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6/6 

 

 

專利局動態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訂定審查效率新目標 
  2018 年中國大陸國知局受理的專利申請案超過 150 萬件，商標申請超過 700 萬件，

而發明專利申請案審結 80 餘萬件、核准 43 萬餘件，商標註冊 500 萬餘件。而中國大陸國

知局為能讓智慧財產權更快投入市場產生獲益，在2019年4月25日的開放日活動中表示，

將進一步縮短智慧財產權審查時間：2019 年的商標審查週期已壓縮至 5 個月，2020 年要

壓縮至 4 個月以內；未來 4 年，發明專利平均審查週期要壓縮至 16 個月，其中高價值專

利的審查週期要壓縮至 11 個月。2018 年中國大陸國知局已採行各種措施改善審查流程和

品質，減免專利規費並精簡專利商標申請所需文件。2019 年將繼續致力提升審查品質，除

了改善管理機制之外，也將多方研擬新措施，例如檢索審查分離、檢索外包，也規劃改善

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政策措施，以及於審查時結合集中審查、綠色通道和 PPH 等多種

審查模式。 
 
資料來源： 
1. 国知局:研究审检分离、检索外包等专利审查新模式。IPRlearn。2019 年 4 月 13 日。 
2. 申长雨：未来 4 年，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平均压减 16 个月左右。IPRlearn。2019 年 4

月 25 日。 
 
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營運新模式 
  自 2018 年 4 月開始規劃，上海的「國家知識產權運營公共服務平臺國際運營（上海）

試點平臺（簡稱平臺）」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通過官方驗收正式啟動運行，為上海科創中

心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上海國際智慧財產權運營管理有限公司具體負責平臺的營運，該

平臺有智慧財產權交易服務、金融創新、海外佈局及維權、重點產業營運及基礎服務 5 項

核心業務功能。自 2018 年來，平臺完成了 70 多宗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及服務專案，達成近

3 億元人民幣的交易額。2018 年，上海國際智慧財產權運營管理有限公司牽線成立上海國

際智慧財產權運營聯盟，積極吸收具有國際背景的智慧財產權服務機構、企業、商會、金

融機構、高校與科研院所等，形成智慧財產權營運、服務的共商、共建、共贏的生態，目

前已有 60 多家國際機構加入該聯盟。此外，平臺還通過接洽國際組織、各國駐滬領事館、

商務處、商會、投資局、世界知名大學技術轉移機構等，探索跨境智慧財產權運營合作新

模式。 
 
資料來源：探索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运营新路，中國大陸國知局，2019 年 5 月 22 日。

<http://www.cnipa.gov.cn/mtsd/1139370.htm> 
 
中國大陸展開「藍天」行動加強專利代理監管 
  中國大陸國知局於 2019 年 4 月公布《關於加強專利代理監管的工作方案》，並據以展

開為期兩年的藍天行動，針對無資格專利代理行為、代理非正常專利申請行為、專利代理

「掛證」行為、以不正當手段招攬業務行為等亂象進行整治，加強並完善專利代理事中、

事後監管，促進專利代理行業健康發展。具體行動方面，被廣泛關注的「黑代理」，也就

是無資格專利代理行為，各地智慧財產權管理部門將通過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企業資

訊共用平臺，結合商業化企業資訊查詢軟體，掌握已在市場監管部門核准登記且經營範圍

包括專利代理的企業資訊，並通過網路監測、實地檢查、舉報投訴等方式進行調查。在打

擊代理非正常專利申請行為方面，中國大陸國知局將加強對專利申請、專利審查等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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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監測分析，及時發現並認定專利代理機構從事非正常專利申請行為，並組織各地進行

調查核實、約談警示、依法懲處。在打擊專利代理「掛證」行為方面，各地智慧財產權管

理部門將聯繫有關部門單位，獲取公民身份資訊、工作單位、社會保障等資訊，與代理機

構和專利代理師資訊進行比對核查，結合舉報投訴、網路監測、書面檢查和實地檢查等方

式，對轄區內的專利代理機構進行調查，重點針對專利代理師在專利代理機構中是否專職

執業以及是否存在掛證行為進行核實，並按照相關規定對違規的機構和專利代理師進行處

理。針對以不正當手段招攬業務的行為，各地智慧財產權管理部門將通過舉報投訴、實地

檢查等方式，對轄區內專利代理機構的經營行為進行檢查，代理過程中有詆毀其他代理機

構、虛假宣傳、欺詐等不正當手段，查證核實將依法處理，對於違反廣告法、反不正當競

爭法相關規定者，將協調有關部門予以查處。 
  截至 2018 年底，中國大陸獲得專利代理師資格證人數達到 42,581 人，執業專利代理

師為 18,668 人，專利代理機構達到 2,195 家。專利代理行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問

題，2018 年有 79 家代理機構因未按期提交年度報告被列入專利代理機構經營異常名錄，

4 家被列入首批嚴重違法專利代理機構名單，並有 128 家代理機構不符合設立條件而被要

求限期改善；2019 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國知局已針對代理非正常專利申請等違法違規行

為發出 18 份懲戒決定書。 
 
資料來源： 
1. 重拳出击整治专利代理行业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蓝天”专项整治行

动，中國大陸國知局，2019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cnipa.gov.cn/zscqgz/1139451.htm> 
2. 开展“蓝天”行动 加强代理监管，中國大陸國知局，2019 年 5 月 29 日。

<http://www.cnipa.gov.cn/zcfg/zcjd/1139520.htm> 
 
[巴西] 
巴西致力於降低積案之措施 
  積案在巴西專利局已經是一個長久的問題，巴西專利局歷年來致力於降低積案，並也

祭出多項措施以便將案件延遲的情況降至最低。在 2017 年到 2018 年間，巴西專利局實施

並結合聘請更多的審查委員等創新的行動後，大幅的減少累積案件。以下列舉巴西專利局

所推出的多項減少積案措施： 

 

行動名稱 內容 

一般案件快軌專利審查 申請人逾 60 歲、罹患功能／心理疾病或其他重大疾病、申請

案之產品於巴西被不合法製造、申請人須獲取專利權後方能

取得巴西政府資助等特定狀況。 

初步意見 該件申請案主張巴西優先權。 

綠色技術 涉及環境友善與綠色技術。 

巴西優先權 該件申請案是首次向巴西提出。 

微個體與小個體 申請案是由巴西微個體或小個體提出申請。 

醫藥相關領域之專利審查 申請案涉及愛滋病、癌症、罕見疾病或(未經定義)被忽略的

疾病方面之診斷、預防及治療。 

聘請審查委員 聘請逾 200 位新的審查委員，總計 332 位審查委員。 
Code 6.20 使用其他國家或區域專利局的檢索報告結果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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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巴西專利局在 2019 年 1 月實施一項使用 AI 工具加快審查內部措施，該工具可

提供專利審查委員在相關領域中更全面性的檢索與有關該件專利申請案相關之公開訊

息。巴西專利局所做的努力也得到了正面結果，專利核准量大幅增加 77.5%，從 2017 年

核發的 6,250 件專利到 2018 年的 11,090 件專利，與 2017 年相較，積案減少 7.4%。巴西

專利局欲維持並擴展快速審查的選項，例如與俄羅斯、南韓、以色列與墨西哥新的 PPH。 
  雖然付出相當的努力，然積案數量仍相當可觀，2018 年的待審案件仍有 208,341 件，

目前最有爭論的一項措施稱為自動核准系統 (The Automatic Grant System)，該規定如字

面所示，無須實體審查便可自動核准，然此規定迄今尚未付諸實施。根據統計，巴西發明

專利申請案平均審結時間為 10 年，至於藥物與 IT 相關的申請案則為 13 年，巴西專利局

2018 年行動計畫喊出未來的審結期間希望縮短為自申請日起 5 年。 
 
資料來源：BR PTO – Fighting the Patent Backlog, Moeller IP Advisor. May 22, 2019. 
<https://www.moellerip.com/br-pto-fighting-the-patent-backlog/> 


	專利局動態
	中國大陸訂定審查效率新目標
	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營運新模式
	中國大陸展開「藍天」行動加強專利代理監管
	巴西致力於降低積案之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