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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相关条文分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六次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通过并公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对 2000 年 8 月 25 日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称“旧《专利法》”）做了进一步修正，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以下称“新《专利法》”）将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本文主要就新《专利法》与旧《专利

法》相比有重大变化的条文进行说明或比较分析，以便大家对新《专利法》有所了解。 
 
1. 同一发明只授予一项专利权 

与旧《专利法》相比，新《专利法》第九条增加了一款：“同样的发明创造只授予一项专利权的

规定，但若同一申请人对同一发明同时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若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

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则可以获得发明专利权。 

本条的修改终结了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形：一个发明同时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先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后再获得发明专利。 

 
2. 专利共有人的权利 

新《专利法》第十五条规定，专利共有人可以对权利的行使进行约定；未约定的，共有人可以

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若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专利使用费应当在共

有人之间分配。除此之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与旧《专利法》相比，本条规定明确了在专利共有人未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约定时，任一共有

人都有权单独实施该专利并可以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而无需获得其他共有人的

同意。但根据本条，转让该专利或独家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仍应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这样的规

定既保障了共有人对共有专利的合法权利，又有利于共有专利的实施。 

 
3. 申请外国专利、向外国人转让专利及专利代理 

3.1 申请外国专利前进行保密审查 

新《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

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旧《专利法》中要求中国单位或

者个人将其在国内完成的发明创造必须先申请中国专利，而后才能申请外国专利。新《专利法》删

除了这一要求，申请外国专利不必以申请中国专利为前提，但必须报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

密审查，保密审查的对象不仅是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完成的发明创造，扩大到了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若违反上述规定，未经保密审查便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利时将不授予专利权。 

3.2 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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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利法》第十条规定，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转让专利

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新《专利法》的修订，将必

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改成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与现行的相关法律

法规作了较好的衔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技术进出口管理

条例》”），对属于禁止出口的技术，不准出口；对属于限制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应由国务

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属于自由出口的技术，实行合同登记管理，只须向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办理

登记取得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即可。因此，旧《专利法》的规定“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与《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是不一致的，新《专利法》修订后解决了相关法律法规之间不一致的问

题。 

3.3 涉外专利代理业务的放开 

新《专利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国内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

织，若要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必须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新《专利

法》的修订，将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改成了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即放开

了代理机构涉的外代理权。目前只有具有涉外专利代理权的专利代理机构才能办理涉外专利代理业

务，而在新《专利法》实施后，任何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都可以办理涉外专利代理业务。 
 

4. 绝对新颖性标准 

新《专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

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与旧《专利法》相比，新《专利法》规定的专利授权条件由“相对新颖性标准”提高为“绝对

新颖性标准”。在本次修订之前，一些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技术，虽然在国外已经被公开使用或者已经

有相应的产品出售，只要在国内还没有人公开使用或者没有相应的产品出售，未为国内公众所知，

就可以在我国授予专利，使得国内专利申请门槛低，质量不高，也妨碍了国外已有技术在国内的应

用。为此，新《专利法》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即在国内外都没有

为公众所知，将新颖性的标准在地域上完全扩展到了全世界，提高了专利申请的门槛，也是对新颖

性的标准的完善。 

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员赵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的解释，由于在审查专利的时候，

审查员考虑更多的是一些书面材料，而对于其是否已在国外使用，相关信息很难获取，因此，这一

条款在专利审查和授权的环节影响可能并不大，在后续无效和诉讼环节可能更能体现出它的效果。 
 

5. 现有技术抗辩 

新《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

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在旧《专利法》下，为了应对专利侵权诉

讼，被告一方通常会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该专利无效的复审请求，法院一般也会在等专利复审委

员会裁定后才会审理此案，所以诉讼时间比较长。根据新《专利法》，如果被告实施的技术是现有技

术，就不需要先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请求，等其裁定后法院才能判定，法院就可以直接根据

新《专利法》的规定判定被告的技术是否现有技术，从而判定其是否侵权。 
 
6. 外观设计 

6.1 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条件 

新《专利法》第二十三条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条件提出了比旧《专利法》更高的要求，要求

提出申请的外观设计不得属于现有设计，也不得在申请日前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

申请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此处提到的现有设计，即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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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还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

显区别 

6.2 增加了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范围 

新《专利法》将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列入

了不得授予外观设计专利的范围，也是对外观设计专利进一步提高质量要求的体现。 

6.3 外观设计侵权增加了许诺销售的情形 

新《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增加了“许诺销售”这一项，扩大了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范围。

在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许诺销售其外观设计专利

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权人有权制止他人未经其许可，以广告、在商店货架或展销会场陈列等方式许

诺销售其专利产品。 
 
7. 遗传资源保护 

新《专利法》增加了关于遗传资源保护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

造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当包括申请人对该遗传资源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的说明，若申请人无法说明

原始来源，应当陈述理由。新《专利法》第五条还规定，违法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

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8. 强制许可 

    与旧《专利法》相比，新《专利法》对强制许可的规定更加详细明确。新《专利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发

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1）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

申请之日起满四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2）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

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与旧《专利法》相比，

新《专利法》还增加了专利药品的许可：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

强制许可。 

 
9. 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规定 

在新《专利法》第六十九条关于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中，增加了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

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

利医疗器械的这种情形。 
 
10. 专利侵权行为的处罚和赔偿 

为更有效地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新《专利法》加大了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第六

十三条将假冒专利的罚款数额提高至“违法所得四倍以下”和“二十万元以下”（旧《专利法》的规

定是“违法所得三倍以下”和“五万元以下”）；第六十五条将无法确定实际数额时法院判决的赔偿

数额高限从五十万元增加到一百万元。 
 

上述内容是对与旧《专利法》相比较有重大变化的条文所作的说明或简单分析，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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