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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日期：2024 年 9 月 19 日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 

第二十二届会议 

2024年 10月 7日至 11日，日内瓦 

中国代表团的提案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在 2024 年 6 月 3 日的来文中，国际局收到了中国代表团关于依附的提案，供商标国际注册

马德里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在 2024年 10月 7日至 11 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审议。 

2. 所述提案载于本文件附件中。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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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中国代表团的提案 

（国际局于 2024年 6月 3 日接收 - 原件：中文） 

关于限缩依附适用理由的提案 

简要介绍： 

为更好发挥依附原则的积极作用，减少依附对马德里体系的消极影响，建议限缩适用依附原

则的理由。 

一、背景 

《马德里议定书》第六条规定了商标国际注册的依附原则，自国际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国际

注册的保护依附于基础申请或基础注册的效力。 

由于依附原则的存在，当权利人发现其商标被他人抢注并通过马德里途径在多个缔约方获得

保护时，权利人可以向基础商标所属的主管局提出异议、撤销或者无效申请，通过中心打击“一

站式”解决商标抢注问题，极大地降低了维权成本。 

然而，目前的依附原则仅仅是将国际保护的效力与基础商标的效力相关联，并不关注导致基

础商标效力终止的具体理由，导致中心打击的范围过于宽泛，对国际保护的确定性和公平性产生

不利影响，已成为很多用户不愿选择马德里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有必要对依附原则作出调整，减少其消极影响，提升马德里体系的竞争力和友好性。 

二、提案内容 

为更好发挥依附原则的积极作用，减少依附和中心打击适用范围过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建

议限缩依附的适用理由。本提案提供以下几种限缩依附适用理由的选项，供缔约方选择： 

1. 基础商标在原属国未实际使用而导致的撤销不适用依附。 

2. 拒绝注册的相对理由不适用依附。 

3. 以上两种情形都不适用依附。 

4. 仅涉及公共利益的特定理由适用于依附。 

三、限缩依附原则适用理由的好处 

（一）降低马德里体系的复杂性和注册人管理成本。 

针对目前依附原则所带来的弊端，议定书设置了国际注册转国内注册的程序，但这同时也增

加了马德里体系的复杂性和注册人使用马德里体系的成本和负担。限缩依附原则的适用理由，将

减少中心打击的频率和数量，国际注册转国内注册的情况也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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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商标在原属国未实际使用而导致的撤销不适用依附，更加符合当今国际贸易的发

展趋势，吸引更多用户使用马德里体系。 

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和跨境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在海外从事投资贸易活动和寻求商标

保护已变得越来越普遍，马德里体系作为协调商标国际注册和保护的专门机制，理应为这些用户

提供便利。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在海外市场上使用的商标

标识可能并不适合在其原属国使用，但由于现行依附制度的存在，基础商标一旦在原属国因连续

三年或者五年未实际使用被撤销，使得注册人在海外市场上实际使用的相同商标面临无法获得保

护的风险。一些马德里体系用户为规避风险，不得不在原属国象征性地使用基础商标，以维持其

注册，但这样也会增加相应的管理成本。还有很多企业因此放弃选择马德里体系，而是通过直接

向其他国家主管局提交申请的方式寻求海外商标保护。缔约方可以选择将这一情形排除在依附原

则和中心打击的适用范围之外，如此一来，可以增强跨国公司和外贸企业选择马德里体系的意愿，

使其既能够享受马德里体系所带来的便利，又能降低风险和成本。 

（三）将拒绝注册的相对理由排除在中心打击之外，有利于提升马德里体系的公平性和确定

性，促进国际保护和国内保护效力的平衡。 

拒绝商标注册的相对理由主要是处理商标注册与他人在先申请或者注册的商标以及其他在先

权利存在冲突的情况。基础商标可能因在原属国存在上述权利冲突而被驳回、撤销或无效，但在

给予其领土延伸保护的其他缔约方，很可能并不存在同样的权利冲突，由此导致国际保护效力的

丧失，对于注册人来说并不公平，因为该商标很可能并未违反指定国的法律。这一情况导致国际

注册与国内注册的保护效力不平衡，同时也增加了国际注册保护效力的不确定性，因为有些潜在

的权利冲突需要通过第三方提出异议和举证才能被发现，由于依附制度的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使

得所有在指定国获得保护的商标也受到牵连。缔约方可以选择将拒绝注册的相对理由排除在依附

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提升马德里体系的公平性和确定性。 

（四）仅涉及公共利益的特定理由适用依附，更好发挥中心打击的积极作用。 

除可选择哪些理由不适用依附外，缔约方也可以选择仅涉及公共利益的特定理由适用依附。

例如，基础商标违反了原属国法律中的禁用规定，或者违背了公序良俗，或者是通过欺骗等不诚

信手段取得注册的等。这些情形往往有损于缔约国的公共利益，被缔约国法律所禁止，应当允许

原属局通过依附制止此类商标通过马德里途径获得保护。采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将大多数不合

理情形排除在依附和中心打击范围之外，同时也能够更好发挥依附原则的积极作用，维护缔约国

的公共利益和国际注册的正当性。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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