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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非知识产权的立法和保护历史悠久 ,目前业已形成一个以《著作权

法 》、《专利法 》、《设计法 》和《商标法 》等多部成文法为主体、以普通法为补充、以国际条

约为指导的混合法律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南非政府不断修改知识产权法、改

组了其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 ,完善了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中介服务机构 ,并加强国际

合作 ,日益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发展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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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经济体系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与此相适应 ,南非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体系 ,成为非洲国家中知识产权管

理和保护的领头羊 ,并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强国。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 , 2005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 72. 7亿美元。有鉴于此 ,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南非知识产

权保护的历史和现状 ,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和友好往来的进一步发展。

一、南非知识产权立法及其沿革

南非法律制度的发展是与其殖民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62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将罗

马 —荷兰法带到开普敦 ,在荷兰人独占南非的时代 ,成为开普敦的普通法。英国在 1806年占

领开普敦后 ,南非虽然保留了罗马 —荷兰法 ,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英国法律体系的影

响。时至今日 ,南非的现代法律制度仍然是以罗马 —荷兰法的原则为基础 ,并加进英国法律

在立法和判例法方面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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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知识产权法有着悠久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 1916年的《专利、设计、商标和著作权

法 》。〔2〕后来 , 1916年的《专利、设计、商标和著作权法 》被撤销 ,南非商标法、专利法、设计法和

著作权法开始独立发展。1941年 ,南非颁布《商品标志法 》( the MerchandiseMarksAct 1941) ,

奠定了南非商品标志法的基础。此后 ,南非政府对《商品标志法 》进行了多次修订 ,使之日趋

健全和完善。1977年 —1978年 ,南非颁布了一系列法律 ,以调整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保护问

题 ,主要有 : 1977年的《电影摄影法 》(Cinematography Act 1977)、1978年的《著作权法 》(Copy2
right Act 1978)和《专利法 》( Patents Act 1978)。1993年 10月 22日 ,为争取加入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 (W IPO) ,南非国会同时通过两部知识产权法《设计法 》(Designs Act 1993)和《商标

法 》( Trademarks Act 1993) ,并规定于 1995年 5月 1日开始生效。至此 ,南非形成了一个较为

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1996年起 ,南非开始对现行知识产权法进行系统的修订和完善 ,

以解决其中与 TR IPS协议相冲突的问题。1996年的《知识产权法合理化法案 》(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Rationalisation Act 1996)对南非知识产权法的各个部分进行协调和统一。1997

年的《知识产权法修正案 》(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mendment Act 1997)使南非知识产权法

与 TR IPS和《专利合作公约 》( PCT)相协调。

值得称道的是 ,南非不仅注重对本国知识产权法的修订和完善 ,而且重视知识产权的国

际合作与保护 ,目前已加入了 10个国际知识产权条约 (见表一 )。1995年 ,加入了《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TR IPS) ,成为其成员国。1999年 3月 16日 ,南非作为第 100个缔约国 ,

加入了《专利合作条约 》( PCT) ,从此 ,南非专利商标局正式开始受理 ( PCT)专利国际申请。

表一 　南非加入的国际条约

条约 (公约、协定 )名称

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

保护文艺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

制止虚假和欺骗性产品来源标志马德里协定 ×

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 √

W 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联盟 √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 ×

专利合作条约 √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 √

工业外观设计国际保存海牙协定 √

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 √

商标注册用商品与国际分类尼斯协定 ×

建立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 ×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的洛迦诺协定 ×

　　因为受到罗马 —荷兰法和英国法律传统的双重影响 ,南非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采取了法

典化的模式 ,同时又受到普通法的判例的约束。由于历史原因 ,南非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受到

了英国专利法和欧洲专利公约 (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的深刻影响。现在 ,南非知识产

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著作权法 》、《专利法 》、《设计法 》和《商标法 》等成文法为主体、以普

通法为补充、以国际条约为指导的混合法律体系。

二、南非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及其保护范围

南非知识产权法律体历史悠久 ,业已形成了完备的法律体系。除《著作权法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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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设计法 》和《商标法 》等四部主要立法以外 ,南非还有《电影摄影法 》、《商品标志法 》和

《植物种植者权利法 》等多部法律。此外 ,南非还加入了多个国际条约和协定。上述法律和

普通法的判例一起构成了南非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框架。

从南非知识产权法的内容来看 ,受其保护的范围较广 ,除了专利、商标和版权之外 ,还保

护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原产地标记和植物新品种等 ,并制止虚假和欺诈性产品。

(一 )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

南非著作权法于 1978年 6月 20日经过议会表决通过 ,自 1979年 1月 1日起生效 ,至今

已经过十余次修订 ,最近一次修订在 2002年。

南非对著作权实行自动保护制度。对创作者来讲 ,著作权自作品在南非完成之日起而自

动产生 ,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因此 ,不因作者是否履行登记手续而受到影响。根据 1978年《著

作权法 》的规定 ,受其承认和保护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艺术作品、电影、录音制

品、广播、程序加载指令、公开出版物以及计算机程序等九类作品。〔3〕

和我们国家著作权法的规定一样 ,南非的著作权属于有期限权利 ,该期限因作品类型的

不同而有所区别 : 1、文学、音乐和除照片以外的艺术作品之著作权保护期限为作者生前直至

去世后五十年 ; 2、电影底片、相片和计算机程序之保护期限为自作品首次经作者同意为公众

所知或首次公布之年底起五十年 ; 3、录音制品之保护期限为自首次公布之年底起五十年 ; 4、

广播节目之著作权保护期限为自该节目出现之年底起五十年 ; 5、程序加载指令之著作权保护

期限为自该指令发送到卫星之年底起五十年 ; 6、公共出版物之著作权保护期限为自公开出版

之年底起五十年。〔4〕在 1992年南非对著作权法的修订中 ,还专门增加了对于匿名作品和使用

笔名发表的作品的规定 ,其著作权保护期限为自该作品首次为公众所知之日起或合理推定作

者死亡之年底起五十年。〔5〕

(二 )专利法的保护范围

南非最早的专利法颁布于 1952年。〔6〕1978年 4月南非国会通过了新专利法 ,经过 6次修

改后于 1979年 1月 1日和著作权法同时开始实施。到目前为止 ,南非专利法已修改十余次 ,

最新的一次修改在 2005年。

南非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发明 ,授予任何可在商业、工业或农业领域应用的发明以

专利权。但是 ,对于发现 ,科学理论 ,数学方法 ,文学、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及其他创作 ,精神

智力成果 ,计算机程序和信息的呈现等不可申请专利权。根据《专利法 》,专利从注册登记之

日起有 20年的保护期 ,但每年需缴纳小量的费用。如果专利局认为专利者未获得在专利期

应得的报酬 ,专利可以延长期限。

南非对专利的申请规定了优先权原则。优先权原则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的基本

原则之一 ,它为国际间的专利申请提供了便利。依照《巴黎公约 》,申请人在任一巴黎公约成

员国首次提出正式申请后的一定期限内 ,又在其他巴黎公约成员国就同一内容的发明创造提

出专利申请的 ,可将其首次申请的申请日作为其后续申请的申请日。〔7〕根据南非《专利法 》第

31条第 1款 ,申请人在巴黎公约的其他成员国申请专利之日起一年内 ,或者自缴费之日起 15

个月内可以在南非申请优先权。

为了便于对专利的管理和保护 ,南非成立了专利与商标局 ,隶属于南非贸易与工业部

(DTI) ,其职责是制定专利等有关知识产权的政策 ,管理相关事务 ,并发布有关专利等知识产

权领域的最新情况。〔8〕其宗旨是为南非知识产权领域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 ,保护各类知识产

权 ,促进经济发展 ,以便提高南非人民的生活水平。自 2002年 3月 1日起 ,南非专利与商标

局已经被新设立的公司与知识产权注册局 (C IPRO)所取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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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计法的保护范围

目前 ,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外观设计保护制度。有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外观设计保护

法 ,如日本等国 ;也有一些国家将外观设计纳入著作权法体系 ;还有一些国家则采用专利的方

法来保护外观设计 ,如美国、中国等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外观设计可受著作权法与外观设计法

的双重保护。〔10〕南非属于第一种类型。1967年 ,南非颁布《设计管理法 》,专门保护工业品外

观设计。1993年 ,南非制定了新《设计法 》,调整外观设计相关的法律问题。任何个人对自己

新的设计可依据设计法进行注册 ,所有者拥有 5年的版权 ,在这 5年之内所有者对其设计可

两次更新。艺术作品不包括在设计版权之列。

(四 )商标法的保护范围

南非最早的《商标法 》出现于 1963年。1993年 ,为了加入世贸组织 ,南非颁布了新《商标

法 》,并规定该法于 1995年 5月 1日生效。根据南非《商标法 》规定 ,任何个人或机构使用的

商标或服务标志可以依据《商标法 》进行注册 ,商标的保护期限为 10年。

在南非 ,对商标实行登记注册制度。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 ,要经过严格的形

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后 ,才予以批准。公司与知识产权注册局首先在已注册的商标中进行检

索 ,然后检索正在进行审查的商标 ,以避免造成商标注册上的冲突。由于人力资源缺乏以及

商标申请数量的激增 ,目前南非在商标审查方面积压了大约两年到两年半的工作任务。〔11〕

三、全球化与南非政府的对策

(一 )知识产权法的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格局的主导之下 ,法律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势。

所谓的“法律全球化 ”,乃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 ,是在世界

范围内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法律交融发展的趋势。〔12〕法律全球化在传统意义上可以

分为公法全球化和私法全球化。对于前者 ,不少学者尚有不同见解 ;但是对于后者 ,即私法的

全球化 ,法学界则认为是一种必然趋势 ,而尤以知识产权为烈。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 ,〔13〕

业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知识产权法的全球化进程早已开启。早在 1474年就诞生了人类

第一部专利法 , 1709年产生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 , 1803年出现第一部商标法 ,而在 19世纪 80

年代就出现了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是世界上第一个关

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多边条约。从此以后 ,多边国际条约不断涌现 ,且日渐细密。到目前为止 ,

全球性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已达到 30个。这些条约涵盖了版权、专利、商标、原产地名称、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科学发现等广泛的领域。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 IPO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 (W TO)的推动下 ,以知识产权多边国际条约为指引 ,各国逐

渐卷入了知识产权法的全球化历程。〔14〕

(二 )南非政府的对策与国家战略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形成了各种纵横交错

的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15〕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的日益重视 ,南非不可避免地加入了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队列。〔16〕从 1995年加入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开始 ,南非已参加了十余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为了适应国际条约的要求 ,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以便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 ,并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南非政

府不断调整其知识产权政策 ,制定了知识产权发展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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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改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为了适应以 W TO的 TR IPS协议为主导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对

技术创新和知识创造的激励作用 ,提高知识产权制度的行政效率 ,南非在 1993年制定了新的

《商标法 》和《设计法 》,并在 1996年起对知识产权法及其相关制度进行多次修订。

在商标法领域 ,“商标 ”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 ,任何显著性的商品和服务标志都可以申

请注册。同时 ,新《商标法 》加强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在 1996年著名的“麦当劳诉朱伯格 ”

一案中 ,体现了新旧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方面存在的重大差异。1995年 ,南非高等法院

根据旧商标法判决麦当劳公司败诉 ;〔17〕而在 1996年 ,南非最高法院根据新商标法对驰名商

标的保护 ,做出了对麦当劳公司有利的判决。〔18〕

在专利法领域 , 1997年 ,南非通过颁布《知识产权法修正案 》,在《专利法 》中增加了一章

关于《专利合作条约 》( PCT)途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专门规定。〔19〕同时 ,还明确了专利续展

费用 ,并给与专利代理机构在其客户的专利权受到他人侵害时向专利委员会申请禁令或采取

保护措施的权利。〔20〕

2、发展一流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提高申请效率

在 2002年之前 ,南非著作权、专利权、商标和设计方面的管理机构是南非贸易与工业部

(DTI)下属的专利与商标局。尽管后来成立了公司与知识产权注册局 (C IPRO ) ,南非贸易与

工业部仍然是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其下设的一个管理局专门负责制定与知识

产权管理有关的政策。

为了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促进经济发展 , 2003年 3月 1日 ,南非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的

公司注册局和专利与商标局合并成为公司与知识产权注册局。其目的是进行商业和知识产

权注册 ,保存相关注册记录 ,为主管机关提供信息。〔21〕该局由一个董事会组成 ,其成员包括贸

易与工业部的一名局长和若干名董事。公司与知识产权注册局下辖公司注册和知识产权注

册等若干个局 ,分别管理相关事务。其职责除提供商业和知识产权注册外 ,还包括解决商标

侵权引起的纠纷案件。南非公司与知识产权局和税务署密切合作 ,以确保知识产权法的实施

问题。有时 ,公司与知识产权局还会与税务署及警察部门联手调查货物欺诈等特定案件。

2004年南非确认加入《马德里协定 》,为了同该协定规定的 12个月的商标注册审查期限

相一致 ,两年来南非一直在努力提高商标注册的审查效率 ,彻底改变了往日办事拖沓、低效的

作风 ,商标注册的初审和上诉时间已经从 2003年的 44个月下降到 2006年的 16个月。

3、完善知识产权的中介服务机构

由于历史的原因 ,南非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中介服务机构 ,其中最为

有名的是南非知识产权协会 ( SA IIPL)。南非知识产权协会成立于 1954年 ,由 140多位经验

丰富的专利律师、专利代理和商标从业人员组成 ,他们分属南非 36个从事法律业务多年的公

司或官方认可的专利代理事务所。这些公司和专利代理事务所分布于南非比勒陀利亚、约翰

内斯堡、开普顿和德班等 6个重要的城市 ,在有关专利等知识产权法律的咨询和代理方面广

泛开展业务。该协会的宗旨是 :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为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咨询 ,为

保护知识产权起草和提交必要的文件 ;提高从事知识产权服务行业专利代理和律师的权益 ;

就知识产权法律的立法问题与政府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咨询 ;争取和提高南非在国际社会知

识产权领域里的利益和形象 ,并与国际上知识产权组织保持联系 ;贯彻知识产权领域的标准

和惯例 ,保护南非公众的利益。〔22〕

4、加强国际合作

为了增强南非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国际知识产权开发中的竞争力 ,南非越来越重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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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南非自 1999年加入专利合作组织以来 ,专

利的申请数量与日俱增 , 2003年专利的申请数量为 5806件 , 2004年为 6709件 ;而在 2000 /01

年度通过南非国家阶段的 PCT申请大约有 5. 3万件。由于南非在知识产权的管理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 ,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定南非公司与知识产权局的知识产权分局

培训非洲其他国家。2005年 8月 ,南非公司与知识产权局和 W IPO一起对纳米比亚、尼日利

亚和津巴布韦等国进行了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关于《专利合作条约 》程序的地方性事务 ,关于

《专利合作条约 》规定的专利代理人的圆桌会议。〔23〕

自 2002年起 ,南非就开始与欧洲专利局进行合作。〔24〕2002年 10月 ,南非公司与知识产

权局的局长菲利克斯 ·马龙加 ( Felix Malunga)访问欧洲专利局 ,并且签署了一份 2003和

2004年度双边合作协议 ,决定对南非公司与知识产权局的 IT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更新 ,并

在促进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

同时 ,南非还积极加入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和组织 ,扩大南非的影响 ,提高本国

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措施为南非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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