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設計慎保密 版權商標註冊早落實 

 

個案背景 

 

相較一式一樣的大量生產商品，手工製作產品往往更具創意及特色，近年廣受消費者

歡迎。製作及銷售手作產品是不少人創業的起步點。一位「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

申請人張先生，本身從事設計工作，前年於本港開設公司，設計及人手製作首飾及燈

飾等實木產品。產品由設計、生產以至包裝等均於本港完成。張先生指，公司的產品

主要於本地市場銷售，運作比較簡單。 

 

申請人提出的問題 

 

申請人張先生表示，公司的產品銷售並沒有受到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太大影響。他透

過一些途徑例如政府舉辦的活動，注意到可以透過網上銷售渠道拓展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市場。他期望，將本地手工製作產品，推廣到大灣區內其他城

市。他希望請教專家，新產品設計的註冊程序，及如何於外銷時保障產品的知識產

權。 

 

專家顧問提供的分析/ 意見 

 

工業貿易署「問問專家」知識產權顧問、長青知識產權事務所董事孫俊生先生曾與申

請人張先生詳談。孫先生分析張先生面對的情況，建議張先生首要採取適當行動，保

障自己的業務及產品的知識產權。  

 

孫先生解釋說 : 「張先生需要留意與產品設

計相關的知識產權，包括註冊外觀設計、版

權和商標等。以張先生這些手工製作的木產

品為例，雖然因為產品不是創新發明或技術

改良而未能申請發明專利，但他可以為自己

設計的產品申請註冊外觀設計。」註冊外觀

設計的擁有人有權阻止其他人在未經許可的

情況下製造、輸入、出售或出租其註冊外觀

設計產品。孫先生指出，註冊外觀設計需具新穎性，因此，在提交註冊申請前必須保

密，設計必須在申請日前從未以任何形式披露。「很多本地中小型企業常犯的錯誤，

就是申請前已公開設計，這並不符合註冊外觀設計的申請條件。」 

 

至於版權方面，孫先生提到，本港現在雖有早於 1997年開始生效的《版權條例》，自

動賦予原創作品擁有人該作品的版權，但本港沒有版權註冊制度，不設有官方註冊處

為版權作品註冊。不過，他補充指：「像張先生這類將產品外銷的企業，可以視乎外



銷地方的法律規定，於當地註冊版權。例如張先生的木製產品銷往大灣區內地城市，

可向內地的國家版權局註冊版權。若被侵權時，持有官方版權證明可循民事補救，是

其中一種維護企業在外銷地權益的方法。」 

 

孫先生又表示，商標註冊不是強制規定，企業需向每個國家或司法管轄區逐一提交商

標註冊申請。在香港註冊商標後所得的保護，不

會自動伸延到內地或世界其他地方，如張先生要

開拓大灣區市場，可為產品另在內地註冊商標。

他說：「不少本港設計的產品於內地生產，再運

到內地不同地方以至運往海外銷售，但一些中小

企業卻待收到訂單後，才為產品在銷售地註冊商

標，期間若被抄襲仿冒，未必能有效維權。」 

 

孫先生又說，若只在本港申請商標註冊或外觀註冊等，手續不太複雜，中小企業可自

行辦理。他提醒，疫情影響手續處理及文件往來，若中小企業要自行申請本港的知識

產權註冊，需留意每個階段遞交資料的限期。他指出，企業自行跨地辦理銷售地的知

識產權申請相對不便，再加上較難熟悉當地法例，建議中小企業必須委聘代理人處

理。他又提醒，本地企業若有計劃為自己創作的產品開拓外地市場，應按照最嚴格標

準製作設計圖紙，以確保為產品在銷售地申請知識產權時，能符合標準。 

 

申請人與專家顧問會面後如何處理問題 

 

張先生認為，顧問孫先生能幫助他更了解有關知識產權的問題。他於會面後計劃透過

網上平台，將產品銷售到大灣區內地城市。他表示，會參考孫先生的建議，聯絡代理

公司協助辦理知識產權相關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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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避免過早公開，否則影響外觀設計註冊申請。企業亦可為產品

於外地註冊版權。商標註冊須逐一地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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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