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品外觀設計五局合作（英文簡稱“ID5”）是由中、美、

歐、日、韓這五個國家/地區的知識産權管理機構（以下簡稱爲

“五局”）——中國國家知識産權局（CNIPA）、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歐盟知識産權局（EUIPO）、日本特許廳（JPO）、韓國

特許廳（KIPO）共同建立的工業品外觀設計領域五局合作機

制。該合作機制於 2015 年正式成立，是繼發明領域五局合作

（IP5）和商標領域五局合作（TM5）後建立的又一個大國之間的

知識産權多邊合作機制。ID5 的目標在於促進工業設計體系的

工作效率、質量和用户友好性。

一、ID5的成立背景

（一）工業品外觀設計對全球創新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

增加

工業品外觀設計是科技與藝術結合産生的新的生産力，在

引領技術創新、提昇産品檔次、促進産業轉型昇級等方面發揮

着重要的作用。近年來無論是發達的歐美國家，還是新興工業

化國家，都給予工業品外觀設計持續而高度的重視，工業品外

觀設計越來越被認爲是企業提高競争力、獲得市場份額的重要

法寶。

五局同樣意識到工業品外觀設計在全球及國内市場中的

價值和重要性，及其對國家發展和經濟增長日益卓越的貢獻。

歐洲專利局（EPO）和歐盟知識産權局曾於 2013 年共同開展了

歐洲知識産權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在爲歐洲提供新增就業

問題上，工業品外觀設計優勢産業的作用位列第二，僅次於商

標。工業品外觀設計在知識産權保護和推動創新中的權重持

續攀昇，隨之而來的外觀設計國際協調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這

可以説是外觀設計五局合作機制形成的經濟背景和外部因素。

（二）五局在全球外觀設計領域申請量佔有比例高

據世界知識産權組織（WIPO）的統計，2016 年中、美、歐、

日、韓五國/地區受理的外觀設計申請數量爲 899966 件，約佔

全球外觀設計申請總量的 93%1。五國/地區在全球外觀設計申

請中佔有絶對多數的體量，發達的設計産業也造就了五局在外

觀設計制度完善和創新上始終處於前沿。五局基於在外觀設

計領域的優勢，先期開展一些探索、嘗試和合作，這對於全球外

觀設計制度的完善具有積極意義。

二、ID5的目標定位

ID5 合作以建立高效、通用的工業品外觀設計保護體系爲

目標、以爲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務爲宗旨，以開展局際間的合作

項目爲工作核心，以年度會議的形式推進體系運行。

ID5 合作與普通國際會議和學術論壇的不同之處在於，它

是以局方合作爲主導，以服務本國/地區及全球外觀設計用户爲

目標的國際合作機制。根據 2015 年簽署的《工業品外觀設計

五局合作聯合聲明》，ID5 合作的目標被定位於通過一系列提案

的合作項目來促進、提昇工業品外觀設計體系的效率、質量和

用户友好性。2016 年五局簽署的《工業品外觀設計五局合作

聯合聲明》對這一目標進行了重申，並强調 ID5 體系應當爲用

户和公衆提供更好服務，傾聽用户的聲音、確保合作成果惠及

用户和公衆。

三、ID5的發展歷程

工業品外觀設計中美歐日韓五局
合作情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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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首届 ID5 年度會議在美國召開。此次會議

期間，五局共同簽署了《2015 年工業品外觀設計五局合作聯合

聲明》，確立了 ID5“促進外觀設計體系的效率、質量和用户友好

性”的合作目標。此外，各局針對未來可能開展的合作項目進

行了討論，確立了 13 項建議的合作項目提案，這些提案涉及與

外觀設計制度、審查實踐和 IT 支持系統相關的多個方面。會上

還設置了簡短的與産業界交流環節，主辦方 USPTO 代表五局

向産業界通報了此次會議的討論情况，五局聽取了産業界對未

來 ID5 合作的意見和建議，並回答了産業界關心的問題。

2016 年 11 月，在我國舉辦了第二届 ID5 年度會議。此次

會議爲期兩天，第一天爲五局閉門會議，第二天爲五局與産業

界會議。

五局閉門會議期間，簽署了《2016 年工業品外觀設計五局

合作聯合聲明》。該聲明涉及合作目標、合作總體原則和合作

項目三方面，明確了爲用户和公衆提供更好服務的理念、强調

切實的成果産出；合作總體原則進一步指出在協商一致的前提

下通過局方的緊密合作，使用户、公衆及 ID5 體系本身受益，確

保公開透明地與公衆分享信息，並確保公衆的意見得到考慮。

五局還審議通過了 12 個合作項目，涉及各國法律制度及

審查實踐比較研究、IT 支持工具、外觀設計分類、質量管理和統

計，新科技外觀設計保護等領域。

五局與産業界會議期間，主辦方 CNIPA 代表五局向用户

匯報了閉門會議的討論成果。會議還特别設置充足的時間用

於産業界代表發言和與局方討論，保证了産業界有暢通的意見

表達渠道。這種對話會議得到五局以及各國/地區産業界的一

致歡迎和好評，爲確立産業界參與 ID5 合作模式奠定了良好基

礎，同時也爲各國/地區産業界深入參與外觀設計領域國際事務

以及規則制定搭建了機制和平臺。

2017 年 12 月，在 EUIPO 所在地西班牙舉辦了第三届

ID5 年度會議。第一天的五局閉門會議上，五局就合作項目情

况進行了充分交流與討論。目前，ID5 合作項目整體進展較爲

順利。外觀設計視圖提交要求對比目録、外觀設計統計數據匯

編以及外觀設計分類慣例和實踐研究這 3 個項目在此次年度

會議上經五局一致同意後正式結束，進入維護和更新階段。各

局均已開始關注在這些審查規則和實踐對比研究類項目結束

之後，如何進一步拓展和深化 ID5 合作。

第二天的五局與産業界會議上，主辦方 EUIPO 代表五局

向用户匯報了閉門會議的討論成果。此外，考慮到目前各局和

産業界對新科技外觀設計高度重視，此次會議還專門針對新科

技外觀設計設置了主題發言環節和小組討論環節。局方和産

業界代表就新科技外觀設計進行了深入研討。

四、ID5的重點項目

（一）審查實踐比較類相關項目

1. 外觀設計優先權審查實踐研究

外觀設計優先權審查實踐研究項目定位於各局之間優先

權規則和審查實踐方面的比較分析和信息共享，旨在建立一個

各局間關於優先權制度和審查實踐對比層面的綜述。

該項目分爲國外優先權制度的研究和相關制度的研究兩

部分。

五局已經完成了國外優先權制度的研究，且國外優先權制

度研究報告已在 2017 年 ID5 年度會議上得到通過。該研究報

告全面充分展現了各局國外優先權規定方面的異同。經五局

一致同意後，該研究報告將在 ID5 網站上對用户和公衆公開。

目前，該項目進入了優先權相關制度研究階段。各局將根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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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5 合作項目名稱

ID5 網站的開發和維護

外觀設計統計數據匯編

外觀設計可專利性對比目録

外觀設計視圖提交要求對比目録

五局優先權證明文件交换研究

五局優先權審查實踐研究

外觀設計分類慣例和實踐研究

外觀設計産品名稱對比研究

外觀設計申請量預測

外觀設計新穎性寬限期對比研究

部分外觀設計作爲有效保護工業設計創新
手段的對比研究

新科技外觀設計保護實踐研究

表 1 ID5 合作項目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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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各自不同情况進行不同制度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日本、韓

國的關聯設計制度，美國的繼續申請制度，歐盟的展會制度

等等。

該項目的成果對於各局和用户均具有重要的價值。通過

該項目可以瞭解到各局在外觀設計優先權規定和審查實踐方

面的異同點，對於用户在其他局要求外觀設計優先權具有很好

的參考價值。

2. 新科技外觀設計保護實踐研究

新科技外觀設計保護實踐研究項目主要是比較各局對新

科技外觀設計保護的相關規定和實踐，提昇各局對新科技外觀

設計保護相關規定的認知。該項目研究極具前瞻性，對於各局

和用户來説均意義重大。

該項目主要包含兩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新興的工業外觀

設計對比表，其研究對象包括圖形用户界面（GUIs）、圖標、過渡

圖像、動畫人物、計算機相關字體、虚擬現實環境等已被各局納

入保護範圍的保護對象，或暫不被作爲保護對象的新客體以及

已經出現且發展迅速的新科技外觀設計；第二部分涉及新興的

外觀設計申請、審查、公告和授權的相關信息技術支持。

目前該項目完成了具體研究對象的選取工作，五局開始着

手研究圖形用户界面（GUIs）等新科技外觀設計。儘管該項目

還處於項目研究的起步階段，但是新興外觀設計保護議題越來

越受到五局及産業界的重視。

在 2017 年 ID5 年度會議的五局與産業界會議中，專門針

對新科技外觀設計設置了主題發言環節和小組討論環節，局方

和産業界代表就新科技外觀設計進行了深入研討。從局方代

表的發言情况來看，各局均十分關注用户對於新科技外觀設計

的保護需求以及新技術所帶來的對於申請、審查、公告和授權

的相關技術支持的變革。目前，KIPO 和 EUIPO 已經率先實現

了動態三維文件的接收、審查，KIPO 還實現了動態三維文件的

公告。從産業界代表的發言情况來看，用户對於新科技外觀設

計的保護需求十分强烈。用户不僅對圖形用户界面（GUIs）等

在五局已經可以得到保護的新科技外觀設計提出了更爲深入

更爲全面的保護需求，也對虚擬現實等目前在五局還無法得到

保護的新科技外觀設計提出了保護需求。個别用户還提出了

希望保護創意、想法的較爲極端的觀點。由此可見，新科技外

觀設計不僅是各局高度關注的議題，也是各國用户十分關心的

領域。

（二）IT支持工具類相關項目

1. 外觀設計優先權文件交换研究

外觀設計優先權證明文件交换研究項目旨在在各局間尋

求一個方便且確保外觀設計優先權證明文件真實有效的電子

交换或提交方式，爲申請人和公衆提供更好更便捷經濟的

服務。

該項目包括第一階段可行性研究和第二階段實施工作計

劃兩個部分。考慮到 ID5 各局法律規定和 IT 系統現狀的差

異，各局將按照不同的節奏完成外觀設計優先權證明文件交换

研究項目。

目前，CNIPA 已具備實現外觀設計優先權電子交换的技術

條件。CNIPA 和 KIPO 已於 2018 年 7 月 20 日實現外觀設計

優先權電子文件交换。USPTO 和 JPO 目前正在進行相關 IT

技術準備工作。EUIPO 就法律和 IT 系統兩方面完成了可行性

研究。

ID5 各局最終將在五局間建立外觀設計優先權文件電子

交换渠道，將對廣大申請人和公衆帶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將

大大减輕各局的負擔。

2.ID5 網站的開發和維護

ID5 網站 2的開發和維護項目旨在建立外觀五局合作體系

的對外窗口，網站不僅是局方向公衆傳播 ID5 合作進展的信息

通道，也是五局之間交流信息、在綫討論的平臺。

目前 ID5 網站的開發工作已經初步完成。網站向用户和

公衆開放的内容包括 ID5 介紹、ID5 合作項目情况、各局相關

資料（如專利法、審查指南、分類表等）及最新消息、各局統計指

標和 ID5 會議情况。預計 ID5 網站將於 2018 年 ID5 年度會

議上正式上綫。

五、結語

ID5 合作既是局際間交流工作和分享信息的場所，也是局

方與産業界交流互動的有益平臺。儘管 ID5 合作開展還不足

四年的時間，但 ID5 合作整體進展迅速，已經取得了較爲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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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局方之間的業務合作和交流提昇了各局業務水平、綜

合管理能力以及對外服務能力。同時，局方與産業界的深入交

流與良性互動，也大大提昇了局方爲本國/地區以及全球工業品

外觀設計用户的服務質量。

未來，五局將繼續圍遶“爲用户和公衆提供更好服務”的理

念，開展務實合作，推動全球工業品外觀設計保護體系的完善，

爲本國/地區以及全球外觀設計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務。■

作者：李博，國家知識産權局國際合作司多邊合作項目組，處

長；徐婷妍，國家知識産權局國際合作司多邊合作項目組，項目

官員

❋對本文的貢獻等同於第一作者。

1 數據來源:《2017世界知識産權指標》報告（World Intellectual Prop⁃

erty Indicators）。

2 ID5網站網址爲：www.id⁃five.org。

ID5 is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designs jointly inaugurated in 2015 by the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CNIPA),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the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EUIPO),
the Japan Patent Office (JPO) and the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KIPO). In addition to IP5 (a forum of the five
major IP offices in the field of inventions) and TM5 (a forum
of the five major IP offices in the field of trademarks), ID5
serves as a multi ⁃ lateral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between
the above five intellectual authorities established with an
aim of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quality and user ⁃ friendli⁃
ness of industrial design system.

I. Background
(1) Industrial designs make incremental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nov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design is a new productivity as a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sciences and arts,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leading technical innovations, elevating product quality and
boos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ver re⁃
cent years, both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
ca and newly emerging industrial countries attach constant
and close attention to industrial designs. Meanwhile, indus⁃
trial designs are increasingly considered to be a trump card
of enterprises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nd increase

market share.
The five major IP offices are also conscious of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industrial designs in both global and do⁃
mestic markets, and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made to na⁃
t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and EUIPO joined forces in 2013 to car⁃
ry out a study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ditions in
Europe, demonstrating that after trademarks, industrial de⁃
signs rank second among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for offer⁃
ing more job opportunities in Europe. The weight of industri⁃
al designs continuously ascends in IP protection and inno⁃
vation boosting, and therefore, the demands for coordina⁃
tion of designs on a global scale are getting increasingly
higher. They are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external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D5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2) Design filings at ID5 account for a large portion of

global design filing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provided by the World Intel⁃

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design filings at the
five countries/regions (China, U.S.A., EU, Japan and Korea)
in 2016 were up to 899,966, which made up approximately
93% of all design filings worldwide 1. Design filings at the
five countries/regions constitute a vast majority of global de⁃
sign filings, and advanced design industries render the ID5
always at a forefront of design system improvement and in⁃
novation. ID5, by virtue of their advantages, embarked on
researches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de⁃

Introduction of 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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