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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遭遇的海外纠纷越

来越引发关注。随着“走出去”中国企业的日益增多，境外展会已成为我国知

识产权纠纷案件高发地带。许多参展企业由于对境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缺乏

应有的认识，且受当地文化、语言、法律规定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制约，导

致维权困难，蒙受巨大损失。由于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具有侵权行为的高度

集中性、侵权认定的紧迫性、侵权解决的复杂性等特点，亟需强化有效应对与

指导规范。为此，江苏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商务厅委托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与

发展研究院、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江苏分中心、南京分中心

，对江苏主要贸易出口国家和地区参展涉及有关知识产权纠纷、法律法规、纠

纷解决方式等信息进行了收集整理，编制了《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以引导和规范企业有效应对与防控境外展会的知

识产权风险，提升省内企业应对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能力，健全省内企业境

 外参展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机制。

本《指南》适用于在境外举办的国际性或地区性的综合或专业展览会，以

及经我国主管部门批准在境外主办的各类经济贸易展览会。《指南》由三章及

附录组成：第一章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概述，主要介绍展会所涉纠纷类型、

常见的知识产权侵权方式以及相应的侵权后果。第二章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策略，内容针对参展中突发的各类不同情况，给予企业应对策略指引。

第三章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的预防，内容涉及前期知识产权布局和风险防

控、参展前的准备工作、参展中的风险规避、参展后的总结复盘，指引企业建

立境外参展的体系化防控机制。指南附录部分，由相关国家及地区所涉主要法

律规定、参展规则、服务机构名录、我国在展会国家使领馆信息，指引企业快



 

 

速了解参展国的主要法律规定、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规则，以及在面临纠纷时如

何寻求有效救济的路径。本《指南》编写旨在护航创新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为

应对企业出海面临法律风险与纠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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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概述 

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作为一种专有权，知识产权受到地域的限制，除签

有国际条约或双边、多边互惠协定的以外，依一国法律取得的权利只能在该国

境内有效，受该国法律保护，其他国家对这种权利没有保护的义务。这意味着

企业在境外参展时，即使参展企业已经在国内获得了参展产品的相关知识产

权，仍有可能不受参展地国家的法律保护，甚至有可能侵犯参展地国家相关权

利人的知识产权，产生侵权纠纷。 

由于国内企业对境外国家（地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政策了解甚少，加

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经常会遭遇到展会所在地

的知识产权司法和行政的执法调查，如某年在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德

国海关曾以“可能侵犯专利权”为由，突袭了我国 69家企业展位，并没收了

大量展品。一些国外相关组织、企业、执法机构等也会在中国企业境外参展时

使用知识产权手段，如 2018 年德国法兰克福展会上，我国某公司被举报，当

地警方对其展会摊位进行检查并责令整改；某企业遭遇德国某公司“钓鱼式”

诱导询价，落入竞争对手圈套。为此，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对境外展会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常见的类型、方式以及相应的侵权后果有所了解，做好预案

应对。 

第一节  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类型 

企业在境外参展常见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集中在侵犯专利权、商标权和

著作权等类型，此外还会涉及少量不正当竞争方面的纠纷案件。 

要点一：专利权侵权纠纷 

侵犯专利权，是指未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实施其专利的行为。境外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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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专利权纠纷通常主要是指展品侵犯他人的专利权或专有技术权利而引发

的纠纷，所涉及的多是专利产品中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企业在境

外参展侵犯专利权的主要形式如下： 

（一）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使用其专利 

在境外展会中，参展商在展会上向参观者演示产品中涉及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使用的专利，进而产生专利侵权纠纷。例如，在展会中，展出、演示产品，

使用了未经权利人许可的专利。 

（二）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许诺销售专利尤其是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许诺销售”是指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等方

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很多中小企业为了在进行实际投资或生产前获

得订单，或者为了调查市场需求，经常通过公司网站、展会等途径声称自己能

够生产或提供某些涉及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品。如果未经专利

权人许可，实施了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许诺销售其专利产品的行为，其行为则

构成侵权，专利权人有权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中，

外国律师往往会根据中国企业的网站、市场推广网站以及展会登记册上的许

诺销售信息对参展中企业直接采取法律措施。 

（三）在参会举办国地域之外发布已在该国注册登记知识产权产品的广告 

在欧洲某些发达国家，需要注意产品宣传涉嫌侵权。以德国为例，无论何

种形式的广告，如纸质广告、网络广告、电视广告等，只要存在向德国销售他

人已在德国注册登记知识产权产品的广告的情形，或者主观上有在德国使用

的意图，即使不将相关展品、宣传册、宣传画带到展会上，也构成侵权。在网

站上所作的宣传和广告，都会受到德国法律的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合

法使用他人产品宣传自己的产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这种使用是必须

的，是为了表示产品的用途而不是产品的来源。比如，使用汽车来为轮毂做广

告。其二，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要点二：商标权侵权纠纷 

商标，我们生活中通常称其为“牌子”，是使用在商品上的标记，是商品

或服务的提供者为了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提供的同种或类似的商品或

服务相区别使用的标记。在各国的法律中，商标的定义并不一样，但对商标实

质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即商标的本质在于用来标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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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参展容易引起商标权纠纷的行为有：参展商未经权利人许可展出带

有他人注册商标的产品，或者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产品对外报价、成交、搭赠，

将不能确定商标权归属的产品在展台上摆放或用作宣传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商标具有地域性，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只在中国受保

护，在境外参展国未经注册，则不受保护。 

境外参展过程中商标权纠纷的表现形式如下： 

（一）商标侵权行为 

1．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 

（1）未经商标注册权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

标的行为； 

（2）未经商标注册权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

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

淆的行为。 

2．销售侵犯商标权的商品 

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无论销售者是否明知，都属于侵权行

为，但不知道销售的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标的商品，且能够证明该商品

是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3．伪造商标标识及销售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的行为。 

4．反向假冒 

反向假冒乃假冒的“反向”，是指在他人的商品上擅自使用自己商标的行

为，即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将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更换成自己的商标并投入市

场的行为。 

5．给他人的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1）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突出使用

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2）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

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

受到损害的； 

（3）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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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二）商标在境外被抢注 

国内著名商标在境外被抢注，抢注人一般是海外经销商和职业抢注人，他

们希望通过抢注商标的方式，获取更多利润，或在与中国企业议价和谈判过程

中得到更多益处。这些熟悉中国品牌的职业抢注人，精准聚焦未在海外注册的

中国企业优质商标。中国企业的商标一旦在境外被抢注，在境外参展时就很可

能面临侵权风险。例如，狗不理在日本、五粮液在韩国、王致和和海信在德国

均已被抢注；“连花清瘟”和“LianhuaQingwen”在智利、西班牙、菲律宾、

印尼等国家被抢注；小鹏、知豆、雷丁、丽驰、智车优行、御捷这 6家新能源

汽车公司的 15枚商标在东南亚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3国被抢注。 

（三）被他人许可使用的商标，超过许可期限仍使用 

商标的许可具有期限性。哪怕在商品上使用的商标是被商标权人许可使

用的，但如果超过了商标许可的使用期限却仍然进行使用，有可能被诉商标侵

权。 

（四）已注册的商标未续展，导致商标失效 

商标权的保护是有法定期限的，在法定期限内受到法律的保护，超过法定

有效期限则不受法律保护。在国外已经获得了注册的商标，需要注意有效期限，

及时对商标权申请续展，如果未及时续展会导致商标失效，则不受法律保护。 

（五）在中国构成通用名称的在国外却可能是注册商标 

部分名称在中国是通用名称，不受法律保护，而在国外这些名称并不一定

是通用名称，其有可能是注册商标，如果贸然使用，可能导致商标侵权。比如，

MTV在中国是音乐电视的通用名称，但在法国却是一家电视台的注册商标，

如果我国企业对此不知情，并在法国参展商品、包装及其宣传品上使用带有

“MTV”的标志，就可能侵犯该电视台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再如，DIVX 是一

种电子视频格式，在中国是作为一种视频格式通用名称使用，但它也是美国

DIVX 公司的注册商标，国内企业在美国参展，如果在广告宣传品上标有

“DIVX”标志，也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六）颜色商标侵权 

颜色商标侵权是指商标本身没有任何具体问题，侵权发生在商标的颜色

及颜色组合构成上。企业赴境外参展，往往忽略“颜色商标”侵权，认为改变

了注册商标的颜色就可以避免侵权，实际上很可能会被认定为使用相同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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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商标。 

（七）商标与商号之间的冲突 

若参展商在展会中将商号突出使用，一旦有其他注册商标权人注册了与

该商号相同的文字商标，极有可能被视为侵犯注册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权，从

而引发商标侵权纠纷。 

（八）搭赠商品行为引发的商标侵权 

在境外展会中，许多厂商向参加展会的人赠送产品，目的是推广宣传自己

的商品，赠送的商品如果侵犯权利人的商标权，也会构成商标侵权。 

要点三：著作权侵权纠纷 

侵犯著作权，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权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发表、使用、

出售他人作品，或歪曲、篡改、抄袭他人作品，以及为前述行为提供帮助等行

为，应当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境外展会涉及的著作权纠纷主要形式： 

（一）展台设计侵权 

侵权行为一是参展商拷贝其他参展商的展台设计，稍加修改而成为自己

的设计；侵权行为二是参展商选择招标方式让他人提供展位设计的图纸，收到

竞标的图纸后以各种借口不让竞标者的方案中标，之后转手将扣留下来的设

计图纸或者方案提交给第三方抄袭使用，或略加修改予以使用，或者参展商在

使用展台设计搭建商的设计图纸方案后不支付相应的设计费用。 

（二）展会宣传侵权 

侵权行为一是参展宣传册抄袭他人的产品宣传册；侵权行为二是展会宣

传中涉及的背景音乐、宣传图片等未经权利人许可。 

（三）软件著作权侵权 

参展商在使用计算机软件展示展品过程中如果使用盗版软件则会面临侵

权风险。 

（四）产品著作权侵权 

产品著作权侵权包括未经许可直接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和未经许可对著

作人的作品进行修改、汇编、翻译等行为。产品著作权纠纷多发于文化艺术业、

文化教育业、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家居制造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

业的展会，涉及作品类型主要为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和模型作品等。

比如，某年德国MOOD展览会上，美国某公司发现中国浙江某公司的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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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与公司的一模一样，遂向主办方申请将涉嫌侵权的商品从展会上撤展。

MOOD 展览方在要求撤展相关产品时，浙江某公司声称其拥有完整版权，并

出示了数字设计作品备案电子证书，后经法院审查，该证书系伪造，最终法院

判决美国某公司胜诉，浙江某公司赔偿美国某公司 15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费。 

要点四：不正当竞争纠纷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

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境外展会中常见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类型包括： 

（一）商品假冒行为 

1．商品主体混同行为 

不正当地利用他人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致使自己的商品与他人的商

品发生混淆的行为。表现为三种情形：（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

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

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3）

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2．商品虚假标示行为 

在表示商品的质量及荣誉、产地或来源以及商品的其他成分上作不真实

的标注，致使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发生误认的行为。可以分为三类：（1）在

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2）伪造产地，对商

品原产地、商品来源或出处进行虚假表示；（3）对商品质量做引人误解的虚

假表示。与商品主体混同行为不同，商品虚假标示行为并不一定与特定的商品

主体相混淆，也可能并非直接损害某一特定竞争者的利益，但这类行为构成对

同行业其他竞争者整体利益的损害，构成对广大消费者利益的损害。 

（二）虚假宣传行为 

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商品作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虚假宣传，导致

用户和消费者误认的行为。 

（三）侵犯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

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个人或单位通过盗窃、威逼、利诱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或非法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非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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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获得他人的商业秘密构成侵权。 

（四）商业诽谤行为 

经营者采取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

誉、商品声誉进行诋毁、贬低，以削弱其竞争实力的行为。 

 

第二节  境外展会知识产权侵权后果 

要点一：直接后果 

参展企业一旦被举报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其展品将有可能被扣押、查封、

颁发临时禁令或追诉等，企业将无法正常进行产品展示、商贸洽谈等活动；严

重时企业参展负责人可能会被当地警方抓捕。 

要点二：间接后果 

企业在展会中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不仅使企业参展受挫，而且还可能极

大地损害企业的国际形象，影响其市场营销，展后还可能使其陷入诉讼纠纷的

泥潭，使得企业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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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策略 

第一节  应对思路 

企业在遇到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时，特别是来自一些国际巨头的挑战时，既

不应一味退让，也不应未有方案时贸然应对。一方面，需考量企业应对诉讼成

本，评估企业错失市场机遇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如若核心利益

受到侵害，需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同时，也要避免因采取措施不当而被

当地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导致无法顺利继续参展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具体可

以参考以下应对思路。 

要点一：联系我国驻当地使领馆 

如果遇到紧急纠纷，可立即向我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寻求政府帮助，一

般情况下，使领馆可为展品财产以及企业工作人员的人身自由提供担保，防止

被采取强制措施。本指南附录四附有我国驻展会国家使领馆的基本信息可供

参考。 

要点二：寻找合适的境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存在差别，且境外知

识产权纠纷复杂，潜在成本高昂，而专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可以帮助企业深入

比对产品技术特点，找到合适的突破口，有效化解企业在海外参展时被投诉、

起诉的潜在风险。因此，当企业在境外面临知识产权纠纷时，可寻找当地的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由其指派熟悉当地相关法律、政策的律师协助处理纠纷。 

要点三：积极准备相关材料分析应对 

在境外律师介入后，企业应当尽快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权利证明文件、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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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等证据材料，方便律师研究对方的背景、双方的权利基础、揣摸对方的真

实意图，对照参展国的法律法规，综合研判对企业的利弊和风险之后，以最快

的速度准备好应对方案。 

要点四：委托国内律师协助应对 

考虑到企业在和境外律师交流沟通时可能存在语言不通和专业壁垒，因

此企业可以委派国内律师配合协助境外律师，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相关法律

文书、纠纷处理过程等事项。 

第二节  具体应对措施 

企业在境外参展时可能会遭遇警告、临时禁令、执法、他人侵犯自身知识

产权等多种情况，针对具体不同情况提供以下应对策略，以便企业能在面临突

发状况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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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一：遭遇警告应如何应对？ 

企业在境外参展时遇到的警告通常以警告函的形式发出。警告函是由被

侵权方向侵权方发出，警告函通常会描述具体侵权行为，要求侵权方认同并签

订停止侵权声明和惩罚条款，也会要求被侵权方承担律师费用。 

（一）警告函审查 

在接到警告函后，我国参展方应首先核实签发人是否具有签发的主体资

格，即判断签发人是否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或代理人；此后，要结

合具体情况判断警告函的内容是否属实，包括是否对侵权行为进行了具体和

真实的描述以及是否附上明确的法律依据；最后，要关注警告函中的诉求是否

合理合法。 

（二）警告函回应 

如果认为警告函主体适格、内容真实、请求合理，应尽快与发函方进行沟

通和协调，尽量通过和解或调解的方式结案，避免遭受强制措施，影响参展或

陷入冗长的诉讼。 

如果认为警告函主体不适格、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自己并没有侵害他人

权益、请求无法律依据等，可以提出书面反警告，并向法院或海关申请保护。

有的国家规定，如果因不合理警告函导致企业遭受损失的，企业可在提出异议

或反警告的前提下，要求对方对己方的损害进行赔偿。 

要点二：遭遇临时禁令应如何应对？ 

临时禁令是一种为避免申请人因拖延决定而无法弥补损失，法院根据权

利人申请而签发的禁止涉嫌侵权产品参展的强制令，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

保护。后续若启动正式的诉讼程序（口头审理或知识产权诉讼），临时禁令程

序则被正式的诉讼程序吸收；如不上诉可成永久判决。临时禁令取得容易，执

行简单，被申请人的防御措施又十分有限，所以成为权利人常常采用的一种措

施。被申请人往往因此措手不及，参展计划被打乱，造成的严重后果几乎与诉

讼判决不相上下。 

临时禁令的内容一般包括：一是要求停止侵权，比如停止展出侵权展品，

撤下相关宣传资料、海报和广告等，停止侵权产品的销售并召回已经投放市场

的产品；二是要求披露信息，比如通知产品来源，推销渠道，生产、订购、销

售数量，为以后索要损害赔偿做准备。有时，申请人还会申请查封和扣押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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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被申请人会被要求将侵权产品交给强制执行人。但是，临时禁令不能用

于决定损害赔偿的数额，也不能包含全面提供信息的要求。 

企业参展期间如果收到法院签发的临时禁令，应立即寻找专业律师分析

审核禁令内容，并根据专业律师的分析结果，尽早向法院提起针对禁令的异议。

但在临时禁令未被解除期间，须先执行禁令的内容，避免继续展出涉嫌侵权产

品和相关宣传资料，因为权利人会监控展会，而企业如果藐视法庭命令会受到

进一步处罚。积极应对临时禁令，有以下几种措施供参考： 

（一）仅提起针对临时禁令费用部分的异议 

如果禁令相对人对临时禁令的主要内容没有异议（即承认企业这一方确

实侵权），但不认可临时禁令中要求的费用，那么可以单独提起一个针对临时

禁令费用部分的异议。如德国单独提起针对临时禁令费用部分异议的前提条

件（有胜诉前景的条件）是，禁令申请人之前没有向禁令相对人发送警告函（禁

令申请人在临时禁令程序中同时请求证据保全的除外）。禁令相对人在收到临

时禁令后，即刻承认禁令申请人的请求权。 

（二）提起针对临时禁令签发条件的异议 

如果禁令相对人认为法院签发的禁令不满足临时禁令签发条件，可以在

收到临时禁令后的任何时间（理论上没有时间限制，但在具体案件中，需考虑

是否涉及诉讼请求权丧失时效的情形），提起针对临时禁令的异议。 

以德国为例，就临时禁令签发条件提起异议的理由有：（1）禁令申请人

不具有所依据的知识产权或者其所依据的知识产权理应被无效或撤销。如禁

令申请人不是相应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者没有获得相应的授权、申请人的商标

连续五年未使用而应被撤销（宣告失效）、具有绝对注册障碍而应被宣告无效、

申请人的外观设计、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不具有法律所要求的新颖性、创造性

等而应被撤销或宣告无效；（2）禁令相对人的行为或产品并不侵犯禁令申请

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不违反《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3）签发的

禁令不具备“紧迫性”。一般情况下，禁令申请人需在知道侵权之日起一个月

内向法院提起临时禁令申请。如果申请人在知道侵权信息后没有及时主张其

权利，则其自身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临时禁令不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紧迫性”。

只要禁令相对人能够证明，签发的禁令具有上述任意一个异议理由的情形，法

院就会撤销该临时禁令。临时禁令被撤销后，禁令相对人可以要求禁令申请人

赔偿其因该临时禁令而遭受到的损失。 



———————————————————————————— 第二章  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策略 

 

 12 

（三）要求禁令申请人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起正式诉讼 

如果禁令相对人确信自己的产品或行为并没有侵犯到禁令申请人的权利，

以德国法为例，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936 条和第 926 条的规定，请求法

院要求禁令申请人在限定期限内提起针对禁令相对人的正式侵权诉讼（主争

议程序）。如果禁令申请人没有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起正式的侵权诉讼，禁

令相对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临时禁令并判定由禁令申请人承担相应的费用。

如果禁令申请人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起了正式的侵权诉讼，则禁令相对人

依然可在正式的侵权诉讼中，对禁令申请人知识产权的有效性进行攻击，或者

论证自己的产品（行为）不侵犯禁令申请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不违反《德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要点三：遭遇执法应如何应对？ 

（一）积极配合和协调处理 

如遇相关执法人员根据临时禁令前来扣押或没收展品，企业相关人员应

保持沉着冷静，首先要积极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以及当地执法机关的协调处

理，并确保与其有效沟通，不发生争执。临时禁令从申请到执行所需时间非常

短，一般只需要 4-6小时，这意味着在展会刚开始几小时内涉嫌侵权的产品就

得下架，且临时禁令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禁令相对人拒绝执行临时禁令，申

请人可以请求警方协助，禁令相对人甚至有被拘留的可能。如果继续展示可能

被判处罚款，在欧洲部分地区金额最高可达 50万欧元。因此企业应配合执法

人员的工作，获取、保存执法文件以及扣押或没收清单，并在律师等专业人员

的帮助下寻求问题解决途径，避免因抵抗或妨碍执法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二）寻求救济 

企业遭遇执法后，可以依据执法地法律向相关部门提出执法异议、申诉、

诉讼等，提交证明企业没有侵权的相关证据。具体可以跟当地司法机关、执法

部门、法律服务机构、律师等进行积极沟通，力求减小损失，维护己方权利。 

要点四：遭遇海关扣押应如何应对？ 

以法国的海关扣留销毁程序为例，当法国海关官员发现涉嫌假冒产品入

境时，会在 10个工作日（包括星期六）内（易变质产品只有 3个工作日期限），

对该产品进行扣留，并立即通知申请人以及被扣留产品的收货人。申请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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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假冒扣押程序，以便获得假冒侵权的证据。如果申请人

认为侵权行为非常明显，也可以要求海关直接销毁被扣留的产品。如果在接到

扣留销毁通知后，被扣留产品的收货人在 10天的扣留期没有做出抗辩，则被

视为默认接受销毁决定。中国企业在境外参展若遭遇海关扣押，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 

（一）立即向海关做出书面抗辩 

在接到海关扣留销毁通知后，应立即请当地律师对海关的决定做出书面

抗辩，明确反对该扣留和销毁行为。以法国为例，根据法国法律，书面抗辩无

需向海关提出具体的抗辩理由，此时应由申请扣押销毁的人在 10天的扣留期

内向海关提供相关的假冒侵权证据。如果申请方不能及时提供证明，产品的收

货人可以要求海关返还扣留的产品。 

（二）请专业律师撰写返还申请书 

海关是否最终返还扣留的产品，取决于请求返还扣留产品的理由是否充

足。为了可以收回被扣留的产品，返还申请必须适用法律得当，并且证据充足。

因此，聘请有经验的专业律师介入处理相关事宜是必要的。 

要点五：遭遇他人侵犯自身知识产权如何应对？ 

企业在境外参展不仅要对他人的指控进行被动防御，还需要针对他人的

侵权行为主动出击，维护自身知识产权。首先，不建议直接投诉或随意提起诉

讼，从而使侵权方产生防范意识，甚至做出毁灭证据等行为，导致取证难、维

权难，建议可以先委托当地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专业律师，从分析评议、固

定证据、准备材料、寻求救济等方面进行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开展分析评议 

企业被侵权时，可委托当地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专业律师对构成侵权

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评议，并根据评议的结果制定最优的风险解决办法。主要的

评估内容和步骤如下： 

1．确认权利 

首先应进行知识产权权利分析评估，检索相关知识产权在国外的布局，尤

其是相似的技术或产品。从权属的完整性、法律的保护程度、权利保护剩余年

限等方面进行评估，确认自身知识产权状态稳定、完整性强、法律保护程度高。 

2．认定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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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自身是适格的权利主体之后，再进行侵权判定分析，以涉嫌专利侵权

为例，企业要配合律师就权利客体与所涉展品的技术特征或其他要素的关系

确定侵权的可能性。若认定对方确实侵犯了自身的知识产权，还需要评估对方

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给己方带来的损失等。 

3．选择策略 

根据对权利确认和侵权判断的结果选择处理方法和维权策略：如果经过

权利评估和侵权评估后，认为胜诉把握很大，且相比于诉讼成本，胜诉后可以

获得更多利益、减少更多损失，那么应当积极准备应诉；如果对诉讼结果不确

定，或者侵权行为没有造成较大损失，可以采取和解谈判以及申请禁令的方式

获得救济。策略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二）固定证据 

为确保进一步的维权顺利，企业一旦发现有被侵权的可能，就应立即委派

当地律师帮助调查取证并固定证据。可以对涉嫌侵权的展品拍照、索取产品宣

传册或者购买等方式固定证据，也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保全证据，甚至于向法

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等。证据如果需要在国内使用的，则要按相关规定进行公

证和认证。 

（三）准备维权材料 

参展企业维权时涉及的材料主要包括： 

1．书面投诉材料 

内容包括投诉的具体对象、对侵权行为和可能的损害后果的描述、请求

（起诉）书、诉求等； 

2．权属证据 

企业需要准备证明自身享有知识产权的直接和间接证据，包括参展企业

营业执照复印件、注明授权权限的授权委托书等； 

3．侵权证据 

投诉对象实施侵权的证据，如侵权实物或样品、销售记录、销售发票、侵

权产品宣传资料、网络信息、证人证言等，根据展会举办地法律，委托专业律

师及时取证。在取证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涉嫌侵权的展品可以通过拍照、索要

宣传册乃至购买产品以获取发票等方式获得证据，在必要时可以借助公证方

式来对证据进行固定和保全。对于一些难以取得的证据要及时进行证据保全，

做好诉讼风险预防。由于不同国家地区证据标准不同，建议委托当地律师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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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证据要求后进行证据固定，减少后期证据被认定为无效或者证明力较

低无法被采信等情形的发生。 

（四）寻找渠道和采取措施 

企业要提前熟悉展会举办地的法律规定，及时运用警告信或临时禁令等

方式要求对方停止侵权，维护自身权益。 

1．发警告函或律师函 

企业确定对方确实存在侵权行为，首先应通过律师向侵权企业发送明确

的警告函或律师函，内容包括指出对方存在的具体侵权行为、要求其停止侵权

的法律依据等。 

2．沟通协商 

企业也可口头或以书面形式就对方侵权问题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办法，达

成协议的，应订立书面协议。必要情况下，可以邀请相关机构对和谈过程和结

果予以见证或进行公证。 

3．申请禁令或临时保护 

对已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企业可委派当地律师依据展会举办

地法律向法院申请颁发临时禁令等规制措施。 

4．执法申请 

必要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向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部门提出诸如扣押查封

侵权人相关产品的执法申请。 

5．提起诉讼 

若通过以上途径仍未获得满意的处理效果，企业还可以依据展会举办地

法律，依据前期已收集好的侵权证据和知识产权权属证据，向有管辖权法院提

起诉讼。但应当注意的是，涉外法律案件耗时较长，应当尽量避免诉讼，尽可

能通过上述前 4 种措施解决纠纷。 

要点六：线上参展被他人侵权如何应对？ 

（一）积极发起线上投诉 

企业在参加线上展会时发现其他参展企业所展示的展品、展品包装、宣传

品或其他任何展示内容涉嫌侵犯自身知识产权的，可以通过主办方设置的在

线投诉端口提交投诉申请，并要求展会主办方对侵权展品下架处理。 

（二）准备线上投诉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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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投诉时应当按要求在线填写投诉申请表，提交相关材料和证据线

索，包括但不限于：权利主体证明、权属证明、认为涉嫌侵犯自身知识产权的

展示内容链接及其截图（若为视频截图应标注涉嫌侵权内容在视频中出现的

画面时点）等，并就该截图内容与权利主张的要点特征进行逐一比对和具体说

明。 

要点七：线上参展被投诉如何应对？ 

（一）及时答辩 

企业被投诉后，展会主办方一般不会直接下架产品，而是要求企业在规定

期限内提出答辩意见并进行举证，此时如果企业认为自身不构成侵权，应当根

据法务部门或者律师的建议，积极搜集和提交不侵权的证据。如果在规定期限

内不进行答辩，展会主办方可能会根据投诉提交的初步证据直接判定侵权并

下架相关展品。 

（二）采取救济措施 

通常，线上展会的主办方设有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如果纠纷所涉事实

清楚、争议不大，应积极参与主办方主持的调解，可以高效地解决纠纷。如果

调解不成，可采取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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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的预防 

第一节  境外知识产权布局 

企业在参加境外展会时面临知识产权争端，可能会产生巨大损失。因此，

在参加境外展会前，应当熟知展会所在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以及

可能会遭遇的知识产权风险，事先在目标国家进行知识产权布局，建立相应防

控机制。但考虑到境外布局费用不低、难度较大，因而是否需要布局、如何布

局都必须予以综合考虑。 

要点一：境外专利布局 

（一）专利布局必要性分析 

是否有必要在境外申请专利，企业主要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1．为自身产品赋予知识产权属性。在境外获得专利保护可以为企业的产

品进入海外市场保驾护航，能够帮助维护、巩固和提升产品的市场地位和竞争

优势。 

2．抗衡或制约竞争对手。开展境外专利布局可以帮助企业增强专利实力，

借此抗衡或制约竞争对手；帮助企业建立专利壁垒，未来通过专利诉讼等方式

来牵制市场同质化竞争对手。 

3．直接获取利润。开展境外专利布局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有价值专利，并

有可能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直接获取利润；也可帮助企业在商业谈判、兼并

重组、融资、上市等海外市场运营活动中提高无形资产价值，从而获取利润。 

4．增加产品附加值。开展境外专利布局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具有排他性的

知识产权，助力企业打造自有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 

5．增加供应链风险应对筹码。企业围绕上下游产品开展境外专利布局，

有助于提高企业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及风险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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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影响产业规则。在通信等行业，围绕国际技术标准开展境外专利布局，

并推动由此获得的相关专利纳入到标准之中，这将有助于提高企业对产业规

则的影响力，进而争取市场主导地位。 

（二）境外专利布局方式 

境外专利布局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技术和目标国家或地区的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去海外布局、去什么样的国家或地区布局，需要综合考

虑技术因素和市场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包括：该技术是否为核心技术、新颖

性和创造性如何、是否有替代技术等。对每项核心技术创新申请基础专利，对

关联外围技术申请专利保护，避免他人专利阻碍业务开展；通过对产品或技术

实施多项专利申请保护，降低专利侵权风险。市场因素包括：当前相关产品的

主要市场以及未来的潜在市场、与竞争对手的博弈情况等。如海尔公司在海外

通过规模化专利申请与策略的专利布局，形成完善的专利保护网，有力地防控

了海外市场的知识产权安全风险。 

2．申请境外专利途径 

（1）直接申请 

申请人可以将技术方案写成专利申请文件并翻译成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官

方语言文本，最后提交到目标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局。针对直接申请途径，需要

在提交至目标国家或地区之前，在中国知识产权局先申请并进行保密审查。 

（2）巴黎公约途径 

该途径申请过程如下：申请人可以在中国先交一个专利申请作为首次申

请，在首次申请的申请日起 12个月内，其可以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交第二个

申请。第二个申请可以要求首次申请作为优先权，进而第二申请的优先权日就

是首次申请的申请日。针对不同专利类型，所规定的优先权期限不一样。发明

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优先权期限是 12个月内，而外观专利的优先权期限是 6个

月内。 

（3）PCT途径 

该途径申请过程如下：首先在中国先交一个专利申请，在中国专利申请日

的 12个月内，可以提交一个 PCT国际专利申请，并要求该中国专利申请作为

优先权。PCT国际专利申请不是一个确权的程序，只是一个申请途径。需要在

PCT 进入某一目标国家，然后由目标国家的审查员对专利进行审查并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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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真正获得一个专利权。PCT组织下属有 100多个成员国，各个成员国对 PCT

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的规定不一样，大部分国家规定 PCT 进入期限为 30 个

月。 

一般来说，如果企业希望有更长时间考虑海外专利申请目标国家或地区，

PCT途径可能会比较合适。而如果企业已经明确了要进入的目标国家或地区，

巴黎公约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如果企业希望进入的是巴黎公约或 PCT 成员国

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则只能选择直接申请。 

要点二：境外商标布局 

目前，境外展会中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中，商标权纠纷占多数。结合大多

数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注册保护采用的是“先申请原则”来看，企业如前往境外

参展，商标的境外注册布局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须做到“市场未动，商标先

行”。通常境外商标布局主要考虑以下五个层面： 

（一）商标样式 

考虑到海外商标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商标法律法规

的差异，建议结合目标市场消费者的认知、语言习惯、文化风俗以及商标法的

特殊规定，设计和选用既能够代表企业或者品牌形象，又能在当地消费者中具

有较高的辨识度，同时符合当地法律规定的商标进行布局。 

（二）目标国家或区域 

企业可结合业务发展需要，先从三个方面来评估衡量，最终决定在何处注

册商标：一是根据出口需求，对企业的出口地区进行规划；二是看市场潜力，

对所在地区的人口数量、经济体量、消费能力等进行比较研究，看是否符合企

业产品的销售定位；三是开展同行研究，参考同行的商标保护策略，制订自己

的企业商标规划布局。 

区域划分可划分出核心区域、重要区域和其它区域，并根据不同区域来进

行不同的境外商标布局。其中，核心区域可以是产品已经出口或者即将出口的

区域，重要区域可以是产品预计出口的区域，而其它区域可以是中短期无明确

规划但长期可能会覆盖，包括在部分抢注高发地区进行提前防御布局的区域。

企业通常要将自己的核心商标做重点保护，在发达地区开展全覆盖保护。但如

果企业经济条件不允许，则可以仅选择在产品主要出口国予以注册。 

（三）商品和服务的注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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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采用的是尼斯国际商品及服务分类，部分国家或地区

的商标分类规范与尼斯分类可能有所差异。可以根据企业发展战略需要、经营

范围、产品出口规划、防御性保护的需求、目标国家的商品分类特点，同时参

考同行的保护案例来选择商品或服务。优先在核心类别和重要类别上进行重

点规划布局，再结合经济实力，如认为有必要也有能力，也可以扩大商品和服

务的注册范围（如上下游企业涉及的商品/服务、核心/重要/关联类别或热门的

重要类别等），以利于更好地保护企业商标权益。 

（四）商标申请主体 

集团公司常见的境外商标布局申请主体的模式如下： 

方案一：统一由总公司名义申请，或者统一由知识产权管理公司来进行申

请，再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许可授权给各地的子公司、分支机构、代理商、

经销商或者关联公司使用。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对商标实行了统一管理，且易

于对商标布局统筹把控，布局管理成本相对较低。但由于商标实际使用主体与

权利主体不统一，在使用的规范性、使用证据的保留和收集上可能会有一定难

度。 

方案二：由实际使用主体负责当地市场的商标布局，例如由各地的经销商

代理商、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作为商标的申请人来进行申请。该模式统一了商

标的实际使用主体以及申请主体，但由于注册人不统一，总公司可能会丧失对

商标的控制权，不利于商标布局的统筹，同时总公司对商标的把控管理成本和

维护成本相对较高，并且可能会面临经销商或者代理商抢注商标的挑战。 

（五）商标注册途径 

企业到境外申请注册商标主要有两种途径： 

（1）分别向各国或地区的商标主管机关直接递交商标注册申请。 

（2）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即在马德里联盟成员国或地区间进行的商标

注册。马德里注册的步骤主要是通过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形式审查，再由被指定缔约方的国家或地区知识产

权局进行实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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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境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 

要点一：境外专利风险防控 

境外专利风险防控主要包括专利的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防控体系、

专利预警分析等方面。 

（一）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主要是指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风险一旦发生后可能带来

的损失，具体包括行业风险、产品或技术风险的评估。 

行业风险评估是通过收集目标国家或地区的与本行业相关的专利诉讼案

件的统计数据，评估该行业在当地的专利诉讼风险。不同行业在不同国家的风

险不一样，例如消费品、生物医药和电子行业在美国属于比较热门的专利诉讼

行业。 

产品或技术风险的评估主要是从市场以及产品或技术本身这两个维度进

行： 

（1）从市场维度来说，需要特别注意产品销量大或销量增长快的国家或

地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国家地区。 

（2）从产品或技术本身的维度来说，需要重点评估新产品、拳头产品等

重点战略发展的产品或技术；相应的产品或技术应拆解为多个技术点或功能

点，区分其中的公知技术、自研技术、外购技术或标准技术。 

（二）风险控制 

在产品研发的立项、设计以及应用等全流程都应该进行风险识别和控制。

风险控制可以通过专利检索或分析等工具来分析行业现有技术的水平和发展，

识别并规避潜在风险。在专利布局阶段还可以收集并分析各国或地区的知识

产权政策、专利申请实务和商业环境等信息以防控风险。 

（三）风险防控体系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固定的知识

产权管理和法务团队、搭建合理的成果保护和专利布局的内部机制、建立应急

纠纷处理小组、整合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外部资源等。同时还可以建立专家

分析论证体系，企业对某些可能有侵权隐患的重要专利进行深入研究，绘制专

利地图，组织有关专家、法律顾问、经济专家等共同参与分析和决策，找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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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策，实施危机处理，将企业境外参展中可能发生专利侵权纠纷的影响和损

失降到最低。 

（四）专利预警分析 

针对重点产品或重点市场，企业可以考虑请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

律所进行专利预警分析。该分析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确定产品技术方案 

全面分析产品技术构成并分解形成具体的技术方案，以确定专利检索方

向。 

2．检索风险专利 

在专利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相关专利。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不断调整检

索策略以保证专利检索的查全率。 

3．筛选高度相关专利 

人工筛选出高度相关专利并确定高度相关专利的法律状态和保护范围。 

4．侵权比对分析 

根据目标国的实际情况，利用侵权判定的全面覆盖原则、等同原则和禁止

反悔原则等主要原则进行侵权比对分析。 

5．了解目标国的法律制度 

收集和分析目标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和司法环境。 

6．提供解决方案 

提供包括法律、技术和商业措施在内的解决方案。其中，法律措施包括诉

讼应对和专利无效等；技术措施包括检索现有技术或进行专利储备、规避设计、

替代方案等；商业措施包括技术合作、专利许可、专利转让等。 

要点二：境外商标风险防控 

（一）商标检索 

企业可将商标进行相同和近似检索，以了解商标在国外是否有被抢注，以

及是否有“打擦边球”的注册。 

（二）商标监测 

大多数国家在商标注册申请过程中，审查机关只依职权审查驳回申请的

绝对理由，不会主动引证相同或近似的在先商标而进行驳回，并将相对理由留

待异议程序解决，这是导致商标在境外抢注的原因之一。具体情形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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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海外经销商或代理商未经同意或授权非法抢注商标，其一是直接以经

销商或代理商的名义进行注册，其二是以经销商或代理商的关联公司、家属、

亲戚或其合作伙伴等名义进行注册；（2）有业务往来的上下游客户利用企业

商标在境外的保护缺失抢注商标；（3）同行业的对标企业，利用产品或消费

群体的高度重合，抢先在境外注册竞争对手的商标。 

因此企业需要主动开展商标海外监测工作，设置商标防火墙，及时监测发

现商标在境外被抢注的情况，尤其是对境外经销商或代理商、有业务往来的上

下游企业、同行业的对标企业的商标申请进行重点监测，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

制止措施。 

要点三：知识产权风险排查 

企业在境外参展前，在企业内部需要进行知识产权风险排查，主要步骤如

下： 

（一）侵权评估 

积极和展会所在地的客户、展览商联系，评估自己展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风险，做好预防措施。可通过企业法务团队或国内知识产权律所做出初步评

估，若确有需要可进一步咨询参展国当地专业律所。对于存在侵权可能的，且

在参展前未能排除潜在风险的项目，不要在展会上展示；如涉及授权事宜的，

应仔细核对授权期限和地区，确保参展项目在参展地的合法性。 

（二）市场监测 

通过对企业所有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在参展国家或地区的使用情况

进行监测，如有发现涉嫌侵权行为，便可采取相应措施处理。同时，企业通过

对重点目标主体（不限于生产商、经销商等）进行监控调查，搜集侵权相关证

据，为下一步采取法律行动、商业谈判等做好准备。 

（三）了解企业是否收到境外知产侵权告知函 

如果企业在先就收到过侵权告知函或者警告函等，可先由企业法务或者

委托律师进行调查后积极回应，先将阻碍参展的风险排除后再“走出去”。 

（四）准备参展产品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参展产品在参展地获得有效保护的知识产权清单、解决潜

在知识产权风险的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当地有资质的律师出具的不侵权报

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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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索参展产品 

我国展会组织者和参展企业要对参展产品的相关知识产权进行检索，排

除可能造成侵权的产品参展，以降低参展可能导致的法律纠纷，防止因侵权产

品参展而导致企业其他非侵权产品被撤离的风险。此外，在排查自身知识产权

风险的同时，还应评估对方有无对己方侵权的可能，如有，要收集证据，以便

自身合法维权。检索范围应涵盖：参展产品所在领域的专利检索；对参展产品

的商标和展品涉及到的标识进行商标检索；参展所涉及的展台展板设计、文字

资料、图片、计算机软件、音乐、广告语等的版权检索。 

（六）留存证明材料 

企业应当注意保存相关证明材料，以便遇到知识产权风险时可以作为维

权的证据，或作为反制对手的相关筹码。主要的证明材料有： 

一是自己拥有在先权利的证据，如企业获得国际注册的商标注册证。 

二是在先使用的证据，如用商品包装、容器、标签、商品附加标牌、产品

说明书、介绍手册、价目表等证明商标的在先使用证据。 

三是对方侵权证据，企业可以对其他参展商涉嫌侵权的竞争性产品进行

初步调查，如通过登录竞争对手网站等方式获取竞争对手可能参展的新产品

信息，就其涉嫌侵权的产品作必要的对比分析，委托专业律师寄发警告函，预

先阻止涉嫌侵权人参展。在商标领域还有对方恶意抢注商标的证据，如商业合

作的关系证明文件、品牌宣传证据等，商标在展览会、博览会上使用，包括在

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该商标的印刷品以及其他资料。 

要点四：提前规避风险的措施 

企业境外参展规避知识产权风险措施主要有： 

（一）海关备案 

参展前向展会举办地的海关进行知识产权备案，以预防展品受到海关的

扣押。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实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海关可根据权利人的海

关备案对过境侵权产品采取强制扣押等措施。参展企业一方面应查询与参展

产品关联度较大的知识产权是否已在参展国进行过海关备案，提前进行风险

布控；另一方面也应将自身在参展地获得的知识产权进行海关备案，以阻击竞

争对手。 

（二）保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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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去境外之前可以向参展地的管辖法院提交保护函，以预防申请人向

法院申请临时禁令。 

（三）联合参展 

企业可以利用组建联盟、加入行业协会等方式，与其他相关的企业和行业

机构联合参展，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费用共担；在面临侵权指控或者被

采取执法措施后，行业协会可帮助企业寻求谈判机会、促进与政府沟通并及时

获取专家指导。 

（四）制定维权或涉险预案 

在企业出发去参展前，可以委托国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律师协助，针对

参展产品以及前期的知识产权风险排查和分析评估的结果，对可能会遇到侵

权他人或被他人侵权的风险进行预估并制定好预备方案，以便企业在境外参

展时能够迅速作出应对。 

第三节  参展前准备工作 

要点一：了解参展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信息 

出国参展之前，应了解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执法状况和执法形式、

侵权司法程序和判定标准、展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以往的展会知识产权执法

案例情况等知识产权环境信息。不同国家的法律或不同组织主办的展会对展

会知识产权纠纷的处理程序会有很大差别，参展商在参展前必须对相关规定

了解清楚，了解展会规则，了解展会是否设置了专门知识产权纠纷程序，尤其

要知道己方所享有的答辩、申辩、申诉等方面的权利；了解展会所在地法庭禁

令颁发规则。了解的渠道包括：浏览展会官方网站、阅读参展说明、咨询主办

方或咨询当地专业机构等。 

要点二：对展会所在地区相关知识产权侵权案例进行检索 

依企业能力量力而行或委托专门机构对展会所在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例

进行检索，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预判。对此，企业也可以求助江苏已设立的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予以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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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三：了解我国政府是否在展会国有知识产权纠纷专项帮助 

我国商务部、中国贸促会通过部分重点展会，如与美国拉斯维加斯、德国

柏林、汉诺威三地的司法机构、展会主办机构建立了现场合作的工作机制，在

这些地方参加重点展会可以获得中国政府的帮助，提前了解相关信息。 

要点四：携带相关权利证明文件 

境外参展时文件来往时间较长，参展前企业应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权利证

明文件以及可能用得上的资料，以防因未能及时提供材料而无法合法维权。一

般来说需要携带的主要是参展商的主体资格证明和参展商对于参展项目所涉

的知识产权权利证明。对于无权利证书或授权书的知识产权项目，应准备能证

明己方享有优先权利的证据，如商标的设计、推广、使用材料、专利研发材料、

著作权形成材料等。对于可能存在侵权纠纷的项目，要准备相关检索材料、技

术对比材料。对于权利人和参展商名义不一致的，需要补充相关授权材料。对

于非展会举办地境内形成的文件或非展会举办地文字的文件，要根据当地的

法律规定，事先做好翻译、公证、认证手续。 

要点五：组建危机处理团队 

企业派遣参展团队去境外参展时，建议在国内提前组建危机处理团队，一

方面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在纠纷发生后及时协助参展团队处理现

场危机、负责和国内外媒体沟通、尽量降低对公司内外的不利影响。 

要点六：出发前先化解已有风险 

若在参展前就发现了参展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风险时，可主动与

权利人进行沟通，争取获得知识产权许可。如无法获得权利人许可，企业可以

通过修改技术方案、更换商标标识等措施，避开他人知识产权权利的保护范围。

若发现有侵犯自身知识产权的企业将要参展，及时采取相关维权措施。 

要点七：线上参展前注意事项 

与线下参展不同的是，线上展会无具体的举办地点，主要依靠信息网络对

产品进行展览，这使得部分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途径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

此时，展会主办方的线上投诉机制成为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最有效选择。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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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参加线上展会前，需要详细了解展会举办方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

和处理规定，熟悉投诉以及应对投诉的相关程序设置，以便发生知识产权纠纷

时及时、灵活应对。 

第四节  参展中风险规避 

要点一：注意自身防范 

在展品展出时，要注意对技术秘密的保护，避免展品泄露过多技术细节，

对宣传资料、产品手册进行保密审核，防止相关技术秘密随展览泄露。同时加

强手机、电脑及其它数据存储设备等电子设备管理，避免司法行政机构在执法

中查封这些设备时导致企业技术秘密外泄。 

要点二：尊重境外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的命令和要求 

参展企业如遇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应尽快联系律师团队，在其指导下

积极应对，合理选择法律途径讨回公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切忌以不合理

的手段对抗展会所在地的司法机关和执法机构，这些行为除会影响企业声誉

外，还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损失将进一步扩大而得

不偿失。 

第五节  参展后总结复盘 

企业应从过往境外参展所遇的知识产权纠纷中梳理和筛选重要信息进行

总结复盘。例如，归纳高频率诉讼原告及其委托律所的特点，把握对方专利组

成情况、申请动向、纠纷历史和偏好、许可或和解费用情况等特点，总结出适

用于企业的应对流程、高频率诉讼原告备案清单等应对资料，便于后续提高反

应效率、节约成本、提升应对信心，以积极的态度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展会

后续维权也需要重视，认真应对所遭遇的指控，不可缺席庭审。还应注意，他

人为了占领市场可能会恶意投诉，如果因他人的错误行为而无法参加展会或

存在其他损失的，可以了解其在我国的经营情况，探讨在我国进行维权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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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一：留意展会期间的相关文件，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展会结束后，参展企业须统计在展会期间以及展会后收到的相关侵权指

控文件，妥善处理以下事宜。 

（一）及时提起复议 

展会中签署的临时禁令大多数以要求被申请人“不作为”为主，即不许使

用某商标或专利等，若被申请人不提起复议，法院不会主动修改或撤销临时禁

令，而只要临时禁令没有修改或撤销，禁令中的裁决必须一直遵守和执行，所

以临时禁令的效果可以维持很久。虽然原则上被申请人可以到第二年年展会

上提起复议，但如果第二年还想继续展出相关产品，应尽早提起复议。 

（二）谨慎对待收尾函、起诉书等相关文书 

一般签署临时禁令 3-4周后，涉嫌侵权企业会收到收尾函。收尾函的意思

是承认临时禁令的规定，被确认为侵权。企业对此必须谨慎对待，如果没有抗

辩或拒绝出庭，将直接败诉。 

外国企业也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会向中国参展企业送达起诉书。起诉

书本身不会对被告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其不影响本次展会的继续进行，这也使

得不少中国参展企业对起诉书不重视、不及时请人翻译、不注意保管甚至丢失，

导致被告的中国企业对已经有效送达的起诉书没有任何应对，错过了法庭规

定的各项期限甚至缺席审判，以至于第二年参展时原告带着已成生效的判决

和法庭执行员进行强制执行，在展会前就把展台上所有的展品没收，使参展企

业损失惨重。 

要点二：展后积极诉讼，合理维护自身权益 

当参展时遇到查抄等强制措施，参展企业不能采取忍气吞声等不作为的

应对方式。一方面，这种“不作为”促使国外企业特别喜欢选择中国企业着手，

并毫无顾忌地申请临时禁令；另一方面，国外法院也将中国企业这种“不作为”

认定为承认侵权事实，从而导致针对我国的临时禁令签发频率非常之高，也使

我国企业的整体声誉受损。因此，参展企业应当积极应对查抄等强制措施，如

通过专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进行分析，了解产品是否落入临时禁令的保护范

围，如果确认产品不涉及侵权或临时禁令缺乏依据，应当积极向当地法院提出

要求对方在限期内提起诉讼的请求，以进行反制，并通过诉讼的形式进行答辩。

如果禁令被取消，参展企业还应当向对方提起诉讼，要求申请人赔偿因执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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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禁令造成的损失。一旦日后正式进入到侵权诉讼程序，被告企业还可以按照

个案的情况考虑提起专利或商标无效的请求或提起反诉。如果判决确定参展

企业没有侵权的事实，则参展企业应当向对方主张商誉受损的民事赔偿，或与

商务部设立的中国参展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展会组织者联系，听取各方意见，

综合考虑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日后发生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同时，企业还

应根据相关规定保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据理力争，以挽回企业的声誉。 

如遇到他人侵犯自身知识产权，在参展后企业应将所收集的涉嫌侵权展

品的资料、侵权证据、侵权人主体信息，交予律师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民事、行

政、刑事救济措施，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例如在“王致和”商标被德国 K 公

司抢注后，王致和集团提起诉讼。德国法院认为，原告的产品已经在德国销售

多年，在德国消费者中享有较高声誉，同时，原告在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

进行了商标注册，被告的抢注行为是有目的地阻碍原告在德国的商标注册和

市场销售，违反了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因此判决：禁止被告 K 公司在德国

擅自使用“王致和”商标，依法撤销 K 公司抢注的“王致和”商标。对于德国

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被告 K 公司不服，于 2008 年 2月 25日向德国慕尼

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9 年 1 月 22 日德国慕尼黑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并于 4月 23日做出终审判决：K 公司不得擅自使用“王致和”商标，否

则将对 K 公司处以 25万欧元的罚款或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以六个月监禁；判决

K 公司注销其恶意抢注的“王致和”商标。 

要点三：如侵权确实成立，企业应总结教训 

参展企业被展会举办地相关部门进行知识产权侵权处罚后，应吸取教训，

认真审视自身问题，对参展产品进行法律风险评估，降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并及时复盘总结，统计展会期间及展会后的侵权指控及纠纷，将相关侵权材料

交由法律人士分析处理，调整自身的知识产权布局和风险管理措施，为日后再

次去境外参展规避风险做准备。 

要点四：建立风险防控双轨制管理体系 

针对参加境外展会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企业应在现有知识产权法

律法规制度之下，以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流程和以往经验为基础，建立维权

与侵权的双轨制风险防控策略。在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权益方面，重点完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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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及时将企业创新成果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权。在展会中发

现侵权行为时，要及时固定相关证据，有效地利用法律法规制度予以维权，打

击侵权行为。在降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风险方面，重点在于加强知识产权风险

预警分析，加强竞争对手知识产权监控，定期进行市场调研，通过参展之前的

准备工作将侵权风险降到最低。在展会中面临侵权指控时需要冷静应对，知晓

参展地执法流程，通过高效有力的应对措施，使企业在展会中受到的不利影响

降到最低。 

要点五：加强对企业人员的知识产权培训 

企业可以通过自身内部培训，还可以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申请政府部门

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展前培训，使参展相关工作人员能够充分了解境外展会

知识产权工作相关法规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展会上常见的警告函、临时禁令、

海关现场执法、刑事调查、司法诉讼等知识产权纠纷执法形式的了解，以便在

展会中如遇到相关问题时能够及早采取相应措施。 

要点六：线上展会结束后的应对措施 

与线下参展不同，线上参展仅通过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展示商品，当发生侵

权纠纷时，由于无法进行现场实物对比，且缺乏纠纷双方现场沟通交流的环节，

判断被投诉展品是否构成侵权的难度较大，所以线上展会中知识产权纠纷的

处理过程往往延续至展会结束之后线上解决，这就要求企业在线上展会结束

后要做好积极应对相关知识产权纠纷的准备。线上展会结束后的应对措施与

线下参展并无本质区别，企业可参照前文第二章内容采取相关措施。 

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线上展会知识产权纠纷的证据采集可以向主办方

寻求帮助。因为线上参展之前，主办方会要求参展企业提交与展品相关的图片、

视频材料以供展示使用，所以当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企业可以请求主办方提

供相关材料作为认定侵权事实或者进行侵权抗辩的证据。 

另外，即便在线上展会结束后企业才发现其他企业在参展期间侵犯其权

利，企业仍然可以通过主办方提供的在线投诉端口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要求主

办方进行处理，也可以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寻求行政、司法途径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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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境外参展国及地区的法律规定 

一、美国 

（一）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LEAHY-SMITH 美国发明法案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2517433.pdf 

 

美国专利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616 

 

美国专利审查程序手册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 

 

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指南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0228/20170228050352820.pdf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0228/201702280503528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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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税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2620989.pdf 

 

美国商标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621 

 

美国商标审查程序手册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0918/20141208083251566.pdf 

 

美国版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613 

 

美国反垄断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111438423.pdf 

 

美国关于各州针对保护未披露信息的法律汇总表格，以及适用统一商业

秘密法的州的名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120111881.pdf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2620989.pdf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0918/20141208083251566.pdf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111438423.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1201118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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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法律的特殊之处 

1．美国专利法保护范围与专利侵权认定 

美国专利是以发明创作经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Trademark

 Office-USPTO，www.USPTO.gov）审核通过并颁发的证书，允许申请人在专

利期限内（一般专利为 20 年，设计专利为 15 年）独享生产营销的权利。美国

专利法保护的范围包括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植物专利（patent for plant）、

外观设计专利（patent for design）。应注意的是，美国的实用专利绝不是我国

专利法中的实用新型，而是除了植物专利和外观设计之外其它专利的统称。美

国对植物领域的发明格外重视，不仅将植物专利单独列出，而且在申请和保护

方面作了很多专门适合于植物发明的规定。美国不保护实用新型。美国法 42

U.S.C.2181（a）将用于武器的核材料和原子能排除在专利法保护的范围之外。 

在美国展会上未得到许可，展示、使用或销售他人享有知识产权产品的行

为（例如使用他人作品对产品进行装潢、使用假冒的商品展示、使用盗版软件

演示等），有可能构成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但美国法律下的专利侵权认定条

件存在特殊情形，即未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在展会上对专利产品进行展示、

使用或销售，存在侵犯美国专利权行为的可能性，并不必然会被认定为侵权行

为，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美国法院相关判例显示，在展会上仅展示、

宣传侵权产品，或者发放的产品图册未标注价格信息（例如在展会上展出产品，

但价格、数量等要素缺失，或者仅仅是在展会上进行广告产品演示，而并非系

“实施了专利技术的任何一项权利要求的全部要素的行为”），不足以构成“许

诺销售”或“使用”专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权。 

2．管辖规定 

美国法律倾向于加大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查看相关涉及展会专利

侵权的案例显示，外国公司在美国某地多次参展，或者仅在美国展会上展示专

利侵权产品，当地法院均行使属人管辖权而对案件进行管辖。中国企业到美国

参加展会时，需要谨慎防范这种法律风险，美国法院适用“长臂管辖权”，对

于涉及美国“因素”的，就有可能被纳入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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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前临时禁令 

临时禁令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法律救济”，当事人要严格依据法律才可

获得救济。禁令一般包括临时限制令、初步禁令和永久性禁令，其中，临时限

制令和初步禁令都是在法院尚未对案件实体问题做出裁决之前的救济措施。

权利人为有效制止即将发生的侵权，可以依据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诉前申请临

时限制令，满足一定条件时无须告知被申请人。初步禁令与我国法律规定的行

为保全类似，适用于诉讼程序启动后至判决前，依据一定条件和程序作出，需

告知当事人。在美国展会上，诉前临时禁令的使用较为常见。 

4．特别“301 条款” 

“301 条款”是美国政府针对损害美国贸易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外国政府的

行为、政策和美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研究做法进行调查、报复和制裁的手段，

其本质是美国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做法在外贸领域的体现，利用贸易政策推

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即通过强化美国对外贸易协定的实施，扩大美国海

外市场，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以维护美国的利益。“特别

301 条款”旨在保护知识产权，在美国《1984 年贸易和关税法》第 182 节中，

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把知识产权与外贸的关系加以明确，并在《1988 年综合贸

易与竞争法》第 1303 节中对其内容作了补充，以后作为《1974 年贸易改革法》

的 182 节归入美国法典第 19 卷的 2242 节。这就是一般俗称的“特别 301 条

款”。美国贸易代表依据“特别 301 条款”将目标直指那些被其认为“未提供

充分的（adequate）、有效的（effective）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美国在动用

“特别 301 条款”时，往往采取三步骤：（1）把与之有一般纠纷的贸易伙伴

列入“观察名单”。这时，被观察国家应尽快努力，改善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水平。否则将被作为有“重大纠纷”的贸易伙伴而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

（2）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的国家，应在一年内对保护知识产权采取重大

措施。否则将被升至“重点国家”。（3）一旦被列入“重点国家”名单，该

国应当在宣布之日起半年内，在被指控的知识产权领域取得明显改善，否则，

美国将按程序，采取报复措施。2005 年美国根据“特别 301 条款”审视了 90

个国家，其中把包括中国在内的 14个国家列入“重点观察名单”，把 38个国

家列入“观察名单”。 

5．“337”调查 

根据美国关税法第 337 条，若外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侵害了美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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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权利人可向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控告。在 ITC 调查核实后，

可颁发强制排除令或禁止令，由海关采取相应措施扣押侵权产品，即建议美国

海关阻止侵权产品进入美国或针对已进口到美国的侵权产品，要求企业或个

人停止销售、广告宣传、市场开发等行为。 

337 条款适用的实体要件为：第一，不公平竞争方式和不公平竞争行为，

包括侵犯专利权、商标权以及其它权利；第二，侵权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

损害；第三，必须有美国国内产业的存在。但从多年来美国适用该条款的整体

情况来看，337 条款主要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一旦美国控诉其他国家

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实证明成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直接发出“禁止进口命

令”，排除一切侵权产品进入美国。 

“337 调查”的特点包括：一是“337 调查”的主管部门是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简称 ITC）而不是法院，由 ITC

依当事人申请后展开调查并作出裁定，属于美国的“行政救济”。二是起诉要

件宽松，立案容易。在“337”调查中，只须证明进口产品有侵权行为，对于

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则无需证明，而且不要求美国国内已建立起成

熟的该产业，只需证明国内存在相关产业即可。三是“337”调查和裁决具有

不公正性。对不应诉或不全面应诉的被告，“337”调查程序中有非常不利的

缺席裁决规则。根据“337”调查程序规定，被诉方没有正当的理由，未在规

定的时间内以规定的方式提交答辩意见，行政法官可根据单方证据作出裁决。

被诉方缺席，视为其放弃应诉的权利，放弃在调查期间答辩的权利。行政法官

可缺席裁决。四是处罚措施严厉。典型的有：①有限排除令：虽然只禁止被调

查企业生产的侵权产品进入美国，但其效力可扩大到包含侵权物品的下游或

下级产品，以及上游的零部件产品。②普遍排除令：不仅针对被告公司的产品，

还禁止某一种类的所有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③禁销令：要取得禁销令必须

事先在申述书中将该美国国内企业列为侵权方，加上该企业必须经调查发现

违反“337 条款”，同时证明该企业在“337 调查”过程中库存大量的侵权产

品。④没收已入境流通的产品。 

6．执法体制 

（1）版权、注册商标、专利、植物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侵权案件

的初审管辖法院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美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般是在州法

院审理，州法院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如有不服可向相应的对其管辖的联邦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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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上诉，联邦巡回法院的判决为终审判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专利纠纷上诉

则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审理。联邦巡回法院的建立，减少了上诉案

件审理前的司法管辖权冲突，使专利制度更加稳定。除上述案件外，联邦地区

法院还管辖涉及上述权利的不正当竞争和滥用商业秘密的初审案件。各州法

院一般管辖州注册商标和按习惯法取得的商标侵权案及商业秘密的滥用和不

正当竞争等案件。 

（2）在行政程序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根据《美国关税法》

（1930 年）第 337 条规定的案件（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商品的案件）拥

有管辖权。 

美国海关有权对准备进口美国的假冒商标的商品或盗版商品实行扣押。

其具体实施情形如下： 

其一是关于商标。进口到美国的国内或者国外生产制造的货物，如果货物

上标有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的、且在美国海关备案的商标，美国海关如果怀

疑其为假冒商标（Counterfeit Marks），那么美国海关将有权予以扣留。不仅

如此，对于使用了可能导致混淆（Confusingly Similar）的商标或商号的货物，

美国海关同样有权予以扣留。对于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除非权利人自收

到海关扣留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出具同意上述货物进口的书面意见，否则海关

将自行认定其构成侵权与否，进而作出决定，禁止进口或扣押。 

其二是关于版权。根据美国的版权法规定，明显的盗版（Clearly Piratical 

Works）和可能的盗版（Possibly Piratical Works）都可以被认定为侵犯版权。

对于明显的盗版，无论其是否备案，海关均有权禁止其入境；而对于可能的盗

版，若是相关版权已经依法备案，则海关将中止进口通关程序，通知进口商在

30日内提交证据进行抗辩，否则该进口货物将被视为侵权货物予以没收。 

其三是关于专利，美国海关可根据 ITC 对相关专利产品侵权调查后颁发

的排除令阻止该等产品入境。由此，中国参展企业一旦涉嫌侵权，很可能遭到

美国海关的前述执法处理而难以入境，甚至会因禁止令而不能展出。 

在执法实践中，知识产权持有人可以获得制止侵权和保留证据的临时救

济，还可获得制止进一步侵权的永久性禁令、赔偿及其他最终救济。对于严重

侵犯版权和商标权的行为，美国执法制度还规定了刑事制裁措施。 

7．展会方面的特殊规则 

中国企业赴美参展，在遭遇他人违反展会规则，侵犯其知识产权及相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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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可依据美国展会行业普遍适用的规则，及时合理合法地维权：“任何人

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遵守该协会的规章，任何一方违反了规则将会导致由组展

方采取的如下措施：首先是关闭展位；其次是丧失优先权；第三是不得参加该

组织者今后组织的任何展会。”适用于任何一方的特殊规则还有：“不得进入

他人展位或在他人展位周围闲荡；不得骚扰或者对抗其他参展商；不得从其他

参展商展位上移除任何东西；不要对那些不允许出现在展会上的人进行注册

或者标识；不得对其他参展商的展位或者产品进行摄像或摄影；如果参展商获

得一项法院指令，不能自己送达或者让无关的第三方送达，而要交给展会管理

办公室。组展方在展会管理办公室对其进行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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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 

（一）欧盟的相关法律规定 

欧盟欧洲专利公约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943443.pdf 

 

欧盟欧洲专利指南 

https://link.epo.org/web/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2022_en.pdf 

 

欧盟欧洲专利审查指南 

https://link.epo.org/web/legal/guidelines-epc/en-epc-guidelines-2024-

hyperlinked.pdf 

 

欧盟商标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1553246.pdf 

 

欧盟欧洲专利局收费表 

https://www.epo.org/en/legal/epc/2020/rfees.html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943443.pdf
https://link.epo.org/web/how_to_get_a_european_patent_2022_en.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15532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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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理事会共同体外观设计条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8/0131/20180131033828427.pdf 

 

关于共同体设计的第【2002】6号（欧共体）理事会条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0219174.pdf 

 

（二）欧盟法律的特殊之处 

1．欧洲统一专利是什么？ 

随着欧洲专利诉讼协议（European Patent Litigation Agreement）的通过，

欧洲统一专利制度即将建立。目前，欧洲统一专利还没有正式施行，因此，这

里仅对欧洲统一专利进行简短的介绍。（详情请参见欧洲专利局网站 http：

//www.epo.org/law-practice/unitary.html） 

欧洲统一专利将与欧洲专利、国家专利并行存在。欧洲统一专利，即指在

参与国的范围内具有单一效力的专利。在审查程序上，欧洲统一专利与传统的

欧洲专利大致相同。但与欧洲专利不同的是，欧洲统一专利不需要在获得授权

后继续在各成员国内进行登记生效，而且也不需要向各成员国递交官方语言

译文。而是在获得授权后立即在成员国内受到保护。而译文将由欧洲专利局的

机器译文来提供，只有在涉及侵权和无效诉讼等涉及专利的诉讼案件时，才需

要提交人工译文。 

2．欧盟在外观设计方面有何特殊之处？ 

欧盟理事会共同体外观设计条例指出：外观设计指产品整体或一部分的

具有特征的外观，特别是产品自身的或其装饰的线条、轮廓、颜色、形状、纹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8/0131/20180131033828427.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02191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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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或材料。 

欧盟的统一外观设计保护分为注册外观设计（RCD）和非注册外观设计

（UCD）。二者都可以在所有成员国范围内获得整体保护。 

注册外观设计即在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注册的欧共体外观设计，其可以

获得最长 25 年的保护时间。欧盟外观设计获得保护的条件为新颖性和创造性。

新颖性即不能与在先申请相同或类似。创造性即指所提交的外观设计应当给

予观众完全不同的观感，使得观众足以判断其为另一产品。 

欧盟外观设计的审查过程分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在形式审查中，将着

重审查所申请的外观设计的形式问题，例如复制品或图片不足以阐述设计内

容、非欧盟成员国国民没有委托代理人、没有交纳费用等等。而在实质审查中，

将审查所提交的外观设计是否是欧盟外观设计条例所规定的外观设计，即特

征是否完全受技术功能制约，以及所提交的外观设计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新颖

性和独创性在审查程序中不做审查，但在异议程序中将作为异议或无效的理

由。在欧盟外观设计授权并公开后，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请求。 

非注册外观设计是指没有向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申请注册的外观设计，

也就是说，非注册外观设计不需要申请。自于欧盟境内首次被公众知悉之日起，

外观设计自动受到为期 3 年的保护。3 年保护期后，非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不

能续展。但在首次公布 1 年之内，外观设计可以在享受非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

的同时注册欧盟外观设计。 

注册外观设计与非注册外观设计的区别在于：首先二者具有不同的保护

期限，欧盟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最长为 25 年而非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仅

为 3 年；其次，二者的保护范围不同，欧盟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延伸到任何相

同或类似的设计——即使其为善意侵权（未知存在该外观设计的情况下），而

非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仅涉及故意或恶意的侵权（即知晓存在有该外观

设计的情况下）。 

但二者皆可以对涉及受保护的外观设计产品的任何没有得到许可的制造、

许诺销售、提供、销售、进出口行为提起侵权诉讼。 

3．商标方面有何特殊规定？ 

商标可以由任何能以图形代表的标志组成，特别是保护姓名的文字、设计、

字母、数字、物品形状或其包装，只要该标志能够使物品或服务与其他的物品

或服务相区分。商标大体分为：文字商标、图形商标、具有文字部分的图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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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三维商标、颜色商标和声音商标。 

欧盟商标由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负责注册审查，其初次保护时间为 10 年，

并且随后可以无限续展。 

欧盟商标的审查主要是形式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一是审查申请文件是否

符合要求，包括文件的语言、签名、所有人、优先权等问题。二是审查绝对理

由，包括：商标是否能够以代表性图形描述——即商标必须是可书写的，商标

是否缺乏显著性、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等等。如果所申请的商标符合以上的绝对

理由，商标注册将予以驳回。如果所申请的商标符合欧盟的指令和条例，则予

以注册并随即公告。但在公告后的三个月内，如果有第三人提起异议——即商

标与其他在欧盟范围内或其成员国境内受保护的商标相同或类似，则进入异

议程序。如果没有任何第三人提起异议，商标便可以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获得

整体保护。 

4．知识产权制度有何特殊之处？ 

欧洲的知识产权保护由欧盟各国依据欧盟的法规和指令来执行。欧盟根

据其所加入的国际公约，如 TRIPS 协议等，以及参考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制定

针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的法规和指令，其主要有：欧洲专利公约、第

2004/48/EC号令以及欧盟关于诉讼的条例，如布鲁塞尔条例等。欧盟内的法律

法规由各成员国负责执行。在各成员国内部，欧盟法应当优于成员国的国内法。

由此，得以保证欧盟法律法规的统一实行。 

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对于侵权行为有着不同的裁判标准和赔偿标

准，为了打击侵权并且为了使侵权行为在欧盟范围内有统一的裁判和赔偿标

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 2004 年颁布了第 2004/48/EC号令，即“确保知

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和程序指令”。 

该指令详细规定了各成员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基本标准，其中比较重

要的标准包括： 

（1）证据和证据保全，譬如禁令和扣押等临时措施：即，当权利人有充

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请求司法机关令被告提供相关的证据，如银行往来

帐目、侵权产品等等。在必要的情况下，原告可以通过提供担保的形式来申请

证据保全，即证据冻结令或称临时禁令，以避免被告损坏或者转移证据而造成

原告的权利损失。但是在证据扣押之后，原告必须及时在 31 天内提起诉讼，

以确认侵权行为和查扣证据的必要性。如果侵权不成立，被告将有权要求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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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扣押证据带来的经济损失。 

（2）销毁、召回或者永久清除违法商品。如果侵权行为得到确认，原告

即权利人可以要求侵权方召回并销毁侵权产品，并且要求将侵权产品和用于

制造侵权产品的工具从商业渠道中清除。 

（3）经济补偿、永久禁令和损害赔偿金。对于侵权行为，不管其是否故

意，原告都可以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故意侵权，即被告在已知或者应当

知道存在有受保护的物品的情况下进行侵权行为的，经济补偿的计算可以包

括：（a）被侵权人的利益损失、（b）若适当的话，侵权方因侵权行为获得的

不正当利益、（c）以及由侵权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经济补偿也可以在适

当的情况下根据某些原则设定总额来计算，如至少是正规许可需交纳的许可

使用费。对于非故意的侵权，原告可以要求被告返还利润或者法律预定的损害

赔偿金。 

5．知识产权执法制度有何特殊之处？ 

欧洲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主要依靠海关完成。欧洲委员会设有经济、金融、

税务与海关委员，同时，设有税务与海关同盟总司，主管海关事务。欧盟税务

与海关同盟总司协调和指导各成员国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事务和政策，具

体的知识产权海关执法工作则由各成员国海关实施。海关负责对涉嫌侵权的

物品的查扣。如果认为物品涉嫌侵权，海关可以基于申请人的申请，对嫌疑物

品中止放行或扣留。申请人接到海关中止放行或者扣留货物通知后确认其侵

权，并同意销毁货物的，销毁由海关执行。 

（1）执法依据 

欧盟各成员国在知识产权海关执法方面最重要的依据有《欧洲共同体海

关法典》（the Community Customs Code）和《欧盟知识产权海关执法条例》

（欧盟理事会第 608/2013号条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608/2013号

条例》详细规定了海关在面临可能的侵权行为时的职权范围、处理程序等细节

问题。 

（2）执法程序 

第一，查扣程序。权利人可以向海关当局提出查扣或中止放行有侵权嫌疑

的物品的请求，如果申请获得批准，之后由海关执行物品查扣。 

在查扣后的 1个工作日内，海关将通知申请人或者物品的持有者或物主，

并且如果有请求的话，海关向决定持有人或者申请人通知所扣押的物品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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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量、来源、海关程序等。 

如果海关认定物品有侵权的嫌疑时，在没有批准的查扣申请或者申请人

没有获得查扣批准的情况下，海关依然可以查扣或者中止放行该物品。并且在

作出查扣之前，海关将通知最有可能提出查扣申请的相关权利人。并在查扣之

后，向相关权利人通知查扣结果。但是，如果在查扣后 1个工作日内没有发现

能通知的相关权利人，或者在查扣后四天内没有获得批准，则查扣撤销。 

第二，销毁程序。在收到查扣通知后 10个工作日之内，申请人可以向海

关当局提出销毁货物请求，易坏品应在 3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申请应包括关

于该货物侵权的报告。申请还应附有申请人、持有人和物主关于销毁货物的书

面同意函。销毁的申请期限基于届满前的申请人申请可以延长。 

收到查扣通知后于 10 个工作日之内，或者对于易坏品于 3 个工作日内，

申请人、持有人和物主没对销毁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销毁。 

如果持有人或者物主对销毁没有作出书面确认，申请人应当在 10个工作

日内采取确认物品侵权的程序。 

销毁的组织工作可以由海关承担，但销毁货物的费用和相应责任应由申

请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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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 

（一）英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英国知识产权保护指南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1/30/art_53_171784.html 

 

英国专利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227/20150227093915576.pdf 

 

英国专利规则 2007和专利（费用）规则 200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patents-rules-2007-and-

patents-fees-rules-2007 

 

英国专利实践指南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804/20150804105832911.pdf 

 

英国商标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4448374.pdf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1/30/art_53_171784.html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227/20150227093915576.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804/20150804105832911.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44483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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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标规则 2008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4408368.pdf 

 

英国注册外观设计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0228/20170228050534416.pdf 

 

英国专利局关于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指南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094441880.pdf 

 

英国专利局有关医学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指南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095211613.pdf 

 

（二）英国法律的特殊之处 

1．在外观设计方面有何特殊之处？ 

英国知识产权局对外观设计新颖性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但会在技术功能、

道德性和是否属于受保护的标记等方面进行审查。在英国可以对各种类型的

外观设计权予以保护。外观设计需要具有新颖性，并且与其它在先设计相比具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4408368.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0228/20170228050534416.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094441880.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0952116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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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特性。已注册的外观设计可以享有长达 25 年的保护，但须每 5 年进行续

展（包括缴纳续展费用）。 

2．在商标方面有何特殊之处？ 

在英国，已经使用并具有一定商誉的未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可以获得普通

法的保护，称为反仿冒保护。即使申请人还未获得注册商标，也可以阻止其他

人在他们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近似商标。仿冒商标案件有时比维护一个已

注册商标更难。为了案件胜诉，申请人需要向法院证明：商标是申请人的，申

请人已为该商标建立了声誉，并且其他人使用该商标的方式使申请人受到了

损害。 

3．在版权方面有何特殊之处？ 

英国对版权没有官方的登记机制。版权在英国的保护期限取决于版权作

品的类型。英国的立法对版权规定了某些例外和限制使在有限和特定的情况

下可以未经著作权人允许使用该作品。版权的保护将受制于这些限制和例外

情况。作品的商业使用通常要获得著作权人的允许，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

公司、个人或集体权利管理组织（“收费团体”）支付许可费。 

4．在民事诉讼有何特殊之处？ 

民事案件可以根据索赔数额的不同向不同法院提出申请。专门的知识产

权企业法院（IPEC）受理大部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知识产权案件，并且为低价

值赔偿请求提供小额索赔途径。高等法院审理金额较大并且更复杂的案件。法

院可以授予禁令和判令损害赔偿，并命令败诉方支付胜诉方合理的费用。一审

判决后没有自动上诉的权利。如果相关法官授予权限，可以通过上诉法院和英

国最高法院提出对一审判决的上诉。苏格兰有一个区别于英国其他地区的独

立法院系统。 

5．英国的贸易标准和刑事执法有何特殊之处？ 

贸易标准隶属于地方政府，用于执行英国的若干条例，包括对知识产权的

侵权行为采取的行动。贸易标准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并有权直接通过刑

事法院起诉案件。其他负责知识产权犯罪执法的英国机构包括警察机关和国

家打击犯罪局（针对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大多数的刑事制裁针对的是获得了

商业利益的侵犯商标及版权的行为。 

6．边境执法有何特殊之处？ 

英国边境检察署有权扣押涉嫌侵犯欧盟当局授权的并已进行商标海关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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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货物。英国边境检察署不能扣押由其他欧盟成员国进入英国的货物，只能

扣押从欧盟以外的国家进入英国的货物。 

四、法国 

（一）法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5611 

 

法国海关法典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090117716.pdf 

 

法国关于知识产权法庭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103346967.pdf 

 

法国关于知识产权法庭的位置和管辖权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0329531.pdf 

 

（二）法国法律的特殊之处 

1．商标权有何特殊之处？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090117716.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2/20141202103346967.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03295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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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商标的保护期限为 10 年（自申请之日或要求的优先日期开始），

每一次续展的保护期限为 10 年，且可无限次续展。商标必须在法国知识产权

局登记注册。与商标相关的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且需在法国知识产权局

公布或登记。 

2．专利权有何特殊之处？ 

在法国，对发明独占排他使用和开发的保护期最长为 20 年。如果一项发

明被法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INPI授予了专利，就表示该发明公开化。在专利保

护期间内，专利权人可以禁止任何人对该专利或该专利项下产品的使用、生产、

进口。 

在法国举办的展会中，如果参展产品的整体或产品中的一部分或生产该

产品所使用的专利是受法国保护的专利，而专利权人并未授权，则该产品会被

认定为假冒产品，法国法将会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 

3．著作权有何特殊之处？ 

对版权的保护从创作时开始，即从思想表达的有形表现开始，有效性延续

到作者去世后的 70 年。 

4．假冒扣押措施是什么？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允许专利所有人或其专有权利的许可人，在包括贸易

展览会现场在内的任何地点，获取涉嫌假冒方侵权的证据。即，在法国，申请

方可以采取假冒扣押措施获取假冒侵权的证据，并非只能在确切的假冒侵权

行为之下才能采取假冒扣押措施。 

实施假冒扣押措施的条件： 

（1）必须有假冒扣押的批准令。假冒扣押的批准令只能由特定大审法院

的院长作出。 

（2）由 1 名法院指定的司法执行员主持。假冒扣押的批准令，须指定 1

名司法执行员主持假冒扣押工作。 

（3）假冒扣押的内容。假冒扣押可以对涉嫌假冒侵权的产品或行为，进

行实物扣押和描述性扣押。 

描述性扣押是指司法执行员依法对涉嫌假冒的产品或有争议的行为进行

详细的书面描述。在申请方请求法院进行描述性扣押的同时，还可以请求对涉

嫌假冒产品的样品进行扣押。但是，必须依据扣押的批准令中写明的具体数额

来扣押产品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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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扣押往往用于在申请人事先知道单纯的描述不可能揭示假冒侵权性

质的情况。例如，只有在拆开样品后，或者只有在对样品进行化学分析或电气

识别之后，才能揭露假冒侵权手段的情况下，有必要先扣押上述样品，以便之

后到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检测。在申请实物扣押时，申请人必须指明扣押的产

品名称、扣押数额以及扣押后需要作何种检测分析。 

5．法国海关有何特殊之处？ 

法国海关为主要的行政执法主体，法国海关的打假是比较严格的。 

（1）海关扣押 

海关扣押由权利人申请或由海关依职权而进行。当由权利人申请时，如海

关人员发现涉嫌物品是假冒的，最多可扣留物品 10个工作日，并通知权利人

向其披露有限的信息，以便权利人确定物品是否属于假冒从而可在海关扣押

物品的 10日内向法院起诉。 

（2）调查取证程序 

调查取证程序只能在展会前申请。申请条件为：紧急且理由充分。申请后

通常在 1-2天内颁发令状。令状的执行范围可将涉嫌侵权的产品从展会中清除

出去，并可扣押部分或全部产品。后续诉讼程序必须在开展后的 20个工作日

内或 31天内（以较长者为准）提出，否则“调查”失效。 

（3）没收及禁令 

没收及禁令必须在展会开始前申请。执行条件为：紧急且理由充分（紧急

就是要有证据证明常规过长的诉讼周期可能给权利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且索赔人对侵权行为的态度也应及时表现出来，即如果自知道侵权行为之日

起 6个月内不主张，其后提出的临时救济申请就可能会被驳回；理由充分即需

要有能对侵权行为做出迅速评估的最基本的证据）。 

6．临时禁止令是什么？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了阻止侵权行为的临时措施。一定情况下，可

以临时禁止侵权行为。 

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可以对侵权行为发出临时禁止令： 

（1）侵权行为基于授权的专利； 

（2）其与实质侵权行为相关（该行为必须已经由传讯令状构成或者已经

进入法院）； 

（3）该侵权行为必须在专利权人得知该事实的那天的很短时间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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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诉讼是基于此的； 

（4）实质性行为必须是已经成立（当研究专利的有效性和侵权行为的严

重性时，法官必须对于案件的实体授权条件没有严重怀疑）。 

在满足以上条件情况下，法官可以有条件发放临时禁令，即在原告提供可

以覆盖如果在后续的侵权诉讼中裁判未构成侵权时被告遭受的可能的损害赔

偿的保证金的情况下。 

五、德国 

（一）德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德国专利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en/text/586903 

 

德国实用新型实施条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1226/20171226101808298.pdf 

 

德国外观设计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8/0130/20180130054625917.pdf 

 

德国外观设计法实施细则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2080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1226/20171226101808298.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8/0130/201801300546259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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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商标和其他标志保护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1226/20171226104249546.pdf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1226/20171226105725682.pdf 

 

（二）德国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临时禁令（einstweilige Verf ü gung）如何规定？  

临时禁令是德国法律中对权利人提供的一种临时性的救济措施。如果禁

令申请人认为其所拥有的合法权利会因为当前情势的变更而在之后无法得到

执行或者其执行会受到实质性的妨碍，则其可以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向法院提起临时禁令的申请。依据禁令申请人的申请，法院可以依据其自

由裁量权，签发临时禁令，要求禁令相对人停止侵权。临时禁令的“临时性”，

只是体现在它可以通过抗辩程序、主要诉讼程序而撤销，除非法院在颁布禁令

时明确规定了禁令的时间效力（很少见），临时禁令在依法程序被撤销前一直

是有效的，而且具备完全的强制执行效力。被申请人在禁令撤销前必须遵守禁

令，否则将会被处以巨额罚款或者代替罚款的拘禁。可以提起针对临时禁令的

抗辩，申请废除禁令。法院会在接到抗辩请求请求法院命令禁止申请人在限期

内提交正式起诉状。如果临时禁令申请人在法院确定的期限内提起正式诉讼，

案件就进入了主要诉讼程序。在主要诉讼程序中，法院会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

和法律观点，以及证人证词和专家证词，并据此作出判决。如果临果临时禁令

申请人在法院确定的期限内提起正式诉讼，案件就进入了主要诉讼程序。在主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1226/20171226104249546.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7/1226/201712261057256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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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诉讼程序中，法院会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律观点，以及证人证词和专家

证词，并据此作出判决。如果临时禁令申请人没有按照法院要求如期提起正式

诉讼，法院就会撤销禁令。一旦临时禁令在上述两个程序中被认定是错误的，

被申请人可以要求临时禁令申请人赔偿损失。由于事后情况变化，禁令禁止的

行为合法化了，也要申请废除临时禁令。在临时禁令被依法废除前，仍然有效。  

（1）临时禁令的签发条件 

德国法院在决定是否签发临时禁令时，一方面需要考虑对禁令申请人合

法权利进行及时保护的利益，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禁令相对人不因错误的禁令

而遭受损害的利益。 

依据德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临时禁令的签发需满足以下条件：禁令

申请人具有应受到德国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如有效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受竞

争法保护的权益；禁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即将或正在遭受禁令相对人的侵害；

禁令申请人获得临时禁令具备“紧迫性”（Dringlichkeit）。  

禁令申请人需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信的”（glaubhaft）

说明上述签发临时禁令的前提条件存在。  

（2）临时禁令的签发程序 

在收到禁令申请人的临时禁令申请后，主审法官可依据案件的紧急程度

决定，是否自行做出裁定或者组成合议庭进行裁定。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在紧急案件中，在无需进行口审程序的情况下，临时禁令裁定才可以

由主审法官个人做出。  

此外，在临时禁令程序中，正常情况下，法院应该传召禁令相对人并给予

其参加口审的机会。但是在紧急案件中尤其是展会侵权时，德国法院经常会在

不传召禁令相对人、不进行口审的情况下，在很短时间内（一两天，有时甚至

当天）签发临时禁令。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如果被告即刻承认原告的权利，从而使得诉讼程序的提起并非必须，那么诉讼

程序的原告需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同时，《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2 条

第 1 款也规定，权利人在采取法院介入的法律手段前，应该通过向对方发警告

函来给予对方一个庭外和解的机会。 

依据上述规定，如果禁令申请人在提起临时禁令程序前，没有向禁令相对

人发送警告函，而直接提起临时禁令程序，则在禁令相对人马上承认禁令申请

人请求权的情况下，该临时禁令程序理应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因此而发生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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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应由禁令申请人来承担，也包含异议程序的费用及禁令相对人的法定律

师费。  

（3）提起针对临时禁令的异议（Widerspruch） 

如果禁令相对人认为法院签发的禁令不满足临时禁令签发所需要的条件，

可以在收到临时禁令后的任何时间（理论上没有时间限制，但在具体案件中，

需考虑是否涉及诉讼请求权丧失时效的情形），提起针对临时禁令的异议。  

依据临时禁令签发的条件，提起针对临时禁令的异议理由主要为： 

a．禁令申请人不具有所依据的知识产权或者其所依据的知识产权理应被

无效或撤销。如禁令申请人并不是相应知识产权的所有人或者没有获得相应

的授权；如申请人的商标连续五年未使用而应被撤销（宣告失效），或因具有

绝对注册障碍而应被宣告无效；如申请人的外观设计不具有法律所要求新颖

性和独特性而应被宣告无效；如申请人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不具有法律所

要求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等而应被撤销。 

b．禁令相对人的行为或产品并不侵犯禁令申请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不违反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c．禁令不具备临时禁令所要求的“紧迫性”。 

一般情况下，禁令申请人需在知道侵权信息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法院提起

临时禁令申请。如果申请人在知道侵权信息后，没有及时主张其权利，则其自

身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临时禁令不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紧迫性”。只要禁令相

对人能够证明，签发的禁令具有上诉任意一个异议理由的情形，法院就会撤销

该临时禁令。临时禁令被撤销后，禁令相对人可以要求禁令申请人赔偿其因为

该临时禁令而遭受到的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临时禁令的异议程序并不会导致临时禁令效力的中

止或中断，禁令申情人依然可以执行已签发的临时禁令。此外，临时禁令的撤

销，仅仅表示临时禁令不应被签发，禁令相对人不必再遵守禁令上的规定。禁

令的撤销并不代表禁令申请人不得提起针对禁令相对人的正式侵权诉讼程序

（主争议程序）。  

（4）要求禁令申请人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起正式诉讼  

如果禁令相对人确信自己的产品或行为并没有侵犯到禁令申请人的权利，

那么可以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请求法院要求禁令申请人在限定期限内提

起针对禁令相对人的正式侵权诉讼（主争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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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禁令申请人没有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起正式的侵权诉讼，禁令相

对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临时禁令并判定由禁令申请人承担相应的费用。 

如果禁令申请人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起了正式的侵权诉讼，则禁令相

对人依然可在正式的侵权诉讼中，对禁令申请人知识产权的有效性进行攻击，

或者论证自己的产品（行为）不侵犯禁令申请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不违反《德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2．专利方面有何特殊规定  

在德国，有保护效力的发明专利包括德国发明专利、欧洲发明专利和在德

国有效的国际发明专利。德国关于发明专利无效程序实行“双轨制”，即对发

明专利的无效程序必须要在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提起专利无效诉讼，不服联邦

专利法院的判决，可以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此外，实用新型分离程序是德国专利商标局极为特殊的一项程序，即从德

国的发明专利（包括德国发明专利或专利申请、指定德国的欧洲发明专利或专

利申请、指定德国的 PCT 申请）中可以分离出德国实用新型的申请。分离出

德国实用新型后，原有的发明专利申请程序仍然继续进行。  

德国实用新型分离程序为申请人在多种情况下提供了可能性，比如：如果

PCT 申请进入德国的 30 个月期限已经错过，则可以考虑在 30 个月期限截止

日期所在月的月末起两个月内从 PCT 申请中分离出德国实用新型。在发明专

利审查期间，可以考虑分离出德国实用新型，快速获权后并以此请求停止侵权

及损害赔偿。  

3．产品模仿方面特别规定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如果一个产品的外部特征（包括技术特征）

具有竞争独特性，有一定的知名度，即使这个特征不受专利或不再受专利保护，

那么对这个特征的模仿，也有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危险。 

4．网络广告宣传的特殊规定 

德国法院认为，只要网站可以在德国打开，就在德国有影响，广告后果就

可能会发生在德国，那么德国法院就有管辖权，就应该适用德国法律。因此，

如果企业在网络上做了违反德国法律的侵权产品广告，当企业赴德国参展时，

即使没有携带侵权产品，也没有在展会上发放产品宣传材料，权利人仍然可以

申请针对该企业的紧急临时禁令。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企业可以通过在网络

广告上发表限制产品销售范围的声明，来降低可能构成侵权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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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关行政执法的特殊规定  

德国海关行政扣押不限于边境口岸，其执法权限是以货物是否来自外国

为准，因而德国国际展会也常常是采取执法行动的地方。德国海关保护分为依

欧盟法提起申请和依德国国内法提起申请两类。申请德国海关执法的企业需

要提供：第一，申请人详细信息；第二，证明申请人有权提起海关保护的证明

材料（通常包括授权书和各类许可协议等）；第三，知识产权权属证明；第四，

若干承诺书；第五，其他海关要求提供的信息。依德国国内法提起申请还需要

申请人提供财产担保。 

在海关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并完成扣押之后，会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分别

发出正式通知。对于被申请人而言，如果其对扣押行动存有异议，应在规定期

限内提起针对该扣押的申诉程序。否则，只能在后续的正式民事法律程序中全

力应诉，以争取有利于己方的判决后放行货物、要求损害赔偿。对于依德国国

内法提起申请，如果被申请人提起异议，申请人在接到海关通知后，还必须在

期限内向海关提交一份载有允许扣押的法院裁定（较为常见的是临时禁令），

否则海关也必须结束扣押、放行相关货物。  

按照欧盟条例，德国海关扣押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相关权利人提起扣 

押申请的门槛很低，只要提供注册权利证明的复印件及一份书面的承诺，保证

在未按时启动侵权民事法律程序或者民事法律程序最终裁决被申请人不构成

侵权时，由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因海关扣押而遭受的损失即可。海关扣押物品

后的程序可以分为民事法律程序（法院程序）和简化的销毁程序（海关销毁侵

权产品）：  

（1）申请人在收到海关扣押通知后 10个工作日内，需要向海关回复其是

否已经启动了处理侵权的民事法律程序。该民事法律程序可以是正式起诉，也

可以是临时禁令程序；  

（2）申请人在相同的期限内通知海关同意把被没收的侵权产品由海关销

毁，即“简化的销毁程序”。该程序的启动不仅需要申请人书面表示同意销毁，

而且也需要被控侵权人在同一期限内书面表示同意。只要二者之一明确表示

反对销毁，申请人就必须在期限内转入民事诉讼程序，否则海关就会撤消对涉

嫌侵权产品的扣押。 

一旦海关扣押物品后程序进入民事法律程序，法院会通过审理并最终判

决被控侵权人是否侵权。如果最终认定侵权不成立，那么海关扣押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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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需要赔偿被申请人因非法扣押以及民事诉讼所造成的损失。 

六、新加坡 

（一）新加坡的相关法律规定 

新加坡专利法案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8395 

 

新加坡专利（修改）法案 2012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0917/20140917064043170.pdf 

 

新加坡专利（修改）细则 2014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104718436.pdf 

 

新加坡专利（2号修改）细则 2014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105011347.pdf 

 

新加坡注册外观设计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8821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0917/20140917064043170.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104718436.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1050113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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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商标法案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0917/20140917063352308.pdf 

 

新加坡版权法案（2021 年） 

https://sso.agc.gov.sg/Act/CA2021 

 

新加坡地理标志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8688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7155 

 

（二）新加坡法律的特殊之处 

1．有何种特别的自力救济方式？ 

警告信件：在向疑似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人提起诉讼前，权利人可以向

对方发出要求停止侵权的警告信件，并提出相关请求和主张。此种方式并非法

院的强制要求，警告信件仅作为寻求诉讼之外解决方案的一种形式，可以在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0917/201409170633523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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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诉讼程序中作为权利人曾经寻求解决办法的证据。在新加坡发送警告函

需特别谨慎，若被认定为无端威胁诉讼，被警告人有权请求赔偿。 

2．行政程序有何特别？ 

新加坡政府主管知识产权的部门是新加坡知识产权局（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简称 IPOS）。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不但管理专利、

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2014年 9月 25日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

被正式任命为国际专利检索与审查机构，具体而言是《专利合作条约》（PCT）

下的国际检索机构（ISA）与国际初步审查机构（IPEA），IPOS成为东盟地区

第一个被任命的知识产权局。 

（1）侵权咨询 

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向 IPOS咨询是否存在侵

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根据 IPOS的意见可以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但此

类型案件很少发生，其原因在于如果 IPOS 认为争议更适合由法院来裁决，

IPOS 可以将该问题移交给法院。 

（2）海关措施 

海关可以扣押侵权物品，但无权进行侵权调查并做出处罚决定。海关扣押

侵权物品的方式包括依申请扣押和主动扣押。注册商标或著作权的权利人或

被许可人可向海关提交书面请求，申请海关扣押将要进口或出口的侵犯著作

权的复制品或侵犯注册商标的商品。提出请求前，申请人需要向海关支付一笔

足额保证金，用于支付可能产生的合理费用或被扣押人遭受的损失。该请求自

提出之日起 60天内有效。收到请求后，海关将采取适当行动，扣押侵权物品，

并通知申请人和进出口商。在合理怀疑商品为侵犯注册商标权或著作权的情

况下，新加坡海关可以主动依职权采取各种行动。 

3．司法程序有何特别？ 

专利不侵权声明：在被专利权人指控侵权的情况下，被指控的潜在侵权者

可以向 IPOS 或者法院提出不侵权声明。提出不侵权声明的理由包括：第一，

不存在侵权事实；第二，专利无效。 

向 IPOS或者法院提出不侵权声明需要具备如下前提条件：第一，潜在侵

权者已向专利权人寻求没有侵犯专利的书面确认（需向专利权人提供足够的

活动细节，以供专利权人评估）。第二，专利权人未提供此种书面确认。第三，

受到无端侵权威胁的人（无论威胁的人是不是权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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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法院发出声明宣布被告的威胁不合理，禁止被告继续威胁，并判令被告赔

偿因威胁而遭受的所有损失。但如果被告证明原告行为确实构成了侵权，或原

告没有请求宣告该专利无效的情形除外。 

新加坡没有设立单独的知识产权法院，也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新加

坡最高法院的高等法庭设有知识产权裁判部负责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该法

庭仅对可注册或授权的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具有专属管辖权，新加坡最高法

院的高等法庭、新加坡国家法院和 IPOS均有权审理特定的知识产权纠纷。 

4．知识产权诉讼流程有何特别？ 

（1）传讯令状 

在新加坡，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一般是通

过传讯令状的方式启动的。原告必须通知被告诉讼事宜，将传讯令状送达被告

的住址或公司注册地址，无法送达的，可以采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或在被告住

所地门前张贴文件的方式送达。 

（2）索赔声明 

索赔声明随附传讯令状一起送达被告，索赔声明通常包含以下内容：原告

和被告的身份；双方之间的关系；原告对被告的指控；支持原告主张的重要事

实；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原告要求的救济和赔偿。 

5．刑事救济措施有何特别？ 

（1）新加坡警察部队 

新加坡国内的商标、著作权侵权活动由新加坡警察部队负责调查和搜查，

但其无权做出处罚决定，必须向法院起诉，由法庭做出裁决。知识产权权利人

可以在律师协助下，凭借其取得的侵权证据，向法院申请搜查令，法院通过发

出搜查令授权警方突击搜查侵权人的处所，并扣押侵权产品。 

（2）通判法庭 

对于只涉及罚款或最高可判处 3 年监禁的罪行，受害人可以向新加坡国

家法院的通判法庭提起刑事自诉，并向法官确认申请表中所述事项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如双方自愿接受调解，可以选择通过社区、法官或法院调解员进行

调解。如无法和解或调解，需继续起诉，原告需要向被告传送传讯令状，并由

法院举行听证会，由法院进行有罪或无罪判决。 

6．有哪些特殊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1）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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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仲裁越来越多地适用于当事人来自不同司法辖区的争议案件，

仲裁得到了新加坡各种机构和专业仲裁员的大力支持。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是新加坡使用最多的仲裁机构。 

（2）调解 

新加坡司法界大力推动调解工作。目前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有机会接受调

解。由于各方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调解员，当事人对流程具有控制权，包括随

时终止调解，且调解过程保密。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方式包括法院调解和通过私

人调解机构调解。国家法院争端解决中心为在新加坡国家法院提起的案件提

供法院调解服务。私人调解机构包括新加坡律师协会、新加坡调解中心和新加

坡国际调解中心等。新加坡最高法院经常在审前会议上鼓励诉讼各方考虑在

新加坡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3）中立评估 

中立评估是一种裁决程序，中立的第三方（例如，司法机关的退休法官或

高级律师）通过中立评估来考虑当事人各自的案情，并提出合理的意见。中立

评估由国家法院争端解决中心、新加坡律师协会、新加坡调解中心的人员提供。

以新加坡调解中心为例，当事人可以向新加坡调解中心（SMC）提交申请表，

SMC指定评估人后，由当事人、评估人和 SMC共同签订中立评估协议。当事

人向 SMC缴纳保证金后，当事人和评估人可以举行庭前会议，确定评估方式。

评估方式分为仅文件方式和文件 + 听证会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均需要通过

SMC提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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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马来西亚 

（一）马来西亚的相关法律规定 

马来西亚专利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0605626.pdf 

 

马来西亚商标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47328 

 

马来西亚版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3950 

 

马来西亚 1996 年工业品外观设计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0659943.pdf 

 

（二）马来西亚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专利申请有何特别规定？ 

（1）PCT申请的特殊情况 

申请人就同一申请案已经取得澳大利亚、英国、欧洲专利局、日本、韩国、

美国或“东盟专利审查合作项目（ASPEC）”国注册专利的，建议可以采取专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0605626.pdf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47328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395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06599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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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审查高速路向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直接提出申请，以缩短专利审查时间。 

通过“东盟专利审查合作项目”专利审查高速路（PPH）申请 ASPEC 项

目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

越南这些东盟成员国的知识产权局间的地区专利合作项目，分享参与机构间

的专利检索和审查结果，以便在参与国提出申请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审查。 

（2）快速申请专利 

申请人在缴纳相关费用后，可以向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快速申

请，但须符合以下情况：①该发明涉及马来西亚国家或社会公利益的；②有相

关正在进行的侵权诉讼或证据证明该发明正受到侵害的；③该发明在申请前

已经进行商业化利用的；④该发明受马来西政府单位资助的；⑤有其他经马来

西亚知识产权局审批认为具合理理由的。 

2．商标制度有何特别规定？ 

（1）加快审查绿色通道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对商标审查同样设有加快审查绿色通道。申请人经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批准，在缴纳费用后可适用加快审查机制。 

（2）禁令 

在交易过程中，只要侵权商标的全部或组成部分在使用上可能对所属驰

名商标构成近似或构成混淆的，无论对驰名商标的商誉影响是否仅存在于马

来西亚境内，马来西亚驰名商标权人都有权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禁止未经许

可在马来西亚境内使用其商标的行为，以保护其商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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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香港地区 

（一）香港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 

香港地区版权条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2109131.pdf 

 

香港地区专利（一般）规则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0551537.pdf 

 

香港地区注册外观设计条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1056943.pdf 

 

香港地区注册外观设计规则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1206342.pdf 

 

香港地区商标条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1534225.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2109131.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0551537.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1056943.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1206342.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1/201412010515342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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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商标规则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2/20150122063357301.pdf 

 

（二）香港地区法律的特殊之处 

1．商标 

（1）系列商标 

香港接受系列商标的注册申请。根据《商标条例》的规定：“一系列的商

标指超过 1 个在要项上相似的商标，而该等商标只在对该等商标的本质并无

重大影响的不关乎显著特性方面有所差异。”简单来说，申请人可以选择将字

体、大小写、简繁体、颜色等“不关乎显著特征方面”的地方有差异的商标（不

超过 4个）申请注册为一件系列商标。 

（2）语言 

香港商标注册申请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提出。如果申请人以纯中文向香港

知识产权署提交商标注册申请，则商标获得接纳后的注册证书只是中文版；如

果申请人是以纯英文提交申请，则获得的注册证书也将是英文版。需要注意的

是，一旦商标申请在香港知识产权署获得接纳，则无法再更改注册申请的信息。 

（3）气味商标 

香港虽然原则上认定商标可由气味构成，实际上至今未有能够成功注册

的“气味商标”，主要问题在于，香港《商标条例》规定：“在本条例中，商

标指任何能够将某一企业的货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货品或服务作出识别并

能够藉书写或绘图方式表述的标志。”而“气味商标”缺乏一种普遍认可的方

式，使其能够满足前述法条的规定。香港知识产权署认为，根据已有裁决，“气

味商标”的书面陈述、化学公式、气味商标的气味样本寄存、或这些方式的组

合均无法满足“藉书写或绘图方式表述”的规定。由此，“气味商标”虽原则

上可以接受，但实际操作中却无法进行。 

（4）实际使用原则 

香港的商标法以实际使用原则为主，申请在先原则为辅。《商标条例》规

定，任何商标在香港的使用可凭借保护在营商过程或业务运作中所使用的未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2/20150122063357301.pdf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95%86%E6%A0%87%E6%B3%95&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22sourceType%22%3A%22answer%22%2C%22sourceId%22%3A951053083%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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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注册商标或其他标志的任何法律规则（尤其是凭借关于假冒的法律）而予以

阻止。 

（5）商标保护期短 

香港注册商标的保护期限 7 年，续展期限较长为 14 年。 

2．版权 

（1）授权条件 

香港《版权条例》规定，版权是按照本部而存在于下列类别的作品的产权：

原创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声音纪录、影片、广播或

有线传播节目；及已发表版本的排印编排。 

作品要在香港取得版权保护，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各地作者的作品，或在

世界各地首次发表的作品，都可在香港特去受到版权保护。 

版权是一项自动赋予的权利。在创作完成后，有关作品即拥有版权。版权

与专利、商标及工业外观设计等其他类别的知识产权不同之处，就是版权毋须

在香港特区注册，也可受香港特区法律保护。 

此外，在某些条件和例外情况的限制下，具有版权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

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之作者，和具有版权的影片之导演，均享有精神权利，包

括被识别为作者或导演的权利，及反对其作品或影片受贬损处理以致作品或

影片受歪曲或残缺不全，或在其他方面损害作者或导演的荣誉或声誉的权利。

现场声艺表演的表演者或所作表演已录制于声音记录内的表演者亦享有相似

的精神权利。另外，任何人在指明情况下有免被虚假署名为某文学作品、戏剧

作品、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的作者的权利；及免被虚假署名为某影片的导演的

权利。 

（2）严格的刑事责任 

香港法律针对为商业目的而作出的侵权行为（例如：制作侵犯版权复制品

以供出售或出租，或以侵犯版权复制品进行商业交易）施加刑事制裁。 

海关负责执行侵犯版权的刑事法例。无论是否已提出检控，该部门拥有广

泛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力以调查侵权案件，亦有权没收怀疑侵权复制品。 

香港对版权侵犯行为的刑事责任门槛设定较低。对于版权侵权行为的认

定不以营利为目的，只要未经许可产生侵权行为，无须获得较大数额违法所得

或存在其他严重情节即可构成犯罪。 

（3）禁止平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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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版权产品的平行进口加以民事制裁与刑事制裁双重禁止。 

版权拥有人可循民事途径控告侵犯其作品版权的人。拥有人可制止的活

动因应作品种类而有不同之处；但基本来说，拥有人享有独有的复制权和分发

作品予公众的权利。拥有人可针对侵权者寻求一切所需的济助，例如禁制令以

制止进一步侵权、交付侵权物品令、披露有关侵权物品之供应及/或交易资料

令、损害赔偿及讼费裁决。此外，任何人制造或售卖引致保护版权系统技术失

效的产品，亦会招致民事责任。海关亦向版权拥有人提供边境执法的支援。 

经销任何平行进口版权作品（除电脑软件产品外）、输入该等作品作经销、

输入或管有平行进口电影、电视剧、音乐声音纪录或音乐视像纪录作公开放眏

或播放，如作品在世界任何地方首次发表不足 15个月，属刑事罪行。 

（4）版权审裁处 

香港设有独立半司法机构版权审裁处。版权审裁处的主要职能，是审决有

关特许机构发出的特许或其所实施的特许计划下的版权及相关争议。概括地

说，任何人如认为在特许计划下不合理地被拒发特许，或认为获发特许的条款

不合理，可把个案转介审裁处。在实际运行中，版权审裁处的职能与版权特许

经营机构的职能相衔接，专门处理特定类型的版权纠纷事务。其有权进行聆讯

和作出裁定的案件种类包括以下五种：第一，特批计划；第二，特许机构批出

的特批；第三，裁定雇员在其作品以不能合理地预料的方式被利用时可得的偿

金；第四，获取审裁处代表演的复制权拥有人或代表演者的租赁权拥有人给予

的同意；第五，其他申请。 

3．专利 

（1）短期专利 

香港法律没有实用新型专利，但申请人可以就一项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实用新型专利在香港申请短期专利。相比转录标准专利而言，短期专利可以

直接向香港专利注册处提出申请，经过形式审查后即可注册。短期专利在申请

时，应当在申请资料中提供一份查检报告。 

香港短期专利最长保护期为 8 年，但第一次申请只提供 4 年保护期，如

果需要再维持 4 年有效期，权利人须在第四年届满前的 3 个月期间内缴付续

期费；若没有按时缴付该续期费，则第 4 年届满后该短期专利即告失效。 

（2）香港的标准专利 

香港的标准专利有效期最长为 20 年，但并非一次性生效，自第 3 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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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每年都必须续期。如意欲在自第 3 款所指明的日期（指批准后的第一个周

年日）起计第 3 年或继后的任何一年届满后将任何标准专利再维持有效一年，

则订明的续期费须在该第 3 年或继后的一年（视属何情况而定）届满前（但不

得早于届满的日期前 3个月）缴付；如该续期费没有如此缴付，则标准专利在

该第 3 年或该继后的一年届满时须停止有效。 

4．外观设计 

《注册外观设计条例》于 1997 年 6月 4日由香港立法局通过，于 6月 27

日生效实施。该《注册外观设计条例》以英国《1949 年注册外观设计法》为参

照，同时借鉴欧盟注册外观设计的法律草案，并结合香港实际所产生。《注册

外观设计条例》分作九个部分，包括导言、外观设计的注册、注册外观设计的

权利、政府征用外观设计、法律程序、杂项及行政方面的条文、规则及规例、

罪行、过渡性条文与相应修订及废除等。《注册外观设计条例》所设置的运行

模式为注册制，即由香港知识产权署受理外观设计的申请，不经实质审查，且

不要求检索，申请只需满足格式要求，即可获得外观设计的注册。与版权、专

利和外观设计法律不同， 

（1）外观设计的首段有效期为注册申请的提交日期起计的 5 年，每次可

延展 5 年，但有效期总共不得超过自注册申请的提交日期起计的 25 年。如任

何注册外观设计的拥有人意欲将注册有效期再续期 5 年，则订明的续期费须

在现时注册有效期终止前（但不得在紧接现时有效期终止前的 3个月之前）缴

付。如续期费及任何订明的附加费已在紧接在有效期终止后的 6个月内缴付，

则该项外观设计的注册须视作为犹如从未停止有效一样。 

（2）香港允许多项外观设计一并申请注册，并且作为同一项注册申请标

的，前提是这些外观设计关乎同一订明类别或同一套件，且符合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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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阿联酋 

（一）阿联酋的相关法律规定 

阿联酋工业产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4451 

 

阿联酋工业产权法执行条例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7663 

 

阿联酋商标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4670 

 

阿联酋版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1365 

 

阿联酋植物新品种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68389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7663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4670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1365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6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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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联酋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专利法的特殊之处 

2021 年 1月，GCC宣布停止运作。希望在阿联酋获得发明专利保护的申

请人只能通过巴黎公约途径或 PCT 途径向阿联酋单独提出专利申请，希望获

得实用新型或工业制图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的申请人只能通过巴黎公约途

径向阿联酋单独提出专利申请。根据技术领域的不同，阿联酋专利申请的实质

审查由奥地利或韩国专利局完成。 

依据阿联酋专利法，专利包括发明、专有技术、实用新型、工业制图和工

业品外观设计。一项发明可被授予发明专利应具备新颖性（绝对新颖性）、创

造性和实用性。实用新型申请保护的条件没有发明那么严格，因此不能满足专

利条件的技术方案可以申请实用新型。申请文本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和英语。根

据阿联酋专利局要求，在专利申请提交时需提供整套英语文本以及阿拉伯语

的标题和摘要，并于进入国家阶段申请日的 90天内补充提供阿拉伯语的说明

书，权利要求和附图等翻译文本。 

专利审查分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查期间，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

文件：专利代理委托书，转让书（如果申请人不是发明人）和商业许可证（如

果申请人是商业实体）。形式文件需在申请当地的阿联酋大使馆或领事馆进行

认证。而实质审查请求需与新申请一起提交。如果有实质审查意见，申请人要

在三个月内做出答复。一旦通过实质审查，该申请将在授权前公布；被驳回的

申请可在 60天内向阿联酋经济部主管委员会提出复审。 

在阿联酋，专利侵权既有刑事处罚，也有民事处罚。目前，没有专门审理

专利案件的法院。有效性/无效性由初审法院决定，侵权案件由一审法院判决。

初审法院或一审法院会指定一名专家对该事项进行审议，并根据专利专家报

告对该事项作出裁决。对初审法院或一审法院的裁决可向上诉法院提出质疑，

随后可向最高法院提出质疑。 

此外，虽然阿联酋的法律制度一般没有规定明确的临时禁令，但它确实规

定了获得“保全措施”的程序，这在性质上非常接近于临时禁令。这些保全措

施是由紧急事项法院单方面批准的。它们侧重于扣押实物资产（包括侵权产品

和/或用于制造此类产品的机械、工具或设备），而不是防止正在进行或未来

的侵权行为，这是这些类型的法令之间的关键区别。通常情况下，保护令要求

法院法警对扣押申请中列出的侵权物品进行详细清点。如果获得批准，法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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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这些物品并予以销毁。 

2．商标法的特殊之处 

（1）商标法保护的客体：任何具有显著性的标识均可以作为商标，如姓

名、文字、签名、字母、符号、数字、地址、印章、图形、图片、印记、包装、

图形元素、形状、颜色；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标识

或一组标识，包括三维标记、全息图标记或者任何其他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

用于表明服务的提供方、或对商品或服务提供监测或检查的标识。与声音或气

味相关的标识也可以被视为商标。可见阿联酋对“商标”的定义更宽泛，除了

传统商标以及常见的非传统商标如声音商标、三维（立体）商标之外，在阿联

酋还有单一颜色（single color）商标、全息图（holograms）商标和气味（smell）

商标。 

（2）申请方式：长久以来，企业想在阿联酋获得商标注册，只能通过向

阿联酋商标局提交单一申请的方式进行。2021 年 12月 28日阿联酋正式签署

《马德里议定书》，成为马德里体系的缔约方，至此，在传统的单一申请之外，

企业有了另外的选择：可以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延伸保护至阿联酋。也就是说，

目前在阿联酋申请注册商标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延伸保

护至阿联酋；其二是直接向阿联酋经济部（Ministry of Economy）提交申请（单

独申请）。 

（3）商品分类：阿联酋商品或服务分类表采用《尼斯分类表》（第 10版

的内容）。但第 32类和第 33类上不允许注册“酒”、“含酒精饮料”。 

（4）申请特点：2021 年新法颁布之前，在阿联酋提交一件商标申请只能

指定一个类别；2021 版新商标法对此作出了调整：申请一件商标可同时涵盖

多个类别。阿联酋商标局接受系列商标注册申请。 

（5）申请流程： 

① 马德里国际注册 

马德里国际注册与其他国家的实践类似，申请人先向国际局（WIPO）提

交一份国际注册申请，国际局形式审查后，再通知各个指定国的国家知识产权

局，按照本国的审理规则进行实质审查，最后决定是否给予保护。 

② 单一申请 

申请提交后，阿联酋商标局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通过审查后，将在

官方公告上刊登 1个月。公告期内任何利益关系人可以提出异议申请。被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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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在 30日内进行答辩。如果逾期不答辩，申请被视为放弃。异议决定作

出后，可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继而可以向法院起诉。如果公告期过

后没有人提异议，缴纳官费后将获得注册。 

（6）商标续展：在阿联酋，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 10 年。注册商标可以在

有效期的最后一年申请续展，并缴纳续展费。逾期未申请续展的，可以在有效

期届满后 6个月内，即 6个月的宽限期内，提交申请，但会被处以罚款。 

（7）商标转让：对于商标转让，其基本规则与中国类似，注册商标的所

有权可以在有或没有商业企业商誉的情况下转让。除非转让已记录在注册簿

上并在《商标公告》上发表，否则该转让无法对抗第三方。 

（8）展会的临时保护措施：阿联酋 2021 年新商标法第 23 条明确规定，

在国家举办的展会或国家认可的国际展览会上展示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对于

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的标识，如果其符合商标法对于注册商标和商标法实施

保护条例给予临时保护的规则和程序的要求，那么该标识在参加展览期间可

以参照商标享有临时保护的权利。 

（9）商标撤销：在阿联酋，商标注册或续展并不要求权利人提供商标的

使用证明。然而，如果商标在注册日起的连续 5 年内未进行真实、有效且连续

的使用的话，那么会很容易因相关方的质疑而遭到撤销。上述商标因为未投入

使用而遭到撤销的情形并不适用于驰名商标。换句话说，相关方以商标在连续

5 年内未投入使用为由而提出的撤销驰名商标的任何申请都将会遭到驳回。 

（10）商标侵权救济 

① 行政投诉 

权利人可向迪拜经济部（D.E.D.）投诉经销或销售假冒或伪造商标商品的

贸易商。申请书应包括一份正式声明，并应附有原产品和侵权产品的样品以及

在阿联酋签发的侵权商标注册证书副本。 

政府机构将在侵权人所在地发起行政查处，扣押侵权货物，并可扣押与产

品有关的任何单据，如提单、发票或任何其他单据。上述机构还将强制侵权人

作出承诺，其将不再进行侵权行为。 

如果投诉被经济部接受，权利人能够在提出投诉后的 30个工作日内获得

决定。如果被拒绝，权利人将在十到十五个工作日内得到通知。 

② 民事诉讼 

a．权利人可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禁止使用其商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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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侵权人赔偿其商业和商誉损失。提交诉讼时，需要同时提交由 IP专家出

具的分析报告。因此起诉人需要预先联系 IP专家（法院认可的独立人士）来

准备此份分析报告。费用由原告承担。权利人提起诉讼后，法院将向侵权人发

出通知。侵权人接到通知后，应当向本院作出答辩。双方将在专家面前出庭，

并可以提交口头和书面的理由和证据。专家将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并根据其

评估向法院提交报告。这份报告对法庭没有约束力。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反对

意见。通常法院会全部采纳专家报告，并根据专家的评估作出判决。法院应当

举行两次或者三次听证.最终庭审笔录全部提交后（包括理由），法院作出判

决。一旦认定侵权，会产生赔偿金。 

b．预防性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权利所有人可以请求主管法院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现有或即将发生的

侵权。在考虑了案件的情况后，法院必须迅速对预防性禁令请愿书作出裁决。

在采取预防措施时，法院可以命令：编制指控侵权的详细说明，以及侵权中使

用或可能使用的侵权货物、材料、设备和工具。保存与侵权相关的证据。扣押

上述物品以及从指称的侵权行为中的获利金额。防止涉嫌侵权的货物进入商

业渠道及其出口，包括海关进口的货物。其他能够禁止侵权行为的措施。如果

法院认为，不立刻签发预防性禁令会对权利所有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或者

担心证据消失或毁坏，则法院可以单方面发布上述禁令。 

③ 刑事投诉 

权利人可向警方商业欺诈部门投诉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销售的任何假冒

产品。该部门有权搜查侵权人的营业场所，收集证明上述犯罪的证据。上述部

门可将文件转交刑事实验室，以检查证据的真实性，并就此编写一份报告.报

告和调查档案将移送公诉机关。涉案各方的陈述、报告、调查档案将被提交至

轻罪法庭判决。此阶段，权利人应提出民事索赔和临时赔偿，以获得参加庭审

的法律资格。上述程序周期约为 6个月。败诉一方有权在裁决之日起 30天内

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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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拿大 

（一）加拿大的相关法律规定 

加拿大专利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095934946.pdf 

 

加拿大工业品外观设计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0014295.pdf 

 

加拿大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141955.pdf 

 

加拿大商标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254170.pdf 

 

加拿大版权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111923159.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095934946.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0014295.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141955.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254170.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1119231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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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食品和药品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413699.pdf 

 

加拿大联邦法院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218524.pdf 

 

（二）加拿大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中加（拿大）专利审查高速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简称 PPH）

是什么？ 

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已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专利审查高速路双边协定

达成协议。该协定自 2013 年 9月 1日起有效，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加

拿大知识产权局的共同决定，中加（拿大）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将自

2021 年 9月 1日起再延长五年，至 2026 年 8月 31日止。在两局提交 PPH请

求的有关要求和流程不变。 

根据该协议，中国申请人向 CIPO 提交 PPH 请求表及所需证明文件后，

无需缴付额外费用，就可以参与加拿大——中国 PPH 计划。对于已被认定为

可获得专利的客体或已获得中国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的专利申请，上述要求

可以获得加速审查待遇。在加拿大作出的权利要求必须修订以致符合 PPH 申

请中所述。此外，自 2018 年 9月起延长后的项目试点中，还增加了 PCT-PPH

合作模式，允许申请人使用 PCT 国际阶段工作结果向中加两局提出 PPH 请

求，有关要求和流程以中加 PPH指南为依据。 

2．在加拿大，关于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程序有何特别？ 

（1）向联邦法院提起知识产权无效程序； 

（2）向各省小额索赔法院寻求金钱赔偿； 

对于就知识产权权利寻求金钱裁决形式的损害赔偿的客户，如果金额较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413699.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452185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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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应考虑各省的小额索赔法院，索赔金额为 25000加元至 50000加元，索赔

金额视法律程序在哪个省份提起而定。 

（3）向省法院和联邦法院提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 

十一、意大利 

（一）意大利的相关法律规定 

工业产权法典 

https://www.parlamento.it/parlam/leggi/deleghe/05030dl.htm 

 

版权及邻接权保护法 

https://www.normattiva.it/atto/caricaDettaglioAtto?atto.dataPubblicazioneGaz

zetta=1941-07-16&atto.codiceRedazionale=041U0633 

 

民法典 

https://www.normattiva.it/uri-res/N2Ls?urn:nir:stato:regio.decreto:1942-03-

16;262=# 

 

（二）意大利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专利 

意大利专利客体包括工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在意大利，发明和实

用新型有时很难区分，实用新型通常被称为小发明。意大利根据巴黎公约承认

https://www.parlamento.it/parlam/leggi/deleghe/05030dl.htm
https://www.normattiva.it/atto/caricaDettaglioAtto?atto.dataPubblicazioneGazzetta=1941-07-16&atto.codiceRedazionale=041U0633
https://www.normattiva.it/atto/caricaDettaglioAtto?atto.dataPubblicazioneGazzetta=1941-07-16&atto.codiceRedazionale=041U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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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的国际优先权。在意大利获得有效专利的方式有二：第一，通过专利

PCT国际申请或者直接向欧洲专利局（EPO）申请欧洲专利，可以在意大利生

效；第二，通过专利 PCT国际申请或者直接向意大利专利商标局（UIBM）申

请获得意大利专利。 

意大利法律规定，专利必须在授权之日起 3 年内实施，且实施推迟不得超

过连续 3 年，至少一项实施行为必须在意大利境内发生。否则，UIBM 可能发

布强制许可，甚至撤销专利授权。 

2．外观设计 

意大利外观设计包括设计（二维）或造型（三维）。外观设计保护产品外

观中的美学或装饰元素，而不保护技术功能。任何工业或手工业产品整体或部

分的外观，比如线条、轮廓、颜色、形状、表面结构、产品本身或其装饰的材

料，均可注册。注册外观设计权人享有专有使用其设计并阻止他人未经授权使

用其设计的权利。使用的方式主要包括制造、供应、销售、进出口，或者为上

述目的储存含有注册外观设计或与注册外观设计给人的整体印象相同的产品。

意大利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期自申请日起保护 5 年，可以续展 4 次，每次 5

年，即最长不超过 25 年。 

相同或实质相似的设计在申请日（包括优先权日）前未被披露，即具有新

颖性。披露包括被投入市场、展览、广告宣传或以其他方式公开，不过意大利

规定有 1 年的宽限期，在申请日（包括优先权日）之前 1 年内，外观设计人自

己公开、他人未经外观设计人同意滥用、基于明确或隐含的保密承诺而对第三

方公开等行为不影响新颖性的认定。 

在意大利，符合条件的外观设计还可获得欧盟未注册外观设计、版权、商

标和不正当竞争保护。 

3．商标 

任何意图在商业经营中使用或已经实际使用某一商标的人或组织均可申

请注册意大利商标。未在意大利注册的商标，如果满足注册商标所需的新颖性、

显著性、非欺诈性、合法性等条件，同时在意大利获得一定的声誉，也可以受

到保护。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Ministero dello Sviluppo Economico）下设的专利商标

局负责授予和管理意大利商标。 

未注册商标保护需要满足注册商标所需的新颖性、显著性、非欺诈性、合

http://www.mise.go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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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等条件，同时还需在意大利使用并获得一定的声誉，保护内容包括： 

可以挑战在后注册或申请注册的在相同或相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与其

相似或相同的商标，但前提是可能导致相关消费者产生混淆或联想。如果未注

册商标仅在意大利某一地区使用的，则未注册商标权人仅享有在该地区内继

续使用的权利，无权挑战在后注册或申请注册的商标。 

他人侵犯未注册商标的，未注册商标权人可以获得反不正当竞争保护。 

在外国注册但未在意大利注册的，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作为未注册商标

在意大利获得保护，而且不要求一定在意大利使用，但需要为意大利消费者公

知。 

4．著作权 

在意大利，版权（diritto d’autore）自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动获得，无需注册

或登记；录音制作者、影视或视听作品制作者、表演艺术家、广播和电视台享

有邻接权（diritti connessi）。 

意大利作家与出版商协会（Società Italiano degli Autori ed Editori，SIAE）

是意大利的非营利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帮助版权人管理经济权利。 

5．保护方式 

权利人发现他人侵犯其权利后可以发送警告信，与其进行协商以解决纠

纷；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或通过仲裁或调解程序解决纠纷。权利人发现他人

恶意侵权后可以请求法院或警察发布临时禁令，搜查并扣押侵权产品和物品。

意大利刑法规定了外观设计相关的犯罪。意大利海关和警察依法采取外观设

计执法措施。意大利海关也会对侵犯专利产品的进口采取执法措施。刑事措施

也可以在展会期间强制执行但只限于确定的“假冒品”案例，可能引起混淆的

案例或虽然不会引起混淆但需要对“相似性”进行认定案例都是通过民事途径

解决的。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包括无效、侵权、宣告不侵权等诉讼，分为三级管

辖。第一级为设有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称为公司事项法庭，sezioneimprese）的

大审法院，排他管辖所有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一审判决可以上诉

至意大利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对案件会进行重新审理。不服上诉法院判决的，

还可以上诉至意大利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会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不会推翻

下级法院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仅对下级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或适用进行

审理。意大利没有判例法制度，法院判决一般仅对所判案件具有约束力。 

https://www.siae.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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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临时救济（诉讼前或诉讼中都可申请） 

在意大利，当事人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具有胜诉可能且如果不授予临时

救济则其将遭受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的话，就可以向意大利法院申请获得： 

（1）临时扣押令； 

（2）临时禁令； 

（3）临时召回产品令； 

（4）说明令（法院调查令）。 

意大利法院通常会在较短时间内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发布临时救济令，

在发布临时救济令的同时法院还会规定违反临时救济令的罚款等责任。临时

救济令可以由命令发出法院组成审判庭重审，还可以上诉至意大利上诉法院，

但不得上诉至意大利最高法院。 

十二、澳大利亚 

（一）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规定 

澳大利亚 2020 年知识产权法修正案（生产力委员会回应第 2部分及其他

措施）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20/0507/20200507035911457.pdf 

 

澳大利亚 2003 年外观设计法（合并于 2020 年 2月 27日）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20/0507/20200507040050468.pdf 

 

澳大利亚 1990 年专利法（合并于 2021 年 8月 26日）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5445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20/0507/20200507035911457.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20/0507/20200507040050468.pdf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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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1995 年商标法（合并于 2020 年 2月 27日）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20/0507/20200507040334265.pdf 

 

澳大利亚专利法实施细则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0263 

 

澳大利亚专利申请指南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50700183.pdf 

 

澳大利亚版权法（2022 年 7月 1日合并版）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7300 

 

澳大利亚版权条例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1326861.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20/0507/20200507040334265.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50700183.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13268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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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商标申请指南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094529902.pdf 

 

（二）澳大利亚法律的特殊之处 

1．在专利方面有哪些特别之处？ 

（1）两级专利制度 

澳大利亚设置了期限为 20 年的标准专利（对于药品长达 25 年）和 8 年

的革新专利。要获得一件标准专利，需要递交标准专利申请，之后请求实质审

查。可专利性的实质审查主要针对绝对新颖性和创造性步骤（非显而易见性）。

如果申请人申请加急处理，标准专利可在 12个月内批准。 

（2）革新专利 

革新专利是一种短期专利，通过形式审查之后即可授权。在应申请人要求

进行审查并且获得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认证之前，革新专利是不能够实施的。

革新专利尽管要求绝对新颖性，但其发明性的门槛低于标准专利。因此，革新

专利不仅适合寿命较短的发明，也适合那些与现有技术基础对照而被认为是

显而易见的发明。革新专利与标准专利不同，前者的权利要求不能超过 5 项。 

（3）宽限期 

发明的公开披露规定了一个宽限期，披露由申请人或者发明人作出，或者

经他们同意后作出。澳大利亚的标准专利或革新专利申请只要是在最先披露

之日起 12个月内提出的，那么，如果随后专利申请获得批准，则其有效性不

受此披露的影响。 

（4）普遍延时条款 

该条款规定，如果因为某人（申请人或其代理人）错漏，或者发生了有关

人士无法控制的情形，以致有关行为在相应时间内没有完成或者不能完成的，

则该条款允许延长时间以完成此“有关行为”。 

2．在工业设计方面有哪些特别之处？ 

首次有效期为 5 年，仅可续展一次，续展期为 5 年。在应申请人要求进行

了审查并且获得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认证之前，设计是不能够实施的。设计如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0945299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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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已经在澳大利亚使用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文献出版物中公开过，一般

就丧失了新颖性。 

3．在名称保护方面有哪些特别之处？ 

任何开展业务的公司都必须在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注册其名字，同时按

照州商业名称法的有关规定，任何公司或个人以非其本名的名字做生意，该名

必须在有关当局注册。公司名称和商业字号的注册以“先申请，先使用”为原

则，和联邦商标注册无交叉参考。一个公司在海外享有盛名的名字或商标，并

不能使该公司顺理成章地将该名字或商标在澳大利亚注册成公司名称或商业

字号。 

4．有哪些特别的民事救济？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申请的法院命令包括：临时禁止禁令、初步证据开示令、

安东·皮勒命令。 

初步证据开示令申请，即：获得初步证据开示令后，可要求某人或公司提

供涉嫌侵权者的相关信息，以确定侵权人的身份。该人或该公司可能最终不是

被告，而仅仅是掌握了相关的信息或文件。 

5．安东·皮勒命令申请是什么？ 

如果能证明以下事项：侵权有确凿的表面证据，侵权可能产生巨大或实际

的损害；被诉侵权人很可能掌握相关的文件或证据；如果侵权人得到关于诉讼

的提前通知，相关文件或证据很有可能被销毁或藏匿。可以申请安东·皮勒命

令，该命令等同于民事搜查令，允许知识产权权利人搜查侵权人的场所并获取

与侵权行为相关的具体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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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本 

（一）日本的相关法律规定 

日本专利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658310.pdf 

 

日本实用新型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753549.pdf 

 

日本商标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1741301.pdf 

 

日本外观设计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839404.pdf 

 

日本不正当竞争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9/20141129044528693.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658310.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753549.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6/20150116101741301.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21/20150121101839404.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9/201411290445286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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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专利权获得方面有何特别之处？ 

日本法律规定“发明”是指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思想的创作中的高水平创

作物。按照法律规定分为产品发明、方法发明、生产产品方法发明三种。发明

专利有效期为 20 年，自专利申请日起计算。农药和医药等专利在由于需要药

物安全审查认可等受安全保护方面的法规的约束而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可以

基于专利权人的申请，在无法实施的期间（最长五年）的范围内进行延长。日

本对发明专利实行先申请制、申请公开制和实审请求制；在发明技术已经实施

或被侵权的情况下，申请人可要求提前审查；自授权日起 6个月内，任何人均

可向日本专利局（JPO）复审部提出异议；自 1994 年起，对日本的申请可提交

英文版，但自申请日起 2个月内须再次提交日文申请；发明专利保护期为自申

请日起 20 年。专利权通过在 JPO 注册得到保护。获得专利权的法律要求是：

新颖性、创造性步骤、对工业应用的敏感性、不存在先前申请下的索赔。 

实用新型是利用自然法则做出的技术创作中的涉及物品的形状、构造或

其结合的创作。实用新型采用无实审登记制，保护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针对物品（包括物品的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色彩或者

其结合所做出的能使观看者感受到美感的设计。外观设计专利采用实质审查

制，授权后公开，申请人可要求提前审查。自 2005 年起，外观设计申请人在

发现侵权仿制品后可向 JPO 提出请求，JPO 即对其申请案实行优先审查，并

于 1个月（普通申请为 8个月）内结案。外观设计保护期为自申请日起 20 年。 

2．未注册商标可以得到保护吗？ 

日本《商标法》中的商标，指下列文字、图形、标记、立体形状、它们的

结合或者它们与色彩的结合：（1）在营业生产中，生产、证明或者转让商品

的人在商品上进行使用的；（2）在营业中，提供或者证明服务的人在服务上

进行使用者。在前述服务中，应包括在零售和批发业务中开展对顾客提供便利

条件的，即日本保护平面商标和立体商标，不保护音响商标。保护期为自注册

日起 10 年，可无限次续展，续展期为 10 年。被广泛认可或广为人知的未注册

商标可受《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和《民法典》的保护。 

3．日本在版权方面有何特别之处？ 

作品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达思想或情感，属于文学、学术、艺术或音乐领域，

著作权在作品创作时自动产生。作品创作时不需要注册。但是，在转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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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除非版权已登记，否则不得向第三方主张版权，必须向文化事务局登记。

对于计算机程序，软件信息中心（SOFTIC）通过提交一份包含支持信息的申

请。文化事务署和 SOFTIC不在其网站上提供任何英文申请指南。此外，受版

权保护作品的作者姓名、首次出版日期等可向文化事务局（或计算机程序登记

软件公司）登记。 

4．商业秘密 

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作为秘密进行管理，尚未

众所周知的生产方法、销售方法及其他经营活动中实用的技术上或经营上的

情报。按照这条规定可知，其商业秘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作为秘

密进行管理，指的是此种管理达到第三人不以非法手段就不能获知其商业秘

密的程度；二是必须在经营活动中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上或经营上的情报，主要

指在经营活动中被采用，并取得经营效益或得到改善，并非任何情报都可以成

为商业秘密；三是尚未众所周知，是指除了商业秘密持有者的管理，其他人在

正常情况下不能得知的状态。然而，由于反向工程得知某一项技术的情况错综

复杂，则需要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 

5．植物新品种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国家。受《农业种子和种苗法》

保护的植物包括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类植物、多细胞藻类和其他植物。

此外，日本还将蘑菇列入受保护品种的范围，这一规定涵盖了几乎所有在日本

农业中种植的蘑菇品种。 

对育种者权利的保护期限规定为自授予品种权之日起满 25 年，如果申请

保护的品种为木本植物则为 30 年。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日本“半导体集成电路线路布局法”保护的客体是“线路布局”

（CircuitLayout），其定义为：“线路布局”是指在半导体集成电路中的电子

元件及连接这些元件的导线的布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期限为自登记之

日起 10 年。 

7．日本的禁令有何特别？ 

在日本，专利权人或独占被许可人可以向地区法院申请禁令停止专利侵

权行为。停止专利侵权行为的禁令包括永久性禁令和诉前禁令。 

（1）诉前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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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前禁令与正常的专利诉讼是分开的，是一个独立的程序。请求人在申请

诉前禁令时需要证明以下几项：第一、有专利侵权行为发生；第二、诉前禁令

的必要性，即无法弥补的损害。如果专利权人或被许可人没有实施专利，则在

日本很难获得诉前禁令，这是因为无法证明进行诉前禁令的必要性。在颁发诉

前禁令前，法院通常要求专利权人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与被控侵权人被诉侵权

金额相关。如果最终侵权行为被确定，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则担保金会

返还给专利权人。 

（2）永久性禁令 

无论侵权行为是恶意还是无意的，专利权人都可以请求永久性禁令。申请

永久性禁令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侵权行为持续发生；第二、侵权成立的

可能性。一般情况下，日本法院在确定了侵权行为存在的情况下，会自动颁布

永久性禁令。但是，如果专利权人涉及“权利滥用”，则法院一般不会颁布永

久性禁令。到目前还没有判例是由于“权利滥用”促使法院不颁布永久性禁令

的。永久性禁令既可以是针对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也可以是针对即将发生的

侵权行为。针对永久性禁令，侵权人也可以上诉到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但是需

要提供担保。 

8．日本的货币救济有何特别？ 

专利权人要求损害赔偿，必须证明以下三个要素：侵权人在侵权行为中是

故意或过失的；专利权人遭受的损害赔偿金额；侵权行为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因

果关系。为减轻专利权人要求损害赔偿的负担，专利法有法定推定，一是推定

侵权人的过失，其他推定与损害赔偿有关。虽然日本不允许惩罚性赔偿，但对

赔偿金额的推定有特殊规定。损害赔偿额推定为侵权产品数量乘以专利权人

本应获得的单位利润所得的金额，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推定为损

害赔偿额，损害赔偿可以推定为专利权人应收的使用费数额，法院可以判给每

年 5%的损害赔偿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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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韩国 

（一）韩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韩国版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8911 

 

韩国专利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214533 

 

韩国实用新型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020 

 

韩国外观设计保护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6679 

 

韩国商标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8917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8911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214533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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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执行法令（2021 年 4月 20日第 31632

号总统法令修正）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054 

 

（二）韩国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专利审查高速路（PPH）适用什么？ 

韩国特许厅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专利局建立了 PPH 试点项目。申

请人可依据其在首次申请受理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中被认定为可授权的一项或

多项权利要求，在后续申请受理局提出加快审查要求。 

该项目只适用于发明专利申请，不适用于临时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等。 

2．发明取消申请制度是指什么？ 

任意第三方在公开日的 6 个月内可提出发明取消申请，申请人有正当合

理的理由时，即可取消申请的发明，此制度相比无效审判可节省利益关系人的

投入。 

3．专利审查再审制度是指什么？ 

再审制度是指针对受到驳回决定的申请，申请人在受到驳回决定副本之

日起 30天内（如果期限被延长，则指延长后的日期），修改说明书、权利要

求书或附图，审查员对修改后的申请继续审查。在提交再审请求时，需要同时

提交意见陈述书。上述提出的再审请求不能撤回。 

4．有哪些特殊的救济制度呢？ 

如果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受到侵害时，其可以通过

以下几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民事诉讼 

对于侵犯专利权，韩国专利法规定了三种类型的民事救济：停止侵权（包

括假处分以及永久禁令）、损害赔偿、信誉恢复。 

权利人可以在地方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并且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行

为和/或损害赔偿。权利人通过向被告的住所或营业场所所在地区具有管辖权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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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法院提交诉讼请求来提起民事诉讼。 

在诉讼中，权利人可以要求通过其他补救措施，例如，销毁侵权产品并拆

除制造侵权产品时使用的设备以及恢复受损的商业信誉等，来停止侵权人的

侵害行为。原则上，在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成为最终判决之前，不能强制执行

该判决。 

然而，地方法院可以通过附加命令，允许一定的补救措施来暂时执行，诸

如，停止侵权行为等，从而权利人可以在判决成为最终判决之前获得相应的救

济。 

其中，假处分仅可以要求停止侵权行为（临时禁令）而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假处分为防止侵权人继续从事侵犯当事人知识产权的活动提供了相对快速的

措施。出于侵权人对权利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考虑，韩国允许权利人请求地

方法院发出假处分，以对权利人进行临时救济。为了获得假处分，权利人必须

证明以下两点：①侵权的可能性；②临时救济的必要性。 

当然，地方法院有可能驳回假处分的请求，这种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将该驳

回上诉到高等法院，或者，权利人也可以在地方法院提交停止侵权行为和/或

其他补救措施的诉讼。 

（2）刑事诉讼 

侵犯他人的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或者著作权也

有可能引发刑事诉讼。但提起刑事诉讼，只能由专利权人或者独占实施许可的

被许可人提起。此外，商业秘密的盗用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当行为也可能导

致刑事诉讼。 

一般通过正式的刑事指控或者权利人或受害人提交或提供的犯罪证据的

信息来进行知识产权侵权的刑事诉讼。通常情况下，警方将执行初步调查，以

最终确定起诉被控者还是撤回指控。如果检察官正式起诉被指控者，那么案件

将交由具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进行审理。并且，审判通常在一年之内作出。 

（3）海关救济 

通过海关措施，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请求韩国关税厅（KTC）扣留侵犯其

知识产权的进口和/或出口货物。一般情况下，知识产权权利人、进口者/出口

者和韩国关税厅的各种程序的期限为数天至数周。整个案件可以在 1-2月内做

出决定。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请求海关扣留侵权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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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权利人预先在韩国关税厅登记其知识产权以及与可能侵权相关的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侵权货物名称、进/出口者名称）。 

② 在韩国关税厅发现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时通知权利人和进/

出口者。收到通知后 5天内，（a）权利人可以提交扣留请求以及能够证明侵

权的证据和相当于计税货物价格 120%的担保；以及（b）进口者/出口者可以

提交证明该货物不侵权的证据。 

③ 在进口/出口之前，权利人提交扣留货物的请求，并且提供可能侵权的

货物的进/出口信息（包括：预定日期、进/出口者名称、航班号）、证明侵权

的证据以及相当于计税货物价格的 120%的担保。 

除了上述情况外，在货物很明显侵权的情况下，韩国关税厅可以依职权扣

留货物。 

对于韩国关税厅扣留的被控侵权的货物或是放行该被控货物的决定，权

利人或被控侵权者都可以在收到该决定之日起 90天内向海关审查委员会提起

诉讼，并且可以在收到海关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之日起 90天内再向行政法院提

起诉讼。或者，在收到韩国关税厅的决定之日起 90天内，将韩国关税厅直接

上诉到行政法院，而无需先向海关审查委员会上诉。 

5．如何应对警告函？ 

（1）确认警告函是否适格 

① 确认主体是否适合，发函人是否为专利权人、排他被许可人或其代理

人； 

② 确认告知要件是否符合要求：警告函中是否写明专利号、侵权产品及

侵权理由，并表明专利权人要求停止侵权、要求赔偿等要求以及答复该信函的

期限等。 

（2）对警告函内容的分析研究 

① 首先要核实警告函中所写的专利权利是否有效； 

② 然后对所指的侵权产品与专利权利进行比对，以确认信函内容中的侵

权理由是否成立； 

③ 如果所提出的理由成立，需要对信函中的赔偿信息等进行分析，了解

发函人的态度和意图，从而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3）回复警告函 

虽然发出警告函，但专利权人很有可能并不提起诉讼，因此回复警告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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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应温和。告知对方自己并无侵权，并且附上外部律师提供的无侵权行为法

律意见书。在诉讼之前的这份无侵权行为法律意见书非常重要，如果缺少这份

法律意见书，则很有可能在后期诉讼过程中被判为故意侵权。如果企业内部分

析后认为侵权，并且专利无效的证据还不确凿，则不建议给出书面的法律意见

书或者提供的法律意见书仅作出框架或结论性陈词。 

6．韩国执法制度有何特别之处？ 

韩国特许厅只有对假冒商标、专利商品的行政调查权，没有行政执法权。

韩国法院行使对商标、专利的司法权，法院对注册商标、专利的保护及处理措

施，有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权。 

韩国检察机关和警方有共同调查假冒商品及其制造者和销售者、以维护

社会和正常贸易秩序的职责，并以刑事处罚为目的执行查处活动。 

海关总署及地方海关均设有专门调查组，依据《关税法》监视、查处伪造

商品的进出口通关。有侵权嫌疑商品通关时，各海关可暂扣货物并对侵权者进

行调查，并有没收侵权货物等部分执法权。 

韩国特许厅授权地方自治团体取缔假冒商品的权利，各地方自治团体与

检察机关、警方、特许厅联合开展取缔假冒商品的调查活动并担负宣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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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墨西哥 

（一）墨西哥的相关法律规定 

墨西哥联邦工业产权保护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77612 

 

墨西哥联邦版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79009 

 

（二）墨西哥法律的特殊之处 

1．知识产权保护对象 

墨西哥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最主要的是《墨西哥联邦工业产权保护法》

（以下简称《联邦法》），2020 年 7月 1日颁布，于 2020 年 11月 5日生效。

《联邦法》废除了《工业产权法》（合并案于 2018 年 5月 18日在联邦官方公

报上发布），并特别规定了下列新元素：（1）放宽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特

别是与药物配制有关的例外和限制，授权第三方在现有专利到期前执行研究、

测试和实验生产，以获得用于人类健康的药物卫生登记（又称“Bolar 条款”）；

（2）引入补充保护证书制度，在专利申请处理延迟的情况下，该证书可作为

专利权的延伸；（3）将实用新型的保护期限从 10 年延长至 15 年；（4）禁止

针对同一发明向同一申请人授予两项专利（禁止重复申请专利原则）；（5）

在商业秘密方面，引入了盗用和保密信息责任的概念，明确了盗用的保护范围

和例外情况，并新增了罪名，对不当获取、使用和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加大了

处罚力度；（6）墨西哥加入《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并于 2020 年 6月 6日生

效后，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扩大到了手工艺品；（7）取消在墨西哥工业

产权局（以下简称 IMPI）登记商标使用许可的要求；（8）规定商标注册有效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7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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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10 年，自注册日而非自申请提交日起算；（9）延长商标异议期限，自异

议书送达申请人之日起，对异议作出答复的期限为 4个月。若提出异议，则提

出异议的一方不得在之后基于同样的理由、论点和证据提起无效诉讼；（10）

允许因不使用未在使用中的受保护货物和服务而提起部分未使用撤销诉讼；

（11）包括了以违反墨西哥官方标准（简称 NOM）为由宣布商标无效的依据，

并针对地理标志规定了相关的新犯罪行为；（12）加强 IMPI 的权威和权力，

特别是在确定损害赔偿和建立缴费执行程序方面；以及（13）通过联邦法院或

IMPI，建立提供损害赔偿的两种不同程序。 

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有关发明创造的权利，科学发现享有的权利，工业

品外观设计的权利，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商业标记的权利，制止不正

当竞争的权利，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公开的信息专有权（主要是

商业秘密权）均受该法保护并由该法制定的相关机构负责监督。 

工业专利种类主要分为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墨西哥专

利权保护的对象包括三种类型：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是指任何能

够使自然界存在的物质或者能量为人类所用并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创造。实

用新型是指对物品、设备或工具元器件的配置、形状或者结构进行改变，以形

成实用性新功能的技术方案。新的和能在工业上应用的工业外观设计是可注

册的外观设计，其包括：（1）工业图片，是指为装饰目的而纳入工业或手工

产品并使其具有独特外观的任何数字、线条或颜色的组合；（2）由任何三维

形状构成的工业模型，所述三维形状用作制造工业或手工产品的形式或样式，

使其具有特殊的外观（只要不涉及技术效果）。 

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在商品或商品的包装、容器上使用文字、图形、线条、

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及其上述要素组合，用以区别商品及商品生产者的可视

性标记均被视为商标。 

经过全新设计的工业产品或商品，其各部件、配件、形状、大小及经改装

后形成的新物品类型均被视为是原外形设计。 

任何仿制、剽窃、复制、模仿等被认定为侵权或违规的行为均将接受墨西

哥全国工业产权中心的调查和处罚。 

2．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 

规定一旦墨西哥全国工业产权中心认为某企业有侵权或违规行为，将会

先用两种方式进行调查查证。第一，规定被调查对象在被要求接受调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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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内提交各类所需书面信息、资料和材料，调查人员将由中心授权负责；第

二，中心授权专员对被调查企业进行实地监查，具体时间无须通知被调查方，

由授权专员自行选择灵活时间。 

当被证实存在侵权或违规行为后，会立即执行处罚条例，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般处罚结果如下： 

（1）按墨西哥城最低工资标准×2万天的总罚金； 

（2）查封或扣押产品，最高 90天； 

（3）直接没收产品； 

（4）行政拘留，最高 36小时。 

墨议会于 2010 年 4月正式通过了一项法案，对生产或销售盗版知识产权

制品的组织或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盗版产品生产商和分销商将根据情况处 6个

月至 6 年有期徒刑并处 1.7万比索到 17.2万比索（约合 1370.9 美元到 1.38万

美元）不等的罚款；盗版产品零售商将根据情况处 2 到 6 年有期徒刑并处 5746

比索到 57.46万比索（约合 463.4 美元到 4.63万美元）不等的罚款。盗版最严

重的四类商品为 CD和 DVD碟片、服装、鞋类以及电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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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荷兰 

（一）荷兰的相关法律规定 

荷兰专利法（1994 年 12月 15日王国法案，包含有关专利的规则，截至

2023 年 6月 1日的状态）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435 

 

荷兰版权法实施细则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085825688.pdf 

 

荷兰民事程序法典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35856740.pdf 

 

（二）荷兰法律的特殊之处 

外国投资者的专利在荷兰得到承认，并可追朔到其在本国申请之日，但需

自原申请日起一年内通过荷兰专利律师提出申请，专利有效期一般为 20 年，

期间专利所有人享有各项法定权利。但如果出于必要的公共利益，或专利授予

三年内没有被充分使用，可强制专利所有人发放使用许可。在有效期内专利权

的使用需得到专利所有人的许可，否则就视为侵权。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主要通

过民事途径处理。荷兰每年约有 150件知识产权案件进入刑事程序，但受到的

制裁也大多为罚款，极少对侵权人实施刑事处罚。对侵权行为的主要处罚措施

为：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435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085825688.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6/201411260358567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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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执行欧盟知识产权相关法律。2007 年 4月 25日，欧洲议会通

过了一项新的反盗版指令，规定凡制作盗版音乐、电影或仿制药品等以获取商

业利益的行为将被作为刑事犯罪处理，对危害健康和安全的盗版行为处以不

得低于 30万欧元的罚款和 4 年监禁，对危害较小的侵权行为民事罚款不得低

于 10万欧元。 

（2）通过海关扣留或没收侵权货物。2003 年 7月，欧盟理事会通过《关

于海关查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措施的条例》，使各国建立了禁止第三国侵权货

物进入共同关税区的有效程序，海关既能主动扣留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

也能在权利人提交合格通报后扣留涉嫌侵权商品。此后权利人可协商侵权主

体交出商品并销毁，也可向侵权主体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实践显示，为了避

免起诉，通常货物都交出予以销毁。 

欧盟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包括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证书权、

植物品种权、原产地标志和地理标志等，主要以进口环节保护为主，兼顾出口

环节的保护。根据规定，对将出口及转口的侵权货物，海关也可采取措施。被

确定为侵权的货物，不得进入或离开欧盟共同关税区；不得进入自由流通领域；

不得出口、转口；不得以任何形式存放等。货物可被销毁或被排除出商业渠道

以防止对权利人造成损害。此外，侵权货物也可被没收入国库。依据该条例，

荷兰海关在发现有侵权嫌疑的转口货物时，首先将其假定为国内生产的货物

予以扣押。若供货方在一定时间内（通常是 10天）没有反应，即可没收货物。 

荷兰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还积极发挥“应对组织”的中介作用。荷

兰“应对组织”（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

“VIE”）是由荷兰发明人、产品开发商和知识产权律师以及相关企业等联

合成立的会员制非营利组织，其总部设在海牙市，在比利时、卢森堡、法国

等 5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在所有会员国均有伙伴组织。该组织目的是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它也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AIPPI）成员。

该组织与海关等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海关发现涉嫌侵权货物时，先由该

组织与权利人联系并提出处理意见。除组织协调解决纠纷外，该组织还积极

推动立法、接受权利人委托代为诉讼、进行市场调查、向权利人和执法部门

提供案件线索、参与警方的联合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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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巴西 

（一）巴西的相关法律规定 

巴西工业产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3827 

 

巴西修改工业产权法 2001 年 2月 14日第 10.196号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9/20150119042247623.pdf 

 

关于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软件的国内商业化以及其他规定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119/20150119042348769.pdf 

 

巴西专利审查指南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111811710.pdf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3827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125/201411251118117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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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西法律的特殊之处 

1．行政确权 

（1）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是巴西知识产权领域的最主要行政管

理机构，负责审查和批准专利申请、登记注册商标、审批引进技术等工作。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标志等

知识产权的获取都由当事人向国家工业产权局申请获得。《工业产权公报》

（RPI）是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发布相关信息的官方公报。 

（2）巴西国家公共健康署（ANVISA）享有药品等特定专利的一定程度

的审查权。 

（3）巴西各州商务局负责各州企业商号的注册登记。 

（4）巴西国家植物品种保护服务局（SNPC）负责植物品种保护的申请和

管理。 

（5）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和巴西文化部负责版权的监管（巴西版权不以

登记为条件）。 

2．司法 

（1）巴西的知识产权案件分别由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针对国家工业

产权局的行政诉讼由联邦法院管辖，其他案件在州法院起诉。 

（2）根据巴西《工业产权法》中规定的允许司法机构建立特别法庭审判

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里约热内卢州设立了专门法院处理与商标和专利相关

的一审和上诉案件。 

3．行政执法 

巴西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执法部门主要包括巴西海关和警察局等部门。

巴西联邦宪法确立了五个警方执法机构：联邦警察局、联邦公路警察局、联邦

铁路警局察、州军事警察局和消防队、州民事警察局。其中，前三个附属于联

邦政府，后两个隶属于州政府。所有的警察机构都是联邦或州政府的行政机构

的一部分。知识产权方面的行政执法主要由联邦警察局和州民事警察局来执

行。 

2004 年，巴西成立了一个由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机构——

打击盗版和制止侵犯知识产权全国委员会，其成员来自 7 个政府部门以及联

邦警察局、联邦公路局和联邦税务局，另外还有 4 名相关产业部门的代表和 2

名国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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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事诉讼相关规定 

在巴西，当专利权人拥有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证据时，为了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专利权人可以要求采取临时措施。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允许法官授予临

时禁令，以阻止进一步侵权。原告可以在任何时候请求采取临时禁令（甚至在

被告知悉诉讼之前）。法官甚至可在原告未作出明确请求的情况下授予临时禁

令（若其认为向被告发送传票将对证据的完整性造成威胁的话）。而且，还允

许取得临时禁令以在依据事实真相作出最终判决之前冻结侵权人的资产。此

外，《巴西民事诉讼法典》允许在被告经营场地单方搜查和扣押侵权产品。除

民事诉讼外，也可以针对侵权人的资产执行刑事调查。 

5．海关执法 

作为巴西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机构，巴西海关有权扣押侵权和假冒产品。

海关当局依职权或依照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扣押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产

品。 

权利人可以向海关行政总署提交请求书，其中应包括知识产权权利清单

以及对非法进口货物的监控请求。如果海关当局查获一批嫌疑的假冒知识产

权产品，相关权利人将立即得到通知，以检查样本来验证它们是否是侵权产品。 

如果确认是侵权产品，权利人必须在 10个工作日内诉诸法庭，并向海关

提供证据表明以提起法院诉讼。如果权利人未诉诸法庭，海关将恢复进口程序、

放行货物。 

6．警方执法 

在巴西，对于司法审判结果，例如临时禁令、搜查令、查封令、扣押令等，

由各级警察局进行执法。巴西各级警察局可独立开展警方调查，并可采用搜查

和扣押措施，以扣押假冒产品、审讯嫌疑人和所有相关的人。并且，警方可以

查封任何相关工具或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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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泰国 

（一）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专利法 1992 年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5483 

 

（二）泰国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专利法 

发明者在泰国首次申请专利后一年内可以在其他国家提交相同的专利申

请。 

在泰国，某项产品或生产工艺想要获得专利的话，其必须是新颖的，而且

具有创造发明性并能应用到工业中。专利的有效保护期为自提交申请之日起

20 年。 

小专利为新颖的、能在工业上应用的某种产品或生产工艺。因为没有发明

创造性的要求，小专利比较容易申请获得专利。但是小专利的有效保护期仅为

自提交专利申请之日起 10 年。发明者的一项发明不能同时申请专利和小专利，

只能申请其中一种。 

新型工业设计，包括手工艺品的设计者都能申请获得设计专利。工业设计

专利的有效保护期为 10 年。 

2．商标法 

在泰国，注册商标和非注册商标都是受保护的。非注册商标受保护的程度

较低，因而非注册商标所有人比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在维权过程中会遇到更大

的困难。 

一项商标须具有明显特征，且不得与另一个已注册商标相同或易混淆，才

能注册。泰国的商标法规定下列种类标识可受法律保护。 

商标，即为计划用于或已经用于某商品以区别不同商品的标识。 

（1）服务标识，即为计划用于或已经用于服务以区别不同服务的标识。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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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体商标，即为同行业的商家或企业，或某组织、合作团队、同盟、

团体或其他政府或私人组织的成员计划用于或已经用于某商品或服务的标识。 

（3）著名标识，即为在市场上享有较大名气的标识，因而享有更好的保

护。 

（4）商标一旦注册，有效保护期即为 10 年，在有效期终止前 90天内如

果缴纳相关规定费用就能续展其有效期。否则，注册商标在期满后将被注销。 

3．著作权法 

泰国的著作权法保护原创的文学作品（包括计算机软件）、戏剧作品、艺

术作品、音乐和视听创作、电影、音像广播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学、科学或艺术

性质形式的创作。 

著作权所有人独家享有复制、改编、出售计算机软件、音像、电影和录音

作品、分配著作权收获的利益以及授权他人使用其著作权的权利。 

对自然人作者来说，其著作权保护期限是作者终生及其去世后 50 年。如

果是法人拥有的著作权，则其有效的保护期限为作品首次出版或作品完成后

的 50 年。 

4．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 

根据泰国《专利法》有关规定，未具备本法规定的权利者，不得在产品容

器、产品包装上或在发明、外观设计的宣传上使用“泰国专利权”、“泰国实

用新型专利权”，或其他意思相同的外国文字，或其他意思相同的词语，任何

人不得在产品容器、产品包装或发明、外观设计的宣传上使用“正在办理专利”

或“正在办理实用新型专利”或其他意思相同的词语（但正在审批中的专利申

请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在此限），如有违反可处一年以下监禁或罚以 20万

泰铢以下罚金，或两罪并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擅自使用属于专利权人所有的

产品、技术或外观设计（但为教学和研究需要使用该外观设计专利的不在此限）

专利的，可处 2 年以下监禁，或罚以 40万泰铢以下罚金，或两者并罚；任何

人未经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许可，侵犯使用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各项权利的，可处

1 年以下监禁，或罚以 20 万泰铢以下罚金，或两罪并罚；任何人在申请发明

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时向执行工作人员提供虚假材料，以期获

得专利证书或实用新型证书的，可处 6个月以下监禁，或罚以 5000 泰铢以下

罚金，或两者并罚；因触犯本法受罚者为法人的，其法人执行人或法人代表须

收到法律相应规定的处罚，除非该法人行为能被证实与本人无关，或并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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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认可。 

十九、印度尼西亚 

（一）印度尼西亚的相关法律规定 

印度尼西亚工业品外观设计法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1910597.pdf 

 

印度尼西亚专利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421120 

 

印度尼西亚 2016 年第 20号法关于商标和地理标志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638 

 

（二）印度尼西亚法律的特殊之处 

1.《专利法》 

专利申请应自申请之日起 18个月内公开，公开时间为 6个月，申请人应

自申请日起 36个月内提交实质审查请求。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实质审查请求

的，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发明人在印尼实施新产品生产后方能申请专利。

专利的保护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20 年，小专利（印尼无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

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两种专利均不得续展。涉及以下内容的发明不得授

予专利权：①违反法律法规、宗教道德、公共秩序和伦理；②人和/或动物的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1910597.pdf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421120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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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治疗、治疗方法；③科学和数学理论、方法以及除微生物外的活体生物；

④动植物培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物方法。 

印尼法律规定，在规定期限内不缴纳专利费用的取消专利资格。有关专利

的诉讼案件必须在案件提交之后的 180 个工作日之内结案。侵犯他人专利权

者最高可处 4 年监禁和/或 5亿印尼盾的罚金。侵犯小专利者则最高可处 2 年

刑期及/或 2.5亿印尼盾的罚金。 

2．《商标法》 

商标应为由图画、名称、单词、文字、数字、颜色组成或合成的标记、徽

章。印尼规定非印尼语的商标必须同时提交印尼语的读音。商标申请提出之后

的第 14日起至 6个月为公示期，期间任何人均可提出异议。公示结束后 9个

月内结束实审。对不授权决定不服者可在 3个月内提出复审请求。印尼赋予商

标的保护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期满可以续展。印尼商标法对原产地名称

给予保护。此外还规定，注册后的商标如不使用的时间达到 3 年，将取消其商

标的注册资格。 

印尼《商标法》就商标侵权及其处罚做了详细规定：如在相同产品、服务

或制造领域使用与某注册商标整体类似或与某注册商标的构成要素部分类似

的标志，最高可对侵权人处以 5 年监禁及/或 10亿印尼盾的罚金；在同类注册

商品上使用与他人地理标志实质类似的商标可处以最高 4 年及/或 8亿印尼盾

罚金；使用可能欺骗或误导公众相关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原产地名称标记者可

处以最高 4 年的监禁及/或最高 8亿印尼盾。 

3．《著作权法》 

印尼《著作权法》将“数据库”涵盖于版权保护范围之内，数据库在印尼

可以依照版权法的规定受到法律保护。印尼《著作权法》对数据库的定义为：

以任意形式编辑、任何可以由机器或计算机读取、但必须是经由智力创造行为

加以选择与整理的数据形式。数据库必须具备独创性或创造性。这意味着仅仅

是将大量的数据集中在一起并不能受到法律保护。 

印尼法律规定，非法复制或发行著作权产品者的最低监禁期为 1个月，最

长则为 7 年；罚金最低限为 100 万，上限为 50 亿印尼盾。此外，非法传播、

展览侵权产品者的处罚为最高 5 年的监禁及/或 5亿印尼盾的罚金。 

4．《外观设计法》 

一般认为，印尼的《外观设计法》非常简单并且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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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外观设计专利的门槛相当低，一个产品只要在公开期内无异议提出，

则无需经过实审即可获得专利权。假如出现异议，只需将新产品与异议产品对

照，或由申请人提出新的产品，即可授予专利权。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 10 年。 

另一方面，印尼给予申请撤消某个外观设计的专利资格的期限是全世界

最长的。撤销外观设计专利权的申请应由申请人向商业法庭提出诉讼，商业法

庭必须在 120天之内做出判决。如果对商业法庭的判决不服，可向最高法院提

出上诉，最高法院则必须在 90天之内做出最终判决。这意味着在印尼撤销一

项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时间最长可达 210天。 

侵犯外观设计者的刑罚为最长 4 年的监禁及/或 3亿印尼盾的罚金。 

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 

布图设计必须具备独创性，且必须是设计人（或小组）自己的智力成果。

布图必须具备能动性、电路中每一部分必须与总体相连以及设计目的明确等

要素，且在设计当时和在布图设计人或集成电路制造商群体中不具有普通性。

布图设计不得违反现行法律、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该法规定，如果布图设计

已经用于商业目的，提出申请之日不得晚于最初实施之后的两年。印尼对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采取登记制，保护期限为 10 年。该法同时规定，如果是出于调

查、研究、教育等非商业目的，在不侵犯专利权人权益的前提下，他人可以使

用该布图设计。当出现布图设计权利被撤销的情况时，若所有权人与他人签署

了实施授权协定，被授权者有权继续自己的实施行为，直至双方协定中所约定

的期限到期。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可通过继承、赠送、遗言、书面契约或其他

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获得。侵害他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者最高可判处 3

年监禁及/或 3亿印尼盾的罚金。 

6．《商业秘密法》 

商业秘密指的是技术或商业领域具备相当的经济价值、且未公开的相关

信息。印尼《商业秘密法》保护的范围包括生产方法、加工方法、销售方法以

及技术与行业领域中其它具备经济价值的、通过正当手法获得且无需向外界

公开的信息。商业秘密的拥有者具有对权利的独占使用权、允许或禁止他人使

用权、或出于商业赢利的目的向他人透露商业秘密的权利。 

商业秘密可以通过遗产继承、赠与、遗言、书面协定或法律所规定的其他

方法获得。以违反现行法规的不正当手段窃取他人商业秘密，视为侵害他人的

商业秘密权。但如果对营业秘密的使用是出于社会防卫、健康、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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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视为侵权。此外，假如只是对他人利用商业秘密制造的产品加以研究进行

再次生产的，也不视之为侵权。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权，最高可判处 2 年监禁

及 3亿印尼盾的罚金。 

二十、印度 

（一）印度的相关法律规定 

印度 1970 年专利法（根据 2005 年 4月 4日第 15号法案修正）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2023782.pdf 

 

2021 年《工业品外观设计（修正案）规则》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339136 

 

印度商标法 1999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2453496.pdf 

 

印度商标法（修正案）201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2606398.pdf 

 

印度商标规则 2013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2652813.pdf 

https://www.worldip.cn/javascript:void(0);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25/20141225062023782.pdf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339136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2453496.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2606398.pdf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5/0415/201504150426528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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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法律的特殊之处 

1．民事诉讼方面有何特别？ 

在诉讼最初阶段，法院采用的判定原则是“表面上证据确凿”原则，即在

初步判断原告的主张是真实可信的，案件就可以成立。基于“表面上证据确凿”

这样的前提，法院可以事先不通知被告就发出单方禁令并任命法院专员（Court 

Commissioners）对侵权人进行搜查并查封没收侵权商品。法院专员没有固定

的组织，可以是法院任命的任何执业律师。法院授权法院专员查看侵权地点，

查扣任何侵权品、包装、广告材料等。法院甚至授权专员查扣涉嫌侵权人的账

户，而这些账户之后可以作为证据用于索赔。法院专员甚至会被法院授予强行

开锁并寻求警方的协助的权利来执行任务。 

印度民事审判程序如下： 

（1）立案：只要案件材料提交，就会在一至两天内提交法庭。 

（2）首次听证：除了主案件的初步听证，法庭也会听取原告的临时禁止

令申请，或任命法院专员的申请。一般来说，第一次听证是单方（原告）听证，

不会通知被告，并且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法院就会签发命令。在这个阶段如

果进展顺利，在当天法院就可以责令被告（即使是单方参加的程序）停止侵权

及交易涉嫌侵权产品。如果原告申请，法院可以任命法院专员。 

（3）审判：法院将公布原告诉求、被告答辩，确定争议焦点，证据以及

最终辩论。 

2．刑事诉讼方面有何特别？ 

根据印度刑法典，使用假冒他人商标是一种犯罪。错误使用他人产权标志

或假冒他人商标可招致监禁 1-10 年的刑罚。并且印度有多部法律规范不同的

产品标识的使用，并规定了详尽的申请、注册、保护等相关的法律程序。《商

业标志法》规定了商标侵权的定罪和罚则，《版权法》规范了版权侵权的定义

和罚则，还有相应的《专利法》规定了专利侵权的定义和罚则与救济。印度警

方对产权标志的侵权案件也是非常警觉，并乐意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及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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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者接受审判。与中国法律非常不同的是，不论侵权的数量与金额，只要侵

权就违反了相关法律。因此，在印度通过刑事救济手段是成本相对较低、打击

效果非常好的一种方案。 

3．行政打击方面有何特别？ 

印度就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多个行政部门可以提供救济。其中主要的是

海关。1962 年海关法规范进出口案件，2007 年出台的海关法下的《进口货物

知识产权保护执行细则》授权海关官员查扣侵权产品。并且，在每个海关清关

处都设有知识产权办公室来处理侵权产品进口相关的投诉。其它政府实体，如

印度电信规范机构、广播协会、印度竞争委员会等都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知识

产权保护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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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越南 

（一）越南的相关法律规定 

越南民法典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5381 

 

越南知识产权法（第 50/2005/QH11号）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274445 

 

2009 年 6月 19日第 36/2009/QH12号法，修改和补充知识产权法中的若

干条款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182541 

 

2019 年 6月 14日第 42/2019/QH14号法律，修订保险法和知识产权法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2363 

 

2022 年 6月 16日第 07/2022/QH15号法，修改和补充知识产权法的若干

条款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6553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58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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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法律的特殊之处 

1．商标 

越南知识产权法有关商标注册有如下特殊规定： 

（1）合法交易他人生产的产品的组织或个人应有权为此类产品注册商标，

前提是生产者既不为其产品使用此类商标，也不反对此类注册。 

（2）具有控制和认证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属性、原产地或其他相关标准

的组织应有权注册认证标志，前提是它们不从事此类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或交

易。 

（3）对于在禁止商标所有者的代表或代理人注册该商标且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也是缔约方的条约缔约方的国家受保护的商标，则不允许此类代表或

代理人注册此类商标，除非商标所有者同意，除非有正当理由。 

关于商标注册首先提交的原则规定，若申请日期相同且未达成协议，涉及

的申请都应被拒绝。具体条文如下： 

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申请满足授予保护所有权的所有条件，并且具

有相同的最早优先权或申请日期，则所有申请人只能根据协议授予这些申请

中的单个申请。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所有这些授予保护所有权的申请都应被

拒绝。 

2．版权 

越南知识产权法就作品的合理使用方面，对于未要求许可和支付使用费

和/或报酬的情况下使用已发表的作品作出例外规定，具体条文如下： 

未要求许可或付酬的已出版作品的使用情况，不包括： 

a．作者为科学研究或教学目的而复制的作品； 

b．未经作者的意见以说明或说明目的，对作品进行合理的朗诵； 

c．未经作者对发表在报纸或电视广播节目或纪录片中发表的文章发表的

文章的作者的意见； 

d．在授课所用的授课教师中对作品进行表演，而不损害作者的观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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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业目的； 

e．图书馆为档案馆和研究目的复制作品的电子影印复制； 

f．在大众文化，交流或调动活动中戏剧作品或其他表演艺术作品的效绩，

但不收取任何形式的任何费用； 

g．为报告当前活动或为教学目的进行表演的音像录制； 

h．拍摄或传播塑料艺术，建筑，摄影，实用艺术作品，以展示这些作品

的图像； 

i．将作品转录于盲人盲文或其他语言的盲文版； 

j．复制他人作品复制件供个人使用。 

在该款规定的情况下，使用作品不适用于建筑作品，塑料制品和计算机程

序。 

3．工业知识产权的转让 

对于工业产权转让的限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工业产权转让的限制，即： 

（1）工业产权权利人只能在保护范围内分配其权利； 

（2）不应转让地理标志的权利； 

（3）仅分配给厂商名称的权利，应与此种厂商名称的全部商业机构和商

业活动的转让一起转让； 

（4）对商标的转让，不得对带有此种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特性或来源造

成混淆； 

（5）对商标的权利应仅分配给满足有权注册此种商标权利的组织或个人。 

4．越南知识产权的侵权救济 

（1）自力救济 

权利人可以直接或通过代理律师向侵权人发出停止侵权信或警告信，要

求侵权人作出书面承诺，停止制造、销售侵权货物或假冒产品。发出停止侵权

信或警告信的优点在于快速高效，缺点是没有强制执行力，是否遵守相关内容

完全取决于侵权人的意愿。 

权利人还可寻求越南知识产权研究所对侵权行为进行审查。越南知识产

权研究所是一个特殊的政府机构，隶属于越南科技部，其审查结果是处理侵权

问题的重要证据来源。申请越南知识产权研究所审查须提交以下文件：①申请

书；②证明知识产权权属的文件；③如果通过合法代理申请，须提交授权委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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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程序 

在越南，行政救济是遭遇知识产权侵权后最快捷有效的救济路径。企业在

越南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一般建议重点考虑寻求越南行政部门的帮助。 

权利人在越南遭受以下侵权行为可以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保护： 

a．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作者、所有者、消费者或社会造成损害； 

b．生产、进口、运输、交易或储存带有伪造商标或地理标志的邮票、标

签或其他物品，或指使他人这样做。 

可以采取行政措施的主管部门包括： 

a．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包括科技部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和省级知识产权监

管机构； 

b．市场管理办公室，包括贸易部市场管理办公室和省级工业和市场管理

部门； 

c．经济警察，包括公安部经济警察和省级经济警察。 

行政处罚类型包括： 

a．主要处罚措施：警告、最高 5亿越南盾（约 15万人民币），个人最高

2.5亿越南盾（约 7.5万人民币）的罚款； 

b．附加处罚措施：没收、销毁侵权产品及生产侵权产品的原材料工具等，

吊销营业执照，暂缓经营、电子商务活动，暂停配额、进出口、免税商品交易

许可等； 

c．其他处罚措施：勒令侵权人消除产品中的侵权要素，撤销包含侵权要

素的域名、公司名称，召回已在市场上出售的侵权产品，追缴侵权人从侵权行

为中获取的非法利润，非商业目的分发或使用侵权产品以及主要用于制造或

交易此类侵权产品的原材料和工具等（但这种分发和使用不得影响权利人实

施其知识产权）。侵权人的非法利润将会被上缴充归国库，权利人需要对侵权

人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赔偿。 

5．海关 

根据越南法律，海关有权采取有关商品进出口管控措施，当权利人认为存

在侵权纠纷时候，可以申请海关采取海关查验监管措施和暂停海关程序措施。 

海关查验监管措施。知识产权权利人或其授权代表可向海关监管部门申

请为期 2 年的海关查验监管措施，2 年结束后可以再续期 2 年。越南所有边境

口岸都采取了这项措施，监测进口到越南的涉嫌假冒侵权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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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海关程序措施。暂时中止对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海关程序是指

应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要求采取措施，收集信息和证据，以便知识产权权利人采

取行动以打击侵权行为。 

6．司法程序 

（1）民事诉讼 

权利人需要在发现侵权之日起两年内由代理律师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

和必要的文件，如临时禁令申请。在提起诉讼同时或之后，原告可向人民法院

申请临时禁令，包括扣留、扣押、查封、禁止改变状态、禁止转移、禁止转让

所有权等，但需满足两个条件： 

a．原告可能会遭受不可恢复的损害； 

b．侵权产品或相关实物证据存在被销毁或无法追踪的风险。 

申请临时禁令，需提交证据材料，缴纳保证金或银行或其他信贷机构的担

保文件。保证金不少于侵权产品价值的 20%；若价值无法估量，则需至少提交

2000万越南盾（约 6000元人民币） 

根据 2019 年修订的越南知识产权法，如果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认定没有侵

权，被告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命令原告支付适当律师费；因被告滥用诉讼程序

而被造成损害的组织或个人，有权要求人民法院命令滥用诉讼程序者赔偿损

害，包括赔偿律师费用等。 

（2）刑事诉讼 

在越南，实施构成犯罪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个人将依照刑事法律规定

被追究刑事责任。 

越南刑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和工业产权的犯罪行为。 

越南省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与居住在国外的被告、受害人或诉讼人的刑

事案件及与在外国领土上发生的其他诉讼所涉财产有关的刑事案件。 

根据越南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只有在权利人请求下，检察院才可提起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可向检察院提交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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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台湾地区 

（一）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 

专利法 

https://www.tipo.gov.tw/en/dl-282833-b7190234ce204c4da2a878128d163706.

html 

 

台湾地区专利法实施细则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4/20141204060713240.pdf 

 

（二）台湾地区法律规定特殊之处 

1．法院受案范围 

在台湾法院系统中，智慧财产法院是唯一可以受理民事、行政、刑事三种

类型案件的法院。依据《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智慧财产法院依法管理关于

智慧财产之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之审判事务。其管辖案件具体包括： 

（1）依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光盘管理条例、营业秘密法、集成

电路布局保护法、植物品种及种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保护之智慧财产权益所

生之第一审及第二审民事诉讼事件。如果当事人对智慧财产法院的二审判决

不服则由台湾最高法院进行终审。 

（2）因行为人违反刑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平交易法中不

得侵犯智慧财产权的规定，对地方法院的第一审刑事判决不服的，则由智慧财

产法院进行二审，但少年刑事案件除外。如果当事人对智慧财产法院的二审判

决不服同样由台湾最高法院进行终审。 

（3）因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光盘管理条例、集成电路布局保护

https://www.tipo.gov.tw/en/dl-282833-b7190234ce204c4da2a878128d163706.html
https://www.worldip.cn/uploadfile/2014/1204/201412040607132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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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植物品种及种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财产权所生之第一审行政诉讼

事件及强制执行事件。 

除此之外，基于知识产权审判快速创新的特点，《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

规定：“智慧财产法院管辖其他法律规定或经‘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财产法院

管辖之案件”。从而授权“司法院”根据需要，以指定方式将某种知识产权案

件归于智慧财产法院管辖。 

2．建立技术审查官制度 

智慧财产法院专门设置了技术审查官。技术审查官作用正在于“承法官之

命，协助法官为技术问题的判断，技术资料搜集、分析及提供技术意见”。技

术审查官作为法官的常设辅助人员，其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不是证据资料，当事

人就其主张仍应负举证责任，不得直接引用技术审查官的陈述为证据，法院也

不得在判决书中直接援引技术审查官的意见作为裁判基础。法官赞同的技术

审查官的意见，在裁判书中必须以自由心证的理由呈现。 

《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对于技术审查官任职资格也有严格的规定，该法

规定：“曾担任专利审查官或商标审查官、有智慧财产权类专门著作的大学教

师及公私立专业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上人员如符合一定条件的可由‘司法院’

遴聘或借调出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智慧财产法院的 9 位技术审查官

皆来自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均为资深专利审查委员，专业涉及科技、

机械、生化、医药等背景。 

3．废除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停止诉讼”制度 

《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规定：“当事人主张或抗辩智慧财产权有应撤销、

废止之原因者，法院应就其主张或理由自为判断，不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商标法、专利法、动植物品种及种苗法或其他法律有关停止诉讼程序之

规定”。简言之，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了判断知识产权是否有效的更大权限。

这一点对提高审判效率，防范恶意拖延诉讼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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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境外展会规则附例 

一、国际展览会公约 

（本公约于 1928 年 11月 22日在巴黎签署生效。经 1948 年 5月 10日、

1966 年 11 月 16 日、1972 年 11 月 30 日议定书修订及 1982 年 6 月 24 日和

1988 年 5月 31日修正案增补。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93 年 5月 3日签署本公

约，1993 年 5月 3日交存加入书。本公约于 1993 年 5月 3日对我生效，并适

用于香港。在澳门回归之前，中葡双方同意将该公约延伸适用于澳门，但因葡

方未于 1999 年 12月 20日之前及时办理延伸手续，故本公约并未在澳门实际

适用。） 

第一章  定义与宗旨 

第一条 

1．展览会即为一种展示，无论名称如何，其宗旨皆在于教育公众。它可

以展示人类为满足文明需要所运用的手段，或显示人类在某一或多个领域中

历经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或展现未来前景。 

2．有不止一个国家参加的展览会即为国际展览会。 

3．国际展览会的参加者既包括代表官方组成国家馆的参展者，也包括国

际组织或没有官方代表的国家的参加者，还包括那些依据展览会条例被授权

从事其他活动、特别是那些特许活动的参加者。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除下述展览会以外的所有国际展览会： 

1）展期不足 3周的展览会； 

2）美术展览会； 

3）实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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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组织者对展览会冠以何种名称，本公约认定在已注册的展览会和经

认可的展览会之间存在差别。 

第二章  组织国际展览会的一般条件 

第三条 

具备下述特点的国际展览会可在下文第 25 条规定的国际展览局注册。 

1．展期不少于 6周，不超过 6个月； 

2．主办国家应将展览会建馆规定写入《一般规章》中。如果根据邀请国

家的法律规定，需对财产（不动产）征税，主办者则应予以代缴。规定中如经

国际展览局的批准，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为有偿服务； 

3．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两个注册展览会的举办间隔期至少为 5 年；

第一个展览会可于 1995 年举办。尽管如此，国际展览局可以接受早于上述规

定不超过 1 年的举办日期，以便纪念某种特别的国际重大事件，但不改变已列

入原始计划中的 5 年举办间隔期。 

第四条 

1．具备下述特点的国际展览会，可以为国际展览局认可： 

1）展期不短于 3周，不超过 3个月； 

2）拥有明确的主题； 

3）总面积不超过 25 公顷； 

4）主办者向参展国家分配由其承建的展馆，免收租费、税及除有偿服务

以外的其他费用；分配给一个国家的最大面积不得超过 1，000平方米。如果

主办国家能证明其经济和财政状况不佳，国际展览局可以授权放弃免费分配

展馆的要求； 

5）按照第一款的规定，只有经认可的展览会可以在两个注册展览会的间

隔期中举办； 

6）有一个注册展览会或符合第一款中的经认可的展览会可以在同一年中

举办。 

2．国际展览局可以对下述展览会予以认可： 

1）米兰装饰艺术和现代建筑展览会（每三年一届）；基于其举办历史悠

久且只要保持其原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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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的 A1 类园艺展览会；只要在不同的国家

中举办的该展览会的间隔期至少为 2 年以及在同一国家中举行的该类展览会

的间隔期至少为 10 年。 

第五条 

展览会的开幕和闭幕日期及其主要特点应于注册或被认可时确认；只有

经国际展览局同意才能更改。 

第三章  注册 

第六条 

1．计划在其境内举办本公约范围内展览会的缔约国政府（以下称“邀请

国政府”），应向国际展览局递交注册或认可申请，表明其拟为举办该展览会

所采用的法律、法规或财政政策。欲为展览会注册或认可的非缔约国亦可以同

样方式向国际展览局申请，只要它承诺遵守本公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

第四章所规定及其实施条例； 

2．注册或认可申请应由展览会举办国家负责国际关系的政府机构（以下

称“邀请国政府”）提出，即使政府机构并非该展览会的组织者； 

3．国际展览局依据其强制性规定，确定预留展览会日期的最长期限及接

受注册或申请的最短期限，并明确规定必须与申请一同提交的文件。它还应按

照强制性规定确定为支付审查申请应缴款额； 

4．展览会只有符合本公约条款及国际展览局所作规定，方注册或被认可。 

第七条 

1．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竞争注册或认可一个展览会，并且不能达成协

议，则他们应请求国际展览局代表大会予以仲裁。代表大会在作出表决的时候，

应考虑所提出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具有历史性或到达性的特殊理由、相距上一

次展览会的举办时间及各争办国家已经举办的次数； 

2．除特殊情况外，国际展览局应给予在缔约国（成员国）境内组织申办

展览会以优先权。 

第八条 

除第五条规定的情况外，已获准展览会注册或经认可的国家如欲更改该

展览会的预订日期，则失去由注册或被认可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如果它希望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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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期组织该展览会，那么有关政府机构应重新申请，如有必要，则按第七条

所规定的竞争请求的程序进行。 

第九条 

1．如果展览会未经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认可，缔约国应拒绝参加、不提供

赞助或给予政府补贴； 

2．缔约国可自由决定是否参加业已经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认可的展览会； 

3．每一缔约国政府应在其立法范围内采取它认为最恰当的手段，反对虚

假展览会或凭借虚假承诺、通知或广告欺骗性地吸引参展者的展览会组织者。 

第四章  已注册或经认可的展览会的组织者及参展国的义务 

第十条 

1．邀请国政府应确保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中的各项规定得以执行； 

2．如果该邀请国政府不是展览会的直接组织者，那么它应对展览会的组

织者予以认可，并保证该组织者履行其应尽的各项义务。 

第十一条 

1．所有参展邀请书，无论发至国际展览局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皆应由主

办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发往被邀请国政府及该国其他受邀方。答复应以同样

的途径传递给邀请国政府。没有被邀请方的参展亦应如此。邀请函应遵守国际

展览局规定的展期间隔，并申明所涉及的展览会业已注册或经认可。给国际组

织的参展邀请函应直接发给对方； 

2．如果上述邀请函未按本公约规定发送，缔约国不得组织或赞助参加此

国际展览会； 

3．如果邀请未按本公约规定引述业经批准注册或认可，缔约国应承诺既

不传送也不接受参加展览会的邀请，不管该展览会是在缔约国境内还是在非

成员国境内举办； 

4．任何缔约国均可要求组织者不得将邀请函发给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在其

境内的其他方。它也可以限制向未被邀请的缔约方的参展人发出邀请函或参

展请求。 

第十二条 

邀请国政府应任命一名政总代表（若是注册展览会）或代表（若是认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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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授权其代表该国政府办理与本公约有关的一切事务及与展览会相关的

各项事宜。 

第十三条 

任何参展国政府应任命一名国家馆总代表（若是注册展览会）或代表（若

是认可展览会），代表其与邀请国政府联系。国家馆政府总代表或代表全权负

责组织本国馆参展。他应向展览会政府总代表或代表通报展示内容，并保证参

展者的权利与义务得到尊重。 

第十四条（废除） 

第十五条（废除） 

第十六条 

与国际展览会有关的海关规定如附录所述。该附录为本公约的组成部分。 

第十七条 

在展览会上，只有依据第十三条由参展国政府任命的政府总代表或代表

组织的展馆被视为国家馆，因而有权使用这一名称。国家馆由该国所有参展者

组成，但不包括享有特许权的参展者。 

第十八条 

1．展览会上，某一个或某一组参展者只有经有关参展国政府的国家政府

总代表或代表授权，方可使用与该参展国相关的地理名称； 

2．如果缔约国不参加展览会，该展览会的政府总代表或代表应以该缔约

国名义禁止使用上款所述用法。 

第十九条 

1．国家馆展出的任何东西必须与展出国紧密联系（例如原产地为参展国

的物品，或是该国国民创造的物品）； 

2．如出于展示需要，经其他国家政府总代表或代表授权，亦可展出其他

物品或产品； 

3．如参展国政府就上述第一款和第二款发生争执，该争议应提交国家馆

政府总代表或代表联席会议。经出席简单多数通过的办法予以仲裁。该仲裁为

终局。 

第二十条 

1．除非主办国法律有不同规定，展览会上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垄断。但

某种公告服务的垄断权，可由国际展览局在注册或认可举办展览会时授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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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展览会组织者应遵守下列条件： 

1）应在该展览会条例及参照合同中表明这种或多种垄断权的存在； 

2）参展者可以按照主办国已有的正常的条件获得被垄断的服务权； 

3）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馆政府总代表或代表在各自展馆中的权力不应受

到任何限制。 

2．展览会政府总代表或代表应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向参展国政府收取的

费用不高于展览会组织者所投入和耗费的费用，或在任何情况下不高于当地

正常费用。 

第二十一条 

展览会政府总代表或代表应在其权限范围内尽力保证展区内公用设施正

常有效运转。 

第二十二条 

邀请国政府应尽一切努力为其他政府或其国民参展提供方便，特别是在

运费、人员及展品准入方面。 

第二十三条 

1．展览会一般规则应声明是否对参展者颁奖，不管是否颁发通常意义的

参展证书。如果颁奖，可将其限于某些类别； 

2．如参展者不欲争奖，应在开展前对此予以声明。 

第二十四条 

下条中予以定义的国际展览局，应对评奖团的组成和尽职的一般条件以

及如何颁奖做出规定。 

第五章  机构 

第二十五条 

1．为监督和保证本公约的实施而成立国际展览局。其成员为缔约国政府。

国际展览局总部设在巴黎； 

2．国际展览局具有法人资格。特别是它具有缔约、取得和处置动产和不

动产及参与诉讼的能力； 

3．国际展览局有权与国家和国际组织缔结有关为履行本公约授予其职能

所需特权及豁免权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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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展览局包括代表大会、一名主席、一个执行委员会、各专业委员

会、因各委员会而设置的若干副主席和一个在秘书长领导下的秘书处。 

第二十六条 

国际展览局代表大会由缔约国任命的代表会组成。每个国家可有一至三

名代表。 

第二十七条 

代表大会召开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它决定与本公约有关的所有在国际

展览局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并作为展览局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大会特别应： 

1．讨论、通过和公布有关国际展览会注册或认可、分类和组织的规定即

有关国际展览局正常运转的。代表大会可在本公约规定范围内作出强制性规

定和示范性规定，供希望获得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认可的展览会组织者遵循和

参考； 

2．编制预算，审核及批准国际展览局帐目； 

3．批准秘书长报告； 

4．根据需要设置委员会，任命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成员； 

5．批准根据本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缔结的任何国际协议； 

6．根据第三十三条通过修改草案； 

7．任命秘书长。 

第二十八条 

1．每个缔约国政府，不论其代表人数多少，在代表大会中只有一票表决

权。如果缔约国政府欠缴本公约第三十二条项下任缴款总额超过其当年和上

一年应缴款总额，那么它的表决权将被终止； 

2．出席表决的成员国数至少应为有表决权的成员国数的三分之二，代表

大会方有资格行使职能。如未达到该法定数，代表大会应在至少间隔一个月后

再次召开，商讨同一议程。这种情况下，要求的法定数应减至有表决权的缔约

国半数； 

3．出席的代表团投票表决赞同或反对，以多数票形成决议。但下列情况

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 

1）通过本公约修正案； 

2）起草并修改各种条例； 

3）通过预算，批准缔约国年度认缴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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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上述第四条批准展览会开幕或闭幕日期的更改； 

5）对同缔约国境内申办展览会相竞争的非缔约国举办展览会予以注册或

认可； 

6）缩短本公约第五条规定的间隔期； 

7）接受缔约国对修正案所作的保留；此类修正案应按第三十三条规定，

须以五分之四多数通过，有时则需要一致同意； 

8）批准国际协议草案； 

9）任命秘书长。 

第二十九条 

1．主席由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缔约国政府代表中选举产生，任

期 2 年。在任期间，他不代表其所属国。主席可以连任； 

2．主席召集并主持代表大会会议，确保国际展览局恰当行使职能。主席

不在时，其职能由主管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代为行使；如其丧失行为能力，则

由其他副主席按当选顺序代为行使； 

3．副主席由代表大会从缔约国代表中选举产生，其执行性质及任期，特

别是分管的委员会，应由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条 

1．执行委员会由 12个缔约国代表组成，每个缔约国推选一名代表； 

2．执行委员会应： 

1）确定对展览会所展示的人类奋斗进行分类的标准，并使其不断更新； 

2）审查所有展览会要求注册或认可的申请，并提出意见，提交代表大会

通过； 

3）履行代表大会赋予的任务； 

4）向其他委员会征询意见。 

第三十一条 

1．秘书长应为缔约国国民，并依本公约第二十八条规定予以任命； 

2．秘书长遵照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指示处理国际展览局日常事务。他

负责编制预算草案，向代表大会说明当前帐目及提交活动报告。秘书长代表展

览局，特别是在法律事务方面； 

3．代表大会决定秘书长的其他职责和任期。 

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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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览局年度预算由代表大会根据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通过。预算

应考虑国际展览局财务储备、各类收入以及上一财政年度以来的资产负债状

况。国际展览局的支出应由这些收入及缔约国认缴款相抵。该认缴款额系依代

表大会确定分配给每一缔约国的认缴份额计算得出。 

第三十三条 

1．任何缔约国政府可就本公约修正案提出议案。应将议案内容及建议修

改的理由传送给秘书长。秘书长应尽快将其转达给其他缔约国政府； 

2．修正案应列入代表大会一般会议或特殊会议议程。该代表大会应在自

秘书长转达修正议案之日起至少 3个月后召开； 

3．代表大会根据前款及第二十八条规定通过的修正议案，应由法兰西共

和国政府提交本公约所有缔约国政府予以确认。自有五分之四缔约国政府通

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表示接受之日起，修正议案即对所有缔约国生效。有关本

款、第十六条或该条所提附录的修正议案，必须经所有缔约国政府通知法兰西

共和国政府表示接受，方得生效； 

4．任何缔约国政府希望在接受修正案时做出保留，应将提出保留的条件

通知国际展览局代表大会对该保留意见是否可接受作出规定。它应允许那些

有助于维护有关国际展览会既定立场的保留，拒绝那些具有产生特权效果立

场的保留。如果保留被接受，提出保留的缔约国应计入修正案接受国之列，以

计算上述五分之四多数。如果保留被拒绝，提出保留的缔约国应在拒绝接受修

正案与无保留地接受修正案之间作出选择； 

5．根据本条第三款修正案一经生效，任何拒绝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如

认为合适，可采取下述第三十七条规定。 

第三十四条 

1．如果两个或更多的缔约国就本公约的适用及解释发生争议，并且不能

由根据本公约规定赋予决定权的机构予以解决，那么该争议既构成争议当事

方协商的主题； 

2．如果几经协商不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任何当事方可将争议提交国际

展览局主席，并请其制定一名调解人。如果调解人不能使争议当事方达成和解，

那么他应向国际展览局主席提交报告，并注明争议的性质和程度； 

3．一旦被通知未达成协议，该争议即成为仲裁标的。为此，任一当事方

应自报告传送至争议各当事方之日起 2 个月内，向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提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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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仲裁申请书并指定他挑选的仲裁员。另一或若干当事方必须在 2 个月内各

自指定仲裁员。如果未能如此，任何当事方可通知国际法院主席，请求他指定

一名或若干仲裁员。如果像前款所述，几方当事人共同行事，那么它们则被视

为一个实体。如对此有歧义，则由秘书长决定。被指定的仲裁员共同指定一名

首席仲裁员。如果仲裁员们不能在 2个月内就人选达成一致，国际法院主席在

接到任一当事方通知后，负责指定该名首席仲裁员； 

4．仲裁机构应依多数成员作出裁决。如果仲裁员表决票数相等，首席仲

裁员的表决权具有决定性。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当事方具约束力，当事方没有

上诉的权利； 

5．任何国家在签订或批准本公约时，或加入本公约时，均可宣布不受上

述第 3 款和第 4 款约束。其他缔约国对作出保留的缔约国也不受这些规定约

束； 

6．任何根据前款作出保留的缔约国，可随时通知托管国政府放弃保留。 

第三十五条 

任何联合国成员国或非系联合国成员的国际法院章程成员国、或联合国

各专业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及提出加入申请并经国际展览局代表

大会有表决权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国家，均可加入本公约。加入文件应

交由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保存，并于交存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六条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应通知签约国和加入国政府及国际展览局： 

1．根据第三十三条修正案生效； 

2．根据第三十五条加入； 

3．根据第三十七条退出； 

4．根据第三十四条第 5 款提出保留； 

5．本公约的终止，如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十七条 

1．任何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退出本公约； 

2．退出应于收到通知后一年开始生效； 

3．如果因退出而使缔约国政府数减至不足七国时，本公约将终止。秘书

长依据缔约国政府间就解散国际展览局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负责有关清算

问题。除非代表大会另有决定，资产应在缔约国政府间按照其自成为本公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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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以来认缴的比例进行分割。如有负债，也同样由这些政府按当前财政年度

确定的认缴额比例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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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UMA（德国经济展览和博览会委员会）参展基础知识（节选） 

https://www.toolbox.auma.de/index.php?id=171 

德国展会剽窃行为认定 

（一）什么情况下造假是违法的？ 

在德国，适用仿冒自由原则。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仿造他人的产品、

工艺和品牌。 

只有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才可以阻止第三方对其受保护的产品或商标进行

复制和商业使用。 

除生产外，知识产权持有人还可以禁止第三方分销或仅提供或宣传假冒

产品。此外，可以要求剽窃者停止并终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对已经销售

的商品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有权获得有关产品来源的信息，甚至可以销毁仍

在销售的产品。 

（二）什么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主要包括： 

1．专利权：专利权授予新发明、基于创造性步骤并适用于工业的发明。

专利权授予发明人有权在一定期限内阻止他人使用其发明。在一定时期内不

得使用、生产、销售或进口其发明。作为回报，发明人必须在专利说明书中披

露其发明的细节。 

2．实用新型：与专利的情况一样，实用新型申请的主题必须是新的、具

有创造性并能在工业上应用的。与专利相比，实用新型的注册速度更快，成本

更低。然而，注册时无需对新颖性和是否存在创造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

注册的实用新型可能是一种“虚假权利”，在发生冲突时无法执行。 

3．商标：所有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

别开来的标志，尤其是文字、图像或装潢，均可作为商标受到保护。 

4．注册外观设计：注册外观设计保护工业或手工生产产品的颜色和形状。

不过，与实用新型一样，德国专利商标局并不审查所申请的外观设计是否真正

符合保护的实质性要求（尤其是新颖性和创造性）。 

在德国的许多展览会上，实用新型、商标和注册外观设计都可以申请所谓

的展览优先权。如果在展会之后，参展商就其展出的展品向 DPMA（德国专利

商标局）申请知识产权，则展会的第一天即为知识产权在 DPMA的申请日期。

为此，展会管理部门在展会开始时签发的参展证书必须与申请文件一起提交

https://www.toolbox.auma.de/index.php?id=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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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DPMA。另一项要求是，知识产权申请应在首次展览后六个月内提交。《联

邦法律公报》会定期刊登相关展会的信息。 

（三）展会开始前我能做什么？ 

您可以在展会开始前采取措施，避免日后出现令人不快的意外。为此，您

应首先联系律师。为了有效保护产品或品牌不被仿冒，您必须拥有其知识产权。

必须向律师提交证明您是知识产权持有人的所有文件（产权证书原件或经认

证的复印件，以及任何针对剽窃者的禁令或判决书）。同时您需要确保能在展

会现场联系到律师，并且在必要紧急时其周末也能与您保持联系。如果您掌握

了竞争对手打算展出仿冒您受保护产品的具体信息，您可以在展会前申请启

动边境扣押程序。通过边境扣押，海关当局可以移走侵权货物——即使它们已

经越境。 

（四）在展会期间我能做些什么？ 

如果您发现您的受保护产品被仿冒，您可以在律师的支持下，首先向仿冒

者发出警告信，并建议他签署一份带有处罚条款的停止仿冒声明。如果仿冒者

不愿意签署这样的声明，您可以通过法院禁令禁止剽窃者展出侵权产品。 

（五）如果我没有知识产权，该怎么办？ 

作为例外情况，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即使不存在知识产权，

模仿商品也可能是违法行为。前提是企业模仿竞争对手具有独特竞争特征的

产品，并将其投放市场。此外，还必须是特殊情况下，企业的行为显得不正当。

只有满足了这些狭义的条件，模仿自由原则才会被中断。 

（六）展会组织者能做什么？ 

德国的展会组织者很乐意为您提供支持，以确保您的展会取得成功。因此，

在展会现场出现法律纠纷之前，您应该通知主办方。这是他作为调解人解决纠

纷的唯一途径。但是，主办方不能向第三方主张您的权利，因为他本身不是知

识产权持有者。因此，只要他没有获得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他就不能关闭侵权

参展商的展位。 

更多信息，请访问 

Ø 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de 

Ø 商业知识产权保护总局：grenzbeschlagnahme.de 

Ø 专利律师协会：patentanwalt.de 

Ø 产品和商标盗版行动小组：markenpiraterie-ap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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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隆展览网：展商须知-侵权问题-中国展商来德国参展须知 
http://www.koelnmesse.de 

1．携带证件 

来德国参展请尽可能地随身携带本人护照，以便遇到德国警察核查身份

时，能够随时出示护照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如果担心护照被偷，请务必准备

一份彩色复印件，随身携带。 

2．杜绝雇佣黑工 

在展位上工作的所有员工，需要持有合法的来德国参展的签证。如果雇佣

外籍员工，请核实对方的身份和确认是否具备工作许可，避免招致雇佣黑工的

刑事追究。 

3．杜绝侵权展品和含侵权内容的广告宣传用品 

来德国参展的展品，产品目录和其它广告宣传海报，请最迟在开展前核查

一下是否侵犯第三方受保护权益。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商标权，产品外

观专利，产品结构专利，发明专利，他人的肖像权，著作权，请及时确认参展

产品和所有参展用的广告宣传资料没有和第三方受保护权利发生冲突后再使

用这些广告宣传品。参展期间请检查一下公司的国内网页，如果网页不是针对

国际客户，并不涵盖欧盟，请最好在网页上明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4．及时处理涉及侵权的法律文件，避免再次侵权 

如果已经有参展的记录，请务必核查一下往年参展期间是否遭遇维权方

维权的法律措施，有没有收到相关书面文件，维权方律师的警告函或是法院作

出的紧急决议，如果有这些材料，请及时提供给专业人士审核并在开展前就准

备好预防规避措施。 

5．外观专利纠纷的特殊性 

所有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因为近年来涉及的外观

侵权（Design）的纠纷比较多，所以在此作特别提示。 

已经过了保护期（可保护的时限最长为 25 年）的外观，根据德国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过期的外观失效后还会因为其产品的独特性受德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因为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有，所以这类

产品的保护范围首先只限于德国境内。 

没有注册的外观，如果已经通过宣传让公众知晓，根据欧盟的法律规定，

在公开外观设计后的三年内也同样受法律保护。这类外观一般都是行业大户

http://www.koelnmess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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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或是获过设计大奖的产品，请业内人士实时关注业内新动向。没有注册

的外观也同样受法律保护。 

外观保护有没有失效，可以在相应的注册机构的官网上查询。查询的相关

链接如下： 

德国范围的外观专利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gsm/einsteiger 

欧盟范围的外观专利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designs 

国际范围的外观专利 

https：//www3.wipo.int/designdb/en/index.jsp 

6．律师的警告函 

维权方一般会委托律师代理维权法律事宜。维权方发现侵权产品和确认

侵权事实后，会委托律师向侵权方发出警告函。警告函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

分： 

（1）维权方会明确告知维权方的法律权益，如果是涉及注册过的知识产

权，会有注册的相关信息，如果没有注册，也会引用法律条文或是附上相关法

院判决作佐证。 

（2）维权方要求侵权方在极短的时间里书面承诺放弃侵权行为并保证今

后不再次侵权，如有发生再次侵权的行为，每一次再侵权需要支付合同罚金，

保证书里的罚金金额一般超过在 5000 欧元到 10000 欧元之间。发警告函产生

的律师费用，一般 2000 欧元到 4000 欧元左右，维权方有权要求侵权方承担。 

如果收到警告函没有在对方规定的时间里作书面不再侵权的保证承诺，

维权方律师会进一步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法院作出紧急决议并由侵权

方承当庭外和法庭紧急程序的费用，所以收到警告函后要马上处理，可以在不

承认有法律义务的前提下按照对方的要求作出回应，这样可以避免后续一切

不必要的费用产生。 

7．法院的紧急决议和财产扣留决议 

法院收到维权方的紧急申请后，不用开庭审理，仅根据维权方提供的侵权

事实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有利于维权方的紧急决议，这个决议由法院

的强制执行人员直接投递给侵权方所在的展位，侵权方无需签收，投递成功即

时生效。所以收到法院的紧急决议后请速联系。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gsm/einsteiger#tdsub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designs#tdsub
https://www3.wipo.int/designdb/en/index.jsp#td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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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紧急决议的一般还会有法院要求扣留公司财产的紧急决议，取决于

维权方有没有向法院申请财产扣留，维权方如果没有申请财产扣留，那法院的

强制执行人员不会将公司的展品作为公司财物强行扣留托管，只是把侵权的

产品或目录等广告宣传物品撤走暂由法院强制执行人员托管。展会上请明确

区分个人和公司财物，属于个人的用品不属于可强行扣留的范围，即便如此，

也请避免展会期间个人携带大量现金或其它贵重物品。关于紧急程序产生的

费用，如果展商没有委托律师或其他代收法律文书的第三方，法院一般只能在

侵权方离开德国之后才能由法院确认具体费用后通过投递给侵权方才能生效。 

收到法院的紧急决议后，根据需要可以提出反驳，提出反驳后法院定出开

庭审理的时间，但是提出反驳后并不能阻止维权方在展会期间维权，反驳需要

委托德国律师提出，开庭审理也会产生出庭费用，输的一方承担所有的费用，

包括对方维权产生的律师费用和法庭审理的费用。 

8．法院的诉讼程序 

侵权方离开德国后，有可能还会收到德国法院投递的维权方的诉讼书，收

到诉讼书后，如果以后还要来德国继续参展，建议立刻联系在德国有从业资格

的律师处理文件，否则短期内会有缺席判决，缺席判决投递生效后可以作为一

个在德国进行强制执行的有有效文件。侵权方如果无视这些有效判决，很可能

再次参展时会面临展会一开始，展台所有展品全被强制执行的尴尬场面，所以

请及时处理国外投递的文书并找专业人士咨询。 

9．侵权的刑事责任 

除去以上这些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手段，存在故意侵权的嫌疑，维权

方可以要求通过刑事举报，要求德国警方来展台协助调查取证并扣留侵权产

品，追究刑事责任，出现这样的情况请立刻联系律师，在律师没有到的情况下，

请一定先配合警方核实个人身份，其它关于侵权的事实请等律师来后再依情

况作具体解释。刑警有权利进入展台调查取证没收展品并记录展台负责人的

个人信息。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涉案者出入境，但是在警察那还是有案底，如果

同一人有多次侵权的案底，不排除要追究刑责以后不能来德国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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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隆展览馆和科隆展览场地规则 

http://www.koelnmesse.de 

1．内部和场地规则适用于科隆展览场地的所有区域，即所有大厅、室外

区域以及临时或永久提供给科隆展览公司的所有建筑物和土地区域。它适用

于上述意义上进入或停留科隆展览中心的所有人员。 

2．科隆展览公司通过其员工和/或签约安保公司的员工在科隆展览中心区

域行使住所权。 

3．科隆展览公司有权限制参展商、参观者和其他第三方进入展览场地，

特别是展厅，例如仅允许专业观众进入，并监督其对入场条件的遵守情况。大

厅和其他活动区域只能凭有效的入场证进入。客人必须应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4．16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只有在成人陪同下才能参加活动。例外规定

将另行公布。16岁以上的年轻人可以像成年人一样不受限制地进入。6岁以下

儿童可免费进入。其余群体必须购买相应的门票。与活动相关的特殊规定，例

如“仅限专业观众”等规定，不受上述规定的影响。16 岁以下的儿童和年轻

人在布置和拆除期间不得进入，除非他们能够证明在安装和拆除期间与在展

览场地上运营的公司存在学徒关系。 

5．科隆展览公司或科隆展览公司委托的安保公司员工，如能表明自己的

身份，有权在展会场地进行身份检查。如被发现没有有效入场券，无法证明任

何其他进入权或在展览场地内未经授权，必须立即离开展览场地。 

6．作为科隆展览安全理念的一部分，将在展览场地进行视频监控。 

7．科隆展览公司有权禁止在展览场地内携带包和其他容器。出于一般安

全和防盗的原因，将在展览场地的入口和出口对随身携带的包和其他容器进

行全面或随机检查。携带包和其他容器的人进入展览场地应同意进行行李检

查。 

8．进入展览场地的风险由您自行承担。科隆展览公司不承担法律规定责

任范围以外的责任。展览场地适用《StVO》的规定，限速为 30 公里/小时，除

非交通状况要求步行速度。科隆展览公司有权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限制、完全禁

止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规定进入/驾驶进入展览场地的行为。 

9．科隆展览公司应对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负责，无论法律依据如

何。在简单疏忽的情况下，科隆展览公司仅负责： 

l 因生命、肢体或健康伤害而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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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因违反基本合同义务（履行这些义务对于正确履行合同至关重要，并且

合同伙伴对于遵守义务有着信赖）而造成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科隆展览公司的责任仅限于对可预见的，通常发生的损害

的赔偿。合同中非典型的间接或后果性损害的责任被排除在外。科隆展览公司

对参展商、参观者或其他第三方带入展览场地的物品的丢失或损坏概不负责。

此外，科隆展览公司对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10．车辆和其他任何类型的物品只能停放在指定区域进行装卸。逃生路线、

消防通道和消防队安装区域必须保持畅通。当汽车载货、容器等存放时，必须

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它们沉入焦油表面。所有者/使用者在没有过失证明的情

况下对损坏负责。非法停放的车辆、集装箱等将被移动或拖走，费用由所有者

/使用者或干扰者承担。 

11．任何可能扰乱活动秩序、干扰展会建设和拆除、或以其他方式侵犯科

隆展览公司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在展览场地进行任何未经授权

的商业活动，特别是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 

l 有偿或无偿形式； 

l 未经授权分发或展示传单、广告、海报、杂志等，以及贴上任何类型的

贴纸；如果上述出版物通过直邮或德国邮政股份公司或类似公司和机构以类

似方式分发，则同样适用； 

l 随身携带动物； 

l 大厅区域或室外区域的污染，以及任何可能污染或危害环境的行为； 

l 未经授权驾驶车辆进入展览场地以及未经授权使用展览场地的车辆； 

l 在展厅、展览大道、其他建筑物和连接层使用自行车、踏板车、滑板、

旱冰鞋、直排轮滑鞋和类似的交通工具； 

l 例外规定将会专门公布； 

l 未经授权的集会； 

l 携带武器和其他应报告的物品、危险物质等； 

l 直接销售或购买以及交换展品和其他物品； 

l 在规定的开放时间外仍留在展览场地。 

12．出于商业目的的拍摄、录像、素描、绘画等，需要事先获得科隆展览

的书面许可，如果是参展商或其他第三方或个人的展台或产品，则需要事先获

得相关权利人的书面许可。科隆展览公司有权在这方面制定进一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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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果照片、电影和/或录像是由科隆展览公司的员工或科隆展览中心

区域委托的公司或个人为报道或广告目的制作的，则摄制活动不得以任何其

他方式受到阻碍或损害。所有进入或留在展览场地的人都将被告知在科隆展

览场地区域进行照片、电影和录像的相关规定。进入展览场地并同意进行录制

的人许可将这些录制用于报道和广告目的。 

14．调查、统计调查和类似活动需要事先获得科隆展览公司的书面批准。 

15．科隆展览公司有权限制展览场地内发射和接收设备的运行。 

16．展品、展位库存或展位设备的零件以及类似物品只有在出示所有人/

占用人的书面确认书以提供权利证明的情况下，才能在展览场地内运输。 

17．在展览场地内发现的物品必须上交位于展会执勤室北部或东部的失

物招领处。丢失的物品可以在那里认领。如果违反科隆展览的展览规则或其他

规定，科隆展览公司有权发出驱逐出展览场地或暂时或永久禁止展览的禁令。

违反条款和规则可能会导致被禁止参加当前的活动或参加未来的活动。这些

展会规则中提到的措施并不排除提出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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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线下实体展参展条款 

http://www.hannovermesse.com.cn/ 

申请展位的参展商在提交《线下实体展参展申请表》时必须法定义务接受

所有以下有关 HANNOVERMESSE2022 线下实体展参展条款。本条款构成参

展商参加本次展览会的法律基础。 

 

第一部分：HANNOVERMESSE2022 参展特定条款 

l 参展前提 

此次展览会主要面向生产商，经销商/进口商也可作为参展商，但他们必

须拥有德国境内独家经销权。一家公司的相似产品只可以租赁一个展位。如果

一家公司租赁了几个展位，则必须将相似的产品集中在一个展位上展出。 

只有展出产品属于本展览会正式展品目录范围之内的公司/企业方可参展。 

展览会不允许展品范围之外的产品展出，除非它们为展品的必备辅助物

件。组织单位有权移走展品范围之外的一切产品。 

禁止向个人或商业人员在现场进行零售或现金销售活动，尤其是展品实

物或样品的销售。零售或现金销售是指参展商在展馆内进行有偿商品转让或

提供付费服务的行为。有偿商品转让或提供付费服务（现金、支票、信用卡或

任何其他形式）只能在展览会结束后进行。 

参展商有权免费赠送其展品，或签订其他合同。 

l 参展费用及付款截止日期 

参展费用是由展位租金、信息录入与市场推广费、展位开面费、预交服务

费和分展商费用五项内容构成。参展商收到的费用付款通知书中涉及的费用

将由上述五项构成。 

I．参展费用 

1．展位租金 

标准展位：人民币 4，950元/平方米（2021 年 10月 31日前报名，享受优

惠价人民币 4，800元/平方米）； 

光地展位：人民币 3，950元/平方米（2021 年 10月 31日前报名，享受优

惠价人民币 3，800元/平方米）； 

l 晚于 2022 年 1月 31日的报名，须另外加收 5%的展位租金。 

2．信息录入及市场推广费 

http://www.hannoverme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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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3，500元/公司。 

3．展位开面费 

若申请 2面（含 2面）以上开面的展位，加收费用如下：2面开：展位租

金的 20%；3面开：展位租金的 40%；4面开：展位租金的 60%。 

l 晚于 2022 年 1月 31日的报名，须另外加收 5%的展位开面费。 

4．预交服务费 

该项费用将被用于支付参展商申请服务之用。组织单位将于展会结束后

根据参展商实际申请的服务总费用较之其已支付的预交服务费的差价，以多

退少补的原则与参展商进行结算，届时该结算清单将传真/邮件给参展商。 

预交服务费：人民币 500元/平方米。 

5．分展商费用 

人民币 11，000元/公司。 

一个展位位置上若有多家分展商，须交纳分展商费用，费用已经包含分展

商的展位使用费用及信息录入费。 

 

II增值税： 

以上所列费用已包含德国法定增值税。 

 

III付款条款 

1．参展商在提交参展申请表后的 5个工作日之内，须支付预定面积参展

费用的 50%预付款，组织单位出具相应收款凭证。至此参展申请开始生效。参

展费用中预交服务费将在展位确认后统一收取。 

2．参展商收到“展位确认书”后的 5个工作日内，须按照实际确认面积

支付剩余的参展费用。2022 年 3月 31日前所有款项必须支付。若到规定日期

仍未受到付款，付款违约条款自动生效。 

3．若参展商付款违约，组织单位有权向该参展商征收自付款截止日期起、

应付款额的每日万分之五追加滞纳金。无论是否追加滞纳金，参展商迟延付款

超过 30 日的，组织单位有权终止参展合同，预交款项作为违约金不予退回。 

4．参展相关的费用须在该服务申请后的 5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给组织单

位以确保该服务得以实施。 

5．汇款申请及支付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及相关银行手续费均由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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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即参展商）承担。 

 

第二部分：参加由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德国汉诺威展览中心举行的展

览会必须遵照的一般条款 

1．总则 

一般条款适用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汉诺威展览中心举办的展览会。

该条款是对参展商接受的特定条款（第一部分）的补充。 

只有在该一般条款预计可行范围内，才允许向第三方转移由此租赁合同

产生的权利及义务。 

2．合同缔结 

申请参展必须填写完整的“参展申请表”并提交。参展商在收到组织单位

的参展申请收讫后，参展商与组织单位之间关于展位租赁的具有法律效应的

合同正式生效。 

3．展位分配 

组织单位负责分配展位。如果展位确认与申请表不一致，应以展位确认书

为准，除非参展商在收到展位确认书两周内向组织单位提出书面异议。由于展

览会分为不同的专业馆，因此组织单位会根据各专业馆的展品类型来安排展

位；同时也会根据各专业馆内的主题，将展位安排到最合适的区域。 

如遇特殊情况，组织单位有权重新分配展位，移动或关闭展馆或展厅的进

出口，以及进行其他必要改动，参展商应当无条件服从。组织单位有权对参展

商进行甄选，不符合展会范围的企业将取消参展。 

4．展位搭建设计与展品规范 

组织单位负责中国展团的整体展位搭建，中国展团的参展商有义务确保

其所在展位的设备和设施不受破坏，如发生任何由参展商造成的设备和设施

的损坏或遗失，组织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商做出赔偿。 

如参展商自行安排展位搭建，则该展位的设计、搭建和安全均由参展商负

责，参展商应该确保其展台的设计以及搭建符合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的安全

须知以及规定，同时遵守安全技术部门的条款。 

展位内的展示介绍必须确保不会对周边展位产生视觉或声音影响。此外，

不能阻塞公共通道和周边展位地面部分。展位在展会开放时间内必须有工作

人员在场并摆放展品；所有须运行的展品将接受德国技术部门的安全运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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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未得到技术部门同意的情况下不允许开机运行；未登记过的产品不允许

开机运行。如有参展商违规，组织单位有权禁止该展示。若遇反复违规，组织

单位有权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终止参展合同，并立即生效，该参展商所付参展费

不予退还。 

组织单位有权移走违反竞争法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或是展会展品范围之

外的展品。 

禁止列出针对供应商以及顾客的展品价格细节或进行针对该展品的销售

行为。 

禁止在展会现场进行零售或现金销售活动（直接销售）以及提供付费服务

的行为。如遇特殊情况，参见参展特定条款。 

参展商只能在自己的展位上进行洽谈与接待活动。 

在展会开放期间内，对于提前撤展的参展商，组织单位将收取 20%的参展

费用（最少人民币 10，000元）作为罚金。 

5．分展商 

只有在注册材料中清楚地批准成为分展商，多家公司才可共用一个展位。

参展商必须填写申请表格中关于分展商的表格支付相应款项，并获得组织单

位的书面许可后方可使用展位。 

6．支付条款 

参展商必须在付款截止日期之前支付款项（请见第一部分参展特定条款）。

于开展之前完成所有必须款项之全额支付是使用展位、获得进馆证和录入展

览会会刊的先决条件。 

参展商必须向组织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全额支付总金额。全部款项必须全

额汇入付款通知中的指定帐号。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款的，组织单位或其代理

机构有权要求参展商支付滞纳金。若出现不履行付款义务的参展商，组织单位

有权终止参展合同。 

参展商只能针对应付参展费用、服务费用及其他无可置疑且具有法律效

应的、产生于合同关系的索赔进行反索赔。如果参展商没有履行付款义务，组

织单位可以保留其展品和展位内设备并有权拍卖或销售其展品。拍卖或销售

展品所得收入在扣除拍卖或销售环节发生的费用后将被用来抵消参展商所欠

款项。 

7．保留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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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服务都在能力范围内提供。 

组织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例如罢工，不可抗力，参展商数量不足）延

迟、缩减、临时取消整个或部分展览会。若完全或部分延迟或缩减展览会，则

合同适用于新的展期，除非参展商在被告之调整后的两星期内以书面形式提

出异议。已确定的费用将不予任何折扣，而参展商由于信任展会运作而发生的

费用也不予补偿。 

在合理的特殊情况下，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保留展会重新排期、变更开展

地点、提前结束展会、缩短展期、展会终止和关闭部分场地及完全取消展会的

权利。导致采取上述措施的特殊情况指：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如按照原计划进

行或继续进行展会将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不可抗力和政

府监管机构指令等。 

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组织单位在展会开展前一个月内取消整个展会，参展

商须支付整体参展费用的 25%作为先期准备和预付成本的补偿。展会取消之

后，组织单位或其代理机构不再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和职责。 

由于上述外在原因导致组织单位须对展会重新排期、变更开展地点和缩

短展会时间的，参展商须接受新的合同条款。对于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条款的，

参展商须在组织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发布变更通知后的两周内书面表达终止合

同的意愿，并须支付整体参展费用的 25%作为先期准备和预付成本的补偿。 

备注：如果由于上述外在原因导致展览会线下实体展取消，则展览会可能

会改为纯线上数字展形式举办。参展商可改为报名数字展，详见线上数字展参

展条款。 

由于商业原因导致组织单位取消展会的，组织单位须退回参展商已付展

位费和尚未发生的服务费用。 

8．免责条款 

组织单位对产品和展位装置的损坏不负责任，也不承担由雇员和其他代

表所引起的损坏的任何责任，但由于恶意或严重疏忽情况下造成的损坏除外。

这些排他责任也适用于展位装置或展品根据留置权由组织单位看管的情况。

这些排他责任不会因展馆安全措施而削弱。 

对于租赁、展位面积分配、展位搭建和设计确认或会刊录入方面的错误或

失误，以及对于展位面积调整或其他服务不足之处导致的不利，在没有及时得

到参展商书面异议的情况下，组织单位免除任何降低费用的要求，同时也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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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所受不利和损失的任何责任。除非是由组织单位员工的恶意破坏或严

重疏忽所造成的情况。 

组织单位建议参展商自行安排运输和展览保险。具体服务参展商可参照

“展商服务手册”。 

若参展商因延误签证办理时间而造成预约签证时间过晚无法办理签证，

或因自身原因被使馆拒签，导致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组织单位不承担责任，

无义务赔偿损失。 

9．提前终止参展合同和修改参展合同 

在参展商办理参展申请手续后，即使组织单位同意其完全或部分撤消参

展，参展商仍须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条款如下： 

l 在 2022 年 4月 1日至 2022 年 4月 24日前撤消（包含 2022 年 4月 24

日）：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参展费用的 25%； 

l 在 2022 年 4月 25日至 2022 年 5月 8日前撤消（包含 2022 年 5月 8

日）：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参展费用的 50%； 

l 在 2022 年 5月 9日及之后撤消：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参展费用的 100%。 

l 在参展商办理参展申请手续后，即使组织单位同意其缩小参展面积，或

由标准展位改为光地，参展商仍须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条款如下： 

l 2022 年 4月 1日至 2022 年 4月 24日前修改参展合同（包含 2022 年 4

月 24日）：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参展面积差额费用的 5%； 

l 在 2022 年 4月 25日至 2022 年 5月 8日前修改参展合同（包含 2022 年

5月 8日）：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参展面积差额费用的 10%； 

l 在 2022 年 5月 9日及之后修改参展合同：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参展费用

的 20%。 

10．关于数据保护及授权使用 

依照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2016/679 的相关规定，参展商同意主办方或

组织方使用其在报名时及后续服务中提交的各类公司或个人信息（亦包括其

委托的第三方如供应商等公司的信息），及在参展期间拍摄的相关照片及视频。

此外，经主办方授权的公司或个人亦可以处理这些数据及影像资料，以便开展

相应的展会行政、技术、安全和管理工作。参展商同意主办方或组织方在信息

传递、商业营销等活动中使用其影像资料，资料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印刷品、

杂志、广告、演示文稿、视频片、电视片、网站、社交媒体等。参展商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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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和地址，可被用于接受主办方提供的展会及服务的相关资讯或同类型活

动及服务的资讯。参展商有权拒收或退订相关的资讯。 

11．补充条款 

参展合同的组成部分包括：展览馆使用规章制度、正式展品目录以及在展

会开始前派发给参展商的组织单位信息、参展条款、参展商服务手册、技术及

其他规则。 

12．索赔、手续、执行地点和裁决地点 

参展商向组织单位提出的索赔必须以书面形式。从展览会结束日起的六

个月内提出的索赔被视为有效。 

本条款或其他补充规定以外的协议必须是书面形式，有签字的传真件亦

可。参展报名表和参展条款是由组织单位与参展商签订，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执行中有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使用语言为中文。 

注：本展会参展申请表传真件及复印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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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参展规则说明 

https://www.hk.messefrankfurt.com/ 

1．报名参展联络 

本展览会为德国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MesseFrankfurtExhibitionGmbH）

旗下品牌展览会。 

中国大陆参展报名受理单位：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MesseFrankfurt（HK）Ltd.） 

咨询联络单位：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北京分公司 

电话：+864006138585 

电子邮件：info@china.messefrankfurt.com 

2．递交参展申请表 

2.1请务必如实、准确、完整地填写参展申请表；该表原件经签字、盖章，

在报名截止日期前递交至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或其北京分公司，方

为有效。 

2.2申请表中填写的所有产品，以及派往展览会现场的参展人员，都必须

完全从属于申请参展的公司。 

2.3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或其北京分公司将以书面形式确认收

到参展申请表，但这并不代表确认申请者的最终参展。最终参展将以《参展确

认函》为准。 

2.4 如申请者在递交申请表后希望取消参展，将按照如下规则操作提出取

消的时间须支付的费用：截止日期前 375 欧元；展览会开幕 3 个月前全部参

展费用的 50％；展览会开幕 3个月内全部参展费用的 100％。 

3．展位分配 

3.1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将按照参展申请表中所列参展产品名

称及比例分配相应专业馆展位。 

3.2 每个展位的最小面积不得小于 9 平方米；最小开口面不得小于 3 米。 

3.3 如遇特殊原因，即使在发出参展确认后，主办单位及法兰克福展览（香

港）有限公司仍有权改变展位的形状及位置。 

4．具有法律效力的参展确认 

4.1 接受参展申请后，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将向申请者发出《参

https://www.hk.messefrankfurt.com/
mailto:info@china.messefrankfurt.com%23td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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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确认函》，详细描述申请者获得的展位的具体信息。参展申请者即被确认为

正式参展企业。《参展确认函》被视为具有参展合同性质的法律效力，对于参

展企业及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同时具有约束力。 

4.2《参展确认函》中确认的展位仅限于参展企业使用。将确认的展位部

分或全部的转让给第三方、在确认的展位内摆放或演示涉及第三方的产品或

内容，或者委托第三方人员为代表在确认的展位内参展，都会被视为严重违反

主办单位的规定。一旦发生上述情况，主办单位有权中止参展企业的参展行为。

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4.3 如参展企业希望更改其参展申请表中填写的欲展出的产品，应在展览

会开幕前至少 2个月前通知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以便做出相应的

调整；如参展企业没有得到允许擅自更改了展品范围，主办单位有权中止该企

业的参展行为。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5．付款条件 

5.1发出《参展确认函》的同时，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将为参

展企业开据并寄出展位费用发票原件。参展企业须按照发票所列金额及币种，

在截止日期前支付发票所列费用，即将款项汇至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

司账号，并将汇款底单传真至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或其北京分公司。 

5.2此发票原件为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为参展企业开据的、供

财务部门使用的、有关参展费用的唯一正式发票，如有遗失无法补开。因此请

务必妥善保管。 

5.3因汇款产生的银行手续费由参展企业承担。如因银行扣除手续费导致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收到的款项金额少于发票所列，参展企业应补

足不足部分。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无法为补足银行手续费另外开据

发票。 

5.4参展企业支付展位费用的时间以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收到

汇款时间为准。如在发票上注明的截止日期前未收到有关费用，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有限公司有权中止其参展行为，并将其展位另行分配。由此引起的一

切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5.5 如参展企业的参展行为产生其它额外费用，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

限公司将开据相应发票。上述条款（5.1 至 5.4）同样适用。 

6．《参展企业名录》的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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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每一家参展企业的基本信息都必须登录入展览会主办单位编制的《参

展企业名录》中，所产生的费用由参展企业承担。具体刊登内容及有关费用请

参见每个展览会的参展申请资料或《参展指南》。 

6.2 如参展企业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未递交登录入《参展企业名录》的有

关资料，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会将参展企业参展申请表中的信息登

录入《参展企业名录》。有关费用由参展企业承担。 

6.3主办单位及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将完全按照企业提交的资

料进行名录刊登，没有义务对提交的资料进行任何修改。因此请慎重填写所有

相关资料。 

7．展览会时间 

7.1展览会举办日期、每日开放时间等信息在参展申请表中说明。 

7.2 如遇特殊情况，主办单位有权更改其旗下品牌展览会的举办日期、举

办地点、举办天数以及每日开放时间等。如发生上述更改，之前由主办单位或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签发的具有参展合同性质法律效力的文书将适

用于新的举办日期、举办地点、举办天数以及每日开放时间等。因上述更改造

成的损失，主办单位或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均无法承担任何相关责

任。 

7.3 如由于主办单位自身之外的原因以及不可抗力导致展览会取消，法兰

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将发出正式通知。参展企业在收到正式通知后可以

提出取消参展。主办单位将依据以下网址中的详细条款提供解决方案： 

https：//www.hk.messefrankfurt.com/hongkong/zh-cn/generalterms-and-cond

itions.html 

8．展位的使用 

8.1无论参展企业因何种原因在报名和得到展位确认后不能参加有关展览

会，主办单位或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均有权将展位再分配给其他企

业。如该展位最终无法再分配，有关该展位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该参展企业承

担。 

8.2 如已经确认的展位在展览会开幕前一天 18：00前未经装修或使用，或

展位内摆放的产品与《参展确认函》中注明的产品不符，条款 8.1 同样适用。 

8.3参展企业的参展人员不得在展览会结束前（观众停止入场时间前）撤

离展位，或清除展位内的产品。否则主办单位或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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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权拒绝该参展企业以后的参展申请。 

9．展览品 

9.1参展企业在展位内展出的产品必须在《参展确认函》中注明的产品范

畴之内。展出的产品不得用于交换其它展览品。 

9.2展出的产品应为全新的产品。只有在得到主办单位的许可后，参展企

业才可以在展位内现场制作产品。如需演示或试运行机器、电器、操作平台或

仪器设备等，参展企业必须遵守主办单位颁布的所有有关规定。 

9.3 如不符合有关规定，主办单位有权立即制止任何违规的演示或展出行

为。 

10．现场销售活动 

10.1 禁止在展位内、展品上、《参展企业名录》中或展览会内的广告中以

任何形式标识产品的价格。 

10.2 禁止在展览会内零售（包括现金形式）任何物品，包括展览品、食品、

饮料等，尤其在展览会最后一天。在展览会完全结束之后方可将展览品赠送给

客户。 

10.3 如违反上述 10.1、10.2 条款，主办单位有权立即封闭有关展位，并拒

绝有关企业以后继续参展。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10.4主办单位有权在展览中心之内及其出口处，进行任何必要的检查，包

括人身检查及其携带物品的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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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国包装协会的展会知识产权规则 

https://www.retailpackaging.org/aws/RPA/pt/sp/home_page 

1．展会赞助和管理：本次会议由零售包装协会（RPA）筹办，是该协会

的成果。RPA将提供所有展会管理，并发布所有展会政策。每个准参展商都必

须签署使用空间的申请书和合同。通过这样声明其同意规则和条例，这些规则

和条例是申请和合同的一部分。 

2．名额分配和遴选程序：空间分配先到先得，以收到付款或定购单的时

间为准。如果参展商要求的所有展位都已分配完毕，PRA 将从可用空间中分

配展位，并且需参展商同意接受该分配。RPA 保留优先考虑赞助商和上届参

展商的权利。 

3．取消或撤展：参展商在下列条件下会被取消参加或退出展会。 

（a）参展商将其取消或退出展会的意向以书面形式通知 RPA。 

（b）退款规定：展会前 3个月取消参展的费用全额退还。3个月至 30天

前退还 50%的费用。展会前 29 天或不足 29 天取消演出的费用不予退还。如

果参展商取消参展，RPA 将有权出于自身方便而使用该展位，包括将该展位

出售给其他参展商，且不会向被取消的参展商提供任何回扣或补贴。RPA 对

在节目、新闻稿或其他材料中包含被取消参展商的名称或产品描述不承担任

何责任。 

4．默认占用：任何参展商如未能在展会当天上午 9：00 之前占用已签约

但未取消的展位，则有义务支付该展位的全部费用。在此情况下，RPA 将有

权出于自身便利使用该展位，包括将该展位出售给其他参展商，且不会向违约

参展商提供任何回扣或补贴。RPA对在展会日程、宣传册、新闻稿或其他材料

中包含违约参展商的名称或其产品描述不承担任何责任。 

5．建筑物占用：如果由于罢工、停工、禁令、战争、天灾、任何政府机

构或 RPA 宣布的紧急状态或任何其他原因，导致酒店场所被破坏或损坏，或

展会未能如期举行、中断和/或中止，或无法进入酒店场所，RPA 可终止本合

同。在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参展商放弃任何及所有损害赔偿和索赔要求，并同

意 RPA的唯一责任是退还每个参展商的展位费，并扣除 RPA按比例承担的所

有成本和费用。 

6．服务机构：在任何情况下，RPA都不对参展商获得的任何承包商、分

包商或其雇员的行为负责。RPA对承包商的失职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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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桌面展品布置：所有参展商在布置其展品时，应仅使用合同规定的桌

面展区，并承认其他参展商和参观者的权利，同时符合 RPA制定的整体模式。

外观：参展商有责任保持适当的展示。参展商必须安排在展会期间清除过量的

垃圾或废弃物。防火规定：所有材料必须防火。储存：参展商应在其展示空间

内或与运输公司一起提供存储空间。RPA不负责参展商材料或设备的存放。 

8．音乐许可：RPA不负责为参展商获取音乐许可协议。如果展览或展示

的任何部分包括使用现场或录制的音乐，则需要支付许可费。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拨打以下免费电话：American Society of Authors and Composers（美国作

家和作曲家协会），电话：1.800.627.9805 或 Broadcast Music Inc.，电话：

1.800.669.4264。 

9．运送和拆除：在任何情况下，未经 RPA 书面许可，不得在展会期间

运送或拆除展品的任何部分。 

10．材料处理：RPA将为在 Tropicana酒店举行的 RPA 年度会议和展示会

指定一家官方展览服务承包商。官方服务承包商是物料搬运、桌面展品布置和

其他服务的独家供应商。我们将向每个签约参展商提供一份参展商资料包，其

中包含具体细节。 

11．安全、消防和卫生：参展商必须遵守有关设备安装和操作的安全、消

防和卫生条例。所有陈列品、展览材料和设备的位置必须合理，并有安全防护

装置和防火保护，以防止火灾危险和事故的发生。 

12．建筑物的维护：参展商不得允许将任何物品带入 Tropicana酒店，也

不得允许在 Tropicana 酒店内进行任何会增加保费或使 RPA 所持保单失效的

行为。参展商不得允许其雇员以任何方式损坏或玷污展馆。参展商必须以与开

始占用时相同的状态交还所占用的场地。参展商对场地造成的任何损坏应按

其利益向 RPA或 Tropicana酒店赔偿。 

13．安全：RPA和展览设施将采取预防措施，通过定期的周边警卫服务来

保护参展商的财产。但是，RPA对参展商财产因盗窃、火灾、事故或任何其他

原因造成的损坏或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参展商应为自己的展品和展示材料

投保。RPA 对展会参观者、参展商或参展商的其他代理人或雇员可能遭受的

任何伤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14．参展商象征：参展人员必须注册登记。 

15．责任：如果 RPA 要对某一参展商的行为或不作为可能导致的任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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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承担责任，该参展商应偿还 RPA 并使 RPA免于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 

16．赔偿：参展商对在酒店场所内造成的人身伤害或参展商的展品、设备

或其它财产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和赔偿义务，并同意对因使用酒店场所而造成

的所有索赔或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包括因 RPA 或酒店或其所有者、

仆人、代理人和雇员的疏忽而造成的任何责任，对 RPA、酒店及其所有者、仆

人、代理人和雇员进行赔偿、辩护并使其免受损害。 

17．保险：参展商了解，RPA 和酒店均不为参展商的财产或收入损失投

保，参展商须自行负责购买此类保险。 

18．总则：合同、规则和条例未涵盖的所有事项和问题均由 RPA 展览经

理决定。RPA 可随时对合同、规则和条例进行修改，所有可能进行的修改或补

充应与原始合同、规则和条例一样对所有受影响方具有同等约束力。 

19．招待套间和会议：参展商招待套间和会议不得与任何已安排的大会活

动冲突。参展商招待套间必须事先获得 RPA批准。RPA必须向酒店提供其批

准，方可发放招待套间；未获得 RPA批准的参展商公司将不会获得此批准。 

20．拒绝权：RPA有权以任何理由拒绝为任何申请者提供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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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印度尼西亚展会规则（节选） 

https://www.pamerindo.com/ 

1．职权范围 

在这些条款和条件中，应适用以下定义： 

「申请表」是指申请表格的页。 

「合约」指主办单位接受参展商根据本条款及细则及申请表参加展览的

要约后，参展商与主办单位订立的合约。 

「展览」是指申请表上注明的展览。 

「展览中心」指申请表中指定的中心或主办单位根据第 4 条可能选择的

其他场地。 

「展览中心营运商」指展览中心目前的拥有人/东主/营运商/管理人。 

「展览空间」指主办单位根据本条款及细则许可参展商为展览目的而于

展览中心内的任何空间。 

「展览官方名录」指主办单位或联营公司公布的展会官方名录。 

「参展商」须包括申请表中描述的人士及其所有雇员及代理人，亦须包括

参展商获准的分牌持有人。 

「参展商手册」指主办单位向参展商提供的手册，其中载有有关展览及展

览空间及其他事宜的资料（经不时修订）。 

「费用」指使用展览空间应付的金额（详见申请表）。 

「主办机构」指申请表上指定为展览主办单位的人士。 

「代表」指参展商的雇员、雇员、代理人、承包商、分包商及所有其他代

表。 

「规则及规例」指展览中心营运商目前适用于展览中心参展商的规则及

规例。 

2．规章制度和参展商手册 

参展商须并应促使其代表遵守规则及规例。 

参展商须并应促使其代表遵守参展商手册。 

3．参与申请 

所有参展申请均须提交申请表，申请表须提交主办单位批准，并附上申请

表中列明的展览空间租金的不可退还/不可转让的押金。主办单位保留接受或

拒绝任何申请的权利，而毋须给予任何理由。如主办单位接受非申请表上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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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申请，该接受须受本条款及细则约束，参展商须在主办单位要求的情况下填

妥及提交申请表。 

参展商须与主办单位合作，向其提供其所需的任何合理资料。参展商取消

或减少其预留空间将不予退款。接受参展商的任何付款并不意味着申请成功，

除非直到展位位置已分配。 

4．展览空间的许可和分配 

展览空间仅以非排他性方式授权参展商（与主办单位及主办单位授权的

所有其他人士共同）使用。未经主办单位事先书面同意，参展商不得将分配给

其的展览空间全部或部分分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分管或分享全部或任何部分

展览空间。参展商须确保任何该等获授权分许可人遵守本合约及参展商手册，

并对该等分许可持有人的任何违约行为负责，并须根据第 12 条向主办机构作

出弥偿。如发生未经授权的展位转租，主办单位保留立即取消参展及牌照的权

利，参展商亦无权获得任何退款。 

任何参展商如欲在其展台上使用与其申请表上注明不同的公司名称，必

须于展览开始前最少三个月向主办单位提交有关更改的通知，并附上以下文

件： 

（i）由注册会计师或公司秘书（如参展商为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

文件，以证明只有参展商已更换；或（ii）显示新公司名称属于参展商全资附

属公司的其他文件。 

主办单位可按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分配展览空间，但可考虑接获申请

的先后次序及参展商的业务性质等因素。 

主办单位保留自行决定更改展览地点或地点、展览开放时间、展览期限或

持续时间、展览举办日期的权利，唯修订后的日期须在申请表所列日期后 6个

月内。 

如主办单位更改展览的地点或地点，或展览的举办日期，主办单位将在切

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参展商发出更改通知。 

支架都是按照标准模式竖立的。不允许更改标准模板。展品和展览不应超

过展台墙壁的高度，除非获得主办单位的书面许可。建议所有设计方案均提交

主办单位审批。 

获分配展位的参展商将按照参展商手册中的时间表获得展位服务。这些

计划一式三份，必须在主办单位在参展商手册中指定的时间内提交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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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主办单位保留随时命令更改或拆除任何展位的权利。该等更改及拆除的

费用应完全由参展商承担，参展商可能已支付的任何租金及收费款项将不予

退还。如任何该等更改或移除未在主办单位要求的时间内作出，参展商须承担

风险及费用，参展商须按要求偿还参展商因此造成的所有成本及开支。 

5．展品 

没有正式的送货单或清关文件，任何展品都不得进出展览中心。参展商须

自行安排展品往返展览中心的运输（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所有必要的清关、监管

批准和许可证）以及储存展品和包装材料。任何工作或移动展品的展示必须事

先获得主办单位的书面批准。参展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提供警卫或其他

保护手段，以保护公众免受此类移动或工作展品的伤害。移动或工作展品只能

由参展商授权的人员演示或操作，并且不得在此类人员缺席的情况下运行。 

所有展品和展台家具必须限于展览空间内。参展商不得在展览空间内储

存或允许储存任何危险品（由主办方酌情决定）。 

广告宣传资料只应在参展商自己的展台分发。参展商及/或其员工不得在

指定展位区域之外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展览馆内其他任何地方均不得进行广

告或拉票。 

主办单位保留权利移除任何并非由参展商或其联营公司制作或于申请表

上列明的展品或宣传品，或参展商未获得所需清关、监管批准或牌照的任何展

品，费用及风险由参展商承担。如主办单位发现参展商不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或

规例（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海关、进出口相关法律及规例），可向有关当局报告，

并协助有关当局执行该等法律及规例。参展商须全额弥偿主办单位因参展商

不遵守规定而招致或与之有关的任何损失、成本、开支及法律责任。 

参展商不得在展会上展出任何假冒商品或任何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

的商品（“侵权商品”），或当地法律或法规禁止或限制的任何商品（“违禁

品”），或在制造或生产过程中不符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或任何其他国际标准的任何商品，有关保护濒危物种的法规和

立法，包括但不限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CUN”）发布的标准（“不道德

商品”）。主办单位有权无追索权地实际移除其或任何法院或有关当局认为属

于侵权货品、违禁货品或不道德货品的任何货品、取消参展商的参展权及/或

关闭参展商的展台，且在任何情况下，参展商均无权向主办单位提出财务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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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申索。 

参展商同意应要求弥偿主办单位免受所有申索、损失、法律责任、因参展

商展览任何侵权商品或违禁物品或不道德商品，或第三方因此而招致或代表

主办单位或对主办单位提出的任何种类的收费、法律程序、损害赔偿、判决、

开支、成本（包括法律费用）及任何形式的收费。 

在主办单位指定的展览结束后或本合同提前终止时，所有展品应从展览

空间移走并清除，展览空间应以与最初许可参展商时一样良好和干净的状态

交付给主办单位。 

在主办单位指定移除物料的最后一天后，任何剩余的财产将被视为遗弃，

并可由主办单位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费用由参展商承担。在展览结束前，

不得将任何财产从展览中移走。 

6．付款条件 

在本合同规定的日期前支付费用对于参展商参加展览至关重要。 

如果根据本合同应付的任何款项未在到期日前支付给主办单位（无论是

费用还是其他款项），则主办单位有权从付款到期日起按基本贷款利率的 4%

收取利息，该年利率高于 PT银行基本贷款利率，不时按日累积，每季度复利，

直至付款为止。 

7．展览中心的行为 

在展览期间，只要参展商或其任何代表或展品在展览中心与展览有关，参

展商就应对其代表的良好行为负责，这些代表应受本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并必

须遵守这些条款和条件。 

展览时间详情载于参展商手册或主办单位另行书面通知。在此期间，参展

商应确保：（a）展位空间由参展商的授权人员和/或代表配备足够的人员；（b）

展品均已投入使用及/或展示（视情况而定）；（c）参展商已准备好并能够开

展业务。 

参展商须向主办机构提供至少一名代表的姓名，负责展品的安装、操作及

拆卸，并须确保主办单位在展览开放时间内随时能联络该人士，并在展览期间

的其他时间合理联系该人士。 

参展商须负责取得适当的同意及许可，以使用与展览有关的任何展品或

其他材料的所有知识产权。 

参展商及其代表不得做或允许做任何主办单位合理认为会对任何人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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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健康或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干扰、滋扰、烦扰、不便、损害、危险或风险，

或不符合展览一般标准额或可能构成违反本条款及细则的行为。 

倘若主办单位合理地认为该展品违反本合约的任何条文或在其他方面可

能违法，有害、不尊重和/或可能对任何人造成滋扰，主办单位保留绝对酌情

权随时要求参展商移走（或自行移走）在展览上展出的任何展品（不论是否列

明）。 

未经主办单位事先书面同意，参展商或其代表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录制

任何其他参展商的展览空间或展品的图像。此类禁令包括但不限于拍摄任何

类型的照片、录像或数字记录和/或制作任何图纸或草图或其他物理记录。参

展商及其代表同意按要求向主办单位交出任何可能违反本规则而录制图像的

媒体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胶卷、录像带、素描本、照相手机和数码存储设备。 

如参展商或其代表录制任何影像时违反上述规则，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

或其他权利（为免生疑问，包括录音的权利及广泛权利）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产生（“IPR”）均应无条件地立即归属于主办方，以创建或录制图像。参展

商承诺签署所有契约和文件，并按照主办单位的要求执行所有契约和文件并

做所有事情（并应促使其代表签署所有契约和文件并做所有事情），包括但不

限于在任何媒体上交付图像或其副本。 

参展商同意，对于因参展商违反不记录影像的责任或参展商侵犯第三方

知识产权的行为而招致或代表主办单位或向主办单位提出的任何种类的申索、

法律责任、损失、诉讼、法律程序、损害赔偿、判决、开支、费用（包括法律

费用）及收费，参展商同意按要求弥偿主办单位并使其免受损害。 

参展商确认并同意，主办单位、其雇员及承办商可在出席展览期间拍摄照

片/录像，其中可能包括参展商、参展商代表及其展品的图像。参展商特此同

意并授予主办单位及其关联公司不受限制、永久、全球性、免版税及可转让的

权利及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并授予他人使用）图像的权利，而无须任

何补偿。参展商确认主办机构是图像所有权利的唯一及独家拥有人，并特此放

弃（a）对图像的任何及所有权利，以及（b）参展商及其代表可能就图像或其

使用提出的任何及所有索赔。 

除非相关参展商邀请，否则明确禁止参展商的任何代表参观或试图参观

任何其他参展商的展览空间。 

参展商及其代表必须在展览中心内始终佩戴主办单位指定的识别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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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 18周岁的人士不得担任展位服务员，也不得在展览期间及入住期间进入

展厅。 

参展商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影响展览中心的结构或固定装置。参展商

将按要求向主办机构支付或偿还主办单位及/或其代表对展览中心或固定装置

造成的任何损坏的费用。 

主办单位保留权利拒绝参展商及/或任何参展商代表入场，或要求参展商

及/或任何该等代表离开，如主办单位及/或任何参展商代表的行为违反本规则

及规例、展览中心的任何规则及规例或当地法例及规例。主办单位保留最终意

见。 

主办单位及经主办单位授权或对场地拥有权益的任何其他人士有权在展

览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所有合理时间进入参展商的展位空间，恕不另行通知。 

8．遵守法律 

参展商必须遵守展览举办国家或地区的所有相关法律、规则和规例，并全

权负责遵守和遵守这些法律、规则和规例，并获得参加展览所需的所有同意、

批准、授权等。 

如相关，参展商亦必须遵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以及有关道德屠宰和养护濒危物种的任何其他国际标准、法规和立法，包括但

不限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CUN）发布的标准。 

9．主办单位的隐私政策声明 

主办单位非常重视个人隐私。本声明解释了他们的政策和做法。 

主办单位尊重参展商的隐私，主办单位将尽其合理努力： 

实施电脑、物理及程序保障措施，以合理保障主办机构所收集的个人资料

的安全及保密； 

将收集的个人资料限制在提供更好服务所需的最低限度； 

仅允许经过适当培训的授权员工访问个人数据； 

除非参展商同意、法例或任何执法机构的任何合法要求，或主办单位事先

通知参展商，否则不得向外界披露个人资料。 

（1）资料收集 

为向参展商提供更好的服务及达到下段所述目的，主办单位可在参展商

登记或沟通时收集若干资料。在此过程中，主办单位亦可能收集公司个别联络

人或其雇员的个人资料。如登记表格所述，部分所需资料为必填项，而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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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自愿提供部分资料。如要求提供特定的必填资料，主办单位可能无法提供

所要求的服务。 

参展商可指明所收集的任何个人资料是否应被视为机密。 

主办单位只保留个人资料，直至为达到下一段所述目的所必需。 

（2）资料的使用 

主办单位可使用资料的目的包括： 

处理参展或参观其交易会的申请通过将个人资料纳入其数据库并根据个

人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审计，促进和加强其运营宣传和通知参展商其在印度

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贸易展览会，以及由其附属公司和合资伙伴组织的活动

或交易会。 

分发其公司的刊物和研究材料如有需要，推广其服务或产品，协助法律诉

讼，包括收取逾期款项。 

直接促销主办单位可使用参展商的个人资料，包括其姓名、电邮地址及实

际地址，就推广及受邀参加其在印尼及周边地区的展销会进行直接促销。 

（3）资料的披露/转移 

主办单位将保留保密的个人数据，但可能会将个人数据提供或转移给：他

们的代理人、顾问、审计师、承包商和服务提供商，与其运营或服务有关，以

促进和加强他们的运营，并根据个人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和审计其海外办事处、

附属公司、合资伙伴（亦为展览主办机构）进行直接促销，以推广和邀请其在

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交易会。 

（4）Cookie [适用于在线用户] 

当参展商浏览主办单位的网站时，cookies 可能会储存在参展商的电脑硬

盘内。主办单位使用 cookies来个性化其网站的使用，并运营服务区域。参展

商可以选择不接受 cookies，但如果参展商行使此选择，某些功能可能无法使

用。 

（5）安全 

一般而言，参展商的个人资料是保密的，只有获授权人员才能查阅。以电

子方式存储的个人数据受密码保护。加密技术用于主办方的安全网络区域。主

办单位建议参展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其用户登入名称及密码。主办单位人员

绝不会透过未经请求的电话或电邮向参展商索要用户登入名称及密码。参展

商必须记得在参展商完成与本网站的会话后退出其帐户并关闭浏览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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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须对其用户帐号及密码下发生的所有活动负责。 

（6）超链接 [适用于在线用户] 

其网站可能包含指向外部网站的链接，包括会员、第三方和“联合品牌”网

站。与外部网站的链接并不意味着主办单位对该等网站（或其提供的任何产品

或服务）的任何认可，或对其中提供的任何信息的任何保证或担保。主办单位

对提供链接的任何外部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本隐私政策不适用于任

何此类网站。请参阅其他网站的隐私政策。 

（7）变更 

本私隐政策声明的任何更改将于 http://www.pamerindo.com/日发布，并于

发布日期立即生效。 

（8）向海外转移资料 

主办单位一般会将参展商的个人资料保存在印尼的服务器上。然而，主办

单位可将其转至其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外办事处或上文第（3）段所列的任

何人员，该等人士可能位于其他地方。 

（9）参展商的同意及权利 

透过勾选以下适当方格或在下列提供的空间签署，即表示参展商同意收

集及使用本声明所述的个人资料，包括使用及提供其个人资料作直接促销用

途。 

个人有权： 

检查主办单位是否持有参展商的个人资料，并查阅该等资料，以要求主办

单位更正不准确的资料，以确定主办单位有关个人资料及其持有的个人资料

种类的政策及做法。 

请将访问或更正数据、停止通信以及问题或投诉的请求发送至： 

PT.PamerindoIndonesia  MenaraJamsostek，MenaraUtara，Lantai12，UnitTA-

12-04.Jl.Jend.加托特·苏布罗托 No.38。雅加达 12710–印度尼西亚电话：

+62212525320|传真：+62212525032|网站：http://www.pamerindo.com/. 

主办单位可就处理查阅资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费用。 

这些条款和条件以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制定。两篇文章同样具有原创性。

如果英文文本与印度尼西亚文本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或不同的解释，则相关

的印度尼西亚文本应被视为自动修改，以符合并使其与相关英语文本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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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般条款 

参展商无权将参展商在本合同下产生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或委托给第

三方（根据《参展商手册》聘用的官方承包商除外）。主办单位有权转让本合

约的利益（但须承担责任），而毋须通知参展商或征得参展商同意。 

任何一方根据本合同要求或允许向另一方发出的任何通知均应采用书面

形式，并可亲自或通过快递或电子邮件发送至另一方的注册地址或不时书面

通知的其他地址。如果通过快递发出，则该通知将被视为在邮寄后三个工作日

送达，并且包含通知的信封已正确发送并预付的证明应作为送达的充分证据。

亲自或通过电子邮件传输发出的通知应视为立即送达，前提是在电子邮件传

输的情况下，发件人不应收到自动传递失败响应。 

主办机构对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本条款及细则项下的任何权利或

参展商手册之条文的弃权，除非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经主办单位任何董事签署，

否则均不具效力。主办单位的权利不会因给予参展商的任何让步、放纵或宽容

而受到损害或限制。 

主办单位或代表主办单位放弃参展商的任何违约行为或任何付款责任，

不得分别视为放弃任何其他或随后的违约行为或其他付款责任。 

除本条款及细则或参展商手册明确规定外，本条款及细则或参展商手册

的任何条文所赋予的任何补救措施均无意排除任何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每一

项补救措施均应是累积的，并应作为根据本协议或现在或以后在法律或衡平

法或法规或其他方面存在的所有其他补救措施的补充。 

本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于其所包含的遵守其他文件的条款及避免主

办单位违反其他文件的责任）连同参展商手册及申请表，取代双方先前达成的

所有协议、谈判及讨论。参展商不得依赖主办单位或代表主办单位在参加展览

前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附属合同或其他保证（本条款及细则及参展商手册

中载明的除外），且参展商放弃除本段外就任何该等陈述可能享有的所有权利

和补救措施，保证、附属合同或其他保证，但本段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限制或

排除任何欺诈责任。 

对于这些条款和条件，时间至关重要。 

本条款和条件中的标题仅供参考。 

本合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在主办单位与参展商之间建立业主和租户的关

系，或给予参展商展览空间的任何遗产或权益，但非排他性许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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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和条件的每个条款、段落和子段中包含的规定应独立于其他条款、

段落和分段执行，如果其他任何条款无效，其有效性不受影响。如果这些规定

中的任何一项无效，但如果删除该规定的某些部分，则该规定应适用，并作必

要的修改以使其有效。 

如本条款及细则与参展商手册有任何抵触，如有任何该等不一致之处，概

以本条款及细则为准。 

11．适用法律和管辖权 

本合同受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管辖，并在所有方面均根据其解释。 

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包括有关其存在、有效性或终

止的任何问题，均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根据“新加坡国际

仲裁中心仲裁规”（“SIAC规则”）进行仲裁并最终解决，规则被视为通过

引用纳入本第 16 条。 

仲裁地为新加坡。 

仲裁庭由 1 名仲裁员组成。 

仲裁语言为英语。 

12．补充条款  

尽管有第 3 条的规定，主办单位保留权利在本条款和条件、参展商手册或

规则及规例的合理范围内发布补充规例或指示，以确保展览的顺利进行。任何

额外的书面规定或指示将被视为构成本条款及细则的一部分，并对参展商具

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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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网站 

德国 

STAUDTIPLAW 
Donaustr.7, 85049Ingolstadt, GERM

ANY 
+49841993391-0 

office@staudt-i

plaw.com 

http：//www.staudt-ipl

aw.com/ 

HUASUNPatent-undRechtsan

wälte 

Friedrichstr.33, 80801Munich, Germ

any 
+49（0）-89-3838-0170 info@huasun.de 

http：//www.huasun.de

/ 

Dennemeyer&AssociatesS.A. 
RuedesBruyeres55HowaldL-1274Lux

embourg 
+3524998411 

rfichter@denne

meyerip.com 

http：//www.dennemey

erip.com/ 

KanzleiDr.Zhao 
Dammtorstr.20, 20354Hamburg,Germ

any 
+494055613789 

info@drzhao-la

w.de 

https：//drzhao-law.de/

kontakt-cn/ 

俄罗斯 

Gorodissky&Partners 
B.SpasskayaStr., 25, stroenie3, Mosc

ow129010, Russia 
+74959376116 

pat@gorodissk

y.ru 

http：//www.gorodissk

y.com/ 

AGENCYTRIAROBIT P.O.Box22, LV-1010, Riga, Latvia +37167320300 
info@triarobit.c

om 

http：//www.triarobit.e

u/ 

INEUREKA 
Strastnoyblvd.4/3, bldg.3, office96, 

Moscow125009, Russia 

+7-495-6506866/629793

2 

org@ineureka.r

u 

http：//www.ineureka.r

u/ 

MIKHAILYUK，SOROKOLA

T&PARTNERS 

13, BolshayaDekabrskayaStr., Suite7,

 123022, Moscow 
+7（495）7816603 

office@mps-pat

ent.ru 
http：//mps-patent.ru/ 

泰国 
SomphobTaxandLawOfficeLi

mited 

SilomComplex, 17thFloor, Unit1,191

SilomRoad, Bangkok, Thailand, 10

500 

+66026321051 
somphob@som

phoblaw.co.th 

www.somphoblaw.co.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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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网站 

美国 

GreerBurns&CrainLtd 
300SouthWackerDrive, Suite2500, C

hicago Illinois60606 
+312-360-0080  http：//gbc.law 

GreerBurns&CrainLtd 
12636HighBluffDrive, Suite400, Sa

n Diego, California92130 
+858-724-2145  http：//gbc.law 

EpsteinDrangelLLP 
OneGrandCentralPlace60East42nd Str

eet, Suite2520NewYork, NY10165 
+（212）2925390  

https：//ipcounselors.c

om/ 

STEPTOE&JOHNSONLLP 
1330ConnecticutAvenue, NW, Washi

ngton, DC 20036 
+1-2024293000  www.steptoe.com 

越南 

AGELESSIPATTORNEYS&

CONSULTANTS 

11th Fl., TowerC, HoGuomPlaza,No.

102TranPhuRoad, HaDong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24）-35575599 
ageless@ageles

s.vn 

http：//ageless.com.vn

/ 

ANNAMIP&LAW 
No.10, Lane34, AuCoStreet, TayHo

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24）37186216 

mail@annamla

w.com.vn 

http：//www.annamlaw.

com/ 

WINCOPatentTrademark&Co

pyrightLawFirm 

343DoiCanStreet, BaDinhDistrict, H

anoi, Vietnam 
+（84-4）37628199 winco@fpt.vn 

http：//www.wincolaw.

com/ 

BROSS&PARTNERS 

Unit1602A, 16thFloor, CharmVitTow

er 117TranDuyHungStr., CauGiay, H

anoi, Vietnam 

+（84-24）35553466 vinh@bross.vn http：//www.bross.vn/ 

中国 

香港 
高露云律师行 

PRINCE'SBUILDING, 6THFLOOR, 

CHATERROAD, CENTRAL, HON

GKONG 

+（852）25246011 
iprop@wilgrist.

com 

http：//www.wilgrist.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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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网站 

泰德威律师事务所 
17thFloor, TowerOneLippoCentre, 8

9Queensway, Admiralty, HongKong 
+852-2573-5000 

webenquiry@ta

nnerdewitt.com 

http：//www.tannerdew

itt.com/ 

Sullivan&CromwellLLP 
28thFloor9Queen'sRoadCentralHongK

ong 
+852-2826-8688 

weic@sullcrom.

com 

http：//www.sullcrom.

com/ 

Wilkinson&Grist 

NCE'SBUILDING, 6THFLOOR,CH

ATERROAD, CENTRAL, HONGK

ONG 

 
iprop@wilgrist.

com 

http：//www.wilgrist.c

om/ 

港联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香港九龙土瓜湾旭日街 15 号顺炜工

业大厦 10 楼 A 室 
+852-96209626 info@kwip.cn http：//www.kwip.cn/ 

法国 

CabinetSzilvasi 4, ruedeRomeParis75008France +33158222040 
mail@cabinet-s

zilvasi.com 
 

法国德尚律师事务所 6, rueDuret, 75116Paris, France +33153675043 
Chinadesk@dsa

vocats.com 
 

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 15ruedeLaborde, 75008Paris-France +33（0）140756000 info@gide.com  

IPSIDE 
6, ImpasseMichelLabrousseToulouse3

1100France 
+33（0）531500022 

contact@ipside.

com 
 

巴西 
EXCELPATENTS&TRADE

MARKS 

Rua RaposoTavares, 88, cj205-Broo

klin CEP.: 04704-110-SaoPaulo-SP-

Brazil 

+（5511）4717-1313 
excel@excelma

rcas.com.br 

http：//www.excelmarc

as.c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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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网站 

BicudoTrademark&Patents 
RuaMichigan, 55-SaoPaulo（SP）045

66-000Brazil 
+55115092-4298 

jane@bicudo.co

m.br 

http：//www.bicudo.co

m.br/ 

Aguiar&Companhia 

Av.PresidenteVargas, 583-Grupo1101

CEP20071-003-Centro, RiodeJaneiro,

 RJ-Brazil 

+（5521）2224-1968 
aguiar@aguiar-

cia.com.br 

http：//www.aguiar-cia.

com.br/ 

印度尼

西亚 

LUMENTA，SITORUS&PAR

TNERS 

GrahaSimatupangTower2C, 3rdFloorJ

l.T.B.SimatupangKav.38, JatiPadang, 

PasarMinggu, DKIJakarta 

+62-821-3558-4002 
lsp-ip@rad.net.i

d 

http：//www.lsp-lawof

fice.co.id/ 

日本 

WASHIDA&ASSOCIATES

鹫田国际特许事务所 

日本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 1-23-7 新

宿 FirstWestBuilding8F 
+81353264300 

washida-ip@wa

shida-pat.co.jp 

http：//www.washida-p

at.co.jp/ 

SonodaandKobayashiIntellect

ualPropertyLaw 

ShinjukuMitsuiBuilding34thfloor2-1-1

Nishi-Shinjuku, Shinjuku-ku, Tokyo, 

Japan 

+81-3-5339-1093  
https：//www.patents.j

p/zh-hans/our-office/ 

长岛・大野・常松律师事务

所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2 丁目 7 番 2

号 JP 大厦（前台位于 36 层） 
+81-3-6889-7000  

https：//www.noandt.c

om/zh-hans/ 

坂本国际特许商标事务所 
东京都新宿区四谷 2 丁目 13 番地 

大和屋大厦 
+81-3-5919-3041 

info@sakamoto

pat.com 

https：//www.sakamot

opat.com/ 

河野专利事务所 大阪市中央区釣鍾町 2-4-3 +8166944-4141  https：//kn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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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亚洲 

日本 

驻日本大使馆 东京都港区元麻布3-4-33 +81-3-3403-3388 lsb@china-embassy.or.jp 

驻大阪总领事馆 大阪市西区韧本町3-9-2 +81-6-6445-9481 chinaconsul_osa_jp@mfa.gov.cn 

驻札幌总领事馆 札幌市中央区南十三条23-5-1 +81-11-563-5563 chinaconsul_sap_jp@mfa.gov.cn 

驻福冈总领事馆 福冈市中央区地行滨1-3-3 +81-92-713-1121 chinaconsul_fuk_jp@mfa.gov.cn 

驻长崎总领事馆 长崎市桥口町10-35 +81-95-849-3311 chinaconsul_nag_jp@mfa.gov.cn 

驻名古屋总领事馆 名古屋市东区东樱2-8-37 +81-52-932-1098 chinaemb_@mfa.gov.cn 

驻新潟总领事馆 新潟市中央区西大畑町5220-18 +81-25-228-8888 chinaconsul_nii_jp@mfa.gov.cn 

印度尼

西亚 

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

馆 

JL. MEGAKUNINGANNO. 2JAKARTASELATAN129

50INDONESIA 
+62-21-5761049 chinaemb_id@mfa.gov.cn 

驻泗水总领事馆 JalanMayjend. SungkonoKav. B1/105, Surabaya +62-31-5675825 chinaconsul_sur@mfa.gov.cn 

驻棉兰总领事馆 
JalanWalikotaNo. 9, Medan20152 

+62-61-4571232 
chinaconsul_mdn_id@mfa.gov.c

n 

驻登巴萨总领事馆 
Jalan. TukadBadung8X, Renon, DenpasarSelatan, Kot

aDenpasar, Bali80226Indonesia 
+62-36-1239001 chinaconsul_dps_id@mfa.gov.cn 

马来西

亚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229, JALANAMPANG, 50450KUALALUMPUR, MA

LAYSIA +603-21636853 chinaemb_my@mfa.gov.cn 

驻古晋总领事馆 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市王长水路10段276号 +60-82240344 consulate_kuching@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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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驻哥打基纳巴卢总领事馆 
PalmCourt, Lot7, No3, VIPLot, LorongPokokPalmaRa

jah, JalanLintas, 88000KotaKinabalu, Sabah, Malaysia 
+60-88385481 chinaconsul_kk_my@mfa.gov.cn 

驻槟城总领事馆 
28B&C, JalanTunkuAbdulRahman10350GeorgeTown, 

Penang, Malaysia 
+60-42189795 consulate_penang@mfa.gov.cn 

韩国 

驻大韩民国大使馆 

大韩民国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2街27号2GIL27,MYEO

NG-DONG, JUNG-GU, SEOUL, THEREPUBLIC

OFKOREA 

+82-22-7381038 chinaemb_kr@mfa.gov.cn 

驻济州总领事馆 
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道南洞568-1番地（568-1, 

Donam-dong, Jeju-si, Jeju-do, R.O.Korea） 
+82-64-7228802 

chinaconsul_jeju_kor@mfa.gov.

cn 

驻光州总领事馆 
韩国光州广域市南区月山洞919-6番地（919-6, Wolsa

n-dong, Nam-gu, Gwangju, SouthKorea） 
+82-62-3858873 chinaemb_kr@mfa.gov.cn 

驻釜山总领事馆 
韩国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佑2洞1418番地1418, U-2D

ONG, HAEUNDAE, BUSAN, KOREA 
+82-51-743-7985 chinaconsul_bu_kr@mfa.gov.cn 

泰国 

驻泰王国大使馆 
57RACHADAPISAKEROADHUAYKWANG, BANG

KOK10310, THAILAND 
+66-2-2457044 chinaemb_th@mfa.gov.cn 

驻孔敬总领事馆 

孔敬府直辖县环湖路2组142/44号（142/44Moo2,Rob-B

uengRd., Nai-Muang, Muang, KhonKaen, Thailand4

0000） 

+66-43-226873 khonkaen@csm.mfa.gov.cn 

驻清迈总领事馆 
泰国清迈昌罗路111号（No.111, CHANGLOROAD, C

HIANGMAI50000, THAILAND） 
+66-53-276125 chiangmai@csm.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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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驻宋卡总领事馆 
NO.9, SADAOROAD, AMPURMUANG, SONGKHL

A 
+66-74-322034 chinaconsul_skh_th@mfa.gov.cn 

土耳其 

驻土耳其共和国大使馆 
FERİTRECAİERTUĞRULCAD.NO: 18ORAN, ANKA

RA, Türkiye 
+90-312-4900660 chinaemb_tr@mfa.gov.cn 

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 
TarabyaMahallesi, AhiÇelebiCad.ÇobanÇeşmeSokakN

o.4, Sariyer, Istanbul, TÜRKİYE 
+90-212-2992634 chinaconsul_ist_tr@mfa.gov.cn 

驻伊兹密尔总领事馆 暂时闭馆     

新加坡 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 新加坡东陵路150号 +65-64121900 chinaemb_sg@mfa.gov.cn 

阿联酋 

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

馆 
PLOTNO.26, SECTORNO.W-22, ABUDHABI +971-2-4765525 chinaemb_ae@mfa.gov.cn 

驻迪拜总领事馆 
VillaNo.14, Street7a, Community357, UmmAlSheifRo

ad, Safa2Area, Dubai 
+971-4-3944733 chinaconsul_db_ae@mfa.gov.cn 

以色列 驻以色列国大使馆 222BENYEHUDAST.TELAVIV +972-3-5442638 chinaembl@012.net.il 

印度 

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 
50-D, Shantipath, Chanakyapuri, NewDelhi-110021,In

dia 
+91-11-26112345 chinaemb_in@mfa.gov.cn 

驻孟买总领事馆 
11thFloor, NarimanBhawan, NarimanPoint, Mumbai40

0021, India 
+91-22-66324303 

chinaconsul_mum_in@mfa.gov.

cn 

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 
EC-72, Sector-1, SaltLakeCity, Kolkata-700064, West

Bengal, India 
+91-33-40045205 kolkata@mofcom.gov.cn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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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奥地利 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馆 Metternichgasse4, 1030Vienna, Austria +43-1-714314921 chinaemb_at@mfa.gov.cn 

比利时 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 443-445Ave.deTervuren, 1150WoluweSaint-Pierre +32-2-7712038 chinaemb_bel@mfa.gov.cn 

冰岛 驻冰岛共和国大使馆 Brietartun1, 105Reykjavik +354-5276688 chinaemb@simnet.is 

波兰 

驻波兰共和国大使馆 BONIFRATERSKAST.1, 00-203, WARSAW +48-22-8313836 mailbox@chinaembassy.org.pl 

驻革但斯克总领事馆 
AL.GRUNWALDZKA1, 80-236GDANSKWRZESZC

Z, POLAND 
+48-58-3402626 chinaconsul_gs_pl@mfa.gov.cn 

丹麦 驻丹麦王国大使馆 
OEREGARRDSALLE25, 2900HELLERUP, COPENH

AGEN, DENMARK 
+45-39611013 mail@chinaembassy.dk 

德国 

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

馆 
MARKISCHESUFER54, 10179BERLIN +49-30-88668280 jyct-dg@yahoo.de 

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 Schanzenstraße131, 40549Düsseldorf, Germany +49-211-90996394 chinaconsul_dus@mfa.gov.cn 

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 Stresemannallee19-23, 60596FrankfurtamMain +49-69-75085561 frankfurt@mofcom.gov.cn 

汉堡总领事馆 
ELBCHAUSSEE268, 22605HAMBURG, BUNDESSR

EPUBLIKDEUTSCHLAND 
+49-40-82276016 

chinaconsul_ham_de@mfa.gov.c

n 

慕尼黑总领事馆 Hofmannstraße57, 81379München +49-89-724498130 chinaconsul_mu_de@mfa.gov.cn 

俄罗斯 

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 NO.6, UL.DRUZHBY, MOSCOW, RUSSIA, 117330 +74-99-9518443 chinaemb_ru@mfa.gov.cn 

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高尔基大街34号 +7-3952-781431 consulate_irkutsk@mfa.gov.cn 

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馆 ул. Чайковского, 45 (柴可夫斯基大街45号) +7-922-1509999 ykjlbjss@mofcom.gov.cn 

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NO.134, NAB.KANALAGRIBOEDOVA, ST.PETERS

BURG 
+7-812-7138009 chinaconsul_sp_ru@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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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喀山总领事馆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тарстан, г. К

азань, ул. Подлужная, д. 21 
+7-843-2375053 consulate_kazan@mfa.gov.cn 

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 
680028, STADIUMOFLENIN, KHABAROVSK, RUS

SIA 
+7-4212-304561 

chinaconsul_khab_ru@mfa.gov.c

n 

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 

Россия,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ул. Всево

лода Сибирцева, 59（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

托克市伏谢沃洛德·西彼尔采夫街59号） 

+7-4232-497204 knr.konsulstvo@mail.ru 

法国 

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 
20, RueMonsieur, 75007Paris, France（法国巴黎第七

区木樨街20号） 
+33-149521950 consul@amb-chine.fr 

驻里昂总领事馆 
69, RueDuquesne, 69006Lyon, France（法国里昂市迪

凯纳街69号） 
+33-785620931 

commerce.consulatchinois@gma

il.com 

驻马赛总领事馆 
20, BoulevardCarmagnole, 13008Marseille, France（法

国马赛市卡马尼奥尔大街20号） 
+33-491320267 consulate.marseille@gmail.com 

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馆 
35, RueBautain, 67000Strasbourg, France（法国斯特拉

斯堡市博坦街35号） 
+33-609994464 chinaconsul_st_fr@mfa.gov.cn 

荷兰 驻荷兰王国大使馆 WillemLodewijklaan102517JT, theHague +31-682278165 chinaemb_nl@mfa.gov.cn 

葡萄牙 驻葡萄牙共和国大使馆 
RUAPAUDEBANDEIRA, 11-13（ALAPA）, 1200-75

6, LISBOA, PORTUGAL 
+351-21-3928430 chinaemb_pt@mfa.gov.cn 

瑞典 
驻瑞典大使馆 Lidovägen8, 11525Stockholm, Sweden +46-8-57936437 se＠mofcom.gov.cn 

驻哥德堡总领事馆 Grönsakstorget3Gothenburg +46-31-842445 contact@chinaconsulat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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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驻瑞士联邦大使馆 KALCHEGGWEG10, 3006BERN +41-31-5550239-891 presssectionchina@gmail.com 

驻苏黎世总领事馆 
BELLARIASTRASSE20, 8002ZUERICHSWITZERLA

ND 
+41-44-2011005 zurich@csm.mfa.gov.cn 

西班牙 

驻西班牙王国大使馆 C/ArturoSoria, 113, 28043Madrid +34-917414728 chinaemb_es@mfa.gov.cn 

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 
NO. 34, AVDA.TIBIDABO, 08022-BARCELONA, S

PAIN 
+34-934342950 barcelonazlg@hotmail.com 

意大利 

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 NO. 56, VIABRUXELLES, 00198ROME, ITALY +39-06-96524200 segreteria.china@gmail.com 

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 VIADEIDELLAROBBIA, 89-91FIRENZE, ITALY +39-055-573889 consulate_florence@mfa.gov.cn 

驻米兰总领事馆 ViaBenaco, 420139Milano, Italia +39-02-5694106 consulate_milan@mfa.gov.cn 

英国 

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大使馆 
49-51PORTLANDPLACE, LONDONW1B1JL +44-20-72994049 press@chinese-embassy.org.uk 

驻爱丁堡总领事馆 
55CorstorphineRoad, Edinburgh, EH125QGScotland, 

U.K. 
+44-1313372620 chinaconsul_eb_uk@mfa.gov.cn 

驻贝尔法斯特总领事馆 75-77 Malone Road,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44-2890682499 chinaconsul_bft_uk@mfa.gov.cn 

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 
DenisonHouse, 71DenisonRoad, Rusholme, Mancheste

rM145RX, UnitedKingdom 
+44-161-2489304 

chinaconsul_man_uk@mfa.gov.c

n 

非洲 

埃及 
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

馆 
14, BAGHATALIST., ZAMALEK, CAIRO, EGYPT +202-27363711 webmaster_eg@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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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亚历山大总领事馆 
6, BADAWIST.RASSAFFAMOHARAMBEY, ALEX

ANDRIA, EGYPT 
+203-3916953 chinaconsul_ax_eg@mfa.gov.cn 

南非 

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 
225ATHLONESTREET, ARCADIA0083, PRETORIA,

 SOUTHAFRICA 
+27-12-4316500 

reception@chinese-

embassy.org.za 

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 
25, ClevelandRoad, Sandhurst, SandtonJohannesburg, 

RepublicofSouthAfrica 
+27-71-5111494 chinaconsul_jb_za@mfa.gov.cn 

驻开普敦总领事馆 25RhodesAve.Newlands, CapeTown +27-21-6740579 chinaconsul_ct_za@mfa.gov.cn 

驻德班总领事馆 45StirlingCrescent, DurbanNorth, Durban4051 +27-31-5634534 chinaconsul_db_za@mfa.gov.cn 

美洲 

美国 

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3505, InternationalPlace, N.W., 

WashingtonD.C. 20008, U.S.A. 
+1-202-4952266 chinaembassy_us@fmprc.gov.cn 

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1450LAGUNAST. SANFRANCISCO, CA94115, U.S.

A 
+1-415-8525900 chinaconsul_san_us@mfa.gov.cn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443ShattoPlace, LosAngeles, CA90020, USA +1-213-8078088 chinauslosangeles@gmail.com 

驻纽约总领事馆 52012thAvenue, NewYorkNY10036, USA +1-212-2449456 cnnyconsulate@gmail.com 

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100WestErieStreet, Chicago, IL60610, U.S.A. +1-312-642-5981 chinaconsul_chi_us@mfa.gov.cn 

加拿大 

驻加拿大大使馆 515St. PatrickStreet, Ottawa, Ontario, Canada +1-613-7893434 chinaemb_ca@mfa.gov.cn 

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240ST. GEORGESTREET, TORONTO, ONTARIO,C

ANADA, M5R2P4 
+1-416-9647260 chinaconsul_tor_ca@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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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 
SUITE100, 1011-6THAVE., S.W., CALGARY, ALB

ERTA, CANADA, T2P0W1 
+1-403-5376909 chinaconsul_cal_ca@mfa.gov.cn 

驻蒙特利尔总领事馆 
2100Ste-CatherineWest, 8thfloorMontreal, Quebec,Can

ada, H3H2T3 
+1-514-4196748 consulate_mtl@mfa.gov.cn 

驻温哥华总领事馆 
3380GRANVILLEST., VANCOUVER, B.C. V6H3K3, 

CANADA, V6H3K3 
+1-604-7347492 

commerce@chinaconsulatevan.o

rg 

巴拿马 驻巴拿马共和国大使馆 
EdificioP. H. GlobalPlaza, Piso. 22, Calle50, Ciudadd

ePanamá, RepúblicadePanamá. 
+507-2654058/61/62 chinaemb_pa@mfa.gov.cn 

巴西 

驻巴西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Q813, Lote51, AV. OfNations, Brasilia-DF, BRAZIL +55-61-21958200 chinaemb_br@mfa.gov.cn 

驻累西腓总领事馆 
EstradadoArraial3139（EntradapelaRuaFerreiraLopes）, 

CasaAmarela, Recife/Pernambuco 
+55-81-30499500 chinaconsul_re_br@mfa.gov.cn 

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 RuaMunizBarreto, 715-BOTAFOGO, RJ, BRASIL +55-21-32376614 consulate_rio@mfa.gov.cn 

驻圣保罗总领事馆 
R.ESTADOSUNIDOS, 1071JARDIMAMERICA, SAO

PAUL-SP. CEP: 01427-001BRASIL 
+55-11-30829877 chinaconsul_sp_br@mfa.gov.cn 

阿根廷 驻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 
CRISOLOGOLARRALDE5349, CAP. FED. BUENOS

AIRES, ARGENTINA 
+54-11-45478100 info@embajadachina.net.ar 

大洋洲 

澳大利

亚 
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 

15 Coronation Drive, Yarralumla, Canberra, ACT 26

00, Australia 
+61-414880919 au@mofcom.gov.cn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242/1206x1_681256/ozggwjjg_681258/au@mofcom.gov.cn


境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南（2024 年版） ————————————————————————————————————————————————————————— 

 

 171 

国家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驻阿德莱德总领事馆 90 Fourth Ave, Joslin, SA 5070, Australia +61-8-82688807 
chinaconsul_adelaide@mfa.gov.

cn 

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 Level 9, 79 Adelaide St., Brisbane QLD 4000 +61-7-32106509 chinaconsul_bri_au@mfa.gov.cn 

驻墨尔本总领事馆 
75-77 IRVING ROAD, TOORAK, MELBOURNE, V

ICTORIA 3142 
+613-98246450 

chinaconsul_mel_au@mfa.gov.c

n 

驻珀斯总领事馆 45 Brown Steet, East Perth, W.A. 6004, Australia +61-8-92220311 chinaconsul_per_au@mfa.gov.cn 

驻悉尼总领事馆 
39 Dunblane Street, Camperdown, NSW 2050, Austr

alia 
+61-2-85958002 

webmaster@sydney.chinesecons

ulate.org 

新西兰 

驻新西兰大使馆 6 Glenmore Street Wellington N.Z. +64-4-4721382 info@chinaembassy.org.nz 

驻奥克兰总领事馆 
588 GREAT SOUTH ROAD, GREENLANE, AUCK

LAND, NEW ZEALAND 
+64-9-5224424 auckland@mofcom.gov.cn 

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事馆 106 Hansons Lane, Upper Riccarton, Christchurch +64-3-3433650 consulate_chc@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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