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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长沙分中心 

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目前我市企业除传统的欧美、日本市场外，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而在这些国家的专利

保护问题，也成为了企业关注的话题。 

本文基于目前各类国际条约、地区条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专利保护制度进行梳理，并结合这些国家近年的专利数据进行

分析，为企业选择海外保护地域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 沿线 65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东亚 1 国：蒙古； 

 东盟 10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

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和菲律宾； 

 西亚 16 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

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

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埃及； 

 南亚 8 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 

 中亚及独联体 12 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

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中东欧 16 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

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

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 

 南欧 2 国：希腊、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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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黎公约 

巴黎公约可以说是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石，其确立的优先权

制度、国民待遇制度是国际间专利合作的前提，加入了这个条约的

国家才算是入了专利保护制度的门。 

1.“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和地区中，缅甸和马尔代夫不属于

巴黎公约成员国。其中，马尔代夫人口仅 54 万（2020 年），支柱产

业为旅游业、船运业和渔业，人均 GDP 为 0.75 万美元（2020 年）；

缅甸人口约 5458 万（2020 年），但人均 GDP 相对较低，仅有 0.14

万美元（2020 年），主要原因一是市场太小，二是购买力太低。因

此，在这两国进行专利保护的重要性并不高。 

2.鉴于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不是巴黎公约的成员国（只有主

权国家才能成为巴黎公约的成员国），但是在中国大陆申请人制定海

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时，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也是不容忽视的地

方，因此，熟悉、了解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知识产权制度是非

常有必要的。由于一国两制，在这些地区，仍然保持着独立的知识

产权体系。 

（1）中国台湾具有独立的专利审查机构，即中华民国智慧财产

局，负责台湾地区的专利审查授权工作。2010 年 6 月 29 日，海峡

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了《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

护合作协议》。基于此，中国台湾智慧财产局 2011 年 03 月 03 日发

布了《大陆地区人民在台申请专利及商标注册作业要点》，中国大陆

申请人可以据此以中国大陆的专利为优先权基础，自在先申请申请

日起 12个月（外观设计为 6个月）内在中国台湾进行在后专利申请。 

（2）对于香港和澳门地区，则采用通过中国专利授权后再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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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澳门通过直接注册的方式获得保护。但是，香港发明专利必须

在申请公布后六个月内就进行一次登记，授权后六个月再次进行登

记；而澳门可以只在授权后登记延伸在澳门生效就可以了。当然，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也存在所谓“域外优先权”，也就是相互

之间可以作为优先权基础，在对方法域内提交在后申请（香港、澳

门的短期专利申请或外观设计申请）。 

二、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TRIPS） 

与巴黎公约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在 WIPO 框架之外的一个国际

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TRIPS）。该协定全盘接受了巴黎公约等已有的 WIPO 框

架下对知识产权的实体性规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国知识产

权实体性条款的最低要求。同时，还对一些内容进行了扩充，例如，

专利权权能中增加了进口权和许诺销售权，并且要求成员将对方法

专利的保护至少延伸到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特别是，WTO

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理论上给成员国在实际履行条约义务上施加

了很大压力。可以说，签署 TRIPS 协议或者被允许加入 WTO，说

明该成员国将在实际履行条约规定的“提供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上

更加有保障。需要注意的是： 

1.缅甸和马尔代夫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但都是 WTO 的成员国。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巴黎公约，这两个国家理论上与中国之间也是

可以通过互惠来相互承认优先权的。 

2.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独联体

或中亚国家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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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波黑和塞尔维亚不是 WTO 成员。 

3.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乌

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塞尔维亚为 WTO 观察员国。 

4.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作为独立关税区加入了 WTO。 

三、PCT 

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的简称，是为了方便申请人在不同国家和

地区进行专利保护的一种制度。申请人可以在提交 PCT 申请后 30

个月以内（除了卢森堡、坦桑尼亚以外）选择具体希望通过审查获

得授权的国家和地区，并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阶段，即国家阶段。

具体是提交 PCT 申请后几个月，可在 WIPO 网站上查阅，但大部分

是要求自申请日起，有优先权的是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鉴于此，

相比利用巴黎公约优先权，申请人可以有更长时间（18 个月）来考

虑和选择需要进行专利保护的国家和地区。 

（一）“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 PCT 情况 

是否加入 PCT，说明该成员国国际协作的态度。 

1.“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中，除了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的缅

甸和马尔代夫外，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门、巴基斯坦、

孟加拉、阿富汗、尼泊尔和不丹这 9 个亚洲国家也不是 PCT 成员国。

这些非 PCT 成员国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人口基数比较大（除尼泊尔

和不丹外）。特别是巴基斯坦，人口以 2.21 亿（2020 年）排世界第

六位，孟加拉的人口也有 1.65 亿（2020 年），但这两个国家人均 GDP

均较低，巴基斯坦仅为 0.12 万美元左右（2020 年），孟加拉仅为 0.2

万美元左右（2020 年）。伊拉克和也门的人口分别为 4000 万（2020

年）和 3000 万（2020 年），人均 GDP 仅为 0.42 万美元左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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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0.18 万美元左右（2020 年），都具有丰富石油资源。其他国

家人口数量都在 1000 万以下。 

另外，从技术和市场两方面来分析，技术水平低的地方，如果

有人口基数较大、市场较活跃的话，也是需要考虑专利保护的国家。

上述伊拉克等 9 个亚洲国家虽然不是 PCT 成员国，但是巴黎公约成

员国，因此，如果申请人想在上述伊拉克等 9 个亚洲国家获得专利

保护，理想的方法是通过巴黎公约优先权的方式，以中国国家申请

的优先权为基础向这些国家提出申请。 

2.同在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既是巴黎公约

成员国，也是 PCT 成员国，而且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印度人口约

为 13.8 亿（2020 年），印度尼西亚人口约为 2.74 亿（2020 年），而

菲律宾和越南人口分别为 1.1 亿左右（2020 年）和 0.97 亿左右（2020

年），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为印尼，最低的国家为印度。这四个亚

洲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人口基数加起来跟中国不相上下。 

3.在东盟 10 国中，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人均 GDP 达 5.98 万

美元（2020 年），但常住人口只有 570 万（2020 年）；相对发达国家

有马来西亚，人均 GDP 达到 1.04 万美元（2020 年），人口也接近

3200 万（2020 年），是一个值得进行专利保护的国家。再次之的是

泰国，人口达到 7000 万左右（2020 年），人均 GDP 也达到 7200 多

美元（2020 年）。 

4.其他东亚 1 国（蒙古）、中亚 5 国、独联体 7 国、中东欧 16

国以及南欧 2 国均为 PCT 成员国。 

5.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中国与柬埔寨约定：经中国专利局 2003

年 1 月 22 日开始授权的发明专利可以直接去柬埔寨生效（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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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ipa.gov.cn/art/2018/5/10/art_564_160100.html）。另外，2018 年

欧洲专利局和柬埔寨之间也设计了类似的协议，即生效的欧洲专利

可以指定柬埔寨为生效国。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目前柬埔寨

专利法还不保护医药产品，医药产品的专利并不在该协议的保护范

围之内。 

（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国家的专利情况 

“一带一路”国家中亚洲国家占有较大比重，但亚洲国家有许多

欠发达经济体，这也直接反映在专利公开量上。图 1-4 分别为“一

带一路”中亚洲国家（不计算中亚五国）近十年总体专利公开量、

技术领域分布、各国总体专利公布量以及申请类型。 

 

图 1 

 

https://www.cnipa.gov.cn/art/2018/5/10/art_564_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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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图 4 

1.印度近十年间公开专利 58.1 万件，远远超过处于第二位的土

耳其（17.9 万件）和第三位的印度尼西亚（13.1 万件）。这三个国家

的人口基数都很大，而处于第四位的新加坡和第七位的以色列，虽

然人口基数非常少，但其技术发展优势及人均 GDP 水平处于上述亚

洲国家中的最高水平。这五国所公开的专利主要分布在专用设备制

造、计算机通讯、仪器仪表制造、医药制造、化学原料等领域。 

2.同处亚洲的东南亚、南亚地区以及西亚地区的其他国家，通

常的商业数据库中都没有其专利公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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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特阿拉伯、蒙古、阿联酋和约旦的专利公开量很少。 

四、欧洲专利条约 

欧洲专利条约（EPC）规定，在条约成员国之间，专利申请通

过一次审查获得一项即可在所有成员国间生效，为欧洲专利构建了

一个共同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授予专利的程序。欧洲专利局基于欧洲

专利条约而产生，是世界五大专利局之一，可见该局以及该条约的

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 

1.经过欧洲专利局审查授权的欧洲专利仍然需要通过提交权利

要求书（签署伦敦协议的成员国）官方语言翻译文本或者是权利要

求书加上说明书的官方语言翻译文本，才能在该成员国生效。 

2.欧洲专利授权后还有一个集中的异议程序，而欧洲专利的有

效性和侵权诉讼则由各成员国法院管辖。因此，尽管欧洲专利局本

身体系完备、审查质量上乘，但由于欧洲专利的维权仍然是各成员

国法院管辖，故欧洲的专利诉讼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英国、荷

兰等其他非中东欧国家。 

3.EPC 目前拥有 38 个成员国，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中的中东欧 16 国和南欧 2 国，即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欧

洲专利延伸国）、黑山（欧洲专利延伸国）、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希腊和塞浦路斯。 

就上述 18 个国家而言，各国国内的工业体系、市场容量以及专

利司法保护体系和效率也不尽相同，导致目前在这些国家生效的欧

洲专利量相差很大。图 5-8 分别为“一带一路”中上述 18 国近十年

总体专利公开数量趋势、技术领域分布、各国总体专利公布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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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类型。可以看出，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专利公开

量较高，尤其是波兰。但近年来，其专利公开量有下降趋势。同时，

这四个国家专利所涉及的技术领域主要是医药制造业、专业设备制

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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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五、欧盟外观设计条例 

在欧洲专利条约之外，欧洲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体系，即欧洲

联盟（EU）。在欧盟框架内，产生了许多超成员国层面的法律，其

中包括知识产权法律。目前欧盟层面的单一欧洲专利尚未生效，但

是有一个基于欧盟外观设计条例产生的欧盟注册外观设计权利，创

设了一项在欧盟范围内有效的单一外观设计权。尽管在中国之外，

外观设计并不认为是一项“专利”，但由于中国大陆申请人习惯上认

为外观设计也是一种专利，因此，欧盟注册外观设计制度需要关注。 

1.鉴于欧盟的概念与欧洲的概念不同，欧洲是一个地理概念，

而欧盟是一个政治概念，因此两者所涵盖的成员并不相同。作为欧

洲专利条约成员国的瑞士、挪威，并非欧盟成员国。因此，欧盟注

册外观设计制度并不适用于这两个国家。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东欧及南欧 18 国中，已经

加入欧盟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克、爱沙

尼亚、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因此，提交一件欧盟外观设计申请，可以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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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同时获得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欧盟注册外观设计是一

项授权之后即可在欧盟成员国生效的单一权利，不需要再像欧洲专

利那样去向希望生效的成员国进行生效注册。 

3.从统计数据看，欧盟外观设计从 2010 年开始，注册数量有大

幅增加，达到 2 万多件，并以缓慢速度增加，2018 年的注册量达到

2.5 万件，提交欧盟注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累计第一的申请人是韩国

的三星电子，中国电子消费品生产企业也可以参考这个策略。 

4.欧洲专利条约与欧盟相比，其成员国范围大些，至少是涵盖

了更多的“一带一路”中东欧国家。 

六、欧亚专利公约 

欧亚专利是基于 1994 年 9 月 9 日签署的《欧亚专利公约》产生

的一种统一审查的专利制度，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基于当时苏联的

解体，这也形成了该地区国际条约的特色。 

1.鉴于欧亚专利的成员国都源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此很

容易接受采用单一的俄语作为申请语言和审查语言。这相较于欧洲

专利而言，给申请人比较大的便利和费用上的节约。 

2.“一带一路”中亚及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

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和摩尔多瓦为欧亚专利公约成员国家；而乌兹别克斯坦、乌

克兰和格鲁吉亚还在欧亚专利体系之外。这些中亚及独联体国家具

有广阔的面积（主要是俄罗斯）和众多的人口，而且矿产丰富，其

中一些国家还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例如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但人均 GDP 并不高（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外），都在 5000 美元以下（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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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一带一路”中亚及独联体国家的专利保护，选择欧亚专利

是一种比较好的途径。而对于非欧亚专利成员国，则只能单独通过

PCT 或巴黎公约的途径进入。 

4.图 9-12 分别为欧亚专利近十年总体专利公开数量趋势、技术

领域分布、各国总体专利公布量以及申请类型。近十年来，欧亚专

利每年的专利公开量虽然保持了一定数量，但整体趋势在逐步下降，

技术领域主要覆盖在 A 部、B 部、G 部和 C 部。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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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12 

七、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

简称海合会) 1981 年 5 月 25 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总部设在沙

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其成员国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

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 6 国。成员国总面积 267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5885 万（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约 1.46 万亿美元（2020

年），主要资源为石油和天然气，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区域性组织。直

至 1998 年，GCC 才成立了一个专利局，即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专利局( The Patent Office of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lates of the Gulf――GCC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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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CCPO 是个地区性的专利局，它对海合会的成员国提出的专

利申请进行登记。如果提出的专利申请符合 GCC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

则中规定的条件，GCCPO 将对该专利申请授予专利权。GCCPO 授

予的专利权将在 GCC 成员国中有效，任何 GCC 成员国将不需要作

出进一步的审查。 

2.虽然 GCCPO 成立时间不短，但向其提交的专利申请非常少。

根据某商业数据检索结果，自成立以来，仅累计公开 50825 组专利

申请，主要集中在 A 部人类生活必需、C 部化学（石油相关的）和

冶金，申请人也多为各石油公司。 

3.尽管 GCC 的全部成员国（6 个）都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但也仅占西亚 18 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

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

尔、科威特、巴林和埃及）中的三分之一。 

图 13-16 分别为这六个 GCC 成员国总体专利公开数量趋势、技

术领域分布、各国总体专利公布量以及申请类型。可以看到，专利

申请公开量非常少，所覆盖的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 C 部和 A 部。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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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图 16 

八、总结 

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所参加的专利保护有关国际或地区条

约情况进行梳理，可以大致了解各个国家的专利制度，具体见下表

1。对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技术如何选择需要保护的海外法域，是一个

“因案而异”的过程。除了基本原则外，某些情况下需要考虑一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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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或依据特殊的要素进行选择。 

表 1 “一带一路”国家加入与专利有关的国际或地区条约一览表 

  
巴黎公

约 PC 

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

协定 

TRIPS 

专利合作

条约 

PCT 

欧洲专

利条约

EPC 

欧亚专

利公约 

EAPU 

欧盟外观

设计条例

EURDC 

海湾合作

委员会专

利局 

GCCPO 

东亚 

1 国 
蒙古 √ √ √     

东盟 

10 国 

新加坡 √ √ √     

马来西亚 √ √ √     

印度尼西亚 √ √ √     

缅甸  √ √     

泰国 √ √ √     

老挝 √ √ √     

柬埔寨 √ √ √ 可生效    

越南 √ √ √     

文莱 √ √ √     

菲律宾 √ √ √     

南亚 

8 国 

印度 √ √ √         

巴基斯坦 √ √           

孟加拉 √ √           

阿富汗 √ √           

斯里兰卡 √ √ √         

马尔代夫   √           

尼泊尔 √ √           

不丹 √ √           

西亚 

16 国 

伊朗 √             

伊拉克 √             

土耳其 √ √ √         

叙利亚 √             

约旦 √ √           

黎巴嫩 √             

以色列 √ √ √         

巴勒斯坦 √             

沙特阿拉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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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 √ √           

阿曼 √ √ √       √ 

阿联酋 √ √ √       √ 

卡塔尔 √ √ √       √ 

科威特 √ √ √       √ 

巴林 √ √ √       √ 

埃及 √ √ √         

中亚及 

独联体 12

国 

俄罗斯 √ √ √   √     

白俄罗斯 √   √   √     

格鲁吉亚 √ √ √         

阿塞拜疆 √   √   √     

亚美尼亚 √ √ √   √     

摩尔多瓦 √ √ √   √     

哈萨克 

斯坦 √ √ √   √     

乌兹别克 

斯坦 √   √         

塔吉克斯坦 √ √ √   √     

吉尔吉斯 

斯坦 √ √ √   √     

土库曼斯坦 √   √   √     

乌克兰 √ √ √         

中东欧 

16 国 

波兰 √ √ √ √   √   

立陶宛 √ √ √ √   √   

爱沙尼亚 √ √ √ √   √   

拉脱维亚 √ √ √ √   √   

捷克 √ √ √ √   √   

斯洛伐克 √ √ √ √   √   

匈牙利 √ √ √ √   √   

斯洛文尼亚 √ √ √ √   √   

克罗地亚 √ √ √ √   √   

波黑 √   √ √       

黑山 √ √ √ √       

塞尔维亚 √   √ √       

阿尔巴尼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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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 √ √ √   √   

保加利亚 √ √ √ √   √   

马其顿 √ √ √ √       

南欧 

2 国 

希腊 √ √ √ √   √   

塞浦路斯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