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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及如何在中国外观设计申请中保护设计要点浅析

1. 部分外观设计

部分外观设计，是指针对产品的某一局部

所作出的创新设计，比如帽子的帽檐、牙刷的

把手、微波炉的旋钮等。例如，在美国著名的

In re Zahn 案件中，申请人在申请文件中以实线

示出了要求保护的钻柄部分，而将不要求保护

的钻头部分用虚线表示，如下图所示。

申请人提交这样申请文件的目的在于，不

管钻头部分的设计如何，只要钻柄部分采用了

图中设计的产品都会侵犯其权利。显然，这样

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设计要点,使申请

人的权利范围最大化。

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在美欧日韩等国家或地

区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外观设计保护制度。

在 1976 年的 In re Zahn 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

局修改了美国《专利审查指南》第 1502 关于

外观设计的定义，即“外观设计是指包含于或

应用于工业产品（或其部分）的外观设计，而

非产品本身”，从而使部分外观设计成为保护客

体。

1998 年日本修改意匠法（外观设计法）提

出保护部分外观设计。根据日本外观设计法第

2 条的规定，外观设计是指物品（包含物品的

一部分）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做

出的通过视觉能够引起美感的设计。下图为

2012 年至 2016 年日本部分外观设计和关联外

观设计的统计数据，其中每年度的左侧柱状为

部分外观设计。由图可见,部分外观设计总体呈

增加的趋势，2016 年占外观设计申请总量的 

40%左右。 

韩国在 2001 年开始对部分外观设计实施

专利保护。韩国外观设计保护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外观设计是指，产品（包括产品的部分

和字体）的形状、模样、色彩或者它们的组合，

通过视觉来引起美感。

2001 年 12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共同

体外观设计理事会规则》，也确认了部分外观设

计可受专利保护。其中第 3 条规定：外观设计

是指产品的整体或部分外观，该外观源于该产

品自身和/或其装饰的线条、轮廓、色彩、形状、

质地和/或材料等。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实践中，通常在

专利申请图片中通过实线和虚线等方式表示请

求保护和不请求保护的部分。除此之外，在欧

洲、日本、韩国等还可以综合应用色彩、阴影

等表现手法来表达请求保护的部分。

2. 中国的规定

在专利审查指南 2010 版第一部分第三章

7.4 的（3）和（4）中规定不授予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情形如下：（3）产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

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的局部设计，例如

袜跟、帽檐、杯把等;（4）对于由多个不同特

定形状或者图案的构件组成的产品，如果构件

本身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则该构件

不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例如，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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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形状的插接块组成的拼图玩具，只有将

所有插接块共同作为一项外观设计申请时，才

属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客体。由此来看，部分

外观设计在中国还不是可以授予专利的对象。 

2015 年 4 月 1 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向社会发布《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

其中，第二条中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

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

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

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可见，该修改草案的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增加部分外观设计作为

外观设计保护对象。然而，因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草案几易其稿的过程中，各方难以对该条款

达到一致，因此在 2019 年初在中国人大网登

出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已经难觅

其踪影。这或许意味着这次的中国专利法修改

仍将不会确立部分外观设计制度。 

2019 年 4 月 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

于就《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发布了审查指南修改草

案（征求意见稿），其中修改了 GUI 外观设计

图片的提交要求。具体而言，删除了“就包括

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而言，应当提交

整体产品外观设计视图。图形用户界面为动态

图案的，申请人应当至少提交一个状态的上述

整体产品外观设计视图，对其余状态可仅提交

关键帧的视图，所提交的视图应当能唯一确定

动态图案中动画的变化趋势。”这样的原规定。

增加了“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应

当满足本部分第三章第 4.2 节的规定。设计要

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的，可以提交图形用户

界面所涉及面的一幅正投影产品视图。视图应

能清楚地显示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的产品种类，

并清楚地显示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及其在产品中

的大小、位置和比例关系。”可见，关于 GUI
外观设计图片的提交要求较之前有一定的简化，

或许“就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而

言，应当提交整体产品外观设计视图。”这样的

规定将成为历史。可以说，GUI 外观设计或许

将成为中国部分外观设计制度的先行者和试验

田。 

3. 保护设计要点浅析 

在中国尚未确立部分外观设计的情况下，

为了尽可能在申请过程中保护申请人的设计，

有以下建议供参考。 

首先，可以利用相似外观设计制度。即，

确定基本设计，对于该基本设计，除设计要点

之外，在提交的图片中尽量减少设计要素，以

突显设计要点，从而能够突出设计要点对整体

视觉效果的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其他相似

设计可增加若干非设计要点。根据审查指南的

规定，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

计最多可以达到 10 项。 

其次，重视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的“本外

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的撰写。实务中有很

多申请在描述“设计要点”时仅笼统地记载为

“在于图片所示的形状和图案”。本文作者认为

这样的笼统记载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外观设计的

保护范围并无益处，甚至在无效和侵权诉讼中

可能成为主张设计要点的障碍。为了适当地揭

示设计要点，申请人可以使用例如“设计要点

尤其在于 XXX”这样的表述。在设计要点无法

简单用语言描述的情况下，可以在视图中利用

箭头或指示线进行标记，例如，在图中标记为

“A 部”，甚至可以追加该 A 部的放大图或使用

状态图等。 

在中国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相似的判

断主体为“一般消费者”，判断基准为“整体观

察，综合判断”。如果申请人仅对某一产品的特

定部位进行了改进，而该特定部位不是能够单

独出售且单独使用的产品，导致申请人需要将

包含该特定部分的整个产品作为外观设计来提

交申请。这种情况下，因“整体观察，综合判

断”的判断基准，导致该特定部位被弱化，可

能陷入“综合判断”中不被考虑。为了更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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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突显该特定部位，使得所申请的外观设计

与现有设计的区别足以用该特定部位来确

定，申请人在申请时可以对申请文件进行下面

的工作，以便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中增

加特定部位的砝码。

（1）在产品外观设计中，针对包含特定部

位的部分，作出剖视图或者剖面图。

例如，申请人提出申请（收纳包）时的图

片为如下图。

从这两个附图来看，收纳包的把手部位貌

似有些凹陷，但是没有清楚地表达凹陷的部位。

这时，可以采用对该把手部位的剖面图来表示

把手部位的具体形状，以突显把手部位的形状。 

表示剖切位置的立体图和剖面图如下：

通过以上的剖面图，对把手部位凹陷的表

达变得清楚。

（2）增加产品在使用时能够反映特定部

变化的多个不同状态的使用状态图。例如，申

请人提交产品名称为夹书板的外观设计，立体

图如下：

假设申请人的主要设计点在于夹具，其他

部位均为现有设计或惯常设计，并且假设该夹

具不能够单独出售且单独使用。可以将该夹具

在夹书板中的使用状态图也一并提交，这样可

以增加该夹具在夹书板中的地位，以突显设计

要点。

使用状态图举例如下：

通过以上使用状态图 1 和 2，突出了夹具

在整个产品设计中的地位，有利于在无效和侵

权诉讼中主张权利。

4. 小结

从最大化地保护申请人的设计构思、激发

设计热情的角度看，部分外观设计制度是一套

行之有效的制度，受到了申请人的欢迎，在不

少国家和地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中国作

为工业大国，理应对于外观设计给与更大力度

立体图 俯视图

立体图

夹书板立体

使用状态图 1 使用状态图 2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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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在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尚未确立之前，

通过相似外观设计、适当地在申请文件中揭示

设计要点、恰当地使用剖面图、使用状态图等

方式，清楚地表达设计要点，能够帮助较好地

保护设计要点、在无效和侵权判定中获得有利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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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春时 

（博士、合伙人、日韩代理部经理、
资深专利代理师、律师） 

 
冯春时博士擅长专利申请、审查意见处

理、复审、无效、专利行政诉讼、专利

分析等业务，在计算机软硬件、电力电

子、自动化技术、机械、汽车等技术领

域积累了丰富的专利代理经验。冯春时

博士自 2009 年 1 月起作为代理人为国

内外客户代理了千余件专利申请。 

 
 

吴昌教 
（专利代理师） 

 
吴昌教先生在机械、自动控制、机电一

体化、机器人以及家用电器等领域具有

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代理经验。尤其对专

利新申请、审查意见答复、专利说明书

的韩译中、中译韩、日译中、中译日具

有丰富的代理经验。从事专利代理行业

以来，共代理了八百余件专利申请案

件。 
 

周志全 
（专利工程师） 

 
擅长专利申请、审查意见答复以及复审

等业务，在机械、机电、自动控制、汽

车设备、工业器具、家用电器等技术领

域积累了丰富的代理经验。自 2014 年

12 月加入隆天，在此期间共代理了 500
余件专利申请案件以及审查意见答复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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