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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授予专利权的申请 

1.引  言 法 1 

 

 

 

 

 

 

 

 

 

 

法 2.2 

 

 

 

 

 

 

 

法 5 

 对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必须有利于推动其应用、提高创新

能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为此，专利法

第二条对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作出了规定。考虑到国家和社会

的利益，专利法还对专利保护的范围作了某些限制性规定。一

方面，专利法第五条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

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不授予专利权；另一方面，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不授予专

利权的客体。 

 

2.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 

    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

的新的技术方案，这是对可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客体的一般性

定义，不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的具体审查标准。 

    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

的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 

    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

术效果的方案，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 

气味或者诸如声、光、电、磁、波等信号或者能量也不属

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客体。但利用其性质解决技术问

题的，则不属此列。 

 

3.根据专利法第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创造的公开、使用、

制造违反了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了公共利益的，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

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含义较广泛，常

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由于新法律、行政法规

的颁布实施或原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废止，会增设或解

除某些限制，因此审查员在依据专利法第五条进行审查时，要

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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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法 5.1 

  

3.1.1  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 

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它不包括行政法规

和规章。      

发明创造与法律相违背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用

于赌博的设备、机器或工具；吸毒的器具；伪造国家货币、

票据、公文、证件、印章、文物的设备等都属于违反法律的发

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发明创造并没有违反法律，但是由于其被滥用而违反法律

的，则不属此列。例如，用于医疗的各种毒药、麻醉品、镇静

剂、兴奋剂和用于娱乐的棋牌等。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法

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其

含义是，如果仅仅是发明创造的产品的生产、销售或使用受到

法律的限制或约束，则该产品本身及其制造方法并不属于违反

法律的发明创造。例如，用于国防的各种武器的生产、销售及

使用虽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但这些武器本身及其制造方法仍然

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 

 

3.1.2 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 

     社会公德，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并被接受的伦理

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内涵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各

异。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 

     发明创造与社会公德相违背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

如，带有暴力凶杀或者淫秽的图片或者照片的外观设计，非医

疗目的的人造性器官或者其替代物，人与动物交配的方法，改

变人生殖系遗传同一性的方法或改变了生殖系遗传同一性的

人，克隆的人或克隆人的方法，人胚胎的工业或商业目的的应

用，可能导致动物痛苦而对人或动物的医疗没有实质性益处的

改变动物遗传同一性的方法等，上述发明创造违反社会公德，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3.1.3 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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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害公共利益，是指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

会造成危害，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例如】 

发明创造以致人伤残或损害财物为手段的，如一种使盗窃

者双目失明的防盗装置及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严重污染环境、严重浪费能源或

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公众健康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的文字或者图案涉及国家重大政治事件或宗教信

仰、伤害人民感情或民族感情或者宣传封建迷信的，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 

但是，如果发明创造因滥用而可能造成妨害公共利益的，

或者发明创造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存在某种缺点的，例如对

人体有某种副作用的药品，则不能以“妨害公共利益”为理由

拒绝授予专利权。 

 

3.1.4 部分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申请 

    一件专利申请中含有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

的内容，而其他部分是合法的，则该专利申请称为部分违反专利

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申请。对于这样的专利申请，审查员在审查时，

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修改，删除违反专利法第五条第一款的部分。

如果申请人不同意删除违法的部分，就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例如，一项“投币式弹子游戏机”的发明创造。游戏者如

果达到一定的分数，机器则抛出一定数量的钱币。审查员应当

通知申请人将抛出钱币的部分删除或对其进行修改，使之成为

一个单纯的投币式游戏机。否则，它即使是一项新的有创造性

的技术方案，也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3.2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不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根据专利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

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专利法所称遗传

资源，是指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的任何含有遗传

功能单位并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材料，所称发明创造的完

成依赖于遗传资源，是指发明创造的完成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

传功能。 

在上述规定中，遗传功能是指生物体通过繁殖将性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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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代代相传或者使整个生物体得以复制的能力。 

遗传功能单位是指生物体的基因或者具有遗传功能的DNA

或者RNA片段。 

取自人体、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

位的材料，是指遗传功能单位的载体，既包括整个生物体，也

包括生物体的某些部分，例如器官、组织、血液、体液、细胞、

基因组、基因、DNA或者RNA片段等。 

发明创造利用了遗传资源的遗传功能是指对遗传功能单

位进行分离、分析、处理等，以完成发明创造，实现其遗传资

源的价值。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是指

遗传资源的获取或者利用未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事先获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或者相关权利人的许可。

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的规定，向

境外输出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应

当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某发明创造的完成依赖于中国向境外出

口的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某畜禽遗传资源，未办

理审批手续的，该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4.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主题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所

列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的，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4.1 科学发现 法 25.1(1) 
     科学发现，是指对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变化

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认识的总

结，是更为广义的发现。它们都属于人们认识的延伸。这些被

认识的物质、现象、过程、特性和规律不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

技术方案，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造，因此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例如，发现卤化银在光照下有感光特性，这种发现不能

被授予专利权，但是根据这种发现制造出的感光胶片以及此感

光胶片的制造方法则可以被授予专利权。又如，从自然界找到

一种以前未知的以天然形态存在的物质，仅仅是一种发现，不

能被授予专利权（关于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物质的

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2.1 节的规定）。 

     应当注意，发明和发现虽有本质不同，但两者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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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很多发明是建立在发现的基础之上的，进而发明又促进

了发现。发明与发现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化学物质的“用途发

明”上表现 为突出，当发现某种化学物质的特殊性质之后，

利用这种性质的“用途发明”则应运而生。 

 

4.2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法 25.1(2) 

法 2.2      智力活动，是指人的思维运动，它源于人的思维，经过推

理、分析和判断产生出抽象的结果，或者必须经过人的思维运

动作为媒介，间接地作用于自然产生结果。智力活动的规则和

方法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表述、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

由于其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自然规律，也未解决技术问

题和产生技术效果，因而不构成技术方案。它既不符合专利法

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又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指导人们进行这类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能

被授予专利权。 

    在判断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

主题是否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则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以外，对其进行限定的

全部内容均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该权利要求实质上仅

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也不应当被授予专利权。 

【例如】 

     审查专利申请的方法； 

     组织、生产、商业实施和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方法及制度； 

     交通行车规则、时间调度表、比赛规则； 

     演绎、推理和运筹的方法； 

     图书分类规则、字典的编排方法、情报检索的方法、专利

分类法； 

     日历的编排规则和方法； 

仪器和设备的操作说明； 

 各种语言的语法、汉字编码方法； 

     计算机的语言及计算规则； 

     速算法或口诀； 

     数学理论和换算方法； 

     心理测验方法； 

     教学、授课、训练和驯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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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游戏、娱乐的规则和方法； 

     统计、会计和记账的方法； 

     乐谱、食谱、棋谱； 

     锻炼身体的方法； 

     疾病普查的方法和人口统计的方法； 

     信息表述方法； 

  计算机程序本身。 

(2) 除了上述(1)所描述的情形之外，如果一项权利要求

在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中既包含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

内容，又包含技术特征，则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言并不是一种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排除其

获得专利权的可能性。 

 

4.3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法 25.1(3)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指以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

为直接实施对象，进行识别、确定或消除病因或病灶的过程。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社会伦理的原因，医生在诊断和治

疗过程中应当有选择各种方法和条件的自由。另外，这类方法

直接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实施对象，无法在产业上利

用，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创造。因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但是，用于实施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仪器或装置，以及

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中使用的物质或材料属于可被授予专利

权的客体。 

 

 4.3.1 诊断方法 

     诊断方法，是指为识别、研究和确定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

体病因或病灶状态的过程。 

 

 4.3.1.1 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一项与疾病诊断有关的方法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则属于疾病的诊断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1) 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对象； 

    (2) 以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 

    如果一项发明从表述形式上看是以离体样品为对象的，但

该发明是以获得同一主体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

的，则该发明仍然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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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请求专利保护的方法中包括了诊断步骤或者虽未包括

诊断步骤但包括检测步骤，而根据现有技术中的医学知识和该

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只要知晓所说的诊断或检测信息，就能

够直接获得疾病的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则该方法满足上述条

件(2)。 

    以下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例子： 

    血压测量法、诊脉法、足诊法、X 光诊断法、超声诊断法、

胃肠造影诊断法、内窥镜诊断法、同位素示踪影像诊断法、红

外光无损诊断法、患病风险度评估方法、疾病治疗效果预测方

法、基因筛查诊断法。 

 

4.3.1.2 不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不属于诊断方法的例子： 

    (1) 在已经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上实施的病理解剖方法； 

    (2) 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从活

的人体或动物体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的方法，或处理该信

息（形体参数、生理参数或其他参数）的方法； 

    (3) 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对已

经脱离人体或动物体的组织、体液或排泄物进行处理或检测以

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的方法，或处理该信息的方法。 

    对上述(2)和(3)项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当根据现有技术中

的医学知识和该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从所获得的信息本身不能

够直接得出疾病的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时，这些信息才能被认

为是中间结果。 

 

 4.3.2 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是指为使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恢复或获得

健康或减少痛苦，进行阻断、缓解或者消除病因或病灶的

过程。 

    治疗方法包括以治疗为目的或者具有治疗性质的各种方

法。预防疾病或者免疫的方法视为治疗方法。 

    对于既可能包含治疗目的，又可能包含非治疗目的的方

法，应当明确说明该方法用于非治疗目的，否则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 

 

4.3.2.1 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属于或者应当视为治疗方法的例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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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予专利权。 

(1) 外科手术治疗方法、药物治疗方法、心理疗法。 

(2) 以治疗为目的的针灸、麻醉、推拿、按摩、刮痧、气

功、催眠、药浴、空气浴、阳光浴、森林浴和护理方法。 

    (3) 以治疗为目的利用电、磁、声、光、热等种类的辐射

刺激或照射人体或者动物体的方法。 

    (4) 以治疗为目的采用涂覆、冷冻、透热等方式的治疗

方法。 

(5) 为预防疾病而实施的各种免疫方法。 

    (6) 为实施外科手术治疗方法和/或药物治疗方法采用的辅

助方法，例如返回同一主体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的处理方法、

血液透析方法、麻醉深度监控方法、药物内服方法、药物注射

方法、药物外敷方法等。      

(7) 以治疗为目的的受孕、避孕、增加精子数量、体外受

精、胚胎转移等方法。 

    (8) 以治疗为目的的整容、肢体拉伸、减肥、增高方法。 

    (9) 处置人体或动物体伤口的方法，例如伤口消毒方法、

包扎方法。 

    (10) 以治疗为目的的其他方法，例如人工呼吸方法、输氧

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的，但是，药物本身是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有关物

质的医药用途的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第 2.2 节

和第 4.5.2 节的规定。 

 

4.3.2.2 不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以下几类方法是不属于治疗方法的例子，不得依据专利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拒绝授予其专利权。 

 (1) 制造假肢或者假体的方法，以及为制造该假肢或者假

体而实施的测量方法。例如一种制造假牙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在病人口腔中制作牙齿模具，而在体外制造假牙。虽然其 终

目的是治疗，但是该方法本身的目的是制造出合适的假牙。 

 (2) 通过非外科手术方式处置动物体以改变其生长特性的

畜牧业生产方法。例如，通过对活羊施加一定的电磁刺激促进

其增长、提高羊肉质量或增加羊毛产量的方法。 

    (3) 动物屠宰方法。 

    (4) 对于已经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采取的处置方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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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整理遗容、尸体防腐、制作标本的方法。 

    (5) 单纯的美容方法，即不介入人体或不产生创伤的美容

方法，包括在皮肤、毛发、指甲、牙齿外部可为人们所视的部

位局部实施的、非治疗目的的身体除臭、保护、装饰或者修饰

方法。                         

    (6) 为使处于非病态的人或者动物感觉舒适、愉快或者在

诸如潜水、防毒等特殊情况下输送氧气、负氧离子、水分的

方法。 

    (7) 杀灭人体或者动物体外部（皮肤或毛发上，但不包括

伤口和感染部位）的细菌、病毒、虱子、跳蚤的方法。 

 

 4.3.2.3 外科手术方法 

 外科手术方法，是指使用器械对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

实施的剖开、切除、缝合、纹刺等创伤性或者介入性治疗或处

置的方法，这种外科手术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对于

已经死亡的人体或者动物体实施的剖开、切除、缝合、纹刺等

处置方法，只要该方法不违反专利法第五条，则属于可被授予

专利权的客体。 

    外科手术方法分为治疗目的和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

方法。 

     以治疗为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属于治疗方法，根据专利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不授予其专利权。 

     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五章第

3.2.4 节的规定。 

 

4.4 动物和植物品种 法 25.1(4)
    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物体。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四）项的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专利

法所称的动物不包括人，所述动物是指不能自己合成，而只能

靠摄取自然的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质来维系其生命的生物。专利

法所称的植物，是指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无

机盐等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并通常不

发生移动的生物。动物和植物品种可以通过专利法以外的其他

法律法规保护，例如，植物新品种可以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给予保护。 

    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动物和植物品种

的生产方法，可以授予专利权。但这里所说的生产方法是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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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的方法，不包括生产动物和植物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否属于“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取决于在该

方法中人的技术介入程度。如果人的技术介入对该方法所要达

到的目的或者效果起了主要的控制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则这

种方法不属于“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例如，采用辐照饲养

法生产高产牛奶的乳牛的方法；改进饲养方法生产瘦肉型猪的

方法等属于可被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客体。 

 所谓微生物发明是指利用各种细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

去生产一种化学物质（如抗生素）或者分解一种物质等的发

明。微生物和微生物方法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关于微生物发明

专利申请的审查，适用本部分第十章的有关规定。 

 

4.5 原子核变换方法和用该方法获得的物质 法 25.1(5) 
 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该方法所获得的物质关系到国家的

经济、国防、科研和公共生活的重大利益，不宜为单位或私人

垄断，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4.5.1 原子核变换方法 

    原子核变换方法，是指使一个或几个原子核经分裂或者聚

合，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原子核的过程，例如：完成核聚变反应

的磁镜阱法、封闭阱法以及实现核裂变的各种方法等，这些变

换方法是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但是，为实现原子核变换而增

加粒子能量的粒子加速方法（如电子行波加速法、电子驻波加 

速法、电子对撞法、电子环形加速法等），不属于原子核变换

方法，而属于可被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客体。 

 为实现核变换方法的各种设备、仪器及其零部件等，均属

于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4.5.2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所获得的物质 

   用原子核变换方法所获得的物质，主要是指用加速器、反

应堆以及其他核反应装置生产、制造的各种放射性同位素，这

些同位素不能被授予发明专利权。 

但是这些同位素的用途以及使用的仪器、设备属于可被授

予专利权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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