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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权利人在中东地区商标布局初窥 

 

中东地区是指东北非、西亚和东欧交接之地。这一地区环绕众多

水域，包括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沟通大西洋和印

度洋，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中东”最初由欧洲人开始使用，意指

欧洲以东，是一个笼统的地理名词。“今日的学者和媒体一般认为，

中东地区包括土耳其、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

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

尔、巴林、科威特、伊朗这十六个国家。”
1
本文中的“中东”定义为

前述狭义的中东十六国。这十六个国家中，以色列以犹太人口为主，

其他十五个国家均以穆斯林人口为主。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巴勒斯坦、叙利亚、

也门、伊拉克等多个中东国家签署了备忘录。中共二十大后，习主席

参加了三环峰会（中沙、中海和中阿峰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中

东地区国家的合作。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入，中国

企业在中东市场也迎来更多机遇。而开拓市场前先进行商标布局，是

避免纠纷和损失的必要环节。 

 

一、中国权利人在中东地区商标布局情况 

经统计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中国市场主

体在中东十六国递交商标注册申请所涉及的商品服务中排名前十五

 
1 张信刚著，《大中东行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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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别如下图。2 

 

高居榜首的第 9 类（计算机及外围设备；计算机软件；科学、航

海、测量等仪器；以及处理、开关、传送、控制电的装置等）主要涉

及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科技成果和精密仪器产品。其次第 12 类（陆、

空、海用运载工具）的代表是不断发展的汽车制造技术。第 7 类（机

器和机床）、第 35 类（广告和商业经营、管理服务）、第 11 类（照明、

加热、蒸汽发生、烹饪、冷藏、干燥、通风、供水以及卫生用装置）

 
2 本文中的数据统计来源于 FoveaIP 全球商标数据库和 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Madrid Monitor，纳入

统计范围的数据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数据库检索有盲区，特别是针对伊

拉克、也门、科威特、巴勒斯坦等战乱频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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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申请量分列第 3-5 位。与基础建设相关的第 42 类（地质调研开

发、化学生物研究等服务）、第 37 类（建筑工程、开采、机械、电器

设备的安装与修理等服务）、第 6 类（金属建筑材料、五金具、矿石

等）也是中国权利人关注的主要类别。此外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第 10

类（医疗器械）和第 5 类（药品），以及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第 25 类

（服装等）、第 3 类（日化用品）、第 28 类（游戏器具、体育用品）、

第 21 类（家用容器、梳子、刷子等）和第 34 类（烟草、卷烟、吸烟

用品）。 

过去 10 年中，中国企业在中东十六国递交商标申请量排名前八

的国家分别为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以色列、阿曼、巴

林和科威特。这八个国家中仅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不是马德里缔约方。 

 

中东十六国中，有八个国家为马德里商标保护体系缔约方。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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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议定书在该国生效的时间先后，这八个国家分别为土耳其

（1999-1-1）、伊朗（2003-12-25）、叙利亚（2004-8-5）、巴林（2005-

12-15）、阿曼（2007-10-16）、埃及（2009-9-3）、以色列（2010-9-1）

和阿联酋（2021-12-28）。中国权利人在前七个国家的商标申请均呈

现出“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该国的申请量明显大于直接向该国商

标申请主管部门递交申请的数量”这一特点。 

 

商标权利人 2021-12-28 起可以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阿联酋，

不到两年的时间(截止 2023-7-20)，中国商标权利人通过马德里体系

向阿联酋递交的申请量就达到了 1118 件，几乎达到过去十年间直接

向阿联酋递交商标申请总量的一半。 

二、中国权利人在中东地区商标布局分析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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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伊朗 叙利亚 巴林 阿曼 埃及 以色列 阿联酋

直接向该国商标申请主管部门递交 3138 354 231 774 918 2155 1379 2301

通过马德里体系指定 11420 8228 2672 2563 3096 8812 5886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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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的数据可知，中国市场主体在中东地区涉足的领域呈现出

多元化的样态，除了传统的基础建设、家电等领域，中国权利人也在

寻求计算机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零售商贸、卫生等众多领域的发

展机会。中国权利人应当在充分调研当地资源优势和产业需求的前提

下，结合自身产品特点，提前做好市场规划并进行商标布局，避免品

牌经营至一定规模后出现商标权纠纷。 

商标布局最优的时机应当是在打算进入该国市场之前一到两年，

因为商标从递交申请到获准注册需要时间。若实际经营中无法提前这

么久布局商标，建议至少在有意进入该国时先递交商标注册申请。否

则，一旦商标被他人抢注，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权利人需要结

合产品特点、市场需求、各个国家商标保护制度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综

合制定商标布局策略。 

数据显示，中国商标权利人更倾向于选择通过马德里体系在中东

地区布局商标，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申请费用成本更低 

单就官费而言，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递交申请与直接向土耳其、

伊朗、叙利亚、巴林、阿曼、埃及、以色列和阿联酋八个国家递交申

请相差不大。但直接递交申请还需要委托当地代理机构，国外代理费

往往是官费的数倍甚至十数倍。因此，通过马德里体系申请商标保护

确实可以有效降低经济成本。 

2.委托手续更简便 

除以色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外，向其他中东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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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递交商标注册申请均需要提交经过公证和认证的委托书，部分国

家还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及翻译的公证认证件。相较马德里国际注册仅

需要提供加盖公章的委托书，办理文件公证认证手续无疑更为繁琐。 

下表中是委托贸促会商事证明中心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的官费和周

期。另外，文件在目标国驻中国使领馆完成认证手续后，还需要寄送

到目标国进行再认证，此举又会涉及费用和时间。由此可知文件公证

认证需要花费权利人更多成本。 

国家 
官费 

（人民币元） 
领事认证周期 

阿联酋 4590 34天 

黎巴嫩 2030 46天 

阿曼 1790 40天 

也门 1790 38天 

伊拉克 1790 36天 

埃及 1650 30天 

约旦 1210 30天 

巴林 1090 29天 

伊朗 1071 49天 

卡塔尔 965 34天 

巴勒斯坦 950 35天 

叙利亚 910 40天 

科威特 765 32天 

土耳其 721 31天 

以色列 703 33天 

沙特阿拉伯 665 34天 

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 11 月 7 日，《海牙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

实施。中东十六国中巴林、以色列、阿曼、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5 个

国家同为《海牙公约》缔约方，这些国家的文件签注时间会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左右，费用也会相应降低，但多数国家的文件认证仍然较为

耗时。 

3.在部分国家获得注册的周期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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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加上起始阶段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WIPO 形式审查的时

间，在不发生驳回、异议等情况的前提下，一件商标通过马德里体系

指定各缔约方获准保护的周期最长为两年左右。这是因为马德里体系

规定了审查期限，从 WIPO 向各缔约方发送指定申请通知之日起算，

马德里协定缔约方及同属马德里协定和马德里议定书的缔约方审查

期限为 12 个月，仅为马德里议定书缔约方的审查期限为 18 个月。审

查期限内未收到驳回通知的，视为商标注册申请在该指定国核准保护。

因此，相较于直接向叙利亚、伊朗、阿曼、埃及、巴林递交商标注册

申请获准保护的周期，通过马德里体系指定这些国家能使商标权利更

快获得保护。 

4.后期维护更便利 

同一件马德里国际注册无论指定多少国家，后续若需要办理续展、

权利人名称或地址变更、转让手续，均可统一办理，无需再分别准备

材料向各个国家逐一递交申请，不但手续简便也更为经济。 

然而，通过马德里体系指定中东八国，需注意以下问题： 

1.同一件马德里国际注册若指定过以色列再后期指定叙利亚，或

同时指定以色列和叙利亚，会收到叙利亚下发的驳回通知，驳回理由

为“政治原因”。建议权利人选择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叙利亚，

直接向以色列递交注册申请。因为直接向叙利亚递交商标注册申请，

注册周期往往超过 5 年，通过马德里体系指定则会大大缩短这一周

期。而直接向以色列递交注册申请的保护周期大致在 1.5 至 2 年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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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叙利亚，一旦发生驳回可能无法在

期限内提交委托书公证认证件，从而导致复审失败。这是由于马德里

国际注册申请一旦遭遇驳回需要委托当地代理机构提交复审申请，因

此要按照各国要求提交委托文件。中东国家大多要求提交经公证认证

的委托书原件。受当地局势影响，叙利亚委托书再认证时间个案相差

较大，存在无法在官方要求的期限内补齐委托文件的风险。因此，若

叙利亚为重要市场，权利人应当考虑直接向叙利亚主管部门提交商标

注册申请，而不是选择通过马德里体系指定。 

3.受政治局势和经济制裁影响，有当地代理机构反馈，目前在实

践中伊朗官方无法按时接收到 WIPO 转交的商标注册费用，因而通过

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伊朗，即便未在审查期限内收到驳回通知，是否

能够视为自动在伊朗获得保护，这一点存在疑问。另外，一旦遭遇驳

回需要申请复审，相较于直接向伊朗递交的商标注册申请，通过马德

里国际注册指定伊朗的申请复审周期往往更长。因此，建议权利人选

择直接向伊朗官方递交商标注册申请。另外，伊朗的文件再认证和国

际快递时间不可控制，权利人应当适当提前开始准备工作。 

4.若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土耳其，土耳其不通知异议答辩，

仅在官方做出对权利人不利的异议决定后通过 WIPO 发出临时驳回通

知。权利人会因此丧失一次救济机会。因此，若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

指定土耳其，权利人应当积极通过当地代理机构监控申请进度，以便

在被他人异议后及时提交答辩意见。 

针对未加入马德里体系的中东国家/地区，权利人无法选择，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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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该国商标申请主管部门递交商标注册申请。中国权利人应当着

重注意以下几点： 

1.由于中东地区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尼斯分类表中的第 33 类酒类

产品、第 32 类中含有酒精的饮料和第 29 类猪肉产品在伊朗、阿联

酋、沙特阿拉伯等部分中东国家不允许进行商标注册。另外，伊朗还

禁止任何包含女性肖像的标识作为商标进行注册。 

2.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为多法域国家，为获得完整的权利保

护，商标申请需要分别提交。 

国家 法域 

伊拉克 巴格达地区；库尔德地区 

巴勒斯坦 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区 

也门 也门萨那；也门亚丁 

3.伊拉克（巴格达地区）商标注册申请前有强制检索程序，因为

官方积压严重，检索周期大约为 12-24 个月。权利人布局商标时应当

适当提前开始准备工作。另外，伊拉克（巴格达地区和库尔德地区）

采用当地分类和子分类，权利人应当提前与代理机构确认拟指定的商

品服务如何申请保护。 

 

三、结语 

2023 年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中国同中东

国家都在谋求加强彼此经济合作、加深产业链纽带互补。过去十年中，

中国权利人在中东十六国的商标申请量呈稳步上升趋势，申请量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间有较为明显地增长。随着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合

作愈加密切，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商标申请数量有望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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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覆盖的类别也可能随着双方合作领域的扩展越来越广。 

市场开拓，商标先行，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发展市场，应当谨记

提前布局商标。布局时需要根据己方市场开拓计划和目标国商标保护

情况选择商标申请递交的渠道（通过马德里体系或者直接向目标国递

交）。另外，也要根据各个国家商标保护制度的特点及时调整自己的

布局方案，以免保护不全面或延误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