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版權和專利 保障自家發明 授權生產增商機 
 
個案背景 
 
只要有創意，人人都可以是發明家。然而，將概念化為實物後，下一步該

怎樣走呢？一位「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申請人，多年前發明了一個以

七巧板為基礎的智力拼圖，因有正職在身，難以時常外出推銷產品。近年，

他計劃授權廠商進行生產，希望提升產量，亦令更多人認識產品。 
 
申請人提出的問題 
 
申請人鄧先生多年前已為產品申請專利，但他擔心發明被抄襲，故希望了

解如何保護版權。另外，鄧先生希望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能使用其發明，包

括小童、中小學生、長者等，惟不諳市場推廣策略。 
 
專家提供的分析／意見 
 
「問問專家」知識產權問題諮詢顧問劉帥賢博士說，鄧先生的發明以七巧

板為概念，再創作出千變萬化的組合圖形，「在香港，自家發明的產品無須

登記註冊，版權是與生俱來。」 
 
專利方面，劉博士

指出，「專利主要分

為三種，包括外觀

設計專利、實用新

型專利和發明專利。

鄧先生的產品屬於

實用新型專利，只

要申請便可獲得專

利證書，產品無須

再經審查。」 
 

劉博士認為，鄧先生的發明在版權方面比較穩妥，故建議他將生產授權出

去，這個做法並不會影響其知識產權，「就像業主將物業出租，租客只是付

錢租住你的物業，但不會變成業主。」 
 
對於市場推廣之道，劉博士認為鄧先生欠缺一個產品中介人。劉博士分析，

鄧先生熟識自己的產品，卻不擅長推銷產品，因此，他需要一個能夠將商



業和知識產權融合的人，幫助推介產品，藉此開拓商機，增加客源。劉博

士指出「鄧先生說產品適合任何人士使用，那麼中介人便可以推銷產品給

醫生，看看這款產品能否幫助長者，例如是患有腦退化的長者，這不就是

商機嗎？」 
 
申請人與專家顧問會面後如何處理問題 
 
事實上，鄧先生發明的智力拼圖，從概念化為實物的過程長達十五年。雖

然他早已為產品申請專利，但他當時不清楚申請專利的作用，而且不知道

下一步該怎樣做，只是每年繳交專利的費用。 
 
鄧先生認為，「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非常實用，「如果起步時能得到專

家客觀、專業的意見，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和金錢跟進。」現時，他的產

品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級數，供不同年齡層的人使用。此外，間中

亦有人就其產品與他接洽，他希望將產品授權廠商生產後，能為他帶來額

外的收入。 
 
專家顧問就個案指出中小企業可學習到的重點／精要 
 
專家建議：「尋找合適中介人，融合商業和知識產權，為業務帶來商機。」 
 
 
 
 
 
 

 

在「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個案分析集內提供的任何意見、結論或建議，  
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工業貿易署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