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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事业正以青春勃发之势，迅猛发展。
中国律师的知识产权业务也是方兴未艾，业务领域不断拓展，业务类型不断增多，业务内容不断翻新
。
如何指导律师做好做精知识产权业务，全面充分地维护知识产权，大力积极地运营利用知识产权，及
时有效地防范规避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从而提升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保证律师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质量，是摆在律师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持编写、陆续推出的《中国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指南》丛
书，就是以达成上述目标为主旨的。
丛书内容包括(暂定名)：《版权业务指南》、《专利业务指南》、《商标业务指南》、《竞争法业务
指南》、《网络知识产权业务指南》等。
本次出版的《商标业务指南》是丛书的第一本书。
其他几本正在编撰之中，2008年之前出齐。
　　《中国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指南》丛书的作者均是执业律师，且多为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的委员。
作者们不仅执业经验丰富，业务专长突出，在理论和实务上均有建树，而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和
律师事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愿意为此奠石铺路、献智献宝。
　　《中国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指南》丛书的显著特点表现在：　　第一，实务操作性强。
丛书完全区别于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也不同于法规释义解读类读物，她尽量避免与知识产权法基本理
论方面的知识相重复，也尽量不去引用法规条文，而是着重介绍律师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基本要求、
基本规范、基本方法、工作流程、操作指引、风险提示、文本示例、案例分析等，既强调了律师从事
知识产权业务“应知应会”的内容，又对知识产权律师的执业经验和技巧进行总结归纳，让同行们共
享成果、共同提高。
丛书以基础性、实用性、针对性和系统性为要旨，重点不在“是什么”、“为什么”，而在于“如何
做”、“怎么做好”，突显了律师实务用书的特点。
　　第二，专业性突出。
丛书以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版权经纪人等业内人士为主要读者群，
也适用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各类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及将来要从事知识产权业
务的高校毕业生等。
因此丛书不仅对知识产权业务要说全说准，还要讲深讲透，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启发，增强专业素养
和能力，从而变成“熟手”、“能手”、“多面手”，使匿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人才脱颖而出。
　　第三，权威性高。
丛书是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不是作者个人的作品，因此力求做到分类科学、体
例完整、结构严谨、标题鲜明、概念清晰、表述规范、论证有理、说理有据、举证有实、语言生动，
无论是引证学理、引用法律，还是阐述观点、开示范例，均以科学、客观、中立为编撰立场，不参与
学术争议，不掺杂个人情感，不标榜自己业绩，尽可能充分地揭示和展现中国律师知识产权业务的规
律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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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马德里国际注册的续展官费附录六 各国商标简介→各国商标制度比较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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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商标业务范围和类型　　第二节　目前商标代理业务的现状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谈到律
师的商标业务，我们就不能不谈谈中国的商标代理制度。
　　《商标法》于l983年实施后，中国的商标注册按涉外申请和国内申请而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对于涉外的商标注册，即外国单位和个人来中国注册商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定的代理机构代
理，当时只有贸促会一家，后来发展为几十家，但仍是要得到行政特别授权。
对于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申请商标注册，则通过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层层核转。
所谓核转，就是审核和往上转。
如果一个企业要注册一个商标，先得向基层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般是区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
注册申请。
区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到注册申请后，对注册申请进行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就将申请转到上一
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一般是地市级工商局。
地市级工商局再将商标申请转到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一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再将商标注册申请转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由其进行
商标注册审查。
这样的商标注册申请程序，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经济、高效。
一个商标注册，本来是一个民事行为，却层层核转，即浪费时间，又花费了大量人力。
　　1990年5月2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试点建立商标事务所，推行商标代理制的通知
》，在上海、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四川、沈阳、广州、重庆等省市试点建立商标事务所。
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开。
1994年6月2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21号令发布了《商标代理组织管理暂行办法》，并规定该办法
自当年7月1日起施行。
该办法第4条规定：“商标代理人资格经考核产生。
已取得律师、专利代理人资格或者从事过5年以上商标业务工作的，或者经过2年以上知识产权法律专
业学习，取得相应文凭的，经本人申请，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予以考核。
经考核合格的，由商标局颁发《商标代理资格证书》。
”　　这个办法还就商标代理机构的成立、经营以及业务范围等做了规定。
这个办法的颁布实施，为商标代理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此，商标代理事业步上正规，并获得了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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