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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中國大陸修改後的專利法早已於2021年6月1日正式施行，然而專

利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與專利審查指南（以下簡稱審查

指南）的修改，卻僅止於草案而遲未定案，其中實施細則的修改草案

於2020年11月27日發布，審查指南僅分別於2021年08月03日及2022
年10月31日發布了兩次的修改草案，之後便沒有消息。修改後的專利

法已施行超過兩年，但實施細則與審查指南卻一直處於無法確定的情

形，終於在2023年11月3日有了重大的進展，中國大陸國務院常務會

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修正草案）》，卻又

遲遲未見修改後的實施細則具體內容，直到2023年12月21日終於公布修改後的實施細則，

並且同日公布了修改後的審查指南，兩者均於2024年1月20日施行，本文在此先針對實施

細則的修改內容重點介紹。 
 
二二二二、、、、實施細則修改總覽實施細則修改總覽實施細則修改總覽實施細則修改總覽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包含11章123條，修改後增加到13章149條，增加的兩個章節分別為

第5章的專利權期限補償以及第12章的海牙設計。由於本次修改的幅度大、涉及面向廣泛，

以下將分為二十七個主題分別說明。 
 
（（（（一一一一））））實用新型實用新型實用新型實用新型的的的的初初初初步步步步審審審審查包含了查包含了查包含了查包含了明顯不具創造性明顯不具創造性明顯不具創造性明顯不具創造性 
  實施細則第50條，對於實用新型的初步審查增加了需審查明顯不具創造性（專利法第

22條第3款）。 
  實施細則修改之前，實用新型專利的初步審查中，審查委員能以明顯不具新穎性為由

來進行核駁，但不能以明顯不具創造性來核駁。眾所皆知，要找到可攻擊創造性的引證案

遠較於找到可攻擊新穎性的引證案來的容易許多，雖然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

局（以下簡稱國知局）為了打擊不正常申請，申請人偶爾會遇到審查委員引用與權利要求

明顯有差異的前案卻以新穎性來核駁，因此乍看之下是否能以創造性來核駁並不重要，主

要還是端看審查委員的態度，但創造性與新穎性的一大差異在於是否能結合複數個先前技

術，在以往的情形下，就算審查委員再怎麼偏頗，審查委員畢竟僅能以單一先前技術來類

比權利要求，因為這是新穎性的限制。但未來擴張到能以明顯不具創造性來核駁後，審查

委員便能結合複數個先前技術來核駁，因此審查委員要核駁實用新型申請案會變得更容易，

未來中國大陸的實用新型案於初步審查收到審查意見的機率勢必會增加，尤其對於技術水

準較不突出的申請案，其核准的機率會再進一步降低。 
 
（（（（二二二二））））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外觀設計的的的的初初初初步步步步審審審審查包含了查包含了查包含了查包含了明顯與現有明顯與現有明顯與現有明顯與現有設計設計設計設計不具明顯區別不具明顯區別不具明顯區別不具明顯區別 
  外觀設計也是類似的情形，實施細則第50條中，對於外觀設計的初步審查增加了要審

查明顯「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不具明顯區別」（專利法第23條第2款）。 
  雖然外觀設計目前被以明顯不具新穎性為由來核駁的比例低於實用新型，但既然實施

                                                 
*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專利國內部經理 



 

 

細則增加審查與現有設計不具明顯區別，這也代表了中國大陸要打擊不正常申請的決心，

因此外觀設計未來於初步審查時收到審查意見的機率也應會增加。 
 
（（（（三三三三））））電子形式的寄發文件不適用電子形式的寄發文件不適用電子形式的寄發文件不適用電子形式的寄發文件不適用15日的在途期間日的在途期間日的在途期間日的在途期間 
  「在途期間」係指國知局郵寄的各種文件，自文件發出之日起滿 15 日，推定為當事人

收到文件之日，因此以一般的審查意見來看，回覆期限的起算日可從審查意見的發文日再

多加 15 日。而在途期間的原意是考量到中國大陸幅員廣闊，文件若郵寄到較偏遠的地區

可能需要相當的時間，因此才有這 15 日的寬限。然而，現今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代理機

構均與國知局往來的文件已為電子形式，早已沒有郵寄費時的問題。 
  在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4 條第 3 款中，國知局寄送文件的方式除了「郵寄」及「直接

送交」之外，新增了「電子形式」，如此一來「郵寄」與「電子形式」便有所區隔，而第

4 條第 4 款的在途期間便會僅限於「郵寄」而無法擴及到以「電子形式」來發送文件。除

此之外，新增的第 4 條第 7 款也明定了國知局以電子形式送達的各種文件，以進入當事人

認可的電子系統的日期為送達日，並且審查指南還進一步規定，進入當事人認可的電子系

統的日期與通知書和決定的發文日不一致時，除當事人能提供證據外，該通知書和決定的

發文日推定為送達日。因此實際上送達日便會原則上推定為國知局的發出日。 
  如前所述，現今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代理機構均已改用電子形式來收取國知局的文件，

如此一來該等文件的送達日原則上等同於國知局的發文日，等同實質取消了 15 日的在途

期間，因此從 2024 年 1 月 20 日以後發出的審查意見，其陳述意見的期限便幾乎無法再將

15 日的在途期間計入，影響重大，實不可不慎。 
 
（（（（四四四四））））新增援引國際優先權母案新增援引國際優先權母案新增援引國際優先權母案新增援引國際優先權母案來補交缺少或錯誤提交的權利要求書或說明書及其部分內來補交缺少或錯誤提交的權利要求書或說明書及其部分內來補交缺少或錯誤提交的權利要求書或說明書及其部分內來補交缺少或錯誤提交的權利要求書或說明書及其部分內

容容容容 
  實施細則第 45 條規定了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缺少或者錯誤提交權利要求書、說明書或

者權利要求書、說明書的部分內容，但申請人在遞交日有請求優先權的，可自遞交日起 2
個月內或在指定的期限內以援引優先權母案的方式補交。補交的文件符合規定者，以首次

提交文件的遞交日為申請日。 
  第45條的內容稍微有些複雜，然參酌審查指南後，第45條的內容應是指，「缺少權利

要求書部分內容」、「缺少說明書部分內容」、「錯誤提交權利要求書」、「錯誤提交說

明書」、「錯誤提交權利要求書部分內容」、「錯誤提交說明書部分內容」的六種情形，

可以援引在先申請文件的方式補交缺少或者正確的部分，而保留申請日。換句話說，缺少

權利要求書及缺少說明書的情形並不包含在內，無法保留申請日。 
  審查指南另有一個章節提及「遺漏」權利要求書或者說明書的情形，應可視為是缺少

「整份」權利要求書或「整份」說明書，而該章節中並未提及可保留申請日。因此第45條
的保留申請日的情況，應不包含缺少整份權利要求書或整份說明書。 

 缺少 錯誤提交 
說明書 
或 

權利要求

書 

全部 
應為審查指南所指的「遺漏」 
審查指南未提及可保留申請日 

實施細則第45條所指的情形 
可保留申請日 

部分 
實施細則第45條所指的情形 
可保留申請日 

實施細則第45條所指的情形 
可保留申請日 

 
（（（（五五五五））））新增逾越優先權期限才提出新增逾越優先權期限才提出新增逾越優先權期限才提出新增逾越優先權期限才提出發明發明發明發明、、、、實用新型實用新型實用新型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優先權復權專利申請的優先權復權專利申請的優先權復權專利申請的優先權復權 



 

 

  不論是主張本國優先權或國際優先權，發明及實用新型的後申請案都需要在優先權基

礎案申請日起 12 個月內提出專利申請，而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36 條則進一步規定，若有

正當理由，則可於 12至 14 個月之間提出發明或實用新型的專利申請並主張優先權。 
  這當然是對申請人有利的新制度，但首先要留意的是，這個優先權復權並不包含外觀

設計。另外，目前審查指南上並未對所謂的「正當理由」進行說明，因此也要留意未來實

務上對於「正當理由」是否會嚴格認定。 
 
（（（（六六六六））））新增優先權的增加或改正新增優先權的增加或改正新增優先權的增加或改正新增優先權的增加或改正 
  實施細則第 37 條規定，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人請求優先權的，可以自優先權

日起 16 個月內或者自申請日起 4 個月內，在請求書中增加或者改正優先權要求。 
  審查指南進一步規定，此一增加或改正優先權要求的請求，必須在國知局做好公布準

備之前。審查指南也規定，請求增加優先權要求的，還應當同時繳納優先權要求費。 
  另外，要特別說明的是，審查指南中有特別規定「第 36 條的（五）優先權復權」、「第

37條的（六）優先權的增加或改正」，均不適用於「第 45條的（四）援引國際優先權母案

來補交」。審查指南還規定「第 36 條的（五）優先權復權」不適用於「第 37 條的（六）

優先權的增加或改正」，因此若申請日已超過 12 個月，則之後的專利申請縱使能主張優先

權，也不能再增加或改正優先權。綜上，本次實施細則修改的前述三項寬限，均只能擇一

使用而無法並用。 
 
（（（（七七七七））））新增外觀設計可主張本國優先權的相關規定新增外觀設計可主張本國優先權的相關規定新增外觀設計可主張本國優先權的相關規定新增外觀設計可主張本國優先權的相關規定 
  本次專利法修改後已放寬外觀設計可於六個月內主張本國優先權(專利法第 29 條第 2
款)，而實施細則第 35 條進一步規定，外觀設計的優先權母案不限於外觀設計，還可以是

發明或實用新型。除此之外，修改前的實施細則原本便有規定主張本國優先權時，優先權

母案會於後案提出申請之日起視為撤回，但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35 條進一步規定，如果

外觀設計的優先權母案是發明或實用新型，則該發明或實用新型母案不會視為撤回。 
 
（（（（八八八八））））誠實信用原則的各種相關規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各種相關規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各種相關規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各種相關規定 
  專利法修改後，第 20 條規定「申請專利」及「行使專利權」時，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

則，此為本次專利法修改新增的一大改變。而實施細則第 11 條中特別強調了在「提出各

類專利申請」的這一情形當中，應當以真實發明創造活動為基礎，不得弄虛作假。 
  此外，實施細則第 50 條規定了三種專利類型的初步審查均應判斷誠實信用原則，第

59 條規定了發明實質審查時應判斷誠實信用原則，以及第 69 條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納入

了無效的事由之中。 
  最後，實施細則第 100 條還規定，專利申請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可處人民幣 10 萬元
以下的罰款。由此可見，國知局確實有意要利用誠實信用原則來從多面向上打擊不正常申

請。 
 
（（（（九九九九））））初步審查的修改初步審查的修改初步審查的修改初步審查的修改 
  實施細則第 50 條規定了三種專利類型於初步審查時，需要審查哪些法條。實施細則

修改後，三種專利類型初步審查的法條變化如下： 
  發明：僅增加誠實信用原則。 
  實用新型：增加誠實信用原則以及明顯不具創造性。 



 

 

  外觀設計：增加誠實信用原則、明顯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不具明顯區

別、以及局部外觀設計的規定（實施細則第 30 條）。 
 
（（（（十十十十））））復審的職權審查復審的職權審查復審的職權審查復審的職權審查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審查委員若認為「復審請求不符合專利法和本細則有關規定」，

應當通知復審請求人，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內陳述意見。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67 條進一步

規定，除前述情形外，若認為「專利申請存在其他明顯違反專利法和本細則有關規定情形

的」，也應當通知復審請求人。 
  專利法第67條的內容並未清楚規定「其他明顯違反專利法和本細則有關規定情形的」

所指為何，而修改前的審查指南中提及，在復審程序中，合議組一般僅針對駁回決定所依

據的理由和證據進行審查，除駁回決定所依據的理由和證據外，合議組發現申請中存在下

列缺陷的，可以對與之相關的理由及其證據進行審查：「足以用在駁回決定作出前已告知

過申請人的其他理由及其證據予以駁回的缺陷」、「駁回決定未指出的明顯實質性缺陷」、

「與駁回決定所指出缺陷性質相同的缺陷」。而修改後的審查指南進一步新增「不符合專

利法實施細則第十一條（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並且於「駁回決定未指出的明顯實質

性缺陷」中新增了一個「關於權利要求對技術方案的限定導致其工作原理不清楚，不符合

專利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的例子。 

  因此，實施細則第 67 條所指的復審階段中的職權審查的「其他明顯違反專利法和本

細則有關規定情形的」，應主要是指「申請專利時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局部外觀設計的具體規定局部外觀設計的具體規定局部外觀設計的具體規定局部外觀設計的具體規定 
  局部外觀設計是本次專利法修改的一大開放，但專利法中並未對局部外觀設計有任何

具體的細部規定，實施細則第 30 條規定申請局部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整體產品的

視圖，並可用虛線與實線相結合或其他方式來表明要保護的部分。 
  此外，實施細則第 31 條規定，局部外觀設計除非採用實線及虛線來表示要保護的部

分，否則說明書的簡要說明需要特別說明請求保護的部分。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放寬新穎性優惠期的學術會議及技術會議的相關認定放寬新穎性優惠期的學術會議及技術會議的相關認定放寬新穎性優惠期的學術會議及技術會議的相關認定放寬新穎性優惠期的學術會議及技術會議的相關認定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中，關於新穎性優惠期的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原先僅指國務院

有關主管部門或者全國性學術團體組織召開的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但修改後的實施細

則第 33 條中，則進一步納入了「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認可的由國際組織召開的學術會議

或者技術會議」，因此等同放寬了學術會議及技術會議的認定標準。惟，審查指南中並未

針對前述的「國際組織召開的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進一步說明。 
  另外，關於新穎性優惠期的「國際展覽會上首次展出」及在「規定的學術會議或者技

術會議上首次發表」，申請人應檢附證明文件，且該證明文件須由有關國際展覽會或者學

術會議、技術會議的組織單位所出具，雖然修改後的第 33 條將出具證明文件的單位刪除，

但是審查指南中對於這部分完全沒有修改，因此證明文件的出具單位的認定，實質上並未

放寬。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不合理延遲所致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不合理延遲所致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不合理延遲所致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不合理延遲所致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 
  「不合理延遲所致的專利權期限補償」是本次專利法修改增加的新制度，但其於專利

法中著墨甚少，因此大多細部規定都是於實施細則中補上。 



 

 

  實施細則第 77 條規定，此一請求需於專利核准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第 78 條明

定了補償天數的計算方式，具體來說是從自「發明專利申請日起滿 4 年且自實質審查請求

之日起滿 3 年之日」到核准公告日之間的天數，然後再減去「合理延遲的天數」以及「申

請人引起的不合理延遲的天數」。第 78 條及第 79 條對於「合理的延遲」以及「申請人引

起的不合理的延遲」也分別進行了規範，其中「合理的延遲」包含了在復審階段有修改過

專利申請文件，「申請人引起的不合理的延遲」包含了未在指定期限內答覆國知局發出的

通知。最後，第 78 條強調，一案兩請的發明不得請求此專利權期限補償。 
  另外，第 84 條提及，國知局若認為不符合補償條件的，會作出不予期限補償的決定，

並通知提出請求的專利權人。而審查指南中則提及，國知局應當給予請求人至少一次陳述

意見和／或補正文件的機會。對於此後仍然不符合期限補償條件的，才做出不予期限補償

的決定。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補償新藥上市審評審批時間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補償新藥上市審評審批時間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補償新藥上市審評審批時間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補償新藥上市審評審批時間的專利權期限補償的相關規定 
  同樣地，「補償新藥上市審評審批時間的專利權期限補償」也是本次專利法修改增加

的新制度，但於專利法中一樣著墨甚少，大部分細部規定都是於實施細則中補上。 
  實施細則第 80 條規定，所謂的新藥相關發明專利是指符合規定的新藥產品專利、製

備方法專利、醫藥用途專利。 
  第 81 條規定此一請求需於該新藥在中國獲得上市許可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並規定

了新藥同時存在多項專利以及一項專利同時涉及多個新藥的情形。第 82 條規定了，補償

期限是專利申請日至新藥在中國大陸獲得上市許可之日的間隔天數減去 5 年，意即若在專

利申請日起五年內便在中國大陸獲得新藥上市許可，則將不會有補償；此一補償期限計算

方式的特別之處在於，補償的計算期限與專利核准公告日無直接相關。 
  最後，第 84 條提及，國知局若認為不符合補償條件的，會作出不予期限補償的決定，

並通知提出請求的專利權人。審查指南中提及，國知局應當給予請求人至少一次陳述意見

和／或補正文件的機會。對於此後仍然不符合期限補償條件的，才做出不予期限補償的決

定。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開放許可的相關規定開放許可的相關規定開放許可的相關規定開放許可的相關規定 
  開放許可為本次專利法修改所增加的制度，於專利法中原本便有規定一定程度的內容，

而在實施細則中則是進一步增加一些細節。 
  實施細則第 85 條規定了開放許可的實行，應於專利權核准公告後才能提出，並規定

了開放許可聲明應記載的事項等細節。第 86 條規定了不得實行開放許可的情形，例如專

利權處於獨佔或者排他許可有效期限內。第 87 條規定了透過開放許可達成專利實施許可

的，專利權人與被許可人的其中一人應當向國知局備案。第 88 條則規定了不得透過虛假

隱瞞等手段來實行開放許可以騙取專利年費減免，否則第 100 條規定可處 10 萬元以下的

罰款。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明定海牙設計的相關規定明定海牙設計的相關規定明定海牙設計的相關規定明定海牙設計的相關規定 
  海牙設計為近期中國大陸的一大改革，惟，本次的專利法修改未見與海牙設計有關的

內容，因此相關規定全都記載於實施細則中，甚至為此開了一個新章節，包含第 136 條至

第 144 條。但前述條款大多僅為一般性的規定，例如第 137 條「按照海牙協定已確定國際

註冊日並指定中國的外觀設計國際申請，視為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的外觀設計專利



 

 

申請」。海牙設計細部的規定，仍需進一步參照審查指南，審查指南新增了「第六部分」

說明海牙設計。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專利權評價報告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專利權評價報告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專利權評價報告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專利權評價報告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僅記載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修

改後的專利法第 66 條新增了「被控侵權人也可以主動出具專利權評價報告」，但並未明

確記載被控侵權人可以請求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而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62 條便明確記

載了被控侵權人也可請求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並且審查指南進一步舉例，收到專利權人

發出的律師函、電商平臺投訴通知書等的單位或者個人，都屬於被控侵權人。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專利核准公告前得於領證時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專利核准公告前得於領證時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專利核准公告前得於領證時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專利核准公告前得於領證時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了授予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決定公告後，才得請求

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而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62 條規定，申請人也可以在辦理專利權登

記手續時，便請求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因此請求的時間放寬並提早。 
  此外，實施細則第 63 條規定，於此一新增的情形下，國知局應當自公告授予專利權

之日起 2 個月內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新增延遲審查制度新增延遲審查制度新增延遲審查制度新增延遲審查制度 
  此為專利法修改並未提及，而僅於實施細則修改中新增的制度，實施細則第 56 條規

定了，申請人可以對專利申請提出延遲審查請求。而審查指南進一步規定： 
  發明：應在提出實質審查請求的同時提出，且延遲期限可為 1 年、2 年或者 3 年。 
  實用新型：應在提交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同時提出，且延遲期限為 1 年。 
  外觀設計：應在提交外觀設計申請的同時提出，延遲期限以月為單位，最長為 36 個

月。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明定何謂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利侵權糾紛明定何謂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利侵權糾紛明定何謂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利侵權糾紛明定何謂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利侵權糾紛 
  專利法修改後於第 70 條第 1 款新增了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應專利權人或者利害

關係人的請求處理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利侵權糾紛。而實施細則第 96 條則相應地規定

「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利侵權糾紛」包含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對行業發展有重大

影響」、「跨省、自治區、直轄市區域的重大案件」等情形。 
  專利侵權糾紛與專利審查較無關係，因此專利審查指南對此並無進一步的說明及規定。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銷售不知道是假冒專利的產品不再免除罰款的處罰銷售不知道是假冒專利的產品不再免除罰款的處罰銷售不知道是假冒專利的產品不再免除罰款的處罰銷售不知道是假冒專利的產品不再免除罰款的處罰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銷售不知道是假冒專利的產品，並且能夠證明該產品合法來

源的，責令停止銷售，但免除罰款的處罰。然而，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101 條第 3 款中，

刪除了「但免除罰款的處罰」，因此從文字上的修改來看，未來此種情形可能仍會有罰款，

換句話說，對於假冒專利的產品的執法變得更為嚴格。 
  專利侵權糾紛與專利審查較無關係，因此專利審查指南對此同樣無進一步的說明及規

定。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變更專利申請人變更專利申請人變更專利申請人變更專利申請人、、、、專利權人姓名專利權人姓名專利權人姓名專利權人姓名、、、、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其證明材料改為必要時提交其證明材料改為必要時提交其證明材料改為必要時提交其證明材料改為必要時提交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了「請求變更發明人姓名、專利申請人和專利權人的姓名或者

名稱、國籍和地址、專利代理機構的名稱、地址和代理人姓名的，應當向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辦理著錄事項變更手續，並附具變更理由的證明材料」，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146 條

將前述最後一句改為「必要時應當提交變更理由的證明材料」。 
  實施細則第 146 條提到了很多主體，但實際上於審查指南中有明顯放寬的，為變更「專

利申請人和專利權人的姓名或者名稱」的情形。修改前的審查指南於申請人（或專利權人)
姓名或者名稱變更時（並非申請權或專利權轉移），要求附上特定的證明文件或聲明。而

修改後的審查指南新增了，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請求變更姓名或者名稱的，應當提供身

份證件號碼或者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無法提供身份證件號碼或者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或者

經審查所提供的資訊不正確的，才需提供特定的證明文件或聲明。 
  至於變更發明人姓名，修改後的審查指南有稍微修改相關規定，但實際上並未放寬成

無須提供證明文件或聲明。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三三三三））））分案申請無需提交原申請分案申請無需提交原申請分案申請無需提交原申請分案申請無需提交原申請文件文件文件文件副本及優先權副本及優先權副本及優先權副本及優先權文件文件文件文件副本副本副本副本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了「提交分案申請時，申請人應當提交原申請文件副本；原申

請享有優先權的，並應當提交原申請的優先權文件副本」。然而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49 條

刪除了前述內容。 
  此外，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 5.1.1「分案申請的核實」中，原本有「(5)分案申請提

交的文件」，但該段落於修改後的審查指南中全數刪除，可見確實是要放寬而不再需要提

交原申請文件副本及優先權文件副本。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四四四））））摘要附圖無須另外提供而是從說明書附圖中指定摘要附圖無須另外提供而是從說明書附圖中指定摘要附圖無須另外提供而是從說明書附圖中指定摘要附圖無須另外提供而是從說明書附圖中指定 
  對於有附圖的專利申請，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除了說明書附圖外，還要另外提供

一個摘要附圖，但實務上摘要附圖往往會跟說明書附圖中的其中一圖相同，因此實施細則

修改後，第 26 條改為在申請書中指出摘要附圖是說明書附圖中的哪一圖即可，而無須重

複提交摘要附圖。 
  此外，雖然第 26 條刪除了「摘要附圖的大小及清晰度應當保證在該圖縮小到 4釐米×
6釐米時，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圖中的各個細節」以及「摘要文字部分不得超過 300 個字」，

但審查指南中並未刪除前述相關內容的段落，因此相關規定實際上仍然存在。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五五五五））））於中國大陸無經常居所或營業所的外國人於中國大陸無經常居所或營業所的外國人於中國大陸無經常居所或營業所的外國人於中國大陸無經常居所或營業所的外國人、、、、企業得不透過代理人自行繳納費用企業得不透過代理人自行繳納費用企業得不透過代理人自行繳納費用企業得不透過代理人自行繳納費用 
  專利法第 18 條第 1 款規定，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

者外國其他組織在中國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當委託依法設立的專利代理機

構辦理，此為舊有的規定，而非本次專利法修改調整的。而實施細則第 18 條則進一步規

定，前述情形時，申請人或者專利權人可以自行辦理提交優先權母案副本及繳納費用。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六六六六））））繳納各種費用有困難的繳納各種費用有困難的繳納各種費用有困難的繳納各種費用有困難的，，，，不再允許緩繳不再允許緩繳不再允許緩繳不再允許緩繳，，，，僅能減繳僅能減繳僅能減繳僅能減繳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申請人或者專利權人繳納本細則規定的各種費用有困難的，

可以請求「減繳」或「緩繳」，但修改後的實施細則第 117 條，將「緩繳」刪除，而僅留

下「減繳」。審查指南中，也將相關段落的「減緩」改為「減繳」，不再允許請求「緩繳」，

而僅能請求「減繳」。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七七七七））））未與單位特別約定時未與單位特別約定時未與單位特別約定時未與單位特別約定時，，，，提高職務發明人獲准專利權的獎金提高職務發明人獲准專利權的獎金提高職務發明人獲准專利權的獎金提高職務發明人獲准專利權的獎金 
  修改前的實施細則規定，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未與發明人、設計人約定，也未在其依

法制定的規章制度中規定專利法第十六條規定的獎勵的方式和數額的，應當自專利權公告

之日起 3 個月內發給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獎金。一項發明專利的獎金最低不少於人民幣 3000
元；一項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的獎金最低不少於 1000 元。前述規定於修改後

的第 93 條中，發明的獎金提高為不少於 4000元，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的獎金提高為不

少於 1500元，藉此合理分享創新收益。 
 
三三三三、、、、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次的修改有些會造成重大的影響，雖然修改後的實施細則並未立即施行，但是施行

日期為 2024年 1月 20日，僅剩下不到一個月，因此申請人對於本次實施細則的改變還是

要盡快準備及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