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

1971年3月24日签订
1979年10月2日修正

各缔约国，

考虑到普遍采用一种统一的专利、发明人证书、实用新型和实用证书的分类系统，是符合
全体的利益的，而且可能在工业产权领域建立较为密切的国际合作，有助于协调各国在该
领域的立法工作；

认识到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的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欧洲公约的重要性，根据这一公约，
欧洲理事会创建了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法；

注意到这一分类法的普遍价值及其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全体缔约国的重要性；

注意到这一分类法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将使这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获得一直在大量发展
的现代技术；

注意到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在巴黎签订、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布鲁塞尔、１９１
１年６月２日在华盛顿、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６日在海牙、１９３４年６月２日在伦敦、１
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在里斯本、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在斯德哥尔摩先后修订的保护工
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专门联盟的建立；国际分类法的采用

　　适用本协定的国家组成专门联盟，对发明专利、发明人证书、实用新型和实用证书采
用相同的分类法，即已知的“国际专利分类法”(以下简称“本分类法”)。

第二条
本分类法的定义

　(１)�(ａ)本分类法包括：

��(i)　依据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的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欧洲公约(以下简称“欧洲公约”
)的规定而制订的、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生效并由欧洲理事会秘书长公布的分类法正文；

��(ii)　在本协定生效之前依据欧洲公约第二第(２)款生效的修正案；

��(iii)　此后依据本协定第五条制订并依据本协定第六条生效的修正案；

��(ｂ)�本分类法正文中所包括的指南和注释是其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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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ａ)第(１)款(ａ)项第(i)目所指的本分类法正文包括在两份正本中，每份用英语和
法语写成，在本协定签字期间，一份由欧洲理事会秘书长保存，另一份由１９６７年７月
１４日的公约所建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保存(以下分别简称“本组织”和“总干事”)
。��(ｂ)�第(１)款(ａ)项第(ii)目中所指的修正案将载于两份正本中，每份用英语和法语
写成，一份由欧洲理事会秘书长保存，另一份由总干事保存。

��(ｃ)�第(１)款(ａ)项第(iii)目中所指的修正案将只载于一份正本，用英语和法语写成，

由总干事保存。

第三条
本分类法的语言

　(１)�本分类法应用英语和法语制定，两种文本均为同等的正本。

　(２)�本组织国际局(以下简称“国际局”)应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或在各该政府提交的译
文的基础上，或通过对本专门联盟或对本组织的预算不产生财政义务的其他任何方法，制
定德语、日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西班牙语以及本协定第七条所述大会指定的其他语
言的正式文本。

第四条
本分类法的使用

　(１)　本分类法纯属行政管理性质。

　(２)�本专门联盟的每一国家有权将本分类法作为主要的分类系统或者作为辅助的分类
系统使用。

　(３)�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主管机关应在以下文件上标明适用于第(i)项所指文件涉及的发

明的完整分类号：

��(i)　该机关所颁发的专利证书、发明人证书、实用新型、实用证书及其有关的申请文
件，不论是公布的或仅供公众查阅的，以及

��(ii)官方期刊发表的关于第(i)项所指文件的公布或供公众查阅的有关通知。

　(４)�在本协定签字时或在递交本协定批准书或加入书时：

��(i)　任何国家都可以声明，在第(３)款所指仅供公众查阅的申请文件及其有关通知中

，不承担标明组分类号或分组分类号，以及

��(ii)任何国家不进行即时的或延迟的新颖性审查，以及在授予专利证书或其他保护形式
的程序中没有规定现有技术检索的，可以声明在第(３)款所指文件和通知中不承担标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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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和分组分类号。如果上述情况仅在涉及某种保护形式或某些技术领域时才存在，有
关国家可以在适用这些情况的范围内作出该项保留。

　(５)�分类号及其前面写明的“国际专利分类”或由第五条所述的专家委员会决定的缩写
词，应用粗体字印刷，或以其他清晰可辨的方式，在包括这些符号的第(１)款(i)项所述每
一文件的上端标明。

　(６)�如本专门联盟的任何国家委托政府间机构授予专利的，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保证该机构依本条规定使用本分类法。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

　(１)�本专门联盟设立专家委员会，每一国家应派代表参加。

　(２)�(ａ)总干事应邀请以专利为其专业的、其成员至少有一国是本协定的缔约国的政

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专家委员会的会议。

��(ｂ)�总干事可以邀请，如经专家委员会请求，应该邀请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
际组织派代表参加与其有关的讨论。

　(３)�专家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i)　修订本分类法；

��(ii)　向本专门联盟国家提出旨在便利本分类法的使用和促进本分类法的统一应用的建
议；

��(iii)　帮助促进对用于发明审查的文献进行重新分类的国际合作，特别要考虑发展中
国家的需要；

��(iv)　在对本专门联盟或本组织的预算不产生财政义务的情况下，采取其他一切措施促

进发展中国家应用本分类法；

��(v)　有权设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４)�专家委员会应制订自己的议事规程，该规程应允许第(２)款(ａ)项所指能在本分类

法的发展中担任实质性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参加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会议。

　(５)�本专门联盟任何国家的主管机关、国际局、依第(２)款(ａ)项的规定有代表出席专
家委员会会议的任何政府间组织，以及应专家委员会特别邀请对修订本分类法提出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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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组织，均可对本分类法提出修订建议。修订建议应递交国际局，国际局应在不迟
于专家委员会开会审议上述建议前两个月提交专家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

　(６)�(ａ)专家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专家委员会的决议需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的简单多数票。

��(ｃ)�任何决议，如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的五分之一国家认为会引起本分类法基本结
构的改变，或需要进行大量重新分类工作的，应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的四分之三多数
票。

��(ｄ)�弃权不应视为投票。

第六条
修正案及其他决议的通知、生效和公布

　(１)�专家委员会通过的修正本分类法的决议和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应由国际局通知本
专门联盟各国的主管机关。修正案应自发出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２)�国际局应将已生效的修正案编入本分类法中。修正案应在第七条所述大会指定的

期刊上公布。

第七条
本专门联盟的大会

　(１)�(ａ)本专门联盟应设大会，由本专门联盟的国家组成。

��(ｂ)�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的政府应有一名代表，可辅以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ｃ)�第五条第(２)款(ａ)项所指的政府间组织可以派观察员出席大会的会议，如经大
会决定，也可以出席大会所设立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

��(ｄ)�各国代表团的费用应由委派该代表团的政府负担。

　(２)�(ａ)除第五条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大会的职权如下：

��(i)�处理有关维持和发展本专门联盟以及执行本协定的一切事项；

��(ii)�就有关修订会议的筹备事项对国际局给予指示；

��(iii)�审查和批准总干事有关本专门联盟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有关本专门联盟职权范围
内的事项对总干事给予一切必要的指示；

��(iv)�决定本专门联盟的计划和通过三年预算，并批准决算；

��(v)�通过本专门联盟的财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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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决定除英语、法语和第三条第(２)款所列语言外的其它语言分类法正式文本的制
；

��(vii)�建立为实现本专门联盟的目标而认为适当的委员会和工作组；

��(viii)�除第(１)款(ｃ)项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决定接受哪些非本专门联盟成员的
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为观察员出席大会以及大会所设立的委员会或工作
组的会议；

��(ix)�采取旨在促进实现本专门联盟目标的任何其他适当的行动；

��(x)�履行按照本协定是适当的其他职责。

��(ｂ)　关于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共同有关的事项，大会应在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
会的意见后作出决议。

　(３)�(ａ)大会的每一成员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大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

��(ｃ)�在不足法定人数时，大会可以作出决议，但除有关大会本身程序的决议外，所有
这类决议只有符合以下规定的条件才能生效。国际局应将上述决议通知未出席大会的成员
国，并请其在通知之日起三个月的期间内以书面表示是否赞成或弃权。如在该期间届满时
，投票或弃权国家的数目已达到本届会议法定人数缺额，这些决议只要同时取得所需的多
数票，即应生效。

��(ｄ)�除第十一条第(２)款另有规定应适用该规定外，大会的决议需有所投票数的三分

之二票。

��(ｅ)�弃权不应视为投票。

��(ｆ)�一名代表仅可以一国名义代表一个国家投票。

　(４)�(ａ)大会应每三历年由总干事召开一次通常会议，如无特殊情况，应与本组织的
大会同时间、同地点召开。

��(ｂ)�大会的临时会议应由总干事根据大会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请求召开。

��(ｃ)�每届会议的议程应由总干事准备。

��(ｄ)�大会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程。

第八条
国际局

　(１)�(ａ)有关本专门联盟的行政工作应由国际局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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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国际局特别应负责筹备各种会议，并为大会、专家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专家委员
会所设立的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设置秘书处。

��(ｃ)�总干事是本专门联盟的最高行政官员，并代表本专门联盟。

　(２)�总干事及其指定的职员均应参加大会、专家委员会以及由大会或专家委员会所设
立的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所有会议，但无表决权。总干事或其指定的职员是这些机构的
当然秘书。

　(３)�(ａ)国际局应按照大会的指示，为修订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ｂ)�国际局可以就修订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磋商

。

��(ｃ)�总干事及其指定的人员应参加修订会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４)�国际局应执行指定的其它工作。

第九条
财   务

　(１)�(ａ)本专门联盟应有预算。

��(ｂ)�本专门联盟的预算应包括本专门联盟专有的收入和支出，对各联盟共同支出预算

的摊款，以及在需要时包括对本组织成员国会议预算提供的款项数额。

��(ｃ)�对于不是专属于本专门联盟的，而是与本组织管理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联盟
有关的支出，应视为各联盟的共同支出。本专门联盟在该项共同支出中的摊款，应与本专
门联盟在其中所享的利益成比例。

　(２)�制订本专门联盟的预算，应适当考虑到与本组织管理的其他联盟预算协调的需要

。

　(３)�本专门联盟预算的财政来源如下：

��(i)�本专门联盟国家的会费；

��(ii)�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盟有关的服务应收的各种费用；

��(iii)�国际局有关本专门联盟出版物的售款或版税；

��(iv)�赠款、遗赠和补助金；

��(v)�租金、利息和其他杂项收入。

　(４)�(ａ)为了确定第(３)款第(i)项所指的会费数额，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应与其在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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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权巴黎联盟属于同一等级，并应以该联盟对该等级所确定的单位数字为基础缴纳其年度
会费。

��(ｂ)�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年度会费的数额，在所有国家向本专门联盟预算缴纳的会费
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应与该国的单位数额在所有缴纳会费国家的单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相
同。

��(ｃ)�会费应在每年的一月一日缴纳。

��(ｄ)�一个国家欠缴的会费数额等于或超过其前两个整年的会费数额的，不得在本专门
联盟的任何机构内行使表决权。但是，如果本联盟的任何机构证实延迟缴费是由于特殊的
和不可避免的情况，则在此期间内，可以允许该国在该机构内继续行使表决权。

��(ｅ)�如预算在新财政年度开始前尚未通过，根据财务规则的规定，预算应与上一年度
预算的水平相同。

　(５)�国际局提供的与本专门联盟有关的服务应收的各种费用数额，应由总干事确定并

报告大会。

　(６)�(ａ)本专门联盟应设工作基金，由本专门联盟每一国家一次缴纳组成。如基金不
足，大会应决定予以增加。

��(ｂ)�每一国家向上述基金初次缴纳的数额或在基金增加时缴纳的数额，应和建立基金
或决定增加基金的当年该国缴纳的会费成比例。

��(ｃ)�缴款的比例和条件，应由大会根据总干事的建议并听取本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后规定。

　(７)�(ａ)在本组织与本组织总部所在地国家签订的总部协定中应规定：工作基金不足
时，该国应予贷款。该项贷款的数额和条件，每一次应由本组织与该国签订单独的协定。

��(ｂ)�(ａ)项所指的国家与本组织都各自有权以书面通知废除贷款的义务。废除应在发

出通知当年年底起三年后生效。

　(８)�账目的审核工作应按财务规则的规定，由本专门联盟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或外界
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师应由大会在征得其同意后指定。

第十条
本协定的修订

　(１)�本协定可以由本专门联盟国家的特别会议随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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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任何修订会议的召开，应由大会规定。

　(３)�本协定第七、八、九和十一条，可以由修订会议或按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修订。

第十一条
本协定某些规定的修订

　(１)�本专门联盟任何国家或总干事均可对第七、八、九条和本条提出修正案。修正案
至少应在提交大会审议前六个月，由总干事通知本专门联盟各国。

　(２)�对第(１)款所指各条的修正案，应由大会通过。通过需有所投票数的四分之三票
。但对第七条和本款的任何修正案，需有所投票数的五分之四票。

　(３)�(ａ)对第(１)款所指各条的任何修正案，应在总干事收到修正案通过时的本专门联

盟四分之三国家按其各自宪法程序表示接受修正案的书面通知日起一个月后生效。

��(ｂ)�对上述各条的任何修正案经依上述规定接受后，在修正案生效时，对本专门联盟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但增加本专门联盟国家财政义务的修正案，只对已经通知接受
该修正案的国家有约束力。

��(ｃ)�依(ａ)项规定已经接受的任何修正案，在依(ａ)项规定生效后对于成为本专门联
盟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

第十二条
成为本协定的缔约国

　(１)�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任何缔约国，通过以下手续均可成为本协定的缔约国：
��(i)　签字并交存批准书，或

��(ii)　交存加入书。

　(２)�批准书或加入书均应递交总干事保存。

　(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议定书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适用于本协定。

　(４)�第(３)款的规定不应理解为意味着本专门联盟国家承认或默认另一国家依该款规
定将本协定适用于其领地的实际状况。

第十三条
本协定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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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ａ)本协定应在以下国家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一年后生效。

��(i)�在协定开放签字之日有欧洲公约的三分之二缔约国，以及

��(ii)�三个以前不是欧洲公约的缔约国，而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缔约国，其中至
少有一国在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根据国际局公布的最新年度统计，其专利或发明
人证书的申请数已超过四万件。

��(ｂ)�除按照(ａ)项规定本协定对之生效的国家外，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本协定在总干
事就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发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除非批准书或加入书已经指定以后的
日期。在后一情况下，本协定应在指定的日期对该国生效。

��(ｃ)�欧洲公约缔约国批准或加入本协定的，有义务退出该公约，最迟自本协定对这些
国家生效之日起发生效力。

　(２)�批准或加入本协定，应自动接受本协定的全部条款并享有本协定的一切利益。

第十四条
本协定的有效期

本协定的有效期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有效期相同。

第十五条
退出

　(１)�本专门联盟的任何国家均可通知总干事退出本协定。

　(２)�退出应自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３)�任何国家在成为本专门联盟成员之日起五年届满以前，不得行使本条规定的退出
的权利。

第十六条
签字、语言、通知、保存职责

　(１)�(ａ)本协定应在一份用英语和法语写成的原本上签字，两种文本均为同等的正本

。

��(ｂ)�本协定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在斯特拉斯堡开放签字。

��(ｃ)�本协定的原本在签字日期截止后，应由总干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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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总干事在与有关政府协商后，应制定德语、日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西班牙
语以及大会指定的其他语言的正式文本。

　(３)�(ａ)总干事应将经其证明的本协定的签字文本两份送各签字国政府，并根据请求
，送交任何其他国家政府。总干事还应将经其证明的文本一份送交欧洲理事会秘书长。�
�(ｂ)�总干事应将经其证明的本协定任何修正案两份送交本专门联盟各国政府，并根据
请求，送交任何其他国家政府。总干事还应将经其证明的一份送交欧洲理事会秘书长。�
�(ｃ)�总干事应根据请求，将经其证明的用英语或法语写的本分类法一份送交在本协定
上签字或加入本协定的任何国家政府。

　(４)�总干事应将本协定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５)�总干事应将下列事项通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所有缔约国政府以及欧洲理事会
秘书长：

��(i)�签字；

��(ii)�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iii)�本协定生效的日期；

��(iv)�对使用本分类法的保留；

��(v)�对本协定修正案的接受；

��(vi)�上述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vii)�收到的退出通知。

第十七条
过渡条款

　(１)�在本协定生效后二年内，未参加本专门联盟的欧洲公约缔约国可根据自愿，与本
专门联盟成员国一样在专家委员会中享有相同的权利。

　(２)�在第(１)款所指的期限届满后三年内，该款所指的国家可以委派观察员出席专家
委员会会议，如经专家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出席该委员会所设的任何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
会议。在同一期间内，也可以根据第五条第(５)款的规定提交修订本分类法的建议，根据
第六条第(１)款的规定，并应得到关于专家委员会所作决定和建议的通知。

　(３)�在本协定生效后五年内，未参加本专门联盟的欧洲公约缔约国，可以委派观察员
出席大会的会议，如经大会决定，也可以出席大会所设立的任何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