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亚各国商标注册费用

产品名称 东南亚各国商标注册费用

公司名称 登尼特服务外包（江西）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9000.00/个

规格参数 登尼特:1件

公司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807泰豪软件园北
区综合楼D区101

联系电话 0791-881607085 15070868012

产品详情

商标指的是具有一定识别度的且可以用来代表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标志、符号以及短语。商标持有人可以
利用这些标志来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企业或者组织提供的类似产品和服务区分开来。基本上来讲
，商标的作用就是帮助消费者们意识到某些产品或者服务是属于特定企业的。

众所周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是一个以促进该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一体化的合作组织。

几年前，国际商标协会曾发布了一份由其下辖组织商标影响力研究委员会提供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主
要聚焦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国内商标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研究的结果，商标密集型产业对于东盟诸国出口额的贡献率大约在27%至60%之间，而这些产业对于
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则处于17%到50%这个区间。举例来讲，泰国商标密集型产业的出口
额占到了总量的60%，而印尼商标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额占比则为27%。除了对于出口以及GDP作出的直接
贡献，这份报告还指出由于商标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这些产业对于该地区的就业率
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由此可见，商标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与其他地区一样，东盟地区各个国家的商标注册收费标准也是有所差异的。例如，如果人们在泰国提交
的申请中指定了5项以下的产品或服务的话，其只需要逐项缴纳费用。而如果该申请中指定的产品或服务
超过了5项的话，那么该名申请人则需要按照一个统一的价格来缴费。

在新加坡，如果指定的产品或服务类别已经存在于官方数据库的话，那么每一类的商标注册申请费用分
别为374新加坡元（纸质提交方式）以及240新加坡元（网络提交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官方的数
据库并未查到指定的产品或服务类别，那么每一类的商标注册申请费用则为341新加坡元。就分案申请来
讲，申请人需要为每一件来自于母案申请的分案申请缴纳280新加坡元。如果商标人持有人在其商标到期
之前进行续展的话，其需要缴纳380新加坡元（网络提交方式）或者380新加坡元再加上额外的服务费（
纸质提交方式）。而如果商标人持有人是在其商标到期之后进行续展的话，其需要缴纳560新加坡元（网



络提交方式）或者560新加坡元再加上额外的服务费（纸质提交方式）。

在马来西亚，注册商标的费用分别为330马来西亚林吉特（网络提交方式）以及370林吉特（纸质提交方
式）。如果申请人希望能够加快其商标申请的审查工作的话，其需要缴纳200林吉特（电子以及网络提交
方式）或者250林吉特（纸质提交方式）。而如果申请人想尽快得到商标申请的审查报告的话，那么其还
需要再缴纳1060林吉特（网络提交方式）或者1200林吉特（纸质提交方式）。

在菲律宾，大型企业与小公司所需要缴纳的商标注册费用是不同的。大型企业需要为每一类商标支付216
0菲律宾比索的申请费用，而小公司只需要缴纳1080比索。此外，大型企业与小公司要求开展优先审查的
费用分别为5200比索和2600比索，要求提供各种证明的费用分别为1000比索和500比索，而续展注册商标
的费用则分别是5500比索和2750比索。

在印尼，商标注册的费用取决于申请人的类型。如果申请人是一家小微企业，那么每一类商标申请的收
费分别为50万印尼盾（网络提交方式）以及60万印尼盾（纸质提交方式）。如果申请人是一家公共机构
的话，那么每一类商标申请的收费分别为180万印尼盾（网络提交方式）以及200万印尼盾（纸质提交方
式）。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如果其在商标到期前6个月内就进行续展的话，其只需要缴纳100万印尼盾（
网络提交方式）或者120万印尼盾（纸质提交方式）的续展费，而如果其是在商标到期后的6个月内才进
行续展的话，那么其将缴纳150万印尼盾（网络提交方式）或者180万印尼盾（纸质提交方式）的续展费
。对于公共机构来讲，如果其在商标到期后的6个月内进行续展的话，其要缴纳的费用将达到300万印尼
盾（网络提交方式）或者400万印尼盾（纸质提交方式），而如果其选择在商标到期前的6个月内进行续
展的话，那么其应该缴纳225万印尼盾（网络提交方式）或者250万印尼盾（纸质提交方式）的续展费。

在缅甸，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10年。不过，为了充分享受到这个长达10年的保护期，商标持有人需要在
完成注册后的第5年向有关机构提供一份使用证明。目前，由于缅甸的知识产权律法工作刚刚起步，因此
为了完成商标的注册工作，人们还是需要前往缅甸注册局来提交一份《所有权声明》。具体来讲，在该
国部《商标法》实施之前，人们现在还是只能按照缅甸的《刑法典》《商品标记法》《特定救济法》《
海关法》以及《注册法》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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