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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问题专门委员会 

委员长 外川英明   

 

 

对《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和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意见征求稿）》的意见 

 

    日本机械输出组合（Japan Machinery Center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是 1952 年

为推动机械贸易及投资的健全发展成立的非盈利性团体。组合成员包括电子电器、办公机械、

产业机械等制造业、商社及工程公司等贸易业等，从事众多机械产品的出口及投资的大型企业

和骨干企业 251家。 

    本组合的知识产权问题专业委员会，主要从事日本国内外特别是贵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研

究，对贵国的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和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十分关注。就此次意见征求稿，

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敬请参考为盼。 

 

    首先，就本指引整体，我们认为，专利权侵权等的判定在法律上和技术上两方面都是非常

复杂的操作，专利业务管理部门要恰当地确定权利范围是有困难的，不适合依据职权主义进行

行政处理。而应当交给在当事人主义的对立结构的诉讼中由法官作出专业性判断的司法判断

来处理。另外，在法理上有见解对立的诸多论点，也不一定适合用本指引这样就详细内容作细

致的确定性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不应该正式制定本指引。如果知识产权局内部职员的教

育上有需要，应限于仅供参考资料发给职员阅读。 

    本组合的基本意见如上所述。但如果确定要制定本指引的话，我们的意见如下表所列： 

条 款 编

号 

修改建议案 修改理由 

第 一 编

第 1 章

第 2 节

5. 

<选择发明及间接侵权> 

可考虑对选择发明及间接侵权也作出规定。 

对选择发明及间接侵权未见

作出规定。 

第 一 编

第 2 章

<等同侵权的适用> 

有关等同侵权的判断,不该由行政机关处理,而应

实务上,等同侵权的适用及

判断难度很高,必须根据具



第 2 节

4. 

该在专利诉讼中由法院判断。 体案件进行综合判断。本指

引如作出统一规定，则可能

对行政执行的实务带来困

扰。 

第一编 

第 2 章

第 5 节

5.1.2.2 

<禁止反悔原则> 

希望删除 5.1.2.2。 

（1） 作为行政部门的专利

业务管理部门，依职

权主动提出侵权嫌疑

人等自己都未提出的

事项，这有悖民法通

则所规定的自愿平等

原则，因此并不适当，

另外亦有损害公平原

则的可能性。 

（2） 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时

的权利范围的确定在

法律和技术两方面都

是非常复杂的操作，

专利业务管理部门很

难适当确定权利范

围，应交给司法机关

来判断。 

第 二 编

第 1 章

第 2 节

2.2 

<色彩的限度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希望删除示例部分的“例如，当被控侵权设计与专

利外观设计在形状、图案上未构成近似，而其色彩

搭配非常近似，从而导致二者整体视觉效果近似，

被控侵权产品落入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

或者修改成能够解释成为“仅为色彩的组合的，不

落入保护范围内。”的示例。 

“色彩的限定并不必然缩小

保护范围”，这是正确的。但

是我们认示例欠妥。如以“形

状、图案上未构成近似”作为

前提的话，不但会与商标法

所保护的具有识别力的色彩

组合发生混淆，并且，对识别

力不作要求的外观设计予以

保护，这恐怕保护力度过大。

应根据“第 4 节 1.4 整体观

察、综合判断”，认为“仅为

色彩的组合的类似的，不在

保护范围内”。 

 

第 三 编 <专利权的效力终止后的专利标识标注的变更> 如专利权的效力终止后须立



第 1 章

第 3 节

4. 

希望追加下划线部分的内容： 

“符合规定的专利标识标注行为在时间上必须发

生在专利授权之后到专利权效力终止之前，或专

利权效力终止时起算经过一定期间（比如 6个月）

为止。与之对应，专利标识标注行为发生在专利授

权之前或者专利权效力终止时起算经过一定期间

（比如 6个月）的，均构成假冒专利行为。” 

 

刻变更专利标识标注的话，

对生产者来说负担过重。尤

其是在宣告无效决定时，有

必要在时间上给与一定的更

改宽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