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第 11 章 

知識產權的註冊及推廣 

撮要 

1． 知識產權署負責處理有關知識產權註冊及保護的事宜。 

該署提供的服務包括營運商標註冊處、專利註冊處和外觀設計註

冊處，以及透過公眾教育推廣保護知識產權。在 2005-06 年度， 

知識產權署的總開支為 7,500 萬元。 

帳目審查 

2． 審計署最近就知識產權署提供的服務進行審查，發現該

署的工作有可改善的地方。 

商標、專利和外觀設計的註冊 

3. 參查廠療病膚 商標註冊處對商標申請進行審查。該註

冊處的員工數目，佔三個註冊處大部分人手。審計署發現，雖然

知識產權署每月接獲的申請數目大致維持在少於 2 000 宗的水

平，但尚待處理的商標申請個案宗數，卻由二零零五年四月的約 

2 000 宗增至二零零六年六月的約 5 000 宗。審計著廣蘆充7謂產

蒼著著長原郝吃才行動，滅夕苟〞處理貯廠蔡申蘆輝案病囊。 

4. 育需要f需廳若澹方廬雪子拐艾膚務討處月 知識產權署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推出以電子方式提交商標申請的服務，並於

二零零四年九月推出以電子方式提交專利及外觀設計申請的服

務。二零零五年，轉用電子方式提交商標、專利和外觀設計申請

的比率分別為 35% ' 23%及 24%。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這些比率

分別升至 42%、 27%及 30%。審計署注意到，有各種原因可能導

致電子提交服務使用率有限。審計著當蘆東7論廣簷著著每 '療考

廬靈。著游方虜雪子媚艾•膠霹〞夕勿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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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盒尸實月 每個註冊處所收取的註冊費用，是以個別註

冊處的成本計算結果為依據的。商標註冊處最近的成本計算工作

於二零零四年進行，而專利註冊處和外觀設計註冊處則在二零零

五年進行有關工作。每個註冊處進行整體的成本計算，而非計算

每項個別服務的成本。知識產權署亦沒有就電子及傳統途徑提供

的服務進行成本計算工作，以便為這些服務訂定不同收費。二零

零五年十月，知識產權署承諾在二零零六年第二季檢討商標、專

利和外觀設計的註冊費用。其後，知識產權署把有關檢討押後至

二零零六年第三季進行。截至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知識產

權署仍未完成註冊費用的檢討。審計著當‘方7論廣蒼著著房‘原

礎鏘盒尸費月〞夕赫〞血7〞蘑〞0 在紛it費月婷，訪著署婦療蘑〞 

成濟計草工作，以礎定每要廖別靂靂〞夕彥才才‘以發舊週雲子界7萍

贓曾徑提鮮膚辟貯成濟，立郝〞成濟計算工廣貯壯男N洽費月。 

外判合約的管理 

6． 二零零一年九月，知識產權署推行為期五年的試驗計

劃，把非核心服務外判。該署向一家承辦商批出總值 8,700 萬元

的合約，合約為期五年，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屆滿。承辦

商須按照合約提供的服務包括三項必需服務，即新應用系統開發

服務、持續支援及維修服務和辦公室運作服務。 

7. 蕊方晝撐灰群膚膠〞膚美原膚梁 根據合約，如承辦商

未能達致合約訂明的服務水平，知識產權署便會按照收費調整機

制，扣減付予承辦商的月費。承辦商須向知識產權署提交每月表

現報告，匯報其表現是否合乎應有的服務水平。然而，沒有證據

顯示知識產權署對所提交的表現報告進行查核。審計署亦注意

到，知識產權署並無擬訂任何程序上的指引，協助屬下人員管理

外判合約。審計奢當著充7麟廣蒼著著賽，原疲7邊才程序以查夢虜〞 

廠〞夕姜質〞合‘以反考廬〞盧7‘盾外‘以霹緲刃7潰廣蒼著人月營g 

辦刀合貯。 

8. 鮮必呈’霤作膚霧不討久嗡實訝磨〞劇 根據合約，收費

調整機制只適用於兩項必需服務。有關機制不適用於第三項必需

服務，即辦公室運作服務。如辦公室運作服務未能達致訂明的水

平，會對知識產權署的表現造成影響 , 齡審計奢當牌必論產簷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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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長，原硿虜在〞螢貯辦刀合貯把瓣公室虜廣ff 肘式嗡費胛整

撲劍。 

9. 蒲方妥為 p7- 后人力需才是否泠理 二零零五年六月，知

識產權署批准一項在外判合約下實施新互動電子服務的服務調

整，預計總成本為 880 萬元，當中系統開發及實施的成本佔 650 
萬元。這筆 650 萬元的成本是依據承辦商建議的人力需求而釐

訂。然而，審計署未能找到任何證據顯示知識產權署已妥為評估

人力需求是否合理。審計奢當蘑必論產：曆著著瘍‘原在日夔從診

政府胄訂群發〞監瓣公室〞夕蘆男‘以勿評后人力需才是否合g。 

10. 蒲育參晝功〞力。買吋貧歷 承辦商只向知識產權署提供

這項服務調整的計劃推行小組負責人的資料，但並無提供其他小

組成員的資料，因此，該署無法評估小組成員是否具備所需的資

歷和工作經驗 o 審計著虜蘿方7識產撐著著婦‘原在〞慶訝登膚〞 

婷‘要才虜〞廠提鮮直廖胃工〞夕斤煮腳費r稈。 

正版正貨承諾計劃的管理 

11． 知識產權署自一九九八年起在該署的推廣保護知識產權

服務下推行正版正貨承諾計劃（計劃），目的是鼓勵零售商承諾售

賣正版貨，以及促進零售商和消費者對保護知識產權的認識，以

加強旅客及消費者在香港購物的信心。所有參加計劃的零售商戶

必須自願承諾不賣假貨。作出承諾的商戶可於店內展示由發標貼

機構發出的“正版正貨”標貼及座檯卡。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參與計劃的發標貼機構共有七家，全部都是商會，而參加計

劃的零售商戶則有 388 個（合共 3 263 家零售店）。 

12. 對計劃膚靈察 發標貼機構負責監察會員有否遵行計劃

的規定，但該等機構無須向知識產權署報告其執行的監察工作。 

審訏著虜討必論彥蒼奢著瘍‘贖掬〞若游‘瘡虜發標必撲檸實莊 

〞登的劇度‘以廬止計劇勰2藍〞。 

13. 不當增虜月 "1E版1E背〞薦慰 座霤卡 審計署注意

到，有 328 個在二零零五年參加計劃的會員商號在二零零六年沒

有續會。然而，知識產權署未有採取任何措施，確保這些非會員

已停止使用二零零五年的“正版正貨”標貼／座檯卡。審計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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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六月進行抽查時發現 12 個沒有續會的商號仍在店內

展示二零零五年的“正版正貨”標貼／座檯卡。審計署的抽查亦

發現一個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均沒有參加計劃的商號在

店內展示二零零五年的“正版正貨”標貼／座檯卡。審計著虜牌

方7論產勿婷著著瘍，原瘡虜靂有纜會〞夕會月停止膚示‘‘正‘膚1石‘背’' 
標必／座蘆卡，立考廬IL7 撲獻‘以對〞不“當勿月標后／座編蘆卡

貯膚2惡。 

14． 育需要〞蘆合力度刀 “正版正背〞標計蘆方晝察 審計

署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和六月抽樣檢查會員的廣告，發現有四宗個

案，沒有遵守須事先取得知識產權署的書面批准才可在廣告內使

用“正版正貨”標誌的規定。審計署亦發現，會員以各種形式在 

廣告內展示有關標誌。審計著倉簷刀識產撐著著婦 	 月 

嚴啟it宇煩夢先。趕曾原鳶洽貯質定，士考膚虜屏示方廖標詁貯

正硿方才疲7•j玄質Aio 

15. 對計 J吋 37Z 撐 計劃運作約有八年，並發現有若干問

題。知識產權署每年進行調查，訪問公眾和商業機構有否留意到

知識產權署的廣告及宣傳活動。然而，知識產權署並無評估公眾

對計劃的了解和期望，亦未有評估計劃在提高旅客和消費者在香

港購物的信心方面的成效。審計著當牌充7論彥m長 '原考廬

膚a 劃貯成舫蘑〞評后。 

保護知識產權的推廣工作 

16． 多年來，知識產權署推出各項宣傳及教育活動，以促進

公眾對知識產權的認識。自數年前起，知識產權署每年都進行調

查，評估該署推廣及公眾教育活動的成效，並就社會人士對知識

產權的認識及觀念有所轉變的模式加以比較。最新的調查顯示， 

公眾和商業機構對保護知識產權愈來愈重視。然而，調查指出在

香港侵犯知識產權的情況仍然嚴重。審訏奢虜咸必論廣蒼奢奢

婦‘原臘膚勵力〞蘑〞會人士對必論產蒼〞夕訂論及〞高念〞對方7 
論產 W貯f重‘以及在分靂必論廣蒼著〞於拴廣必論廣蒼貯賢頭

婷‘考廬每車蘑〞胛查〞夕壯男發〞廖人士〞夕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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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表現的衡量 

17． 知識產權署在 200 6-07 年度管制人員報告中有關“法定 

職能”的綱領，訂下 6 個目標和 14 個服務表現指標。這 20 項衡

量服務表現準則全都與工作量及服務質素有關。審計著彥蒲充7論

廣撐著奢瘍‘原考廬盡可鳶扮鮮單。成濟虜由廣力蒼標‘以萍蠻

充7論產蒼著膚香簷〞夕充7論產蒼貯盒〞界7營理事丘’所蘆勁〞夕彥才才

舫盎。 

當局的回應 

18． 當局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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