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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知識產權貿易平台的優勢
◆ 香港每年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包括香港國際授權展、香港國際影

視展、香港國際創科展、香港書展及Design Inspire創意設計博
覽，創造大量知識產權貿易機會。

◆ 政策支持有助強化香港知識產權樞紐角色。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中心。

●

2023年5月，香港的《版權條例》修訂生效，滿足數碼時代
的需要。一些重要修訂包括因應最新科技發展，為版權擁有人
引入科技中立的專有傳播權利，以及引入「安全港」制度，鼓
勵聯線服務提供者與版權擁有人合作打擊網上盜版活動。

●

1）推行「專利盒」稅務優惠；2024年財政預算案建議，將專利
所產生的合資格利潤的稅率，由現時16.5%減至5%；

2）把外觀設計註冊處的服務收費下調10%至70%，以鼓勵業
界適時註冊外觀設計。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於1998年推出，向本地公司及發明家的工
業應用功能新專利品和發明提供資助，每項獲批申請的最高資
助額可達250,000元。

●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

◆ 香港與全球各地知識產權業者緊密聯繫。

於CEPA框架下，香港服務供應商可於內地提供專利代理和商
標代理服務，以應對內地研發投資領域對知識產權的殷切需
求，把握箇中商機。

●

2017年6月，香港與內地政府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進一步充實CEPA的合作規定。香港與內地將共同推動在知識
產權運用、保護、貿易和人才培育等領域的合作。為完善香港
的專利制度，中央也將在實質審查、覆審、專利批予後的爭端
和自動化服務等方面提供技術支援。

●

香港簽署多項符合全球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的國際條約、公約和
協定，包括《尼斯協定》（Nice Agreement）及《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WPPT）。香港正積極爭取
加入《馬德里議定書》。《馬德里議定書》提供一個綜合系
統，讓申請者集中處理國際商標註冊及保護事宜，無需分別向
各個司法管轄區提交申請。

●

資源來源：貿發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成功研發
出「無電製冷」建築物料的創冷科技行政
總裁兼聯合創始人朱毅豪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預計
「專利盒」稅務減免對鼓勵
科研的幫助很大，因初創企
業有很多專利需要申請註
冊，自己之前亦曾在香港、
內地及美國等地申請，如果
之後專利所產生的合資格利潤
稅率，由現時的16.5%減至5%，
他會提早將一些專利在香港註冊，例如瓷
磚及玻璃膜等材料。他指出，「以一個初創
企業計，如果有1,000萬元利潤，專利稅率
減10%，將能節省100萬元的資金，可用作
其他開發及調研成本。」
朱毅豪又指，很多初創企業會利用香港作為
拓展海外市場的平台，因香港專利合作條約
（PCT）是以英文撰寫，更容易在海外拓展，
如內地則是以中文撰寫。他相信措施會吸引其
他地區企業來香港申請專利，因為香港的稅率
相對較低，而且具接通國際的優勢。他續指，

其公司研發的物料可降溫達攝氏30度的神奇
效果，目前已獲迪拜、阿布扎比、菲律賓、馬

來西亞等多國大型建築項目採用，最近該
公司更把散熱技術拓展至交通工具、
布料等應用範疇。

學者：可起多重效應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副院長、

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
所長莊太量在受訪時亦表示，「專利

盒」稅務優惠措施一來可以鼓勵本地研
發，另一方面亦會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公司來
香港註冊專利，專利亦可以在香港扣稅，當
累積到一定數量的知識產權後，更可成立交
易所 / 平台進行買賣，達到多重效應。
莊太量解釋：「由開發、註冊至產生利潤
都有一段時間，如果有一個很活躍的知識產
權買賣市場，初創可以用註冊的知識產權去
向銀行做抵押貸款，從而繼續發展其業
務。」另外，他相信，措施會鼓勵更多本地
科學或醫學的測試，因開公司賺錢要交
16.5%稅，但科研成果只需交5%。

◆◆朱毅豪朱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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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萬利潤慳稅100萬
「無電製冷」創企：幫助大

李德豪：以後在港申請專利費用可降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內地港資創

科企業負責人對香港要推出「專利盒」稅務政策亦感到
鼓舞，認為可帶來很大的利好，以後企業在香港申請專
利可以降低費用，也可以激發更多企業積極申請專利，

並吸引全球眾多企業前來註冊專利和進
行專利交易，助推香港打造區域知
識產權貿易中心。
多年來在內地從事大數據業務
研發創新的深圳市前海雲端容災
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CEO 李德
豪，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早在2008年便積極參與香港
的專利事業，申請了三個PAG（專

利申請資助計劃），然而，隨着自己對
內地專利政策的深入了解，他發現內地的申請費用更為
親民，且政策扶持力度大，因此至今他已成功申請了30
多個內地專利。儘管自己內心非常希望將技術留在香
港，但考慮到投資成本和政策支持的差異，這確實是一
個艱難的選擇。

倡發明專利專家納人才庫
李德豪稱，特區政府要推出「專利盒」政策，香港可

以借鑑內地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完善和優化香港的專利
政策，讓香港企業在專利領域取得更多突破。他建
議，香港可以設立專利獎和發明專利大賽，不僅可以

提高社會對專利的關注度，還能為優秀的專利項目提
供資金支持，推動其進一步發展和應用。同時，對於
在發明專利領域表現突出的專家，可以將其納入人才
庫，為聘請這些專家的企業提供資助，以吸引更多優
秀人才來港發展。
他相信，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得天獨厚的融
資優勢，香港可以充分發揮這一優勢，為專利項目提供
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助力其快速成長和國際化。
對於知識產權維權問題，李德豪建議特區政府可以
加強與內地及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共同建立知識產權
維權基金和交易平台。這不僅有助於解決維權難題，
還能進一步推動大灣區內的知識產權交易和合作，實
現共贏發展。

促企業研發新產品新科技
香港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長郭文宗亦認為，香港推出

「專利盒」稅務優惠有利於創科發展，令企業勇於研發
新產品與結合新科技，刺激更多企業投入創新。他舉例
指，智能家居產業已經與互聯網、物聯網和5G密切交
融，當中不乏研發創新，特區政府有更多優惠和支持，
這類創新科技行業必定更蓬勃。
他也相信，香港作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輻射海內

外，可以為創科企業提供融資和專利交易服務，「專利
盒」政策將吸引眾多中外企業來港進行專利註冊和交
易，有利香港打造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李德豪李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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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創科和知識產權貿易活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在網誌提到，將會推行「專利盒」稅務優惠，將專利所產生的合資格利

潤的稅率，由現時的16.5%減至5%，以鼓勵各業界積極進行更多研

發活動，創造更多具市場潛力的知識產權，加快推動創科和知識產

權貿易活動，相關的條例草案將於本周三提交立法會首讀。特區

政府亦會繼續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多個方面緊密合作，包括

便利跨境申請各種知識產權註冊保護，以及推廣香港知識

產權專業服務，以支援區內企業進行知識產權貿易等。

陳茂波表示，國家正堅定邁向高質量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今年兩會期間強調要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內涵和支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除了全力將香港發
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外，亦憑藉健全的知識產權保障
體制，發揮好「十四五」規劃下「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的定位，開闢新的發展路徑。

籌建世界知識產權支持中心
陳茂波指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多項措施，加

快推動香港「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建設，這將與國
際創科中心的發展相輔相成。預算案提出，推行「專利
盒」稅務優惠，將專利所產生的合資格利潤的稅率，由
現時的16.5%減至5%；另外，在香港籌建一所世
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技術與創新支持中心（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upport Centre），預計中心投入運作後，可為
本地企業和創業者提供與專利相關的優質資訊及服務，協助他們
創造、保護、管理和商品化其知識產權，並促進知識產權貿易。
另一方面，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和貿易亦有利香港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助力「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而授權業務
是其中一個值得發展的方向。
他表示，過去一段時間，特區政府與不少創科企業交流時留意

到，他們決定落戶香港的主因之一，是認為香港的法制、法治和
專業服務，以及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讓他們在拓展國際業務時，
技術和產品都受到專利保護，有利他們透過授權其他企業使用有
關技術研發更多新應用，以「專利營運」模式產生收益。

年內諮詢再完善《版權條例》
財爺又提到，當局會研究完善《版權條例》，因應人工智能的

最新發展而對版權提供適當的保障，今年內會進行諮詢。他指，
當局除了透過「創意智優計劃」促進與創意有關的知識產權創造
和交易，香港貿發局亦正着手優化「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加入有關創意產權內容，以推動創意版權交易，促進文藝創意產
業化，目標於今年內試行。
與內地合作方面，財爺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在
多個方面緊密合作，包括加強專利審查人員的培訓。特區政府亦會
推進與大灣區兄弟城市（特別是深圳前海）在不同知識產權範疇的
交流和合作，包括便利跨境申請各種知識產權註冊保護，以及推廣
香港知識產權專業服務，以支援區內企業進行知識產權貿易等。
據陳茂波在網誌透露，近年全球知識產權的重心已向亞洲轉
移，香港在知識產權貿易的市場潛力龐大。截至去年年底，中國
擁有近500萬件有效發明專利，數量在全球居首位。根據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經分析各地
在專利申請和科學論文刊登數量等因素，「深圳─香港─廣州」
科技集群已連續四年蟬聯全球創科活動第二最密集的地區。

港每年批出標準專利註冊逾萬宗
本地方面，知識產權署在2021至2023年批出的標準專利註冊每

年均超過一萬宗，較之前十年每年的平均註冊量上升逾五成，顯示
香港的創科上游生態越趨蓬勃，知識產權貿易的市場潛力龐大。

港專利盒利得稅擬減至5%
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合作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合作 促跨境申請註冊保護促跨境申請註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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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指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
知識產權局在多個方面緊密合作

◀陳茂波昨在網誌指，將會推行「專利盒」稅
務優惠，以鼓勵各業界積極進行更多研發活
動。圖為香港科學園。

▼截至去年12月，知識產權署共收到
825宗原授專利（OGP）申請，其中以
涉及電學範疇最多。圖為城大福田
研究院內科研人員正在做實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一直是海外公司進入中
國內地和區內市場的跳板，亦是內地公司「走出去」的首選
平台，令香港成為海外公司註冊知識產權的熱門地點。日
後，當有關知識產權「專利盒」稅務優惠的立法通過，政府
將專利所產生的合資格利潤稅率減至5%後，香港作為知識產
權保護及知識產權貿易樞紐的優勢將更為顯著。

法制完善 可提供專業服務
根據香港貿發局今年2月發表的《香港知識產權服務業概
況》報告指出，香港在拓展知識產權貿易方面具有多項領先
優勢。首先，香港是亞洲商業樞紐及採購平台，多年來一直
是各類知識產權的交易市場，並在知識產權價值鏈活動中發
揮重要作用，促進區內的知識產權貿易。香港的優勢在於法
制完善、財務資源充裕以及知識產權保障制度健全，並有大
量知識產權專家為相關行業提供全面的專業服務。
其次，為近水樓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2023年全球創新指

數報告顯示，「深圳─香港─廣州」科學技術集群在百大集
群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東京─橫濱」集群。隨着香港發展成
為重要的知識產權貿易平台，以及通往粵港澳大灣區的主要門
戶，知識產權業將在大灣區的科技及創新領域擔當關鍵角色。
第三，是政策支持：除了既有的再註冊制度之外，特區政府於
2019年12月推出原授專利（OGP）制度，為專利申請人開闢直
接途徑，在香港尋求長達20年的標準專利保護，而無需先在香
港境外註冊。這個制度更加方便快捷，有助吸引更多專利申請。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2023年，香港是全球第十
二大專利申請中心，大部分申請來自海外，其中非居民專利
申請佔2022年的申請個案總數逾98%，而這些非居民專利申
請主要來自美國、中國內地、日本、瑞士及德國。截至2023
年12月，知識產權署共收到825宗原授專利申請，其中55.2%
來自非居民申請人。這些原授專利申請最多涉及電學（如物
流及人工智能等）範疇，佔已收到申請的49.8%，其次是機械
工程（如消費品及傢具等），佔34.8%，化學則佔15.4%。

國際授權商來港設策略基地
根據業界調查，2022年全球授權商品及服務零售額超過
3,400億美元，較之前一年增逾8%，加上近年串流平台和電子
商貿盛行，人物角色、品牌、流行玩意都可透過網絡在全球
迅速傳播，市場增長空間龐大。而事實上，香港也是亞洲主
要的授權活動中心，不少國際授權商及授權代理商都選擇以
香港作為策略基地，拓展亞洲的授權業務。在2022年，香港
使用知識產權相關的服務輸出和輸入總值，分別達58億和163
億港元，較2017年分別增長3%和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