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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来，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成为最倚重持续性技术创新的行业之一。
近年来，伴随着这一领域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和标准化程度的显著提升，专利问题也成为影响到该领
域技术走向乃至整个信息产业演进方向的焦点问题。
如何更好地解决该领域知识产权在创造、保护、管理和运用上的问题，更好地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行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为了有效推动通信和计算机行业的自主创新工作，提高该领域的专利工作水平，我们特编写了本
书。
全书根据学习的递进层次分为两篇，分别是《知识篇》和《实务篇》。
　　《知识篇》侧重基础知识的讲解和普及，分为《专利与专利制度》及《专利申请与审批》两个章
节，内容涉及专利基本概念、专利制度、专利申请与审批程序、涉外专利申请相关知识等。
本篇适用于没有或具有较少专利知识的初学者，如初识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等。
通过本篇的阅读和学习，阅读者可以较为系统地掌握相对全面的专利知识，为实务阶段学习打好基础
。
　　《实务篇》从专利实务的角度，结合通信和计算机行业的特点，选择多个本技术领域的典型案例
，对专利挖掘、技术交底材料撰写、申请文件质量判断、审查意见答复等多个方面的实务操作进行了
详尽细致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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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介绍我国的专利制度、专利申请与审批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从专利实务的角度出发
，紧密结合通信和计算机行业的特点，选择多个典型案例，对专利挖掘、技术交底书撰写、申请文件
质量判断以及审查意见答复等多个方面的实务操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本书既适合具有较少甚至没有专利知识的初学者，也适合通信和计算机行业的专利管理人员和技
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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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利用“三步法”判断权利要求的创造性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首先，对比文件是否公开了与本发明最为接近的现有技术。
　　如果对比文件确实为与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则应找出权利要求与该对比文件之间
的区别特征，分析这些区别特征带来了哪些技术效果、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对现有技术作出了哪些
改进。
　　在确定了区别特征和技术问题之后，接下来就要判断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显而易见。
具体方法是判断审查员引用的另外一篇或者多篇对比文件是否给出了一种启示，根据该启示，本领域
技术人员是否可以将该区别特征应用到该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中，以解决该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中存在的
技术问题，取得本发明的技术效果，从而形成本申请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启示，则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具备专利法规定的创造性。
当不存在这样的启示时，可以不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但应向审查员陈述意见，详细说明支持自己观
点的理由，必要时还应当争取与审查员会晤的机会，努力使审查员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申请人关于
权利要求创造性的意见。
　　如果经过上述分析，不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难以说服审查员时，则应当按照审查员的建议或根据
实际情况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
　　在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之后，必要时还要对说明书的发明名称、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内容
以及说明书摘要作出适应性修改。
 四、不受说明书支持 如果通知书中指出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的“以说
明书为依据”的要求，此时对申请文件有两种修改方式。
　　如果确定上述问题是指权利要求的概括不适当，且认为审查员的要求审查意见是合理的，则应当
对独立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使其与说明书中公开的实施方式或实施例相适应。
若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从说明书中记载的内容能合理地推出权利要求的概括限定，则可以先不对权利
要求书进行修改，而是要求与审查员会晤，通过与审查员交流，为申请人争取一个更宽的保护范围。
　　如果确定上述问题是由于权利要求的用语与说明书中的用语不一致，或者是说明书发明内容部分
缺少与权利要求技术方案相应的文字描述造成的，则可通过对说明书的修改来克服上述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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