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專利制度已於 2019 年 12 月 19 日正式實施。爲

了幫助廣大讀者更好地理解和運用香港的專利制度，本文對香

港新專利制度做一個介紹。

一、香港專利制度的沿革

回歸前，專利權在香港不能直接取得，任何人在取得英國

或指定英國的歐洲專利後的五年内，在香港註册，便可在香港

取得專利保護。

1997 年回歸後，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香港

實行自己獨立的專利制度。爲此，香港立法機構通過了香港

《專利條例》和《註册外觀設計條例》，1997 年 6 月 27 日開始實

施。香港由此建立了由“再註册”標準專利和短期專利組成的

獨立專利制度。

在經過回歸至今這些年的實踐後，爲了適應外部經濟環境

的變化，提高香港的競争力，吸引更多企業在香港開展科研業

務，促進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推動香港發展成爲粤港澳大灣

區内創新科技樞紐和亞太地區知識産權貿易中心，香港特區政

府在參考有關國家專利制度的最新發展趨勢後，决定改革本地

的專利制度。經過八年的準備，推出了《2016 年專利（修訂）條

例》及《2019 年專利（一般）（修訂）規則》，二者構成了香港新專

利制度的法律基礎，已於 2019 年 12 月 19 日同日生效。香港

知識産權署還同時公佈了與新專利制度配套的《專利審查指

引》。

二、香港新專利制度及其特點

新專利制度主要是新增原授標準專利制度；保留“再註册”

標準專利制度；優化現行的短期專利制度；以及對專利代理服

務進行規管。

原授標準專利

原授標準專利是指申請人在香港直接提交發明專利申請、

經過香港知識産權署對該發明專利申請進行形式審查和實質

審查合格後授予的標準專利。這是新引入的一種標準專利

制度。

原授標準專利申請的審查程序大致包括確定申請日、形式

審查、公開、實質審查、授權並公告或者駁回。

原授標準專利的保護期最長爲 20 年，從申請日起算。

原授標準專利具有以下特點：

1. 申請人直接向香港知識産權署提交標準專利申請，即申

請人在香港提交標準專利申請不必以中國國家知識産權局、歐

洲專利局（指定英國）或英國知識産權局提交過的申請作爲前

提條件。這對於没有在上述三局提交專利申請的申請人提供

了一個在香港獲得標準專利的途徑。即使對於在上述三局提

交了專利申請的申請人來説，也對其提供了一個靈活的在香港

獲得標準專利的途徑。

2. 申請程序靈活。例如，申請人爲了在香港獲得申請日，

其中一個條件是需要提交説明書；如果申請人已有在先申請，

那麽該申請人可在香港提交原授專利申請時只提供在先申請

的信息並陳述該原授標準專利申請的説明書和附圖（如有的

話）已完整地記載於在先申請中即可，官方語言的説明書和附

圖可之後提交。

3. 與要求優先權有關的規定相對寬鬆。原授標準專利的

申請人可以恢復優先權，也可以增加優先權。如果原授標準專

利的申請人錯過了 12 個月的優先權期限，則仍可以在 2 個月

内向香港知識産權署請求恢復在先申請的優先權。此外，在優

先權期限内提交原授標準專利申請之後，如果申請人漏填了優

先權聲明，則可以在最早優先權日期後的 16 個月内要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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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

4. 與短期專利一樣，原授標準專利申請可以作爲巴黎公約

的優先權基礎。申請人自其原授標準專利申請在香港特别行

政區知識産權署第一次提出之日起十二個月内，又在簽訂巴黎

公約或作爲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任何國家或地區就相同主題

提交專利申請的，可以享有優先權。

5. 實質審查由香港知識産權署基於香港本地的法律規定

進行，國家知識産權局提供技術支持。

原授標準專利制度爲申請人提供了另外一個選擇。與“再

註册”標準專利制度相比，原授標準專利制度爲申請人提供了

靈活方便的專利申請程序和更適切的專利保護。

“再註册”標準專利

“再註册”標準專利在新專利制度下没有實質變化，只是被

賦予了新的名稱“轉録標準專利”，以區别於“原授標準專利”。

轉録標準專利制度是指基於在指定專利局（即中國國家知識産

權局、歐洲專利局（指定英國）或英國知識産權局）提交的專利

申請通過在香港進行兩步註册而獲取的標準專利。

取得轉録標準專利的兩個步驟是：

1. 在指定專利局公開專利申請後的 6 個月内向香港知識

産權署提交記録請求，經形式審查合格後予以記録並公佈；

2. 在指定專利局授予專利權後的 6 個月内向香港知識産

權署提交註册與批予請求，經形式審查合格後准予註册並

公佈。

轉録標準專利保護期最長爲 20 年，自在指定專利局申請

之日起算。

轉録標準專利具有以下特點：

1. 申請人需先在指定專利局提交標準專利申請，不能直接

在香港提交。

2. 能否授權主要依賴指定專利局基於其所在國家或地區

的法律規定進行實質審查的結果，香港知識産權署主要進行形

式審查。

3. 轉録標準專利制度保障了在上述三個指定局提交專利

申請的申請人原有的權利，爲其在香港提交標準專利申請提供

了便利。

短期專利

短期專利是指由香港知識産權署直接受理的具有短期商

業價值的簡單發明專利。

設立短期專利的目的就是保護只具有短期商業價值的發

明並使申請人能儘快獲得專利權。對短期專利申請，香港知識

産權署在授權前不進行實質審查，只要形式審查合格即授予專

利權。但申請人在提交短期專利申請時應同時提交一份由規

定檢索機構對此專利所做的檢索報告。

雖然短期專利在授權前不經過實質審查，但在短期專利授

權後，權利所有人在爲實施專利權而向法院提起法律程序前，

必須就有關專利向知識産權署提出實質審查請求，除非已有法

院判决判定有關專利有效。同時，任何具備合理理由或正當商

業利益的人士也可以基於法定的理由請求知識産權署對有關

專利進行實質審查。經過實質審查後，如果該專利或按要求修

改後的專利符合相關規定，知識産權署將對其發出“實質審查

證書”；但如果不符合相關規定，知識産權署將會撤銷該專利。

上述實質審查請求一旦提出，將不能撤回。

一項短期專利的實質審查程序與一項原授標準專利申請

的實質審查程序大致類同。

當一項短期專利的所有人就一項未經實質審查或尚未發

出實質審查證書的短期專利向其他人威脅提起法律程序時，權

利所有人必須根據受威脅人的請求向其提供足以識别該項有

關專利的資料，即該項有關專利的香港專利編號及任何就請求

修訂該項有關專利説明書而仍未獲發表的修訂文本的副本。

以通告、公告或其他方式向他人威脅提起關於侵犯某短期

專利的法律程序的人如果無法提供必需的短期專利支持文件

（即實質審查證書或者上述有關專利的資料），則該威脅在法律

上應視爲“無理威脅”，受威脅的人可向法院提出合法的濟助，

包括宣佈威脅没有充分理據、發出制止繼續作出該威脅的强制

令以及就受威脅人因威脅而蒙受的損害（如有的話）判給損害

賠償。

短期專利的有效期最長爲 8 年，從申請日起算。

短期專利具有以下特點：

1. 一件申請可以包含兩項獨立權利要求，使申請人能以較

經濟的成本獲得更廣的專利保護範圍。

2. 授權後可能進行的實質審查程序既可以增强短期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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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量，也同時通過提高專利權人提出法律訴訟的門檻，以减

少“無理威脅”及濫用司法程序等情况，增强該制度的公信力，

同時維持在香港尋求短期專利保護的整體成本效益。

以上三種類别的專利相輔相成，在香港專利制度中構成了

一個有機的保護體系，注重申請專利保護的整體成本效益，以

最大限度地方便專利申請人申請專利，同時爲創新成果提供了

理想的保護環境。下表匯總了三種類别專利的主要特徵對比：

對專利代理服務的規管

新專利制度實施前，香港對本地專利從業人員没有設立一

套系統的規管制度，基本上任何人均可自由地在香港提供專利

代理服務以及使用“專利代理人”、“專利師”或類似名銜。爲了

加强對本地專利從業人員的規管，防止有人濫用具吸引力的頭

銜令服務使用者産生混淆，同時，從長遠而言，爲本地培養强大

的專利代理專業隊伍，並爲日後分階段建立全面系統的規管制

度鋪路，香港新專利制度設立了一項暫行規管措施，規定若有

人使用某些名銜如認可/註册專利代理人、認可/註册專利師等

或任何其他名銜或描述，以致令人認爲其在香港進行專利代理

服務的資格已獲政府認可或法律承認，即屬犯罪。但在香港以

外合法取得的專業名銜，只要清楚地指明有關資格是在哪個司

法管轄區獲得，仍可在香港合法和合理地使用。

三、香港新專利制度的考慮因素

爲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香港的新專利制度，預測香港專

利制度的發展和走向，下面對這次專利制度修改的考慮因素和

取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香港政府早在 2011 年 10 月就開始了這次對專利制度修

改的準備工作，並向公衆發出了諮詢文件。同時，委任了由香

港各界成員組成的香港專利制度檢討諮詢委員會，就有關香港

專利制度的未來發展提供建議和意見。在綜合研究了從公衆

諮詢收集所得的意見及相關情况後，諮詢委員會向政府提交了

檢討報告，建議在香港引入新的原授標準專利制度，保留“再註

册”標準專利制度，優化短期專利制度以及對專利代理服務進

行規管。香港政府完全采納了諮詢委員會的建議。

關於引入原授標準專利制度，諮詢委員會在認真研究了全

球經濟狀况、國際專利概况、香港的情况、“再註册”制度的優缺

點以及在香港設立原授專利制度的好處和困難同時研究了其

他司法管轄區的原授專利制度之後，建議香港政府從長遠策略

角度考慮香港未來的專利制度，設立原授專利制度，同時保留

現行的“再註册”制度，這有助香港成爲世界創新科技樞紐，並

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專利制度看齊。

關於香港短期專利制度，諮詢委員會提出了兩項優化建

議：第一，把實質審查列爲展開侵權程序的先决條件。這一點

有助法院裁定專利的有效性，也與設有短期專利或實用新型的

内地、澳大利亞、丹麥、德國和日本的情况類似。第二，獨立權

利要求的數目由原來的一項放寬爲兩項，但兩項權利要求均須

與同一項發明有關。這一點既保证短期專利的權利要求不過

於複雜，同時也使短期專利制度更具彈性。

關於專利代理服務的規管問題，諮詢委員會在香港規管現

狀和公衆意見的基礎上，考慮到成本與效益、不同專利類别對

保護對象

保護對象的
特點

可專利的條件

對獨立權利要
求數目的限制

提交方式

形式審查

實質審查

最長保護期限

原授標準專利

除了被豁除的事項或活動(例如發現、科學理論及治
療方法等)以外的其他事項或活動

具有較長期商
業價值的一般
發明

新穎性，創造性，工業實用性等

無限制

在香港知識産
權署直接提交

需要

需要

20 年

“再註册”標準
專利

具有較長期商業
價值的一般發明

無限制

先在指定專利局
（内地/英國/歐洲
（指定英國）)提
交，然後在香港
知識産權署提交

不需要，但專利
授權的前提是相
應專利在指定專
利局獲得授權

20 年

短期專利

具有較短期商
業價值的簡單
發明

最多 2 個

在香港知識産
權署直接提交

(i) 不是授予專
利權的要求
(ii)專利所有人
或第三方可在
專利授權後請
求進行實質審
查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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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的要求、專業人才的需求和供應、海外司法管轄區對

專利代理規管情况等等，建議長遠而言香港應設立全面的專利

代理服務規管制度，但目前宜制訂適當的臨時措施，限制只有

合資格人士或合資格事務所才可使用“專利代理人”、“專利師”

等特定的職衔。

香港已經發展成爲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儘管服務業目

前已佔香港經濟的絶大部分比重，但工業界仍希望充分利用亞

洲一些國家或地區成爲“世界工廠”所帶來的機遇，集中發展各

類高增值活動，例如研發工作、作爲總部管理香港以外的生産

基地、設計和創新以及技術轉移等。總之，這次香港專利制度

改革是爲把香港發展成爲創新科技樞紐和知識産權交易中心、

推動研究發展，以及培育香港在這些範疇的人力資本的長遠目

標服務，决定設立原授專利制度，並以此爲基礎，保留“再註册”

制度、優化短期專利制度以及對專利代理服務做出臨時規管

措施。

四、結語

香港新專利制度只是一個開端，隨着新專利制度的實施，

政府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考慮以分階段的循序漸進方式

提高自行實質審查的能力。另外，香港在後續權利運用和保護

方面，無論是法院建設、人才培養還是經驗積累，都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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