪，葉輪與旋

   轉器相連，且葉輪具有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其第一邊緣面

   向靜翼，第二邊緣背向靜翼之技術內容；證據5 第1 圖揭示

   送風機包括輪轂與複數個動翼，動翼與輪轂相連，且動翼具

   有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其第一邊緣面向靜翼，第二邊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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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靜翼之技術內容。職是，系爭專利具有轂部與複數個扇葉

   ，且扇葉具有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

   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所揭露。

   因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

   專利請求項8 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導向翼片、證據4

   葉輪或證據5 靜翼之形狀結構及其結構相關連結所揭露。準

   此，系爭專利請求項8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已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

13.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9 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7 圖揭示葉

   輪(11)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係相互平行之結構；同時證據3

   第6 圖亦揭示風扇扇葉(112) 第一邊緣與該第二邊緣係相互

   平行之結構。是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之附屬

   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及證據3 所揭露。因證據3 足證系爭

   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9 之附屬技術

   特徵已為證據2 葉輪或證據3 風扇扇葉之形狀結構所揭露。

   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9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依證據2 或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9 不具進步性。

14.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請求項10之附屬技

   術特徵，由證據4 第2 圖揭示葉輪(4) 第一邊緣與該第二邊

   緣係不相互平行之結構；同時證據5 第1 圖亦揭示動翼(61)

   第一邊緣與該第二邊緣係相互不平行之結構。證據3 之風扇

   扇葉(112) 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葉輪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係不

   相互平行之結構，惟系爭專利之葉輪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技

   術特徵，僅為葉輪形狀之簡單改變，且該等形狀結構之技術

   特徵，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並未具無法預期之

   功效。是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之附屬技術特

   徵，已為證據4 及證據5 所揭露，且亦為證據3 風扇扇葉之

   簡單改變。因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

   4 及5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10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證據5 動翼之形

   狀結構所揭露，並為證據3 風扇扇葉之簡單改變。準此，系

   爭專利請求項10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

   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

   術已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

15.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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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1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4 第2 圖揭示葉

   輪(4) 自旋轉器(10)向外廓導管3 之方向之第一邊緣逐漸接

   近第二邊緣之結構；同時證據5 第1 圖亦揭示動翼自輪轂向

   外部框之方向的第一邊緣逐漸接近第二邊緣之結構。證據3

   之風扇扇葉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葉輪之第一邊緣逐漸接近第二

   邊緣之結構，惟系爭專利之葉輪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技術特

   徵，僅為葉輪之形狀的簡單改變，且該等形狀結構之技術特

   徵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並未具無法預期之功效。

   故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緣逐漸接近第二邊緣之附屬技術特

   徵，已為證據4 及證據5 所揭露，且亦為證據3 風扇扇葉之

   簡單改變。因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

   4 及5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11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證據5 動翼之形

   狀結構所揭露，並為證據3 風扇扇葉之簡單改變。準此，系

   爭專利請求項11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

   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16.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2之附屬技術特徵，證據2 之葉輪(11)、證

   據3 之風扇扇葉(112) 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葉輪之第一邊緣逐

   漸遠離第二邊緣之結構，惟系爭專利之葉輪第一邊緣與第二

   邊緣技術特徵，僅為葉輪之形狀之簡單改變，且該等形狀結

   構之技術特徵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並未具無法

   預期之功效。故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緣逐漸遠離第二邊緣

   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及證據3 風扇扇葉形狀之

   簡單改變。因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

   ，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2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或證

   據3 風扇扇葉形狀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2亦

   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2不具進步性

   。

17.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3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4 第2 圖揭示葉

   輪(4) 旋轉器(10)側之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之距離大於另一

   側之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間距離；同時證據5 第1 圖亦揭示

   動翼(61)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之距離大於另一側之第一邊緣

   及第二邊緣間距離。證據3 之風扇扇葉(112) 雖未揭露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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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葉輪之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之距離，大於另一側之第一

   邊緣及第二邊緣間距離之結構，惟系爭專利之葉輪第一邊緣

   與第二邊緣技術特徵，僅為葉輪形狀之簡單改變，且該等形

   狀結構之技術特徵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並未具

   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之

   距離，大於另一側之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之距離之附屬技術

   特徵，已為證據4 及證據5 所揭露，亦為證據3 風扇扇葉形

   狀之簡單改變。因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

   證據4 及5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而系爭

   專利請求項13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證據5 動翼

   之形狀結構所揭露，並為證據3 風扇扇葉形狀之簡單改變。

   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3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

18.證據3 或組合證據2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4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4之附屬技術特徵，證據2 葉輪(11)及證據

   3 之風扇扇葉(112) 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葉輪之第一邊緣及第

   二邊緣之距離，大於另一側之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間距離之

   結構，惟系爭專利之葉輪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技術特徵，僅

   為葉輪之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且該等形狀結構之技術特徵

   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並未具無法預期之功效。

   故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之距離大於另一側之

   第一邊緣及第二邊緣間距離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

   輪及證據3 風扇扇葉之形狀的簡單改變。因證據3 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4之附屬

   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或證據3 風扇扇葉之形狀結構之簡

   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4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

   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4不具進步性。

19.證據3 或組合證據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5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第4圖揭示風扇

   扇葉(112) 第一邊緣與導向翼片14之內側邊緣平行之結構；

   同時證據5 第1 圖之動翼(61)第一邊緣與靜翼31之內側邊緣

   平行之結構。因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5之附屬技術特徵

   已為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證據5 動翼與靜翼之形狀

   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5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之先前技術

   已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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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6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7 圖揭示葉

   輪(11)第一邊緣與靜翼(16)之內側邊緣不平行之結構；同時

   證據4 第2 圖之葉輪第一邊緣與靜翼之內側邊緣不平行之結

   構。證據3 之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雖未揭露系爭專利扇葉之

   第一邊緣與導流元件之內側邊緣不平行之結構，惟系爭專利

   之葉輪與導流元件技術特徵，僅為葉輪與導流元件相對應之

   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且該等形狀結構之技術特徵係具有通

   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並未具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系爭專

   利之扇葉第一邊緣導流元件之內側邊緣不平行之附屬技術特

   徵，已為證據2 葉輪與靜翼、證據4 動翼與靜翼之形狀結構

   所揭露，且亦為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相對應之形狀結

   構之簡單改變。因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8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6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

   證據2 葉輪與靜翼、證據4 葉輪與靜翼，並為證據3 風扇扇

   葉與導向翼片相對應之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

   利請求項16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

21.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7之附屬技術特徵，證據2 葉輪(11)與靜翼

   (16)、證據3 之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雖未揭露系爭專利之

   扇葉第一邊緣自轂部向框體方向逐漸接近導流元件內側邊緣

   之結構。惟系爭專利之葉輪第一邊緣與導流元件內側邊緣對

   應之技術特徵，僅為葉輪與導流元件之相對應形狀結構的簡

   單改變，且該等形狀結構之技術特徵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

   輕易思及，並未具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

   邊緣與導流元件內側邊緣對應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與靜翼、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之對應結構之簡單

   改變。因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6 不 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7之附屬技術特徵，僅

   為證據2 葉輪與靜翼、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之對應結

   構的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7亦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

   已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22.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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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請求項18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4 第2 圖之葉輪

   (4) 第一邊緣自旋轉器(10)向外廓導管(3) 方向逐漸遠離靜

   翼(6) 內側邊緣之結構。證據2 葉輪(11)與靜翼(16)、證據

   3 之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雖未揭露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

   緣自轂部向框體方向逐漸遠離導流元件內側邊緣之結構。惟

   系爭專利之葉輪第一邊緣與導流元件內側邊緣對應之技術特

   徵，僅為葉輪與導流元件之相對應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且

   該等形狀結構之技術特徵係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思及，

   並未具無法預期之功效。故系爭專利之扇葉第一邊緣與導流

   元件內側邊緣對應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與靜翼

   、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之對應結構的簡單改變。因證

   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

   據3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

   利請求項18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與靜翼之結構

   所揭露，並亦為證據2 葉輪與靜翼、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

   翼片之對應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8亦為

   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

   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23.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9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19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說明書第8頁第

   14行記載：流體控制元件設為成輻射排列之肋條(16)。可知

   證據3 已揭露導向翼片亦可為肋條之技術內容。而系爭專利

   之導流元件為靜葉揭露於證據4 靜翼(6) 、證據5 靜翼(31)

   結構。故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係肋條或靜葉之附屬技術特徵

   ，已為證據3 、4 、5 所揭露。因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9之附屬

   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導向翼片、證據4 靜翼、證據5 靜翼

   之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9亦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

   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9

   不具進步性。

24.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0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4 圖揭露框

   體(12)於進口(122) 及出口(123) 端處具有一斜角；證據4

   第2 圖揭露外廓導管(3) 於進口端具有一R 角形狀之寬口件

   (1)；證據5第1圖揭露外部框(50)於進口端具有一圓弧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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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出口端於內部框(90)處，亦具有一R角形狀之技術內容。

   故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係肋條或靜葉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

   證據3 、證據4 、證據5 所揭露。因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0之附

   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之進口及出口端斜角、證據4之R角

   形狀寬口件、證據5之進口及出口端圓弧狀之結構所揭露。

   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20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25.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21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1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4 圖及證據

   4 第2 圖揭露風扇轉動時，氣體流動方向沿著軸向方向進行

   流動，均係屬軸流式風扇；證據5 說明書之中譯本第2 頁揭

   露其所屬技術領域係有關軸流式送風機，特別係小型之強制

   冷卻用送風機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之風扇為軸流式風扇

   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證據4 、證據5 所揭露。因

   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而

   系爭專利請求項21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證據4 及

   證據5 之軸流式風扇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21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

   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21不具進步性。

26.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

   請求項2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2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4第2圖揭示旋轉

   器(7) 外側於風路出口端，形成一越往出口方向直徑漸縮減

   之截頭圓錐狀中空體，以增加氣流流出面積之技術內容。故

   系爭專利「馬達底座之側邊呈徑向具一坡度」技術特徵，相

   當於證據4 之截頭圓錐狀中空體外側邊徑向具有坡度之技術

   ，並可產生相同之功效。因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

   專利請求項22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截頭圓錐狀中空

   體外側邊徑向具有坡度之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

   項22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 或組合

   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

   專利請求項22不具進步性。

27.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3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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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專利請求項23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4 第2 圖揭示旋

   轉器(7) 外側於風路出口端，形成一越往出口方向直徑漸縮

   減之截頭圓錐狀中空體，而其截頭圓錐狀中空體之漸縮減外

   側係一平面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坡度係一平面」技術

   特徵，相當於證據4 之截頭圓錐狀中空體漸縮減之外側係一

   平面之技術，並可產生相同之功效。因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

   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3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截頭

   圓錐狀中空體漸縮減外側平面之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

   利請求項23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23不具進步性。

28.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4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4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4 第2 圖揭示旋

   轉器(7) 外側於風路出口端，形成一越往出口方向直徑漸縮

   減之截頭圓錐狀中空體，而其截頭圓錐狀中空體漸縮減之外

   側呈曲面，係結構形狀之改變為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輕易思及

   ，故僅為結構形狀之簡單改變，且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

   故系爭專利「坡度係一曲面」技術特徵，相當於證據4 之截

   頭圓錐狀中空體漸縮減外側表面之結構形狀的簡單改變，並

   可產生相同之功效。因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

   3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2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24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4 截頭圓錐狀中空體漸

   縮減外側表面結構形狀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

   24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 或組合證

   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

   利請求項24不具進步性。

29.證據3 或組合5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5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2 、6 圖揭

   示框體(12)呈方形結構；證據5 第1 圖揭示外部框呈圓形結

   構。故系爭專利「框體係呈大致方形、圓形、橢圓形或菱形

   」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及證據5 之框體結構所揭露。因證

   據3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

   求項25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框體及證據5 外部框之

   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25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之先前技術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5不具進步性。

30.證據3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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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26與證據3之技術特徵：

 揭露系爭專利之開孔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

   系爭專利「一扇框，係具有一開孔之框體，開孔二端於框體

   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技術，由證據3說明書第7頁

   第2 至5 行記載：包含有一風扇及一框體，其中框體界定有

   一腔室，用以容置所述風扇，且所述框體之兩端分別設有進

   口與出口，可供流體由該進口朝出口方向流動。並參諸第2

   圖所示。證據3 第2 圖之風扇框體設有一裝置風扇扇葉之開

   孔，且開孔二端各形成一進口及一出口，可供流體由進口朝

   出口方向流動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開孔之框體」、「

   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開孔之框

   體」、「進口」、「出口」。

 揭露系爭專利之馬達底座、葉輪：

   系爭專利「一馬達底座，設置於框體中」技術，由證據3 說

   明書第7 頁第5 至6 行記載：框體內設有一輪轂座，風扇係

   由一風扇輪轂及一風扇扇葉組成，將所述風扇輪轂對應框體

   之輪轂座，以使風扇樞接於框體內容。可知證據3 具有一輪

   轂座，以使風扇輪轂對應框體之輪轂座結合之技術內容。故

   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輪轂座」

   。再者，系爭專利「一葉輪，設置於馬達底座」技術，由證

   據3 說明書第7 頁第5 至6 行記載：框體內設有一輪轂座，

   風扇係由一風扇輪轂及一風扇扇葉組成，將風扇輪轂對應框

   體之輪轂座，以使風扇樞接於框體內。可知證據3之風扇扇

   葉與風扇輪轂結合後可再組合於框體之輪轂座。故系爭專利

   「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風扇扇葉」。

 揭露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內側邊緣、外擴部：

   系爭專利「一導流元件，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間，且導流

   元件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外側邊緣朝向框體外，

   而內側邊緣朝向框體內，外側邊緣與該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

   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技術，由證據3 說

   明書第7頁 第8 至11行記載：框體之出口設置至少一流體控

   制元件，流體控制元件可為呈輻射排列之導向翼片，其一端

   係為導向部連接於上述框體，導向翼片之另一端係為接固部

   連接於上述輪轂座。第8 頁第3 至7 行記載：導向翼片可以

   為T 字形之導向翼片，導向翼片設有一導向部及一接固部，

   或呈倒L形 的導向翼片，導向翼片設有一導向部及一接固部

   。並參諸第4 、6 圖所示。可知證據3 具有流體控制元件之

   導向翼片設置於框體與輪轂座間，且導向翼片包括外側邊緣

   與內側邊緣，其外側邊緣朝向框體外，而其內側邊緣朝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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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內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導流元件」、「外側邊緣」

   及「內側邊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導向翼片」、「

   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

 揭露導流元件外側接觸連接框體或框體與外擴部相連處：

   系爭專利「至少一外擴部，設置於入風口或出風口，可增加

   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部與框體相連」技術，由證

   據3 第4 圖揭示框體於進口端及出口端位置設有外擴之斜面

   形狀，驅使流體向外擴散流通範圍加大。故系爭專利「外擴

   部」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框體之外擴斜面形狀」。而

   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外側邊緣與該扇框之接觸點係位於框

   體，或位於框體與外擴部相連處」技術，由證據3 說明書第

   7 頁第9 至11行記載：流體控制元件可為呈輻射排列之導向

   翼片，其一端係為導向部連接於框體，導向翼片之另一端係

   為接固部連接於輪轂座。並參諸第四圖所示。可知證據3 之

   導向翼片之接固部一端連接於輪轂座，另一端導向部連接框

   體內壁。故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接觸連接於框體或

   框體與外擴部相連處的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之導向翼片

   外側邊緣連接於框體內壁之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所具有彈空深度技術特徵：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8 頁第16至23行記載：由於導流元件之外

   側邊緣與框體表面為不同平面，亦將導流元件上提至框體，

   以形成一彈空之深度，不僅避免習知扇框在開模後，在框體

   與靜葉連接處會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更由於形成一彈空之

   深度，提供風扇一穩流之功用，且可利用此彈空之深度而設

   置外擴部，以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進一步提升風壓

   與風量，且當外擴部設置於出風口處，更可達到減速及整流

   的效果。可知系爭專利所具有「彈空深度」技術特徵係為導

   流元件之外側邊緣與框體表面形成不同平面，使導流元件上

   提至框體，可避免習知扇框在開模後，在框體與靜葉連接處

   會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並由設置於框體外擴部增加氣流流

   入或流出之面積，以提升風壓、風量、氣流整流之功效。

 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導向翼片之簡單改變：

   系爭證據3 說明書第7 頁第9 至11行記載：流體控制元件可

   為呈輻射排列之導向翼片，其一端係為導向部連接於框體，

   導向翼片之另一端係為接固部連接於上述輪轂座，且導向部

   之表面積較所述接固部之表面積大，使之藉由導向翼片得以

   改變流動於框體之流體徑向壓力，達到控制流體流動方向之

   作用與功效，並具有減小噪音產生之優點。說明書第8 頁第

   6 至11行記載：呈倒L 形之導向翼片，導向翼片設有一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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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及一接固部，且導向部之表面積較接固部之表面積大，藉

   由導向翼片均可用以改變流通過出口之流體徑向壓力，進而

   達到控制流體方向之功效，增加散熱能力。說明書第12頁第

   9 至10行記載：導向翼片可為T 字形及或倒L 形之導向翼片

   。顯見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可作各種形狀之改變，進以達到

   改善及控制流體流動方向之作用與功效，增加風扇散熱能力

   及減小噪音。而證據3 第6 圖揭示導向翼片係一L 型形狀，

   其外側邊緣與框體之出口表面為不同平面之技術內容。在系

   爭專利請求項26僅界定「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

   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技術特徵

   ，並未界定形成「彈空深度」詳細結構，而證據3 具有高低

   差L 型結構之導向翼片揭露其導向翼片外側邊緣與框體出口

   之表面為不在同一平面，故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

   ，僅為證據3 第6 圖之導向翼片之簡單改變，並可達到與系

   爭專利同樣能解決殘餘料件的缺點，並提升氣流整流及減小

   噪音之功效。

 (2)證據3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6之技術特徵：

   比較系爭專利請求項26與證據3 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開

   口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

   據3 「框體」、「進口」、「出口」；系爭專利「馬達底座

   」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輪轂座」；系爭專利「葉輪」

   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風扇扇葉」；系爭專利「導流元

   件」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導向翼片」；系爭專利「外

   擴部」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 「框體之外擴斜面形狀」；

   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與框體連接的技術特徵，揭露

   於證據3 之導向翼片外側邊緣連接於框體內壁之技術內容。

   而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之導向翼片

   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26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

   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31.證據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1)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26與證據4之技術特徵：

 揭露系爭專利之開孔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葉輪：

   系爭專利「一扇框，係具有一開孔之框體，開孔二端於該框

   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技術，由證據4 說明書之

   中譯本第2頁第2至5行記載：直管型軸流送風機，其係配設

   電動機(5)及裝設旋轉器(7)；電動機在筒狀之外廓導管(3)

   之中心線上驅動葉輪(4) 。並參諸第2 圖所示。可知證據4

   之風扇設有外廓導管，外廓導管界定有一開孔之筒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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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筒狀通道有風路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可供流體由入

   風口往出風口方向流動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開孔之框

   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

   具開孔之外廓導管」、「風路入風口」、「風路出風口」。

   再者，系爭專利「一馬達底座，設置於框體中」技術，由證

   據4 說明書之中譯本第2 頁第1 至3 行記載：裝設旋轉器之

   電動機裝設面(8) 係在圓周方向以等間隔並排，且形成可使

   位在電動機外殼之凸緣(9) 抵接其外側之面。並參諸第2 圖

   所示。可知證據4 具有一旋轉器，以使電動機對應外廓導管

   3 而固定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

   揭露於證據4 「旋轉器」。系爭專利「一葉輪，設置於馬達

   底座上」技術，由證據4 第2 圖揭示葉輪設置於旋轉器之技

   術內容，故可知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葉輪」。

 揭露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內側邊緣、外擴部：

   系爭專利「一導流元件，設置於框體與馬達底座間，且導流

   元件包括一外側邊緣與一內側邊緣，外側邊緣朝向框體外，

   而內側邊緣朝向框體內，外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

   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技術，由證據4 說明

   書之中譯本第2 頁第18至21行記載：裝設旋轉器(7) 係裝複

   數片之靜翼(6) 。各靜翼之基部係結合在裝設旋轉器之外周

   面，且其翼端係熔接在外廓導管(3) 之內面。並參諸第2圖

   所示。可知證據4 之靜翼 設於旋轉器與外廓導管間，且靜

   翼包括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其外側邊緣朝向外廓導管外，

   而內側邊緣朝向外廓導管內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之「導

   流元件」、「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的技術特徵，已揭

   露於證據4 「靜翼」、「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再者

   ，系爭專利「至少一外擴部，設置於入風口或該出風口，可

   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部與該框體相連」技術

   ，由證據4 之中譯本第2 頁第17至18行記載：筒狀之外廓導

   管(3) 係分別在一側形成寬口件(l) 。並參諸第2 圖所示。

   可知證據4 之外廓導管於風路之入風口端形成一寬口件。故

   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寬口件」。

 揭露導流元件外側接觸連接於框體或框體與外擴部相連處：

   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外側邊緣與扇框之接觸點位於框體，

   或位於框體與外擴部相連處」技術，由證據4 說明書之中譯

   本第2 頁第20至21行記載：各靜翼(6) 之基部係結合在裝設

   旋轉器(7) 外周面，且其翼端係熔接在外廓導管(3) 之內面

   。並參諸第2 圖所示。可知證據4 之靜翼由其基部連接於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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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器之外周面，另一端連接熔接在外廓導管之內面。故系爭

   專利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接觸連接於框體或框體與外擴部相

   連處的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之靜翼連接於外廓導管內面

   之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靜翼結構之簡單改變：

   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該出風口或該入風口平面

   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技術特徵部分，由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8 頁第16至23行之記載內容 ，可知系爭

   專利所具有「彈空深度」技術特徵係為導流元件(25)之外側

   邊緣(252) 與框體表面形成不同平面等技術，在系爭專利請

   求項26僅界定「導流元件之一側邊緣與出風口或該入風口平

   面形成一彈空深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技術特徵，並未

   界定形成「彈空深度」詳細結構，而證據4 於圖示揭露其靜

   翼外側邊緣與風路之出風口端存有一間隔，使靜翼外側邊緣

   與風路出風口外端不在同一平面上，故系爭專利「彈空深度

   」技術特徵，僅為證據4 第2 圖之靜翼結構之簡單改變，同

   時可達到系爭專利能解決殘餘料件之缺點，並提升運轉效率

   之功效。

 (2)證據4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6之技術特徵：

   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26與證據4 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開

   口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的技術特徵，揭露於

   證據4 「具開孔之外廓導管」、「風路入風口」、「風路出

   風口」；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之

   「旋轉器」；系爭專利「葉輪」的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葉輪」；系爭專利「導流元件」、「外側邊緣」及「內側

   邊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靜翼 」「外側邊緣」及

   「內側邊緣」；系爭專利「外擴部」的技術特徵，揭露於證

   據4 「寬口件」；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與框體連接

   的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4 之靜翼外側邊緣連接於外廓導管

   內面之技術內容。而系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僅為

   證據4 第2 圖之靜翼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

   項26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 之先前

   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32.組合證據2 及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1)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6之技術特徵：

   系爭專利「開口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

   徵，由證據2 說明書之中譯本【0012】第3 至4 行記載：送

   風單元由圓筒狀之本體外殼(2)及送風機所構成；本體外殼

   具備二端開放之通風道(1)。並參諸第7圖所示。可知證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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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風扇本體外殼設有二端開放之通風道1，該通風道界定有

   一圓筒狀通道，且圓筒狀通道有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可供

   流體由入風口往出風口方向流動之技術內容。故系爭專利之

   「開口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

   於證據2 「二端開放之通風道」、「入風口」、「出風口」

   。系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由證據2 說明書之中譯

   本【0012】第8 至10行記載：電動機(5) 由軸承保持件(6)

   形成同心狀之構成，該軸承保持件由在本體外殼之內周側，

   其一端側被固定之裝設腳所固定。可知證據2 具有一固定之

   裝設腳，以使電動機對應通風道而固定之技術內容。故系爭

   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裝設腳」。系

   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2 圖揭示葉輪設置於

   旋轉器之技術內容，故可知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

   露於證據2 「葉輪」。系爭專利「導流元件」技術特徵，由

   證據2 說明書【0019】第11至12行記載：送風單元將靜翼設

   在具備裝設腳之部件。可知證據2 之靜翼設於裝設腳之部件

   與通風道間，且靜翼包括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其外側邊緣

   朝向通風道外，而內側邊緣朝向通風道內之技術內容。故系

   爭專利「導流元件」、「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技術特

   徵，揭露於證據2之「靜翼」、「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

   」。

 (2)外擴部技術特徵為吸氣寬口件或排氣寬口件之簡單改變：

   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7 圖可知送風單

   元本體外殼(2) 兩側可外接吸氣寬口件(20)或排氣寬口件(2

   1)，其雖與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有差異，惟其差異

   僅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2 之外接吸氣寬

   口件或排氣寬口件結構之簡單改變。故系爭專利「外擴部」

   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之外接吸氣寬口件或排氣寬口件結構

   之簡單改變。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接觸連接於框體

   或框體與外擴部相連處之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7 圖揭示靜

   翼外側邊緣一端連接於通風道內壁之技術內容。

 (3)組合證據2 及3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6之技術特徵：

   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26與證據2 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開

   口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

   據2 「二端開放之通風道」、「入風口」、「出風口」；系

   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裝設腳」；

   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葉輪」；系爭

   專利「導流元件」、「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技術特徵

   ，揭露於證據2 「靜翼16」、「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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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之外接吸

   氣寬口件或排氣寬口件結構之簡單改變；系爭專利之導流元

   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的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

   2 圖7 靜翼16外側邊緣連接於通風道1 之技術內容。而系爭

   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雖未為證據2 所揭露，惟其僅

   為證據3 之導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

   項26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已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33.組合證據2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比較系爭專利請求項26與證據2 之結構，可知系爭專利「開

   口之框體」、「入風口」、「出風口」技術特徵，揭露於證

   據2 「二端開放之通風道」、「入風口」、「出風口」；系

   爭專利「馬達底座」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裝設腳」；

   系爭專利「葉輪」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2 「葉輪」；系爭

   專利「導流元件」、「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技術特徵

   ，揭露於證據2 「靜翼16」、「外側邊緣」及「內側邊緣」

   ；系爭專利「外擴部」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之外接吸氣寬

   口件(20)或排氣寬口件(21)結構之簡單改變；系爭專利之導

   流元件連接於馬達底座與柱狀通道內壁之技術特徵，揭露於

   證據2 第7 圖靜翼外側邊緣連接於通風道之技術內容。而系

   爭專利「彈空深度」技術特徵，雖未為證據2 所揭露，惟其

   僅為證據4 之靜翼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

   26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2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34.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7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7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2 第7 圖揭示靜

   翼(16)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本體外殼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本

   體外殼內，其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係相互平行之結構；同時

   證據3 第6 圖揭露之導向翼片(18)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框體

   12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框體內之技術特徵，雖證據3 之導向

   翼片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並非相互平行。惟證據3 揭示導向

   翼片形狀可作各種形狀之改變，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導流

   元件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相互平行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導

   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因證據

   3 與組合證據2 及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

   ，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7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所揭露，

   或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之簡單改變。因此，系爭專利請

   求項27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

   合證據2 、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7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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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進步性。

35.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28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8之附屬技術特徵，由證據3第6圖揭露導向

   翼片(18)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框體(12)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

   框體內之技術特徵。雖證據3 之導向翼片外側邊緣與內側邊

   緣系分二階梯段相互平行，惟證據3揭示導向翼片形狀可作

   各種形狀之改變，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

   與內側邊緣相互平行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

   之簡單改變，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證據4第1、2圖揭

   露靜翼包括一外側邊緣朝向外廓導管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外

   廓導管內。雖證據4 之靜翼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相互平行，

   惟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導流元件外側邊緣與內側邊緣相互不

   平行之技術特徵，僅為證據4 靜翼形狀之簡單改變，並未產

   生無法預期之功效。證據5 第1 圖揭露靜翼(31)包括一外側

   邊緣朝向外部框外與一內側邊緣朝向內部框內，其外側邊緣

   與內側邊緣係相互不平行之結構。因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8之附

   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5 所揭露，或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或證

   據4 靜翼之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28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

   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28不具進步性。

36.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9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9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靜翼(16)、證

   據3 導向翼片(18)或證據4 靜翼(6) 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

   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29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

   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

   項29不具進步性。

37.證據3 或組合證據5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0不具進步性：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8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30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3 導向翼片(18)或證據

   5 靜翼之形狀結構的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30亦

   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0不具進步性

   。

38.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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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1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8不具進步性，而

   系爭專利請求項31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靜翼(16)、證

   據3 導向翼片(18)或證據4 靜翼(6) 之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

   。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31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

   求項31不具進步性。

39.證據3 或組合證據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2不具進步性：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8不具進步性，因系爭專利

   請求項32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導向翼片(18) 或證據5

   靜翼(6) 形狀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32亦為其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

   5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2不具進步性。

40.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33不具進步性：

   證據3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而系爭

   專利請求項33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導向翼片(18)、證

   據4 葉輪(4) 或證據5 靜翼(6) 形狀結構及其結構相關連結

   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33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或證據4或組合證據3及5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3不具進步性

   。

41.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4不具進步性：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3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34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葉輪(11)或證據3 風扇

   扇葉(112( 之形狀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34亦

   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2 或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4不具進步性

   。

42.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35不具進步性：

   證據3或證據4或組合證據3及5或組合證據4及5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33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35之附屬技術

   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4) 、證據5 動翼(61)形狀結構所揭露

   ，並為證據3 風扇扇葉(112) 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

   求項35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

   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

   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5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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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

   證據4 及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6不具進步性：

   證據3或證據4或組合證據3及5或組合證據4及5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35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36之附屬技術

   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4) 、證據5 動翼(61)之形狀結構所揭

   露，並為證據3 風扇扇葉(112) 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

   請求項36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

   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6不具進步性。

44.證據3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7不具進步：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5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37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11)或證據3 風扇

   扇葉(112) 形狀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37亦為

   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7不具進步性

   。

45.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38不具進步性：

   證據3或證據4或組合證據3及5或組合證據4及5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35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38之附屬技術

   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4) 、證據5 動翼(61)形狀結構所揭露

   ，並為證據3 風扇扇葉(112) 形狀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

   專利請求項38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

   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

   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8不具進步性。

46.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9具進步性：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5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39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11)或證據3 風扇

   扇葉(112) 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39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

   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9不具進

   步性。

47.證據3 或組合證據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0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3不具進

   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40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風扇

   扇葉(112) 與導向翼片(14)、證據5 動翼(61)與靜翼(31)形

   狀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0亦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之先前技術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0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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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1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3不具進步性，而

   系爭專利請求項41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葉輪與靜翼

   、證據4 葉輪與靜翼，並為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相對

   應之形狀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1亦為其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

   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1不具進步性。

49.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2不具進步性：

   證據3或組合證據2及3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1不具進步性

   ，而系爭專利請求項42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2 葉輪與

   靜翼、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向翼片之對應結構之簡單改變。

   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2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2 及3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42不具進步性。

50.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3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1不具進步性，而系爭

   專利請求項43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葉輪與靜翼之結

   構所揭露，並亦為證據2 葉輪與靜翼、證據3 風扇扇葉與導

   向翼片之對應結構之簡單改變。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3亦

   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

   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

   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3不具進步性。

51.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44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而

   系爭專利請求項44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導向翼片、

   證據4 靜翼、證據5 靜翼之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

   求項44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

   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

   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4不具進步性。

52.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45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而

   系爭專利請求項45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之進口及出

   口端斜角、證據4之R角形狀寬口件、證據5之進口及出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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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弧狀之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5亦為其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

   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

   請求項45不具進步性。

53.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可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46不具進步性：

   證據3 或證據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而

   系爭專利請求項46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證據4 及

   證據5 之軸流式風扇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6

   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3 及5 或組合證據4 及5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成

   ，系爭專利請求項46不具進步性。

54.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7不具進步性：

   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

   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47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截

   頭圓錐狀中空體外側邊徑向具有坡度之結構所揭露。準此，

   系爭專利請求項47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依證據4或組合證據2及4或組合證據3及4之先前技術能輕易

   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7不具進步性。

55.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8不具進步性：

   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

   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48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截

   頭圓錐狀中空體漸縮減外側平面之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

   專利請求項48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術能輕易完

   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8不具進步性。

56.證據3 或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3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

   證據3 及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9不具進步性：

   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

   步性，而系爭專利請求項49之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證據4 截

   頭圓錐狀中空體漸縮減外側表面之結構形狀的簡單改變。準

   此，系爭專利請求項49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證據4 或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證據3 及4 之先前技

   術，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9不具進步性。

57.證據3 或組合證據5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0不具進步性：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6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

   請求項50之附屬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框體及證據5外部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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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所揭露。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50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5 之先前技術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0不具進步性。

(四)證據3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及26不具有進步性：

   原告雖於本院103 年6 月5 日言詞辯論期日簡報及103 年1

   月24日行政訴訟起訴狀主張：自專利舉發審定書及訴願決定

   書，可見證據3 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具有差異，且差異

   在於「系爭專利導流元件之外側邊緣形成於扇框內壁位置，

   而證據3 係形成於外擴部內壁」。被告主觀認定此為具有通

   常知識者即能輕易思及之簡單改變，且具有改善習知製作扇

   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之缺點，並用以整流及降低噪音之

   功效。並未附任何理由，驟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相較於

   證據3 不具進步性之論斷。因證據3 係揭示一風向出口控制

   裝置，其利用流體控制元件使流體在徑向上產生較大的壓力

   變化，進而影響流體流動的方向，增加散熱能力，因證據3

   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及所能達到之功效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之發明不同。而由證據3 說明書及圖式，均未明確記載風向

   出口控制裝置包括至少一外擴部設置於入風口或出風口，可

   增加氣流流入或流出之面積，且外擴部與框體相連之技術特

   徵，實難謂證據3 之框體口內側壁面所形成之傾斜結構，等

   同於本件與框體相連接，而可增加氣流流出面積之外擴部，

   證據3 無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外擴部」之技術特徵

   。準此，被告未將系爭專利之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

   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作整體予以考量，逕

   自以為風扇框體之型態設計及導流元件設置之位置，均可為

   簡單變化而得眾多不同之功效。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

   對於證據3 ，不僅所欲解決之問題不同，亦具有不同之結構

   ，其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不同，且所能達成之功效不相同，

   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據3 具有進步性云云。然查

   ：

 1.證據3 揭露技術內容並為簡單改變而能輕易完成：

   自系爭專利說明書第8 頁第16至23行記載之內容，可知系爭

   專利所具有「彈空深度」技術特徵，主要係利用導流元件

    (25) 外側邊緣(252) 與框體表面形成不同平面，以避免扇

   框在開模後，在框體與靜葉連接處會產生殘餘料件之缺點。

   證據3 雖未直接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導流元件之一

   側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技術特徵。

   然由證據3 說明書第7 頁第9 至11行、第8 頁第6 至11行、

   第12頁第9 至10行記載之內容，揭示證據3 導向翼片形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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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各種形狀之改變，進以達到改善及控制流體流動方向之作

   用與功效，增加風扇散熱能力及減小噪音，且證據3 第4 圖

   亦揭示框體(12)於進口(122) 端及出口(123) 端位置設有外

   擴之斜面形狀，其第6 圖揭示導向翼片(18)係一L 型形狀，

   其外側邊緣與框體之出口表面為不同平面之技術內容。準此

   ，證據3 之技術手段可達到控制流體流動方向之作用，減小

   噪音產生，並提昇散熱效率，使裝置整體散熱效果增加，此

   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相同，自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

   技術。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之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3之

   技術內容，並為證據3 之簡單改變而能輕易完成。

 2.證據3 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相同：

   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所記載之發明標的為風扇之結構，並

   非風扇之製造方法，而如何減少殘餘料件係屬風扇成型過程

   之製造方法。系爭專利雖於說明書第5 頁記載：由於扇框係

   利用模具製造，不論是肋條(15a) 或是靜葉(15b) ，受限於

   模具之開模限制，在脫模時於肋條或靜葉與框體(11)連結處

   會產生殘餘料件(19)，使得氣流受阻，並影響原有流道之暢

   通。惟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之所有技術特徵，揭露於證據

   3 ，且射出成型加工技術中為減少脫模時於連接處產生殘餘

   料件，本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習知技術中所

   欲解決之複雜問題，而系爭專利僅於說明書，揭示以出風口

   或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之結構即可減少殘餘料件之問

   題，並未詳細揭示該技術手段如何可解決殘餘料件之問題，

   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僅記載「彈空深度」結構之技術特

   徵。在證據3 揭露出風口平面具有彈空深度之結構，故與系

   爭專利所欲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相同，亦可達成減少殘餘料

   件之功效，並產生提升氣流整流及減小噪音之相同結果。準

   此，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據3 具有進步

   性云云，即不足採。

(五)證據4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及26不具有進步性：

   原告固於本院103 年6 月5 日言詞辯論期日簡報及103 年1

   月24日行政訴訟起訴狀主張：證據4 第2 圖所揭示之技術係

   利用熔接之方式使靜翼(6) 連接於外導管(3) 之內面，並無

   揭示脫模所造成殘餘材料之問題，因而無法解決系爭專利所

   欲解決之問題及無法完成系爭專利所能達到之功效。而證據

   4 之第2 圖及對應敘述僅為粗略圖示，並無明確記載直管型

   軸流送風機之外導管具有一柱狀通道之框體，柱狀通道二端

   於框體上各形成一入風口及一出風口；暨葉輪(4) 設置於旋

   轉器(7 )。反之，系爭專利請求項1 存在有「導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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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框」、「葉輪」技術特徵，且請求項26亦存在有「外側

   邊緣與出風口或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葉輪」、

   「導流元件」技術特徵，故證據4 第2 圖未揭露系爭專利請

   求項1 及26之技術特徵。在證據4 之說明書及圖式，均未揭

   示如何透過其電動機(5) 及旋轉器，達到如同系爭專利可改

   善殘餘料件之缺點及可整流及降低噪音之功效。職是，足見

   證據4 與系爭專利之結構不同、設置之方式不同，且其所欲

   解決之技術問題以及所能達到之功效均與系爭專利不同，故

   實難以透過證據4 而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有進步性。況訴願決

   定說明證據3 、證據4 、組合證據2 及3 、組合證據2 及4

   或組合3 及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不具進步性

   之部分，僅說明證據3 部分，並未比對及說明證據4 如何已

   揭露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即遽然認定證據3 、4 均具有改

   善習知扇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並用以整流及降低

   噪音之功效，而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不具進步性，顯未

   附理由而作出行政處分。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相對於證

   據4 具有進步性云云。惟查：

 1.證據4揭露技術內容並為簡單改變而能輕易完成：

   比對證據4 與系爭專利，可知證據4 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之所有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之「導流元件」、「扇框

   」、「葉輪」等結構，已可對應證據4 「靜翼」、「外廓導

   管」、「葉輪」等結構，而系爭專利「外側邊緣與出風口或

   入風口平面形成一彈空深度」，已為證據4 之靜翼(6) 結構

   形狀之簡單改變。而證據4 係利用葉輪靜翼之設計以獲得較

   高之靜壓，以達成較佳散熱效率之功效，此與系爭專利所欲

   解決之問題相同，自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是系爭專

   利請求項1 及26之技術特徵，已為證據4 之技術內容經簡單

   改變而能輕易完成。

 2.證據3 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相同：

   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所記載之發明標的為風扇之結構，並

   非風扇之製造方法。在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之所有技術特

   徵已揭露於證據4 中，而證據4 揭露出風口平面具有彈空深

   度之結構，其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與系爭專利相同，自亦可

   達成減少殘餘料件之功效，並產生提升氣流整流及減小噪音

   之相同結果。訴願決定雖未詳細比對及說明證據4 如何已揭

   露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惟被告之原處分已指出系爭專利之

   各技術特徵可對應至證據4 所揭露之相對應結構，且原處分

   與訴願決定認定結果相同。準此，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

   1 及26相對於證據3 具有進步性云云，即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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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證據2 至5 可證明系爭專利之附屬請求項不具有進步性：

   原告雖於103 年1 月24日行政訴訟起訴狀主張：系爭專利附

   屬項2 至25及27至50項，相對於證據2 、3 、4 、5 之組合

   具有進步性；且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明顯未正確解讀證據3 及

   證據4 所揭露之說明書文字內容，即遽然認定系爭專利之技

   術特徵即導流元件之外側邊緣形成於扇框內壁位置，其與證

   據3 係形成於外擴部內壁之差異，為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輕易

   思及之簡單改變，且未附理由即認定證據4 亦具有改善，習

   知製作扇框開模後產生殘餘料件的缺點，以及用以整流及降

   低噪音之功效，明顯有違專利審查基準對於進步性的判斷之

   相關規定云云。惟比對證據3 及證據4 與系爭專利就技術特

   徵之比對，可知證據3 或證據4 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及26

   之所有技術特徵，而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25及27至50分別直

   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或26，且其附屬技術特徵，分別已

   揭露於證據2 、3 、4 或5 之技術內容，為其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2 、證據3 、證據4 或證據5 之技

   術內容經簡易改變或加以簡單組合，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

   請求項2 至25及27至50，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25 及27 至

   50亦不具進步性。準此，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25與

   27至50均有進步性云云，即不足採。

七、本判決結論：

   綜上所述，原告前於102 年4 月12日提起系爭專利更正本，

   並經被告審定准予更正並公告。本件依被告機關於102 年7

   月11日更正之公告本內容進行審查，更正公告後之申請專利

   範圍共50項，其中請求項1及26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

   故本院依102 年7 月11日公告本進行比對。準此，證據3 、

   4 之單獨或組合證據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6不具進步

   性，而證據2 、3 、4 、5 之單獨或組合證據可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2 至25、27至50不具進步性，故本院認同原處分「

   請求項1 至50舉發成立應予撤銷」審定。職是，被告以系爭

   專利違反9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22條第4 項之規

   定，所為舉發成立之審定，其於法並無不合，訴願決定予以

   維持，亦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毋庸審究部分之說明：

   因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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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10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忠行

　　　　　　　　　　　　　　　　法　官　熊誦梅

　　　　　　　　　　　　　　　　法　官　林洲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一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情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  。                            │

│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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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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