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10/27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專利話廊 
兩岸復權制度的差異 

 杜燕文 中國專利代理人 
   
  我國專利法第 17 條第 1 項前段明定「申請人為有關專利

之申請及其他程序，遲誤法定或指定之期間者，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應不受理。」，此處所指的本法另有規定，包含了申

請人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誤法定期間，及於

民國 100 年專利法修正時方導入的復權規定，此復權機制包

含了於可主張優先權的期限內未主張優先權、申請人非因故

意遲誤了法定領證期限，或非因故意而未於年費補繳期間內繳納年費而所制定的

機制。 
  於中國大陸的專利制度中，同樣有針對當事人因其他正當事由延誤法定期限

或指定期限，導致其權利喪失時的復權機制，然中國大陸所規範可復權的情形泛

指所有「權利喪失」的事由，相較於我國僅限優先權未主張、於逾越領證期限及

逾越年費補繳期限的情況下方可復權，兩岸的復權規定明顯有別，因此，本文即

針對兩岸關於復權的差異加以解析： 
  1. 我國復權的規定 
  基於實務上，可能會發生申請人非因故意的事由而導致延誤了法定期限或指

定期限，但為避免過度的放寬導致不確定因素增加，於民國 100 年專利法修正

時僅針對申請人未於申請專利同時主張優先權或被視為未主張優先權、核准審定

書送達後 3 個月內未及時辦理領證程序，及超過年費補繳期限的情形，可於法定

的期限內申請復權。 
  先從核准審定書送達後 3 個月內未及時辦理領證論起，申請人除非及時在 6
個月內申請回復領證的權利，否則，不僅無法取得專利權，於我國的專利制度上，

倘若擬主張該申請案的國內優先權，在該申請案未於可領證的期限內辦理領證而

被視為自始不存在的情況下，縱使還在可主張國內優先權的 12 個月內，仍無法

主張該申請案的國內優先權；再者，倘若該申請案為一案兩請的新型案件，若該

申請案核准後並未於期限內領證，即無法取得新型專利權，在無法擇一的情況

下，發明專利會遭核駁。 
  因此，上述兩種情形須善用復權機制，申請回復領證的權利，倘若擬主張該

申請案的國內優先權，可先在逾越領證期限後的 6 個月內申請復權，而後隨即在

該申請案尚未公告且自申請日起尚未超過 12 個月時，提出後申請案，即可主張

該申請案的國內優先權；而針對一案兩請的案件，若仍擬取得發明專利權，則須

先申請新型專利回復領證的權利，待取得新型專利權後，才有取得發明專利權的

機會。 
  再論及，若超過年費補繳期限，專利權即自原繳費期限屆滿後當然消滅，故

專利權即告終止，相對的即喪失主張他人侵權的機會，除非是依法申請回復專利

權，在回復專利權的事實公告後，方使專利權回復，但在專利權終止至專利權回

復的期間內，倘若有他人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為專利權效力所不及。 
  因此，在申請回復專利權的復權機制上，其回復的起點必須是專利權人啟動

了復權機制，且在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後方能回復，故會有一段時間是處於專利

權效力不及之情形，但一旦回復專利權，對於持續侵權者，仍有主張侵權的機會；

故對專利權人而言，須善用此復權機制，但對該專利有興趣的其他廠商，縱使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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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已逾越了補繳年費的期限仍未續繳年費，仍應再等待 1 年的復權期，以避

免衍生困擾。 
  2. 中國大陸復權的規定 
  依中國大陸的專利體制，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耽誤期限的後果，是喪失各種相

應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主要包括了專利申請權、專利權或優先權等等，而若當事

人因不可抗拒事由外的其他正當事由，導致喪失了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則可自

收到主管機關的通知之日起 2 個月內請求恢復權利；因此只要主管機關發出的處

分影響了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均可請求復權，但若喪失的是請求優先權的權

利，依法是無法請求復權。 
  在中國大陸可請求復權的態樣相當多，於申請階段，中國大陸專利局發出的

文件視為未提交之處分、申請視為撤回之處分、請求視為未提出之處分或駁回之

處分等等的處分，均將使申請人喪失了專利申請權；於領證階段，若未於期限內

辦理領證，中國大陸專利局會發出視為放棄取得專利權的處分，將使申請人喪失

了取得專利權的權利；於授權之後，若專利權人未及時於年費補繳的期限內繳交

年費，專利權人即喪失了專利權。 
  在上述狀況下，均有請求復權的機會，當事人若依法請求恢復權利時，除了

提交恢復權利請求書及繳納恢復權利請求費外，更須同時辦理權利喪失前應當辦

理的相應手續，以消除造成權利喪失的原因；若恢復權利的請求符合規定，即應

當准予恢復權利，發出恢復權利請求審批通知書，若於申請階段，則續行專利的

審批程序，若於領證階段，則進入準備發證的程序，若於專利權終止階段，則恢

復其專利權。 
  因此，中國大陸可請求復權的態樣相當多元，與我國最大的差別在於申請階

段的各種喪失專利申請權的處分，均可請求復權，使申請人若因正當理由而延誤

期限時，仍有恢復專利申請權的機會；除此差異外，兩岸在未於期限內辦理領證

的影響性，於一案兩請的規範上是相同的，同樣須新型專利恢復取得專利權的權

利，並確定取得新型專利權後，發明專利方有續行以取得專利權的機會，但中國

大陸對於國內優先權的主張，並無先申請案必須存續的規定，因此，縱使先申請

案未於領證期限內辦理領證，且也未請求恢復取得專利權的權利，後申請案仍可

於可主張的期間內主張先申請案的優先權。 
  至於中國大陸於專利權終止後，若之後專利權恢復，那麼專利權終止到專利

權恢復的這段時間，專利權是存在或不存在？在法界有多種見解，然依筆者個人

的見解，認為審查指南中有明確的規範，因復權請求是經過審批程序，一旦主管

機關同意恢復專利權，除了發出審批通知書外，還應當在專利公報上公告恢復權

利的決定；因此，在專利權終止時，即進入無專利權的狀態，及至恢復權利的請

求被審批同意後，專利權方恢復，故專利權終止到專利權恢復的這段時間，專利

權行使應有限度的限制。 
  然而，雖中國大陸可請求復權的態樣較我國更多元，但我國是以明確的時間

點來規範可復權的時間，中國大陸卻是當事人收受相應的處分後才能啟動，但主

管機關作出處分的時間並不一定，且若主管機關一直未發出處分，即無法啟動復

權的機制；再者，對該專利有興趣的其他廠商，在各階段均可請求復權的情況下，

不確定因素就相對增加。 

  因此，由上述的解析，可看出兩岸在復權的制度上差異甚大，倘若有需啟動

復權機制時，建議多了解兩岸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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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 球 製 造 業 競 爭 力 指 數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 
                             陳品薇 整理 
   
  2016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係一份探討全球製造業的競爭力報告，該報告

指出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德國、韓國與印度這6個國家佔世界製造業GDP的
60%，顯示前述6國對於全球製造業趨勢具有影響的地位。2016年全球製造業國

家排名最高的為中國大陸，至於我國則排名第7（請見表1）。值得注意的是，該

份報告預測美國將於2020年拉下中國大陸，成為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最高的國

家。不樂見的是，我國的2020年預測排名卻滑落至第9名（請見表2）。 
 

表 1：2016 年全球國家地區製造業競爭力排名 
排名 國家／地區 指數評分 

100=高 10=低 
排名 國家／地區 指數評分 

100=高 10=低 
1 中國大陸 100 11 印度 67.2 
2 美國 99.5 12 瑞士 63.6 
3 德國 93.9 13 瑞典 62.1 
4 日本 80.4 14 泰國 60.4 
5 韓國 76.7 15 波蘭 59.1 
6 英國 75.8 16 土耳其 59.0 
7 臺灣 72.9 17 馬來西亞 59.0 
8 墨西哥 69.5 18 越南 56.5 
9 加拿大 68.7 19 印尼 55.8 

10 新加坡 68.4 20 荷蘭 55.7 
 

表 2 ：2020 年全球國家地區製造業競爭力排名（預測） 
排名 國家／地區 指數評分 

100=高 10=低 
排名 國家／地區 指數評分 

100=高 10=低 
1 美國 100 11 新加坡 67.6 
2 中國大陸 93.5 12 越南 65.5 
3 德國 90.8 13 馬來西亞 62.1 
4 日本 78.0 14 泰國 62.0 
5 印度 77.5 15 印尼 61.9 
6 韓國 77.0 16 波蘭 60.8 
7 墨西哥 75.9 17 土耳其 59.7 
8 英國 73.8 18 瑞典 59.1 
9 臺灣 72.1 19 瑞士 57.4 

10 加拿大 68.1 20 捷克 56.5 
 
  透過表 1 與表 2 可看出，排名前 15 名的國家中，形成三個具有製造實力不

同區域群組。以北美地區來看，美國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軸心，而在亞太群組中，

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引領一群新興的東盟國家（如圖 1），歐洲國家因處於緩

慢經濟復甦中，故落後亞太和北美地區。亞太群組是由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發

揮軸心作用，並由新加坡和臺灣的高技術出口進一步加強。新加坡和臺灣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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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競爭力指數均排名前 10 名，雖於 2020 年預測的排名下降，但在未來可能

依然保持在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名列中。雖與製造無直接關係，但由於臺灣靠近亞

洲幾個主要港口，故對製造商來說，有顯著地緣優勢。 

 
圖 1 具備製造業實力的區域集群 

 
  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大陸被稱為「金磚四國」之國家，曾經被視為下

一代製造業中心，不過現況卻是部分國家的競爭力水平表現急劇下降，取而代之

的是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印尼與越南這5國的崛起。更者，報告中將前述五

國稱為「強力五國」，且預定在未來5年擠入前十五大製造業競爭力國排行（如表

3），且會因勞動力成本低廉、靈活的製造能力、市場和經濟的成長等因素成為「新

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製造業將會把重心轉向更高價值和先進技術的製造

模式。前述強力五國結合上述圖1所提的亞太群組，不難發現其中有4個國家均

為ASEAN的會員國。 
 

表 3 強力五國當前與未來競爭力排名 
國家 馬來西亞

（ASEAN 
會員國） 

泰國 
（ASEAN
會員國） 

印尼 
（ASEAN
會員國） 

越南 
（ASEAN 會

員國） 

印度 
（非 ASEAN
會員國)） 

2020 預測排

名 
13 14 15 12 5 

排名變化 ▲+4 — ▲+4 ▲+6 ▲+6 
2016 年排名 17 14 19 18 11 
註：ASEAN 之中文全名為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於 1967 年 8 月 8 日在曼谷成立，五個創始會員國為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爾後汶萊、越南、寮國和緬甸與柬埔寨加入，形成東協 10 國，持續至

今。 
 
  根據調查顯示，維持製造業競爭力的指數將「人才」列為競爭的最重要之驅

註：圓括號內的數字代表 2020 年全球製造業競

爭力指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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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素，又一個國家於每個因素方面的綜合表現，決定了與其他製造業國家之間

的相對競爭力，圖 2 為全球製造競爭力的驅動因素。 
 

 
圖 2 全球製造競爭力驅動因素 

 
  表 3 顯示出前述 4 個 ASEAN 會員國之競爭力指數多半呈排名往前的情況，

以下簡單敘述其競爭力整體狀況分析，並同時來看臺灣的競爭力整體狀況分析。 
馬來西亞：仍專注零部件的組裝、測試和開發以及系統生產，但受到人才匱乏、

政治動盪與生產力相對較低的挑戰。 
泰國：泰國的熟練勞動力與高勞動生產率帶動了高出口額，但這也形成較高的勞

動力成本，然泰國的企業稅率僅有 20%，較其他 3 國低。 
印尼：印尼於過去十年的勞動力成本保持平穩，這對於尋求穩定低成本的製造業

為一誘因，其製造業 GDP 佔總體 GDP 很大一部分，且集中發展製造業，特別

是電子產品。 
越南：總體勞動力成本較低，故一直被視為於低成本製造方面能替代中國大陸，

且於過去 10 年提高其整體生產率（成長 49%），然製造能力方面仍落後中國。 
  對於全球製造商而言，前述 4 個國家還有以下優勢： 
1. 3 至 10 年免稅期的大量稅收優惠。 
2. 免稅或降低進口關稅。 
3. 降低在以出口為導向的生產中所用之資本和原材料的關稅。 
臺灣：現已成為全球開發與製造中心，具低企業稅、高度經濟自由與擁有世界最

大的半導體製造群組等優勢，然仍面臨僅依賴幾個主要出口市場、人口縮減與缺

乏自然資源等挑戰。 
  於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報告中受訪者認為，為因應迅速變化的製造業格

局，認為未來最有競爭力的國家得接受更高價值的製造業模式，該模式的特點為

採用例如預測分析、互聯產品（物聯網）、新建材料和智慧工廠（即工業 4.0）
的先進技術。又於這場轉型後，僅靠單一優勢（例如成本競爭力），便想當龍頭

的時代已成過去。換句話說，目前正進行的全球製造業爭霸之戰，可說是屬於那

些優先發展全面計畫的國家，有鑑於此，經營者於定位公司未來的營運時，應該

著重於以下 5 個方面： 
1. 將「人才」作為競爭力的首個驅動因素，以利未來長期競爭力的打造。 
2. 利用新進技術提升競爭優勢。 
3. 跨越傳統界限，即採用創新策略為勢在必行的手段，例如利用更廣泛的生態

人才                1 

成本競爭力          2                

 
勞動力生產力        3 

供應商網路          4 

法律監管體系        5 

教育基礎設施        6 

7    物質基礎設施建設                

 8 經貿 、金融和稅收體系     

9  創新政策和基礎設施          

 10          能源政策          

 11    本地市場吸引力          

 12          醫療體系 

全球製造業競爭力 

市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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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方法等。 
4. 在全球化的企業中發展平衡之道，即於各種驅動因素之間取得平衡。 
5. 培養巧妙的、戰略性的公司合作夥伴關係，例如，目前處於領先地位的企業，

正望向全新的戰略性公共／私營合作模式，以推動無法獨力完成的改進。 
  總而言之，過去 25 年來變化迅速的製造業格局一直主導著世界秩序，目前

全球似乎將進入第 4 次工業革命，而能夠成功應對的國家與企業將能因此存活並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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