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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欧亚专利公约 

欧亚专利是基于 1994 年 9 月 9 日签署的《欧亚专利公约》产生的一种统一

审查的专利制度。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基于当时苏联的解体，这也形成了该地区

国际条约的特色。首先是成员国的特色。目前的生效的成员国有亚美尼亚、阿塞

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塔、土库

曼尼斯坦；还有 3个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同样签订了欧亚

专利，但还没有被批准加入。其次，因为成员国都源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

此，很容易都接受采用单一的俄语作为申请语言和审查语言。这相较于欧洲专利

而言，给申请人比较大的便利和费用上的节约。 

一带一路中亚及独联体国家中则有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欧亚专利公约成员国家；

而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还在欧亚专利体系之外。 

这些中亚及独联体国家具有广阔的面积（主要是俄罗斯）和众多的人口，而

且矿产丰富，其中一些国家还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例如俄罗斯、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但人均 GDP 并不高（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

外），都在 5000 美元以下（2018 年）。 

因此，上述一带一路中亚及独联体国家的专利保护，选择欧亚专利是一种比

较好的途径，对于非欧亚专利成员国，则只能单独通过 PCT 或巴黎公约进入。 

近十年来，欧亚专利每年的专利公开量保持了一定数量，见表 7。申请的技

术领域主要覆盖 A部、C部和 B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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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湾合作委员会 

海湾合作委员会(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 简称海合会，全

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1981 年 5 月 25 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总部

设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其成员国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

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 6国。成员国总面积 267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400 万，

200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值约 3800 亿美元，主要资源为石油和天然气，是中东

地区的重要区域性组织。到了 1998 年 GCC 才成立了一个专利局：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专利局( The Patent Office of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lates of the Gulf――GCCPO)。其目的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科学和技

术协作，建立、鼓励和支持研究、应用科学技术的本地机制，努力实现技术转移，

使转让的技术适用于本地情况，鼓励和开发本地技术，以实现本地区的进步和发

展。GCCPO 是个地区性的专利局，它对海合会的成员国提出的专利申请进行登记。

如果提出的专利申请符合 GCC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条件，专利局将对该

专利申请授予专利权。该局授予的专利权将在 GCC 成员国中有效，任何 GCC 成员

国将不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审查。 

尽管 GCCPO 成立时间不短，但向该局提交专利申请非常少。根据某商业数据

检索的结果，一共只有 416 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C部化学（石油相关的）和

冶金，申请人也多为各石油公司。 

另外，尽管 GCC 的全部成员国（6个）都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也仅占

西亚 18 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



 

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埃及）中的三

分之一。 

这六个 GCC 成员国，本国仍有其独立的专利制度，尽管专利申请公开量也是

非常少。见表 8。所覆盖的技术领域主要集中在 C部和 A部（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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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总结 

根据上述一带一路国家所参加的国际或地区条约的情况进行梳理，从中可以

大致了解各国国家的专利制度（参考表 10）。 

表 10  

一带一路国家加入与专利有关的国际或地区条约一览表 



 

 



 

 

 

如何对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技术选择需要保护的海外法域的确是一个“因案



 

而异”的选择过程，除了基本的原则外，某些情况下需要考虑一些特殊情况，或

依据特殊的要素进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