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WS/11/28 
原文：英文 

日期：2024 年 4 月 10 日 

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CWS） 

第十一届会议 
2023年 12月 4日至 8日，日内瓦 

报 告 

经委员会通过 

导 言 

1. 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下称委员会或标准委）于 2023年 12月 4日至 8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十一

届会议。 

2. 产权组织和/或巴黎联盟及伯尔尼联盟的下列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奥地利、澳大利亚、巴

西、保加利亚、秘鲁、不丹、布隆迪、大韩民国、丹麦、德国、俄罗斯联邦、法国、芬兰、冈比亚、

格鲁吉亚、古巴、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科特迪瓦、克罗地亚、肯尼亚、黎巴嫩、立陶

宛、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摩尔多瓦共和国、摩洛哥、墨西哥、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

士、萨摩亚、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泰国、乌克兰、西班牙、新加坡、亚美尼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智利和中国（47个）。 

3. 下列政府间组织作为标准委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会议：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国际植物

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欧亚专利组织（EAPO）、欧洲联盟（欧盟）和欧洲专利组织（EPO）（5

个）。 

4. 下列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议：促进土著人民及其原始知识发

展协会（ADACO）、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马洛卡国际、欧洲法律学生协会（ELSA 国

际）、品牌所有人保护组（Gulf BPG）、专利文献集团（PDG）、专利信息用户群联合会（CEPIUG）和

最高祖先修会（OSA）（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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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会人员名单见本报告附件一。 

议程第 1项：会议开幕 

6. 第十一届会议由产权组织基础设施和平台部门助理总干事夏目健一郎先生代表产权组织总干事

宣布开幕，他向与会者表示欢迎。夏目先生强调，在新兴技术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

环境下，标准委等论坛对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作具有重要意义。 

议程第 2项：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7. 标准委一致选举迈克尔·克里斯蒂亚诺先生（澳大利亚）担任连续后两届会议，即第十二届和

第十三届会议的主席，任期自第十一届会议闭幕开始。 

8. 尹泳𨥤𨥤先生（产权组织）担任标准委秘书。 

讨论议程项目 

议程第 3项：通过议程 

9. 标准委一致通过了作了编辑修改的文件 CWS/11/1 Prov.3 中的拟议议程。通过的议程作为文件

CWS/11/1在会议网页上发布。 

10. 主席请各代表团作一般性发言，但没有人发言。 

演示报告 

11. 本届会议上的演示报告、工作文件和任何其他相关文件已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5413。 

讨论、结论和决定 

12. 依照 1979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2 日举行的产权组织领导机构第十届系列会议的决定（见文件

AB/X/32第 51段和第 52段），本届会议的报告仅反映标准委的各项结论（决定、建议、意见等），尤

其不反映任何与会者的发言，除非是在标准委任何具体结论作出后对结论表示或者再次表示的保留

意见。 

议程第 4项：标准委员会工作计划 

议程第 4(a)项：标准委员会工作计划和任务清单 

13.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8进行。 

14. 标准委注意到作为文件 CWS/11/8 附件提供的更新后的标准委工作计划和任务单。任务单中确定

了 24 项任务，其中有 19 项任务分配给了某一特定工作队，有 5 项任务未作此种分配。提出了四项更

新现有工作计划的提案。标准委还注意到另外三项关于创建新的标准委任务的提案，分别载于文件

CWS/11/15、CWS/11/16 和 CWS/11/25。秘书处告知标准委，第 C.CWS 175 号通函鼓励知识产权局参加

标准委工作队，最近有 10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提名其专家参加标准委工作队。 

15. 关于合并对产权组织标准 ST.36、ST.66、ST.86 和 ST.96（均与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有关）

进行必要修订工作的建议，标准委注意到，这些工作分别在第 38 号任务、第 39 号任务、第 42 号任务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625199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541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625212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6.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5.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cws/en/circulars/files/cws_1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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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41 号任务的框架下进行。标准委获悉，产权组织标准 ST.36、ST.66 和 ST.86 至少自 2012年以来

就没有修订过，相应的工作队也长期没有活动。在此期间，XML4IP 工作队对产权组织标准 ST.96 进行

了十余次更新，并每月召开一次会议。标准委注意到，建议旨在简化主题专家的讨论，通过 XML4IP 工

作队对所有产权组织 XML相关标准进行必要的更新。 

16. 标准委批准将第 38号任务、第 39号任务和第 42号任务合并进第 41号任务，并将第 41号

任务的说明修订为：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36、ST.66、ST.86 和 ST.96 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并支持这

些标准的实施。” 

17. 标准委还将修订后的第 41 号任务分配给 XML4IP 工作队，并批准终止 ST.36、ST.66 和

ST.86工作队。 

18. 关于《产权组织手册》第六部分更新的工作安排建议，标准委注意到，数字转型工作队在第 62

号任务的框架下管理对《产权组织手册》第六部分的任何必要更新。不过，这一更新也与公众访问专

利信息（PAPI）工作队在第 52 号任务框架下开展的工作密切相关。考虑到数字转型工作队的工作量，

秘书处建议将更新第六部分的责任转给 PAPI 工作队。标准委注意到，一旦移交获得批准，第 52 号任

务和第 62号任务的说明应作相应修订，拟议修订分别载于文件 CWS/11/12和 CWS/11/11号文件。 

19. 标准委批准将更新《产权组织手册》第六部分的职责从数字转型工作队转给公众访问专利

信息（PAPI）工作队。 

20. 标准委注意到建议设立一项新任务，鼓励各知识产权局向国际局提供与产权组织标准 ST.37一致

的专利权威文档。关于设立这项新任务的提案详见文件 CWS/11/15。标准委还注意到，自产权组织标

准 ST.37 在标准委第五届会议上通过以来，已有 31个局向国际局提供了其专利权威文档，并在产权组

织权威文档门户网站上公布。 

21. 标准委注意到，根据第 24号任务提供 2022年年度技术报告（ATR）的局多于 2021年年度技术报

告。标准委忆及将在第十二届会议上决定是否继续收集年度技术报告。 

22. 此外，秘书处忆及，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建议将产权组织标准 ST.60 中的 INID 代码 551 拆分为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和保证商标的两个或三个不同代码，以便各局能够更准确地记录申请人实际申请并

在各局被授予的商标类型。2019 年举行的标准委第七届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见文件 CWS/7/18 Corr.

第 5至 9段和文件 CWS/7/29第 159至 162段）。标准委获悉，在马德里工作组会议的讨论中指出，一

些国家使用集体商标，而另一些国家则使用证明商标来保护相同的商品或服务。由于这种做法上的差

异，在马德里申请表上拆分 INID 代码 551 可能导致申请人在某些国家申请错误的保护类型，从而导致

主管局最终驳回申请。经过讨论，标准委注意到德国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撤回了拆分 INID 代码

的要求。标准委还注意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将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将首先向马德里工作组提出必

要的修正建议。如果它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将在征得马德里工作组同意后，适时向标准委汇报。

由于德国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这两个提案方撤回了拆分 INID 代码 551的建议，而且马德里工作

组仍在研究一项解决办法，秘书处建议在马德里工作组就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保证商标的这一问题

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暂时搁置第 60号任务。 

23. 标准委同意暂时搁置第 60 号任务，直到马德里联盟工作组就拆分 INID 代码 551 做出

决定。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2.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1.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lassifications/zh/cws_7/cws_7_18_corr.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lassifications/zh/cws_7/cws_7_18_corr.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7/cws_7_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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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标准委审查了文件 CWS/11/8 附件中的任务单，考虑了《产权组织常设委员会评价报告》的建

议，其中指出成员国和产权组织秘书处的工作量很大。标准委注意到，其所有活跃的工作队都在 2023

年 3 月、6 月和 9 月举行了季度会议，审查和更新其目标，邀请标准委所有工作队的成员和观察员参

加。标准委注意到，文件 CWS/11/8 的附件和 CWS/11/8 本身都有一些排印错误，会议期间更正后的文

件 CWS/11/8 Corr.在会议网页上发布。 

25. 标准委审议了文件 CWS/11/8 附件中所载的任务单，批准秘书处将本届会议达成的一致意

见纳入标准委工作计划，并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更新后的任务单载于本报告附件二。 

议程第 4(b)项：关于设立新任务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37的提案 

26.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5进行。 

27. 标准委注意到，特别是考虑到《专利合作条约》（PCT）各机构于 2023年就 PCT最低限度文档达

成的一致意见，有必要制定一项新任务，支持各局制作符合产权组织 ST.37标准的权威文档。 

28. 巴西代表团表示支持设立新任务，因为巴西需要具体的技术支持来最终完成其权威文档的制

作。中国代表团支持该议案，但倾向于在任务说明中使用“鼓励”一词而不是“确保”。俄罗斯联邦

代表团明确支持设立这一新任务，表示将在明年更新其权威文档，以符合产权组织标准 ST.37 的 2.2

版。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同意，所有向 PATENTSCOPE 提供数据的专利局最好也能提供权威文档。代表

团还建议，国际局应与 PCT 最低限度文献工作队的牵头人合作，鼓励工作队成员尽快提供这一权威文

档。 

29. 标准委同意设立新的第 66号任务，将其添加到工作计划中，说明为： 

“基于可用资源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或培训，鼓励知识产权局提供符合产权组织标准

ST.37的专利权威文档。” 

30. 由于没有其他提名，标准委指定国际局担任任务牵头人。 

31. 为确定何时可以认为这项任务已经完成，标准委注意到，建议的成功因素是：一旦所有向 PCT最

低限度文献目录和 PATENTSCOPE 数据库提供资料的知识产权局都向国际局提供了符合产权组织 ST.37

标准的权威文档，这项任务就可以认为已经完成。 

32. 为了能够开始新任务的工作，标准委请各知识产权局与国际局通信说明制作符合产权组织

标准 ST.37的权威文档所需的支持类型。 

议程第 4(c)项：关于排定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任务优先次序的调查问卷 

33.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6进行。 

34. 标准委审议了文件 CWS/11/6 附件中提供的调查问卷草案，该问卷是由秘书处与标准委工作队牵

头人协商编制的，用于确定标准委任务的优先次序。标准委第十届会议要求编制优先次序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草案由两部分组成，每项活跃任务均重复：关于具体任务元数据的一般信息部分和需要回答

的一组常见问题。一般信息部分包括执行每项任务的估计工作量及其活跃水平。 

35. 许多代表团表示，有必要排定标准委任务的优先次序，以确保它们能够继续有效地做出贡献。

欧洲联盟的代表表示，对于标准委的任务规定而言，“排定优先次序是关键”，因此明确支持需要调

查问卷草案。德国代表团也支持问卷草案的必要性，但建议考虑以下几点对草案进行改进：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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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某些任务的优先级会随着时间变化，因此调查问卷中应确定一个具体时间表。该时间表应

较短，例如三年； 

(b) 知识产权局可能只对特定任务感兴趣，而对其他任务不感兴趣。因此，很难对不感兴趣的

任务作出任何回应； 

(c) 持续性任务难以确定优先次序或分配资源； 

(d) 估算单项任务的工作量可能比较困难。因此，应考虑增加“置信度”； 

(e) 单个任务可能由大量活动组成，而知识产权局可能只对其中一个或多个活动感兴趣。因

此，可以在活动层面而不是任务层面考虑优先级； 

(f) 应明确如何将各局对问卷的答复转化为任务的优先次序排定。 

36. 一些代表团还指出，该调查问卷适用于什么时间框架，或者各局提交答复后的下一步工作是什

么，都不明确。几个代表团想知道，它们对调查问卷的答复是否会影响任务的地位。 

37. 德国代表团建议使用简化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一个简单的优先事项清单，列出知识产权局确

定的前五项活动，这些活动构成工作计划中任何标准委任务的一部分。代表团还建议，请各局详细说

明其可用于具体活动的资源水平和技能类型，以便查明任何技能差距。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担心，在

工作计划中增加新任务可能降低工作队成员作出贡献的效果。 

38. 德国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都建议，应非正式地收集各局对其倾向排定标准委任务优先

次序的某种说明，提交标准委下届会议。 

39. 在听取了几个代表团的反馈后，秘书处建议撤回提案，并编制一份改进的调查问卷草案供委员

会下届会议审议。秘书处希望标准委工作队成员更广泛地参与编制改进的调查问卷。 

40. 标准委同意： 

(a) 要求标准委所有工作队的所有成员利用共享的标准委工作队维基空间，协作编制调查问卷

的简化改进版； 

(b) 将修订后的新问卷草案提交给标准委下届会议审议； 

(c) 与此同时非正式地在所有标准委工作队的维基空间收集有关各工作队成员排定标准委任务

优先次序的信息，将这些结果提交给标准委第十二届会议； 

(d) 一旦调查问卷在标准委第十二届会议上获得批准，就应开展调查，并向委员会第十三届会

议提交国际局收到的调查结果。 

议程第 5项：各工作队进展报告 

41. 秘书处介绍本议程项目，指出标准委的 12 个工作队将报告自标准委上届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

提供任何提案供委员会审议，并更新其工作计划。标准委注意到，10 个工作队使用通用模板提交了书

面报告，包括摘要、背景、每项任务的目标进展报告、2023年的相关行动、进展评价和工作计划。 

议程第 5(a)项：立体工作队的报告（第 61号任务） 

42. 讨论依据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作为立体工作队牵头人所作的口头报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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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标准委注意到口头介绍的内容。工作队牵头人总结了自标准委上届会议以来所开展的工作，其

中包括起草一份调查问卷，调查知识产权局对产权组织 ST.91 的不同实施做法。工作队牵头人指出，

调查问卷草案已作为文件 CWS/11/26 的附件提供，期望调查结果将指导立体工作队确定今后是否需要

对产权组织 ST.91 进行任何修订。 

议程第 5(b)项：API工作队的报告（第 56号任务和第 64号任务） 

44.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4 进行，由工作队两个共同牵头人加拿大代表团和欧洲联盟的代表共同

介绍。 

45. 标准委注意到第 56号任务和第 64号任务的进展报告，以及 API工作队的工作计划，包括产权组

织 API 目录开发项目的启动。关于该项目，工作队正在征求其他主管局的反馈意见，了解它们可能已

经暴露的任何不同的 API 端点，包括所用搜索词的定义。标准委被要求邀请知识产权局在秘书处发布

通函后提供任何相关信息（见文件 CWS/11/14 第 18 段）。关于第 64 号任务，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

期待知识产权局参与测试产权组织标准 ST.97 附件一附录中的产权组织 ST.97JSON 转换工具，并建立

其使用做法（见文件 CWS/11/14第 29段）。作为工作队的共同牵头人，欧洲联盟的代表强调了提供这

一信息的重要性，以便工作队能够了解这一转换工具是否仍然有用。 

46. 标准委要求秘书处发出通函，请各知识产权局就各局暴露的不同 API 端点，包括 API 中所

用词条的定义提供信息。 

47. 标准委请其成员测试产权组织 ST.97 JSON 转换工具，并与 API工作队分享测试结果。 

议程第 5(c)项：区块链工作队的报告（第 59号任务） 

48. 讨论依据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作为区块链工作队牵头人所作的口头报告进行。 

49.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取得的进展及其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工作队打算制定一项新的产权组织标

准，界定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界的潜在应用。自上届会议以来，工作队开始准备对成员局进行调

查，以确定各局使用区块链技术的情况。不过，这项工作已经停止，优先更新标准草案，该草案将很

快在工作队的维基空间上公布，以征求反馈意见。该标准草案旨在指导知识产权局使用区块链技术处

理和传播知识产权数据的方法。 

议程第 5(d)项：外观设计表现形式工作队的报告（第 57号任务） 

50.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4进行，由工作队共同牵头人澳大利亚代表团介绍。 

51. 标准委注意到文件的内容，包括工作队提交了关于修订产权组织标准 ST.88 的提案，作为文件

CWS/11/15 供其审议。工作队建议，一旦标准委批准拟议的修订，终止第 57 号任务和外观设计表现形

式工作队。 

52. 标准委批准了关于终止第 57号任务和外观设计表现形式工作队的提案。 

53. 标准委批准在第 33号任务的框架下开展对产权组织标准 ST.88的任何进一步修订。 

议程第 5(e)项：数字转型工作队的报告（第 62号任务、第 63号任务和第 65号任务） 

54.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1进行，由数字转型工作队牵头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介绍。 

55. 标准委注意到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工作队在第 62号、第 63号和第 65号任务上取得的进展。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6.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4.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4.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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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第 62号任务，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着手制定将 DOCX文件转换为相应 XML文件的通用要求

规格。标准委还注意到，自上届会议以来，工作队对美国专商局和国际局对 ePCT 使用的 DOCX2XML 转

换器的功能进行了审查和分析。工作队鼓励目前正在使用 DOCX2XML 转换器的主管局分享有关其转换器

功能的信息，这将使工作队能够更好地了解有哪些转换器，然后起草通用要求规范。由于第 62 号任务

的工作范围在变化，即更新《产权组织手册》第六部分的工作转给了 PAPI 工作队，以及为 DOCX2XML

开发通用规范的工作，工作队建议更新第 62 号任务的说明，删除对产权组织标准的具体提及（见文件

CWS/11/11第 8至 10 段）。 

57. 加拿大代表团表示，它不使用任何 DOCX2XML 转换器，可能需要停止其目前的数字转型项目，以

纳入一个转换器。代表团指出，ePCT 中使用的转换器可被视为一种替代解决方案。中国代表团表示打

算更积极地参与数字转型工作队的工作。德国代表团表示支持修改第 62 号任务的说明，但认为第 62

号任务的拟议任务说明不清楚。秘书处提出了一个替代任务描述，得到了各代表团的支持。 

58. 标准委批准了修订后的第 62号任务说明，内容是： 

“着眼于电子申请和知识产权文献的公布和交换，审查为纸质或图像格式通信而制定的产

权组织标准，在必要时提出对这些标准的修订或提出新建议；编写一份关于 DOCX 到 XML

（DOCX2XML）转换器通用要求规范建议的提案。” 

59.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计划继续记录各主管局的现行做法，进一步为转换器开发通用要求规

范，这将对所有考虑实施 DOCX2XML转换器的主管局都有助益。 

60. 标准委鼓励各知识产权局就其 DOC2XML 转换器的使用情况提供反馈意见，并与工作队分享

有关其转换器功能的信息。 

61. 关于第 63 号任务，标准委注意到，由于数码转型工作队一直忙于处理第 62 号和第 65 号任务，

因此自上届会议后无任何进展，而工作队不打算在短期内优先处理这项工作。 

62. 关于第 65 号任务，标准委注意到，数字转型工作队正在就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优先权

文件和经证明副本电子交换用数据包格式的建议编写提案。编写一份关于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

计优先权文件和核证副本电子交换数据包格式的建议提案。新产权组织标准的提案已作为文件

CWS/11/20的一部分提交标准委审议，关于该项目的进展进一步详情见议程第 6(a)项。 

63. 一个代表团指出，实施任何新的产权组织标准都需要大量的准备时间，因为这需要在发送和接

收优先文件包方面进行必要的测试。 

议程第 5(f)项：标准用信通技术策略工作队的报告（第 58号任务） 

64.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1进行，由标准用信通技术策略工作队牵头人国际局介绍。 

65. 标准委注意到第 58 号任务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改进与信息和通讯（信

通技术）有关的建议，以及为委员会的工作制定战略路线图。工作队建议将工作队更名为“信通技术

策略工作队”，删去“标准”一词，并将第 58号任务说明简化为： 

“考虑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标准委）的任务规定，为标准委编制关于策略和路线图的提

案。” 

66. 标准委还注意到，工作队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寻找共同牵头人，澳大利亚代表团现已自愿与国际

局一道担任共同牵头人。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0.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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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工作队介绍说，它考虑了在某些地区或国际信通技术相关会议上共享的信息，对这套 40 项建议

进行了几轮讨论。经过讨论，工作队拟定了一套新的 10项建议，作为文件 CWS/11/18的附件，在议程

第 8(b)项下提交委员会审议。工作队向标准委通报，其成员局同意分享其信通技术策略，以分析知识

产权局之间的共同信通技术策略，为标准委编制战略路线图提案。 

68. 几个代表团明确支持关于工作队新名称和第 58 号任务新说明的建议。然而，其他代表团表示，

不清楚第 58 号任务拟议说明的范围，也不清楚完成任务所需的标准。由于在本届会议上提出了一套经

过缩减的更为一般性的建议，因此不清楚还有哪些活动未完成。国际局澄清说，这套 10 项建议草案是

提出来征求意见的，不是供标准委批准的。国际局指出，工作队打算提议，一旦经修订的信通技术建

议和标准委战略路线图获得批准，即终止其工作。 

69. 各代表团提出了几项建议，要求明确工作队的活动范围，并改进拟议的任务说明，以明确该工

作队的意图。各代表团指出，应当明确这项任务的成功条件是什么，以及究竟由谁来实施拟议的战

略。任何“路线图”的提法都会引起标准委的关切，即各局必须在特定的时间表上实施这套建议。 

70. 标准委批准了工作队的新名称“信通技术策略工作队”，并指定澳大利亚代表团担任新的

工作队共同牵头人。 

71. 标准委批准了第 58号任务改进的说明，现为： 

“根据标准委成员就拟议的关于信通技术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 10 项建议提出的反馈意

见，编写一份关于一套建议的最终提案。” 

议程第 5(g)项：法律状态工作队的报告（第 47号任务） 

72.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3进行，由法律状态工作队牵头人国际局介绍。 

73.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在第 47 号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最新工作计划。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和 XML4IP工作队为开发商标法律状态事件 XML架构组件所做的合作努力。两个工

作队的成员受邀提名其商标业务或法律专家，以审查和更新产权组织 ST.61 附件二中定义的补充事件

数据。因此，法律状态工作队提交了一份修订产权组织 ST.61 附件二的提案（见文件 CWS/11/9）。法

律状态工作队鼓励各知识产权局提供其映射表或更新其在《产权组织手册》中公布的映射表，网址

是：https://www.wipo.int/standards/en/part_07.html#p7.13。 

74. 中国代表团表示打算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7，目前正在开展相关的映射活动。加拿大代表团表

示打算执行产权组织标准 ST.61。 

议程第 5(h)项：名称标准化工作队的报告（第 55号任务） 

75.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2进行，由名称标准化工作队共同牵头人大韩民国代表团介绍。 

76.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在第 55 号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最新工作计划。

工作队报告说，它在提交给标准委第十届会议的工作草案（见文件 CWS/10/17）的基础上，编写了关

于地名数据清理建议的最终提案。最终提案作为文件 CWS/11/23 提交委员会审议。工作队建议修改第

55号任务的说明。 

77. 中国代表团对清理利益攸关方名称可能带来的工作量表示关切，并密切关注该工作队的工作。 

78. 标准委批准了修订后的第 55号任务说明，现为：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8.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3.pdf
https://www.wipo.int/standards/en/part_07.html#p7.13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2.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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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旨在实现知识产权文献中名称标准化的未来行动编写提案，以期制定一项产权组织标

准，帮助知识产权局更好地从源头确保名称的质量。” 

议程第 5(i)项：第七部分工作队的报告（第 50号任务） 

79.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4进行，由第七部分工作队牵头人国际局介绍。 

80.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在第 50 号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最新工作计划。

标准委注意到，根据上届会议的决定，计划于 2023 年开展两项调查。第一项是更新《产权组织手册》

第 7.6 部分（专利公报中的著录项目信息），第二项是更新第 7.9 部分（引文做法）。工作队报告了

关于这两项调查的讨论结果，指出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建议。 

81. 关于为确定对《产权组织手册》第 7.6部分进行必要更新而计划进行的调查，工作队牵头人告知

标准委，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修订标准 ST.11 和 ST.19，这两项标准自 1990 年以来一直没有修订过。因

此，工作队要求标准委在开展调查之前决定是否应修订标准 ST.11和 ST.19。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指出，

不需要更新这些标准。该代表团认为，这些调查问卷现已过时，不需要更新这些标准。美国代表团也

表示，产权组织标准 ST.11和 ST.19的更新工作可以推迟，因为其他标准委活动应当优先。 

82. 标准委同意推迟讨论两项标准 ST.11 和 ST.19 的修订。因此，标准委决定推迟为更新《产

权组织手册》第 7.6部分而计划进行的调查。 

83. 关于为确定对《产权组织手册》第 7.9部分进行必要更新而进行的调查，工作队指出，鉴于新类

型的引文、新的数据格式和引文平台等原因，2008 年使用的调查问卷应当在开始新调查之前进行更

新。几个代表团指出，由于调查问卷现已过时，应事先说明进行调查问卷的益处，进行调查并非当务

之急。 

84. 标准委决定，推迟有助于更新《产权组织手册》第 7.9部分的引文做法调查。 

85. 国际局建议将第 50 号任务说明中的“工业”一词改为“知识”，因为《产权组织手册》的标题

已经修正，以反映这一资源范围的扩大。 

86. 标准委批准了对第 50 号任务说明的修正，现为： 

“确保对《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信息与文献手册》第七部分公布的调查进行必要的维护和更

新。” 

87. 标准委注意到，第七部分工作队将根据标准委作出的决定讨论其工作计划，并向标准委第十二

届会议提交一份新的工作计划。 

议程第 5(j)项：公众访问专利信息（PAPI）工作队的报告（第 52号任务） 

88.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2进行，由公众访问专利信息（PAPI）工作队牵头人国际局介绍。 

89.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在第 52 号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最新工作计划。

文件 CWS/11/12 的附件转录了专利文献集团（PDG）支持更新《产权组织手册》第六部分的信函，其中

包括一份更新建议清单。PDG 还在本议程项目下作了演示报告，其中包括这一更新对知识产权行业利

益攸关方重要的一些背景原因。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4.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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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工作队报告了其在执行第 52 号任务时为提供公开专利信息的系统编写建议的活动，并指出《产

权组织手册》第6.1部分提出了类似建议。因此，工作队建议负责更新《产权组织手册》第6.1部分，

这项工作以前由数字转型工作队负责。考虑到这一变化，国际局提议修订第 52号任务的说明。 

91. 德国代表团指出，在建议更新第 52 号任务的说明之后，这项工作似乎不再有技术内容。如果新

的任务说明获得批准，该工作队的重点将集中在《手册》第六部分的更新上，主要是更新与知识产权

局网站内容有关的指导方针。代表团认为，与其更新第六部分提供的指导方针，不如制定一项新的产

权组织标准，为专利信息检索系统提出建议。不过，代表团不反对更新任务说明，也不反对更新任务

说明中提出的指导方针。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理解是，拟议任务说明中界定的新工作涉及知识产权

局网站应提供哪些最起码的内容，而不是提供哪些公共检索功能。代表团理解这是拟议的意图，因此

支持更新任务说明。秘书处在回应这些意见时，请委员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是否支持对任务说明的更新

上，而不是是否将起草一项新的产权组织标准上，因为这一点尚未考虑。 

92. 标准委会批准了对第 52号任务说明的更新，现为： 

“为更新《产权组织手册》第 6.1 部分‘知识产权局网站最低限度内容的建议’编写一份

提案。” 

议程第 5(k)项：序列表工作队的报告（第 44号任务） 

93.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7进行，由序列表工作队牵头人欧洲专利局的代表介绍。 

94.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在第 44 号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最新工作计划。

由于产权组织 ST.26按计划于 2022年 7月 1日生效，工作队建议修改第 44号任务的说明。此外，WIPO 

Sequence Suite 套件也于同日投入生产。 

95. 德国代表团感谢国际局开发 WIPO Sequence Suite 套件，并编写了产权组织标准 ST.26 的修订

版。代表团注意到许多主管局可能面临资源限制，建议在拟议的任务说明中，在“测试新版本”前加

上“基于可用资源”。工作队牵头人同意这一建议。 

96. 日本代表团希望标准委注意，考虑到“搜索结果噪音”的出现以及升级 IT 系统的成本，从产权

组织 ST.26中删除最短长度的要求需要慎重考虑。 

97.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支持对任务说明的拟议修改，并指出，知识产权局测试 WIPO Sequence 

Suite 套件新版本时，需要提供足够的准备时间。否则，按时提供高质量的测试结果可能具有挑战

性。代表团还支持日本代表团对可能取消最短长度要求所表达的谨慎态度。 

98. 标准委批准了修订后的任务说明，增加了德国代表团提议增加的文字，现为： 

“基于可用资源为国际局提供支持，测试新版本和提供用户对 WIPO Sequence 套件的反馈

意见；为产权组织标准 ST.26编写要的修订。” 

议程第 5(l)项：XML4IP工作队的报告（第 41号任务） 

99.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进行，由 XML4IP工作队牵头人国际局介绍。 

100. 标准委注意到工作队自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在第 41 号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发布了一个

主要版本 7.0和一个次要版本 7.1。标准委注意到，7.1版包括支持海牙系统业务的关键改动。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7.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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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中国代表团表示积极参与该工作队的工作，并提出了落实产权组织 ST.96的意向，特别是为与国

际局进行的海牙和马德里通信。 

议程第 6项：产权组织标准的发展 

议程第 6(a)项：关于优先权文件和经证明副本电子交换用数据包格式的新产权组织标准的提案 

102.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0 Rev.进行，由数字转型工作队编拟。 

103. 标准委注意到关于制定一项新的产权组织标准的提案，该标准界定了优先权文件和经证明副本

电子交换用的数据包格式。文件还提出了一种渐进式实施产权组织新标准的方法，为 2025 年底前完成

实施设定了一个“日落期”。这样，每个知识产权局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完成新标准的实施。工作

队建议，2026年 1月 1日起，知识产权局只接受和提供符合该标准的优先权文件。 

104. 日本代表团不支持拟议的实施计划。代表团指出，不同的主管局可能需要不同的时间才能对现

有的优先权文件进行必要的修改。代表团还指出，由于标准草案没有确定一个主管局可以发送的补充

文件的完整清单，可能会给接收局处理这些文件带来问题。此外，代表团指出，如果 ZIP 包中包含大

量补充文件，可能导致 ZIP 包过大，无法通过产权组织数字查询服务（DAS）传输。此外，代表团认

为，优先权文件的正式副本应始终以 PDF 格式提供。最后，代表团指出，需要进一步讨论，以便有机

会收集各局对当前草案的更多反馈意见。因此，日本代表团不支持通过拟议标准。 

105. 中国代表团对工作队迄今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但认为拟议的标准草案尚不成熟，不宜通过。

代表团特别指出，标准草案的附件应包括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具体例子，因为标准的范围不再局

限于专利优先权文件。关于新标准在 WIPO DAS 内的实施计划，代表团建议将建议的 2026 年 1 月 1 日

作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确定日期。代表团还建议在 2025 年进行一次调查问卷，以确定

各局实施该标准的准备情况。如果拟议标准获得通过，代表团同意第 65号任务修订后的说明。 

106. 德国代表团支持工作队已经开展的工作，但认为标准草案还没有准备好通过。代表团指出，应

当进一步澄清“证明”一词的使用，因为它既有法律含义，也有技术含义，并指出拟议的标准草案并

不适合对整个数据包进行技术证明。代表团还指出，在数据包中传输补充数据，如分类数据，可能是

有用的，并建议在新标准中提供一份明确的可允许的补充数据清单。代表团建议，应询问各局哪些数

据被认为是处理所必需的，然后应提供这些类型数据格式和存储的明确规则。此外，代表团指出，标

准草案的最初范围仅限于专利优先权文件，但其范围在短时间内扩大到包括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优

先权文件。代表团认为，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业务专家的参与对于编制一份可靠全面的提案很重

要。关于标准草案的名称，代表团指出，其理解是“经证明的副本”和“优先权文件”具有相同的范

围。最后，代表团强调，必须能够确定知识产权申请的哪些部分是最初提交的，这一点并不明确。 

107. 欧洲专利局的代表对工作队已经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但认为在通过标准草案之前还需要进一

步开展工作。该代表建议将标准草案中没有规定的文件技术证明程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考虑。该

代表指出，标准草案似乎不再迫切需要，因为国际局已经为知识产权局提供了变通办法，通过 WIPO 

DAS传送专利优先权文件，包括产权组织 ST.26格式的序列表。其他一些代表团也确认，它们已采取临

时措施，向请求局发送含有符合产权组织 ST.26 的序列表的优先权文件，因此不认为通过新标准是一

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08. 加拿大代表团询问，拟议的实施计划是“大爆炸”方法还是渐进方法。秘书处回答说，是一个

渐进的方法，由各局在规定的日落期内决定进度。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0_re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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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工作队牵头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指出，在通过拟议标准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代表团指

出，工作队在制定标准草案过程中面临两大挑战：(1)试图兼顾各局的所有单独做法；(2)缺乏广泛的

主管局参与，特别是缺乏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家的参与。为了改进标准草案，使其能够在下届会

议上通过，代表团指出，有关主管局更大程度的参与至关重要，并建议首先完成专利优先权文件的标

准草案。 

110. 秘书处鼓励知识产权局考虑为新标准制定实施计划，并分配必要的财政资源，因为假定新标准

在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上获得通过，它们可能需要升级其信息技术系统和工作流程。秘书处还建议各

知识产权局加入数字转型工作队，并建议该工作队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之前于 2024 年每月举行一次

会议。 

111. 标准委注意到需要就标准草案进一步开展工作，并要求工作队继续工作编拟经修订的

提案。 

112. 标准委要求秘书处组织数字转型工作队月度会议，优先推动这项工作取得进展。 

113. 委员会要求工作队编拟并提交一份经修订的草案，供其第十二届会议审议通过。 

114. 标准委注意到，秘书处将向标准委所有工作队的成员局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鼓励其提名商

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家加入数字转型工作队起草新标准的工作。 

115. 标准委鼓励其成员编拟新标准的实施计划，包括任何必要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工作流程的

升级。 

议程第 6(b)项：关于修订产权组织标准 ST.26的提案 

116.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3进行。 

117. 标准委审议了对产权组织标准 ST.26 的拟议修订，修订形成了拟议的新版本 1.7。拟议修订包括

产权组织 ST.26 附件六（指导文件）中的两个新示例、所用术语一致性的一些改进以及一些编辑上的

改动。德国代表团支持拟议的修订，并评论说，制作修订格式版本将有助于其翻译工作。美利坚合众

国代表团也支持拟议的修订，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产权组织 ST.26 附件六中的简化示例索引也应包括

对示例编号的引用，这一点应予以纠正。该版本的拟议生效日期为 2024 年 7月 1日。 

118. 委员会批准了文件 CWS/11/3 附件中详述的对产权组织标准 ST.26 的拟议修订，作了一处

编辑修改：附件六示例索引应添加对相关示例编号的提及。 

119. 标准委还批准将 2024 年 7月 1日作为新的第 1.7版的生效日期。 

议程第 6(c)项：关于修订产权组织标准 ST.61的提案 

120.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9进行。 

121. 标准委审议了对产权组织 ST.61附件二的拟议修订。日本代表团询问，产权组织 ST.26附件二所

列的补充数据是否必须执行。秘书处确认，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知识产权局提供其商标法律状态事件

数据时的可选项。德国代表团也指出，提供标准中规定的所有补充数据是可选的。 

122. 标准委批准了文件 CWS/11/9 附件中所载的对产权组织标准 ST.61 的拟议修订。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3.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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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6(d)项：关于修订产权组织标准 ST.88的提案 

123.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5进行。 

124. 标准委审议了产权组织标准 ST.88 的拟议修订。几个代表团明确支持拟议的修订。 

125. 标准委批准了文件 CWS/11/5 附件中所载的对产权组织标准 ST.88 的拟议修订。 

议程第 6(e)项：关于改进产权组织标准 ST.96中版权孤儿作品元数据的提案 

126.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9 Rev.进行。 

127. 标准委审议了对 C.CWS.171号通函的反馈意见摘要，该通函要求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对修订提案

提出反馈意见，并建议重新审议标准委之前在 2022年第十届会议上审议过的两个选项。 

128. 日本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都明确支持第二种方选项，即继续与版权孤儿工作专家进一步

磋商，讨论提交给标准委第十届会议的最新提案是否需要进一步改进或根本不需要。美利坚合众国代

表团指出，C.CWS.171 号通知中提到的最新提案似乎超出了商定的范围：最初商定的范围是促进知识

产权局之间交换版权孤儿作品数据。代表团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要求秘书处组织一次版权专家会

议，特别是那些拥有版权孤儿作品登记制度或打算实施产权组织 ST.96 版权孤儿作品架构的主管局。

代表团认为，这些主管局的反馈意见将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可能能够确定是否应改进产权组织

ST.96，以纳入修订提案中提议的结构化组成部分。 

129. 标准委批准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的第三个选项，即组织一次会议或研讨会，以便版

权和技术专家能够协作改进文件 CWS/10/7附件中所载的草案。标准委要求秘书处在 2024年初组

织一次会议，邀请对通函 C.CWS.156和通函 C.CWS.171之一做出答复的主管局，以及拥有版权孤

儿作品登记制度或打算实施产权组织 ST.96 版权孤儿作品架构的标准委成员和观察员参加。 

130. 标准委注意到，关于版权孤儿作品的经修订的提案将提交第十二届会议审议。 

议程第 6(f)项：拟议的名称数据清理准则 

131.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3进行。 

132. 标准委审议了关于“名称数据清理准则”的提案，由名称标准化工作队编写，作为该文件附件

提供。 

133. 中国代表团要求进一步澄清为什么需要这些准则，并指出应确定具体目标。代表团要求有更多

的时间研究该提案。日本代表团要求澄清建议和准则之间的区别，以及准则是否应被视为强制执行。

秘书处澄清说，建议和准则都将被标为产权组织标准，不强制知识产权局实施。为避免对这两个术语

的不同解释，秘书处建议在新的产权组织标准名称中使用“建议”而不是“准则”。加拿大代表团支

持通过准则草案，因为其内容只是建议，并不强制实施。 

134. 根据这一反馈意见，大韩民国代表团作为名称标准化工作队的共同牵头人表示，如果准则不够

成熟，无法通过，则需要各局进一步提供意见，以确定需要做出哪些改进。标准委审议了拟议的准

则，以确定在会议期间是否有任何具体的改进反馈意见。俄罗斯联邦代表团针对拟议准则第 11 段，建

议收集各局的音译表，可以由国际局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公布，然后在准则草案中引用。此外，该代表

团还建议将西里尔文转写表纳入准则草案附件一图 1。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就商标而言，它目

前只接受拉丁字符，并将仅按照 ISO 8859-1转换申请人名称。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5.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9_rev.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0/cws_10_7.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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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委员会同意在拟议的新产权组织标准名称中使用“建议”而非“准则”一词。标准委注意

到，秘书处就名称数据清理建议提议使用“产权组织标准 ST.93”。 

136. 标准委没有通过拟议的标准，将拟议的新产权组织标准发回名称标准化工作队作进一步讨

论和改进。标准委要求工作队在第十二届会议上提交改进后的标准草案。标准委鼓励其成员和

观察员更积极地参与讨论。 

137. 秘书处同意调查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公布音译表集的可能性。 

议程第 7项：各局对产权组织标准的实施 

议程第 7(a)项：产权组织标准 ST.26 

138. 标准委注意到澳大利亚、大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各代表团所作的演示报告，在此之前，国际

局先详细介绍了序列表工作队成员局第一年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6 的调查结果。欧洲专利局的代表

也口头介绍了其实施该标准的经验。 

139. 标准委讨论了这些演示报告中普遍提到的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6的挑战。秘书处感谢所有知识

产权局为 2022年 7月 1日在全球“大爆炸”式实施该标准所做的努力和所需的密切合作。 

140. 中国代表团简要介绍了中国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6的最新情况。它已经在公报中公布符合产权

组织 ST.26 格式的序列表。代表团向标准委通报说，它还组织了药品领域的专门审查员培训，并积极

支持 WIPO Sequence Suite 套件新版本的测试工作。然而，代表团指出，其申请人在使用 WIPO 

Sequence 生成序列表时遇到一些问题。代表团建议国际局为 WIPO Sequence提供一个支持平台，用户

可以在平台上报告问题，同时跟踪问题的解决进度。秘书处支持这一建议。 

141. 标准委注意到，国际局将考虑落实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以更加透明的方式跟踪 WIPO 

Sequence Suite 套件开发团队如何解决所报告的错误。 

议程第 7(b)项：产权组织标准 ST.37 

142. 标准委注意到大韩民国代表团和欧亚专利组织的代表所作的演示报告，在此之前，国际局介绍

了上届会议以来对权威文档门户的更新。 

143. 巴西代表团要求其他局就例外代码的定义提供反馈。秘书处表示，根据本届会议批准的新的第

66号任务，它可以支持这些局的要求。 

议程第 7(c)项：关于法律状态事件的产权组织标准：ST.27、ST.61和 ST.87 

144. 标准委注意到日本代表团、大韩民国代表团和挪威代表团所作的演示报告，在此之前，秘书处

介绍了关于法律状态的产权组织标准的实施情况。欧亚专利组织的代表也口头分享了自己实施三项标

准的经验。 

145. 标准委注意到秘书处表示打算就这些特定的产权组织标准的内容和实施提供培训。 

146. 标准委受邀就详细事件和关键事件的数量平衡是否适当向法律状态工作队牵头人国际局提

出具体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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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7(d)项：产权组织标准 ST.90 

147. 标准委注意到欧洲专利局的代表所作的演示报告，在此之前，秘书处介绍了各知识产权局对产

权组织标准 ST.90 的实施情况。欧洲联盟的代表也口头分享了其实施该标准的经验。 

议程第 7(e)项：产权组织标准 ST.91 

148. 标准委注意到大韩民国代表团和欧亚专利组织的代表所作的演示报告，在此之前，秘书处介绍

了各知识产权局对关于立体模型和立体图像的产权组织标准 ST.91的实施情况。 

议程第 7(f)项：产权组织标准 ST.96 

149. 标准委注意到大韩民国、瑞士和加拿大各代表团所作的演示报告，在此之前，秘书处介绍了工

作队成员局对产权组织 ST.96 不同版本的实施情况。欧亚专利组织的代表也口头分享了在该标准上的

经验。 

150. 瑞士代表团寻求已实施产权组织 ST.96 支付组件的其他主管局的支持。标准委鼓励各局参加

XML4IP 工作队，以确保该标准继续满足各局的需求。 

议程第 7(g)项：其他产权组织标准 

151. 标准委注意到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就其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6、ST.37、ST.27、ST.61、ST.87、

ST.90、ST.91、ST.36、ST.66、ST.86和 ST.96所作的演示报告。 

议程第 8项：与知识产权数据、信息系统和信息服务有关的政策与活动 

议程第 8(a)项：各知识产权局的信息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和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政策 

152. 讨论依据澳大利亚代表团、大韩民国代表团、欧洲联盟的代表、欧亚专利组织的代表和国际局

的演示报告进行。这些演示报告在会议网页上发布，标准委注意到这些演示报告的内容。 

153. 关于大韩民国代表团所作的演示报告，中国代表团询问可靠性评级从何而来。韩国代表团回答

说，这是根据韩国特许厅审查员的满意度评分计算出来的。 

议程第 8(b)项：关于信通技术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建议 

154.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8进行。 

155. 标准委忆及，它在第六届会议上注意到最初的 40 项建议，认为许多建议被归入第三组，似乎在

近期内与标准委无关（见文件 CWS/6/34第 17至 27段）。标准委注意到，标准用信通技术策略工作队

审议了所有最初的 40 项建议，包括标准委第十届会议通过的与标准委任务规定相关的第三组建议。标

准委还注意到工作队对 40项建议的分析结果： 

(a) 有些建议的详细程度不同； 

(b) 建议的数量被认为太多，知识产权局无法实施； 

(c) 有些建议已经过时； 

(d) 四项建议被认为已经完成（见文件 CWS/11/18第 5和第 8段）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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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点，工作队提出了一套关于信通技术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一套 10 项新建议草案，并提出

了相应的行动。拟议的新建议转录于文件 CWS/11/18 附件。 

156. 标准委审议了拟议的一套新的建议草案。在几个代表团发言后，对这些拟议建议的措辞作了

改进。 

157. 标准委同意对建议草案加以完善，进行以下小的改动： 

(a) 建议 4(c)，将第一句开头改为“知识产权局应确保制定利用 API 和云的政

策……”）； 

(b) 建议 7(a)，将“应”改为“鼓励”，使第一句为：“鼓励知识产权局积极参

与……”； 

(c) 建议 10(a)(ii)，在第一句前添加“如有可能”；以及 

(d) 建议 10，将第一句中的“应”改为“鼓励”，使该句为：“如有可能，鼓励知识产

权局分享与不同信通技术项目交付模式有关的经验，包括……”。 

158. 标准委要求秘书处发出通函，邀请委员会成员就改进后的《关于信通技术和知识产权行政

管理的建议》草案提出评论意见。 

159. 标准委还要求信通技术策略工作队向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报告对该通函的答复结果。 

议程第 8(c)项：自然人和法律实体全球标识符 

160.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7和国际局、大韩民国代表团、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及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代表的演示报告进行。 

161. 标准委注意到自标准委上届会议以来全球标识符项目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全球标识符代码结构

的定义和项目下一步工作的规定。国际局报告说，该项目旨在为每个自然人或法律实体提供一个单一

全球标识符，以便在全球各知识产权系统和管辖区内对其进行一致、准确和安全的标识。标准委注意

到，国际局打算根据选择全球标识符用例邀请数量有限的主管局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项目下一阶

段，将在适当时候进行选择这些主管局和利益攸关方，以更好地了解其具体需求，国际局将根据需要

参与潜在用例的开发，例如全球转让用例。 

162. 德国代表团总体上支持该倡议，并指出了在欧洲数据保护规则方面的一个潜在问题。在欧洲以

外传输数据时，用户有权删除私人数据，这与拟议的全球标识符区块链实施相冲突。国际局答复说，

数据保护是项目第一阶段确定的挑战之一，一直在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西班牙代表团表示对该倡议

感兴趣，并询问是否会与个人目前使用的现有数字身份发生冲突。国际局还指出，全球标识符应与遵

循 W3C 去中心化标识符（DID）的现有数字身份系统兼容。中国代表团指出，可以预见，拟议的实施将

给申请人带来负担，以保持其条目更新。代表团还指出，它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文件的内容，并

与其利益相关方和客户进行磋商。日本代表团认为全球标识符的概念是有用的，但反对强制实施全球

标识符，因为这将产生费用，必须进行法律更新和对信息技术系统进行升级。国际局确认，全球标识

符的使用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鼓励性的。萨摩亚代表团支持这一倡议，但强调了一些挑战，如全球标

识符与知识产权登记处的互联性和互操作性。 

163. 标准委注意到参加全球标识符项目第一阶段的五个知识产权局所作的介绍，以及它们对该项目

的全力支持。大韩民国代表团向委员会通报了其对全球标识符的看法，以及其在“五局”内适用“"申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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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名称标准化倡议”的情况。它分享了其关于调查的计划，以收集“五局”行业关于申请人名称标

准化的意见，其中将包括关于全球标识符要求的问题，以及在全球转让等举措中采用全球标识符的问

题。沙特阿拉伯代表团认为，全球标识符项目达到了该代表团在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立

国际数据库实现申请人名称标准化的建议（见文件 CWS/10/10）中确定的目标，期待继续参与该项目

的下一阶段工作。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强调了全球标识符的目标和益处，以及企业和信息技术实施全

球标识符的若干考虑因素。欧洲联盟的代表介绍了其数字身份方法以及将全球标识符纳入该方法的可

能性。UPOV 的代表介绍了全球标识符在 UPOV 的可能用例，这将取代目前由 UPOV 不同成员颁发的不同

客户标识符，如申请提交、付款和转让所有权，从而简化各种业务流程。 

164. 针对这些演示报告，加拿大代表团询问，全球标识符是否将适用于 PCT申请，各局在处理通过国

家阶段进入的申请的全球标识符时可能需要进行哪些技术修改，以及对加拿大政府各部门现有客户号

码的潜在影响。国际局答复说，计划在项目第二阶段在 PCT 系统内实施全球标识符，国际局可能会为

全球标识符提供 IT 基础设施，以便各局可以利用该基础设施发放和/或处理全球标识符。国际局还指

出，如果主管局为每个自然人或法律实体提供一个唯一的客户号码，可以将其客户号码与全球标识符

联系起来。美国代表团询问 UPOV，是否有衡量标准来衡量采用全球标识符的效率收益和好处，这可能

有助于为其他局制定业务理由。UPOV 的代表回答说，它将能够向打算参加第二阶段的各局报告所取得

的效益，因为它已经有了表示愿意参与具体用例的自己的用户和伙伴局。 

165. 标准委注意到拟议的全球标识符代码结构和全球标识符项目的下一步工作，包括第二

阶段。 

议程第 8(d)项：关于数据交换框架建议的提案 

166.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6和日本代表团的演示报告进行。 

167. 标准委注意到文件 CWS/11/16中详述的日本代表团编写的项目简介，该简介旨在编写一套关于实

施数据交换框架的建议。项目简介提到了开放数据倡议，政府机构利用这些倡议以机器可读格式向公

众提供数据，供私营部门随时使用。代表团建议在新任务框架内制定一项新的产权组织标准，并成立

相应工作队，以支持产权组织成员国交换数据，同时共同认识到统一数据交换过程的重要性。 

168. 西班牙代表团询问，现有的数据做法，包括使用开放数据平台和产权组织标准，还缺少什么。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指出，日本代表团的提案与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在议程第 8(e)项下提出的另一项提

案密切相关。代表团建议，关于新任务或工作队的任何决定都应推迟到听取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的提案

之后。推迟决定得到了大韩民国代表团和巴西代表团的支持，它们认识到，应当优化标准委任务的资

源分配。 

169. 中国代表团总体上支持日本代表团的提案，因为它强调了优化数据交换的重要性。但是，代表

团提出了几个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包括现有数据交换双边协定的状况；这些建议对目前正在实

施产权组织标准的主管局的潜在影响；以及是否考虑了数据共享和安全方面的国家规定。代表团还要

求进一步详细说明，通过实施数据交换框架，可以实现哪些增效节支。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其提

案旨在提高数据交换的效率，而不是增加知识产权局的额外负担。 

170. 大韩民国代表团询问，该提案是否会对产权组织标准产生影响。日本代表团认为，其建议不会

影响现有的产权组织标准，因为其目的是为数据共享和交换制定政策框架，而不是特定的数据结构或

格式。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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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由于在该议程项目下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几个代表团认为该议题与议程第 8(e)项有很强的关联

性，标准委同意，关于创建新任务或新工作队的任何决定都应推迟到议程第 8(e)项下沙特阿拉伯代表

团的提案之后作出。 

议程第 8(e)项：关于建立全球平台促进知识产权信息交流的提案 

172.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5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的演示报告进行。 

173. 标准委注意到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编写的关于建立全球平台促进知识产权信息交流的项目简介。

该代表团建议在产权组织的监督下开发一个全球平台，旨在协调不同来源提供的知识产权数据并使之

标准化。该代表团还建议设立一个新的标准委任务，并为这项工作设立一个相应的工作队。 

174. 加拿大代表团要求澄清日本代表团在上文议程第 8(d)项下提出的提案与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目前

的提案之间的区别或关系。代表团认为，与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建议的工作相比，日本代表团建议的工

作应被视为工作进程中更早的工作。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对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提案中提供的细节表示

赞赏，但指出这似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大量资源。代表团建议，这两个提案方合作提出一

个由小的筹备步骤组成的合并提案，在决定是否设立一个新任务之前进行审议，最好是在标准委下届

会议上进行审议。中国代表团指出，似乎需要进一步研究投资这样一个数据平台的影响，包括托管如

此大量文件的费用，以及是否仍然需要双边协议。德国代表团要求沙特阿拉伯代表团进一步澄清，在

考虑产权组织现有产品，如 PATENTSCOPE 和全球品牌数据库时，存在哪些数据差距或功能缺失。这种

差距分析可能有助于改进这些现有产品，也可以是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的小步骤之一。 

175. 标准委注意到，许多代表团认为这两项提案是相互关联的，建议这两个提案方共同努力，

在不久的将来编制一份合并提案，提出更加具体和可实现的目标。 

176. 考虑到各代表团的反馈，作为替代，日本代表团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提议合并创建一项任务和

一个工作队。这两个代表团提议合并后的任务说明如下： 

“分析各知识产权局在交换各自数据方面的做法和面临的挑战；探讨技术解决方案；并编写关

于知识产权数据交换的建议。” 

177. 标准委审查了两个代表团提出的新任务说明。几个代表团明确支持新的任务说明。标准委注意

到，日本代表团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志愿与国际局一起担任合并工作队（如设立）的牵头人。但是，

在设立这项任务或工作队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178. 为达成共识，标准委审议了与议程第 8(d)项和议程项目第 8(e)项有关的以下四个选项： 

(a) 选项 1：创建一项新任务和一个相关工作队，修订后的任务说明列于上段。标准委注意

到，日本代表团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志愿与国际局一起担任该工作队（如设立）的牵头人； 

(b) 选项 2：要求日本代表团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起草一份关于改进数据交换程序的经完善的

提案，供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该选项将使创建任务和相关工作队推迟至下届会议； 

(c) 选项 3：创建一个工作队，与日本代表团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协作编拟一份经完善的提

案，供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以及 

(d) 选项 4：要求秘书处向标准委成员发一份通函，旨在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便日本代表团和

沙特阿拉伯代表团能够编拟一份完善后的合并提案提交给委员会下届会议。标准委将在下届会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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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依据该合并提案，审议是否设立新任务和新工作队。将邀请任何感兴趣的标准委成员参与

编拟该通函。 

179. 标准委同意上文第 178 段中的“选项 4”。秘书处随后概述了编拟通函和合并提案的暂定

时间表，其中考虑到了对通函的答复。 

议程第 8(f)项：关于产权组织标准 ST.91实施情况调查问卷草案的提案 

180.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26进行。 

181. 标准委注意到关于调查问卷的提案，以收集关于知识产权局在多大范围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针对哪些知识产权使用和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91的信息。 

182. 标准委批准了文件 CWS/11/26 附件中转录的调查问卷。 

183. 标准委要求秘书处发出通函，邀请成员和观察员参与调查。 

184. 标准委还要求立体工作队在第十二届会议上报告调查结果。 

议程第 8(g)项：关于 2022 年年度技术报告的报告 

185. 讨论依据国际局的演示报告进行。 

186. 标准委注意到演示报告的内容，特别是 2023年参与的局比 2022年多了 6个，提交的年度技术报

告（ATR）多了 9份。秘书处认为简化的年度技术报告格式优化了年度技术报告的提供。 

议程第 9项：技术协作和支持 

议程第 9(a)项：国际局关于根据标准委员会任务规定向工业产权局提供技术咨询和援助开展能力建设

的报告 

187. 讨论依据文件 CWS/11/10进行。 

188. 标准委注意到报告的内容，特别是国际局 2022 年在知识产权标准信息传播方面向知识产权局提

供技术咨询和援助开展能力建设的各项活动。 

189. 标准委注意到国际局就“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局套件：知识产权局通用 ICT解决方案”和“产权组

织全球数据库”所作的演示报告。标准委获悉，“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局套件”是一套完整的工具，可

为知识产权局所有工业产权类型的所有业务运作提供支持，其中纳入了产权组织标准，不明显地帮助

各局实施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注意到全球数据库的数据覆盖范围和功能。国际局请知识产权局为全

球数据库的完整性提供数据，使用户和主管局受益。国际局还鼓励知识产权局按照产权组织标准提供

数据，以提高数据库数据处理的效率。 

190. 标准委注意到，按 2011 年 10 月举行的产权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要求（见文件

WO/GA/40/19 第 190 段），本文件将成为提交给将于 2024 年举行的产权组织大会的相关报告的

基础。 

议程第 9(b)项：开发供主管局使用的通用信通技术解决方案 

191. 讨论依据国际局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的演示报告进行。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26.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ws/zh/cws_11/cws_11_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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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标准委注意到三个关于供各局使用的通用 ICT 解决方案的演示报告的内容。国际局介绍了其在

“共同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和“WIPO Sequence Suite套件”方面为知识产权局提供的解决方案。沙

特阿拉伯代表团介绍了其向公众开放的“新知识产权搜索引擎”。 

议程第 9(c)项：主管局之间的技术合作项目 

193. 讨论依据国际局的演示报告和欧亚专利组织代表的口头报告进行。 

194. 标准委注意到国际局和 API 工作队成员局之间的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开发一个统一的 API 目

录。标准委注意到，该合作项目旨在建立一个目录，为知识产权机构提供的 API 编制索引，试点工作

将于 2024 年上半年结束。标准委还注意到，该项目有一个专门的维基空间，应要求，任何感兴趣的主

管局均可访问。 

195. 欧亚专利组织的代表向标准委通报了该组织的合作技术项目，其中包括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91、开发欧亚知识产权注册簿以及建立一个将利用产权组织各项标准的共同专利平台。 

议程第 10项：主席总结 

196. 编拟并分发了主席总结作为参考。标准委注意到主席总结。 

议程第 11项：会议闭幕 

197. 主席于 2023 年 12月 8日宣布会议闭幕。 

通过会议报告 

198. 本报告由标准委第十一届会议与

会者通过电子论坛通过。 

[后接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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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 DES PARTICIPANTS/LIST OF PARTICIPANTS 

I. ÉTATS MEMBRES/MEMBER STATES 
(dans l’ordre alphabétique des noms français des États)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 names in French) 

ALLEMAGNE/GERMANY 
Thomas PLARRE (Mr.), Examiner, German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DPMA), Munich 
 
Katja BRABEC (Ms.), Senior Advisor, 2.4.3.D -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operation, German Patent and Trade Mark Office (DPMA), Munich 

ARABIE SAOUDITE/SAUDI ARABIA 
Nourah ALAMARI (Ms.), Executive Dire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ablement, Saudi 
Authorit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AIP), Riyadh 
 
Ali ALHARBI (Mr.), Hea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Center, Saudi Authorit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AIP), Riyadh 
 
Omar ALQASEM (Mr.), Hea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Solutions, Saudi Authorit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AIP), Riyadh 
 
Hala ALRAHMH (Ms.), Head, Data Management Office, Saudi Authorit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AIP), Riyadh 

ARMÉNIE/ARMENIA 
Vardan AVETYAN (Mr.), Chief Speciali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Ministry of Economy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Yerevan 

AUSTRALIE/AUSTRALIA 
Michael CRISTIANO (Mr.), General Manager,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IP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Canberra 
 
Mladen MITIC (Mr.), Director, International ICT Cooperation and Initiative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IP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Canberra 
 
Julia PRICE (Ms.), International ICT Cooperation Specialis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IP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Canberra 
 
Ivanka BARISIC (Ms.), International ICT Cooperation Specialist, Innovation & Technology 
Group, IP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Canberra 
 
Zohair HUSSAIN (Mr.), International ICT Delivery Manage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IP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Canb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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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RICHE/AUSTRIA 
Gloria MIRESCU (Ms.), Patent Examiner, Austrian Patent Office, Federal Ministry of Climate 
Action, Environment, Energy, Mobility,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Vienna 

BHOUTAN/BHUTAN 
Karma ZANGMO (Ms.), Seni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r, Department of Media, 
Creative Industr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nistry of Industry, Commerce and Employment 
(MoICE), Thimphu 

BRÉSIL/BRAZIL 
Alexandre CIANCIO (Mr.), General-Coordinator, Patent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Directorate of Patents,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INPI), Ministry of 
Development, Industry, Trade and Services (MDIC), Rio de Janeiro 

BULGARIE/BULGARIA 
Dail DAILOV (Mr.), Junior Expert,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Activities, Patent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Bulgaria, Ministry of Economy, Sofia 
 
Radoslava MLADENOVA (Ms.), Patent Examiner, Directorate Exa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ntions, Utility Models and Industrial Designs, Patent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Bulgaria, 
Ministry of Economy, Sofia 

BURUNDI 
Joadane NCUTI (Mme), conseillère, Département du commerce extérieur, Ministère du 
commerce, du transport, de l'industrie et du tourisme, Bujumbura 

CANADA 
Sudeep ACHARYA (Mr.), Director, Investments and Program Management, 
Canad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CIPO),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 (ISED), Gatineau 
 
Khadar HOSH (Mr.), Data Analyst, Business Improvement Services, Data Dissemination, 
Canad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CIPO),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 (ISED), Gatineau 
 
Derek SPERO (Mr.), Solution Architect, Canad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CIPO),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 (ISED), Ottawa 

CHILI/CHILE 
Octavio Francisco MONTECINOS AMPUERO (Sr.), Subdirector, Tecnologías de la 
Información y Comunicaciones, Subdirección de Tecnologías de la Información y 
Comunicaciones., Instituto Nacional de Propiedad Industrial (INAPI),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Santiago 

CHINE/CHINA 
GUO Botao (Mr.), Deputy Director, Patent Documentation Department,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CNIPA), Beijing 
 
JIN Hanxiao (Ms.), Principal Staff, Automation Department,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CNIPA), Beijing 
 
MA Xiaolei (Ms.), Staf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CNIPA),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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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ÔTE D'IVOIRE 
Manzan Dominique Chantal BES (Mme), cheffe, Service conseil et formation, Office ivoirien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IPI),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et de la promotion du secteur 
privé , Abidjan 

CROATIE/CROATIA 
Saša PIGAC (Mr.), Head, Digital Business and Quality Department,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SIPO)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Zagreb 
 
Vesna JEVTIĆ (Ms.), Senior Advisor-Specialist, Digitalization of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Business Systems, Digital Business and Quality Department,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SIPO)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Zagreb 

CUBA 
Lyan MARSANS CASTELLANOS (Sra.), Jefa, Departamento de Marcas, Oficina Cubana de 
la Propiedad Industrial (OCPI), Ministerio de Ciencia, Tecnología y Medio Ambiente, La 
Habana 

DANEMARK/DENMARK 
Martin Scheil CORNELIUSSEN (Mr.), Hea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Data, 
Danish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Ministry of Industry, Business and Financial Affairs, 
Taastrup 

ESPAGNE/SPAIN 
Maria Rosa CARRERAS (Sra.), Jefe de Área, Divulgación d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Madrid 

ETATS-UNIS D'AMÉRIQU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lson YANG (Mr.), Senior Advisor, Direc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Cooperation,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Arti SHAH (Ms.), Program Manage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Cooperation,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Li WANG (Ms.), Director, Office of th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Enterprise Data Architecture 
Division,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Virginia HO (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st, Office of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Kathleen KALAFUS (Ms.), Technical Specialis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Narith TITH (M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st,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Tyle AUDUONG (Ms.), Director, Data Quality,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Alicia ANTOINE (Ms.), Business Analyst,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lexand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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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ÉDÉRATION DE RUSSIE/RUSSIAN FEDERATION 
Vladislav MAMONTOV (Mr.), Hea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Federal Serv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SPATENT), Moscow 
 
Victoria GALKOVSKAYA (Ms.), Deputy Head, Federal Serv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SPATENT), Moscow 
 
Ilya KONONENKO (Mr.), Deputy Head, Office of the Director, Feder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FIPS), Federal Serv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SPATENT), Moscow 
 
Olga FEDOSEEVA (Ms.), Deputy Head, Division for Information Search System Design, 
Center for Design,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pplied Information Systems, 
Feder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FIPS), Federal Serv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SPATENT), Moscow 
 
Valeriya MAKSIMOVA (Ms.), Senior Patent Researcher, Feder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FIPS), Federal Serv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SPATENT), Moscow 
 
Olga TIURINA (Ms.), Senior Patent Researcher, Feder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FIPS), Federal Serv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SPATENT), Moscow 

FINLANDE/FINLAND 
Jouko BERNDTSON (Mr.), Senior Patent Examiner, Finnish Patent and Registration 
Office (PRH),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Employment, Helsinki 

FRANCE 
Sylvie MERESSE (Mme), chargée de diffusion des données dessins et modèles, et 
indications géographiques, Direction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et entreprises, Courbevoie   

GAMBIE (LA)/GAMBIA (THE) 
Alieu JABANG (Mr.), Senior Legal Clerk, IPAS Administrator,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Ministry of Justice, Banjul 

GÉORGIE/GEORGIA 
Nino JINTCHARADZE (Ms.), Main Spec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rotocol Division,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er (SAKPATENTI), Tbilisi 

INDONÉSIE/INDONESIA 
Dede Mia YUSANTI (Ms.),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Novi MIRAWANTY (Ms.), Sub Coordinat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nning and 
Standardization, Directora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Aditia RATNA (Ms.), Application Head, Directora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Ridho DWINANDA (Mr.), Application Systems and Computer Network Analyst, Directora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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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s ERSITA (Ms.),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Nugroho Irawan FEBIANTO (Mr.), Application Systems and Computer Network Analys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Erwin Andriawan Putra GONTI (M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alyst, Secretaria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 
o 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Mohammad IRVAN (M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alys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Depok 
 
Masnin MASNIN (Ms.),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Sonya PAU ADU (Ms.),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Des Maharani PRASETYADEWI (Ms.),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Setyo PURWANTORO (Mr.),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Muly Malem Karina Alasen SEMBIRING (Ms.),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Benedictus Benny SETIAWAN (Mr.),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Tri WAHYUNI (Ms.), Member of Deleg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GIP), Ministry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Jakarta 

IRAN (RÉPUBLIQUE ISLAMIQUE D’)/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Zakieh TAGHI ZADEH PIRPOSHTEH (Ms.),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ITALIE/ITALY 
Lino FANELLA (M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Italian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IBM), Ministry of enterprises and Made in Italy, Rome 

JAPON/JAPAN 
HARA Kazuhide (Mr.), Deputy Director, Patent Information Policy Planning Office, Japan 
Patent Office (JPO),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Tokyo 
 
NIBOSHI Yosui (Mr.), Assistant Direct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Planning Office, 
Japan Patent Office (JPO),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Tokyo 
 
SAKAGUCHI Takeshi (Mr.), Deputy Director, Patent Information Policy Planning Office, 
Japan Patent Office (JPO),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Tokyo 
 
IIHOSHI Junya (Mr.), Deputy Direct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Planning Office, Japan 
Patent Office (JPO),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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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I Takuya (Mr.),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KAZAKHSTAN 
Saltanat AZHIBEKKYZY (Ms.), Chief Specialist, Patent Information and Automation of 
Examination Stages Divis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stana 

KENYA 
Sammy Ziro LEWA (Mr.), Patent Examiner, Pharmaceuticals, Patent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vestments, Trade and Industry, Nairobi 

LIBAN/LEBANON 
Carla WEHBE (Ms.), Senior Patent Examiner, Off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rectorate General of Economy and Trade,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Trade, Beirut 
 
Hazan Abdel SAMAD, First Secretary, Geneva 

LITUANIE/LITHUANIA 
Deimante IVINSKIENE (Ms.), Head, Applications Receiving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Division, State Patent Bureau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Vilnius 

MAROC/MOROCCO 
Imane LEMTIRI CHELIEH (Mme), cheffe, Service Datalab, Plateformes digitales et data, 
Office marocain de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 (OMPIC), Casablanca 

MEXIQUE/MEXICO 
Jessica SÁNCHEZ VÁZQUEZ (Sra.), Coordinadora, Departamental de Desarrollo de 
Sistema de Patentes, Dirección Divisional de Sistemas y Tecnología de la Información, 
Instituto Mexicano de la Propiedad Industrial (IMPI), Ciudad de México 
 
María del Pilar ESCOBAR BAUTISTA (Sra.), Consejera, Misión Permanente, Ginebra 
 
Itzel FERNÁNDEZ PANDO (Sra.), Asesor, Misión Permanente, Ginebra 

NORVÈGE/NORWAY 
Magne LANGSAETER (M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roduct Owner, 
Digital Services, Norwegian Industrial Property Office (NIPO), Oslo 
 
Jens Petter SOLLIE (Mr.), Business Architect, Digital Services, Norwegian Industrial 
Property Office (NIPO), Vestby 

PÉROU/PERU 
Lourdes LÓPEZ RENGIFO (Sra.), Especialista, División de Patentes, Instituto Nacional de 
Defensa de la Competencia y de la Protección d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INDECOPI), 
Presidencia del Consejo de Ministros (PCM), Lima 

PORTUGAL 
Luís ENGROSSA (Mr.), Member of the Board, Directive Council, Portugu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INPI), Ministry of Justice, Lis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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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PUBLIQUE DE CORÉE/REPUBLIC OF KOREA 
LEE Jumi (Ms.), Deputy Director, Industrial Property Information Policy Division,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KIPO), Daejeon 
 
KIM Hui (Mr.), Researcher, Deliberation and Industry Research Team, Korea Copyright 
Commission, Republic of Korea, Jinju 
 
CHOI Sangwon (Mr.), Deputy Director, Industrial Property Information Policy Division,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KIPO), Daejeon 
 
HYUN Seung Woo (Mr.), Deputy Director, Industri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ystem Division,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KIPO), Daejeon 
 
KIM Seonghun (Mr.), Assistant Director, Industrial Property Data Management Division,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KIPO), Daejeon 
 
KIM Soojin (Ms.) Deputy Director, Cultural Trade and Cooperation Division, Copyright 
Bureau,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Republic of Korea, Sejong  
 
LEE Jintae (Mr.), Director, Deliberation and Industry Research Team, Korea Copyright 
Commission, Republic of Korea, Jinju 
 
KIM Sojeong (Ms.), Policy Specialist, Cultural Trade and Cooperation Division, Copyright 
Bureau,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Republic of Korea, Sejong  
 
LEE Jinyong (Mr.),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RÉPUBLIQUE DE MOLDOVA/REPUBLIC OF MOLDOVA 
Nicolae DIMOV (Mr.), Lead Specialis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Division, State Agenc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EPI), Chișinău 
 
Olga CICINOVA (Ms.), Head, Workflow Division, Patents Department, State Agenc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EPI), Chișinău 

RÉPUBLIQUE TCHÈQUE/CZECH REPUBLIC 
Jakub JUZL (Mr.), System Analyst, Pat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Industri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Czech Republic, Prague 

ROYAUME-UNI/UNITED KINGDOM 
Peter SLATER (Mr.), Chief Data Officer, Digital Data and Technology (DD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PO), Newport 
 
Lauren JOHNSON (Miss), Data Steward, Digital Data and Technology (DD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PO), Newport 

SAMOA 
Holton FAASAU (Mr.), Deputy Registrar, Registry of Compan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RCIP), 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Labour (MCIL), A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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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UR/SINGAPORE 
Andrew AU (Mr.), Senior Trade Mark Examin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Singapore 
 
Rouxin LAI (Ms.), Digital Business Analyst, IT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Singapore 
 
Ying Jie NG (Mr.), Trade Mark Examiner, Registry of Trade Mark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Singapore 
 
Sreeja S (Ms.), Assistant Director, Registries of Patent, Designs and Plant Variet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Singapore 

SLOVAQUIE/SLOVAKIA 
Katarina DOVALOVA (Ms.), Patent Information Exper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perations, 
Industri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Slovak Republic, Banská Bystrica 

SUÈDE/SWEDEN 
Åsa VIKEN (Ms.), Process Owner, Patent Department, Swed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PRV), Stockholm 
 
Anders SVENSSON (Mr.), Process Owner, Design and Trademark Department, 
Swed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PRV), Söderhamn 

SUISSE/SWITZERLAND 
Mirko GALLI (M.), chef, Développement des services et innovation, Services de technologie 
et d’infrastructure, Institut fédéral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IPI), Berne  
 
Kilian AELLEN (M.), ingénieur senior, Exigences,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TIC)Services de technologie et d’infrastructure, Institut fédéral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IPI), Berne 

THAÏLANDE/THAILAND 
Peerathai PISANTHAMMANONT (Ms.), Computer Technical Officer, Professional Level, 
Depart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P), Ministry of Commerce, Nonthaburi 

UKRAINE 
Davyd BLBULIAN (M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fessional, Patent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Unit,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uthority, Ukrainian 
National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s (UANIPIO), Ministry of Economy of 
Ukraine, Kyiv 
 
Halyna DOBRYNINA (Ms.), Deputy Head, Patent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Unit,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uthority, Ukrainian National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s (UANIPIO), Ministry of Economy of Ukraine, Kyiv 
 
Nadiia KOLOMIIETS (Ms.), First Catego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fessional, 
Patent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Unit,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uthority, Ukrainian National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s (UANIPIO), 
Ministry of Economy of Ukraine, Kyiv 
 
Andrii ZOZULIUK (Mr.), He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uthority, Ukrainian National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s 
(UANIPIO), Ministry of Economy of Ukraine, Ky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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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ORGANISATIONS INTERGOUVERNEMENTALES/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GANISATION AFRICAIN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API)/AF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OAPI)  
Ayouba IDI (M.), examinateur, Brevets, Direction des brevets et autres créations techniques, 
Yaoundé 

ORGANISATION EURASIENNE DES BREVETS (OEAB)/EURASIAN PATENT 
ORGANIZATION (EAPO)  
Andrey AGEENKO (Mr.), Head, Cyber Security Division, Moscow 
 
Andrey SEKRETOV (Mr.), Head, Division of Integration Solution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Moscow 
 
Denis ZASTAVNYI (Mr.), Head,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Moscow 

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DES BREVETS (OEB)/EUROPEAN PATENT 
ORGANISATION (EPO)  
 
Clara BOIANGIU (Ms.), Patent Examiner, Biotechnology, The Hague 
 
Theodor PALEOLOG, Head, Tools, Back Office Department, Rijswijk 
 
Fernando FERREIRA (Mr.), Administrator,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ck Office, 
Rijswijk 
 
Roland NELSON (Mr.), Head,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The Hague 
 
Monika NEUMANN (Ms.), Legal Expert, Directorate Patent Law and Processes, Munich 
 
Leslie RIPAUD (Ms.), Patent Examiner, SEQL Expert, DG1 Biotechnology, Munich 
 
Vesna VAJSBAHER (Ms.), Patent Data Specialist, Data Services in Patent Intelligence, 
Vienna 
  



CWS/11/28 

附件一 

第10页 

 
UNION EUROPÉENNE (UE)/EUROPEAN UNION (EU)  
Pamela LÓPEZ VEIGA (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lutions Archite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partment, Alicante 
 
Lorenzino VACCARI (M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partment, Alicante 
 
Raymond KLAASSEN (Mr.), Head, Architecture and Develop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partment, Alicante 
 
Carlos LUNA (M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s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partment, 
Alicante 
 
Erjola MURATAJ (Ms.), Project Manager, Tools, Institutional and Cooperation 
Department (ICD), Alicante 
 
Miguel OLIVARES SEMPERE (M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operation Specialist, Tools, 
Institutional and Cooperation Department (ICD), Alicante 

UN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BTENTIONS VÉGÉTALES 
(UPOV)/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  
Hend MADHOUR (Ms.), Hea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eneva 
 

III.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es étudiants en droit (ELSA International)/European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 (ELSA International)  
Amelia Rose PATRICK (Ms.), Head of Delegation, Brussels 
Tarik ÇIMEN (Mr.), Delegate, Brussels 
Tamrin DARBAKOV (Mr.), Delegate, Brussel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AIPPI)/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IPPI)  
Catherine BONNER (Ms.), Patent Attorney, Chair, Standing Committee on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Southampton 
Milton Lucido LEA BARCELLOS, Member, Porto Allegre 

Confederacy of Patent Information User Groups (CEPIUG)  
Guido MORADEI (Mr.), Deleg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PO) Relations, Varese 
Domenico GOLZIO (Mr.), Delegate, Italian Section (AIDB), Wassenaar 

Groupe de documentation sur les brevets (PDG)/Patent Documentation Group (PDG)  
Nicholas COLE (Mr.), Senior Information Scientist, Legal Department, Hounslow 
Arndt MECKE (Mr.), Patent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WG IMPACT, Munich 
Cinda HARROLD (Ms.), Manage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AS, Content Operations, 
Columbus 
Benjamin LANSBURY (Mr.), Senior Product Manager, Cont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London 
Maike HOUTROUW (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alyst, Eindhoven 

MALOCA Internationale  
Leonardo RODRĺGUEZ PEREZ (Mr.), Indigenous Affairs,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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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re Suprême des Ancêtres (OSA)  
Raphaella AYINA (Mme), représentante suppléante auprès l'ONUG, Secrétariat général, 
Montréal 

IV. BUREAU/OFFICERS 
 
Présidente/Chair    Åsa VIKEN (Mme/Ms.) (Suède/Sweden) 
 
Vice-présidents/Vice-Chairs: Nourah ALAMARI (Mme/Ms.) (Arabie 

Saoudite/Saudi Arabia) 

Secrétaire/Secretary: Young-Woo YUN (M./Mr.) (OMPI/WIPO) 

V.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MPI)/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Ken-Ichiro NATSUME (M./Mr.), sous-directeur général, Secteur de de l’infrastructure et des 
plateformes/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Sector 

Kunihiko FUSHIMI (M./Mr.), directeur, Division des classific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s 
normes, Secteur de de l’infrastructure et des plateformes/Director,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Division,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Sector 
 
Young-Woo YUN (M./Mr.), chef, Section des normes, Division des classific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s normes, Secteur de de l’infrastructure et des plateformes/Head, 
Standards Secti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Division,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Sector 
 
Yongwoong KIM (M./Mr.), administrateur principal de programme, Bureau du sous-directeur 
général (SIP), Secteur de l’infrastructure et des plateformes/Senior Program Officer,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IPS),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Sector  
 
Emma FRANCIS (Mme/Ms.), spécialiste des données de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de la 
Section des normes, Division des classific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s normes, Secteur de 
de l’infrastructure et des plateformes/Intellectual Property Data Expert, Standards Secti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Division,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Sector 
 
Caroline SCHLESSINGER (Mme/Ms.), secrétaire II, Division des classific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s normes, Secteur de de l’infrastructure et des plateformes/Secretary II,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Division,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Sector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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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本届会议上终止的任务： 

第 38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36 进行不断修订和更新。 

第 39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66 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 

第 42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86 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 

第 57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88 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 

(b) 本届会议设立但工作尚未开始的任务： 

第 66 号任务： 基于可用资源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或培训，鼓励知识产权局提供符

合产权组织标准 ST.37的专利权威文档。 

(c) 在本届会议上修订的任务： 

第 41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36、ST.66、ST.86和 ST.96 进行必要的修

订和更新；并支持这些标准的实施。 

第 44 号任务： 基于可用资源为国际局提供支持，测试新版本和提供用户对 WIPO 

Sequence套件的反馈意见；为产权组织标准 ST.26 编写要的修订。 

第 50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信息与文献手册》第七部分公布的调查

进行必要的维护和更新。 

第 52 号任务： 为更新《产权组织手册》第 6.1 部分“知识产权局网站最低限度内

容的建议”编写一份提案。 

第 55 号任务： 就旨在实现知识产权文献中名称标准化的未来行动编写提案，以期

制定一项产权组织标准，帮助知识产权局更好地从源头确保名称的

质量。 

第 58 号任务： 根据标准委成员就拟议的关于信通技术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 10

项建议提出的反馈意见，编写一份关于一套建议的最终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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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号任务： 着眼于电子申请和知识产权文献的公布和交换，审查为纸质或图像

格式通信而制定的产权组织标准，在必要时提出对这些标准的修订

或提出新建议；编写一份关于 DOCX到 XML（DOCX2XML）转换器通用

要求规范建议的提案。 

(d) 有待开展工作的任务： 

第 47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27、ST.87和 ST.61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

新；编写支持材料以协助这些标准在知识产权界的使用；并支持

XML4IP工作队开发用于法律状态事件数据的 XML组件。 

第 56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90 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支持国际局制

定各局所提供 API的统一目录；支持国际局推广和实施产权组织标

准 ST.90。 

第 59 号任务： 探讨在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处理有关知识产权对象及其使用信息的

过程中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可能性；收集知识产权局使用和体验区块

链的发展动态信息，评估区块链的现行行业标准，并考虑对知识产

权局的价值和适用性；开发在知识产权领域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参考

模型，包括指导原则、通行做法和术语使用，以作为支持合作、联

合项目和概念验证的框架；以及为支持可能在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内

应用的区块链技术编写新的产权组织标准提案。 

第 63 号任务： 基于产权组织的 XML 标准，为电子公布开发 XML数据的可视表现形

式。 

第 65 号任务： 就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优先权文件和经证明副本电子交换

用数据包格式的建议编写提案。 

(e) 确保对产权组织各项标准加以持续维护的任务： 

第 61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91 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包括检索立体

模型和立体图像的方法。 

第 64 号任务： 确保对产权组织标准 ST.97 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 

(f) 持续性活动和/或通报性任务： 

第 18 号任务： 根据五大知识产权局（五局）、五大商标局（商标五方）、工业品

外观设计五局合作论坛（ID5）、ISO、IEC等机构和其他知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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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制定机构所计划的项目，确认与机器可读数据交换有关的标

准化领域。 

第 24 号任务： 收集并公布关于标准委成员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信息活动

（ATR/PI、ATR/TM和 ATR/ID）的年度技术报告（ATR）。 

第 33 号任务： 产权组织标准的不断修订。 

第 33/3号任务： 产权组织标准 ST.3的不断修订。 

(g) 工作处于搁置状态的任务： 

第 43号任务： 制定有关段落编号、长段落和专利文献一致化处理的准则，供各工

业产权局执行。 

第 60 号任务： 编写一份关于下述事项的提案：为文字商标和图形商标的 INID代

码编码，拆分 INID代码（551），以及组合商标可能的 INID代码

。 

[附件二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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