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将重组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更好的 IP 保护迈进一步 

 

2018 年 3 月 13 日，经过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获得了通过。在本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中，涉及多个国务院

组成部门及直属机构的撤销、组建或重组，其中包括对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重组。国家知识产权

局原本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专职对全国的专利工作进行管理，受理和审查专利申请并依法授

予专利权。 

根据改革方案，将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取而代之，将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而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行重组，

重组后其管理职责将从原本唯一的专利工作扩展到涵盖商标以及原产地地理标志工作，并且其不

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而是成为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下属机构。 

专利、商标以及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的整合可能是此次国家知识产权局重组的亮点之一。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本的职责仅限于专利工作。商标的管理职责原本属于此次改革方案中将不再保

留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而原产地地理标志的管理职责原本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也就是说，专利和商标这两大知识产权过去是由不同的机构来分别管理的，但根据改革方案，即

将由重新组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来统一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革方案出台之前，有一种说法，

认为商标和版权的管理将会合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事实上，根据改革方案，版权的管理并未变

动，仍然由原来的国家版权局进行管理。但专利和商标管理的合并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这样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知识产权管理职责更类似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 

此外，重组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职责上也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其将负责保护知识产权工作，

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负责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注册登记和行政裁决，指导商

标、专利执法工作等。而原本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的专利执法工作将连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的商标执法工作交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专利的行政管

理和行政执法从同一主体——国家知识产权局——手中分离，由两个机构来分别承担，这也是此

次重组的另一个亮点之一。执法权力将归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上级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并且由此形成的执法队伍将是集专利、商标、质量、甚至反垄断等一系列涉及市场规范的行政执

法权于一身的执法主体。 

目前，企业的普遍反映是中国的专利行政执法的执法力度还相对较弱，执法威慑力远不如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一旦形成集中的市场监督管理执法队伍，就专利行政执法而言，其执法力度应

当是会明显提高的。与此同时，大众期待的《专利法》修订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其中涉及加强

专利行政处罚力度以及明确处罚尺度。可以说，在专利侵权纠纷方面，将更容易通过专利行政执

法获得手续简单、时效快的及时救济（比如临时禁令）并得到有力的执行。专利行政执法也是有

短板的，即不能与司法救济同时使用，并且不能获得损害赔偿的判罚。尽管在申请专利行政执法

时，请求人可以提出赔偿要求并与被请求人（被控侵权人）协商以就赔偿金额达成协议，但如果

不能达成协议，请求人只能继续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获得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