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大陸發明專利審查指南中關於計算機程序的修改介紹（第 343 期

2024/02/22） 

                                                                 張偉城* 

 
  中國大陸最新修改的《專利審查指南》已經於 2024 年 1 月 20 日

起正式施行，本次修改包含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專利審查指南第二

部分第九章，修改部分介紹如下。  

一、修改回顧 

  2010 年 2 月 1 日施行之《專利審查指南》自公布後歷經六次修

改，包含三次的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令修改以及三次的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告

修改。以下二次修改涉及第二部分第九章，修改重點如下： 

⚫ 第 74 號局令：主要是明確指出「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不等同於「計算機程序

本身」，而採用計算機程序流程特徵限定的計算機可讀存取介質可以作為保護標的。 

⚫ 第 343 號局公告：新增第 6 節「包含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的發明專利

申請審查相關規定」，因為涉及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以及區塊鏈等技術領域有其

特殊性，故新增相關審查規定。 

二、本次審查指南修改重點 

1、允許將「計算機程序產品」作為申請標的 

  因網路普及，計算機程序（電腦程式）除了可以儲存在記錄媒體，例如有形的光

碟中，也可以透過網路廣泛流傳，以信號的形式進行傳輸及下載。為了加強對計算機

程序的保護，本次審查指南開放將計算機程序產品作為一種可申請標的，不再侷限於

有形的記錄媒體，所謂的計算機程序產品是指「主要通過計算機程序實現其解決方案

的軟體產品」。 

  在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5.2 節新增了示例 4，說明有關「去除圖像雜訊的

方法」的發明專利申請，可以撰寫成方法、裝置、計算機可讀存儲介質和計算機程序

產品等四種不同範疇的請求項，關於計算機程序產品可撰寫為： 

  「一種計算機程序產品，包括計算機程序/指令，其特徵在於，該計算機程序/指令

被處理器執行時實現權利要求 1 所述方法的步驟」，其中，權利要求 1 是記載一種去

除圖像雜訊的方法，該計算機程序產品是以引用記載形式撰寫的獨立項。 

2、新增關於人工智能、大數據發明標的之審查基準 

  本次審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 節「包含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的

發明專利申請審查相關規定」修改篇幅最大，新增關於發明定義、創造性審查的判斷

方式以及提供相對應的說明示例，其中，第 6.1.2 節新增二段，以說明涉及人工智能、

大數據之發明是否能符合專利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的發明定義。 

(1)、透過演算法實現計算機系統內部性能改進，可符合發明定義 

  請求項中記載的內容，若涉及人工智能、大數據算法改進的方案，該算法與計算

機系統的內部結構存在特定技術關聯，解決如何提升硬體運算效率或執行效果的技術

問題，從而獲得符合自然規律的計算機系統內部性能改進的技術效果，則該技術方案

符合發明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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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應 的，審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2 節新增一正面示例 5「一種深度神經

網路模型的訓練方法」，該模型訓練方法可以針對不同的訓練數據量，選擇適配具有不

同處理效率的單處理器訓練方案或多處理器訓練方案。因為該模型訓練方法與計算機

系統的內部結構存在特定技術關聯（即選用單一處理器或是多個處理器執行訓練），提

升了訓練過程中硬體的執行效果，解決了訓練速度緩慢的技術問題，獲得符合自然規

律的計算機系統內部性能改進，符合發明定義，是可提出專利申請之保護標的。 

(2)、新增具體技術領域的大數據處理之判斷基準 

  如果解决方案處理的是具體應用領域的大數據，利用分類、聚類、回歸分析、神

經網路等技術去分析出數據當中符合自然規律的內在關聯關係，據此解决如何提升具

體應用領域大數據分析可靠性或精確性的技術問題，並獲得相應的技術效果，則符合

專利法第二條第二款的發明定義，屬於可專利申請標的。需注意的是在申請專利範圍

中，應明確限定是何種應用領域。 

  相應的，審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2 節新增了三個示例，其中示例 6 提供

的「電子券使用傾向度的分析方法」、示例 7 提供的「知識圖譜推理方法」都是以正向

的角度說明能夠符合發明定義的大數據處理方法。另一方面，示例 10 提供的「金融

產品的價格預測方法」因為無法根據歷史價格決定未來價格，兩者之間不存在符合自

然規律的內在關聯關係，也不是解決技術問題、無法獲得技術效果，故不符合發明定

義。 

3、新增關於算法實現計算機系統內部性能改進的創造性審查 

  在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1.3 節新增算法與計算機系統的內部結構存在特

定技術關聯，實現了對計算機系統內部性能的改進，提升了硬件的運算效率或執行效

果，包括减少數據存儲量、减少數據傳輸量、提高硬件處理速度等，那麽可以認爲該

算法特徵與技術特徵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關係，在進行創造性審查時，

應當考慮所述的算法特徵對技術方案作出的貢獻。 

  相應的，審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2 節新增了示例 15「用於適配神經網路

參數的方法」，當計算機系統依照該方法對神經網路數據進行運算時，計算機硬體能夠

更高效率地處理數據，提升硬體的運算效率，因此在判斷是否具備創造性時，需要考

慮該算法對整體技術方案作出的貢獻。 

4、新增關於使用者體驗提升的創造性審查 

  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1.3 節新增發明專利申請的解决方案，若能夠帶來

用戶體驗提升時，於審查創造性時則會予以斟酌考慮，但該用戶體驗的提升必須是由

技術特徵帶來或者産生的，或者是技術特徵以及與其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所產生的、

或是存在相互作用關係的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等共同帶來或者産生的。 

  審查指南本次修改了第 6.2 節的示例 13，補充說明在一物流配送方法中，送貨人

員的操作可以更便利、而訂貨方的用户可更及時接收取货通知，雙方的用戶體驗觀感

皆因此獲得改善，由於這樣的功效改善是源自於技術特徵，因此在判斷創造性時應加

以考慮。 

  因為用戶體驗提升是一種個人主觀感受，即使在專利說明書中有記載這樣的功效，

在實際判斷創造性時還是需要注意該功效與技術特徵之間的關聯，舉例來說，如果物

流配送方法是藉由特定演算法計算出最佳送貨路徑，縮短物流傳輸時間，使得買方用

戶更快速地取得貨品，提高用戶的滿意度，應判斷整個演算法的創造性貢獻；反之，



 

 

若是以買方用戶選擇支付較多小費給物流配送人員，從而使物流人員有意優先送貨，

則整體來看不屬於技術方案，無法對創造性有所貢獻。 

三、結論 

  本次針對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專利審查指南作出部分修改，開放計算機程序產品能

符合申請標的，不再侷限計算機程序的儲存媒介形態，但計算機程序本身仍是不符合發明

定義，因此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可撰寫成方法、裝置、計算機可讀存儲介質和計算機程

序產品等不同範疇；另一方面，在涉及人工智能及大數據處理方面，審查指南在發明定義、

創造性判斷均有新增說明及對應的示例，可作為申請人在提出專利申請或答辯時的參考依

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