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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科學及技術

合作協定」(中譯本)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與美國在台協會(AIT)（以下簡稱為

「雙方」）； 

相信加強科學研究、技術與創新之合作將強化雙方社會情誼與瞭解，

並促進雙方與人類之科學及技術發展； 

 

認知參與雙方多年來已在科學與技術成功合作； 

 

認知雙方在科學研究、技術合作公開資訊，以及以實證為基礎決策之

價值； 

 

致力於開放、透明、互惠、相互尊重及良性競爭之研究誠信原則； 

 

承諾竭盡全力營造具包容性之科學研究環境，促進婦女及少數民族等

族群之參與； 

 

考量科學研究與技術合作係經濟發展之重要條件，以及擴大貿易之基

礎； 

 

期透過特定及先進技術之應用強化經濟合作。 

 

雙方就下列事項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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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1.雙方應發展、支持和促進雙方廣泛之科學研究及技術合作，以符合自

由探究、擇優為主的競爭、開放、透明、問責制、對等之科學價值；

促進智慧財產權之保護、相互尊重安全和包容性之研究環境、研究之

嚴謹性和公正性、研究之安全保障並減少管理工作量。合作範圍包括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創新、工程、社會科學、公共衛生、高等教育

和科學人力資源，以及隨後彼此可能決定合作的其他科學研究和技術

領域。 

2.基於本協定之合作或其他共同活動項下的合作活動或其他聯合活動

（以下簡稱「合作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協調計畫和共同合作研究計

畫、研習和調查、聯合科學課程、研討會、科技專家訓練計畫及人員

交流、會議和座談會，以及在合作活動範圍內有關科學研究、技術資

訊和文獻之交流。 

3.為管理本協定之執行，AIT之指定代表機構應為國務院，TECRO之指

定代表機構則為科技部。另為執行第3條規定，雙方得以書面指定其

他代表機構執行。 

 

第2條 

1.依據本協定進行之科學與技術合作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及資

金規範。 

2.倘依本協定需提供資金，該資金之管理，雙方應以書面明定之。 

 

第3條 

本協定第1條所指科學研究及技術合作，係透過雙方達成之執行協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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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項執行協議涵蓋各項合作之性質及應遵循之程序、資金、費用分

配及其他項目等。 

 

第4條 

各方應與其指定代表機構合作，依據各自機構之相關法規，促進： 

 

1.參與本協定合作活動之行程及工作人員可迅速及有效率地進出其所轄

領域，及 

2.與本協定合作活動直接相關之設備、儀器、材料、物資、樣本、數據

及計畫相關訊息等，可迅速及有效率地進出其所轄領域；為執行合作

活動用途而遞送之設備應被視為科學而非商業用途，接收方應盡力確

保該等設備免徵關稅。 

 

第5條 

依據本協定合作活動創造、發展或提供衍生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及其分配

等相關規定，訂於本協定附約1，並可在本協定之執行協議中進一步定

義。附約1“指定代表機構”一詞係指第1條所指之實體，或參與雙方履

行其執行協議而指定之其他或不同的實體。 

 

第6條 

1.除依據本協定第3條另以書面協議規定外，否則依據本協定合作活動

過程所發展出之非專屬性科學研究與技術訊息，雙方應通過慣常的管

道，並符合參與合作機構各自的一般管道和慣例，讓科學界可以獲得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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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方應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並根據適用的法律和政策，與他們所代

表的當局合作，適當的促進資料公開與自由交換，以造福科研界、產

業及大眾。 

 

第7條 

雙方得透過指定代表機構，包括國務院及科技部共同邀請第三方、國

際組織之科學家、技術專家及機構等，參加依據本協定舉行之合作活

動。參與相關活動之費用除雙方另有書面規定外，應由被邀請之第三

方自行支應。 

第8條 

除雙方另有決定外，本協定之規定不損及或影響獨立於本協定之雙方

科學研究與技術合作。 

 

第9條 

雙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應依據需要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本協定執行情

形。 

 

第10條 

1.本協定應於簽署日生效。 

2.本協定有效期為10年，除依據本條第3款終止本協定外，應自動展延

10年。 

3.任一方得在90日內，以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本協定。除雙方另有書面

協議，否則本協定終止不影響依據本協定進行中之合作活動。 

4.雙方得隨時以書面修正本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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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雙方代表經正式授權，爰於本協定簽署，以昭信守。 

 

本協定於(○○年○○月○○日)在華府以英文簽署一式兩份。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美國在台協會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蕭美琴 

職稱：代表 (Representative) 
 

 

簽名：Ingrid D.Larson 

職稱：執行理事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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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約1：智慧財產權 

           

 

1.一般義務 

參與雙方應透過其指定代表機構，確保充分有效地保護依本協定和相關

執行協議所創造或提供之智慧財產權。此類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應按本附

約規定分配。 

 

2.範圍 

A.除非雙方在與其指定代表機構協商後同意另有安排，否則本附約適用

依本協定開展之所有合作活動。 

B.就本協定而言，“智慧財產權”係指1967年7月14日在斯德哥爾摩通

過《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第2條所列事項，並包括雙方與其

指定代表機構商定或以書面協商明定的其他事項。 

C.各方倘有需要，應透過其指定代表機構及其代表當局，透過與本國參

與者的合約或其他法律手段，確保另一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得取得依

本附約所分配之智慧財產權。本附約不得以其他方式改變或損害當事

方與其指定代表機構間之智慧財產權分配。該智慧財產權分配應依該

當事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之法律和慣例決定。 

D.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本協定有關智慧財產權爭議應透過其指定代表

機構間，或必要時，由雙方討論解決之。雙方得考慮採取其他爭端解

決方式，包括依本協定之執行協議所規定的仲裁。 

E.本協定之終止或屆期，不影響本附約規定之權利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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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權利之分配 

A.各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有權獲得全球性的、非排他的、不可撤銷

的、免版稅的許可、直接根據合作產生之專著、科學技術期刊文章、

報告和書籍進行翻譯、複製和公開發行。依本協定所有準備公開發行

受版權保護之作品，應標明作者姓名，除非作者明確拒絕具名。 

B.除本附約3.A段所指權利外，所有智慧財產權應按以下方式分配： 

(1)訪問學者參加依本協定之合作活動前，主辦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

以及資助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可以討論和決定訪問學者所創造的任

何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分配。倘無此決定，訪問學者應依據主辦機構

方之規定獲得權利、獎勵、獎金和特許權使用費。就本協定而言，

訪問學者是訪問另一方的機構或其指定代表機構（主辦機構）並主

要從事主辦機構工作計畫的研究人員。 

(2)(a）由一方或其指定代表機構僱用或贊助的人員在合作活動中創造

的任何知識產權，排除3.B(1)款所涵蓋的範圍，雙方僱用或贊助人

員創造的智慧財產權，應由雙方和指定代表機構共同擁有。此外，

每位創作者均應根據僱用或贊助該創作者機構的政策獲得獎勵、獎

金和特許權使用費。 

(b)除非另訂執行協議或其他協議中雙方另有同意，否則，各方及其指

定代表機構應在其領土內擁有該方代表之權利，並允許他人利用在

合作活動過程中產生的智慧財產權。 

(c)一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在其領土以外之權利應由雙方共同商定，例

如應考慮雙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及其參與者對雙方合作活動的相

對貢獻、獲得法律保護及許可，以及知識產權分配的承諾程度，與

其他適當因素。 

(d)除本附約3.B(2)(a)和(b)款規定外，任一方或其指定代表機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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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的法律認為某項特定項目很可能會導致或產生其智慧財產權

未受保護時，雙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應立即進行討論，以確定智慧

財產權的權利分配。如果在討論開始之日起3個月內未能達成協議，

則應任一方的要求，經與指定代表機構協商，得終止有關項目的合

作。儘管如此，知識產權創造者應有權獲得3.B(2)(a)款所規定的獎

勵、獎金和特許權使用費。 

(e)對於依本協定在任何合作活動下進行的每項發明、僱用或贊助發明

人的當事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應立即將該發明以及任何文件和資訊

一併披露給另一當事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使另一方及其指定代表

機構能夠確立其應享有的任何權利。任一方與指定代表機構協商

後，得以書面形式要求另一方延遲此類文檔或資訊的發布或公開披

露，以保護其在本發明中的權利。除非雙方另有書面協議，否則經

與指定代表機構協商，延遲時間不得超過發明之一方向另一方披露

之日起6個月。 

 

4.商業機密資訊 

如果依本協定及時提供或創建商務機密的資訊，則雙方同意，每一方、

其指定代表及其參與者應根據適用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法規保護此類信

息。如果擁有資訊的人可以從中獲得經濟利益或相對於沒有資訊的人可

以獲得競爭優勢，且該資訊尚未讓大眾知悉或可從其他來源公開獲得，

並且所有者在沒有及時強加保密義務之前沒有提供過資訊，則可以將資

訊標識為“商業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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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約2： 持續之安全責任 

 

1.引言 

雙方之目的是營造一個支持自由思想交流的合作研究和創新環境。在某

些情況下，法律、法規或規章限制了某些資訊或技術的可用性，這些資

訊或技術需要保護、受限取用（分類）或出口管制。如果任一方通過其

指定代表機構在適當的情況下識別與本協定下的合作活動有關的資訊或

設備應受到另一方的保護，則應與另一方及其指定代表機構進行協商，

以確定情況可以獲得雙方滿意之解決。 

 

2.新資訊保護 

倘本協定下之合作活動發展出之資訊或技術需依法特別保護或加以限

制，應立即向雙方及指定代表機構通報。 

 

3.新資訊或新技術的出口和轉讓 

有關依本協定所研發出之新技術預期可能需要納入出口管制，包括本附

約第二節可能出現的任何出口管制，如果任一方經其指定代表機構協商

後認為有必要，應將防止非法轉讓或再轉讓此類資訊或技術納入個別合

約或執行協議。雙方期望依本協定所研發的資訊和技術可以正常從任何

一方領土出口到另一方領土，但要遵守相關法規的限制或規定，包括本

協定及附約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