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 07 年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會議所提事項  

 
引言  
 
 在法案委員會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會議上，委員邀請當局就

下列問題作出說明－  
 

( a )  本地的專利所有人若希望根據擬議第 72 E (2 )條，尋求證明
出口一方的專利所有人未獲支付報酬時，應聯絡政府什麼

部門；  
 
( b )  《 20 0 7 年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所建議

的第 72 I 和 7 2 Q 條，會如何運作；  
 
( c )  導致根據擬議第 72 B( 1 )條作出有關宣布的極度緊急情況結

束後，或當某項進口強制性特許的有效期屆滿時，會如何

處置根據該項進口強制性特許進口的專利藥劑製品的剩餘

存貨。  
 

2 .  本文件旨在提供委員要求的資料。  
 
擬議第 72E (2 )條  
 
3 .  由於衞生署署長是《條例草案》下進口及出口強制性特許的批授

當局，因此，由本地的專利所有人向衞生署署長提出證據，證明出口

一方的專利所有人在用盡當地的法律補救方法後仍未獲得支付報酬，

我們認為是恰當的做法。相關政府部門會向衞生署署長提供意見及協

助，以便評估本地專利所有人提交的資料。假如衞生署署長信納有關

事實證明，他會按擬議第 72E(2)條的規定與本地專利所有人商討報酬
的款額。我們會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修訂第 72E(2)
條，以“署長”一詞取代首次出現的“政府”一詞。由於政府會支付上述

報酬，因此該條文其後對“政府”的提述，無須作出更改。  
 
擬議第 72 I 和 72 Q 條  
 
司法覆核與否  
 
4 .  擬議第 7 2 I 條賦權原訟法庭 (“法院” )處理關於進口強制性特許
的糾紛。具體來說，法院獲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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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衞生署署長與專利所有人沒有就須支付予該所有人的報
酬款額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釐定該項款額；  

 
( b )  裁定由專利所有人 (該人並非根據擬議第 72 E (2 ) ( a )條就報酬

款額達成協議的一方 )提出的報酬申索；  
 
( c )  覆核 由衞生署署長作出的進口強制性特許批授、該特許的

條款及條件、報酬的分配，以及該特許的終止等事宜；  
 
( d )  在進口強制性特許的條款或條件遭違反時，終止該特許；

以及  
 
( e )  根據擬議第 72 I( 7 ) ( e )和 (9 ) (b )條作出法院認為在有關情況下

屬合適的任何其他命令。  
 

5 .  擬議第 7 2Q 條賦權法院處理關於出口強制性特許的糾紛。具體

來說，法院獲賦權  ─  
 

( a )  覆核 由衞生署署長作出的出口強制性特許批授、該特許的
條款或條件，以及該特許的終止等事宜；  

 
( b )  覆 核 衞 生 署 署 長 就 須 支 付 予 專 利 所 有 人 的 報 酬 款 額 的 釐

定；  
 
( c )  在出口強制性特許的任何條款或條件遭違反時，或按照第

7 2 K (2 )條於有關申請內述明的或附於有關申請的任何資料、
文件或文件證據，在任何要項上屬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

時，終止該特許；以及  
 
( d )  根據擬議第 72 Q (2) ( e )和 ( 6 ) ( b )條作出法院認為在有關情況下

屬合適的任何其他命令。  
 

6 .  我們無意把擬議第 72 I 和 7 2 Q 條所用“覆核”一詞解作司法覆

核。法院獲賦權覆核衞生署署長關於有關事項 (請參閱上文第 4 ( c )、
5 ( a )和 5 (b )段 )的決定。法院在覆核時可 ( a )確認、更改或取消有關特
許或載於其上的任何條款或條件； (b )確認或推翻特許的終止； ( c )確
認或更改對報酬款額的分配／釐定；或 ( d )作出法院認為在有關情況
下屬合適的任何其他命令 (見擬議第 7 2 I( 7 )和 7 2 Q( 2 )條 )。覆核所採用
的形式，應屬於足以導致“更改”衞生署署長的決定這一類別，而非  
“重新審議”有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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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擬議第 72 I 和 7 2Q 條不會影響現時的司法覆核渠道。在司法覆

核程序中，法院獲賦權審查行政／法令的決定是否合理、公平和程序

恰當。《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 )第 2 1 K 條和《高等法院規則》 (第 4
章附屬法例 A )第 53 號命令適用於司法覆核的程序。  
 

釐定報酬的款額  
 
8 .  如屬進口強制性特許的個案，擬議第 72 I 條賦權法院在衞生署署
長與專利所有人沒有就須支付報酬的款額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釐定該

項款額。這項規定以現行《專利條例》 (第 51 4 章 )第 7 1 (5 )條作為藍
本 。 該 條 文 規 管專 利 發 明 的 政 府徵 用 1。 我 們 找 不到 任 何 涉 及 現 行

“政府徵用”條文的案例。因此，對於法院在這類個案所會考慮的因

素，我們無法從案例獲得參考資料。  
 
9 .  我們相信，涉及有關法律程序的各方會向法院提交證據，以證實

他們的申索。至於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證據以便釐定報酬的款額，則取

決於個別案件的情況。其他條例也有賦權法院在有關各方沒有協議的

情況下釐定須支付的款額。這方面的例子包括 ( a )《僱員補償條例》
(第 2 8 2 章 )第 3 2( 4 )條； (b )《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第 5 2 2 章 )第 3 8( 8 )
條；以及 ( c )《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 5 3 章 )第 9 條。  
 
程序規則  
 
1 0 .  目前，《高等法院規則》所訂各項命令的條文和高等法院的固有
司法管轄權，均適用於根據《專利條例》進行的法律程序。相關命令

包括規管開展民事法律程序的方式的第 5 號命令、訂明尋求法院指示
的程序的第 25 號命令、處理上訴的第 55 號命令，以及處理訟費的第
6 2 號命令。我們正考慮於《高等法院規則》加上適當條文，就擬議
第 7 2 I 和 7 2Q 條的覆核申請提供程序。就上述構思，行政機關會向高
等法院規則委員會提交建議，以供後者作詳細考慮。  
 
 
 
 

                                                 

1 《 專 利 條 例 》 現 訂 的 政 府 徵 用 條 文 (第 6 8 至 7 2 條 )， 賦 予 政 府 徵 用 專 利 發 明 的
權 利 ， 只 要 符 合 指 明 條 件 ， 可 在 極 度 緊 急 期 間 內 無 須 事 先 取 得 專 利 所 有 人 的

特 許 。 有 關 條 文 適 用 於 所 有 類 別 的 發 明 ， 並 與 世 貿 組 織 《 與 貿 易 有 關 的 知 識

產 權 協 議 》 第 3 1 條 的 規 定 一 致 。 政 府 徵 用 條 文 與 《 條 例 草 案 》 尋 求 落 實 的

《 議 定 書 》 不 同 ， 前 者 受 條 件 規 限 ， 這 種 使 用 必 須 主 要 為 供 應 授 權 有 關 使 用

的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本 身 的 內 部 市 場 (即 有 關 產 品 的 絕 大 部 分 數 量 不 應 用 作 出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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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專利藥劑製品的剩餘存貨  
 
1 1 .  當導致根據擬議第 7 2 B(1 )條作出有關宣布的極度緊急情況結束
時，進口強制性特許便告終止。在該特許的有效期屆滿後，任何人如

以《條例草案》所界定的方式，把進口專利藥劑製品的剩餘數量推出

市場或屯積或使用，他可能會侵犯有關專利並招致民事法律責任。因

此，任何人必須事先獲得專利所有人同意，才可保留剩餘數量的存

貨，以供日後使用。當上文所述的極度緊急情況結束時，我們要求進

口強制性特許持有人須自費安排從供應鏈各站收回該製品。這安排與

現時基於藥物安全理由收回藥劑製品的機制一致。最終使用者持有該

製品供個人使用，不會構成侵犯專利，因此不會受影響。  
 
1 2 .  上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關注到一點︰在導致根據擬議第
7 2 B( 1)條作出有關宣布的極度緊急情況結束時，若該製品還有剩餘存
貨，我們應如何保障進口和供應有關專利藥劑製品的貿易商的商業利

益。從其他地方搜羅和進口仿製藥時，政府很可能需要依仗私營藥劑

製品公司。在利用《條例草案》所訂制度進口專利藥劑製品時，香港

應正面對由公共衞生問題或可能出現的公共衞生問題所引起的極度緊

急情況。屆時政府可能會使用公帑採購有關專利藥劑製品。進口強制

性特許持有人和供應鏈內的其他貿易商，會作為政府的代理人搜羅和

分發該製品。政府會統籌向整個社會的最終使用者分發該製品，以保

障公共衞生。剩餘的存貨為政府所擁有，不屬於特許持有人或個別貿

易商。  
 
1 3 .  儘管如此，由於進口強制性特許制度旨在應付各類緊急情況，採
購和分發所需專利藥劑製品的方式，會因應個案的情況而改變。此

外，政府撥款所作的採購，也有可能不足以控制遇到的危機，因此，

政府可能有需要邀請私營機構協助採購和搜羅所需的專利藥劑製品。

若上述情况出現，我們擔心該些私營進口特許持有人和協助其分銷藥

劑製品的供應鏈內其他貿易商可能有所顧慮，因為當上文所述的極度

緊急情況結束時，進口強制性特許便告終止，換句話說，他們不可以

在特許有效期屆滿後繼續出售剩餘的存貨。為鼓勵私營機構協助政府

搜羅所需藥物以處理危機，我們正研究應否在《條例草案》增訂具體

條文，以便政府按成本價格購回特許持有人所交出的剩餘存貨。特許

持有人也可選擇自行與有關專利所有人商討並保留該等存貨。視乎個

案的情況，政府在發出進口強制性特許前，可先與準特許持有人就有

關安排達成共識。  
 
1 4 .  為了保障公共衞生，我們認為值得貯存剩餘數量的專利藥劑製
品，以防香港日後再出現類似的緊急情況。政府如有意保留存貨供日

後使用，便會就處置剩餘存貨的問題，聯絡有關專利所有人。在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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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所有人商討期間，貯存剩餘藥物和收回該等藥物所涉及可能侵犯有

關專利的任何作為，不應視為侵犯專利。假如專利所有人不同意政府

保留剩餘存貨以供日後使用，剩餘的藥物便須銷毁。  
 
1 5 .  在極度緊急情況尚未結束，而進口強制性特許的有效期又即將屆
滿時，衞生署署長可在特許有效期屆滿前，行使《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4 6 條授予他的權力，續發有關特許。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二零零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