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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加坡智慧局概況 

一、新加坡智慧局簡介 

圖 1：IPOS 組織架構圖 

新 加 坡 智 慧 財 產 局 設 有 首 席 執 行 官 (Chief Executive/ 

Registrar)掌管全局事務，另設有董事會及內部稽核部門，內部稽核

部門會將內部稽核報告送給 IPOS 稽核委員會，在首席執行官下設有

聽證及調解委員會、企業服務部、政策及參與部、註冊部及新加坡智

慧財產局國際事務機構(IPOS International)，兩位助理首席執行官

(Asst. CE)分別管理「企業服務部」及「政策及參與部」。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為新加坡法務部下轄的政府機關，管理國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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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發展政策、法律及相關事務，發明專利、商標、設計專利、地

理標示及植物品種可在 IPOS 註冊，著作權及營業秘密則不須註冊，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負責授予和註冊智慧財產權，支持企業利用無形資

產和智慧財產實現增長，協助企業發展智慧財產方面的能力及發展新

加坡的智慧財產生態系統。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國際事務機構為新加坡智慧財產局的附屬機

構，為 IPOS 專業知識和企業參與的重要部門，超過 100 名專利審查

官，精通中英雙語，超過 80%具博士學位，有 9 個檢索資料庫，7 名

智慧財產策略師及超過 30 名講師(內部和兼職)。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國際事務機構協助企業發展策略，從無形資產

中挖掘商業價值，支援企業專利檢索與分析服務，透過智慧財產教育

與培訓協助企業建構專業能力。 

IPOS 及 IPOS International 的共同願景為推動新加坡成為創新

型企業利用無形資產增長的優選之地。 

二、統計數據 

新加坡作為全球智慧財產權樞紐，IPOS 來自國外創新者和企業

的智慧財產權申請佔總申請量七成以上，並逐年穩定增長。 

IPOS 2021-2022 統計數據如表 1： 

表 1：IPOS 2021-2022 商標、發明專利、設計專利及地理標示統

計數據1 

 
1https://www.ipos.gov.sg/docs/default-source/about-ipos-doc/statistics/statistics-2

021-2022.pdf?sfvrsn=113b4059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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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IPOS 專利申請 88.3%來自國外，商標申請 77.3%來自國

外，設計專利 79.5%來自國外，發明專利申請前五大依序為美國、日

本、新加坡、中國大陸及德國，商標申請前五大依序為新加坡、美國、

中國大陸、日本、及英國，設計專利申請前五大依序為美國、新加坡、

中國大陸、日本及澳洲；過去 5 年 IP 申請量穩定成長，發明專利申

請量上升23.7%，商標申請量上升16.4%，設計專利申請量上升13.9%，

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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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22 年 IPOS 發明專利、商標、設計專利申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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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加坡專利申請及審查實務 

一、 新加坡專利申請 

   新加坡的專利制度中並不包含實用新型專利 (Utility 

Model)。新加坡的專利申請需要經過實質審查,主要審查:新穎性

(Novelty)、進步性(Inventive Step)及產業利用性(Industrial 

Applicability)，新加坡專利申請可由 PCT 路徑提出申請或在新

加坡提交國内申請。 

(一) PCT 申請： 

   指定 IPOS 為國際檢索局和初步審查局，申請人必須是 PCT

締約國的居民或國民，或在 PCT 締約國設有真實有效的工商機

構，透過 PCT 締約國的受理局或國際局提交國際申請（英文或

中文），國際檢索費為 SGD2 2,240 (約台幣 54,230 元)，國際初

步審查費為 SGD 830 (約台幣 20,094 元)，一般而言，IPOS 會

在收到國際申請的副本(檢索副本)的三個月内將檢索報告（英

文或中文）送交申請人，IPOS 利用英文與中文資料庫進行檢

索。 

(二) 在新加坡提交國内申請流程如圖 3 

  

 
21 SGD(新幣)約等於 24.21台幣(201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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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新加坡提交國内申請流程圖 

(三) 簡化版新加坡申請專利流程 

(經由新加坡國內路徑申請) 

1. 確認是否符合專利要件：可由 IPOS Digital Hub 及其他

專利檢索入口網站檢索先前技術。 

2. 向 IPOS 提出專利申請：準備一份關於該發明申請案的技

術及明確說明書。 

3. IPOS 初步審查：如果符合所有專利申請要件，將會取得申

請日。 

4. IPOS 將申請案公開。 

5. IPOS 檢索及實體審查：IPOS 審查官審查及決定是否符合

所有可專利要件。 

6. 審查程序中如果沒有任何無法解決的反對意見，將收到核

准通知書。 

7. 在收到核准通知書兩個月內申請核發專利證書。 

8. 專利登記成功，將收到專利證書及該發明受到保護。 

   發明專利保護期限從申請日起算 20 年，預估費用從 2470

元新幣(約 59799 元臺幣)起，從申請到獲得專利登記預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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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兩年時間。 

(四) 各種申請費用3 

申請 表格 費用 (in SGD) 

專利授予請求 PF1 170 

PCT 進入國家階段(SG) PF37 210 

僅檢索 PF10 1,735 

檢索與審查 PF11 
1,750(IPOS 是 ISA 

/IPEA)；2,050(其他) 

僅審查 PF12 1,420 

復審 PF12B 1,420 

授權費 PF14 210 

超項費(PF11, PF12 & 

PF14) 

- 
40(從第 21 項開始逐項收

費) 

維持費 PF15 165-1,380 

授權後更正 PF17 1,250 

 
3IPOS完整各種費用清單

https://www.ipos.gov.sg/about-ip/patents/managing-patents/forms-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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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後再審 PF36 3,200 

錯誤的修正 CM4 50-120 

申請人可利用 IPOS Digital Hub：電子化服務入口網站4，為使

用者提供申請智慧財產權的服務，IPOS 也提供"IPOS GO"手機應用程

式，具備蒐尋和管理的功能。 

(五) 新加坡檢索及實體審查選項 

1. 選項 1：僅檢索必須 13 個月內提出請求；或僅實體審查，必

須 36 個月內提出請求。 

2. 選項 2：檢索加實體審查，必須 36 個月內提出請求。 

3. 選項 3：實體審查，必須 36 個月內提出請求。 

 選項 1 

分別請求當地

檢索及實體審

查 

選項 2 

同時請求當地

檢索及實體審

查 

選項 3 

基於外國檢索

結果 5的實體審

查 

優點 由 IPOS 審查官獨立檢索  

請求項依新加坡當地審查實務審查 

 時間及費用較

選項 1 節省 

如果有外國檢

索結果將會較

便宜 

缺點 如果再加上請

求實體審查將

 請求項包含未

被檢索的標的

 
4https://digitalhub.ipos.gov.sg/FAMN/process/IP4SG/MN_Index 
5新加坡智慧局基於同一申請案於澳洲、加拿大、日本、紐西蘭、韓國、英國、美國或歐洲專利

（EP）之對應申請案，基於該外國審查結果而進行的實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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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選項 2 貴 時可能不被審

查 

  有可能有未被

先前檢索到的

其他先前技術

出現 

 

二、 新加坡專利審查實務 

(一) 新加坡專利加速審查 

1. 新加坡國內加速審查 

   為不同智慧財產打造的新加坡智慧財產加速審查計劃(SG 

IP FAST)包括發明專利、商標和設計專利，適用於所有技術領

域的專利申請，最快 6 個月內授權；商標申請最快 3 個月內授

權，外觀設計申請最快 1 個月內授權。 

   SG IP FAST 允許同時請求商標和相關設計專利加速審查，

適用於所有技術領域的所有發明的專利申請案。 

   申請條件為 IPOS 每月發明專利申請案件上限為 10 件，商

標及設計專利申請案件則沒有設上限，其中每個實體的發明專

利申請案件上限為 2 件，發明專利申請必須先在新加坡提交，

即無主張優先權，最多 20 個請求項，提交發明專利申請時必

須同時請求檢索和實體審查；申請人必須在收到形式審查不利

報告後 2 週內作出答覆，在收到書面意見後 2 個月內作出答

覆。 

2. 國際/地區性加速審查 

(1) 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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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H 是智慧財產局之間的一項計劃，一個智慧財產局的專

利申請審查過程可以透過參考另一個智慧財產局的審查結

果來加速審查，IPOS 已與 EPO(歐洲)、CNIPA(中國大陸)、

IMPI(墨西哥)、INPI(巴西)及 SAIP(沙烏地阿拉伯)簽有 PPH，

2024 年 9 月 1 日與 INPI(法國)簽訂 PPH。 

    2022 年 IPOS PPH 核准率大於 90%(約 70%於第一局已獲

核准)，6 個月內發出首通，8 個月內審結。 

(2) 全球專利審查高速公路(GPPH) 

   GPPH 有 27 個智慧局參加，根據任何其他參與局的工作成

果或任何其他參與局根據 PCT 建立的國際檢索和/或審查結

果，在任何參與局進行加速審查。 

(3) 東協專利合作審查(ASPEC) 

   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

坡、泰國和越南等 9 個東協成員國智慧財產局之間的區域性

專利工作共享計畫。 

至 2023 年 1 月東協國家共提出了 1436 個 ASPEC 申請， 

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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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AMS：東協成員國第一局，2nd AMS：東協成員國第二局 

圖 4：至 2023 年 1月止 ASPEC申請量 

 

    ASPEC 第一次審查意見平均待審時間：9.31 個月，核准

率為 98.32%。ASPEC 以英文申請，可在九個東協國家任一國

加速專利審查，其中包含 ASPEC-AIM(適用於工業 4.0 相關的

專利申請)，及 PCT-ASPEC(以新加坡和菲律賓為國際檢索局

身份提供的 PCT 檢索報告申請)，由上圖可知，ASPEC 絕大部

分是以新加坡審查結果(以新加坡為第一局)在其他東協國

家提出加速審查。 

(4) 與柬埔寨及寮國的專利合作 

   新加坡登記的專利可以在柬埔寨及寮國再次登記（但仍

取決於當地的可專利性要求，例如涉及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

等）。 

(5) 與越南協作檢索及審查(CS&E) 

    新加坡和越南智慧局之間的協作檢索及審查計劃，為東

協首次，旨在加速發明申請人在兩國提出申請的專利檢索和

審查流程。 

    試辦時間為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透

過合作強化先前技術檢索及審查結果。可以選擇先在新加坡

或越南提交申請，在提出請求後 10 個月內將收到第一份聯

合審查意見書，申請人可以依此決定是否在第二申請局提交

專利申請。 

(6) 新加坡智慧局與全世界智慧局的加速審查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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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IPOS 與全世界智慧局的加速審查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作為專利合作條約（PCT）下的國際局，自 2015

年開始作為東協第一個國際檢索局和初步審查局(ISA/IPEA)，是 PCT 

14 個國家（包括美日韓）指定的國際檢索局和初步審查局，能對以

英文或中文為提交語言的國際專利申請案進行國際檢索與初步審查，

品質管理系統（專利檢索與審查）也通過 ISO 9001:2015 認證，IPOS

與世界 40 個智慧局透過各種合作分享專利審查結果。 

(二) 新加坡可專利要件審查實務 

    IPOS 與其他國家智慧局對可專利要件的要求類似，包含

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明確性、支持、充分揭露、可

專利標的、發明單一性、新事項(new matter)及重複專利等。 

1. 進步性 

   IPOS在審查進步性時，與 EPO採用的“problem solution 

approach”不同，IPOS 專利審查官遵循英國的判例法

"Windsurfing test"，以以下四個步驟進行判斷。 

(1) 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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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及相關的通

常知識 

(3) 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4) 在不考慮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情況下，判斷該差異對通常知

識者來説是否顯而易見 

2. 產業利用性（醫療方法） 

  與美國不同，新加坡專利法規定人類或動物之診斷、治療或外

科手術方法不被視為具產業利用性，然而，治療/診斷的藥物被

視為具產業利用性。 

   治療方法：預防疾病的方法、以減輕症狀為目的的療法、以

治療爲目的的療法 

    外科手術方法：取決於手術所需技術及涉及的風險 

    診斷方法：包括 4 個步驟過程 

⚫ 檢驗及取得測定值 

⚫ 比較測定值與標準值 

⚫ 記錄測定值與標準值之差異 

⚫ 決定病因或病灶狀態（推定前述差異所導致的診斷結果）    

3. 首次發現的醫療用途 

   針對治療和診斷藥物的醫藥用途相關發明，請求項如根據特定

的形式撰寫則有可能獲得保護。 

(1) 首次發現的醫藥用途相關之請求項： 

   用途所限定的物之請求項，例如"用於治療疾病 Y 的物質

X"，物質 X 須爲活性成分，不能為非活性成分（譬如載體）。 

(2) 首次發現的醫藥用途相關的請求項之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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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物質 X 為已知的物質或組成物但並未用於某種治療或

診斷方法,則該請求項具新穎性。與歐洲專利局不同,"用於治

療疾病 Y 的物質 X"請求項不被用途治療疾病 Y 所限定，換言

之，如有文件揭露利用物質 X 治療不同於疾病 Y 的疾病，該請

求項被視為不具新穎性。 

(3) 首次發現的醫藥用途之支持性： 

    申請時提交的內容須有證明醫療用途的證據，譬如電腦模

擬，體外或體内的實驗成果。 

4. 新醫療用途 

(1) 新醫療用途： 

     用途所限定的方法請求項(瑞士型請求項，是一種特殊的

專利請求項格式，主要用於保護已知化合物的新醫療用途。這

種請求項格式最初由瑞士專利局提出)：物質 X 在製備用於治

療疾病 Y 之藥物中的用途 (Use of product X in the 

manufacture of a medicament for treating disease Y)，

請求項的技術特徵可包括使用劑量、用藥方式、特定病人族群

與藥物併用，物質 X 必須爲活性成分。 

(2) 瑞士型請求項新穎性： 

    只有在有前案揭露利用物質 X 治療疾病 Y 時，該請求項才

被視為不具新穎性。 

(3) 瑞士型請求項之明確性： 

   “被施用(is administered)”會被認定為用藥的步驟，須

撰寫為“將被施用(is to be administered)”。 

a. 方法步驟 vs.意圖： 

"is administered"可能被解釋為描述一個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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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步驟，"is to be administered"則更多地表達一種意

圖或可能性，而非具體步驟。 

b. 可專利性影響： 

使用"is administered"可能會使請求項被視為包含

治療方法步驟，在如新加坡可能導致可專利性問題，"is to 

be administered"避免了直接描述治療步驟，更容易被接

受為藥物用途的描述。 

c. 保護範圍： 

"is administered"可能將保護範圍限制在實際施用

的行為上，"is to be administered"提供了更廣泛的解釋

空間，可能涵蓋藥物的預期用途，而不僅限於實際使用。 

d. 法律解釋： 

"is administered"可能被視為一個明確的方法步驟，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影響請求項的類型（如從用途轉變為方

法），"is to be administered"保持了用途的性質，避免

了被解釋為具體治療方法的風險。 

(4) 瑞士型請求項之支持性 

申請時提交的內容須有證明醫療用途的證據，譬如電腦模

擬，體外或體内的實驗成果。 

5. 可專利標的判斷步驟 

(1) 分析請求項 

(2) 確定實際貢獻 

(3) 判斷該實際貢獻是否完全為非可專利標的 

6. 非可專利標的列表(但不限於以下列表) 

(1) 發現、科學原理、數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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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術創作 

(3) 必須藉助心智活動始能執行之方法或計畫、遊戲或運動之

規則或方法等人為之規則、方法或計畫以及商業方法或

計劃 

(4) 資訊揭示（包括電腦程式的原始碼） 

7. 非可專利標的 

發現、數學方法及商業方法一般為非可專利標的。 

(1) 發現 

(a) 自然界存在之物的發現 

⚫ 找到自然界存在之物被視為單純發現 

⚫ 從自然界分離或純化之物不被視為可專利標的 

(b) 涉及自然界存在之物為可專利標的的例子 

⚫ 自然界存在之物的特定用途，譬如草藥萃取物的醫

藥用途。 

⚫ 自然界存在之物的改造，譬如天然化合物的化學性

改造或天然微生物的基因改造。 

⚫ 不同分離物或純化物的組合，譬如包含來自不同植

物的草藥萃取物的組合物。 

(2) 數學方法 

     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中使用的計算模型和演算法不被視

為可專利標的，例如神經網路、支援向量機、判別分析、決策

樹、k-means 等。 

    但如要求保護的標的涉及應用機器學習來解決特定（而非

一般）問題，則實際貢獻可能超出基礎數學方法，因此可被視

為可專利標的。 



17 

 

 一般問題：譬如使用此方法控制系統 

 特定問題：譬如使用此方法控制自駕車輛的導航 

(3) 商業方法 

⚫ 使用電腦的商業方法（電腦實現的發明） 

   技術特徵（例如電腦和伺服器）是否在實質程度上與

該方法相互作用並以這樣的方式解決特定問題？ 

⚫ 實質程度： 

   請求項不應僅在表面上包含已知硬體元件或用於執

行該方法的一般電腦 

⚫ 特定問題 

   特定問題不應為非可專利標的，譬如運用在股票交易

的數學方法，可以是一種更有效地使用電腦硬體資源的

方法，例如優化電腦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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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加坡專利系統的優點、專利維權及智慧財產援

助資金 

一、新加坡專利系統的優點 

對於不斷創新和擴大全球影響力的台灣公司來說，新加坡作為第

一個專利申請目的地具有一系列戰略優勢，包括 IPOS 全面性縝密的

檢索和審查、以中文在 IPOS 進行 PCT 申請、新加坡穩健的 IP 生態系

統/有利的商業環境以及可申請新加坡國內加速審查和國際加速審

查。 

二、於新加坡進行專利維權方式 

於新加坡進行發明專利維權可於新加坡智慧局(IPOS)進行發明

專利撤銷、於新加坡法院進行訴訟、選擇仲裁或和解。 

(1) 新加坡專利爭議訴訟 

   專利爭議訴訟一審主要在新加坡高等法院一般庭(General 

Division)審理，新加坡高等法院審理各種類型的專利爭議，包含

侵權、無效及授權合約爭議，新加坡高等法院審理極有效率，即使

是複雜的專利案件最多需要 1.5 年至 2 年即可進入審判，新加坡高

等法院有專業智慧財產及資訊技術(IT)的智慧財產法官名單，IP

法院指南也有規定智慧財產權案件的特殊案件管理程序。 

    訴訟當事人可以選擇法院就"IP 爭議簡化程序"審理，也就是

IP 爭議的“快速通道”。 

    國際及商業性質的 IP 爭議也可轉移至新加坡國際商事法院

SICC(具有 IP 及 IT 專業的國際法官)審理。 

    新加坡國際商事法院成立於 2015 年，隸屬於新加坡高等法院

的一庭，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新加坡最高法院包含上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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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高等法院)，其判決效力與新加坡最高法院相同，審理國際及

商業性質 IP 爭議(包含個人 IP 爭議)，也可由訴訟當事人指定作為

新加坡仲裁的監督法院，由 28 位當地及 19 位國際法官(許多都有

IP 及技術專長)組成，外國律師可以向法院登記並出庭。 

    新加坡法院於 2022年 4月引進可供訴訟當事人選擇的"智慧財

產爭議簡化程序"，加強智慧財產爭議解決系統的使用，特別是針

對個人和中小企業，將新加坡定位為亞洲智慧財產權爭議解決的首

選地點，高等法院透過積極的案件管理，簡化流程，促進更快、更

具成本效益的爭議解決，為確保案件快速完成審理，包含案件申請

與評估、初步案件管理會議、訴狀交換、證據披露、審前會議，簡

化審理(2 個工作天內完成)及判決；簡化程序適用於要求的金錢救

濟不能超過 50 萬新幣的案件，訴訟當事人可以根據簡化程序尋求

一般的法院補救措施和臨時救濟。 

(2) 新加坡智慧財產仲裁制度 

   新加坡擁有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智慧財產權仲裁委員

專家小組為 SIAC 的專門委員會之一）、WIPO 仲裁與調解中心（WIPO

日內瓦總部以外唯一）、國際商會仲裁院(ICC)、美國仲裁協會-國

際爭議解決中心(AAA-ICDR)等國際頂尖仲裁機構及常設仲裁法院

(PCA)。 

    新加坡於 2010 年推出 Maxwell Chambers(麥士威國際爭議解

決中心)，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最先進聽證設施的綜合爭議解決中

心，為在新加坡舉行 ADR 聽證會提供聽證室和設施，SIAC 及 ICC

皆為其使用者。2019 年新加坡《仲裁法》(國內仲裁制度受仲裁法

管轄)和《1994 年國際仲裁法》(國際仲裁制度受國際仲裁法管轄)

的立法修正案明確規定，智慧財產（包括發明專利）糾紛可以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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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進行仲裁。 

(3) 新加坡智慧財產調解制度 

   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SIMC)擁有大量國際專業調解委員，在智

慧財產權爭議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2020 年《新加坡調解公約》

促進簽署方之間因調解而產生的國際商業調解協議可以跨國執

行。     

    新加坡的調解推廣計劃包含 WIPO-新加坡東協調解計劃(AMP)，

在東協國家的爭議各方可透過 WIPO 解決其智慧財產權或技術爭議，

WIPO 提供資助資金最高可達 8,000 新幣。 

   另 一 個 是 " 修 正 增 強 調 解 推 動 計 劃 (Revised Enhanced 

Mediation Promotion Scheme, REMPS)"，是 IPOS的一項資助計劃，

旨在透過資助程序來鼓勵進入 IPOS 程序中的當事人選擇調解。 

三、智慧財產援助資金支持當地中小企業開拓海外市場 

新加坡政府"市場準備援助資金(MRA)"為當地中小企業開拓海外

市場提供資助智慧財產檢索和申請（不包括新加坡申請）、草擬代理

經營、授權、代理、經銷和合資協議（僅限第一組此類協議）相關的

諮詢、法律和文件等費用，金額高達 50%的資金援助，對各公司每個

新市場的援助上限為 3 萬新幣。 

申請條件是在新加坡註冊和營運的中小型企業實體、至少 30%本

地股權、公司在過去三年中任何一年在目標市場的年銷售額不超過

10 萬新幣、公司集團年銷售額不超過 1 億新幣或集團員工規模不超

過 200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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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加坡智慧財產戰略 2030 

圖 6：新加坡智慧財產戰略 2030 圖 

2030年新加坡智慧財產戰略(Singapore IP Strategy 2030, SIPS 

2030)是為期 10 年的計畫，以 2013 年推出之智慧財產中心藍圖(IP 

Hub Master Plan)作為基礎，並由跨政府部門小組所推行，組成人員

橫跨十多個政府部門。SIPS 2030 的重點目標如下： 

強化新加坡作為全球無形資產(IA)與智慧財產(IP)中心之地位：

確立良好的無形資產與智慧財產制度，以政策支持新興技術領域，並

利用科技協助申請人。建立新加坡成為東協(ASEAN)與世界的連接中

心，加強地區智慧財產系統之合作。建立新加坡成為國際智慧財產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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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解決首選地點，加強人才之專業，並設置爭議解決的一站式資源站

點。 

以無形資產與智慧財產吸引新創企業，並扶助其發展：增進企業

的相關意識及管理能力，設立新的線上平台提供資源。協助企業將研

發成果轉換為無形資產與智慧財產，以及相關之募資。發展無形資產

與智慧財產之鑑價系統，培養鑑價專業人才。 

藉由無形資產與智慧財產創造工作機會，發展高價值技術：以無

形資產與智慧財產相關之教育及訓練課程，保持從業者的競爭力，並

與企業合作，使創新相關的工作職位可整合此類智識能力
6
。 

 
6
台一雙週專利電子報第 2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