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0 1

                                            1 0 7年度行專訴字第5 8號     0 2

              0 3

         原　　　告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 4

              0 5

              0 6

         代　表　人　海英俊（董事長）     0 7

              0 8

         訴訟代理人　薛郁蕙律師     0 9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 0

              1 1

              1 2

         代　表　人　洪淑敏（局長）     1 3

              1 4

         訴訟代理人　黃濟陽　　　     1 5

         參　加　人　黃世昌　　　     1 6

         訴訟代理人　黃耀霆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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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8

         7  年5  月4  日經訴字第1 0 7 0 6 3 0 4 1 9 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1 9

         ，本院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2 0

         ：     2 1

             主  文     2 2

         原告之訴駁回。     2 3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2 4

             事實及理由     2 5

         一、事實概要：     2 6

         1



         

         

             原告前於民國 9 3  年 1 1  月 2 6  日以「馬達」向被告申請發     0 1

             明專利，經被告編為第9 3 1 3 6 4 4 8號審查，於9 5年1  月1 1日審     0 2

             定准予專利，並發給發明第I 2 4 7 0 8 6  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     0 3

             專利）。原告復於9 5年1 2月2 2日於另案舉發案（N 0 1  ）中提     0 4

             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嗣參加人於9 9年7  月2 9日     0 5

             以該專利有違核准時專利法第2 2條第4  項、第2 6條第2  項、     0 6

             第3  項及第6 4條第2  項之規定，不符發明專利要件，對之提     0 7

             起本件舉發案（N 0 2  ），而系爭專利9 5年1 2月2 2日申請專利     0 8

             範圍更正本並經另案舉發案（N 0 1  ）爭訟審理之本院9 9年1 1     0 9

             月1 8日9 9年度行專訴字第6 8號行政判決認已實質變更申請專     1 0

             利範圍，不應准予更正，發回被告機關另為處分，被告即依     1 1

             該判決意旨函請原告更正，原告於1 0 0  年1 1月1 1日於另案舉     1 2

             發案（N 0 1  ）中再提出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經被告審查准     1 3

             予更正，惟經本院1 0 5  年2  月2 6日1 0 4  年度行專更（一）字     1 4

             第6  號行政判決認已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不應准予更正     1 5

             ，被告續依該判決意旨將前揭1 0 0  年1 1月1 1日更正本不准更     1 6

             正之事由通知原告，原告則於1 0 5  年6  月2 7日於該案舉發案     1 7

             （N 0 1  ）中表示將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回復至核准時之     1 8

             原公告本，被告乃公告撤銷前揭9 5年1 2月2 2日及1 0 0  年1 1月     1 9

             1 1日申請發明專利範圍更正公告本，而依系爭專利核准時原     2 0

             公告本審查，以1 0 6  年1 2月1 2日（1 0 6  ）智專三（三）0 4 0 7     2 1

             6  字第1 0 6 2 1 2 6 1 1 4 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  至4  、     2 2

             6  、8  至1 3、1 5至1 6、1 8、2 0至2 1、2 3至2 5、2 7、2 9至3 7、     2 3

             3 9、4 1至4 5、4 7至4 8舉發成立，應予撤銷」及「請求項5  、     2 4

             7  、1 4、1 7、1 9、2 2、2 6、2 8、3 8、4 0、4 6、4 9舉發不成立     2 5

             」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就舉發成立部分不服，提起     2 6

         2



         

         

             訴願，經經濟部以1 0 7  年5  月4  日經訴字第1 0 7 0 6 3 0 4 1 9 0  號     0 1

             決定駁回，原告仍未甘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因     0 2

             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應予撤銷，參加人     0 3

             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     0 4

             本件被告之訴訟。     0 5

         二、原告聲明請求判決撤銷「請求項1  至4  、6  、8  至1 3、1 5至     0 6

             1 6、1 8、2 0至2 1、2 3至2 5、2 7、2 9至3 7、3 9、4 1至4 5、4 7至     0 7

             4 8舉發成立，應予撤銷」部分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主張     0 8

             ：     0 9

           (一)證據3  ，或證據1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1 0

             ~ 4、6  、1 0 ~ 1 3  、1 5 ~ 1 6  、1 8、2 0 ~ 2 1  、2 3 ~ 2 5  、2 7、3 1 ~     1 1

             3 7、3 9、4 3 ~ 4 5  、4 7 ~ 4 8  不具進步性：     1 2

           1 .證據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獨立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其     1 3

             理由如下：     1 4

             證據3  為9 3年2  月1 1日公告之我國第5 7 6 5 8 8號「具有磁性油     1 5

             封結構之馬達」新型專利案，根據證據3  之第一圖、第三圖     1 6

             與其說明書第8  頁最後一段「扣環6 0係扣接於該軸心5 3之溝     1 7

             槽5 4上，且該扣環6 0係位於該含油軸承3 0上方，該扣環6 0可     1 8

             大致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俾藉該扣環6 0、含油軸承3 0與     1 9

             軸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所載，證據3  之C  型扣     2 0

             環6 0實質上呈扁平式的中空環狀平面結構(  由其第一圖觀之     2 1

             ，扣環6 0更有一缺口)  垂直於該軸心5 3之溝槽5 4，於溝槽5 4     2 2

             之相對處並不具有延伸儲液壁結構，且扣環6 0係位於含油軸     2 3

             承3 0及導磁蓋7 1之間而扣接於軸心5 3之溝槽5 4上，並未固定     2 4

             於基座1 0上。因此，明顯地證據3  並未揭露系爭專利之請求     2 5

             項1  所載之「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以及「其中該油封包     2 6

         3



         

         

             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等技術     0 1

             特徵及連結關係。由於系爭專利之油封的第一儲液壁2 5 1  位     0 2

             於軸心2 4之一凹陷部2 4 0  相對處，使得當潤滑液自軸心2 4與     0 3

             軸承2 3之間溢出時，大部分潤滑液都會被第一儲液壁2 5 1  導     0 4

             引而流至第一儲液槽2 5 2  中，潤滑液便可經由回流後再度回     0 5

             到軸心2 4與軸承2 3之間(  回流方向如系爭專利之第四圖中之     0 6

             箭頭A  所示)  。明顯地，第一儲液壁2 5 2  由於其位於馬達結     0 7

             構所在之位置及儲液壁面的設計，使其具有導引潤滑液回流     0 8

             ，以供軸心及軸承潤滑之功效，反觀證據3  之第一道簡易油     0 9

             封係由扁平C  型扣環設置，其並未揭露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     1 0

             壁設計，且證據3  之說明書亦無隻字提及該扣環6 0有如同系     1 1

             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所具有之導引潤滑液回流之功效，因此     1 2

             證據3  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之油封的第一儲液壁的技術特徵無     1 3

             異於其扣環之功效。此外，系爭專利之油封2 5係固定於基座     1 4

             2 0上，此將使得油封2 5與軸承2 3、轉子2 2及其軸心2 4之間存     1 5

             在穩定的相對組合結構，然證據3  所揭露之C  型扣環6 0係位     1 6

             於含油軸承3 0及導磁蓋7 1之間且扣接於軸心5 3之溝槽5 4，證     1 7

             據3  之C  型扣環6 0僅扣接於軸心5 3之溝槽5 4並未固定於基座     1 8

             上，換言之，C  型扣環6 0仍可能會移動，因此證據3  之扣環     1 9

             6 0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之油封可以穩固地固定於基座之功效     2 0

             。     2 1

             又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載之發明與證據3  間存在前述重要技     2 2

             術特徵差異，且證據3  並無任何教示或建議，使該發明所屬     2 3

             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無法參酌證據3  之內容及申請時     2 4

             的通常知識，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發明並達成前述之功     2 5

             效，因此，證據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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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

             再者，按被告專利舉發審定書內容之比對，僅將證據3  之基     0 2

             座加軸承套、含油軸承、扣環、轉子、軸心、溝槽、線圈組     0 3

             分別對應系爭專利之基座、軸承、油封、轉子、軸心、凹陷     0 4

             部、驅動部，卻未明確比對與論述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載之     0 5

             「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以及「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     0 6

             ，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等技術特徵及連結關係     0 7

             ，而率斷「兩者差別僅是油封固定位置之些微差異，且皆用     0 8

             以避免潤滑液外流之功效相同」，其實有擴張或錯誤解讀證     0 9

             據3  之違誤。此外，被告率認證據3  已揭露油封具有第一儲     1 0

             液壁（相當於證據3  之扣環6 0、含油軸承3 0與軸心5 3所形成     1 1

             油封結構），然證據3  於其說明書及圖式中並無隻字記載或     1 2

             任何圖式顯示相對於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被告對前揭事     1 3

             實認定核有違誤，與證據所載不符。     1 4

             根據證據3  說明書第六頁第三段之內容「習知馬達轉子之軸     1 5

             心在穿過定子之含油軸承後，為避免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     1 6

             ，一般需設有適當的油封結構。傳統的方式係於軸心上扣接     1 7

             一扣環，使形成一道簡易油封結構，但此方式並無法有效的     1 8

             防止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因此導致含油軸承的使用壽命     1 9

             大幅的縮短。」以及證據3  說明書第六頁第五段之內容「本     2 0

             創作之主要目的，在於可提供一種具有磁性油封結構之馬達     2 1

             ，利用磁流體與磁鐵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磁力，使磁流體緊密     2 2

             的吸附於軸心與磁鐵的間隙形成第二道油封的回路，以期能     2 3

             完全密閉構成一供油回路，不會使得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     2 4

             ，可大幅增加含油軸承之使用壽命。」，明顯地證據3  所揭     2 5

             露之內容已認"  傳統的方式於軸心上扣接一扣環所形成之簡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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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油封結構，並無法有效的防止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因     0 1

             此導致含油軸承的使用壽命大幅的縮短"  ，且證據3  實施例     0 2

             中所載之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即是利用C  型扣環扣接於軸心     0 3

             ，此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並無法有效的防止含油軸承之含浸     0 4

             油散失，證據3  主要是利用磁性油封的第二道油封結構來達     0 5

             到防止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因此證據3  所揭露者並非如     0 6

             舉發審定理由所載「證據3  之基座加軸承套、含油軸承、扣     0 7

             環、轉子、軸心、溝槽、線圈組分別對應系爭專利之基座、     0 8

             軸承、油封、轉子、軸心、凹陷部、驅動部，兩者差別僅是     0 9

             油封固定位置之些微差異，且皆用以避免潤滑液外流之功效     1 0

             相同」，被告實有錯誤解讀證據及理由不備之違誤。更甚者     1 1

             ，證據3  所揭露之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係利用扣環扣接於軸     1 2

             心，相對於系爭專利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及達到之功效(  可     1 3

             回收大部分之潤滑液，避免大量潤滑液外流，改善自我潤滑     1 4

             之功效，以及增加潤滑液的使用效率)  而言，由於證據3  說     1 5

             明書第六頁第三段之內容已記載利用扣環扣接於軸心會無法     1 6

             發揮作用效果，因此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於面對系     1 7

             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時通常不會考慮此方式，被告實有擴     1 8

             充解釋證據之違誤。     1 9

           2 .證據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2  至4  、6  、1 0至1 3、     2 0

             1 5至1 6不具進步性，其理由如下：     2 1

             系爭專利之請求項2  至4  、6  、1 0至1 3、1 5、1 6乃為獨立請     2 2

             求項1  之附屬項，包含所依附請求項1  之全部技術特徵，基     2 3

             於上述理由已可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與證據3  相較具有     2 4

             進步性的基礎上，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之附屬請求項     2 5

             2  至4  、6  、1 0至1 3、1 5至1 6項自然具備進步性之要件無誤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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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

             再者，系爭專利之請求項4  乃為請求項2  之附屬項，包含所     0 2

             間接與直接依附之請求項1  及請求項2  之全部技術特徵，且     0 3

             其中第一儲液壁係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     0 4

             面與該油封之間所形成之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     0 5

             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證據3  僅揭露扣環6 2、含油     0 6

             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證據3  並未揭     0 7

             露及教示「第一儲液壁係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     0 8

             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所形成之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     0 9

             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之技術特徵，且系爭     1 0

             專利之油封2 5之第一儲液壁2 5 1  及第一儲液槽2 5 2  具有導引     1 1

             、阻擋、儲存及回收潤滑液之功效(  證據3  之說明書亦無隻     1 2

             字提及該扣環6 0有導引潤滑液回流之功效)  ，此非證據3  之     1 3

             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所能達成者。又系爭專利請求項4  所載     1 4

             之發明與證據3  間存在前述重要技術特徵差異，且證據3  並     1 5

             無任何教示或建議，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1 6

             ，無法參酌證據3  之內容及申請時的通常知識，而能輕易完     1 7

             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發明並達成前述之功效，因此，證據     1 8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1 9

             又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3乃為請求項2  之直接附屬項，包含所     2 0

             間接與直接依附之請求項1  及請求項2  之全部技術特徵，且     2 1

             該馬達更包括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處，用以     2 2

             儲存潤滑液，其中該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     2 3

             心設置。證據3  並未揭露及教示「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     2 4

             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及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     2 5

             由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功效。因此系爭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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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之請求項1 3具有進步性。     0 1

             此外，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5、請求項1 6乃為請求項1 3之直接     0 2

             附屬項，包含所間接與直接依附之請求項1  、請求項2  及請     0 3

             求項1 3之全部技術特徵，其中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5係界定該     0 4

             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6則界定儲液底槽     0 5

             可與基座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證據3  並未揭露及教示「儲     0 6

             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斜面為徑     0 7

             向延伸斜面」、「儲液底槽可與基座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     0 8

             之技術特徵及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由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     0 9

             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功效。明顯地，證據3  無法證明系爭專     1 0

             利之請求項1 5、請求項1 6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1 1

             可輕易完成者，因此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5、請求項1 6具有進     1 2

             步性。     1 3

           3 .組合證據1  、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1 4

             ，其理由如下：     1 5

             依據前揭理由，證據1  僅揭露馬達包括扇葉、外框，以及驅     1 6

             動部包括線圈與磁塊，並未揭露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  所載之     1 7

             油封結構，且證據3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多項技術特     1 8

             徵亦已如上開理由所述，因此即便組合證據1  、3  亦無法證     1 9

             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2 0

             被告之前揭審定書理由已錯誤解讀證據3  ，且未就系爭專利     2 1

             請求項1  所載之技術特徵及構成要件與證據3  逐一對應比對     2 2

             並論述是否被證據3  所揭露，並且如該技術特徵未為證據3     2 3

             所揭露則所謂「兩者差別僅是油封固定位置之些微差異，且     2 4

             皆用以避免潤滑液外流之功效相同」而率斷「其所屬技術領     2 5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     2 6

         8



         

         

             ，究竟係依證據3  之何項技術特徵轉用、等效置換或依何項     0 1

             技術特徵之教示、建議而能輕易完成亦無論述？換言之，被     0 2

             告機關未依進步性之審查原則進行審查。被告機關未詳為調     0 3

             查並於其審定書理由中論述而逕認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證     0 4

             據1  係為系爭專利所載之先前技術與證據3  皆為馬達相同之     0 5

             技術領域，組裝結構及所欲解決馬達潤滑之問題具有共通性     0 6

             ，故兩者有組合動機，且由於證據3  已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0 7

             求項1  不具進步性，是以組合證據1  、3  自亦足以證明系爭     0 8

             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其顯有理由不備及適法不當之     0 9

             違誤。     1 0

           4 .組合證據1  、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2  至4  、6  、     1 1

             1 0至1 3、1 5至1 6不具進步性，其理由如下：     1 2

             系爭專利之請求項2  至4  、6  、1 0至1 3、1 5至1 6為獨立請求     1 3

             項1  之直接或間接附屬項，包含所直接或間接依附之請求項     1 4

             1  之全部技術特徵，基於上述理由已可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     1 5

             項1  具有進步性的基礎上，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之附     1 6

             屬請求項2  至4  、6  、1 0至1 3、1 5至1 6相較於證據3  與證據     1 7

             1  之組合自然具備進步性之要件無誤。     1 8

             再者，系爭專利之請求項4  乃為請求項2  之附屬項，包含所     1 9

             間接與直接依附之請求項1  及請求項2  之全部技術特徵，且     2 0

             其中第一儲液壁係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     2 1

             面與該油封之間所形成之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     2 2

             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證據3  僅揭露扣環6 2、含油     2 3

             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證據3  並未揭     2 4

             露及教示「第一儲液壁係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     2 5

             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所形成之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     2 6

         9



         

         

             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之技術特徵，且系爭     0 1

             專利之油封2 5之第一儲液壁2 5 1  及第一儲液槽2 5 2  具有導引     0 2

             、阻擋、儲存及回收潤滑液之功效(  證據3  之說明書亦無隻     0 3

             字提及該扣環6 0有導引潤滑液回流之功效)  ，此非證據3  之     0 4

             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所能達成者。又系爭專利請求項4  所載     0 5

             之發明與證據3  間存在前述重要技術特徵差異，且證據3  並     0 6

             無任何教示或建議，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0 7

             ，無法參酌證據3  之內容及申請時的通常知識，與先前技術     0 8

             組合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發明並達成前述之功     0 9

             效，因此，證據3  與先前技術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1 0

             項4不具進步性。     1 1

             又證據1  僅揭露馬達包括扇葉、外框，以及驅動部包括線圈     1 2

             與磁塊，並未揭露如系爭專利之油封結構，且證據3  未揭露     1 3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多項技術特徵亦已如上開理由所述，因     1 4

             此即便組合證據1  、3  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2  至4     1 5

             、6  不具進步性。此外，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3乃為請求項2     1 6

             之直接附屬項，包含所間接與直接依附之請求項1  及請求項     1 7

             2  之全部技術特徵，且該馬達更包括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     1 8

             軸心的一頂端處，用以儲存潤滑液，其中該儲液底槽包括一     1 9

             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證據3  並未揭露儲液底槽包     2 0

             括斜面，且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證據1 (即系爭專利說明     2 1

             書所載之先前技術)  雖揭露儲液底槽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處     2 2

             以儲存潤滑液，但無揭露及教示「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     2 3

             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及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     2 4

             由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功效，因此組合     2 5

             證據1  、3  亦無揭露及教示「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     2 6

         1 0



         

         

             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及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由斜     0 1

             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功效。明顯地，組合     0 2

             證據1  、3  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3為所屬技術領域中     0 3

             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輕易完成者，因此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3具     0 4

             有進步性。     0 5

             此外，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5、請求項1 6乃為請求項1 3之直接     0 6

             附屬項，包含所間接與直接依附之請求項1  、請求項2  及請     0 7

             求項1 3之全部技術特徵，其中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5係界定該     0 8

             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6則界定儲液底槽     0 9

             可與基座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證據3  並未揭露儲液底槽包     1 0

             括斜面，且該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儲液底槽可與基座一體     1 1

             成型的方式製成等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說明書中記載之先前     1 2

             技術雖揭露儲液底槽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處以儲存潤滑液，     1 3

             但無揭露及教示「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     1 4

             設置」、「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儲液底槽可與基座一     1 5

             體成型的方式製成」之技術特徵及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由     1 6

             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功效，因此證據3     1 7

             與組合證據1  、3  亦無揭露及教示「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     1 8

             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儲     1 9

             液底槽可與基座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之技術特徵及達到當     2 0

             軸心旋轉時可藉由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     2 1

             功效。明顯地，組合證據1  、3  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     2 2

             1 5、請求項1 6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輕易完成     2 3

             者，因此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5、請求項1 6具有進步性。     2 4

           (二)證據3  與先前技術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2 0     2 5

             至2 1、2 3至2 5、2 7、2 9、3 1至3 3不具進步性：     2 6

         1 1



         

         

           1 .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獨立請求項     0 1

             1 8不具進步性，其理由如下：     0 2

             依據審定理由，被告機關已審認證據3  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     0 3

             求項1 8該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等特     0 4

             徵。再則，根據證據1  中的第一圖及第8  頁最後一段「習知     0 5

             技藝之基座1 0上包含一儲液底槽1 0 0  ，位於軸心1 4的頂端處     0 6

             ，通常為一封閉式之設計，可用以儲存自軸承1 3與軸心1 4之     0 7

             間溢出之潤滑液。」可得知，儲液底槽1 0 0  並未揭露任何斜     0 8

             面結構，且證據1  並無揭露及教示請求項1 8所載之「儲液底     0 9

             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及達到     1 0

             當軸心旋轉時可藉由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     1 1

             之功效。然被告機關卻僅依據圖示內容即率斷儲液底槽周緣     1 2

             略呈傾斜面，且謂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     1 3

             心設置僅係儲液底槽形狀的簡單變更。」被告機關之前述審     1 4

             定理由實有擴張解釋證據以及理由不備之違誤。綜上所述，     1 5

             組合證據1  、3  亦未揭露及教示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8所載之     1 6

             「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     1 7

             徵及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由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     1 8

             回收利用之功效，因此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     1 9

             法運用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而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請     2 0

             求項1 8之結構並達成相同功效，因此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8相     2 1

             較於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具有進步性。     2 2

           2 .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0至2 1     2 3

             、2 3至2 5、2 7、3 1至3 3不具進步性，其理由如下：     2 4

             系爭專利之請求項2 0至2 1、2 3至2 5、2 7、3 1至3 3乃為請求項     2 5

             1 8之直接或間接附屬項，包含所直接或間接依附獨立請求項     2 6

         1 2



         

         

             1 8之全部技術特徵，基於上述理由已可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     0 1

             項1 8相較於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具有進步性的基礎上，     0 2

             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8之附屬請求項2 0至2 1、2 3至2 5、     0 3

             2 7、2 9、3 1至3 3自然具備進步性之要件無誤。     0 4

             再者，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 0所載該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     0 5

             系爭專利請求項2 1所載該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一體成型；系     0 6

             爭專利請求項2 4所載該馬達更包含一油封，該油封係固定於     0 7

             該基座上，且該軸心係依續穿過該油封與該軸承設置，其中     0 8

             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     0 9

             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2 5所載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     1 0

             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     1 1

             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之技     1 2

             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2 7所載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     1 3

             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     1 4

             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間隙之技術特徵，其皆未為證據3     1 5

             與組合證據1  、3  所揭露，以及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難     1 6

             以證明系爭專利之上開技術特徵不具進步性之理由亦可參酌     1 7

             上述理由之論述，於此不再贅述。     1 8

           (三)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至3 7     1 9

             、3 9、4 3至4 5、4 7至4 8不具進步性：     2 0

           1 .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3 4不     2 1

             具進步性，其理由如下：     2 2

             依據證據3  之第一圖、第三圖與其說明書第8  頁最後一段「     2 3

             扣環6 0係扣接於該軸心5 3之溝槽5 4上，且該扣環6 0係位於該     2 4

             含油軸承3 0上方，該扣環6 0可大致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     2 5

             俾藉該扣環6 0、含油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     2 6

         1 3



         

         

             結構」所載，證據3  之C  型扣環6 0實質上呈扁平式的中空環     0 1

             狀平面結構(  由其第一圖觀之，扣環6 0更有一缺口)  垂直於     0 2

             該軸心5 3之溝槽5 4，於溝槽5 4之相對處並不具有延伸儲液壁     0 3

             結構，且扣環6 0係位於含油軸承3 0及導磁蓋7 1之間而扣接於     0 4

             軸心5 3之溝槽5 4上，並未固定於基座1 0上。因此，明顯地證     0 5

             據3  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4所載之「油封，固定於該基     0 6

             座上」以及「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     0 7

             一凹陷部之相對處」等技術特徵及連結關係。由於系爭專利     0 8

             之油封的第一儲液壁2 5 1  位於軸心2 4之一凹陷部2 4 0  相對處     0 9

             ，使得當潤滑液自軸心2 4與軸承2 3之間溢出時，大部分潤滑     1 0

             液都會被第一儲液壁2 5 1  導引而流至第一儲液槽2 5 2  中，潤     1 1

             滑液便可經由回流後再度回到軸心2 4與軸承2 3之間(  回流方     1 2

             向如系爭專利之第四圖中之箭頭A  所示)  。明顯地，第一儲     1 3

             液壁2 5 2  由於其位於馬達結構所在之位置及儲液壁面的設計     1 4

             ，使其具有導引潤滑液回流，以供軸心及軸承潤滑之功效，     1 5

             反觀證據3  之第一道簡易油封係由扁平C  型扣環設置，其並     1 6

             未揭露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設計，且證據3  之說明書亦無     1 7

             隻字提及該扣環6 0有如同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所具有之導     1 8

             引潤滑液回流之功效，因此證據3  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之油封     1 9

             的第一儲液壁的技術特徵無異於其扣環之功效。此外，系爭     2 0

             專利之油封2 5係固定於基座2 0上，此將使得油封2 5與軸承2 3     2 1

             、轉子2 2及其軸心2 4之間存在穩定的相對組合結構，然證據     2 2

             3  所揭露之C  型扣環6 0係位於含油軸承3 0及導磁蓋7 1之間而     2 3

             扣接於軸心5 3之溝槽5 4，證據3  之C  型扣環6 0僅扣接於軸心     2 4

             5 3之溝槽5 4並未固定於基座上，換言之，C  型扣環6 0仍可能     2 5

             會移動，因此證據3  之扣環6 0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之油封可     2 6

         1 4



         

         

             以穩固地固定於基座之功效。     0 1

             此外，被告機關已審認證據3  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3 4該     0 2

             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等特徵，且根     0 3

             據證據1  之第一圖及第8  頁最後一段「習知技藝之基座1 0上     0 4

             包含一儲液底槽1 0 0  ，位於軸心1 4的頂端處，通常為一封閉     0 5

             式之設計，可用以儲存自軸承1 3與軸心1 4之間溢出之潤滑液     0 6

             。」可得知，儲液底槽1 0 0  並未揭露任何斜面結構，且系爭     0 7

             專利先前技術並無揭露及教示請求項3 4所載之「油封，固定     0 8

             於該基座上」、「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     0 9

             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以及「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     1 0

             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及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由     1 1

             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功效。綜上所述，     1 2

             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亦未揭露及教示系爭專利之請求項     1 3

             3 4所載之「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其中該油封包含一     1 4

             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以及「儲     1 5

             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及     1 6

             達到當軸心2 4旋轉時可藉由斜面使潤滑液由軸心2 4與軸承2 3     1 7

             間回收利用之功效，因此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1 8

             無法運用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而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     1 9

             求項3 4之結構並達成相同功效，因此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     2 0

             3  不足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步性，換言之系爭專利     2 1

             請求項3 4具有進步性。     2 2

           2 .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不足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3 5至3 7     2 3

             、3 9、4 3至4 5、4 7至4 8不具進步性，其理由如下：     2 4

             系爭專利之系爭專利之請求項3 5至3 7、3 9、4 1、4 3至4 5、4 7     2 5

             至4 8乃為獨立請求項3 4之直接或間接附屬項，包含所直接或     2 6

         1 5



         

         

             間接依附請求項3 4之全部技術特徵，基於上述理由已可證明     0 1

             系爭專利之請求項3 4相較於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具有進     0 2

             步性的基礎上，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3 4之附屬請求項3 5     0 3

             至3 7、3 9、4 3至4 5、4 7至4 8自然具備進步性之要件無誤。     0 4

             再者，關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 7所載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     0 5

             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     0 6

             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之技術     0 7

             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3 9所載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凹     0 8

             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凹     0 9

             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間隙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請求項4 7     1 0

             所載該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系爭專利請求項4 8所載該儲液     1 1

             底槽與該基座係一體成型之技術特徵等，其皆未為證據3  與     1 2

             組合證據1  、3  所揭露，以及證據3  與組合證據1  、3  難以     1 3

             證明系爭專利之上開技術特徵不具進步性之理由亦可參酌上     1 4

             述理由之論述，於此不再贅述。     1 5

           (四)組合證據3  、4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不具     1 6

             進步性：     1 7

           1 .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第9  、3 0、4 2乃分別為請求     1 8

             項2  、2 4、3 5之附屬項，包含所直接依附之請求項2  、2 4、     1 9

             3 5之全部技術特徵，且其中該油封更包含一延伸部，該延伸     2 0

             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用以阻礙多餘之潤滑液散逸     2 1

             。透過該項技術特徵更進一步述明系爭專利油封以多重曲折     2 2

             環狀體之設計，保留間隙以利潤滑液回流，俾提升自我潤滑     2 3

             之功效，然該項技術特徵完全未為證據3  所揭露；而被告機     2 4

             關於其審定理由中略謂證據3  已揭示第二道油封回路，以留     2 5

             置由扣環6 0與溝槽5 4間滲流出之潤滑液者，將證據4  圖1  中     2 6

         1 6



         

         

             之蓋體4 6之彎折柱牆4 6 d  與中心突起5 8之間形成之對應組裝     0 1

             關係誤認為系爭專利之延伸部與轉子間形成之第二間隙，並     0 2

             率斷證據4  已揭示曲折環狀體之蓋體(  相當第二油封)  ，完     0 3

             全未論述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面臨相似     0 4

             之技術問題時是否可依據組合證據3  、4  之教示而輕易地完     0 5

             成系爭專利，並可達到相同之功效而使系爭專利顯而易知。     0 6

           2 .再者，參酌證據4  之圖4  至圖7  可知，證據4  之蓋體4 6實質     0 7

             上具有一切除部分4 6 d 1，並非如被告機關指稱為一曲折環狀     0 8

             體，被告機關實有錯誤解讀證據及理由不備之違誤。且證據     0 9

             4  中蓋體4 6之切除部分4 6 d 1係對應凸台5 8的下部形成的向外     1 0

             突出部5 8 a  ，藉由蓋體4 6與凸台5 8之對應組裝，可防止旋轉     1 1

             軸5 6從浸油套筒軸承3 4脫落。換言之，證據4  之蓋體4 6並無     1 2

             法提供油封之功能，更無動機組合證據3  、4  ，被告機關實     1 3

             有擴充解釋證據之違誤。況且系爭專利係以單一油封組件架     1 4

             構第一及第二道油封，形成多重曲折環狀體之油封，保留間     1 5

             隙以利潤滑液回流之設計。依據被告機關之違誤擴充解釋證     1 6

             據，實難謂「證據3  與證據4  皆為馬達相同之技術領域，組     1 7

             裝結構及所欲解決馬達潤滑之問題具有共通性，故兩者有組     1 8

             合動機」，被告機關判斷事實之真偽有違反邏輯上推論或推     1 9

             理之論理法則，與事實不符。綜上所述，組合證據3  、4  未     2 0

             能揭露及教示系爭專利之請求項9  、3 0、4 2所載之「該油封     2 1

             更包含一延伸部，該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用     2 2

             以阻礙多餘之潤滑液散逸」之技術特徵及以多重曲折環狀體     2 3

             之設計達到保留間隙以利潤滑液回流俾提升自我潤滑之功效     2 4

             ，因此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運用組合證據     2 5

             3  、4  而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之結構並達     2 6

         1 7



         

         

             成相同功效，因此系爭專利之請求項9  、3 0、4 2具有進步性     0 1

             。     0 2

           (五)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據3  、4  不足以證明系爭     0 3

             專利請求項8、2 9、4 1不具進步性：     0 4

             系爭專利之請求項8  、2 9、4 1乃為請求項1  、2 4、3 4之附屬     0 5

             項，包含所直接依附之請求項1  、2 4、3 4之全部技術特徵，     0 6

             且其中該油封更包含一固定部，係用以使該油封套合於該基     0 7

             座上。系爭專利之固定部2 5 0  係用以將油封2 5固定於基座2 0     0 8

             上，其油封2 5固定於基座2 0上將使得油封2 5與軸承2 3、轉子     0 9

             2 2及其軸心2 4之間存在穩定的相對組合結構，系爭專利之馬     1 0

             達運轉的時候，其油封2 5因具有相對穩定的連結結構，因此     1 1

             其所能達成阻止潤滑液外流的效果更佳。然而，證據3  所揭     1 2

             露之扣環6 0係位於含油軸承3 0及導磁蓋7 1之間而使其扣接於     1 3

             軸心5 3之溝槽5 4上，扣環6 0並未固定而可能會移動，因此證     1 4

             據3  並未揭露及教示「該油封更包含一固定部，係用以使該     1 5

             油封套合於該基座上」之技術特徵，且證據3  亦無法達到系     1 6

             爭專利之功效。另證據1  並未揭露或教示任何油封結構，證     1 7

             據4  圖式第一圖蓋體4 6則具有切除部分4 6 d 1係對應凸台5 8的     1 8

             突出部5 8 a  ，藉由蓋體4 6與凸台5 8之對應組裝來防止旋轉軸     1 9

             5 6從浸油套筒軸承3 4脫落，並無法提供油封功能，亦無法對     2 0

             比為系爭專利之油封結構。又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4 1所     2 1

             載之發明與證據3  間存在前述重要技術特徵差異，且證據3     2 2

             並無任何教示或建議，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     2 3

             者，無法參酌證據3  之內容及申請時的通常知識，組合證據     2 4

             1  、3  或組合證據3  、4  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8  、     2 5

             2 9、4 1之發明並達成前述之功效，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     2 6

         1 8



         

         

             1  、3  或組合證據3  、4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     0 1

             、4 1不具進步性。     0 2

         三、被告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抗辯：     0 3

           (一)證據3，或組合證據1、3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4、6、     0 4

             1 0至1 3、1 5至1 6不具進步性：     0 5

           1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獨立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0 6

             系爭專利之油封主要功能係防止潤滑油揮發或溢出，而證據     0 7

             3  之油封設置於軸心、含油軸承及軸承套間，油封係防止潤     0 8

             滑油流失，須固定於轉軸結構適當位置，由證據3  可知其馬     0 9

             達基座結合一軸承套，並可由軸承套與軸承、軸心相互配合     1 0

             來固定扣環，使扣環形成一油封結構，而系爭專利僅界定以     1 1

             油封固定於基座之技術，並未進一步界定細部結構，由其所     1 2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證據3  基座結合軸承套之     1 3

             結構設計，可經簡易改變而輕易完成油封固定於基座之技術     1 4

             ，故證據3  基座結合軸承套之一體結構，相當系爭專利油封     1 5

             固定於基座之結構，同時達到系爭專利固定油封之相同功效     1 6

             ，故系爭專利之油封固定於基座已為證據3  所揭露。再者，     1 7

             由證據3  第三圖揭示扣環6 0之內徑端壁位處於軸心5 3之溝槽     1 8

             5 4具有一凹陷空間，可知證據3  之扣環6 0既為具厚度之內徑     1 9

             端面，且受軸心5 3之溝槽5 4、含油軸承3 0及軸承套2 0所拘限     2 0

             ，且證據3  之扣環6 0底面與含油軸承3 0、軸心5 3溝槽5 4間形     2 1

             成一儲油空間，扣環6 0底面相對於軸心5 3之溝槽5 4徑向面，     2 2

             故證據3  之扣環6 0底面及軸心5 3溝槽5 4，即相當於系爭專利     2 3

             之第一儲液壁及凹陷部，並達到儲存潤滑液之功效，有關證     2 4

             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詳參被告專利     2 5

             舉發審定書。     2 6

         1 9



         

         

           2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之請求項2  至4  、6  、1 0至1 3、1 5     0 1

             ~ 1 6  不具進步性：     0 2

             證據3  已揭示一減少含油軸承3 0之浸油散失的馬達結構，含     0 3

             油軸承3 0固定於基座1 0之容置空間2 1中，該含油軸承3 0與扣     0 4

             環6 0之接面處到軸孔3 1之間，具有階差設計，可作為軸心5 3     0 5

             與該含油軸承3 0之間溢出之潤滑液的儲存及回收空間，又系     0 6

             爭專利之第四圖中之箭頭A  係指在界定「第一儲液壁係自該     0 7

             油封向該軸心方向延伸後彎曲，其末端朝向該基座處」時，     0 8

             潤滑液才會如A  所示流動，系爭專利請求項1  或4  並未有該     0 9

             技術特徵之界定，是以證據3  之階差空間已揭示相當系爭專     1 0

             利之第一儲液槽。     1 1

             證據1  之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係位於該軸心的頂端處     1 2

             ，已揭露請求項1 3之「該馬達更包含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     1 3

             軸心的一頂端處，用以儲存潤滑液」之技術特徵，雖系爭專     1 4

             利請求項1 3將儲液底槽設一斜面，然其目的在使潤滑液能藉     1 5

             由軸心旋轉之離心作用而進入軸心與軸承間，提供潤滑之功     1 6

             效，而證據1  有可用以儲存潤滑液之結構，則其軸心1 4旋動     1 7

             時亦將產生對潤滑液的擾動而產生潑灑效果，且由證據1  圖     1 8

             1  可見儲液底槽具有斜面結構，當軸心旋轉時同樣可以達到     1 9

             潤滑之功效，且證據1  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儲液     2 0

             底槽與該基座係一體成型者，儲液底槽周緣略呈傾斜面。故     2 1

             證據1  、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3、1 5、1 6所界定之     2 2

             技術特徵。     2 3

             另有關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2 4

             1  至4  、6  、1 0至1 3、1 5至1 6不具進步性，詳參被告專利舉     2 5

             發審定書。     2 6

         2 0



         

         

           (二)證據3  與先前技術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2 0至     0 1

             2 1、2 3至2 5、2 7、3 1至3 3不具進步性：     0 2

           1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已揭露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 8、3 4中     0 3

             所載之「儲液底槽包括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     0 4

             系爭專利請求項2 0、4 7所載「該斜面為徑向延伸斜面」、系     0 5

             爭專利請求項2 1、4 8所載「該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以一體成     0 6

             型」、系爭專利請求項2 4、3 4中所載「該馬達更包含一油封     0 7

             ，該油封係固定於該基座上，且該軸心係依序穿過該油封與     0 8

             該軸承設置，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     0 9

             一凹陷部之相對處」、系爭專利請求項2 5、3 7所載「該第一     1 0

             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     1 1

             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     1 2

             溢出之潤滑液」及系爭專利請求項2 7、3 9所載「該第一儲液     1 3

             壁之外側面位於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     1 4

             面與該軸心之該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間隙」之技術特徵     1 5

             或足以證明該些請求項不具進步性之理由，詳如前述說明及     1 6

             被告專利舉發審定書。     1 7

           (三)組合證據3  、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不具進     1 8

             步性：     1 9

             證據4  圖1  已揭示蓋體4 6係具有一彎折柱牆4 6 d  與中心突起     2 0

             5 8之間形成一間隙，即證據4  亦已揭示曲折環狀體之蓋體，     2 1

             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所附屬的「該油封更包含     2 2

             一延伸部，該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之技術特     2 3

             徵，縱令蓋體4 6上具有一切除部分4 6 d 1，惟由說明書第5  欄     2 4

             第1 5行至第2 9行記載「各該外凸部5 8 a  之上部之周長係小於     2 5

             該缺口4 6 d 1之孔徑的周長，並大於該缺口4 6 d 1之上半部之周     2 6

         2 1



         

         

             長。由該轉軸至該外凸部5 8 a  之外端的半徑係大於該周壁     0 1

             4 6 d  之下端部的內徑，並小於該儲液壁4 6 d  之下端部的外徑     0 2

             」及圖式第4  、5  、7  圖之側視圖可看出其缺口係在周壁     0 3

             4 6 d  的下緣，並配合圖式第6  圖係由下往上觀之視圖仍可見     0 4

             缺口4 6 d 1，足見縱令蓋體4 6之缺口4 6 d 1上仍可封蓋住潤滑油     0 5

             ，仍具有油封之功能。況且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尚界     0 6

             定用以散逸多餘之潤滑液，另有關組合證據3  、4  足以證明     0 7

             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不具進步性，詳參被告專利舉發     0 8

             審定書。     0 9

           (四)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據3  、4  足以證明系爭專     1 0

             利請求項8  、2 9、4 1不具進步性：     1 1

             證據3  揭示可利用軸承套與軸承、軸心相互配合來固定扣環     1 2

             ，使扣環、軸承及軸心形成一簡易油封結構，並經導磁蓋蓋     1 3

             設於扣環上，已揭示相當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4 1之固定     1 4

             部使該油封套合該基座上之技術特徵，且證據4  圖式第一圖     1 5

             揭示蓋體4 6係設於軸承容座上亦具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     1 6

             4 1之固定部使該油封套合該基座上之技術特徵並避免該軸承     1 7

             3 4及該油封4 5脫落之功效(  參證據4  說明書第4  欄第5 2行至     1 8

             第5  欄第2  行)  ，另有關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     1 9

             據3  、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4 1不具進步性，     2 0

             詳參被告專利舉發審定書。     2 1

         四、參加人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抗辯：     2 2

           (一)證據3  ，或證據1  、3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4  、     2 3

             6、1 0 ~ 1 3  、1 5、1 6、1 8、2 0、2 1、2 3 ~ 2 5  、2 7、3 1 ~ 3 7  、3     2 4

             9  、4 3 ~ 4 5  、4 7、4 8不具進步性，迭經本院1 0 2  年度行專訴     2 5

             字第9 5號判決、1 0 6  年度行專訴字第5 3號判決在案。     2 6

         2 2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1 ~ 4  、6  、1 0 ~ 1 3  、1 5、1 6、1 8、2 0、2 1、     0 1

             2 3 ~ 2 5  、2 7、3 1 ~ 3 7  、3 9、4 3 ~ 4 5  、4 7、4 8不具進步性：     0 2

           1 .證據3  ，或證據1  、3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     0 3

             進步性：     0 4

             證據3  揭示一種具有磁性油封結構之馬達，包括：一軸承套     0 5

             2 0，其內部具有一容置空間2 1；一含油軸承3 0，其容置於該     0 6

             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內部，該含油軸承3 0具有一軸孔3 1；     0 7

             一線圈組4 0，其套設於該軸承套2 0外部；一轉子5 0，其具有     0 8

             一軸心5 3，該轉子5 0之軸心5 3係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油軸承     0 9

             3 0之軸孔3 1中；一扣環6 0，其扣接於該軸心5 3上，該扣環6 0     1 0

             係位於該含油軸承3 0上方；一磁鐵7 0，其設置於該扣環6 0上     1 1

             方；以及一磁流體8 0，其設置於該磁鐵7 0與轉子5 0之軸心5 3     1 2

             間，該磁流體8 0與該磁鐵7 0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磁力，使該磁     1 3

             流體8 0緊密的吸附於軸心5 3與磁鐵7 0的間隙，藉以形成磁性     1 4

             油封的回路。又，證據3  第三圖揭示扣環6 0之內徑端壁位處     1 5

             於軸心5 3之溝槽5 4具有一凹陷空間，證據3  之扣環6 0具厚度     1 6

             之內徑端面受軸心5 3之溝槽5 4、含油軸承3 0及軸承套2 0所侷     1 7

             限，且證據3  之扣環6 0底面與含油軸承3 0、軸心5 3溝槽5 4間     1 8

             形成一儲油空間，扣環6 0底面相對於軸心5 3之溝槽5 4徑向面     1 9

             。故證據3  之扣環6 0底面及軸心5 3溝槽5 4，即相當於系爭專     2 0

             利請求項1  之「第一儲液壁」及「凹陷部」，已為證據3  所     2 1

             揭露。     2 2

             再者，系爭專利之油封主要功能係防止潤滑油揮發或溢出，     2 3

             而證據3  之扣環6 0（即油封）設置於軸心5 3、含油軸承3 0及     2 4

             軸承套2 0間，扣環6 0係防止潤滑油流失，須固定於轉軸結構     2 5

             適當位置，由證據3  可知其馬達基座1 0結合一軸承套2 0，並     2 6

         2 3



         

         

             可由軸承套2 0與軸承、軸心5 3相互配合來固定扣環6 0，使扣     0 1

             環6 0形成一油封結構，而系爭專利僅界定以油封2 5固定於基     0 2

             座2 0之技術，並未進一步界定細部結構，系爭專利所屬技術     0 3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證據3  基座1 0結合軸承套2 0之結     0 4

             構設計，可經簡單變更而輕易完成油封固定於基座之技術特     0 5

             徵，故證據3  基座1 0結合軸承套2 0之一體結構，相當系爭專     0 6

             利油封2 5固定於基座2 0之結構，同具有系爭專利固定油封之     0 7

             功效。     0 8

             故證據3  已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原告徒憑     0 9

             己見一再主張證據3  並未揭露「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以     1 0

             及「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     1 1

             之相對處」等技術特徵及連結關係，實無理由，原告上開主     1 2

             張並不足採。     1 3

             又證據1  即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及第1  圖已揭示轉子1 2包含一     1 4

             第二儲液壁，位於該轉子1 2與該軸心1 4的連接處，該第二儲     1 5

             液壁與該軸心1 4之間形成一第二儲液槽，軸心1 4相對於軸承     1 6

             1 3旋轉時，主要潤滑效果的產生是來自於旋轉時軸承1 3的泵     1 7

             出作用，藉由此一作用，潤滑液會由軸承1 3的內部孔隙中被     1 8

             吸出至軸心1 4與軸承1 3的界面，形成潤滑效果，這其中有一     1 9

             部分會循環回到軸承1 3之內部孔隙中，另外有一部分會因摩     2 0

             擦的高溫揮發，剩下的潤滑液會沿著軸心1 4與軸承1 3交界面     2 1

             甩出散逸，然後沉積於儲液底槽1 0 0  中。     2 2

             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其理由已詳述     2 3

             如上，且證據1  亦已揭示上述技術特徵，因此，組合證據1     2 4

             、3亦可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2 5

           2 .證據3  ，或證據1  、3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     2 6

         2 4



         

         

             進步性：     0 1

             證據3  之具有磁性油封結構之馬達，其圖式第一、三圖揭示     0 2

             一基座1 0，一含油軸承3 0，固定於該軸承套2 0上，一轉子5 0     0 3

             ，該轉子包含一軸心5 3，該軸心穿過該軸承，該軸心與該軸     0 4

             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     0 5

             處，用以儲存該潤滑液，以及一線圈組4 0，位於該轉子與該     0 6

             基座之間，用以驅動該轉子，其中，證據3  之基座加軸承套     0 7

             、含油軸承、轉子、軸心、線圈組分別對應系爭專利之基座     0 8

             、軸承、轉子、軸心、驅動部，與系專利請求項1 8相較，兩     0 9

             者差別在於證據3  未揭示系專利請求項1 8中之「其中該儲液     1 0

             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惟儲液底槽包     1 1

             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僅係儲液底槽形狀的簡單     1 2

             變更。     1 3

             另證據1  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儲液底槽周緣略呈     1 4

             傾斜面，亦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中之「其中該儲液底槽     1 5

             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其軸心     1 6

             1 4旋動時亦將產生對潤滑液的擾動效果。     1 7

             準此，足見系爭專利請求項1 8僅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1 8

             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證據3  或組合證     1 9

             據1、3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步性。     2 0

           3 .證據3  ，或證據1  、3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     2 1

             進步性：     2 2

             系爭專利請求項3 4與系爭專利1  相較，請求項3 4僅增加請求     2 3

             項1  所無之「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處，其中     2 4

             該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惟查，     2 5

             該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僅係儲液底     2 6

         2 5



         

         

             槽形狀的簡單變更。     0 1

             另證據1  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儲液底槽周緣略呈     0 2

             傾斜面，亦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中之「其中該儲液底槽     0 3

             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且其軸     0 4

             心1 4旋動時亦將產生對潤滑液的擾動效果。     0 5

             準此，足見系爭專利請求項3 4僅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0 6

             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證據3  或組合證     0 7

             據1、3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步性。     0 8

           4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4  不     0 9

             具進步性：     1 0

             系爭專利請求項2  至4  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其所     1 1

             附屬之技術特徵為「其中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     1 2

             」、「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孔中」、「其中該     1 3

             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     1 4

             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該軸承     1 5

             之間溢出之潤滑液」之技術特徵。     1 6

             經查證據3  第三圖揭示一防止含油軸承3 0之浸油散失的馬達     1 7

             結構，已揭示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2  所附屬之「其中該軸心     1 8

             與該軸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技術特徵；證據3  之含油軸承     1 9

             3 0固定於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中，已揭示對應系爭專利請     2 0

             求項3  所附屬之「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孔中」     2 1

             技術特徵；證據3  之含油軸承3 0與扣環6 0之接面處到軸孔3 1     2 2

             之間，具有階差設計，可作為軸心5 3與該含油軸承3 0之間溢     2 3

             出之潤滑液的儲存及回收空間，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4  所     2 4

             附屬之「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     2 5

             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     2 6

         2 6



         

         

             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技術特徵。     0 1

             又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     0 2

             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且證據3  亦已揭露請求項2  至4  所附     0 3

             屬之技術特徵，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與證據1  足以     0 4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4不具進步性。     0 5

           5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不具進     0 6

             步性：     0 7

             系爭專利請求項6  依附於請求項4  ，其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為     0 8

             「其中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     0 9

             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     1 0

             間隙」。     1 1

             經查證據3  之扣環6 0與軸心5 3之溝槽5 4間仍具有間隙，已相     1 2

             當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6  之第一儲液壁外側面與該軸心凹陷     1 3

             部具有第一間隙之技術特徵，又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1 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     1 5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不具     1 6

             進步性。     1 7

           6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不     1 8

             具進步性：     1 9

             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其所     2 0

             附屬之技術特徵為「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葉，該些扇葉係     2 1

             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動該些扇葉旋轉     2 2

             」、「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連接於該基座，並包覆該些扇     2 3

             葉」。     2 4

             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皆為習知風扇馬達     2 5

             結構，且亦為系爭專利先前技術第一圖即證據1所揭露。     2 6

         2 7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     0 1

             進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     0 2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不具進步性。     0 3

           7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不具進     0 4

             步性：     0 5

             系爭專利請求項1 2依附於請求項1  ，其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為     0 6

             「其中該驅動部包含一線圈以及一磁塊，該線圈與該磁塊分     0 7

             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且相對應設置，以使該馬達運轉     0 8

             」。     0 9

             證據1  揭示驅動部1 6位於轉子1 2之一處與基座1 0之間，驅動     1 0

             部1 6係由一線圈1 6 1  與一磁塊1 6 2  所組成，通常線圈1 6 1  係     1 1

             位於基座1 0上，而磁塊1 6 2  係位於轉子1 2之一相對於線圈     1 2

             1 6 1  處，但不以此為限，若是兩者位置相反，同樣可以運作     1 3

             。     1 4

             證據3  揭示轉子5 0之軸心5 3係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油軸承3 0     1 5

             之軸孔3 1中，且令殼體5 1罩設於該軸承套2 0及該線圈組4 0外     1 6

             部，該永久磁鐵5 2內緣係對應於該線圈組4 0外緣並保持一定     1 7

             之氣隙。     1 8

             證據1  或證據3  皆已揭示系爭專利之驅動部及其線圈與磁塊     1 9

             對應設置基座與轉子之技術特徵，又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2 0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因     2 1

             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2 2

             1 2不具進步性。     2 3

           8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不具進     2 4

             步性：     2 5

             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依附於請求項2  ，其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為     2 6

         2 8



         

         

             「該馬達更包含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處，用     0 1

             以儲存潤滑液，其中該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     0 2

             軸心設置」。     0 3

             證據3  雖揭示其軸承套2 0呈一中空圓柱體，即該軸承套2 0內     0 4

             部係具有一容置空間2 1及一固定槽2 2，該容置空間2 1下端及     0 5

             側面呈封閉狀上端呈開口狀，惟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     0 6

             面環繞該軸心設置僅係習知儲液底槽形狀的簡單變更，此亦     0 7

             相當於系爭專利所載先前技術即證據1  第一圖揭示習知風扇     0 8

             馬達之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儲液底槽周緣略呈傾斜面     0 9

             之技術特徵。     1 0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不具進     1 1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亦足以證     1 2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不具進步性。     1 3

           9 .組合證據1、3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5、1 6不具進步性：     1 4

             系爭專利請求項1 5、1 6依附於請求項1 3，其所附屬之技術特     1 5

             徵分別為「其中該斜面係為徑向延伸斜面」、「其中該儲液     1 6

             底槽與該基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     1 7

             證據1  已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儲液底槽與該基座     1 8

             係一體成型者，且儲液底槽周緣略呈傾斜面。     1 9

             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不具進步性已如     2 0

             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 5、1 6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2 1

             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組合證據1  、     2 2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5、1 6不具進步性。     2 3

           1 0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0、2 1不     2 4

             具進步性：     2 5

             系爭專利請求項2 0、2 1依附於請求項1 8之附屬項，其所附屬     2 6

         2 9



         

         

             之技術特徵分別為「其中該斜面係為徑向延伸斜面」、「其     0 1

             中該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     0 2

             證據1  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     0 3

             一體成型者，儲液底槽周緣略呈傾斜面。     0 4

             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步性已如     0 5

             前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0、2 1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0 6

             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組合證據1  、     0 7

             3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0、2 1不具進步性。     0 8

           1 1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3至2 5不     0 9

             具進步性：     1 0

             系爭專利請求項2 3至2 5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8，其所     1 1

             附屬之技術特徵分別為「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     1 2

             孔中」、「其中該馬達更包含一油封，該油封係固定於該基     1 3

             座上，且該軸心係依序穿過該油封與該軸承設置，其中該油     1 4

             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     1 5

             「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     1 6

             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     1 7

             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     1 8

             證據3  之含油軸承3 0固定於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中，已揭     1 9

             示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2 3所附屬之「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     2 0

             基座之一軸孔中」技術特徵；證據3  之含油軸承3 0與扣環6 0     2 1

             之接面處到軸孔3 1之間，具有階差設計，可作為軸心5 3與該     2 2

             含油軸承3 0之間溢出之潤滑液的儲存及回收空間，已相當揭     2 3

             露相當系爭專利請求項2 4所附屬之「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     2 4

             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     2 5

             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     2 6

         3 0



         

         

             液。」技術特徵。     0 1

             證據3  第三圖揭示一扣環6 0，扣接於該軸心5 3之溝槽5 4上，     0 2

             且位於該含油軸承上方，該軸心依序穿過該扣環與該軸承，     0 3

             該扣環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ㄧ溝槽5 4之相對處     0 4

             ，已揭示相當系爭專利請求項2 5之「其中該馬達更包含一油     0 5

             封，該油封係固定於該基座上，且該軸心係依序穿過該油封     0 6

             與該軸承設置，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     0 7

             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技術特徵。     0 8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     0 9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     1 0

             系爭專利請求項2 3至2 5不具進步性。     1 1

           1 2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7不具進     1 2

             步性：     1 3

             系爭專利請求項2 7依附於請求項2 5，其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為     1 4

             「其中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     1 5

             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     1 6

             間隙」。     1 7

             證據3  第三圖揭示扣環6 0與軸心5 3之溝槽5 4間仍具有間隙，     1 8

             已相當揭示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外側面與該軸心凹陷部具     1 9

             有第一間隙之技術特徵。     2 0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5不具進     2 1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     2 2

             系爭專利請求項2 7不具進步性。     2 3

           1 3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1、3 2不     2 4

             具進步性：     2 5

             系爭專利請求項項3 1、3 2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8，其所     2 6

         3 1



         

         

             附屬之技術特徵分別為「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葉，該些扇     0 1

             葉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動該些扇葉     0 2

             旋轉」、「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連接於該基座，並包覆該     0 3

             些扇葉」。     0 4

             系爭專利請求項3 1、3 2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皆為習知風扇馬達     0 5

             結構，且亦為系爭專利先前技術第一圖即證據1所揭露。     0 6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     0 7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     0 8

             系爭專利請求項3 1、3 2不具進步性。     0 9

           1 4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3不具進     1 0

             步性：     1 1

             系爭專利請求項項3 3為依附於請求項1 8，其所附屬之技術特     1 2

             徵為「其中該驅動部包含一線圈以及一磁塊，該線圈與該磁     1 3

             塊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且相對應設置，以使該馬達     1 4

             運轉」。     1 5

             證據3  揭示該轉子5 0係之軸心5 3係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油軸     1 6

             承3 0之軸孔3 1中，且令殼體5 1罩設於該軸承套2 0及該線圈組     1 7

             4 0外部，該永久磁鐵5 2內緣係對應於該線圈組4 0外緣並保持     1 8

             一定之氣隙；證據1  亦揭示驅動部1 6位於轉子1 2之一處與基     1 9

             座1 0之間，驅動部1 6係由一線圈1 6 1  與一磁塊1 6 2  所組成，     2 0

             通常線圈1 6 1  係位於基座1 0上，而磁塊1 6 2  係位於轉子1 2之     2 1

             一相對於線圈1 6 1  處，但不以此為限，若是兩者位置相反，     2 2

             同樣可以運作，系爭專利亦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     2 3

             位於軸心1 4的頂端處，已相當揭示系爭專利之驅動部及其線     2 4

             圈與磁塊對應設置基座與轉子等特徵。     2 5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     2 6

         3 2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     0 1

             系爭專利請求項3 3不具進步性。     0 2

           1 5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5至3 7不     0 3

             具進步性：     0 4

             系爭專利請求項項3 5至3 7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3 4，其     0 5

             所附屬之技術特徵分別為「其中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包含有     0 6

             潤滑液」、「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孔中」、「     0 7

             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     0 8

             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     0 9

             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     1 0

             證據3  第三圖揭示一防止含油軸承3 0之浸油散失的馬達結構     1 1

             ，已揭示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3 5所附屬之「其中該軸心與該     1 2

             軸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技術特徵；證據3  之含油軸承3 0固     1 3

             定於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中，已揭示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4

             3 6所附屬之「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孔中」技術     1 5

             特徵；證據3  之含油軸承3 0與扣環6 0之接面處到軸孔3 1之間     1 6

             ，具有階差設計，可作為軸心5 3與該含油軸承3 0之間溢出之     1 7

             潤滑液的儲存及回收空間，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3 7所附屬     1 8

             之「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     1 9

             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     2 0

             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技術特徵。     2 1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     2 2

             步性已如前所述，且證據3  亦已揭露請求項3 5至3 7所附屬之     2 3

             技術特徵，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     2 4

             利請求項3 5至3 7不具進步性。     2 5

           1 6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9不具進     2 6

         3 3



         

         

             步性：     0 1

             系爭專利請求項項3 9依附於請求項3 7，其所附屬之技術特徵     0 2

             為「其中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     0 3

             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     0 4

             一間隙」。     0 5

             證據3  揭示扣環6 0與軸心5 3之溝槽5 4間仍具有間隙，已相當     0 6

             揭示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外側面與該軸心凹陷部具有第一     0 7

             間隙之技術特徵。     0 8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7不具進     0 9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     1 0

             系爭專利請求項3 9不具進步性。     1 1

           1 7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3、4 4不     1 2

             具進步性：     1 3

             系爭專利請求項項4 3、4 4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3 4，其所     1 4

             附屬之技術特徵分別為「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葉，該些扇     1 5

             葉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動該些扇葉     1 6

             旋轉」、「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連接於該基座，並包覆該     1 7

             些扇葉」。     1 8

             系爭專利請求項4 3、4 4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皆為習知風扇馬達     1 9

             結構，且亦為系爭專利先前技術第一圖即證據1  所揭露。證     2 0

             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步     2 1

             性。     2 2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     2 3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     2 4

             系爭專利請求項4 3、4 4不具進步性。     2 5

           1 8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5不具進     2 6

         3 4



         

         

             步性：     0 1

             系爭專利請求項項4 5依附於請求項3 4，其所附屬之技術特徵     0 2

             為「其中該驅動部包含一線圈以及一磁塊，該線圈與該磁塊     0 3

             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且相對應設置，以使該馬達運     0 4

             轉」。     0 5

             證據3  揭示該轉子5 0係之軸心5 3係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油軸     0 6

             承3 0之軸孔3 1中，且令殼體5 1罩設於該軸承套2 0及該線圈組     0 7

             4 0外部，該永久磁鐵5 2內緣係對應於該線圈組4 0外緣並保持     0 8

             一定之氣隙；證據1  亦揭示驅動部1 6位於轉子1 2之一處與基     0 9

             座1 0之間，驅動部1 6係由一線圈1 6 1  與一磁塊1 6 2  所組成，     1 0

             通常線圈1 6 1  係位於基座1 0上，而磁塊1 6 2  係位於轉子1 2之     1 1

             一相對於線圈1 6 1  處，但不以此為限，若是兩者位置相反，     1 2

             同樣可以運作，系爭專利亦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     1 3

             位於軸心1 4的頂端處，已相當揭示系爭專利之驅動部及其線     1 4

             圈與磁塊對應設置基座與轉子等特徵。     1 5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     1 6

             步性已如前所述，因此，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     1 7

             系爭專利請求項4 5不具進步性。     1 8

           1 9 .組合證據1、3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7、4 8不具進步性：     1 9

             系爭專利請求項項4 7、4 8直接依附於請求項3 4，其所附屬之     2 0

             技術特徵分別為「其中該斜面係為徑向延伸斜面」、「其中     2 1

             該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     2 2

             證據1  揭示基座1 0具有儲液底槽1 0 0  ，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     2 3

             一體成型者，儲液底槽周緣略呈傾斜面。     2 4

             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步性已如     2 5

             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4 7、4 8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2 6

         3 5



         

         

             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組合證據1  、     0 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 7、4 8不具進步性。     0 2

           (三)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據3  、4  可證明系爭     0 3

             專利請求項8、2 9、4 1不具進步性：     0 4

           1 .證據3  或組合證據1  、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 4、     0 5

             3 4不具進步性，其理由已詳述如上。系爭專利系爭專利請求     0 6

             項8  、2 9、4 1分別依附請求項1  、2 4、3 4，其所附屬之技術     0 7

             特徵皆為「該油封更包含一固定部，係用以使該油封套合於     0 8

             該基座上。」。     0 9

           2 .證據3  揭示「可利用軸承套與軸承、軸心相互配合來固定扣     1 0

             環，使扣環、軸承及軸心形成一簡易油封結構，並經導磁蓋     1 1

             蓋設於扣環上」。     1 2

           3 .證據4  說明書{  第4  欄第4 5行至第5  欄第2  行}  揭示：「…     1 3

             。該蓋體4 6係設置於該軸承固定座1 2，且該環狀槽4 6 a  結合     1 4

             該軸承固定座1 2之頂端部，該向內凸伸部4 6 b 1形成於該環狀     1 5

             槽4 6 a  之內表面，且係結合於該環形槽1 2 b  ，該環形槽1 2 b     1 6

             係形成於該軸承固定座1 2之外側，藉此，該蓋體4 6可穩固結     1 7

             合於該軸承固定座1 2之頂端部。」。     1 8

           4 .證據3  、4  皆已揭示相當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4 1之「固     1 9

             定部使該油封套合該基座上」技術特徵，故證據3  或組合證     2 0

             據1  、3  或組合證據3  、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     2 1

             、4 1不具進步性。     2 2

           (四)組合證據3  、4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不具進步     2 3

             性：     2 4

           1 .系爭專利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分別依附請求項2  、1 8     2 5

             、3 5，其所附屬之技術特徵皆為「該油封更包含一延伸部，     2 6

         3 6



         

         

             該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用以散逸多餘之潤滑     0 1

             液。」。     0 2

           2 .證據3  雖未揭示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之延伸部與     0 3

             轉子所形成第二間隙用以散逸多餘潤滑液特徵，惟證據3  已     0 4

             揭示第二道油封回路，以留置由扣環6 0與溝槽5 4間滲流出之     0 5

             潤滑液者。     0 6

           3 .證據4  之蓋體4 6實質上即相當避免潤滑油洩漏之第二道油封     0 7

             ，且證據4  圖1  已揭示蓋體4 6係具有一彎折柱牆4 6 d  與中心     0 8

             突起5 8之間形成一間隙，即證據4  已揭示曲折環狀體之蓋體     0 9

             (  即相當第二油封)  ，可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     1 0

             所附屬的「該油封更包含一延伸部，該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     1 1

             成一第二間隙」技術特徵。     1 2

           4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2 4、3 5不具進步性已如     1 3

             前述，且證據3  與證據4  皆為馬達相同之技術領域，組裝結     1 4

             構及所欲解決馬達潤滑之問題具有共通性，故兩者有組合動     1 5

             機，故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1 6

             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組合證據3  、     1 7

             4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3 0、4 2不具進步性。     1 8

         五、本件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為：     1 9

           (一)證據 3  或證據 1、3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2 0

             1  至 4、6、1 0  至 1 3、1 5  至 1 6、1 8、2 0  至 2 1、2 3  至2 5     2 1

             、2 7、3 1  至 3 3、3 4  至 3 7、3 9、4 3  至 4 5、4 7  至 4 8  不     2 2

             具進步性？     2 3

           (二)證據 3、4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9、3 0、4 2     2 4

             不具進步性？     2 5

           (三)證據 3  或證據 1、3  之組合或證據 3、4  之組合是否足以     2 6

         3 7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8、2 9、4 1  不具進步性？     0 1

         六、得心證之理由：     0 2

           (一)系爭專利於民國9 3年1 1月2 6日申請，被告於9 5年1  月1 1日審     0 3

             定准予專利，故其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應以核准審定時專利     0 4

             法即9 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9 3年7  月1  日施行之專利法為     0 5

             斷。按凡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而可供產業上利     0 6

             用者，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為上開專利法第2 1條及第     0 7

             2 2條第1  項前段所明定。又發明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0 8

             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     0 9

             取得專利，復為同法第2 2條第4  項所明定。而對於獲准專利     1 0

             權之發明，任何人認有違反前揭專利法規定者，依法得附具     1 1

             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從而，系爭專利有無違反     1 2

             前揭專利法之情事而應撤銷其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附具     1 3

             證據證明之，倘其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前揭專利法之     1 4

             規定，自應為舉發成立之處分。     1 5

           (二)系爭專利技術分析     1 6

           1 .系爭專利技術內容：     1 7

             系爭專利之風扇馬達包含一基座、一轉子、扇葉以及一驅動     1 8

             部等，其中驅動部包含一線圈以及磁塊，其結構與連接關係     1 9

             大都與習知技藝所述相同，其中，該風扇馬達更包含一油封     2 0

             ，固定於基座之軸孔之上方處，軸心係依序穿過油封以及軸     2 1

             承，使轉子可以藉由軸心相對於基座旋轉，轉子旋轉時可帶     2 2

             動扇葉，便可以達到風扇馬達運轉散熱的功效。     2 3

           2 .系爭專利之功效：     2 4

             系爭專利馬達包含一種油封，該油封具有第一儲液壁，位於     2 5

             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用以回收潤滑液，避免大量潤滑     2 6

         3 8



         

         

             液外流，改善自我潤滑之功效；此外，該馬達亦包含具有一     0 1

             特殊設計之斜面之儲液底槽，當軸心旋轉時，可以增加潤滑     0 2

             液的使用效率，改善了自我潤滑的功效。     0 3

           3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0 4

             系爭專利9 5年1  月1 1日公告時申請專利範圍共4 9項，其中請     0 5

             求項1  、1 8、3 4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原告爭執之請求     0 6

             項內容如下：     0 7

             一種馬達，該馬達包含：一基座；一軸承，固定於該基座上     0 8

             ；一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一轉子，該轉子包含一軸心，     0 9

             該軸心依序穿過該油封其該軸承，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     1 0

             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以及一驅動部，位     1 1

             於該轉子與該基座之間，用以驅動該轉子。     1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軸心與該軸承之     1 3

             間包含有潤滑液。     1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     1 5

             基座之一軸孔中。     1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     1 7

             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     1 8

             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     1 9

             液。     2 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第一儲液壁之外     2 1

             側面位於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     2 2

             軸心之該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間隙。     2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馬達，該油封更包含一固定部     2 4

             ，係用以使該油封套合於該基座上。     2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所述之馬達，該油封更包含一延伸部     2 6

         3 9



         

         

             ，該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用以散逸多餘之潤     0 1

             滑液。     0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馬達，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     0 3

             葉，該些扇葉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     0 4

             動該些扇葉旋轉。     0 5

             1 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0項所述之馬達，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     0 6

             ，連接於該基座，並包覆該些扇葉。     0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驅動部包含一線     0 8

             圈以及一磁塊，該線圈與該磁塊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     0 9

             ，且相對應設置，以使該馬達運轉。     1 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所述之馬達，該馬達更包含一儲液底     1 1

             槽，係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處，用以儲存潤滑液，其中該儲     1 2

             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     1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3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斜面係為徑向延     1 4

             伸斜面。     1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3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儲液底槽與該基     1 6

             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     1 7

             一種馬達，該馬達包含：一基座；一軸承，固定於該基座上     1 8

             ；一轉子，該轉子包含一軸心，該軸心穿過該軸承設置，該     1 9

             軸心與該軸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軸     2 0

             心的一頂端處，用以儲存該潤滑液，其中該儲液底槽包含一     2 1

             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以及一驅動部，位於該轉子     2 2

             與該基座之間，用以驅動該轉子。     2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斜面係為徑向延     2 4

             伸斜面。     2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儲液底槽與該基     2 6

         4 0



         

         

             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     0 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     0 2

             基座之一軸孔中。     0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馬達更包含一油     0 4

             封，該油封係固定於該基座上，且該軸心係依序穿過該油封     0 5

             與該軸承設置，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     0 6

             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     0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4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     0 8

             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     0 9

             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     1 0

             液。     1 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5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第一儲液壁之外     1 2

             側面位於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     1 3

             軸心之該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間隙。     1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4項所述之馬達，該油封更包含一固定部     1 5

             ，係用以使該油封套合於該基座上。     1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4項所述之馬達，該油封更包含一延伸部     1 7

             ，該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用以散逸多餘之潤     1 8

             滑液。     1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所述之馬達，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     2 0

             葉，該些扇葉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     2 1

             動該些扇葉旋轉。     2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1項所述之馬達，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     2 3

             連接於該基座，並包覆該些扇葉。     2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8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驅動部包含一線     2 5

             圈以及一磁塊，該線圈與該磁塊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     2 6

         4 1



         

         

             ，且相對應設置，以使該馬達運轉。     0 1

             一種馬達，該馬達包含：一基座；一軸承，固定於該基座上     0 2

             ；一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一轉子，該轉子包含一軸心，     0 3

             該軸心依序穿過該油封與該軸承，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     0 4

             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  一儲液底槽，係位     0 5

             於該軸心的一頂端處，其中該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     0 6

             環繞該軸心設置;  以及一驅動部，位於該轉子與該基座之間     0 7

             ，用以驅動該轉子。     0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4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軸心與該軸承之     0 9

             間包含有潤滑液。     1 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4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軸承係固定於該     1 1

             基座之一軸孔中。     1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5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第一儲液壁自該     1 3

             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     1 4

             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     1 5

             液。     1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7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第一儲液壁之外     1 7

             側面位於凹陷該軸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     1 8

             軸心之該凹陷部之間，具有一第一間隙。     1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4項所述之馬達，該油封更包含一固定部     2 0

             ，係用以使該油封套合於該基座上。     2 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5項所述之馬達，該油封更包含一延伸部     2 2

             ，該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用以散逸多餘之潤     2 3

             滑液。     2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4項所述之馬達，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     2 5

             葉，該些扇葉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     2 6

         4 2



         

         

             動該些扇葉旋轉。     0 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3項所述之馬達，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     0 2

             連接於該基座，並包覆該些扇葉。     0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4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驅動部包含一線     0 4

             圈以及一磁塊，該線圈與該磁塊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     0 5

             ，且相對應設置，以使該馬達運轉。     0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4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斜面係為徑向延     0 7

             伸斜面。     0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4項所述之馬達，其中該儲液底槽與該基     0 9

             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     1 0

           4 .系爭專利主要圖式如判決附圖一所示。     1 1

           (三)舉發證據分析：     1 2

           1 .證據1之技術內容：     1 3

             證據1  為系爭專利記載之先前技術，即專利權人申請時肯認     1 4

             之先前技術。證據1  揭露一種可以具有自我潤滑功能的馬達     1 5

             ，以一種風扇馬達為例，該習知技藝之風扇馬達1  主要包含     1 6

             一基座1 0、一轉子1 2、扇葉1 8以及一驅動部1 6等，其中基座     1 7

             1 0包含一軸孔1 0 1  ，一軸承1 3則是固定於軸孔1 0 1  中；而轉     1 8

             子1 2則連接一軸心1 4，該軸心1 4穿過軸承1 3；此外，驅動部     1 9

             1 6位於轉子1 2之一處與基座1 0之間，驅動部1 6係由一線圈1 6     2 0

             1  與一磁塊1 6 2  所組成，通常線圈1 6 1  係位於基座1 0上，而     2 1

             磁塊1 6 2  係位於轉子1 2之一相對於線圈1 6 1  處，但不以此為     2 2

             限，若是兩者位置相反，同樣可以運作；當線圈1 6 1  中有電     2 3

             流流過時，線圈1 6 1  所激發的磁場與磁塊1 6 2  作用後可以使     2 4

             轉子1 2藉由軸心1 4相對於基座1 0旋轉，轉子1 2旋轉時帶動扇     2 5

             葉1 8，便可以達到風扇馬達運轉散熱的功效，更有甚者，基     2 6

         4 3



         

         

             座1 0可以連接一外框1 9，用以改善扇葉1 8旋轉時所產生的流     0 1

             場，如此可以增加風扇馬達1  的散熱效能；其中，為了使軸     0 2

             心1 4相對於軸承1 3可以自由旋轉，並能相互潤滑，使延長其     0 3

             使用壽命，習知技藝中於軸心1 4與軸承1 3之間會注入一些潤     0 4

             滑液，使軸心1 4相對於軸承1 3旋轉時，不至於因為磨耗而使     0 5

             壽命縮短，其中，習知技藝之基座1 0上包含一儲液底槽1 0 0     0 6

             ，位於軸心1 4的頂端處，通常為一封閉式之設計，可用以儲     0 7

             存自軸承1 3與軸心1 4之間溢出之潤滑液。證據1  之主要圖式     0 8

             如判決附圖二所示。     0 9

           2 .證據3  之技術內容：     1 0

             證據3  為我國9 3年2  月1 1日公告之第5 7 6 5 8 8號「具有磁性油     1 1

             封結構之馬達」專利案，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9 3年     1 2

             1 1月2 6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揭露一種具有     1 3

             磁性油封結構之馬達，包括有軸承套、含油軸承、線圈組、     1 4

             轉子、扣環、磁鐵及磁流體，該軸承套內部具有一容置空間     1 5

             ，該含油軸承容置於該軸承套之容置空間內部，該線圈組係     1 6

             套設於該軸承套外部，該轉子具有一軸心，該轉子之軸心係     1 7

             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油軸承之軸孔中，該扣環扣接於該軸心     1 8

             上並位於該含油軸承上方，該磁鐵係設置於該扣環上方，該     1 9

             磁流體係設置於該磁鐵與轉子之軸心間，可利用該磁流體與     2 0

             該磁鐵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磁力，使該磁流體緊密的吸附於軸     2 1

             心與磁鐵的間隙，藉以形成磁性油封的回路，能有效的防止     2 2

             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增加含油軸承使用壽命。證據3  之     2 3

             主要圖式如判決附圖三所示。     2 4

           3 .證據4  之技術內容：     2 5

             證據4  為美國1 9 9 7年3  月1 1日公告之第5 6 1 0 4 6 2  號「無刷馬     2 6

         4 4



         

         

             達（B r u s h l e s s  m o t o r  ）」專利案，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申     0 1

             請日，證據4  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揭露一種無刷     0 2

             馬達，其中浸油套筒軸承插入具有封閉底部的圓柱形狀的軸     0 3

             承固定座中，並且旋轉軸插入浸油套筒軸承中，並可以自由     0 4

             旋轉。透過上述設置，不需增加元件或組裝步驟，便可避免     0 5

             潤滑油外漏。該軸承包含一內層及一外層。一油封於該軸承     0 6

             固定座之開放端處設置於該軸承上。空隙度由大到小依序為     0 7

             該油封、該外層及該內層。透過上述之設置，該潤滑油可避     0 8

             免外漏出該軸承之一蓋體，且避免因潤滑油外漏而造成壽命     0 9

             縮減（T h e r e  i s  d i s c l o s e d  a  b r u s h l e s s  m o t o r  i n  w h i c h     1 0

             a n  o i l - i m p r e g n a t e d  s l e e v e  b e a r i n g  i s  i n s e r t e d  i n  a     1 1

             b e a r i n g  h o l d e r  h a v i n g  a  c y l i n d r i c a l  s h a p e  w i t h  a     1 2

             c l o s e d  b o t t o m  ,  a n d  a  r o t a t i n g  s h a f t  i s  i n s e r t e d  i n     1 3

             t h e  o i l - i m p r e g n a t e d  s l e e v e  b e a r i n g  i n  s u c h  a  m a n n e r     1 4

             t h a t  t h e  r o t a t i n g  s h a f t  m a y  f r e e l y  r o t a t e  .  W i t h     1 5

             t h i s  a r r a n g e m e n t  ,  i t  b e c o m e s  p o s s i b l e  t o  p r e v e n t     1 6

             l u b r i c a n t  f r o m  l e a k i n g  o u t  w i t h o u t  i n c r e a s i n g  e i t h e r     1 7

             t h e  n u m b e r  o f  c o m p o n e n t  e l e m e n t s  o r  t h e  n u m b e r  o f     1 8

             a s s e m b l i n g  s t e p s  .  T h e  o i l - i m p r e g n a t e d  s l e e v e     1 9

             b e a r i n g  c o m p r i s e s  a n  i n n e r  a n d  o u t e r  l a y e r s  .  A n  o i l     2 0

             s e a t  i s  d i s p o s e d  o n  t h e  o i l - i m p r e g n a t e d  s l e e v e     2 1

             b e a r i n g  a t  t h e  o p e n - e n d  s i d e  o f  t h e  b e a r i n g  h o l d e r  .     2 2

             T h e  p e r c e n t a g e s  o f  v o i d s  a r e  s e t  s u c h  t h a t  t h e     2 3

             p e r c e n t a g e s  o f  v o i d s  b e c o m e  l o w e r  i n  t h e  o r d e r  o f     2 4

             t h e  o i l  s e a l  ,  t h e  o u t e r  l a y e r  ,  a n d  t h e  i n n e r  l a y e r     2 5

             .  W i t h  t h e  a b o v e  a r r a n g e m e n t  ,  t h e  l u b r i c a n t  c a n  b e     2 6

         4 5



         

         

             p r e v e n t e d  f r o m  l e a k i n g  o u t  t h r o u g h  a  g a p  o f  t h e     0 1

             b e a r i n g  ,  a n d  t h e r e f o r e  r e d u c t i o n  o f  l i f e  d u e  t o  t h e     0 2

             l e a k a g e  o f  l u b r i c a n t  c a n  a l s o  b e  p r e v e n t e d  .）。證據     0 3

             4之主要圖式如判決附圖四所示。     0 4

           (四)證據3  或證據1  、3  之組合皆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4     0 5

             、6  、1 0 - 1 3  、1 5、1 6、1 8、2 0、2 1、2 3 - 2 5  、2 7、3 1 - 3 7     0 6

             、3 9、4 3 - 4 5、4 7、4 8不具進步性：     0 7

           1 .證據3  與系爭專利自承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關連性     0 8

             及證據教示動機：     0 9

             證據3  為一種具有磁性油封結構之馬達，其包括扣環形成之     1 0

             簡易油封及磁性油封，用以防止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而     1 1

             系爭專利說明書記載之先前技術（即證據1  ）亦為一種馬達     1 2

             ，包含一種具有第一儲液壁之油封，用以回收潤滑液，避免     1 3

             大量潤滑液外流。二者皆係包含油封結構之馬達，且其所達     1 4

             成之功效皆係避免潤滑液流失，故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     1 5

             術（即證據1  ）間具緊密之技術關連性，因此對於馬達等相     1 6

             關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以證據3  及系爭專利所     1 7

             記載之先前技術（即證據1  ）交互參考援引，並組合其關連     1 8

             技術之動機係屬明顯。     1 9

           2 .系爭專利請求項1  與證據3  之技術比對：     2 0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一種馬達，該馬達包含：一基座；一     2 1

             軸承，固定於該基座上；一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一轉子     2 2

             ，該轉子包含一軸心，該軸心依序穿過該油封其該軸承」技     2 3

             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所揭示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     2 4

             基座」、「軸承」、「油封」、「轉子」及「軸心」技術特     2 5

             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基座1 0」、「含油軸承3 0」、「扣環     2 6

         4 6



         

         

             6 0」、「轉子5 0」及「軸心5 3」技術特徵。     0 1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其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     0 2

             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技術特徵，由系爭專利說明書     0 3

             第9  頁第1 8 - 2 3  行記載「第一儲液壁2 5 1  之外側面位於凹陷     0 4

             部2 4 0  內，使得當潤滑液自軸心2 4與軸承2 3之間溢出時，大     0 5

             部分潤滑液都會被第一儲液壁2 5 1  導引而流至第一儲液槽     0 6

             2 5 2  中，潤滑液便可以經由回流後再度回到軸心2 4與軸承2 3     0 7

             之間，回流方向如第四圖中之箭頭A  所示，如此不至於因為     0 8

             潤滑液的流失導致馬達的自我潤滑功能失效」之內容可得知     0 9

             ，該第一儲液壁2 5 1  之作用在於將潤滑液保留於第一儲液槽     1 0

             2 5 2  內，以利潤滑液回流至軸心2 4與軸承2 3之間；而由證據     1 1

             3  第三圖及說明書第8  頁末段記載「該扣環6 0係扣接於該軸     1 2

             心5 3之溝槽5 4上，且該扣環6 0係位於該含油軸承3 0上方，該     1 3

             扣環6 0可大致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俾藉該扣環6 0、含油     1 4

             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之內容可得     1 5

             知，證據3  藉由扣環6 0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而將潤滑液     1 6

             保留於含油軸承3 0、軸心5 3及扣環6 0所形成之空間內，形成     1 7

             簡易油封結構，進而避免潤滑液流失，此外，證據3  第三圖     1 8

             亦揭露扣環6 0一端係位於軸心5 3之凹陷部之相對處；由以上     1 9

             對照可瞭解證據3  雖未直接揭露系爭專利油封之第一儲液壁     2 0

             ，惟證據3  之扣環6 0所形成之油封結構，其設置之位置及產     2 1

             生之功效皆與系爭專利之油封相同，故系爭專利之「第一儲     2 2

             液壁」及「凹陷部」技術特徵已實質揭露於證據3  之「扣環     2 3

             6 0」及「軸心5 3之凹陷部」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已實質     2 4

             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2 5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一驅動部，位於該轉子與該基座之間     2 6

         4 7



         

         

             ，用以驅動該轉子」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所揭示之內     0 1

             容，顯見系爭專利之「驅動部」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     0 2

             「線圈組4 0」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     0 3

             技術特徵。     0 4

             原告指稱證據3  之第一道簡易油封係扁平C  型扣環，未揭露     0 5

             系爭專利第一儲液壁之設計，且證據3  未提及其扣環具有導     0 6

             引潤滑液回流之功效，又證據3  扣環僅扣接於軸心之溝槽，     0 7

             並未固定於基座上，因此可能會產生移動云云。惟如上開技     0 8

             術比對所述，證據3  藉由扣環6 0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而     0 9

             將潤滑液保留於含油軸承3 0、軸心5 3及扣環6 0所形成之空間     1 0

             內，該儲液空間即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槽，其用以回     1 1

             收自軸心與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因此界定出儲液空間之     1 2

             扣環自具有導引潤滑液回流之功效，其已實質揭露系爭專利     1 3

             之油封；又扣環既為油封結構，其自得固定扣設於軸承套、     1 4

             軸承與軸心上，其與系爭專利固定於基座、軸承與軸心之油     1 5

             封並無實質區別；是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整體技術特徵     1 6

             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技術內容顯     1 7

             能輕易完成，原告之主張不足採信。     1 8

             原告又稱證據3  所揭露之內容已認第一道簡易油封（即C  型     1 9

             扣環）無法有效防止含油軸承之含浸油散失，因此所屬技術     2 0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面對系爭專利之問題時，不會考慮證     2 1

             據3  之方式云云。惟查，由系爭專利第一圖及說明書第7  頁     2 2

             第1 0 - 1 3  行關於【先前技術】之記載「…，軸心1 4相對於軸     2 3

             承1 3旋轉時，亦有可能將潤滑液向上帶出軸心1 4與軸承1 3之     2 4

             外，使部分潤滑液進入驅動部1 6處，不僅造成潤滑液的損失     2 5

             ，亦有可能會造成驅動部1 6因此故障。」可得知，先前技術     2 6

         4 8



         

         

             之問題在於未裝設有任何油封之馬達，在軸心相對於軸承旋     0 1

             轉時容易造成潤滑液不斷損失，而證據3  揭露扣環6 0、含油     0 2

             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之儲液空間已如前述，其教示以扣環     0 3

             6 0作為油封，使潤滑液保留於該儲液空間，證據3  扣環6 0之     0 4

             設置位置以及所產生之功效皆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油     0 5

             封，故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由證據3  取得油     0 6

             封結構之教示，藉由油封結構產生之第一儲液槽用以保留潤     0 7

             滑液，進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發明。是以，原告之主     0 8

             張不足採信。     0 9

             原告指稱被告機關並未明確指出先前技術為何，且未進一步     1 0

             論述證據3  與先前技術如何結合云云。惟查，由被告1 0 6  年     1 1

             1 2月1 2日舉發審定書第4  頁第(  三)  點之舉發證據表格可知     1 2

             ，證據1  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亦即本案所稱之「先前技     1 3

             術」即為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記載之【先前技術】，其已明確     1 4

             且具體定義先前技術。而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     1 5

             據1  ）具技術關連性及存在相互之教示已如第1  點所述，又     1 6

             由於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皆揭露有共通     1 7

             之扇葉、線圈、磁塊、潤滑液儲槽等風扇馬達相關組成結構     1 8

             ，由證據3  關於扣環6 0之油封結構之教示，所屬技術領域中     1 9

             具有通常知識者自有動機引用及組合至系爭專利先前技術（     2 0

             即證據1  ），以改善其缺失。是以，原告之主張不足採信。     2 1

             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     2 2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     2 3

             具進步性。又證據3  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     2 4

             性，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自亦足     2 5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2 6

         4 9



         

         

           3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4與證據3之技術比對：     0 1

             系爭專利請求項2  之「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     0 2

             、系爭專利請求項3  之「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孔中     0 3

             」及系爭專利請求項4  之「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     0 4

             ，該第一儲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     0 5

             係用以回收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技術特徵     0 6

             ，由證據3  第三圖及說明書第8  頁第2  段記載「該含油軸承     0 7

             3 0係容置於該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內部，…，該含油軸承     0 8

             3 0中心並具有一軸孔3 1，該軸孔3 1係貫穿該含油軸承3 0上端     0 9

             及下端，可用以組裝該轉子5 0之軸心5 3。」及末段「…，該     1 0

             扣環6 0可大致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俾藉該扣環6 0、含油     1 1

             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之內容，顯     1 2

             見證據3  已揭露其軸心5 3與含油軸承3 0之間包含有潤滑液（     1 3

             油）、含油軸承3 0固定於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相當於系     1 4

             爭專利之軸孔）中，以及含油軸承3 0、軸心5 3及扣環6 0所形     1 5

             成之儲油空間（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槽），證據3  雖     1 6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4  中自油封延伸而出之第一儲液壁，     1 7

             惟在證據3  已揭露由扣環6 0所形成之儲油空間之基礎上，該     1 8

             第一儲液壁僅為油封結構之簡單變化，其並未產生不可預期     1 9

             之功效；是以，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2 0

             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3  而能輕易完成者。     2 1

             請求項2 - 4  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之附屬項，證據3     2 2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故系爭     2 3

             專利請求項2 - 4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2 4

             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2 5

             。又證據3  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4  不具進步性，證     2 6

         5 0



         

         

             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自亦足以證明     0 1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4  不具進步性。     0 2

             原告指稱證據3  僅揭露扣環6 2、含油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     0 3

             第一道簡易油封，其並未揭露請求項4  之技術特徵及其導引     0 4

             、阻擋、儲存及回收潤滑液之功效云云。惟如上開技術比對     0 5

             所述，證據3  雖未揭露該第一儲液壁之具體構形，惟證據3     0 6

             已揭露由扣環6 0配合軸心5 3、軸承3 0階差所形成之儲油空間     0 7

             ，該儲油空間亦能夠達到導引潤滑液流入、阻擋潤滑液大量     0 8

             流出，進而儲存及回收潤滑液之功效，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     0 9

             4  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3     1 0

             而能輕易完成者。是以，原告之主張不足採信。     1 1

           4 .系爭專利請求項6與證據3之技術比對：     1 2

             系爭專利請求項6  之「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凹陷該軸     1 3

             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凹陷部之     1 4

             間，具有一第一間隙」技術特徵雖未揭露於證據3  ，惟油封     1 5

             之第一儲液壁與軸心間保留間隙，在證據3  已揭露相當於系     1 6

             爭專利油封之基礎上，其僅為習知油封結構之簡單改變，且     1 7

             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關於「第一間隙」之相關記載，亦未見     1 8

             其有別於習知油封結構之不可預期之功效，是以，系爭專利     1 9

             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3     2 0

             而能輕易完成者。     2 1

             請求項6  為依附於請求項4  之附屬項，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     2 2

             專利請求項4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6     2 3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2 4

             3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又證據3  既足     2 5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不具進步性，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     2 6

         5 1



         

         

             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自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     0 1

             不具進步性。     0 2

           5 .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與證據3之技術比對：     0 3

             系爭專利請求項1 0之「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葉，該些扇葉     0 4

             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動該些扇葉旋     0 5

             轉」，以及系爭專利請求項1 1之「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連     0 6

             接於該基座，並包覆該些扇葉」之技術特徵雖未直接揭露於     0 7

             證據3  ，惟扇葉及其外框為習知風扇之基本結構，屬於該技     0 8

             術領域之習知技術，是以，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     0 9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輕易完成者。     1 0

             請求項1 0、1 1分別為直接及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之附屬項，     1 1

             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     1 2

             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     1 3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     1 4

             具進步性。又證據3  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不具     1 5

             進步性，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自     1 6

             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0、1 1不具進步性。     1 7

           6 .系爭專利請求項1 2與證據3之技術比對：     1 8

             系爭專利請求項1 2之「該驅動部包含一線圈以及一磁塊，該     1 9

             線圈與該磁塊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且相對應設置，     2 0

             以使該馬達運轉」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及說明書第8     2 1

             頁第4  段記載「…該轉子5 0之軸心5 3係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     2 2

             油軸承3 0之軸孔3 1中，且令殼體5 1罩設於該軸承套2 0及該線     2 3

             圈組4 0外部，該永久磁鐵5 2內緣係對應於該線圈組4 0外緣並     2 4

             保持一定之氣隙。」記載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線圈」     2 5

             及「磁塊」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線圈組4 0」及「永     2 6

         5 2



         

         

             久磁鐵5 2」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     0 1

             術特徵。     0 2

             請求項1 2為依附於請求項1  之附屬項，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     0 3

             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 2     0 4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0 5

             3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又證據3  既足     0 6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不具進步性，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     0 7

             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自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2     0 8

             不具進步性。     0 9

           7 .系爭專利請求項1 3、1 5、1 6與證據1  、3  之技術比對：     1 0

             系爭專利請求項1 3之「該馬達更包含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     1 1

             軸心的一頂端處，用以儲存潤滑液，其中該儲液底槽包含一     1 2

             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系爭專利請求項1 5之「該     1 3

             斜面係為徑向延伸斜面」以及系爭專利請求項1 6之「該儲液     1 4

             底槽與該基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技術特徵，由系爭     1 5

             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所揭示之內容，顯見系     1 6

             爭專利之「儲液底槽」及「斜面」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1     1 7

             一體成型之「儲液底槽1 0 0  」及其徑向延伸之斜面技術內容     1 8

             ；是以，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     1 9

             開技術特徵。     2 0

             請求項1 3、1 5、1 6分別為直接及間接依附於請求項2  之附屬     2 1

             項，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以及證     2 2

             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     2 3

             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1 3、1 5、1 6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     2 4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     2 5

             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2 6

         5 3



         

         

             原告指稱證據1  、3  並未揭露及教示請求項1 3、1 5及1 6關於     0 1

             斜面之技術特徵，亦無法達到當軸心旋轉時可藉由斜面使潤     0 2

             滑液由軸心與軸承間回收利用之功效云云。惟查，系爭專利     0 3

             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已揭示儲液底槽1 0 0  位於軸     0 4

             心1 4的頂端處，且該儲液底槽1 0 0  具有徑向延伸斜面，以及     0 5

             該儲液底槽1 0 0  與基座1 0一體成型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先     0 6

             前技術（即證據1  ）雖未記載該斜面之相關功效，惟其已完     0 7

             整揭露該斜面之構造及設置位置，在此基礎上，所屬技術領     0 8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得知悉當該軸心1 4旋轉時可藉由斜面     0 9

             使潤滑液回流至軸心與軸承間之功效。是以，原告之主張不     1 0

             足採信。     1 1

           8 .系爭專利請求項1 8與證據1  、3  之技術比對：     1 2

             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之「一種馬達，該馬達包含：一基座；一     1 3

             軸承，固定於該基座上；一轉子，該轉子包含一軸心，該軸     1 4

             心穿過該軸承設置，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技     1 5

             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所揭示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     1 6

             基座」、「軸承」、「轉子」及「軸心」技術特徵已揭露於     1 7

             證據3  之「基座1 0」、「含油軸承3 0」、「轉子5 0」及「軸     1 8

             心5 3」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     1 9

             徵。     2 0

             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之「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     2 1

             處，用以儲存該潤滑液，其中該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     2 2

             面環繞該軸心設置」技術特徵，由證據3  之第一、三圖所揭     2 3

             示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儲液底槽」及「軸心」技術特     2 4

             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容置空間2 1」及「軸心5 3」技術內容     2 5

             ，證據3  雖未揭露系爭專利之「斜面」，惟證據3  已揭露容     2 6

         5 4



         

         

             置空間之內壁環繞軸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在此基礎上，該斜     0 1

             面結構僅為習知軸心容置空間之簡單形態改變，是以，系爭     0 2

             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     0 3

             據3  而能輕易完成者。     0 4

             此外，由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所揭示之     0 5

             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儲液底槽」、「斜面」及「軸心」     0 6

             技術特徵已揭露於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儲液     0 7

             底槽1 0 0  」、「斜面」及「軸心1 4」技術內容；是以，系爭     0 8

             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0 9

             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之「一驅動部，位於該轉子與該基座之間     1 0

             ，用以驅動該轉子」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以及系爭專     1 1

             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所揭示之內容，顯見系爭     1 2

             專利之「驅動部」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線圈組4 0」     1 3

             ，以及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驅動部1 6」技術     1 4

             內容；是以，證據3  及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皆已     1 5

             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1 6

             原告指稱證據1  之儲液底槽並未揭露任何斜面結構，被告機     1 7

             關僅依圖式內容即率斷儲液底槽周緣略呈傾斜面，其有擴張     1 8

             解釋以及理由不備之違誤云云。惟查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     1 9

             證據1  ）揭露儲液底槽之斜面已如前述，由於該斜面為具體     2 0

             之結構形態，可由工程圖等相關圖式表達，而系爭專利之第     2 1

             一圖之儲液底槽1 0 0  確實可見具有徑向延伸之傾斜面，所屬     2 2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得知悉該儲液底槽1 0 0  具有斜     2 3

             面結構，並無原告所稱擴張解釋之問題。是以，原告之主張     2 4

             不足採信。     2 5

             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     2 6

         5 5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系爭專利先前     0 1

             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2

             。     0 3

           9 .系爭專利請求項2 0、2 1與證據1、3之技術比對：     0 4

             系爭專利請求項2 0之「該斜面係為徑向延伸斜面」以及請求     0 5

             項2 1之「該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技     0 6

             術特徵，由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所揭示     0 7

             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儲液底槽」及「斜面」技術特徵     0 8

             已揭露於證據1  一體成型之「儲液底槽1 0 0  」及其徑向延伸     0 9

             之斜面技術內容；是以，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已     1 0

             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1 1

             請求項2 0、2 1皆為依附於請求項1 8之附屬項，證據3  與系爭     1 2

             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3

             1 8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1 4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0、2 1之整體     1 5

             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3     1 6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     1 7

             ，而不具進步性。     1 8

          1 0 .系爭專利請求項2 3 - 2 5與證據1、3之技術比對：     1 9

             系爭專利請求項2 3之「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孔中」     2 0

             、請求項2 4之「該馬達更包含一油封，該油封係固定於該基     2 1

             座上，且該軸心係依序穿過該油封與該軸承設置，其中該油     2 2

             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處」以     2 3

             及請求項2 5之「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     2 4

             液壁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     2 5

             自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技術特徵，由證據3     2 6

         5 6



         

         

             第三圖及說明書第8  頁第2  段記載「該含油軸承3 0係容置於     0 1

             該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內部，…，該含油軸承3 0中心並具     0 2

             有一軸孔3 1，該軸孔3 1係貫穿該含油軸承3 0上端及下端，可     0 3

             用以組裝該轉子5 0之軸心5 3。」及末段「…，該扣環6 0可大     0 4

             致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俾藉該扣環6 0、含油軸承3 0與軸     0 5

             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記載之內容，顯見證據     0 6

             3  已揭露其含油軸承3 0固定於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相當     0 7

             於系爭專利之軸孔）中，以及含油軸承3 0、軸心5 3及扣環6 0     0 8

             所形成之儲油空間（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槽）；再者     0 9

             ，由系爭專利說明書第9  頁第1 8 - 2 3  行記載「第一儲液壁     1 0

             2 5 1  之外側面位於凹陷部2 4 0  內，使得當潤滑液自軸心2 4與     1 1

             軸承2 3之間溢出時，大部分潤滑液都會被第一儲液壁2 5 1  導     1 2

             引而流至第一儲液槽2 5 2  中，潤滑液便可以經由回流後再度     1 3

             回到軸心2 4與軸承2 3之間，回流方向如第四圖中之箭頭A  所     1 4

             示，如此不至於因為潤滑液的流失導致馬達的自我潤滑功能     1 5

             失效」之內容可得知，該第一儲液壁2 5 1  之作用在於將潤滑     1 6

             液保留於第一儲液槽2 5 2  內，以利潤滑液回流至軸心2 4與軸     1 7

             承2 3之間；而由證據3  第三圖及說明書第8  頁末段記載「該     1 8

             扣環6 0係扣接於該軸心5 3之溝槽5 4上，且該扣環6 0係位於該     1 9

             含油軸承3 0上方，該扣環6 0可大致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     2 0

             俾藉該扣環6 0、含油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     2 1

             結構。」之內容可得知，證據3  藉由扣環6 0遮蔽該容置空間     2 2

             2 1上端，而將潤滑液保留於含油軸承3 0、軸心5 3及扣環6 0所     2 3

             形成之空間內，形成簡易油封結構，進而避免潤滑液流失，     2 4

             此外，證據3  第三圖亦揭露扣環6 0一端係位於軸心5 3之凹陷     2 5

             部之相對處；由以上對照可瞭解證據3  雖未直接揭露系爭專     2 6

         5 7



         

         

             利油封之第一儲液壁，惟證據3  之扣環6 0所形成之油封結構     0 1

             ，其設置之位置及產生之功效皆與系爭專利之油封相同，故     0 2

             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及「凹陷部」技術特徵已實質揭     0 3

             露於證據3  之「扣環6 0」及「軸心5 3之凹陷部」技術內容；     0 4

             是以，證據3  已實質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0 5

             請求項2 3 - 2 5  分別為直接及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8之附屬項，     0 6

             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     0 7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     0 8

             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     0 9

             利請求項2 3 - 2 5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1 0

             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     1 1

             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1 2

          1 1 .系爭專利請求項2 7與證據1、3之技術比對：     1 3

             系爭專利請求項2 7之「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凹陷該軸     1 4

             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凹陷部之     1 5

             間，具有一第一間隙」其技術特徵雖未揭露於證據3  及系爭     1 6

             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惟油封之第一儲液壁與軸心間     1 7

             保留間隙，在證據3  已揭露相當於系爭專利油封之基礎上，     1 8

             其僅為習知油封結構之簡單改變，且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關     1 9

             於「第一間隙」之相關記載，亦未見其有別於習知油封結構     2 0

             之不可預期之功效，是以，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     2 1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3  而能輕易完成者。     2 2

             請求項2 7為依附於請求項2 5之附屬項，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     2 3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2 4

             項2 5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     2 5

             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7之整體技     2 6

         5 8



         

         

             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     0 1

             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     0 2

             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3

          1 2 .系爭專利請求項3 1、3 2與證據1  、3  之技術比對：     0 4

             系爭專利請求項3 1之「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葉，該些扇葉     0 5

             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動該些扇葉旋     0 6

             轉」及系爭專利請求項3 2之「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連接於     0 7

             該基座，並包覆該些扇葉」技術特徵雖未直接揭露於證據3     0 8

             及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惟扇葉及其外框為習知     0 9

             風扇之基本結構，屬於該技術領域之習知技術，是以，系爭     1 0

             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輕     1 1

             易完成者。     1 2

             請求項3 1、3 2分別為直接及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8之附屬項，     1 3

             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     1 4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8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     1 5

             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     1 6

             利請求項3 1、3 2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1 7

             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     1 8

             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1 9

          1 3 .系爭專利請求項3 3與證據1、3之技術比對：     2 0

             系爭專利請求項3 3之「該驅動部包含一線圈以及一磁塊，該     2 1

             線圈與該磁塊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且相對應設置，     2 2

             以使該馬達運轉」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及說明書第8     2 3

             頁第4  段記載「…該轉子5 0之軸心5 3係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     2 4

             油軸承3 0之軸孔3 1中，且令殼體5 1罩設於該軸承套2 0及該線     2 5

             圈組4 0外部，該永久磁鐵5 2內緣係對應於該線圈組4 0外緣並     2 6

         5 9



         

         

             保持一定之氣隙。」記載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線圈」     0 1

             及「磁塊」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線圈組4 0」及「永     0 2

             久磁鐵5 2」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     0 3

             術特徵。     0 4

             請求項3 3為依附於請求項1 8之附屬項，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     0 5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0 6

             項1 8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     0 7

             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3 3之整體技     0 8

             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     0 9

             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     1 0

             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1 1

          1 4 .系爭專利請求項3 4與證據1  、3  之技術比對：     1 2

             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之「一種馬達，該馬達包含：一基座；一     1 3

             軸承，固定於該基座上；一油封，固定於該基座上；一轉子     1 4

             ，該轉子包含一軸心，該軸心依序穿過該油封與該軸承，其     1 5

             中該油封包含一第一儲液壁，位於該軸心之一凹陷部之相對     1 6

             處」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所揭示之內容，顯見系爭專     1 7

             利之「基座」、「軸承」、「油封」、「轉子」及「軸心」     1 8

             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基座1 0」、「含油軸承3 0」、     1 9

             「轉子5 0」及「軸心5 3」技術內容。又由證據3  說明書第8     2 0

             頁末段記載「該扣環6 0係扣接於該軸心5 3之溝槽5 4上，且該     2 1

             扣環6 0係位於該含油軸承3 0上方，該扣環6 0可大致遮蔽該容     2 2

             置空間2 1上端，俾藉該扣環6 0、含油軸承3 0與軸心5 3間形成     2 3

             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之內容可得知，證據3  藉由扣環6 0     2 4

             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而將潤滑液保留於含油軸承3 0、軸     2 5

             心5 3及扣環6 0所形成之空間內，形成簡易油封結構，進而避     2 6

         6 0



         

         

             免潤滑液流失，此外，證據3  第三圖亦揭露扣環6 0一端係位     0 1

             於軸心5 3之凹陷部之相對處；由以上對照可瞭解證據3  雖未     0 2

             直接揭露系爭專利油封之第一儲液壁，惟證據3  之扣環6 0所     0 3

             形成之油封結構，其設置之位置及產生之功效皆與系爭專利     0 4

             之油封相同，故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壁」及「凹陷部」技     0 5

             術特徵已實質揭露於證據3  之「扣環6 0」及「軸心5 3之凹陷     0 6

             部」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已實質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     0 7

             特徵。     0 8

             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之「一儲液底槽，係位於該軸心的一頂端     0 9

             處，其中該儲液底槽包含一斜面，該斜面環繞該軸心設置」     1 0

             技術特徵，由證據3  之第一、三圖所揭示之內容，顯見系爭     1 1

             專利之「儲液底槽」及「軸心」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     1 2

             「容置空間2 1」及「軸心5 3」技術內容，證據3  雖未揭露系     1 3

             爭專利之「斜面」，惟證據3  已揭露容置空間之內壁環繞軸     1 4

             心設置之技術特徵，在此基礎上，該斜面結構僅為習知軸心     1 5

             容置空間之簡單形態改變，是以，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     1 6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3  而能輕易完成者     1 7

             。此外，由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所揭示     1 8

             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儲液底槽」、「斜面」及「軸心     1 9

             」技術特徵已揭露於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儲     2 0

             液底槽1 0 0  」、「斜面」及「軸心1 4」技術內容；是以，系     2 1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2 2

             。     2 3

             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之「以及一驅動部，位於該轉子與該基座     2 4

             之間，用以驅動該轉子」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以及系     2 5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所揭示之內容，顯見     2 6

         6 1



         

         

             系爭專利之「驅動部」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線圈組     0 1

             4 0」，以及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驅動部1 6」     0 2

             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及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     0 3

             皆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0 4

             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     0 5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及系爭專利先前     0 6

             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7

             。     0 8

          1 5 .系爭專利請求項3 5 - 3 7與證據1、3之技術比對：     0 9

             系爭專利請求項3 5之「該軸心與該軸承之間包含有潤滑液」     1 0

             、請求項3 6之「該軸承係固定於該基座之一軸孔中」以及請     1 1

             求項3 7之「該第一儲液壁自該油封延伸出來，該第一儲液壁     1 2

             之內側面與該油封之間形成一第一儲液槽，係用以回收自該     1 3

             軸心與該軸承之間溢出之潤滑液」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     1 4

             三圖及說明書第8  頁第2  段記載「該含油軸承3 0係容置於該     1 5

             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內部，…，該含油軸承3 0中心並具有     1 6

             一軸孔3 1，該軸孔3 1係貫穿該含油軸承3 0上端及下端，可用     1 7

             以組裝該轉子5 0之軸心5 3。」及末段「…，該扣環6 0可大致     1 8

             遮蔽該容置空間2 1上端，俾藉該扣環6 0、含油軸承3 0與軸心     1 9

             5 3間形成第一道簡易油封結構。」記載之內容，顯見證據3     2 0

             已揭露其軸心5 3與含油軸承3 0之間包含有潤滑液（油）、含     2 1

             油軸承3 0固定於軸承套2 0之容置空間2 1（相當於系爭專利之     2 2

             軸孔）中，以及含油軸承3 0、軸心5 3及扣環6 0所形成之儲油     2 3

             空間（相當於系爭專利之第一儲液槽）；是以，證據3  已揭     2 4

             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2 5

             請求項3 5 - 3 7  分別為直接及間接依附於請求項3 4之附屬項，     2 6

         6 2



         

         

             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     0 1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     0 2

             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     0 3

             利請求項3 5 - 3 7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0 4

             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     0 5

             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6

          1 6 .系爭專利請求項3 9與證據1、3之技術比對：     0 7

             系爭專利請求項3 9之「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位於凹陷該軸     0 8

             心之表面處，該第一儲液壁之外側面與該軸心之該凹陷部之     0 9

             間，具有一第一間隙」其技術特徵雖未揭露於證據3  及系爭     1 0

             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惟油封之第一儲液壁與軸心間     1 1

             保留間隙，在證據3  已揭露相當於系爭專利油封之基礎上，     1 2

             其僅為習知油封結構之簡單改變，且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關     1 3

             於「第一間隙」之相關記載，亦未見其有別於習知油封結構     1 4

             之不可預期之功效，是以，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     1 5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3  而能輕易完成者。     1 6

             請求項3 9為依附於請求項3 7之附屬項，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     1 7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1 8

             項2 5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     1 9

             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7之整體技     2 0

             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     2 1

             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     2 2

             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2 3

          1 7 .系爭專利請求項4 3、4 4與證據1  、3  之技術比對：     2 4

             系爭專利請求項4 3之「該馬達更包含複數個扇葉，該些扇葉     2 5

             係連接於該轉子外側，當該馬達運轉時，會帶動該些扇葉旋     2 6

         6 3



         

         

             轉」及系爭專利請求項4 4之「該馬達更包含一外框，連接於     0 1

             該基座，並包覆該些扇葉」技術特徵雖未直接揭露於證據3     0 2

             及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惟扇葉及其外框為習知     0 3

             風扇之基本結構，屬於該技術領域之習知技術，是以，系爭     0 4

             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輕     0 5

             易完成者。     0 6

             請求項4 3、4 4分別為直接及間接依附於請求項3 4之附屬項，     0 7

             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     0 8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4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     0 9

             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     1 0

             利請求項4 3、4 4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1 1

             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     1 2

             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1 3

          1 8 .系爭專利請求項4 5與證據1、3之技術比對：     1 4

             系爭專利請求項4 5之「該驅動部包含一線圈以及一磁塊，該     1 5

             線圈與該磁塊分別位於該基座與該轉子上，且相對應設置，     1 6

             以使該馬達運轉」技術特徵，由證據3  第三圖及說明書第8     1 7

             頁第4  段記載「…該轉子5 0之軸心5 3係可轉動的插置於該含     1 8

             油軸承3 0之軸孔3 1中，且令殼體5 1罩設於該軸承套2 0及該線     1 9

             圈組4 0外部，該永久磁鐵5 2內緣係對應於該線圈組4 0外緣並     2 0

             保持一定之氣隙。」記載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線圈」     2 1

             及「磁塊」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證據3  之「線圈組4 0」及「永     2 2

             久磁鐵5 2」技術內容；是以，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     2 3

             術特徵。     2 4

             請求項4 5為依附於請求項3 4之附屬項，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     2 5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2 6

         6 4



         

         

             項3 4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     0 1

             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4 5之整體技     0 2

             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     0 3

             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     0 4

             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5

          1 9 .系爭專利請求項4 7、4 8與證據1  、3  之技術比對：     0 6

             系爭專利請求項4 7之「該斜面係為徑向延伸斜面」以及請求     0 7

             項4 8之「該儲液底槽與該基座係以一體成型的方式製成」技     0 8

             術特徵，由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第一圖所揭示     0 9

             之內容，顯見系爭專利之「儲液底槽」及「斜面」技術特徵     1 0

             已揭露於證據1  一體成型之「儲液底槽1 0 0  」及其徑向延伸     1 1

             之斜面技術內容；是以，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已     1 2

             揭露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     1 3

             請求項4 7、4 8皆為依附於請求項3 4之附屬項，證據3  與系爭     1 4

             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5

             3 4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1 6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4 7、4 8之整體     1 7

             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3     1 8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     1 9

             ，而不具進步性。     2 0

           (五)證據3  、證據1  、3  之組合及證據3  、4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     2 1

             爭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證據3  及證據1  、3  之組合足     2 2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9、4 1不具進步性：     2 3

           1 .證據1、3、4之技術關連性及證據教示動機：     2 4

             證據4  為一種無刷馬達，其包括用以防止浸油套筒軸承含浸     2 5

             油外漏之油封，證據4  與證據3  及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     2 6

         6 5



         

         

             據1  ）皆係包含油封結構之馬達，且其所達成之功效皆係避     0 1

             免潤滑液流失，故證據4  與證據3  、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     0 2

             證據1  ）間具緊密之技術關連性，因此對於馬達等相關技術     0 3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以證據4  與證據3  及系爭專利     0 4

             所記載之先前技術（即證據1  ）交互參考援引，並組合其關     0 5

             連技術之動機係屬明顯。     0 6

           2 .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4 1與證據1  、3  、4  之技術比對：     0 7

             系爭專利請求項8  、2 9、4 1之「該油封更包含一固定部，係     0 8

             用以使該油封套合於該基座上」技術特徵雖未揭露於證據3     0 9

             ，惟證據3  之扣環係扣接於該軸心之溝槽而固定，在此基礎     1 0

             上，油封之固定部結構僅為習知油封構造之簡單改變，其並     1 1

             未產生有別於習知油封結構之不可預期之功效，是以，系爭     1 2

             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     1 3

             據3  而能輕易完成者。     1 4

             請求項8  為依附於請求項1  之附屬項，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     1 5

             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8     1 6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1 7

             3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又證據3  既足     1 8

             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     1 9

             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或證據3  與證據4  之組合自亦     2 0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     2 1

             請求項2 9為依附於請求項2 4之附屬項，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     2 2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2 3

             項2 4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     2 4

             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2 9之整體技     2 5

             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     2 6

         6 6



         

         

             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     0 1

             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2

             請求項4 1為依附於請求項3 4之附屬項，證據3  或證據3  與系     0 3

             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0 4

             項3 4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     0 5

             1  ）具組合動機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4 1之整體技     0 6

             術特徵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或組     0 7

             合證據3  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即證據1  ）之技術內容顯能     0 8

             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9

             原告稱證據1  、3  並未揭露及教示請求項8  之固定部，亦無     1 0

             法達到系爭專利馬達運轉時，油封因此具有相對穩定的連結     1 1

             結構，又證據4  之蓋體4 6之切除部分4 6 d 1係對應凸台5 8之突     1 2

             出部5 8 a  ，以防止旋轉軸5 6脫落，無法對比系爭專利之油封     1 3

             結構云云。惟查，系爭專利請求項8  僅記載「該油封更包含     1 4

             一固定部，係用以使該油封套合於該基座上」，如上開技術     1 5

             比對所述，證據3  雖未具體揭露該固定部，惟證據3  已揭露     1 6

             扣環6 0係扣接於該軸心之溝槽而固定，其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 7

             8  所記載之功效實質相同。是以，原告之主張不足採信。     1 8

             綜上，證據3  、證據1  、3  之組合及證據3  、4  之組合足以     1 9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8  不具進步性；證據3  及證據1  、3  之     2 0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9、4 1不具進步性。     2 1

           (六)證據3  、4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不具     2 2

             進步性：     2 3

           1 .系爭專利請求項9、3 0、4 2與證據3之技術比對：     2 4

             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之「該油封更包含一延伸部，該     2 5

             延伸部與該轉子間形成一第二間隙，用以散逸多餘之潤滑液     2 6

         6 7



         

         

             」技術特徵雖未揭露於證據3  ，惟證據3  說明書第9  頁第3     0 1

             段已揭示其具有第二道油封回路，以留置由扣環6 0與溝槽5 4     0 2

             間滲流出之潤滑液；再者，證據4  雖未直接揭露第二道油封     0 3

             ，惟其蓋體4 6（T h e  c a p  4 6）之彎折柱牆4 6 d  （T h e  b e n t     0 4

             c y l i n d r i c a l  w a l l  4 6 d）與轉子框5 2（T h e  r o t o r  f r a m e  5 2     0 5

             ）之外凸部5 8 a  （T h e  o u t w a r d  p r o t r u s i o n s  5 8 a  ）之間形     0 6

             成一間隙，使得該馬達在油封4 5（T h e  o i l  s e a l  4 5  ）之外     0 7

             形成多重曲折之散逸路徑，因此由證據4  之教示，所屬技術     0 8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將其彎折柱牆4 6 d  應用於證據3     0 9

             之扣環6 0（相當於油封），進而完成如系爭專利具延伸部之     1 0

             油封；是以，系爭專利上開技術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1 1

             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3  、4  而能輕易完成者。     1 2

             請求項9  為依附於請求項2  之附屬項，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     1 3

             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證據4  具組合動機     1 4

             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9  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     1 5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4  之技術內容顯能輕     1 6

             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1 7

             請求項3 0為依附於請求項2 4之附屬項，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     1 8

             專利請求項2 4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證據4  具組合動機     1 9

             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3 0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     2 0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3  與系證據4  之技術     2 1

             內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2 2

             請求項4 2為依附於請求項3 5之附屬項，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     2 3

             專利請求項3 5不具進步性，以及證據3  與證據4  具組合動機     2 4

             已如前所述，故系爭專利請求項4 2之整體技術特徵已為所屬     2 5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組合證據3  與證據4  之技術內     2 6

         6 8



         

         

             容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0 1

             原告稱證據4  之蓋體4 6無法提供油封之功能，且蓋體4 6之切     0 2

             除部分4 6 d 1係對應凸台5 8之外突出部5 8 a  ，以防止旋轉軸5 6     0 3

             從軸承3 4脫落，因此證據3  、4  無組合動機云云。惟如上開     0 4

             比對所述，證據4  雖未直接揭露第二道油封，惟其彎折柱牆     0 5

             4 6 d  與轉子框5 2之外凸部5 8 a  之間形成一間隙，並形成多重     0 6

             曲折之散逸路徑，由於證據3  與證據4  屬於相同之技術領域     0 7

             ，且二者間存在相同及相對應之結構，因此由證據4  之教示     0 8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將其彎折柱牆4 6 d  應     0 9

             用於證據3  之扣環6 0（相當於油封），進而完成如系爭專利     1 0

             具延伸部之油封。是以，原告之主張不足採信。     1 1

             綜上證據3  、4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     1 2

             不具進步性。     1 3

         七、綜上所述，證據3  或證據1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     1 4

             求項1 - 4  、6  、1 0 - 1 3  、1 5、1 6、1 8、2 0、2 1、2 3 - 2 5  、2 7     1 5

             、3 1 - 3 7  、3 9、4 3 - 4 5  、4 7、4 8不具進步性；證據3  、證據     1 6

             1  、3  之組合及證據3  、4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7

             8  不具進步性，證據3  及證據1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     1 8

             利請求項2 9、4 1不具進步性；證據3  、4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     1 9

             爭專利請求項9  、3 0、4 2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上揭請求項     2 0

             均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 2條第4  項之規定，因此被告為撤銷     2 1

             系爭專利權上揭請求項之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     2 2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     2 3

             ，應予駁回。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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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1條，行政訴訟法第9 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2 6

         6 9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月　　3　　 日     0 1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0 2

         　　　　　　　　　　　　　審判長法　官　李維心     0 3

         　　　　　　　　　　　　　　　　法　官　林洲富     0 4

         　　　　　　　　　　　　　　　　法　官　陳忠行     0 5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 6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 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0 7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 0日內向本院補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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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送達後2 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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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第2 4 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     1 2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1 3

              1 4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1 5

         代理人之情形                                           1 6

              1 7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1 .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1 8

           一者，得不委任律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1 9

           師為訴訟代理人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 0

                           2 .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2 1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2 2

                           3 .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2 3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2 4

                             利代理人者。                       2 5

         

         7 0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1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0 1

           情形之一，經最高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0 2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2 .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0 3

           者，亦得為上訴審   。                                 0 4

           訴訟代理人      3 .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0 5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0 6

                           4 .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0 7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0 8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0 9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1 0

              1 1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1 2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1 3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1 4

              1 5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月　　3　　 日     1 6

         　　　　　　　　　　　　　　    書記官　鄭郁萱     1 7

         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