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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國兩會議案建議之 

加快推進香港與內地商標領域合作 

助力港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第十四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吳永嘉 

 

    一、現狀分析 

 近年來，越來越多港資企業加緊將業務重心轉向我國內銷巿場，香港的

一些商會協會、社團組織亦積極在內地舉辦各種推廣香港品牌的活動。儘管

內地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包括商標領域的法制不斷完善、社

會對商標保護的意識日益提高，但一些侵權的行為仍時有發生，令不少港企

和中介機構的維權工作十分艱巨。 

 

    二、主要问题 

   業界反映，新冠疫情爆發後由於內地與香港的人員流動受阻，兩地之間

的不少跨境經濟活動和社會交往陷入停頓，一些在內地註冊的香港商標最

近被別有用心的人士以「三年未曾在內地使用」為由申請註銷。香港品牌發

展局指，該局於內地的多個註冊商標因上述原因接連遭到申請註銷；本人了

解後發現，這或許並非單一事件，相似情況困擾不少港資企業。這反映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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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利用疫情期間兩地交流受阻的特殊情況而惡意起訴，企圖從

中漁利；當事方應訴要花費不少人力、財力，對業界造成滋擾，亦為主管部

門帶來無謂的工作負擔。 

 

   三、意見與建议 

   針對以上的問題，本人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第一，根據國家《商標法》的規定，註冊商標連續三年停止使用的，任

何人可以向商標局申請撤銷；但註冊人連續三年停止使用該商標有正當理

由的，可不予撤銷。《商標法實施條例》列明了「正當理由」的四種情況，

排首位的就是「不可抗力」。本人認為，過去三年新冠疫情所導致的港企、

中介機構在內地商標使用不彰甚至中斷的情況,可歸類為「不可抗力」所致;

因此類不可抗力而遭到註銷商標的案件具有相當普遍性，主管當局理應主

動地對其不予受理。 

 

《商標法》提到，商標註冊人在收到撤銷申請通知之日起，須於「兩個

月內提交該商標在撤銷申請提出前使用過註冊商標的證據材料或者說明不

使用註冊商標的正當理由」。本人建議，主管機關在審查時可「特事特辦」，

對港企或港資中介機構提交的證據，適當放寬舉證標準。同時，在香港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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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屬「一國」的大原則下，審查機構亦可考慮將商標過去三年來在香港的

使用視同於內地使用或作為重要的佐證資料，接納企業或團體以此為證明

依據作出申述。  

 

第二，上述問題正正反映了兩地商標合作的迫切性。本人建議，中央和

特區政府的商標管理部門應加快推進商標註冊及保護方面的合作。例如，兩

地的商標評審委員會可邀請來自對方的工商界、法律界等方面的代表出任

其顧問或委員會成員，以便在各自的商標註冊申請和審核決策過程中能更

「貼地」、周全地考慮到兩地商業、社會環境的特點和業界跨境營運的實際

情況與訴求。 

 

第三，從長遠而言，香港和內地可借鑒「馬德里協定」或者歐盟國家的

「區域商標」等的做法，加快建立兩地商標註冊的互相認可和統一協調機制。

例如，除了允許兩地的企業只需向所在地的主管部門提出一次申請，便可同

時辦理在香港和內地的註冊手續之外，亦可參考「歐盟商標」的「區域使用」

原則，即只需在指定期內於香港或內地使用過的商標，即被視為已在兩地同

時使用該商標，而無需擔心因沒有使用商標而被撤回。 

 

同時，兩地應加緊完善知識產權糾紛的跨境處理機制，包括聯合審議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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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標跨境註冊、使用等方面出現的爭議問題，以及推動更多採取以仲裁、

調解、協商等非訴訟的方式來促成糾紛的解決。 

 

第四，國家知識產權局於今年初發佈了《商標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

進一步規制商標惡意註冊行為是本次修法的重中之重。例如，新增惡意搶註

商標強制移轉制度以及惡意註冊的商標被宣告無效後應承擔法律責任；提

高對商標惡意註冊的罰款額；以及引入惡意訴訟反賠制度等。本人希望上述

新規定能夠盡快實施，並建議當局針對商標註冊和使用過程中出現的各種

惡意行為，包括無正當理由申請註銷他人商標、不負責任的指控、無理纏擾

的訴訟等，加強執法和提高懲罰力度，以緩解港企在內地使用和維護商標的

後顧之憂。  

  

2023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