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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行政机构及行业组织 

 

第一编 机 构 

 

第一章 国家工业产权局 

 

第４１１－１条  国家工业产权局隶属工业部, 是具有民事主体资

格和独立财务的公共机构. 

其职责有: 

１ 集中管理并传播保护创新及企业注册所必需的信息, 以及上述

领域的宣传和培训工作; 

２ 根据工业产权、贸易登记、公司注册和执业者的名录汇编的法

律、法规,受理工业产权证书申请文件或者与其有关的文件附件,审

查并颁发证书或者注册登记,以及监控证书的维持状况;集中管理贸

易注册和公司登记,执业者的名录汇编及民商声明的官方公报;传播

工业产权证书和法定出版的文件汇编中包含的技术信息,商业及金

融信息; 

３ 主动向工业产权主管部部长提出修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建议,以

有利于适应国内外立法发展和发明人及企业需要;参与国际公约的

起草工作,并代表法国参加有关国际组织. 

 

第４１１－２条  根据１９５９年１ 月２ 日关于财政组织法５９

－２号法令第５条规定制定的收费,国家工业产权局的收入包括在

工业产权、贸易和执业者登记、提交公司文件方面的收费以及附加

收费.上述收入应当平衡机构的开支. 

根据行政法院法规规定的方式,对国家工业产权局预算执行后的情

况实行监管. 

 

第４１１－３条 国家工业产权局行政和财务组织由行政法院

法规予以规定. 

 

第４１１－４条  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根据本法典的规定作出颁发、



驳回或者维持工业产权证书的决定. 

局长在行使上述职权时不受其所隶属的权力机关的制约.对局长决

定不服提出上诉的,由法规指定的上诉法院直接受理.审理时,检察

院和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可以到场听取审理.申请人或者国家工业

产权局局长均有权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第４１１－５条  第４１１－４条第一款所述的驳回决定,应当说

明理由. 

根据第７１２－４条提出的异议或者提出的解除制造、贸易或者服

务方面的商标失效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也应当说明理由.应当将作出

的决定按照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通知申请人. 

 

 

第二章 植物新品种委员会 (略) 

 

第二编 工业产权执业资格 

 

第一章 具备工业产权执业资格者名录汇编 

 

第４２１－１条  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每年编制具备工业产权执业

资格者的名录,并予以公布. 

登记在上述名录中的人,可以成为企业的雇员,或者单独自由执业, 

或者集体 (合伙) 执业, 或者成为另一自由职业者的雇员. 

符合第４２１－２ 条所规定的执业道德条件的, 在１９９０ 年１

１月２６日前登记在册的具有发明专利执业资格者, 自动在第一款

所述的名录中予以登记. 

 

第４２１－２条  品行不端或者不符合规定的文凭及职业实践条件

的,不得在前条所述的名录中予以登记. 

根据所获文凭及取得的实际工作经验,在名录中登记时应当加注专

业. 

 



第二章 从事工业产权顾问的条件 

 

第４２２－１条  从事工业产权顾问的职业, 要经常并有偿地向公

众提供服务, 可以是咨询、协助或者代表第三人获得、维持、实施

或者保护工业产权,提供与工业产权相关的权利及相关问题的服务. 

前款所述的服务包括法律咨询和撰写私署文书. 

未在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编制的工业产权顾问名录中登记的,不得

使用工业产权顾问的名义,或者容易引发公众混淆的相似名义.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处以刑法典第２５９条第２款的刑罚. 未在第

４２１－１条所述的名录中登记和未按第４２２－６条规定条件执

业的,不得在工业产权顾问名录中予以登记. 

根据所获的证书文凭及取得的实际工作经验,在名录中登记时应当

注明专业. 

 

第４２２－２条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有关工业产权的９０－

１０５２号法律生效之日具有发明专利顾问资格的, 自动在第４２

２－１ 条所述名录中予以登记. 

 

第４２２－３条   在前述１９９０ 年１１ 月２６ 日９０－１０

５２ 号法律生效之日开展了第４２２－１ 条所述业务的公司可以

申请在工业产权顾问名录上登记. 

属于上述情形的,第４２２－７条b)规定的条件不适用. 

申请在工业产权顾问名录上登记的时间,不得晚于１９９０ 年１１

月２６日９０－１０５２号法律生效之日起两年,否则丧失该权利. 

 

第４２２－４条 在国家工业产权局程序中希望委托代理的人,

只能委托具有该技术领域所要求的证书并且是依据第４２２－１ 

条最后一款所确定的专业和证书的工业产权顾问代理. 

前款规定不妨碍要求律师或者法律顾问的服务,或者申请人与其有

合同关系的企业或者公共机构的服务,或者专门行业组织的服务. 

 

第４２２－５ 条 任何人在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前开展了 



第４２２－１条第一款所述业务的,只要在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编

制的特别名录上进行了登记, 可以不依据第４２２－４ 条规定, 

在该条第一款所述情形下代理该款所指的人. 

除本条最后一款的规定外,向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提出登记声明的

人即自动获得登记. 

最晚不得迟于前述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９０－１０５２号法律

生效之日起两年内提出登记声明,否则丧失该权利. 

道德品质不良的,不得在第一款所规定的名录中予以登记. 

 

第４２２－６条  工业产权顾问可单独或者合伙执业, 或者作为另

一工业产权顾问的雇员. 

 

第４２２－７条  以公司名义开展工业产权顾问业务的, 可以是专

业 的 民 事 公 司 或 者 其 他 形 式 的 公 司. 后 一 种 情 

形, 应 当做到: 

a)董事会董事长, 总经理, 经理, 个人独资公司的总经理和经理以

及半数以上董事会董事或者监事会成员具有工业产权顾问资格; 

b)工业产权顾问控制一半以上的公司资本及投票权; 

c)接收新股东视情形需要经董事会、监事会或者经理的预先同意. 

１９６６ 年７月２４日关于商事公司的６６－５３７号法律第９

３条前两款及第１０７条和１４２条的规定,均不适用工业产权顾

问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监事会成员. 

工业产权顾问业务由公司开展的,除顾问本人的登记外,应在第４２

２－１条所规定名录的特别部分予以登记.  

 

第４２２－８条  所有工业产权顾问必须投保, 以确保在履行职务

中因疏忽及过失造成的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及退还已收取的基金、

证券. 

 

第４２２－９条  设立全国工业产权顾问协会, 该协会具有法人资

格,隶属国家工业产权局,并在公共权力机关前代表工业产权顾问,

维护其权益,确保遵守职业道德及规则. 



第４２２－１０条 从事工业产权顾问执业的个人或者法人,甚

至在执业以外,违反本编规则或者其实施细则, 或者违反正直、荣

誉、尽职、谨慎的要求的, 可给予以下法律处分: 警告、记过、临

时或者永久性注销. 

司法法官主持的全国工业产权顾问协会惩戒庭宣布上述处分. 

 

第三章 其他规定 

 

第４２３－１条  禁止任何个人或者法人向当事人兜售有关工业产

权方面咨询或者撰写文书的代理业务.但不禁止依据法规规定通过

邮局向专业人员或者企业寄送服务报价. 

凡违反前款规定的,将依据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７２－１１

３７号法律第５条关于在上门兜售和推销方面保护消费者的规定,

给予刑事制裁. 

为该款所述经营活动所作的任何广告必须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 

 

第４２３－２条  行政法院的法规规定本编的实施条件. 尤其要明

确规定: 

a)第一章的实施条件; 

b)第４２２－１条的实施条件; 

c)第４２２－４条的实施条件; 

d)第４２２－５条的实施条件; 

e)可以不遵守第４２２－７ 条 b) 规定的条件, 以允许各行业集

团与其他提供服务者参与创新过程; 

f)工业产权顾问的行业纪律规则; 

g)全国工业产权顾问协会的组织和运行模式, 以及向会员收取会费

数额的确定方式. 

 

第五卷 工业品外观设计 

 

第一编 权利的取得 

 



第一章 权利和受保护的作品 

 

第５１１－１条  在不影响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尤其是第一卷和

第三卷规定的权利的情况下,外观设计的设计人及其权利继受人在

本卷规定的条件下享有使用、销售,或者许可销售该外观设计的独

占权. 

 

第５１１－２条 外观设计的所有权归设计人或者权利继受人,

外观设计申请的第一申请人视为是设计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 

 

第５１１－３ 条   本卷规定适用新图案,新立体造型,以及通过显

著且易于辨认的新特征或者通过一个或者若干个外部效果所产生的

独特的新面貌区别于同类产品的工业品. 

但是,同一客体被视为新外观设计和可授予专利的发明,且外观设计

新的构成要素与发明的要素不可分离的,该客体只能依据第六卷规

定给予保护. 

 

第５１１－４条  外观设计的设计人或者其权利继受人是法国人或

者在法国有住所或者工商营业所,或者其国籍国、住所国或者工商

营业所所在国根据其国内法或者外交公约对法国的外观设计给予互

惠保护的,可以享有本卷所规定的权益. 

 

第５１１－５条  仅正规提交的外观设计享有本卷所规定的权益. 

 

第５１１－６条  外观设计申请提交前因销售或者其他方式公开的,

不导致丧失工业产权,也不影响本卷给予的特别保护. 

 

第５１１－７条  某些工业的专门法规可以规定特别措施, 允许工

业家证明其外观设计的在先使用,尤其可以通过经国家工业产权局

同意设立的私人登记簿证明其外观设计的在先使用. 

 

 



第二章 提交申请的手续 

 

第５１２－１条  申请人住所在巴黎或者在法国境外的, 应当向国

家工业产权局提交申请,否则无效.申请人住所在巴黎以外的法国境

内的,可以选择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或者住所所在地的商事法院书记

处提交申请. 

向商事法院书记处提交申请的,该书记处予以登记并将申请文件转

交法国工业产权局. 

 

第５１２－２条 根据本卷规定的形式和条件提交申请. 

申请应当包括申请人身份证件及一项或者多项有关外观设计的复制

品,否则不予受理.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的,驳回申请: 

１ 不符合规定的形式和条件; 

２ 申请的公开有可能损害公共秩序或者社会公德. 

但是,如申请人没有事先被邀请修改申请或者陈述意见的, 不得驳

回其申请. 

对其产品属于经常更新的外形和装饰的工业外观设计,可以在行政

法院法规规定的条件下简化手续提交申请. 

最迟在申请公开前６个月,申请仍然不符合前款所述法规规定的一

般要求的,该申请产生的权利丧失. 

 

第５１２－３条 申请人或者申请所有人, 虽然未遵守规定的

期限但出具有正当理由证明的,可以请求恢复其丧失的权利. 

 

第５１２－４条 任何改动或者转让外观设计权利的行为, 只

有在国家外观设计登记簿中登记公告,才能对抗第三人. 

 

第三章 保护期限 

 

第５１３－１条 本卷规定的保护期限为２５ 年, 自申请日起计算. 

经所有人声明,可以再延长２５年的保护期限. 



第四章 共同规定 

 

第５１４－１条 需要时, 行政法院制定法规规定本卷的实施条件. 

 

 

第二编 纠 纷 

 

单 章 

 

第５２１－１条 根据大审法院院长依简易请求及申请证明作

出的在管辖区采取行动的命令,受损害方可以要求执行官,甚至在申

请公开前要求执行官对涉嫌侵权物品或者设备作详细笔录. 笔录可

以附带或者不附带扣押. 

法院院长有权允许请求人得到警察或者地区法院法官的援助,有权

要求请求人在法院采取行动前交纳保证金;外国人请求法院扣押也

应当交纳保证金. 

法院院长的命令及交纳保证金证明的副本要交给被作出笔录的物品

的占有人,否则都无效,并可向执行官要求损害赔偿. 

请求人在１５天内未通过民事或者轻罪途径提起诉讼的, 笔录或者

扣押自动失效,但不妨碍损害赔偿. 

  

第５２１－２条  对提交申请前发生的行为, 不得依本卷提起诉讼. 

提交申请后到公开申请前发生的行为,只有受损害方证明被控方是

恶意的,才能根据第５２１－４条起诉,甚至民事诉讼. 

申请未公开前,不得根据相同条文提起刑事或者民事诉讼. 

对申请公开以后发生的行为,行为人可以出示证据证明是出于善意. 

 

第５２１－３条 罪行即使不成立, 仍然可以没收侵害了受本

卷保护权利的物品,并宣布归受侵害人所有. 

法院认定罪行成立的,可以宣告没收专门制造被控告物品的工具和

设备. 

 



第５２１－３－１条 自发现第５２１－４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

为，司法警察可以扣押非法制造、进口、占有、提供销售、销售、

交付或者提供的违法制品及专门用于实施上述行为的器材. 

 

第５２１－４条 对故意侵犯本卷保护的权利的行为, 处以两

年监禁和１００万法郎罚金. 

此外,法院可以对违法侵权单位处以不超过５年的全部或者部分和

最终或者临时停业. 

临时停业不得取消或者中止劳动合同,也不得给有关雇员带来任何

经济损失.当最终停业造成辞退人员的,除支付预定赔偿及辞退赔偿

外,还应当按劳动法典关于劳动合同中断的第１２２－１４－４条

和第１２２－１４－５条赔偿损失. 违反者处以６个月监禁和２５

０００法郎的罚金. 

 

第５２１－５条 本法典第５２１－４条确定的违法行为属于

刑法典第１２１－２条规定的,可以判处法人承担刑事责任. 

对法人所处刑罚有: 

１ 依照刑法典第１３１－３８条的方式所处的罚金; 

２ 依照刑法典第１３１－３９条所处的刑罚. 

第１３１－３９条２)规定的禁止应当针对对实施犯罪行为时的经

营活动. 

 

第５２１－６条  侵犯本卷保护的权利的累犯, 或者和受侵害人有

协议的初犯加倍处罚. 

此外,可以在不超过五年内剥夺罪犯在商事法院、工商会、行业协

会、劳资协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５２１－７条  海关管理部门依据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所有人的

书面请求,可以在其检查范围内扣留申请人指控对其工业品外观设

计构成侵害的货物. 

海关管理部门即时将扣留情况通报共和国检查官、申请人及货物申

报人或者占有人. 



申请人自货物扣留通知之日起１０ 个工作日内未能向海关部门证

明以下事项之一的,扣留决定自动失效: 

———由大审法院院长决定的保全措施; 

———提起民事或者刑事诉讼并提交担保金以承担侵权不成立的责

任. 

为提起前款所述的诉讼,海关管理人员无需再遵照海关法典第５９

条之二关于海关管理人员应当保守职业秘密的规定, 申请人可以从

海关管理部门得知货物的发运人、进口人、及收货人或 者货物占

有人的名称和地址以及货物数量. 

 

 

第六卷 发明及技术知识的保护 

 

第一编 发明专利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一节 总 则 

第６１１－１条 任何发明可以成为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颁发

的工业产权证书的标的,该证书赋予其所有人及其权利继受人独占

实施权. 

颁发证书将导致第６１２－２１条规定的法定公开. 

除适用法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外,住所或者营业所不在本编适用领土

内的外国人,在其国籍国给予法国人互惠保护的条件下, 可享受本

编的权益. 

 

第６１１－２条 保护发明的工业产权证书有: 

１ 发明专利,期限为申请提交之日起２０年; 

２ 实用证书,期限为申请提交之日起６年; 

３ 延期保护证书,根据第６１１－３ 条规定的条件对一项专利保

护期限予以延期,延期的期限自该专利法定期限届满起不超过 

７年,或者自颁发市场准销许可证起１７年. 



本卷关于专利的规定均适用实用证书,但第６１２－１４条、第６

１２－１５条及第６１２－１７条第一款的规定除外.本卷关于专

利的规定同样适用延期保护证书, 但第６１１－１２ 条、第６１

２－１ 条至第６１２－１０条、第６１２－１２ 条至第６１２－

１５ 条、第６１２－１７ 条、第６１２－２０条、第６１３－１

条和第６１３－２５条的规定除外. 

 

第６１１－３条  在法国生效的发明专利的主题是药品、获取药品

的方法、获取药品所必须的产品或者制造这一产品的方法的,在这

些药品、方法及产品是根据公共健康法典第６０１条或者第６１７

－１条取得市场准销许可的专用药品时, 该专利的所有人可依据本

卷及行政法院法规规定的形式和条件,自市场准销许可颁发之日就

专利中与该许可相应的部分取得延期保护证书. 

 

第６１１－４条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 日前提交的专利申请和专利

仍适用提交之日的规定. 

但该专利或者专利申请所产生的权利的行使及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

前未撰写出首次审查意见草案的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卷规定. 

 

第６１１－５条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关于工业产权的９０－

１０５２号法律生效前申请的增补证书适用申请之日的规定. 但对

产生权利的行使适用本卷规定. 

 

第二节 证书权 

第６１１－６条 取得第６１１－１条所述工业产权证书的权

利属于发明人或者其权利继受人. 

两个以上的人相互独立完成同样发明的,取得工业产权证书的权利

属于最早提交申请的人. 

在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的程序中,申请人被视为有权取得工业产权

证书. 

 

第６１１－７条 发明人是雇员的, 除非有更利于该雇员的约



定,取得工业产权证书的权利依据下列规定确定: 

１ 雇员执行与其实际职务相应的发明任务的工作合同, 或者从事

雇主明确赋予的研究和开发任务而完成的发明属于雇主. 完成发明

的雇员,依据集体合同、企业协议和个体劳动合同规定的条件享受

额外报酬. 

如果雇主不遵守有关集体合同,则任何额外报酬的争议由第６１５

－２１条设立的调解委员会或者大审法院管辖. 

２ 其他所有情形的发明属于雇员. 但雇员是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

或者在企业经营范围内,或者因知悉或者使用企业专有的技术或者

手段,及由企业提供的资料完成发明的,雇主依据行政法院法规确定

的条件及期限,有权分配或者享有全部或者部分工业产权证书权利. 

雇员应获 得 合 理 的 奖 金, 双 方 对 奖 金 协 商 不 成 的, 

由 第６１５－２１条设立的调解委员会或者大审法院裁定: 委员

会或者法院应考虑所有提交的材料,尤其是由雇主和雇员提交的材

料,并依据对完成发明的贡献及工商业效益,计算合理的奖金. 

３ 雇员发明人应当依据法规规定的方式及期限将发明通知雇主,并

由雇主出具收据. 

雇员和雇主应当相互告知相关发明的所有有用的情况.雇员和雇主

应当避免全部或者部分危害本卷所赋予权利的行使的任何披露. 

雇员和雇主达成的有关雇员发明的约定, 应当以书面为准, 否则无

效. 

４ 本条的实施方式由行政法院法规规定. 

５ 本条规定同样适用国家、公共机构和其他所有公法法人的工作

人员,同样依据行政法院法规规定的实施方式. 

 

第６１１－８条  如果申请工业产权证书的发明是窃取发明人或者

其权利继受人的,或者是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受损害方可以请

求追还该申请或者颁发证书的所有权. 

追还诉讼的时效为工业产权证书颁发公告之日起３年. 

但是,颁发或者获取工业产权证书是恶意的,诉讼时效为该证书届满

之日起３年. 

 



第６１１－９条 雇员发明或者非雇员发明的发明人, 均有权

在专利中予以注明,也可以放弃在专利中予以注明. 

 

第三节 可授予专利的发明 

第６１１－１０条  １ 对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的发

明授予专利权. 

２ 下列发明尤其不能视为第一款所称的发明: 

a)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 

b)美术创作; 

c)在智力活动、游戏或者经济活动中的规则、原理和方法, 以及计

算机程序; 

d)信息展示. 

３ 只有在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本身属于不授予专利权情形之一时,

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才排除授予专利的可能性. 

 

第６１１－１１条 不属于现有技术的发明具有新颖性. 

现有技术是指在专利申请日以前通过书面或者口头描述、使用或者

任何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在本条第二款所述申请日之前提交的法国专利申请和指定法国的欧

洲或者国际专利申请,只有在该申请日或者该申请日之后公布才属

于现有技术. 

前款规定不排除第６１１－１６条所述方法生产的包含在现有技术

中的物质或者组合物取得专利的可能性,只要所述任何方法的用途

不属于现有技术. 

 

第６１１－１２条  如果以在非巴黎联盟成员国或者非世界贸易组

织成员的首次专利申请为基础要求优先权的,则只有在该国以首次

法国专利申请或者指定法国的欧洲或者国际申请为基础给予 

具有巴黎公约优先权效力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予具有相应效力的优

先权. 

 

第６１１－１３条  为实施第６１１－１１条,发明的泄露属于下



列两种情形的,不予考虑: 

———在专利申请日前６个月内发生的泄露; 

———在申请日后因一件在先专利申请的公布导致泄露,并且如果

泄露是直接或者间接地由于下列情况之一的: 

a)对发明人或者其合法在先权利人有明显权利滥用; 

b)发明人或者其合法在先权利人将发明在１９２８ 年１１ 月２２

日在巴黎签订的国际展览会公约规定的官方展览会或者官方承认的

展览会上展出的. 

但在后一种情形下,申请专利时应声明发明已经展出并按法规规定

的期限和条件提供证明. 

 

第６１１－１４条  如果一项发明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

不是显而易见地出自现有技术,则具有创造性.如果现有技术包括第

６１１－１１条第三款规定的文献,该文献在评价创造性时不予考

虑. 

 

第６１１－１５条  如果一项发明的主题能够在工业、农业中制造

或者使用,则具有工业实用性. 

 

第６１１－１６条  人体或者动物的外科手术或者治疗方法及用于

人体或者动物的诊断方法,依据第６１１－１０条不具有工业实用

性.本规定不适用产品,特别是通过上述方法取得的物质或者组合物. 

 

第６１１－１７条 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a)发明的公布或者实施将违反公共秩序或者社会公德, 但不包括因

法律或者法规所禁止的发明本身的实施. 据此, 对人体、人体部分、

人体产物及其对人类全部或者部分基因的认识本身不能作为专利的

主题; 

b)某一种或者某一属的植物品种, 已享受依据本卷第二编第三章有

关植物品种的规定建立的保护制度; 

c)动物品种及以生物学为主的方法获得的植物或者动物品种,但本

规定不适用于微生物方法和以微生物方法获得的产品. 



第二章 申请的提交和审理 

 

第一节 申请的提交 

 

第６１２－１条 根据本章规定的形式和条件及法规对形式和

条件的具体规定,提出专利申请. 

 

第６１２－２ 条 专利申请日为申请人提交齐全下列文件的日

期: 

a)请求申请专利的声明; 

b)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c)说明书、一项或者几项权利要求书, 即使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不

符合本编的其他要求. 

 

第６１２－３条  同一发明人或者其权利继受人在１２个月内相继

提出两件申请时,申请人可以就两件申请中相同的内容,要求第二件

申请享有第一件申请的申请日. 

作为要求优先权的基础申请文件是在先的国外申请,且该国外申请

已被两件申请中的一件申请要求过优先权的,要求优先权的请求不

予受理.在第一件申请已依据前款规定享有多个申请日且自最早的

申请日起算超过１２ 个月时, 要求优先权的请求不予受理. 

授予的专利权是依据本条享有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的,将导致第一件

申请中相同部分的效力终止. 

 

第６１２－４条  一件专利申请只能涉及一项发明, 或者是多项发

明相互联系且属于一个发明总构思.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分案;分案申请享有

原申请的申请日,原申请有优先权的,分案申请享有原申请的优先权

日. 

 

第６１２－５ 条   在专利申请中,应当清楚、完整地充分公开发

明,以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再现发明. 



发明涉及公众无法接触到的微生物的使用时,如果该微生物菌种未

向有资质的保藏机构提交,则视为该发明未充分公开.公众获得该菌

种的条件由法规规定. 

 

第６１２－６条  权利要求应当确定要求保护的范围. 权利要求应

当清楚、简要,并且以说明书为依据. 

 

第６１２－７条  １ 申请人要求在先申请优先权的,应当在法规规

定的条件和期限内提交优先权声明及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２ 一件专利申请可以要求多项优先权, 即使来自不同的国家.需要

时,一个相同的权利要求可以要求多项优先权.要求多项优先权的,

优先权期限自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３ 一件专利申请要求享有一项或者多项优先权时, 优先权仅保护

享有优先权的申请内容. 

４ 要求优先权的发明内容未出现在在先申请的权利要求中时,只需

要在先申请的全部文件中包括了上述内容,即能够享有优先权. 

５ 优先权的效力在于, 专利申请的提交日依据第６１１－１１条

第二款、第三款,被视为是优先权日. 

 

第二节 申请的审查 

第６１２－８条 国防部部长有权秘密向工业产权局了解专利

申请. 

 

第６１２－９条 未经授权, 不得泄露和自由使用已经申请专

利的发明内容.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公开发明专利申请,未经同意不得颁发申请文件 

副 本, 不 得 启 动 第 ６１２－１４ 条、第 ６１２－１５ 条 

和 第６１２－２１条规定的程序. 

除第６１２－１０条外,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指的授权,可以在任

何时候下达. 

 

第６１２－１０ 条 在第６１２－９ 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到期



前,该条第一款规定的禁止令应国防部部长请求可以延长１年.在相

同条件下延长的禁止令也可以随时取消. 

根据本条规定,延长禁止令给专利申请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在受损害

的范围内赔偿专利申请人.赔偿数额协商不成的,由大审法院确定.

在法院各审级不得进行公开审理. 

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最终判决１年后,专利权人可以要求修改前款所

确定的赔偿数额. 

专利权人应当提供证明其受到的损害高于法院评价的证据. 

 

第６１２－１１条 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审查专利申请是否符合

第６１２－１２条所列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６１２－１２条 将全部或者部分驳回的专利申请是: 

１ 不符合第６１２－１条规定的条件的; 

２ 未根据第６１２－４条的规定分案的; 

３ 分案申请内容超出原申请说明书范围的;  

４ 根据第６１２－７条,发明主题明显不具备专利性条件的; 

５ 发明主题不能明显地被视为是第６１１－１０ 条第二款情形的,

或者不能明显地被视为属于第６１１－１６条工业实用性的; 

６ 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不能实施第６１２－１４条规定的; 

７ 检索报告显示明显缺乏新颖性时, 经通知催告后未进行修改的; 

８ 权利要求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的; 

９ 在第６１２－１４ 条规定的制定检索报告程序中, 申请人未按

要求陈述意见也未提交新的权利要求的. 

如果驳回理由只涉及专利申请的部分内容,则仅驳回相应的权利要

求. 

专利申请不符合第611-17条a）或者612-1条部分规定的，则依职权

删除说明书和附图中相应部分. 

 

第６１２－１３条 自提交专利申请之日到根据第６１２－１４

条开始准备文献检索之日,专利申请人可以提交新的权利要求. 

实用证书申请人自提交申请直到颁发证书之日,可以提交新的权利



要求. 

自根据第６１２－２１条１) 对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 在法规规定

的期限内,任何第三人可以就发明是否具有第６１１－１１条和第

６１１－１４条规定的专利性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出书面意见.国

家工业产权局将该书面意见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在法规规定的期限

内可以提交答复意见和新的权利要求. 

 

第６１２－１４条  除第６１２－１５条规定的条件外,如果专利

申请获得申请日,则开始制定检索报告,检索报告包括有可能影响第

６１１－１１条和第６１１－１４条规定的发明专利性条件的现有

技术. 

检索报告依据法规规定的条件制定. 

 

第６１２－１５条  申请人可以在１８ 个月期限内请求延迟制定

检索报告,１８个月期限自专利申请提交日或者优先权日 (有优先

权的)起计算.申请人可以随时取消延迟制定检索报告的请求,但在

提起侵权诉讼前或者在依据第６１５－４ 条规定的进行通知前,申

请人应当具有检索报告. 自第６１２－２１ 条１) 规定的申请公

布开始,任何第三人可以要求制定检索报告. 

申请人可以随时将专利申请转为实用证书申请.在前款规定的期限

届满时未要求制定检索报告的,专利申请在法规规定的条件下自动

转为实用证书申请. 

 

第６１２－１６条 申请人未遵守国家工业产权局指定期限的,

如果申请人有合理的理由,且障碍致使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者请求被

驳回,致使其他权利丧失或者请求途径丧失,申请人可以请求 恢复

权利. 

恢复权利的请求自障碍消除之日起２个月内向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

提出.未办理的手续应当在该期限内办理.恢复权利的请求只有在未

遵守期限届满后１年内予以受理. 

本条规定不适用于第６１２－１５ 条、第６１２－１９ 条和第６

１３－２２条规定的期限, 也不适用于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第４条规定的优先权期限. 

 

第６１２－１７条  完成第６１２－１４条和第６１２－１５条规

定的程序后授予专利权. 

颁发的专利证书或者实用证书包括说明书、附图 (如有附图)、权

利要求书、专利证书还包括检索报告. 

 

第６１２－１８条  在正常的通信运行中断期间,在中断日起生效

的法规可以暂停在国家工业产权局的期限. 

 

第６１２－１９条  专利申请或者专利应当在由行政法院法规规定

的日期缴纳年费. 

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未缴纳年费的,申请人可以在６个月的宽限期

内缴纳,同时还应当缴纳补充费用. 

 

第６１２－２０条  除非发明明显不能授予专利权,国家工业产权

局向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收取的费用金额,当居住在法国的自然人

的收入无力缴纳所得税时,可以予以减缴. 

此外,在国家工业产权局程序中,上述自然人还可以要求享受工业产

权顾问的援助,及相应专业人员的援助. 

援助费用由国家工业产权局承担. 

 

第三节 发明的合法传播 

第６１２－２１条  在行政法院法规规定的条件下,国家工业产权

局通过在工业产权官方公告上刊登,通过将全文提供给公众查阅,或

者通过数据库传播或者信息载体的传播,负责公布: 

１ 公开的专利申请或者实用证书的所有文件, 自申请日起算或者

要求优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算１８ 个月期满公开, 或者依据申请

人要求,可以在１８个月期满前公开; 

２ 补充保护证书申请, 及其该补充保护证书申请所依附的专利申

请,或者该专利申请已经授权公告的,在补充保护证书申请中标明其

依附的专利; 



３ 随后程序的所有文件; 

４ 任何一个证书的颁发; 

５ 第６１３－９条所述文件; 

６ 第６１１－３条所指的授权时间并标明相应专利. 

 

第６１２－２２条  第６１２－２１条的规定适用于欧洲专利申请

和欧洲专利. 

 

第６１２－２３ 条   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行政机关的要求,

由国家工业产权局出具文献审查报告,该文献审查报告引述影响评

价第６１１－１１条和第６１１－１４条规定的发明专利性条件的 

现有技术. 

 

第三章 专利的相关权利 

 

第一节 独占实施权 

第６１３－１条 第６１１－１条所述的独占实施权自申请提

交起发生效力. 

 

第６１３－２条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确定.

说明书和附图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书. 

专利主题是方法的, 专利权也保护使用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第６１３－３条 未经专利权人同意,禁止任何人: 

a)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使用或者为上述目的进口或者占有专利

产品; 

b)使用专利方法, 或者在第三人明知或者事实明显表明未经专利权

人同意是禁止使用的专利方法的,在法国领土上提供该方法的使用; 

c)许诺销售、销售、使用或者为上述目的进口或者占有直接用专利

方法获得的产品. 

 

第６１３－４条  １ 在第三人明知或者事实明显表明是专用于实



施专利权保护的发明的手段时,禁止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向在法国领

土上无权实施该发明的人交付或者提供交付与实施发明有关的手段. 

２ 在实施手段是在商业流通中的产品的, 第１ 项的规定不适用,

除非他人引诱向其交付的人从事第６１３－３条禁止的行为. 

３ 实施第６１３－５条a)、b)、c) 次规定行为的人, 不属于第一

款规定的有权实施发明的人. 

 

第６１３－５条 专利赋予的权利不延伸到: 

a)个人范围和非商业性实施的行为; 

b)以实验为目的,实施专利主题的行为; 

c)在药房依据医生处方临时一次性配制药品的行为, 及配制该药品

的相关行为. 

 

第６１３－６条 由专利权人或者其明确同意将专利产品投放

在法国市场或者欧洲经济体协议成员国的市场后,专利赋予的权利

不延伸到对该产品的实施行为. 

 

第６１３－７条  在本卷适用的领土上, 在专利申请日前或者优先

权日前,任何人已经善意占有受专利保护的发明的,有权以个人名义

实施该发明,尽管有专利存在. 

本条承认的权利只能和商业资金、企业或者与企业相关部分一同转

让. 

 

第二节 权利的转让及丧失 

第６１３－８ 条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实施许可,实施许可合同

可以是独占或者非独占性的. 

根据前款规定,被许可方违反许合同许可限定之一的,专利申请权或

者专利权可以对抗被许可方违约行为. 

第６１１－８条的规定除外, 第一款规定的权利转让不得损害转让

前第三方获得的权利. 

前两款规定的转让或者许可的行为应当有书面证明文件,否则无效. 



 

第６１３－９条  为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任何转让或者变更专

利申请或者专利相关权利的行为,应当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设立的国

家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 

但是,上述行为在登记前,仍然可以对抗第三人在上述行为之后取得

的权利并且其在取得权利时已经知悉. 

 

第６１３－１０条  任何专利,在国家专利登记簿没有独占许可的

登记,在审查报告中也没有明显影响专利授权条件的现有技术,依据

专利权人愿将发明提供给公众实施的请求,并经国家工业产权局局

长同意,可以适用当然许可证制度. 

前款所述请求应当有专利权人的声明,专利权人在声明中同意任何

公法或者私法法人实施专利并支付合理的报酬.当然许可只能是非

独占的许可.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就合理报酬数额协商不成的,由大

审法院确定报酬数额. 被许可人随时可以放弃许可证. 

专利适 用 当 然 许 可 制 度 的 决 定, 可 以 使 专 利 权 人 

减 缴 第６１２－１９条规定的年费,但已经缴纳的除外. 

依据专利权人的请求,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撤销其决定.撤销决定后,

专利权人不再享受前款规定的减缴年费的规定.撤销决定不影响已

经取得的当然许可或者正在请求中的专利的当然许可. 

 

第６１３－１１条  自专利授权之日起３年后,或者专利申请之日

起４年后,任何公法法人或者私法法人,在下述条款规定的条 件下,

可以取得专利的强制许可.如果在请求强制许可时,并且除非专利权

人或者其合法继受人有合法理由,专利权人或者其合法继受人: 

a)没有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或者欧洲经济空间协定成员国领土

上实施发明专利或者没有为实施发明专利做好有效和认真准备的; 

b)没有以足够数量销售专利产品以满足法国市场需求的. 

同样,上述a)项规定的实施和 b) 项规定的在法国的销售已经停止

有３年以上的. 

为了适用本条,进口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成员国的专利产品, 视为实

施了专利. 



第６１３－１２条  强制许可请求向大审法院提出:请求书应当附

上请求人没有获得专利权人许可实施的证明和具有认真有效实施专

利的能力的证明. 

强制许可应当以规定的条件颁发,特别要确定期限、适用范围和支

付报酬的数额. 

上述条件应专利权人或者被许可人的要求,可以由法院裁定修改. 

  

第６１３－１３条  强制许可和当然许可是非独占许可.许可的相

关权利只能与商业资金、企业或者与许可涉及的部分企业一同转让. 

 

第６１３－１４条  如果强制许可的被许可人没有遵守颁发强制许

可条件的,专利权人,如有必要,及其他被许可人可以请求法院撤回

强制许可. 

 

第６１３－１５条  对他人发明专利的改进而取得一项专利的权利

人,未经前项专利权利人的同意不得实施该发明专利,前项专利的权

利人,未经改进专利的权利人同意不得实施改进专利. 

在第６１３－１１ 条规定的时间期满后, 应改进专利权人的要求,

在其实施依赖于前一专利并且较之前一专利有重大技术进步和显著

经济效益的,大审法院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经商检察院后,可以向

改进专利权人颁发许可证.颁发给改进专利权人的许可证只能与该

专利一同转让.前一专利的权利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以获得改进

专利的许可证. 

第６１３－１２条至第６１３－１４条的规定也适用. 

 

第６１３－１６条 如果公共健康利益需要,有关药品、取得药

品的方法、取得药品必要的产品或者生产该产品的方法的专利, 在

供应公众的药品数量或者质量不足或者价格高昂时,依据主管公共

卫生的部长的要求,在第６１３－１７条规定的条件范围内,由主管

工业产权的部长决定,适用征用许可制度. 

 

第６１３－１７条  自对专利征用许可的决定公告之日起,任何有



实施能力的人可以请求主管工业产权的部长给予该专利的实施许可.

部长在给予实施许可的决定中应当明确条件,特别是期限及适用范

围,但应当支付的报酬除外. 

自征用许可的决定通知当事人之日起,该许可证生效. 

报酬数额协商不成的,经主管工业产权的部长和主管卫生的部长同

意,由大审法院裁定.  

 

第６１３－１８条  为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主管工业产权的部长

可以催告发明专利的所有人实施其发明,但第６１３－１６条的规

定除外. 

如果催告１年后没有效果,且未实施或者实施未满足质量或者数量

而严重损害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则被催告的专利依据行政法院

令可以适用官方许可制度. 

在专利权人有正当理由且符合国民经济要求时,主管工业产权的部

长可以将上述１年的期限延长. 

自专利征用许可的决定公布之日起,任何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向主

管工业产权的部长申请颁发实施许可证. 

在上述部长所给予的许可决定中,应当明确条件,特别是期限和适用

范围的条件.征用许可的决定自通知当事人之日起生效. 

就报酬数额协商不成的,由大审法院裁定. 

 

第６１３－１９条  为了国防需要,国家随时可以对申请专利或者

取得专利的发明征用许可或者使用. 

依据主管国防的部长的申请,由主管工业产权的部长决定给予征用

许可.决定中应明确许可条件,但许可证报酬的条件除外. 

征用许可自主管国防的部长申请之日生效. 

就报酬数额协商不成的,由大审法院裁定.在法院各审级均不进行公

开审理. 

 

第６１３－１９－１条   如果发明专利属于半导体技术, 强制许

可或者征用许可只能用于非商业性的公共目的,或者用于消除经司

法或者行政程序认定为垄断行为对竞争的不利影响. 



第６１３－２０条  国家为了国防需要可以随时对申请专利或者取

得专利的发明全部或者部分征用. 

征用补偿协商不成的,由大审法院裁定. 在法院各审级均不进行公

开审理. 

 

第６１３－２１ 条   根据司法文书以外的文件进行专利权扣押的,

应当通知专利权人、国家工业产权局及对专利拥有权利的人.专利

权扣押后,对该专利的修改不得对抗扣押专利的债权人. 

扣押专利的债权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就扣押的效力及拍卖专利向

法院起诉,否则扣押无效. 

 

第６１３－２２ 条  １ 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第６１２－１

９条规定的期限内未缴纳规定的年费的,丧失其权利. 

未缴纳年费的,自应缴纳年费的期限到期之日权利丧失. 在法规规

定的条件下,权利丧失由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的决定确认或者依专

利权人或者第三人的请求确认. 

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的决定予以公告并通知专利权人. 

２ 自发出通知起３个月内, 专利权人如有未缴纳年费的正当理由,

则可以提出恢复权利. 

在法规规定的期限内补交了年费的,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准予恢复

权利. 

 

第６１３－２３条 第６１３－２２ 条所述期限, 可以依据第

６１２－１８条所规定的情形及方式中止. 

 

第６１３－２４条 专利权人可以随时放弃全部专利或者一项或

者多项权利要求. 

放弃专利权应当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交书面声明.放弃专利权自公

告之日起生效. 

在国家专利登记簿上登记有质押或者许可的,未经质押或者许可受

益人的同意,放弃专利权的声明不予受理. 

本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依据第６１２－１５条规定放



弃专利权. 

 

第６１３－２５条 司法判决可以宣告专利权无效: 

a)如果专利不符合第６１１－１０条、第６１１－１１条和第６１

１－１３条至第６１１－１７条规定的授予专利权的条件的;   

b)如果专利没有清楚、完整地充分公开发明以使所属领域的专业人

员能够再现发明的; 

c)如果专利申请内容超出提交申请时的范围,或者如果基于分案专

利申请批准的专利超出原始申请的范围的. 

如果专利无效理由只涉及部分专利,则以限制相应的权利要求宣告

专利无效. 

 

第６１３－２６条 检察院可以依职权请求宣告发明专利无效. 

 

第６１３－２７条  第三方有异议的除外,宣告发明专利无效的决

定具有绝对效力. 对１９６９ 年１ 月１ 日前申请的专利, 无效

宣告适用于判决书主文所确定的专利部分. 

已发生效力的判决书应当通知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以便在国家专

利登记簿上登记.判决书是宣告部分权利要求无效的,专利权人应当

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交依据判决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国家工业产

权局局长有权驳回修改后仍不符合判决的权利要求书,但保留专利

权人依据本法典第４１１－４ 条指定的上诉法院之一上诉. 

 

第６１３－２８条 补充保护证书是无效的: 

a)如果其依附的专利被无效; 

b)如果其依附的专利涉及所有准许进入市场销售的部分被无效; 

c)如果准许进入市场销售的许可被撤销的; 

d)如果该证书的颁发违反第６１１－３条的规定. 

在其依附的专利无效仅涉及准许进入市场销售的很小部分时,补充

保护证书中仅相应的很小部分无效. 

 

 



第三节 专利的共有 

第６１３－２９ 条 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的共有应当遵守以下规

定: 

a)每个共有人可以自己实施发明, 但应当公平补偿其他没有自己实

施或者没有许可第三人实施的共有人.就补偿数额协商不成的,由大

审法院裁定; 

b)每个共有人可以自己提起侵权诉讼, 提起侵权诉讼的共有人应当

将法院的传票通知其他共有人.未证明已通知其他共有人的,法院延

迟侵权审理; 

c)每个共有人自己可以许可第三人非独占性的实施许可, 但应当公

平补偿其他没有自己实施或者没有许可第三人实施的共 有人.就补

偿数额协商不成的,由大审法院裁定; 

但是,许可方案应当通知其他共有人,并附具许可份额准确的报价金

额. 

在许可方案通知其他共有人之日起３个月内,任何一个共有人在购

买拟许可第三人实施的共有人份额的前提下,可以反对该许可实施. 

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就价格协商不成的, 由大审法院裁定.自裁

定或者上诉通知之日起１个月内,当事人一方可以放弃 许可实施或

者放弃购买共有人份额,但不影响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诉讼费由放

弃的一方承担. 

d)独占性的实施许可应当经全体共有人同意或者经司法授权; 

e)每个共有人可以随时转让其份额, 在转让方案通知之日起３个月

内,其他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价格协商不成的,由 大审法院裁定.

自裁定通知之日起１个月内,或者在上诉、中止的情况下,当事人一

方可以放弃转让或者放弃购买共有人份额, 但不影响可能发生的损

害赔偿;诉讼费由放弃的一方承担. 

 

第６１３－３０条  民法典第８１５条及之后各条,第１８７３－

１条及之后各条,以及第８８３条及之后各条不适用专利申请或者

专利的共有. 

 

第６１３－３１条 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可以放弃其份



额并通知其他共有人. 自在国家专利登记簿登记放弃份额开始,或

者放弃份额涉及未公开专利申请的,自通知国家工业产权局开始,放

弃其份额的共有人对其他共有人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其他共有人依

据共有权利的比例分享放弃的份额, 但有相反约定的除外. 

 

第６１３－３２条 第６１３－２９条至第６１３－３１条的规

定在没有相反约定时适用. 

共有人可以随时制定共有规则取代上述规定. 

 

 

第四章 国际条约的实施 

 

第一节 欧洲专利 

第６１４－１ 条   本节是关于实施１９７３ 年１０ 月５ 日在

慕尼黑签定的公约的规定,下称该公约为慕尼黑公约. 

 

第一段 欧洲专利申请的提交 

 

第６１４－２条  欧洲专利申请可以向申请人所在地的国家工业产

权局提交,需要时,依据法规规定的方式,可以向地区中心提交. 

申请人在法国有住所或者营业所且未要求在法国在先申请优先权的,

欧洲专利申请应当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交. 

 

第６１４－３条  国防部部长有权向国家工业产权局秘密了解向该

局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 

 

第６１４－４条 已向国家工业产权局申请了欧洲专利的发明,

未得到授权,不得自由泄露或者实施. 

在此阶段,专利申请文件不得公布,专利申请文件的任何副本不得发

布,除非获得授权.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授权是由主管工业产权的部长依据国防

部部长的意见颁发的授权. 



第一款规定的授权可以随时颁发. 除第６１４－５条第一款规定外,

自专利申请提交之日起４ 个月期满后, 或者要求优先权的,自优先

权日起１４个月期满后,该授权自动取得. 

 

第６１４－５条  在第６１４－４条最后一款规定的其中一个期限

届满前,该条规定的禁令可以依据国防部部长的要求延长１年并可

以再次延长.在延长期限的情况下,专利申请不得转交欧洲专利局.

延长的禁令期限可以依据国防部部长的要求随时取消. 

在延长禁令期限的情况下,本法典第６１２－１０条第二款、第三

款应当予以适用. 

 

第６１４－６条  欧洲专利申请只有符合慕尼黑公约第１３５－１

条a)的规定才可以转为法国专利申请. 

欧洲专利申请转为法国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还应当符合法规规定的

条件,否则驳回其法国专利申请. 

如果在专利申请转换前已经建立了检索报告,该检索报告可以作为

第６１２－１５条规定的检索报告. 

 

第二段 欧洲专利在法国的效力 

 

第６１４－７条  依据慕尼黑公约建立的欧洲专利局颁布的欧洲专

利或者经修改维持的欧洲专利不是以法文撰写的,专利权人应当在

行政法院法规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交译文,否则

专利不产生效力. 

 

第６１４－８条  如果程序用语言不是法文, 在欧洲专利申请公开

之日起３个月内, 国家工业产权局负责将慕尼黑公约第７８条 

(１)e)规定的摘要翻译为法文并予以公开. 

 

第６１４－９条  依据慕尼黑公约第９３条公开后,欧洲专利申请

可以行使本法典第６１３－３ 条至第６１３－７ 条及第６１５－

５ 条规定的权利. 



如果专利申请是使用法文以外的语言公开的,则只有在国家工业产

权局公告权利要求书的法文译文之日起,或者依据申请人请求,在行

政法院法规规定的条件下, 通知被控侵权人之日起,前款规定的权

利才能行使. 

 

第６１４－１０条 在法文译文是根据第６１４－７条或者第６

１４－９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翻译时,如果法文译文给予的保护范

围小于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提交时使用语言确定的保护范围, 

则以法文译文为准. 

但是,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可以随时修改译文.修改后的译文只

有符合第６１４－７条或者第６１４－９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才能

产生效力. 

任何人已经善意地实施发明或者为实施发明已经做好认真和有效准

备,并且没有落入专利申请或者专利的原始译文的保护范围的,可以

在修改的译文生效后继续在企业或者为企业的需要免费实施发明. 

在无效诉讼程序中以程序语言为准,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无效诉讼程

序. 

 

第６１４－１１条 欧洲专利申请权或者欧洲专利权的转让或者

变更已经在欧洲专利登记簿登记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第６１４－１2 条 根据慕尼黑公约第138条第一款规定的理由，法

院判决可以宣告欧洲专利在法国无效. 

如果无效理由仅仅涉及专利的说明书或者附图部分,宣告专利无效

则以限定权利要求的形式. 

 

第６１４－１３条  同一发明人或者其权利继受人对一项发明取得

了法国专利和欧洲专利且具有相同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的,在规定

的异议期满之日对欧洲专利没有异议或者有异议但维持欧洲专利的

情况下,法国专利停止生效. 

但是,法国专利的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是在欧洲专利之后的,该专利

不产生效力. 



欧洲专利在以后的灭失或者无效不影响本条的规定. 

 

第６１４－１４条 同一发明人或者其权利继受人对相同发明拥

有的法国专利申请或者法国专利和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且具

有相同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的, 不得就共同部分分别独立转让、质

押、抵押或者许可实施,否则无效. 

作为第６１３－９条的例外规定, 法国专利申请或者法国专利只有

在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的相同转让或者相同变更已经在欧洲

专利簿登记的,才能对抗第三人. 

法国专利申请或者法国专利和作为提交欧洲专利申请的优先权不得

分别独立进行转让. 

 

第６１４－１５条  在同一发明人或者权利继受人就相同发明拥有

法国专利和申请了欧洲专利且具有相同优先权日时,法院受理以法

国专利提起的侵权诉讼的,应当延迟审判直至第６１４－１３条所

规定的法国专利停止效力之日,或者欧洲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或

者视为撤回之日或者欧洲专利被撤销之日. 

如果仅是以法国专利为基础提起侵权诉讼的,在法国专利停止效力

之后且就共同部分发生的侵权事实,则原告可以欧洲专利替代法国

专利继续侵权诉讼. 

如果是以法国专利和欧洲专利为基础提起侵权诉讼的,则刑事制裁

和民事赔偿不能并罚. 

如果是以两个专利中的一个专利为基础提起侵权诉讼的,则不得以

另一个专利为基础就同一事实由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提起新的侵权

诉讼. 

 

第６１４－１６条  行政法院法规将制定本节的实施条件,特别是

慕尼黑公约第１３７－２条的实施条件. 

 

第二节 国际申请 

第６１４－１７条  本节涉及实施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日在华盛顿

签订的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 



第一段 国际申请的提交 

 

第６１４－１８条 在法国有住所或者营业所的自然人或者法人

提出保护发明的国际申请时未要求在法国在先专利申请优先权的,

应当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交国际申请.国家工业产权局以华盛顿条

约第２条１５及第１０条规定的受理局的名义受理国际申请. 

 

第６１４－１９条  国防部部长可以向国家工业产权局秘密了解提

交的保护发明的国际申请. 

 

第６１４－２０条  已经向国家工业产权局提交的作为国际申请主

题的发明,不得被泄露和自由实施,直到获得相应的授权. 

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公开申请,未经授权不得颁发申请文件副本. 

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所指的授权,由主管工业产权的部长在听取国

防部部长意见后颁发. 

第一款所指授权可以随时颁发.第６１４－２０ 条的规定除外,申

请提交之日起５个月期满后,或者要求优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３０

个月期满后,将自动获得授权. 

 

第６１４－２１条  在第６１４－２０条最后一款规定的其中一个

期限期满前,该条规定的禁令可以依据国防部部长的要求延长１年

并可以再延长.在上述情况下,该申请不得移交华盛顿条约设立的国

际局. 

禁令的延长也可以依据同样的条件随时取消. 

在禁令延长的情况下,第６１２－１０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的规定应当予以适用. 

 

第６１４－２２条  申请人在法国没有住所或者营业所的,国家工

业产权局作为华盛顿条约其他成员国国家局的受理局时或者由该协

议的联盟大会指定为受理局时, 第６１４－１９ 条、第６１４－

２０条和第６１４－２１条的规定不予适用. 

 



第６１４－２３条  行政法院法规制定本节规定的实施条件,特别

是受理国际申请的条件,提交申请的语言,国家工业产权局对其服务

应收取的传送费和为在国外有住所或者营业所的申请人代理的代理

费. 

 

第二段 国际申请在法国的效力 

 

第６１４－２４条  根据华盛顿条约提出的保护发明的国际申请指

定或者选定法国的,视为同意获得慕尼黑公约所规定的欧洲专利. 

 

第三节 共同体专利 

第６１４－２５ 条   本节是关于实施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在

卢森堡签订的共同市场欧洲专利公约 (共同体专利公约) 的规定 

(以下称卢森堡公约).本节与卢森堡公约同时生效. 

 

第６１４－２６条  在欧洲专利申请指定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时及

颁发的专利是共同体专利时, 第 ６１４－７条至第 ６１４－１４

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不予以适用. 

 

第６１４－２７条  自共同体专利申请公开后３个月内,程序用语

言不是法文的, 国家工业产权局负责将慕尼黑公约第 ７８ 条(１)

规定的摘要翻译为法文并予以公告. 

 

第６１４－２8条 为适用专利申请和专利的条文，第614-26条、第

６１４－１５条和第６１５－１７条中提及的第６１４－１３条替

换为卢森堡公约第８０条第一款. 

 

第６１４－２９条  指定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欧洲专利申请或者

共同体专利的转让、质押、抵押或者许可实施,导致归属同一发明

人或者权利继受人的相同发明部分并有同一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的

法国专利申请或者法国专利的相同转让、质押、抵押或者许可实施. 

在同等条件下,法国专利申请或者法国专利不得与指定欧洲经济共



同体国家的欧洲专利申请或者共同体专利分别独立进行转让、质押、

抵押或者许可实施,否则无效.  

作为第６１３－２０条的例外规定,转让或者变更的法国专利申请

或者法国专利且在国家专利登记簿登记的,只有在指定欧洲经济共

同体国家的欧洲专利申请或者共同体专利进行的相同转让或者变更

已在欧洲专利登记簿或者共同体专利登记簿登记的条件下,才可以

对抗第三人. 

 

第６１４－３０ 条   根据卢森堡公约第８６ 条第一款,申请人在

授予专利权的请求书中声明不愿取得共同体专利的,第６１４－２

６条及第６１４－２９条的规定不适用. 

在上述情况下,第６１４－１３条亦不适用. 

 

第四节 最终规定 

第６１４－３１条  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 日在巴黎签订的保护工

业产权国际公约以及已修订或者将修订该公约的协定或者补充文本

及会议议定书的规定比法国保护工业产权法更有利于法国人的情况

下,法国人可以请求适用上述规定. 

本编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否定前款赋予法国人的权利. 

 

 

第五章 司法诉讼 

 

第一节 民事诉讼 

第６１５－１条 任何侵害第６１３－３ 条至第６１３－６ 

条规定的专利权人权利的行为均构成侵权. 

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许诺销售、销售、使用或者为使用或者销售而占有侵权产品

的行为是侵权产品制造商以外的其他人的行为时,只有明知故犯的

行为人才承担责任. 

 

第６１５－２条 由专利权人提起侵权诉讼. 



但是,在许可合同无相反约定的情况下,独占实施的利害关系人在专

利权人经其催告后未提起诉讼的,可以提起侵权诉讼.  

专利权人可以参加依据前款规定由被许可人提起的侵权诉讼. 

根据第６１３－１０条、第６１３－１１条、第６１３－１５条、

第６１３－１７条和第６１３－１９条规定, 当然许可、强制许可

或者征用许可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经其催告后未提起诉讼的,可

以提起侵权诉讼. 

为得到应有的损害赔偿,被许可人可以参加由专利权人提起的侵权

诉讼. 

 

第６１５－３条  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 按照紧急审理程序,

法院院长可以临时禁止被控侵权行为 (违者罚款), 或者可以在提

交赔偿专利权人损失担保金后不禁止被控侵权行为. 

禁止令的申请或者提交担保的申请只有在侵权行为可能成立并且专

利权人得知侵权之日起及时起诉时才能予以批准. 

法官为下达禁止令应当要求原告提交担保金,以赔偿侵权行为不成

立时给被告造成的损失. 

 

第６１５－４条  作为第６１３－１条的例外规定,在专利申请依

据第６１２－２１条公开以前或者该专利申请的副本通知第三人以

前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但是,在前款所指日期和授予专利权公告日期之间: 

１)只有在上述第一个日期以后未扩大权利要求范围的, 专利具有

对抗效力; 

２)专利涉及使用微生物的, 只有在微生物可以提供给公众使用以

后,专利具有对抗效力. 

以专利申请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的,法院延迟至授予专利权后审理. 

 

第６１５－５条  专利申请或者实用证书申请的所有人和专利权或

者实用证书的所有人, 可以以任何方式提供其遭受侵害的证据. 

此外,权利所有人有权依据侵权行为发生地的大审法院院长的命令,

在其选择的专家协助下,由执行官对涉嫌侵权产品或者方法进行详



细说明,附有或者没有实物扣押.命令应临时予以执行.命令可以要

求请求人提供担保.在同一命令中,法院院长可以授权执行官为证实

侵权行为的来源、确定程度和范围进行必要的查证. 

根据第６１５－２条第二款规定条件下的独占实施的被许可人,以

及第６１５－２条第四款规定条件下的第６１３－１０条、第６１

３－１１条、第６１３－１５条、第６１３－１７条和第６１３－

１９条所指的当然许可、强制许可、征用许可的被许可人享有同样

的权利. 

在１５天期限内, 请求人没有提起诉讼的, 扣押自动失效,不影响

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 

 

第６１５－５－１条  如果专利是制造产品的方法,法院可以命令

被告提供其制造相同产品的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据.被告不能

提供证据,且属于以下两种情形的,将被认定该相同产品是未经专利

权人同意依照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 

a)依照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是新产品; 

b)依据专利方法制造相同产品的可能性较大, 并且专利权人已作出

合理的努力仍不能确定其实际使用的方法. 

在提供反证时,被告的合法利益应当予以考虑,以保护被告的制造和

商业秘密. 

 

第６１５－６条  以实用证书申请提起侵权诉讼的, 原告应当提交

检索报告,该检索报告的制定条件与第６１２－１４条规定的条件

相同. 

 

第６１５－７条  依据受害人的申请, 采取必要措施以禁止继续侵

权,法官可以为原告的利益裁定没收禁止令生效时属于侵权人所有

的侵权物品,并且需要时没收用于实现侵权的专用设备或者工具. 

在判决给予受害人的赔偿时,应当考虑没收物品的价值. 

 

第６１５－８条 本章规定的侵权诉讼时效为有关侵权行为发

生之日起３年. 



第６１５－９条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已经进行了工业实施或

者为此已经进行了认真和有效准备的任何人,可以邀请专利权人就

其是否有权反对该实施作出答复. 

如果上述任何人对专利权人的答复有不同意见或者如果专利权人自

被邀请之日起３个月内未作出答复,可以向法院起诉专利权人以获

得关于专利对实施不构成障碍的判决,但不影响请求宣告专利无效,

不影响在未依照前款所指实施说明中的条件进行实施的情况下提起

侵权诉讼. 

 

第６１５－１０条  国家或者其供应商、转包商、及转承包人为国

防需要实施了专利申请或者专利但没有获得实施许可的,民事诉讼

在大审法院不进行公开审理.法院不得判决中止或者停止实施,或者

第６１５－７条规定的没收. 

法院院长命令进行专家鉴定或者进行第６１５－５ 条规定的附有

或者没有扣押实物的说明的,如果研究合同或者制造合同中有国防

安全的分级时,公务助理员应当暂停扣押、说明及收集企业的档案

和文件资料. 

在军队驻地进行的研究或者制造同样适用. 

大审法院院长应权利继受人的请求,可以命令由国防部部长指定的

人并在其代表面前进行鉴定. 

只要专利申请属于第６１２－９ 条和第６１２－１０ 条规定的禁

止情形,第６１５－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在本条规定条件下实施的

专利申请.进行这类实施的人自动承担本条所规定的责任. 

 

第６１５－１１条 (已删除.) 

 

第二节 刑事诉讼 

第６１５－１２条  冒充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的,处以５万法

郎的罚金.属于累犯的,加倍处以罚金.嫌疑人在前五年中因同罪受

过惩罚的,即构成本条意义上的累犯.  

  

第６１５－１３条 在不影响因危害国家安全可处以更重刑的情



况下,故意违反第６１２－９ 条和第６１２－１０ 条规定的禁止

令的,处以３万法郎的罚金.侵犯行为给国防造成损失的,可判处１~ 

５年的监禁. 

 

第６１５－１４条  １ 故意损害第６１３－３条至第６１３－６

条规定的专利权人权利的,处以两年监禁并处１００万法郎的罚金. 

２ 上述第一款的规定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生效. 

 

第６１５－１４－１ 条   对违反第６１５－１４ 条规定的累犯, 

或者对与受害人有协议或者曾经有协议的初犯,加倍予以惩罚. 

此外,可以剥夺罪犯在商事法院、工商会、行业协会、劳资 协会不

超过五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６１５－１５条  在不影响因危害国家安全可处以更重刑的情况

下,故意违反第６１４－１８条、第６１４－２０条和第６１４－

２１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或者禁止令的,处以４万法郎的罚金.侵犯

行为 给国防造成损失的,可判处１~５年的监禁. 

 

第６１５－１６条  在不影响因危害国家安全可处以更重刑的情况

下,故意违反第６１４－２ 条第二款、第６１４－４ 条和第６１

４－５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或者禁止令的,处以４万法郎的罚金.侵

犯行为给国防造成损失的,可判处１~５年的监禁. 

 

第三节 管辖和程序规则 

第６１５－１７条  因本编产生的全部纠纷由大审法院及其所属的

上诉法院管辖,但不包括对主管工业产权的部长颁布的行政法令、

条例及其他决定提起的诉讼,对行政法令、条例及其他决定的诉讼

由行政法院管辖. 

受理专利诉讼的大审法院由法规确定. 

上述规定不妨碍根据民法典第２０５９条和第２０６０条规定的条

件要求仲裁. 

只有上述所指的大审法院及其所属的上诉法院可以根据第６１４－



１３条的规定确定法国专利全部或者部分停止产生效力. 

 

第６１５－１８ 条 根 据 第 ６１２－１０ 条、第 ６１３－

１７ 条、第６１３－１９条和第６１３－２０条所指的确定损害

赔偿的诉讼, 由巴黎大审法院管辖. 

 

第６１５－１９条 专利侵权诉讼由大审法院专属管辖. 

专利侵权诉讼附带不正当竞争问题由大审法院专属管辖. 

 

第６１５－２０条  受理本编规定的诉讼或者抗辩的法院,可以依

职权或者应当事人一方要求,指定一个顾问参加诉讼程序及听审.在

不公开审理的程序中,顾问经同意后可以向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提问. 

 

第６１５－２１ 条   应当事人一方要求,适用第６１１－７ 条所

产生的争议由劳资调解委员会 (雇主,雇员)受理,委员会由司法法

官主持,在票数相同时由法官裁定. 

该委员会设立在国家工业产权局, 在受理之日起６个月内, 该委员

会应当提出调解建议;自将该建议发出通知之日起１个月内,当事人

没有向大审法院起诉的,该调解建议作为当事人之间 的合约,向大

审法院起诉的, 审理不公开进行. 应一方的请求, 可以由大审法院

判定合约生效执行. 

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委员会并可以由其选定的人给予协助或者代理. 

委员会可以对每个案件指定专家协助. 

适用本条的条件,包括第６１１－７ 条最后一款所指人员的特别规

定,由行政法院在咨询有关行业组织和工会后以法规确定. 

 

第６１５－２２条 行政法院法规确定本编的具体实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