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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格考试，完全没有理由通不过嘛，大考小考高考，撒没见过。 

发表者：王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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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本情况 

博派 ID 思博 ID QQ 专利法 相关法 实务 通过时间 

富贵鼠 富贵鼠 
富贵鼠

1193406642 
120+ 75+ 110+ 2009年 

博派论坛网址：http://www.biopatent.cn/bbs/ 

思博论坛网址：http://www.mysipo.com/ 

QQ 群：164623304 

自序前言 

本人有幸复习 4 个月一次通过专代考试，与各位同行考友分享经验，希望

大家也一次过掉算了，一鼓作气。去年发过一个经验谈，现在结合 2010 考题更

新一下，完善一下，精神还是一致的。 

经验谈，辅导班都仅能锦上添花而已，考试关键在于自己，其他都是水中

花，镜中月。不付出时间与精力，就希望老天显灵擦边而过吧哈哈！ 

关于报名资格、交费、考试程序、考试题型、考试大纲等问题就不要问我

啦，这种问题也好意思拿出来问吗？即使你是新人呵呵，小心被人鄙视噢。 

很多朋友不管大考、小考、高考都一次通过，初次接触这个却有点郁闷，

为何呢？我将娓娓道来…… 

偶然听说 nichole 考友去年参考我的经验也一次性高分通过（310 多），甚

感欣慰…… 

 

郑重申明 

1、仅个人经验而已，如果觉得不错则参考，觉得垃圾则舍弃呵呵。 

2、本人理工科出身，毫无法律背景，因此可能对学法律的朋友不大适用。 

3、保留著作权，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未经本人允许不得转载（去年的经验谈也不

知道怎么被好心的同志转载到百度文库、盘古网上去了，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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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书目汇总 

 
备注参考： 

1、 个人觉得上述资料对于通过代理人考试绰绰有余，无需再看其他

资料了。书目最好能自己买，习惯电子书的也可以到论坛下载呵呵(博

派或者思博结合下载)，个人学习不侵犯著作权嘛…… 

2、 市场上还有不少其他资料，有些我估计专代考试真题都没见过就

出书了，很是影响复习质量。当然，如果有专代经验的同行，多看点

资料也无所谓，只要分辨能力够强就行，能够判断资料的好坏本身也

是对知识的加深。 

3、 保证每天 2 小时以上的复习时间。如果这个都无法保证，那就祈

祷通过吧…… 

4、 自己归纳总结十分重要，归类的过程就是加深巩固梳理的过程，

我给出我总结的思路供大家参考，具体总结事宜就自己动手了，很负

责地告知，我总结的那些现成的东西都删除掉了，所以不要向我索要

资料噢…… 

序号 书名 说明 

1 

专代考试指南              

（含审查指南、专利法

及细则） 

这个还是买一本，法条都弄全了，省得到处找麻烦。 

3 
专代历年真题解析（客

观题）-杨立 

答案比较靠谱，分析比较靠谱，多研究研究，自己分析答

案 

4 
相关法同步练习-冯晓

青 
里面的习题可以拿来熟悉相关法，剩下的不用看 

5 
06至 10年实务真题-

条法司 
看真题如何布局的，弄到 06、08 的评分标准 

6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文件撰写案例剖

析-吴官乐 

脑中需牢记 3个以上例子，达到下笔可以很顺畅地写出权

利要求书的程度 

7 培训录音 
录音通常能加深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如吴官乐、王智勇、

何岳峰等的录音 

8 代理实务-吴官乐 
通读两遍，了解申请文件撰写、答复审查意见、复审、无

效的格式 

9 自己归纳总结 别人的总归是别人的，自己总结的资料是最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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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时间计划建议 

复习内容 
时间 

安排 
主要复习内容 说明 

专利法律知识 

7 月 

做 2010年真题，找找感觉 

我第一次做专利法律知识真题，得分

60左右，总是少选或者多远一个，

估计你也会和我差不多 

熟悉专利法、专利实施细则 
对于毫无基础的需要逐条阅读法条，

一遍不行多来几遍 

8 月 狂攻审查指南 

考试70%以上的答案都可以从审查指

南中找到，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这个

月就踏实读它吧 

9 月 

做 06-10年真题 
此时做题需要一气呵成从 1到 100

题，做完后自己寻找答案 

对真题出现的知识点在考试

指南相应位置进行标记 

你会发现，其实历年的知识点大同小

异，必考的知识点特别特别的多 

10 月 

回过头来看审查指南 
此时需要顺带看看考试指南里的众

多规定，熟悉有印象即可 

结合杨立真题分知识点复习 
知识点到底懂没，看完一个知识点做

做真题，看能做对的比例 

相关法律知识 

7 月 做 2010年真题，找找感觉 

我第一次做相关法律知识真题，得分

20分左右，那简直是错得一谈糊涂，

连着 20个都不见对的，好不容易对

了还是民法常识猜的 

8 月 

熟悉重要法律：民法、合同法、

民诉法、行诉法&复议法、商

标法、著作权法 

硬着头皮看吧，第一遍会很痛苦。70%

以上的考题都在这几个法律当中啦 

做 06-10年真题 
此时做题需要一气呵成从 1到 100

题，做完后自己寻找答案 

9 月 

  

对真题出现的知识点在考试

指南相应位置进行标记 

你会发现，其实历年的知识点大同小

异，必考的知识点特别特别的多 

结合杨立真题分知识点复习 
一个法律到底懂没，看完一个法律做

做真题，看能做对的比例 

10 月 做相关法的练习题，加深印象 
此时需要顺带看看考试指南里的众

多法律法规，熟悉有印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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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 

7 月 

2010年真题，找找感觉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如

何做，因为我当初没什么专代经验，

听都没通过答复审查指南，专利无效

神马的 

看吴官乐的撰写书籍，动笔练

习 

自己写跟看懂是两回事，特别是做涉

外以没有撰写过的朋友，一定要动笔

噢 

  

8 月 

看代理实务 
熟悉权利要求撰写、答复、无效的格

式及原因 

做 06-10年真题 
边做边练边记格式和套话，以免考试

中格式和套话还得琢磨半天 

9 月 
多找几个例子练习，可用吴吴

官乐撰写书里的现成例子 

如果正在从事代理工作，将每一个撰

写案子当做练习题做，严格要求，不

要计较时间和提成 

10 月 查漏补缺 
无效理由、答复的法律依据、创造性

三步法是否烂熟于胸 

 

备注参考： 

1、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要死脑筋照搬，根据个人情况动态调 整，

比如 2010 年考试的有经验的，很多步骤都可以省略啦。 

2、时间分得比较粗，实质把上面提到的主要复习内容进行完毕就行

啦！ 

3、活用真题，用真题检验每个知识点是否真懂了？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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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律知识复习 

2009 年试题分布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搞懂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专利法律知识就肯

定过掉了。如果有心多考点分，那就将 06-10 年的都按照上表统计，审查指南可

以进一步细化，比如按照审查指南的章节统计，进一步明确重点。 

为了便于复习，也可以用考试大纲上的知识点进行统计，感觉掌握此知识

点了，那就找到相应知识点做一把看看准确率。杨立的真题是这么做的，可以

偷懒省略此步骤。 

 

一、专利法及实施细则复习 

     以法条为主线复习，阅读法条后标注简化每个法条都是干什么的，其实质

内容是神马，并且联想映射到审查指南相应地方。示例如下： 

 

 

 

试题出处 题号 

 

审查指南 

2 4 5 6 7 9 12 13 14 17 18 19 20 21 23 

70

道

题 

24 26 27 29 32 33 34 35 36 37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2 53 54 55 59 61 62 63 64 65 

66 68 69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7 88 89 90 91 93 96 98 99 
     

法，细则 10 15 22 31 51 60 71 86 67 94 95 97 100 
  

13

道

题 

代理条

例，办法 
11 16 72 

            
17

道

题 

其它 3 8 25 70 28 38 40 56 58 30 57 92 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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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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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法条阅读（示例） 

 

 

 

 

 

 

 

 

 

 

 

 

 

 

 

 

 

 

 

 

 

 

 

 

 

   

备注参考： 

1、专利法和实施细则其他内容参考进行，如果能够做到心里有数也可

以不用列出此表，实质上达到这种效果即可。 

2、法条复习过程中最好结合审查指南看，会理解的更透彻。 

3、专利法详解那本书对于考试来讲实际价值不大，如果辨别力不强少

看，看夜只看修改后的，省去修改前和修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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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查指南复习 

 

部分 章节 说明 

第一部分 

第一至二章 重点看，每年必考 

第三章 大致看一下，根据常识做题，错了拉到 

第四章 舍弃不看。最多考一个题，根据常识做，错了拉到 

第二部分 

第一章 重点看，特别是例子，必考 

第二至六章 重点看，每年都考，包括卷三 

第七章 舍弃不看。几乎不考，专利的 IPC 分类总结一个小例子即可 

第八章 重点看，考得特别多 

第九章 飘过，看里面的几个例子能判断即可 

第十章 舍弃不看。 

第三部分 
第一章 

外事内办，有时间看一下，没时间拉到 
第二章 

第四部分 第一至八章 
重点仔细地看，每年必考，特别是卷三涉及，估计今年得弄个

无效考考 

第五部分 

第一章至七

章，第九至第

十一章 

都需要普通看一遍，知识点比较杂，无法偷懒 

第八章 舍弃不看，最多考一题，猜吧，错了拉到 

 

备注参考： 

1、审查指南是个大头，怎么看怎么熟悉都不为过。光看不行，得结

合例子做题。刚开始你会发现怎么做怎么错，不是这里漏掉就是那里

忘了，这个很正常啦！我当时卷一从来都是过不了 70 分的呵呵。 

2、看审查指南的时候脑袋里想着就是你自己在申请专利，该怎么办，

怎么走，这个专利的申请关系你将来一辈子的钱途，我就不相信重视

不起来，比如申请人怎么写，发明人怎么写，怎么缴费，会有哪些官

方通知书，如何应对等等，顺下来就是一部审查指南噢。 

3、看的过程中有的需要理解透彻，有的需要大概记忆，有的需要直

接放弃，根据个人情况吧。舍不得放弃？？想想每年 240 分都达不到，

是不是因为不敢战略性地放弃一些呢？ 

4、真题需要做多遍，多角度，是否应该搞个错题记录呢？比如用修

订模式进行，注明错误原因，再做再对答案看看，我当初做的时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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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能得 150 分呢 

 

三、独立知识点复习 

 

独立知识点举例 

知识点 说明 

IPC分类 
记住 A,B,C,D,E,F,G,H 是什么。 

一个例子搞定部，大类 ，小类，大组，小组，如 H04Q7/00  

国家代码 汇总 1/3 页纸即可 

代理条例 当老板需要满足，当代理人需要满足，惩罚什么的，当做常识就记住了 

减缓办法 
中国人都喜欢费用减缓，所以弄半篇纸搞定，当代理人也用得着，替客户省钱

啊 

PCT国际阶

段 
找现成的时间点线段图，一个图吃饭坐公交瞄两眼 

„„ 上面几个点加起来就 10多分了，可以说考前突击看看就 OK，何乐而不为？ 

 

备注参考： 

1、独立知识点往往较混乱，如果时间不多，对于偏的难搞的就舍弃

掉拉，不要心疼。 

2、对于类似上面列举的突击看几眼就搞定的，那就一定要搞定了，

这种类似于送分，你不要那只能说明你笨了哈哈。这些简单的独立知

识点不用刻意去复习，弄几篇纸搞到一起，考前翻翻，或者考前上厕

所拿出来看看都行。10 好几分呢，我考试的时候先找到这些做了再做

其他的，遗憾的是还是把德国的国家代码搞错了，遗憾（不过其他的

独立知识点都轻松到手，也就正式答题前的那几分钟而已）。 

 

 

专利法律知识复习总结语： 

     如果说前两卷得难点那几乎没在专利法律知识上，只要稍微用点心卷一

100 分是几乎很轻松的，都不用怎么费力。 

     真题的研究一定要形成自己的方法，揣摩出题人的意思，有些题目几乎不

用看题直接看答案就能选出来！知识点触类旁通的功力一定要有，篇幅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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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不针对具体的题目展开了。 

     我在想，要是卷一从 1 至 100 题我跟你面对面梳理一遍，你想不过都难哈

哈哈，吹个牛继续看相关法复习…… 

相关法律知识复习 

2008 年考题相关法分布 

法律 

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民法 1 15 19 26 32 36 40 43 47 49 62 74 75 80 

合同 2 9 13 16 22 29 50 57 59 60 64 65 73   

民讼 4 37 39 48 52 55 67 70 76 79 81 86 93   

复议 21 31 35 42 78 85 89 100             

行讼 3 7 11 14 18 24 27 38 45 87 92 95 98   

商标 6 17 23 28 58 61 83 88 90 97         

著作 5 12 30 41 44 63 69 71 77           

TRIPS 8 46 54 72 91                   

巴黎 20 33 99                       

新品种 10 82                         

布图 66 96                         

其它 25 34 51 53 56 68 84 94             

  

海

关 

不

正

当 

国

赔 

计

软 

海

关 

担

保 

展

会 

刑

法             

 

  

代表第一次做错误的

试题。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初我做的时候也是错得一塌糊涂，信心全无。由于根

本没有学过法律，也打心眼里讨厌法律，所以当初我给自己相关法的目标定位

就是 50 分。你需要做的就是就将 06-10 年的都按照上表统计，供复习妙用。 

司考历年真题中与专利有关的合同法、民法、民诉法、刑诉法、复议法、

商标法、著作权法等题目剔除来供复习使用。 

法律人士除外，大可不必费心，卷二难度比司考差远了，法律少多了啊哈

哈，本部分可以跳过。 

如果再伸手管我要现成的资料的，气死了！！都删除了嘛没有了。 

 

一、重点法律复习 

     1、上面那个表就能知道哪些是重点了吧？你说你不清楚那实在是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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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看法条行不行？不行。哪怕你参加了辅导班。卷二考得大部分都是

法条可以直接确认答案的，而且大多数的答案还在上下几十行。不看法条是不

行的，培训那就是个心理安慰而已，可能初步明白一些法律脉络，用处不大。 

     3、如何看法条，看了到底懂没？用上面的表格，把 06-10 年的该法的题做

一把，能对大部分说明懂了。真题变换下也能做对，那确实懂了。否则看 100

遍也是没懂。 

     4、复习之前做一遍，找找看感觉。复习得觉得行了做一遍，检验一下是

否确实懂了。 

     5、为了防止真题不经意间记住答案，拿来司考相关题目再做一遍，检验

一下是否真的懂了。 

      6、做错的除了看解析外，尝试自己去找答案，次数多了你都知道答案在

什么地方了，法律里、条例里还是司法解释里？一部法的大体内容几乎就懂掉

了。 

 

 

二、TRIPS 和巴黎公约复习 

     这两个东西就不要去看原文了，看你也看不明白，虽然是中文写的。这两

个加起来通常考 10 多分，以前给大家推荐了个 PPT，论坛有下载，搞下来复习

那个 PPT 足够了。虽然 PPT 是 07 年的，但基本没改什么东西，即使改了果汁

局也没那么快反应过来哈哈。退一万步讲改了的错了就舍弃了，不要多花时间

在这个上面。 

 

三、其他法律复习 

      其中，布图设计、动植物新品种、计算机软件跟前面的重点法律脉络都

是一致的，所在不行就按对应重点法律的思路做呗，错了拉到。 

      其他的边角法律过一遍法条和条例，看看真题相关的知识点，你会发现

几乎考的就那么点简单的东西，完全丢掉不看可惜了。因为考得简单啊！ 

 

四、做题 

      我个人觉得相关法心里总是虚的，完全没有底，怎么办呢？多做点题。

遗憾的是市场上的题又比较少，唯一有题的就是相关法同步练习那本书啦。实

在是没办法，硬着头皮将习题做一遍吧，加深印象。 

     当初我做的时候就自己剔除很多试题，因为我判断肯定不会考。有些即使

做错了也完全不要紧，因为不是专代要考的。如何判断会不会考，研究真题就

明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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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能将同步练习中的题目筛选剔除，那我觉得考试 60 分问题是不

大了哈哈。 

 

专利法律知识复习总结语： 

     没有法律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难点，懂得也一知半解，60 分不行我

把目标定为 50 分总行了吧哈哈！ 

     法律我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仅仅为了应付考试而已，现在也几乎忘

光具体的法律啦。 

     参照着干吧，最后我还 70 多分呢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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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实务复习 

 
专利实务的最高境界是：不看材料直接看题，确定答案的方向。 

先看例子，再将方法思路。 

红色标注部分为读题思路。 

 

以 2010 年真题为例： 

 

第一步、看题： 

第一题（70 分）：请根据上述交底材料（附件 1）、客户提供的现有技术（附件 2）

及你检索到的对比文件（附件 3）为客户撰写一份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

具体要求如下： 

1. 独权（选出区别技术特征，附件 2 或附件 3 必然为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其与本独权一定有多个共同技术特征，共同部分一定要写在前序部分） 

2. 从权（尽量多写几个从权，多赚点分） 

3. 如果所撰写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包含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

求，请简述这些独立权利要求能够合案申请的理由（作为实务考试，分数

150 分太多，显然答案必然会有两项独立权利要求，而且一定有单一性并论

述，不然咋给分呢？出题人告诉你一定要写两个以上的权利要求，并且他

们之间一定有单一性）；如果认为该申请的一部分内容应当通过一份或者多

份申请分别提出，则应当进行相应的说明，并撰写出独立权利要求（显然

有部分内容需要分案提出，并且具有创造性，该部分内容一定与大部分内

容格格不入）。 

第二题（60 分）：简述审查指南中关于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需要考虑的因素（送

分题，最接近现有技术先看技术领域是否相同，再看相同的技术特征最多）；确

定附件 2、附件 3 中哪一篇是本申请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先看技术领域是否相同，

再看相同的技术特征是否最多，出题人告诉你附件 2 或附件 3 必然有一篇是最

接近的对比文件，附件 1 中与附件 2 或附件 3 毫无关系的内容必然是分案的对

象）；说明所撰写的权利要求相对于现有技术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由（经典

三步法，历年必考，需要小心是发明还是实用新型，因为创造性标准不同，措

辞时要注意“突出的”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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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20 分，这么点分应该属于边缘考点，如果时间不多，就随便写写得了）：

随后，该客户又向你所在的代理机构致函（附件 4）并附对比文件（附件 5），

希望对“电热器的合金材料”单独提出专利申请，请你根据客户提交的附件 4、

附件 5，撰写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并说明该申请能否要求享有优先权已经能

否获得保护的理由（12 个月内享有优先权，附件 4 应该有部分内容能享有优先

权，不然没得权利要求可写，通常会考对比文件的申请日在优先权日和申请日

之间，如果不能享有优先权就无法申请，考试有要你写权利要求，所以优先权

肯定有成立的；附件 5 的内容应该公开了附件 4 的部分内容，不然附件 5 就没

用了，权利要求照抄附件 4 的全部内容即可，没有意义）。 

看完题目，心里应该基本有底了，下面看材料显然就是照着对题的理解进行套。 

 

第二步、看材料 

 

附件 1： 

食品料理机的结构……,（产品） 

使用时，…..最终完成制浆过程（过程即方法）。 

引流罩代替传统（很有可能是区别技术特征，得看附件 2 和附件 3 公开的程度）

的过滤网罩，克服了过滤网罩死角难以清洗的缺陷（很有可能是有益效果）。 

作为…变形，还可以….增设引流冒（很有可能是从权，得看附件 2 和附件 3 公

开的程度）。 

引流罩….时，效果较佳（很有可能是从权，附件 2 和附件 3 公开的程度）。 

客户还提供了….控制方式（显然与上面的内容格格不入，属于分案的对象，附

件 2、附件 3 中只字未提控制方式，更加印证了此部分需要分出去。假设将控制

方式作为独权，则附件 2、附件 3 都不能作为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也没有前序部

分可写，所以一定是分出去的对象！！！！） 

 

附件 2（客户所了解的技术，该技术肯定跟客户发明的东西属于同一个技术领域，

否则客户怎么可能了解？） 

豆浆机的结构，有过滤罩（联系附件 1 中提到的引流罩代替传统的过滤网罩，

显然这个引流罩作为区别特征的可能性大了）。 

 

附件 3（代理人找到的文件，只能是可能与客户发明的更接近） 

 

推进式搅拌机，工业用（技术领域相差巨大，通常只有在功能十分类似的情况

下用于评价创造性，多用于不具有创造性时引用，本次考试需要有创造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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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一定不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搅拌效果较好。 

 

为了怕考生误入歧途（答题人往往把自己摆在比较懂技术的位置，深知等同技

术特征），出题人还特意地给出附图，附件 1 的附图和附件 2 的附图是如此惊人

的相似，附件 3 的附图是如此的简陋与不同！！附件 1 的附图和附件 2 的附图标

明的都是结构图，而附件 3 的附图标明是结构示意图！ 

 

边缘细小问题不再一一列明了，需要考友自己下功夫去琢磨。第三题都是属于

送分的情景了，一模一样的成分当然能享有优先权，优先权如果不成立，则本

申请的新颖性被对比文件破坏了……. 

 

第三步、答题 

 

滔滔江水般写下上面分析得到的答案即可。 

 

整个 2010 年的题目我就扫了 15 分钟，发现后面给出的参考答案跟我分析的是

如此惊人的相似！ 

在看到 2010 年的考题之前，论坛很多考友都在纠结控制方式是独权？引流冒是

独权？附件 2 还是附件 3 是最接近的对比文件（搬出了审查指南隐藏得很深的

内容，神马功能类似时即使不同技术领域仍然存在技术启示，什么钓鱼钩与起

重机吊钩等等）？ 

 

我想说的是： 

1、如果控制方式作为独权，第 2 题你如何答？都不是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 

2、假设引流冒是独权，引流罩往哪里放呢？附件 2 和附件 3 中都没有引流罩噢。

况且客户多懂专利知识啊，在材料中强调“作为…变形，还可以…增设”，这是

代理人多熟悉的“从权”标识噢。 

3、假设附件 3 是最接近的对比文件，写独权的时候你的前序部分如何写？需要

共同的技术特征啊，附件 3 中哪里有啊？你看附件 1 和附件 2 中有多少天然的

一模一样的技术特征啊，刀片、电机、电路控制部件、电热器（要命的出题人

怕你搞错了，电热器都搞成 U 型的，你还看不出来！！！），写独权的前序部分多

好写啊。（此答题者将自己的位置无形中又提高了，通常代理人的思维是客户检

索到的一定不是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代理人自己检索到的才是，呵呵，出题人

抓住了你的心里……）。人之常情，通篇内容都在将豆浆机，搅拌机显然格格不

入，作为最接近的对比文件也显然不合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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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9 年真题为例（我参加考试的年份）： 

 

客观地讲，2009 年的考题是相当难的，无效和撰写同时考，题量很大。而且撰

写部分的题目涉及电学，有功能性限定出现。从给出的答案来看，分数重点摆

在无效部分了，由于题量太大，后面撰写部分大部分都无时间可做，估计给答

案时照顾了一下，后面写一套权利要求就够了。事实上，撰写部分还涉及方法

（方法又牵涉到疾病的治疗方法是否能保护）、分案（两个止鼾装置结构完全不

同需分两个案子）等多个问题，我答题的时候都考虑到了，换句话讲，出题人

想到的我想到了，出题人没想到的我也想到了哈哈。 

 

第一步 看题 

第一部分  无效实务题 

1. 撰写 2009 年 3 月 23 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和意见陈述书（说明权利要求必

然需要修改，无效修改仅限于删除或者合并） 

2. 撰写 2009 年 3 月 23 日修改后的意见陈述书 

3. 结合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对请求日 2009 年 4 月 20 日提交的补充意见和对

比文件是否符合规定，以及增加的无效理由是否成立，撰写意见陈述书（除

针对合并权利要求外，有 1 个月无效证据时限要求，所以补充提交的肯定存

在问题，否则答题没多少内容了）。 

4. 出席口头审理时，发表对对方出席口头审理人员的身份和资格的意见（身份

和资格必然存在问题，不然提不出什么意见嘛）。 

 

第二部分  撰写实务题 

根据….,考虑对比文件 1 至 3 所构成的现有技术,….写权利要求书。（说明对比文

件 1 至 3 必然存在权利要求的共有技术特征，写在前序部分。） 

如果….两项或两项以上独立权利要求，说明合案的理由（说明一定存在两项独

立权利要求且存在单一性，虽然答案并为给，但事实上是存在的，估计当年体

量太大，最后后面撰写部分放松了）。如果需要分案，写分案权利要求书（说明

一定可以分案！当年答案并未给分案部分，估计同样是考虑题量大的问题，后

面放松了）。 

 

第二步、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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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如果涉及到创造性问题，一定记得没有“突出的”和

“显著的”字样） 

权 1-权 6，（一定要小心权 5 中他奶奶的有个和/或，是两个方案，当初考试时我

就中招了，一下子权删除了权 5） 

无效意见陈述书 

1. 

1）权 1 相对对比文件 1 不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看是否所有的技术特征都被公

开，需要考虑上下位概念、涉及范围的新颖性判断） 

2）权 2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不具备新有效性创造性（看附加技术特征是否已被公

开） 

3）权 4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不具有创造性（肯定有附加技术特征用

对比文件 2 说公开了，需要确认是否能够结合） 

 

2 . 权 3 引用关系不清楚（没有评述权 3 的创造性哈哈，肯定有问题，跟审

查员发审查意见通知书是不是一个意思?没有评述的说明有创造性不是

吗？） 

 

3. 权 5 不具有单一性（单一性不是无效理由，不管这条如何说都不予考虑） 

 

4. 

1）权 5 不具有新颖性（看是否所有的技术特征都被公开，需要考虑上下位概念、

涉及范围的新颖性判断） 

2）权 6 不具有创造性（结合公知常识判断创造性，需要确认文章里是否明确说

是公知常识，如果没有对不起我不认。千万不要自己提高自己说这个明明就是

公知常识嘛，考试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身价放到傻子级别） 

 

5.权 1-权 6 得不到说明书支持（发现没有具体结合证据进行说明，干巴巴的一句

话，对不起，根本不认，该条理由不成立） 

 

对比文件 1： 

 

结合范围判断发现公开了权 1、权 2。 

 

出题人怕你不会结合，明确在最后一段说气囊和振动器无法直接结合到一起。 

 

对比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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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权 4。 

 

无效请求人补充的意见陈述书（时间过没过 1 个月？是否针对修改后的权利要

求？） 

 

1.权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3 不符合第九条的规定（外观设计没有权利要求，根本不

能和实用新型之间比较是否为同一项发明） 

 

2.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中存在不属于实用新型保护客体的内容（说明第一次修改的

时候肯定没有删除权 6，不然他还补充撒啊，都先删除了） 

 

后续改进方案 

 

1）有个比较器控制是否启动止鼾装置 

2）止鼾装置有两种结构 

 

第三步、答题 

 

滔滔江水般写下上面分析得到的答案即可。 

 

 

06 至 08 年真题已经被分析得滚瓜烂熟了，不再列举。 

 

 

下面系统地介绍复习步骤与内容。 

 
一、理论知识 

知识点 说明 

新颖性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找区别技术特征 

创造性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经典“三步法”，论述突出

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单一性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论述存在相同或相应的特有

技术特征 

优先权 

论述在先申请存在在后申请的内容，不超过 12个月。

优先权是否成立会影响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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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通答复原则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修改不能超范围、修改的原

则等 

无效理由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5 条所列具体条款，弄一片纸单独

写出来背诵吧。 

无效修改原则 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如何修改，举证规则等 

 

备注：实务翻来覆去地考也就这么几个主要知识点了，其他的都是边角货，这

几个知识点无法偷懒了，原则就是把他们看烂。对于有经验的童鞋们来讲，无

需费大力气理解，需要做的是记忆一些原则性条款；没有经验的童鞋则需要搞

懂每个点的实质，并会运用，记住似乎用处不大。 

 

二、题型 

1、权利要求撰写----------实质考创造性 

2、答复审查意见----------实质考创造性 

3、无效或针对别人的无效进行意见陈述--------------实质考创造性 

 

可见，不管考什么，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创造性。搞懂创造性的三步法是王

道！创造性的标准模板参见 06 真题或 08 真题评分标准模板，那就是一个标准

创造性思路，你翻来覆去地看，那几句套话翻来覆去地记，捉摸不透翻到审查

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把创造性好好琢磨琢磨，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

有事没事就翻到那里琢磨，那里的几个例子也是烂熟于胸了。 

解题时，不要着急动笔，先大致浏览一遍，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揣测一下

出题人的大致意思要干嘛。别一下子就掉进去出不来了，特别是有很多年经验

的喜欢琢磨的代理人，多琢磨两次就晕掉了。 

每年考试都存在他的题眼，具体列明如下，找到了题眼几乎就成功了，否

则离挂掉也就不远了，即使侥幸过也肯定属于踩线型的（90 至 95分徘徊）。题

眼如何寻找？（讲座的时候跟大家详细交流吧） 

2006题眼：衣钩夹持部较宽  

2007题眼： 撕开部件 

2008题眼：真空油炸及相应真空设备改进 

2009题眼：隔层，比较器 

2010题眼：引流罩 

 

 

三、复习思路 

1、理论知识需要具备，而且脑袋不能乱，如果实在怕考试的时候乱了，考前几

分钟将其写在准考证的背面，做题时随时拿来翻看。 



 

 ２０ 

 

2、参照吴官乐的撰写案例剖析，动笔写写试试，看看你能根据材料把独权、从

权都写出来不？这个是基本功，切记要动笔，看别人的东西跟自己写是两回事，

这也是审查员或者涉外代理人通常不会写专利申请文件的原因。 

3、分析历年真题，揣摩出题人思路，把握得分点，搞透评分标准。 

 

专利实务复习总结语： 

实务这个东西，文字表达起来还真费劲啊！如果跟你面谈，想不过都难我

觉得哈哈，又吹了我…... 

相信八月交流讲座的时候能总结得更加全面吧哈哈哈！ 

 

后记： 

1、去年发了一个经验谈，较为简略，虽然到处流传确不知效果如何哎哎。

QQ 加爆了，也搞不清谁是谁，有要资料的，有问“专代怎么复习的”、有问这

行到底有前途没、有说我现在还没开始看书怎么通过的，……，烦死人了，这

些问题不是你自己该解决掉的么？聊 QQ 就聊轻松愉快的嘛，看看照片撒的哈

哈。 

2、去年在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支持下整了个经验交流讲座，貌似还是有点效

果，今年也先草草地弄一个经验谈，准备 8 月份在北京搞一个讲座（除了上面

已有内容还有交给你信心的内容噢），如有想听的朋友直接跟我 QQ 1193406642

联系吧 ，具体事宜也可以加群 164623304 看共享空间里的内容。 

3、暂时就想到这么多，啰啰嗦嗦的写出来了，没神马逻辑，有点乱。如果

想起更好的经验或者操作方法，再补充吧，洗洗睡了哈哈 

4、哪天我也出本书，哪天我也到处讲课赚钱哈哈，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