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 

合作項目摘要 

(2020年 - 2022年上半年) 

 

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從 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共完成合作項目 19 項，

以進一步推動知識產權合作向縱深發展，其中第(2)、(8)、（10）及(14)共 4 項爲新增

項目。有關合作項目詳情如下﹕ 

1. 建立健全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合作機制 

  

 

粵港雙方圍繞《知識產權强國建設綱要（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國家

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的部署，發揮各自的知識產權綜合優勢，深化粵港

澳大灣區知識產權項目合作。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成員積極推動兩

地知識產權合作，包括推進交流探討、宣傳教育、知識產權貿易、科研成果轉

化、及珠三角九市融入大灣區知識產權合作等。在深化跨境保護合作方面，由

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廣東省公安廳及香港海關牽頭，通過情報交流、信息資源

共享、聯合行動及專案合作，持續打擊跨境侵權活動。 

  

2. 持續加强粵港澳知識產權人才培養 

  

 

 

2020年 1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下稱“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

聯同香港城市大學知識轉移處及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發展院共同舉辦《初創企業

發展課程》，幷向粵澳兩方通報課程安排，共有 250多名來自粵港澳的高校、知

識產權研究和服務機構，以及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人員參與，進一步加强大灣

區知識產權高端人才的培養。 

2021年 4月至 5月，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香港特區知識產權

署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下稱“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共同主辦“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人才發展大會暨知識產權人才供需對接系列

活動”，徵集知識產權社會人才專項招聘需求 206 項，線上雲端對接知識產權

專業人才 1268人，推動大灣區知識產權人才發展。 

  

3. 大力推進“大灣區高價值專利培育佈局大賽” 

  

 

2020年，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澳門經

濟及科技發展局、珠海市人民政府和東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2020年粵港澳

大灣區高價值專利培育佈局大賽”，收到 658 個有效申請，參賽機構包括創科

企業、高校和科研中心等，評選出 38個决賽大獎。2021年，廣東省市場監督管

理局（知識產權局）、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和佛山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辦“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高價值專利培育佈局大賽”，共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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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 個有效申請，選出 35 個决賽獎項。兩届大賽發掘了一批高價值的專利創

新項目，有效促進了灣區科技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運用，有力推動創新驅動發

展。 

  

4. 强化大灣區知識產權有效運用 

  

 

2020年 11月，由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及

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合辦的“2020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交易博覽會”在線

上舉行，進一步推動大灣區的知識產權貿易及創新發展。 

  

5. 强化粵港海關侵權情報交流合作機制 

  

 

海關總署廣東分署與香港海關定期溝通相互查獲的涉港侵權案件信息，對於查

獲的重大案件信息進行即時通報。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雙方共交換各

類情報信息 183 件，幷根據相互協商議定的重點領域適時開展了保護知識產權

聯合執法行動，打擊跨境侵權行爲。 

  

6. 持續開展針對重點口岸、重點領域的聯合執法行動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間，海關總署廣東分署、香港海關與澳門海關就

打擊重點領域跨境侵權活動組織開展了七次聯合執法行動，取得了豐碩成果，

重點打擊輸往港澳及經港、澳轉口至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侵權違法活動。在七次

的行動中，粵方共查獲超過 698萬件侵權商品；港方共查獲 153宗案件，約 17

萬件侵權貨品。 

  

7. 深化粵港知識產權執法協作 

  

 

香港海關積極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

展開緊密聯繫，交流跨境侵權情報，探討涉及兩地侵權案件的合作。在 2020年

1月至 2022年 6月，雙方通過即時的情報交流及案件協查，交換情報及信息共

36件。 

2021年 8月，粵港澳三地海關以線上形式舉行了第二次粵港澳海關知識產權執

法合作會議。三地就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及策略、侵權情報等進行交流，幷同

意以現有合作機制爲基礎，加大力度打擊跨境侵權罪行，聯手保護三地知識產

權。 

  

8. 支持 2020 南粵版權保護和產權發展論壇 

  

 

 

2020年 9月，在廣東省版權局指導下，廣東省版權保護聯合會和中共佛山市委

宣傳部（佛山市版權局）共同主辦“2020年南粵版權保護和產業發展論壇”，

以“提升版權保護和創造能力，助力南粵版權產業發展”爲主題，探討版權行

業發展熱點議題。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和香港海關以書面賀辭，表達對論壇的

熱烈支持。 

  

9. 促進粵港知識產權貿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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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設計中心在香港

聯合舉辦“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2020”。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積極鼓勵企業

通過知識產權貿易轉型升級提升競爭力，幷邀請粵方成員單位及企業參加論壇。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支持廣州開發區知識產權局、廣州開發

區知識產權協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知識產權交易中

心最新發展”分論壇，共同探討粵港澳大灣區的最新知識產權發展，幷由廣州

開發區內的持分者分享發展機遇。 

2021 年 12 月，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繼續推動各方參與“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

壇 2021”，幷邀請粵方成員單位及企業參加論壇及相關活動。香港特區知識產權

署舉辦以“《十四五規劃綱要》下香港作爲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角色”爲

主題的分論壇，幷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合辦主題爲“《十四五》

規劃下知識產權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的分論壇，進一步探討在“十四

五”時期，知識產權爲推動環球經濟發展新動力及亞洲市場崛起所帶來的機遇，

幷爲世界各地知識產權業的專業人士和企業提供互相交流平臺。 

  

10.  共同舉辦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高端研討活動 

  

 

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及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於“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交易

博覽會”期間，主辦“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新青年論壇”、“粵港澳大灣區

知識產權多元保護論壇”及“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知識產權合作論壇”，來自粵

港澳等地的企業、中介機構、大學、科技轉移中心、協會及政府相關機構，以線

上線下形式參加了論壇，進一步深化粵港知識產權合作，推進創新資源整合。 

  

11. 舉辦“粵港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線上講座 

  

 

2020、2021連續兩年，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香港貿易發展局和廣東省市場監

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以線上方式合辦主題分別爲“創新發展攻略：大灣區

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和“‘十四五’時期大灣區企業和知識產權貿易發

展”的“粵港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線上講座”。來自粵港兩地的知識產權

業界專家圍繞香港特區的新專利制度、知識產權保護、企業困境與對策以及技

術成果轉化策略範疇進行討論。從知識產權案件、內地地理標志保護、協作創

新思維和知識產權貿易商品化，分享對“十四五”時期大灣區知識產權貿易發

展機遇的看法。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成員單位和支持單位的代表，

以及內地及香港的企業、中介機構等共約 470餘人參加講座。 

  

12. 組織粵港商標專題交流活動 

  

 

2021年 4月，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廣

州商標審查協作中心的相關工作人員以線上方式就商標注册便利化和電子化進

行交流學習，有效地深化了粵港兩地在商標領域的合作與發展。 

  

13. 組織參加“二零二一年內地與香港特區、澳門特區知識產權研討會” 

  

 2021年 9月，國家知識產權局港澳臺辦公室、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和澳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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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技發展局以線上方式合辦“二零二一年內地與香港特區、澳門特區知識產

權研討會”，主題包括“內地與港澳知識產權的最新發展”和“十四五時期的

知識產權保護與佈局”。會議聚焦“十四五”時期知識產權在推動社會經濟發

展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個案分享，探討如何有效保護和運用知識產權，推動企

業創新發展。內地與港澳三地共約 400餘人參加了本次活動。 

  

14. 在粵設立首批香港知識產權問詢點 

  

 

2021年，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共同啓

動粵港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合作事項，雙方决定以在粵設立香港知識產權問詢點

爲突破口，加强粵港兩地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合作。同年 9 月，香港特區知識產

權署以線上形式向擬開展香港知識產權問詢業務的窗口人員進行培訓。10月，

經與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商定，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發布公告，

决定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廣東業務受理窗口等 12 個知識產權政務服務窗口設立

首批香港知識產權問詢點，面向公衆提供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商標注册、批

予專利、外觀設計注册相關業務的一般諮詢服務，加强粵港兩地知識產權交流，

滿足創新主體和社會公衆對知識產權公共服務的需求。 

  

15.  組織香港考生參加全國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 

  

 

粵港雙方積極組織香港考生報名參加 2020 年和 2021 年全國專利代理師資格考

試，及時通報考點報名、考試要求及考前培訓等相關信息。近兩年共有 19名香

港考生成功報名參加考試。自 2004 年以來，香港共有 75 人通過考試，目前有

24人在內地執業。 

  

16.  宣傳鼓勵企業實施《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範》國家標準及參加“知識產權管理

人員計劃（升級版）” 

  

 

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繼續向香港知識產權業界宣傳《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範》

國家標準及相關培訓信息，幷在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的網頁及香港展覽會展臺

中宣傳，鼓勵在粵港資企業實施該標準。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

通過多種宣傳方式，積極鼓勵在港粵資企業參加由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舉辦的

“知識產權管理人員計劃（升級版）”和相關的知識產權管理培訓課程和工作

坊。 

  

17. 持續推廣“正版正貨承諾”活動 

  

 

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繼續在粵港兩地推

廣“正版正貨承諾”活動，加强知識產權保護宣傳，提升公衆尊重知識產權意

識。 

  

18. 支持香港民間組織參加“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向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通報第十八届及

第十九届“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評選信息，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向香港發

明創新總會、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宣傳幷鼓勵學生及青少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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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活動，兩届共有 10項香港作品參加比賽，當中 9項作品獲獎。 

  

19. 持續更新“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與“粵港知識產權合作專欄” 

  

 

香港特區知識產權署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聯同各粵港知識

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成員持續更新“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與“粵港知識產權

合作專欄”，內容包括三地專利、商標、版權及知識產權邊境和刑事保護法律

法規，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及執法部門聯繫方式等各類信息，以及大灣區內地九

市知識產權局相關信息與網站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