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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局動態 
[全球] 
五大設計專利局共同致力優化設計專利系統 
  五大設計專利局 (ID5) 再次寫出 ID5 年會日前於日本召開，並於會議中公布為因應快

速變遷的環境，將共同合作打造提供一個高效率且對使用者友善的全球設計系統的共同聲

明。為能實現這項新願景，將會進一步強化推廣以下專案，： 
1. 透過統一各國的設計專利申請案程序，以利申請人僅需準備乙份文件向外提出設計專

利申請的實用建議。 
2. 審查實務之研究與涉及網路引用文獻程序。 
3. 各局品質服務之交流。 
4. 3D 列印保護與設計保護等。 
 
資料來源：ID5 started a discuss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Kim Hong & 
Associates, Newsletter No.423. January 2, 2020. 
<http://www.pkkim.com/resources/new.asp?LetterNum=409&Page=1&bType=A >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持續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 
  中國大陸國知局公布 2019 年加強侵權假冒行為懲戒力度、改善新領域保護制度、審

查效率和審查品質提升等方面的工作內容如后，以繼續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營造良好的

創新環境和營商環境。 

一、 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 
  近年來，中國大陸持續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由 2012 年

的 63.69 分提升到 2018 年的 76.88 分。2019 年 11 月，《關於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意見》

（後稱意見）發布，對中國大陸進一步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作出全面部署。 
  這是第一個以中國大陸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名義公布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綱

領，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保護能力和保護水準全面提升。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商標法，明確將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由修

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五倍以下，並將法定賠償額上限從 300 萬元人民幣提高到 500 萬

元人民幣，懲罰性賠償額度達到國際較高水準。 
  在此基礎上，《意見》進一步提出，加快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的修改完善，大幅提高

侵權法定賠償額上限，加大損害賠償力度。這必將對侵權行為形成有力震懾。 
  根據《意見》，力爭到 2022 年，侵權易發多發現象將得到有效遏制，權利人維權「舉

證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局面將明顯改觀；到 2025 年，智慧財產權保護社會

滿意度達到並保持較高水準，保護能力有效提升，保護體系更加完善。 
 
二、 促進專利實施及轉化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中國大陸國內（不含港澳臺）發明專利擁有量為 174 萬件，每

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 12.5 件。在資訊通信、航空航太、高鐵、核能等領域形成一批

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核心技術。 
  2019 年上半年，全國專利和商標新增質押融資金額為 583.5 億元，成長 2.5%，質押

項目數為 3,086 項，成長 21.6%。其中，專利質押融資金額為 404 億元，質押項目 2,709
項，涉及專利 1.3 萬件。 
  中國大陸國知局智慧財產權運用促進司司長雷筱雲表示，高價值專利在支撐產業創新

發展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促進智慧財產權的價值實現，正成為當前和今後時期智

慧財產權工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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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推進的專利法第四次修正，明確單位對職務發明創造的處置權、規定加強專

利轉化服務、新設專利開放許可制度等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以更好促進專利實施和運用。 
三、 提升營商環境 
  提高審查效率、打擊非正常申請、提供「一站式」糾紛解決方案……加強保護之外，

中國大陸採取一系列措施為創新主體和市場主體提供便利，更好滿足社會需求，營造良好

營商環境。 
  中國大陸持續提高商標專利審查品質和效率，目前，發明專利審查週期保持在 22.5
個月左右；商標註冊平均審查週期穩定在 5 個月以內，達到國際較快水準。 
  於此同時，中國大陸嚴厲打擊非正常專利申請、商標囤積和惡意註冊行為，開展「藍

天」專項整治行動，加強對專利服務機構的監管，淨化市場環境。 
  為解決智慧財產權維權舉證難、週期長、成本高等問題，中國大陸自 2016 年起嚐試

建立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心，通過集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為一體的協調聯動方式，

提供「一站式」智慧財產權綜合服務。目前，全國已批復設立 25 家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心，

未來將進一步加快佈局。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發布的

《2019 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大陸排名提升至第 14 位，位居中等收入經濟體

首位。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 營商環境報告》中，中國大陸營商環境在全球排名提升至

第 31 位。 
  2019 年上半年，外國申請人在中國大陸之發明專利申請量、商標申請量分別達 7.8 萬

件和 12.7 萬件，分別成長 8.6%和 15.4%。非本國居民智慧財產權申請數量是反映一個國

家智慧財產權保護水準與營商環境，中國大陸國知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外國人在中國大陸

智慧財產權申請成長的態勢，充分表現了全球創新主體對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保護和營商

環境的信心。 
 
資料來源：开创知识产权保护新局面——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

环境，中國大陸國知局，2020 年 1 月 3 日。 
<http://www.sipo.gov.cn/zscqgz/1145077.htm> 
 
中國大陸 2019 年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合格分數線及授予專利代理師資格等

事項 
  中國大陸根據《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辦法》，日前就 2019 年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合格

分數線和授予專利代理師資格事宜公告如下： 
  一、合格分數線 
  專利代理師考試委員會根據專利工作的實際需要和當年度試題的難易程度，經充分討

論後，確定 2019 年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合格分數線為：法律知識部分（即專利法律知識

與相關法律知識兩科總和）150 分，代理實務部分（即專利代理實務單科）90 分。 
  二、專利代理師資格授予及證書頒發 
  自 2019 年 12 月 26 日合格分數線公布之日起，應試人員考試報名時提交的專利代理

師資格授予預申請自動轉為正式申請並生效。在規定時間內通過全部考試科目的應試人員

由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專利代理師資格，頒發《專利代理師資格證書》。證書由中國大陸

國知局統一製作，由各考點之地方國知局發放。 
 
資料來源：关于公布 2019 年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及授予专利代理师资格 
等事项的公告（第 341 号），中國大陸國知局，2019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sipo.gov.cn/zfgg/11449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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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東協專利審查合作的新特點：專利加速計畫 
  2009 年 6 月推出的東協專利審查合作 (Asean 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ASPEC)，為 9 個東協會員國之專利局間的第一個區域專利工作分享計畫，參加此計畫的

9 個東協會員國為：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

南。東協專利審查合作能為尋求多個東協國家專利保護的申請人提供節省時間及費用的簡

化申請程序。在東協專利審查合作下，於第一申請局有審查結果下，申請人可向第二申請

局申請加速審查，第二申請局在其檢索、審查期間，利用第一申請局的檢索、審查結果，

加快審查速度；雖然第二申請局並不一定要遵循第一申請局的審查結果，然能因此可省去

重複檢索的時間。根據東協專利審查合作網頁公布的統計結果，在此計畫下，向第二申請

局提出加速審查後的第一次審查意見發出時間約為 9.5 個月，審查結果幾乎皆獲准專利。 
  東協專利審查合作在各個參加的東協國家專利局間以英文進行，而其加速審查申請可

於第二申請局做出審定前的任一時間點﹙即便該申請案已在第二申請局已提出檢索及審查

申請﹚提出。此外，此加速審查申請並不需要額外的規費。而作為適格的東協專利審查合

作申請案，在第一申請局及第二申請局之間必須要有主張優先權的關係或為同一 PCT 國

際申請案的國家階段申請案，且至少一個請求項被第一申請局授予專利。 
  在 2019 年 8 月，東協專利審查合作另外推出了兩個新特點： 
  (1)用於工業 4.0 基礎建設及製造業的東協專利審查合作加速 
  自 2019 年 8 月 27 日至 2021 年 8 月 26 日為期兩年的試行計畫下，每年可接受 50
件的申請，IPC 分類號屬於工業 4.0 的專利申請自第二申請局得到第一次審查意見的期間

將由 9.5 個月提前至 6 個月。 
  (2)專利合作條約－東協專利審查合作 
  自 2019 年 8 月 27 日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為期三年的試行計畫下，每年會接受 100
件的申請，藉由東協國際檢索局或國際初步審查局所發出的書面意見及國際初步審查報告

﹙需注意，此計畫不包括補充國際檢索報告﹚以擴大東協專利審查合作的應用。而在目前

為止，東協國家中僅有新加坡及菲律賓的專利局為被認可的國際檢索局或國際初步審查

局。 
 
資料來源：Patent Acceleration Program: New Features to the 'Asean 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ASPEC), Viering, Jentschura & Partn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s, December 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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