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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知识产权

第一条 目的和原则

一、本章旨在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提升贸易和投资

的利益。

二、缔约双方认识到：

（一）建立和维护透明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和维持充

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水平，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和

使用者提供确定性；

（二）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应该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及

技术的转让与传播；

（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能减少对国际

贸易的扭曲和阻碍；

（四）知识产权制度应该支持开放、创新和高效的市场，

包括通过有效创造、运用、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适当限制和

例外，以及在权利持有人、使用者的正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

保持适当平衡；

（五）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不应该构成合法贸易的障碍；

（六）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或

采取不合理地限制贸易、反竞争或对国际技术转让有不利影响

的做法，只要此类措施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49以

及本章的规定相一致；以及

49为进一步予以明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包括任何生效的修正议定书，以及缔约双方之间已

获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批准的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任何条款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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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以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只要此

类措施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本章的规定相一致。

第二条 知识产权范围

就本章而言，除非另有规定，知识产权是指《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定义和描述的版权及相关权利，以及关于

商标、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拓扑图）、植物品种和未披露信息的权利。

第三条 义务为最低要求

每一缔约方至少应执行本章的规定。缔约方可以但无义务

为知识产权提供比本章规定更广泛的保护和实施，但这种额外

的保护和实施不得与本协议的规定相抵触。每一缔约方应自由

决定在其法律制度和实践范围内实施本章规定的适当方法。

第四条 国际协定

每一缔约方确认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

他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多边协定的承诺。

第五条 知识产权与公众健康

缔约双方认识到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于 2001 年 11

月 14日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宣

言》中确立的原则，并确认本章的规定不影响《多哈宣言》。

第六条 权利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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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缔约方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条

件下适用知识产权权利用尽的自由。缔约双方同意进一步讨论

专利权用尽的相关事宜。

第七条 获得和维持程序

每一缔约方应：

（一）继续努力加强知识产权的审查和注册制度，包括改

进审查程序和质量体系；

（二）向申请人提供书面通知，说明拒绝授予或者注册知

识产权的理由；

（三）向利益相关方提供对授予或注册知识产权提出异

议、或者寻求撤销、取消或宣告知识产权无效的机会；

（四）要求对上述关于异议或者撤销、取消和无效的决定

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以及

（五）就本条而言，“书面”和“书面通知”包括电子形式。

第八条 可授予专利的客体

一、在符合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前提下，所有技术领域的任

何发明，不论是产品还是方法，只要是新颖的、包含创造性并

且能在产业上应用的，都可以获得专利。

二、缔约双方为了保护公共秩序或公共道德，包括保护人、

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者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严重损

害，有必要制止某些发明在其领土内进行商业上实施的，可以

将这些发明排除在可获专利之外，只要这种排除并非仅仅因为

该缔约方的法律禁止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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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缔约双方还可排除下列各项的可专利性：

（一）医治人类或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

（二）植物和动物（微生物除外），和生产植物或动物的

基本的生物学方法（非生物学方法和微生物学方法除外）。

第九条 专利申请的修改、更正和意见陈述

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各自法律、法规和规章，向专利申请者

提供就其申请进行修改、更正和意见陈述的机会。

第十条 透明度

一、为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制度的透明度，每一缔约

方应确保以书面形式公布与知识产权保护或实施有关的所有

国内法律、法规和程序，或者在无法公布的情况下，以本国语

言向公众提供，以便使政府和权利人了解这些法律、法规和程

序。

二、为了提高知识产权制度运作的透明度，每一缔约方应

使其已授权或已注册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

植物品种、地理标志和商标数据库的相关信息易于获取。

第十一条 商标的标识类型

缔约双方同意就可作为商标的标识类型的保护方式开展

合作，包括视觉和声音标识。

第十二条 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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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双方应至少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16.2条和第 16.3条以及 1883 年 3月 20日订于巴黎的《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的规定，对驰名商标提供保护。

第十三条 地理标志

一、每一缔约方承认地理标志可以通过商标制度或专门制

度或其它法律途径得到保护50。

二、本协定中，“地理标志”是用于明确商品原产于一方的

领土，或领土内的一个区域或一个地方的标志，且该商品的特

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归因于其地理来源。

三、在不妨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22条和

第 23条的情况下，缔约双方应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在符合本

协定的情况下，确保对第二款所涉及的用于指示原产自缔约双

方领土的商品的地理标志给予相互保护。每一缔约方应赋予利

益相关方法律手段以防止这些地理标志用于并非原产自上述

地理标志所指明地域的相同或类似商品。

第十四条 植物育种者的权利

缔约双方应通过其主管部门进行合作，鼓励和便利对植物

育种者权利的保护和开发，以期：

（一）更好地协调双方有关植物育种者权利的监管体系，

包括加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物种的保护和信息交流；及

50缔约双方交换了关于地理标志的现有法律法规的英文版本以供参考。就地理标志的任何新的法律法规开

始实施和（或）对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后，缔约双方同意向对方提供可靠的英文版本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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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少植物育种者权利审查体系间不必要的重复程

序。

第十五条 著作权

一、每一缔约方应规定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

广播组织有权授权或禁止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其作品、表

演、录音制品和广播节目。

二、每一缔约方应赋予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

广播组织授权以出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作

品、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的原件或复制品的权利。

第十六条 著作权集体管理

一、缔约双方承认著作权集体管理和在双方之间达成协定

的重要性。

二、每一缔约方应促进建立适当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并且鼓励其以高效、公开透明和对其成员负责的方式进行运

作。

第十七条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

一、缔约双方承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对科学、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

二、缔约双方承认并重申 1992年 6月 5日通过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原则和规定，并鼓励努力在《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建立一种关于

遗传资源和保护传统知识与民间文艺的相互支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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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违反每一缔约方的国际义务及其国内法律的前提

下，缔约双方可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采取或

保持促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公平分享利用与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所

产生的惠益。

四、缔约双方同意探索进一步讨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

民间文艺相关问题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各自国内法和双方均

为缔约方的多边协定的未来发展。

第十八条 执法

一、每一缔约方承诺实施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制度，以消

除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二、每一缔约方重申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特别是其中第三部分项下的权利和承诺，并应采取或维持必要

的措施、程序和额外资源，以确保知识产权的实施。这些措施、

程序和补救办法应公正、相称和公平，不应不必要地复杂或昂

贵，也不应造成不合理的期限或不必要的延误。

三、每一缔约方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至

少应对具有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或版权盗版行为规定刑

事程序和处罚。可采取的救济应包括足以起到威慑作用的监禁

和（或）罚金，并应与适用于同等严重犯罪所受到的处罚水平

一致。

第十九条 边境合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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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缔约方应规定，主管当局有权依职权启动边境措施。

在有理由相信或怀疑进口或预出口的货物为假冒或盗版时，应

根据符合每一缔约方国际义务的国内法律采取此类措施。

第二十条 一般性合作

一、应另一缔约方要求，一缔约方应交流以下信息：

（一）各自政府有关知识产权政策的信息；

（二）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变化及实施情况的信息；以及

（三）有关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的信息。

二、应另一缔约方要求，一缔约方应考虑私营利益相关方

感兴趣的知识产权问题。

三、缔约双方将考虑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的机

会，以在彼此管辖范围内改善知识产权制度的运作，包括行政

程序。合作内容可以包括：

（一）知识产权执法；

（二）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三）为公职人员提供有关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制的专门

培训和课程；以及

（四）缔约双方共同商定的其他活动和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