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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規管專利代理服務的諮詢 
 
  政府在接納香港專利制度檢討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遞交的

報告1 (「報告」) 後，已於2013年2月公布香港專利制度發展的未來路向。我

現致函邀請閣下對如何以最佳方式落實報告中有關規管專利代理服務的建議

發表意見。 
 
概要 
 
2. 報告中作出的主要建議如下： 
 

(a) 設立「原授專利」制度，把實質審查工作外判予其他專利當

局，同時保留現行的「再註冊」制度 (第3章)； 

(b) 保留短期專利制度，並作出適當的優化 (第4章)；及 

(c) 長遠而言，設立全面的制度規管專利代理服務，並分階段達

到該目標，及制訂適當的過渡措施 (第5章)。 

 
3. 政府將基於報告的建議繼續與諮詢委員會商討，以制訂具體的實施計

劃。政府歡迎持份者於制訂計劃的初期提出意見，以幫助諮詢委員會接着的商

議。考慮到規管專利代理服務的最終目標為僅允許合資格人士或事務所提供有

關專利的服務2以及使用「專利代理」及「專利師」等職銜3，持份者的意見對

規劃有關規管措施的路向尤為重要。 
 
規管專利代理服務 
 
                                                 
1 報告可於知識產權署網站 (www.ipd.gov.hk) 瀏覽及下載。 
2 第 5 章中的方案A。鑑於諮詢委員會建議「再註冊」制度應予保留，諮詢委員會認為設立規管制度

之初，規管只限於需要技術專長的專利代理服務，比較規管所有與專利有關的服務更為可取。 
3 第 5 章中的方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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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規管專利代理服務應有助建立本地專利專業隊伍，亦能培育人才

以配合設立「原授專利」制度及優化短期專利制度。有關考慮及建議詳載於報

告的第5章(見隨函摘錄)。為落實建議，政府須考慮衆多因素，尤其下列各項： 
 

適當的臨時措施 
 

(a) 臨時措施應考慮透過增加用家對有關專利代理的資歷及經驗的認

識，以盡早建立和認可受規管的專利代理專業的安排。在這方面： 
   

(i) 應否編制及刊載一份詳列專利代理的資歷的清單或登記冊

為公眾資訊以作為初步措施？ 
(ii) 如應該，應符合甚麼準則才可獲納入該清單或登記冊？該

清單或登記冊應提供甚麼資料？而提供有關資料應否屬自

願性質？ 
(iii) 該清單或登記冊應由誰管理？應以什麼方式刊載？應根據

行政安排實施，或應以法例支配？ 
 

(b) 臨時措施亦可以規管職銜使用的方式施行。在這方面： 
 

(i) 應否先規管職銜的使用？抑或於制訂上述(a)段的清單或登

記冊後才規管職銜的使用？ 
(ii) 應規管哪些特定職銜的使用？ 
(iii) 決定某人士或事務所是否符合使用特定職銜的資格時，應

該考慮甚麼準則(例如已獲海外或本地認可的資格、認可考

試合格，或參與認可的課程)？ 
(iv) 決定某人士或事務所是否符合資格時，應否依賴海外認可

的資格？或應設立一個本地的資格認可制度？ 
 

(c) 假若政府設立一個本地的資格認可制度來規管職銜的使用、專業

資格及其他專業事宜 (這個制度可視為實施只允許符合資格的人

士或事務所提供有關專利服務的最終目標的先決條件)，則政府必

須仔細考慮實施此政策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在這方面： 
 

(i) 如何管理專業資格的授予及所認可的考試及課程，以及如

何安排所需的訓練課程？ 
(ii) 該制度如何維持專利代理的服務水平及專業操守 (例如，

一個專利從業員在甚麼情況下會失去使用特定職銜的資

格)？ 
(iii) 應由哪一個或多個團體負責監察專業及有關資格、服務及

職銜使用的事宜？ 
 
(d) 臨時措施亦應顧及現時的專利代理服務。在這方面： 

 
(i) 為方便現時服務提供者過渡至新的規管制度，應否為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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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提供過渡保舊安排？除過渡保舊安排外，有否

另外的替代方式？ 
(ii) 符合甚麼準則(例如工作經驗、認可資格及訓練)才可獲過

渡保舊安排？ 
(iii) 獲過渡保舊安排的人士或事務所可否使用與合資格人士或

事務所一樣抑或須使用不同的職銜？獲過渡保舊安排的人

士或事務所可否提供全面抑或僅可提供有限度的受規管服

務？ 
(iv) 應否限定可獲過渡保舊安排的時間，使多些專利從業員須

透過新的認可制度獲得專業資格？如應該，可獲過渡保舊

安排的時間應為多長？ 
 
實施時間表 
 
(e) 建立本地專利代理專業隊伍、培育所需人才及專業知識、以及如

需要設立本地的資格認可制度監察專利行業，都需要花相當長的

時間。但上述的措施都不應阻礙引入「原授專利」制度的進度。 
 

(i) 就上述各項臨時措施而言，哪些可以在「原授專利」制度

成立前實施？可否於較早階段制訂詳列專利代理資歷的清

單或登記冊？  
(ii) 限制使用特定職銜的措施應否在「原授專利」制度成立前

實施？如政府決定設立本地的資格認可制度監管職銜的使

用，答案會否不同？ 
(iii) 應否待新的「原授專利」制度的運作及要求累積了足夠的

經驗後才考慮如何達到監管服務的最終目標？  
 

提交意見 
 
5. 本署邀請閣下在2013年5月31日或之前以郵遞、電郵或傳真方式發表

意見： 
 

地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25 樓 
   知識產權署 
   知識產權署署長收 

 
電郵 :  patent_agency_consultation@ipd.gov.hk 
 
傳真 :   2838 6315 

 
6. 同時，如閣下對實施「原授專利」制度及優化短期專利制度有任何意

見，亦可於上述期限屆滿前送達本署。 
 



7. 本署在是次諮詢結束後，或會刊載就本諮詢所提交的意見書或相關摘

要，並公開寄件人姓名及／或所屬機構名稱。如閣下不欲公開身分，請在提出

意見時說明。 
 
8. 任何向本署提交意見書的寄件人，均有權查閱及更正其意見書附列的

個人資料。如有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的要求，請以書面提出。 
 
9. 本署期待收到閣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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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 
 
 
2013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