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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专利局发布欧洲专利诉讼趋势报告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欧洲专利局发布欧洲专利诉讼趋势报告，主要分析了欧洲

统一专利法院建立的进程、现状以及欧盟各成员国法院承担的责任。

　　１．新的统一专利法院

　　（１）法院体系

统一专利法院（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ｕｒｔ，简称ＵＰＣ）作为欧洲独立专利法院，不仅设

置了中央法院（包括其在巴黎的中央分院、伦敦和慕尼黑的部分），还在各成员国内

设置了１５个地方法院与地区法院，上诉法院设在卢森堡。此外，ＵＰＣ还设置了国

际小组，既包括具有法律资质的法官，还包括具有技术资质的法官，这些法官均具

有专利诉讼经验，他们将基于专门为专利程序制定的共同议事规则来处理案件。

参与ＵＰＣ的诉讼代理人必须具有成员国授予的律师执业资格书或具有欧洲专利律

师执业资格。

　　（２）管辖权

在７年过渡期内，如果专利权人选择保留欧洲专利或欧洲专利申请，统一法院

将拥有对统一专利和欧洲专利侵权及有效性相关争议的专属管辖权。

　　（３）诉讼费用

ＵＰＣ规定，原告应支付ＵＰＣ诉讼启动的基本费用，并在案件价值超过５０万欧

元时支付额外的费用。诉讼费用作为ＵＰＣ筹集资金的长期来源，某些案件的诉讼

费用会比国家法院要高。目前，ＵＰＣ收费水平与德国专利诉讼制度的费用水平相

当。但是，ＵＰＣ为无法承担费用的自然人提供贷款，还提供诉讼费用减免，如微小

企业可减少４０％的诉讼费用；如果一方的经济受到威胁，ＵＰＣ将有权下令偿还诉讼

费用。

　　（４）法院的权利

ＵＰＣ拥有广泛的发布命令和采取补救措施的权利，例如保存证据和入室搜索

的命令；针对涉嫌侵权人员的临时和保护措施，包括扣押和交付涉嫌侵权的产品。

此外，针对持续侵权的行为，ＵＰＣ可以发布永久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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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诉讼方益处

法院在欧洲范围内的权利使得 ＵＰＣ成为目前所有签署 ＵＰＣ协议成员国进行

欧洲专利和统一专利执法的有效体系，从而减少了专利诉讼的各方成本。随着时

间的推移，ＵＰＣ将制定统一的实体专利法律制度来极大地减少法律不确定性，这些

实体专利法不仅涉及专利权，还涉及诸如保护范围、所赋予的权利以及专利权的限

制等问题。

　　２．国家法院的作用

ＵＰＣ的启动并不意味着各国的国家法院不再处理专利诉讼。国家法院在未来

不仅将继续处理涉及国家的专利诉讼，涉及职务发明、所有权以及包括强制许可在

内的专利许可问题；还将继续处理涉及ＵＰＣ专利权的欧盟专利诉讼。在７年过渡

期内，退出计划将会保留，以确保从现有的国家法院顺利过渡到 ＵＰＣ。此外，在过

渡期内，原告可以自由选择在ＵＰＣ、国家法院或成员国其他主管机构启动侵权和无

效诉讼。一旦原告选择了 ＵＰＣ，ＵＰＣ将拥有专属管辖权。如果被告在７年过渡期

结束时向国家法院提起诉讼，该诉讼将由国家法院受理。

许　轶　检索，朱　敏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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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１９９５－２０１７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了英国１９９５至２０１７年知识

产权报告，分析了英国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的申请情况。

　　１．专利

虽然近年来向英国直接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略有下降，但向欧洲专利局

（ＥＰＯ）提交的申请量在继续增加，尤其是指定国为英国的申请。报告指出，这可能

表明申请人选择多个方式寻求保护，同时也体现了利用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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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申请的数量增加。

尽管英国非本国居民的专利申请量一直保持增长，并在２０１７年达到历史最高

份额（４０％），但本国申请依旧占比最大。

２０１７年授权专利中，土木工程领域的授权专利占比最大（１１５％）；显微结构

和纳米技术领域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最高（１７１％）。

　　２．商标

英国的商标申请量一直保持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申请总量比１９９５年增长了一倍
以上。与此同时，在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的申请也呈现相同趋势，申请数量增

长超过一倍。报告认为，这也是近年来通过国际马德里协议向英国知识产权局提

交的商标申请数量下降的原因，申请人试图通过一条更加便捷的方式获得在整个

欧洲的保护。通过马德里协议提交的商标注册在２００１年达到顶峰，占当年申请量

的２９％。

商标申请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英国本国居民的申请。近年来，非英国本国居

民的申请量基本保持稳定。

２０１７年广告、商业管理类商标申请占比最大，超过９％；烟草、原料或制造，吸

烟用品和火柴类在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７年间年均增长率最高，超过１４％。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７年间，商标申请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１３％；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间

增长率接近３０％。评论认为，自公投以来，商标和外观设计的额外增长是由于英国

脱欧后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

　　３．外观设计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英国外观设计申请量一直保持大幅增长，２０１６年达到历史最
高值。１９９５年以来，非本国居民的申请量大幅下降，这很可能是由于２００３年以后

申请人可以选择向 ＥＵＩＰＯ提交注册制共同体外观设计（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

ｓｉｇｎ，ＲＣＤ）在欧盟范围内寻求保护，２０１５年以后非本国居民的申请量回升。

图形符号和标识类的外观设计申请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增长率一直最高。２０１７年

烟草、原料或制造，吸烟用品和火柴类申请份额占比最大。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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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脱欧说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３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阐释了英国脱欧后的知识产权

相关事宜。欧洲知识产权公司Ｃａｒｐｍａｅｌｓ＆Ｒａｎｓｆｏｒｄ律师ＤａｖｉｄＨｏｌｌａｎｄ评论指出，

尽管此次阐释仍旧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内容更新范围远远超过此前英国政府发

布的脱欧白皮书。

　　１．专利

英国政府证实英国脱欧不会影响现行的欧洲专利制度，欧洲专利制度遵循《欧

洲专利公约》（注：公约成员并非欧盟成员）。因此，英国与专利相关的法律制度依

旧保持不变，与其他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完全一致，如瑞士等。

政府表示“英国应继续参与欧洲统一专利体系和统一专利法院”。这就证实了

英国一直希望参与新的泛欧系统。一旦相关准备完毕，新的制度有望在２０１９年启

动。英国政府和欧盟如何维持新制度的地理适用范围是以后需要关注的焦点

之一。

　　２．补充保护证书

就补充保护证书（ＳＰＣｓ）的相关事宜，英国政府表示“脱欧之后英国仍遵循当前

的ＳＰＣｓ法律框架”，这一观点在脱欧协议草书上已经明确说明。实际上，英国宣布

脱欧以来，欧盟法律已普遍被英国国内法律体系所接纳。

　　３．商标

现行的商标体系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英国依旧是马德里商

标国际注册体系成员。

英国脱欧过程中，现行的欧盟商标（ＥＵＴＭ）注册在英国依旧有效；英国脱欧之

后，英国的商标权将继续在其他２７个欧盟国家有效。英国政府表示，英国脱欧之

后已登记注册的 ＥＵＴＭ将在英国享有相同的权利，并且首次确认将针对这一过程

免费自动执行。

此次公告暂未涉及有关脱欧时的 ＥＵＴＭ申请相关事宜。依据脱欧协议，ＥＵ

ＴＭ申请不会直接转至英国，但申请人将在９个月内向英国政府提交商标申请。英

４ 知识产权动态



国脱欧以后，英国企业依旧可以在欧盟２７个国家范围内注册。

　　４．外观设计

当前已经注册和未注册的外观设计不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英国近期批准了

《海牙协定》，这就意味英国企业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依旧保留了海牙体系的申

请权。

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当前的已注册的欧盟外观设计对英国依旧有效；英国脱欧

之后，将继续在其他２７个欧盟国家有效。英国政府表示，脱欧后针对已经注册和

未注册的欧盟外观设计将依据欧盟的注册体系成立英国的相关注册体系，并将自

动免费在英国享有相同权利。

此外，英国政府还表示，鉴于现有立法体系无法对国内未注册的欧盟外观设计

提供同等的国家保护，政府拟推出新的方案来保护英国国内的欧盟外观设计。英

国脱欧以后，英国企业仍可在欧盟２７国范围内注册欧盟外观设计。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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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Ｉ：２０２９年西方大国将失去创新领先地位

美国咨询公司推进创新中心（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Ｉ）联合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商智慧芽公司（ＰａｔＳｎａｐ）发布了《２０１８年创新军备竞赛报告》（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ｓＲａｃｅ２０１８），深度分析了全球创新格局，指出企业、政府机构、学术

机构应更有效地创新和提升资本效率。

该报告在设计评估指标时，充分参考了不同国家的创新因素，指标包括专利有

效性、专利效率、人均授权专利等。报告显示，从专利角度而言，美国已经失去了全

球创新领导地位。此外，报告还强调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改善本国的创新和商业

化进程，２０２９年将在所有关键创新绩效指标上丧失领先地位。过去３０年间，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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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Ｒ＆Ｄ经费投入保持增长趋势，但投资回报率下降了约６５％。因此采取有效且

高效的措施来驱动创新刻不容缓。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西方国家专利效力普遍下降。专利效力是将专利申请转换为授权专利的

能力，反映的是专利质量和独特性。尽管西方国家的专利申请量居高不下，但是美

国、欧盟和英国专利申请获得授权或产出高质量专利的能力正在减弱。过去２０

年，美国、欧盟和英国高质量专利增长几乎为零，甚至负增长。与此同时，２００５至

２０１５年，中国、新加坡、巴西、以色列和印度占据高质量专利增长前五位。

（２）专利效率有待提升。专利效率是指单位 Ｒ＆Ｄ投入产出授权专利的能力。

报告通过专利效率分析发现，相对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创造高质量

专利耗费的成本要高得多，每１０亿美元的 Ｒ＆Ｄ投入仅产出约６００项专利。２０１５

年，瑞士和韩国专利效率排名领先，平均每１０亿美元分别能够产出１９７７和１５６２项

专利。中国和新加坡专利效率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１０％和１８％。

（３）西方国家科研投资回报率几乎为零。尽管美国 Ｒ＆Ｄ经费在 ＧＤＰ中的份

额是英国和欧盟的两倍，但是Ｒ＆Ｄ投入并没有促进美国 ＧＤＰ增长。也就是说，即

使再增加研发费用也并不会带来相应的ＧＤＰ增长。

（４）亚洲国家正在主导创新并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东亚国家在Ｒ＆Ｄ投入和

专利授权方面的表现优于美国、欧盟和英国。从研发经费投入中获得回报来看，到

２０２５年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中国和韩国在多个绩效指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

有望继续保持。预计到２０３５年，印度、以色列和新加坡的专利增长率将领先其他

国家。

报告指出西方国家创新效力下降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欧盟和

英国等国都在鼓励科研人员申请专利，可能导致大量质量不高的专利申请。其次，

科学家缺乏专利商业化的动力，使得大量专利难以商业化。此外，失败的研究通常

不会有所产出，重复失败实验使得研究资源遭到浪费。报告分析表明，美国、欧盟

和英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研究经费转化的产出及影响，并提高战略意识。将现有研

究成果商业化，最大限度地提高过去研究投入的回报率至关重要。当前，美国联邦

政府资助项目专利授权比率仅为０．３％，如果年授权率能够达到１％，就能够帮助

美国创造１５万亿美元的经济利润。

ＰａｔＳｎａｐ战略高级副总裁ＲａｙＣｈｏｈａｎ总结认为，尽管近期全球化进程存在诸多

障碍，但是创新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尽管西方国家过去在引

领技术突破上发挥重大作用，但是传统工艺和技术也成为其将创新转化为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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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障碍。亚太地区的研发情况表明，亚太地区的公司普遍支持研发增长和转化，

并将新技术和流程的应用作为公司减少研发投入的重要措施。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ｉｓｌｏｓｉｎｇｉｔ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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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２日

韦莱韬悦发布知识产权诉讼风险报告

２０１８年７月，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韦莱韬悦（ＷｉｌｌｉｓＴｏｗｅｒｓＷａｔｓｏｎ）发布知识产

权诉讼风险报告。报告指出，尽管全球知识产权（ＩＰ）诉讼频率和严重程度不断增

加，但跨国公司目前在管理知识产权风险的财务影响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报告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促使知识产权诉讼频率增多、严重程度提升的原因：全

球知识产权授权量激增；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商业秘密来保护创新技术；涉及技术

的兼并和收购不断增长；知识产权的流动性增大以及传统行业朝着健康科技和金

融科技等领域转变。该报告认为地理变化也正在影响诉讼地点的选择。

报告主要结论归结如下：

（１）美国知识产权诉讼由３部分组成：专利侵权（５２００起／年）、商标侵权（３９００

起／年）和著作权侵权（２２００起／年）。

（２）知识产权诉讼排名前三的国家是中国、美国和德国。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间

ＩＰ诉讼案件数量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中国的案件诉讼数量正在稳步增长。

（３）在评估知识产权诉讼的重要影响程度时，美国知识产权诉讼在诉讼费用和

损害赔偿／庭外和解上仍是最昂贵的。例如，美国的赔偿金高达８位数是相当容易

的；德国最高的赔偿金是７位数；中国最繁忙的知识产权法院之一的报告表示中国

平均赔偿金为６位数。

（４）５０％的受访者最担心在美国涉嫌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但超过４０％受访者

在中国经营时涉嫌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数量超过了美国。

（５）在量化知识产权诉讼影响时，仅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每次诉讼之后或

者每年会对知识产权诉讼对公司造成的影响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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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超过５０％的受访者认为知识产权诉讼费用可能会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但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不足１０％。

（７）全球知识产权保险市场分析：尽管企业的知识产权保险意识普遍欠缺，但

是市场新晋者是推动知识产权保险增长的主要因素。受调查的知识产权保险提供

商表示，风险转移产品的获益稳步增长，主要的需求来自零售、技术（软件和硬件）

和医疗保健领域。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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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互联网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印发实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针对突出问题，呼应群众需

求，指导、推进加大执法力度，充分运用“互联网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知识

产权监管方式，有效保护来自国内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将“互联网＋”作为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改革的重要手段，创新执法

指导和管理机制，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知识产权侵权假冒的在线识

别、实时监测、源头追溯中的作用，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

提升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的效率、力度及精准度，科学推进知识产权严保

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增强知识产权领域治理能力。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一是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工作

目标；二是主要任务，包括建设基础数据库、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等技术支

撑体系，建立侵权假冒线索检测启动与推送、智能检测与人工判断衔接、涉外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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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信息分析处理等核心运行机制，推进有关地方与单位、重点领域与环节的试点

工作等内容；三是工作运行体系，包括对国家局有关部门与单位、地方局等机构、维

权援助中心、保护中心与快维中心、咨询专家、志愿者等各方职责的划分；四是工作

进度，各项任务要求两年内完成，分为研究与准备、开发与试点、总结与推广三个阶

段；五是工作保障，包括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投入实效、加强监督考核、强化信息安

全、健全制度规范、加强宣传培训。

《方案》在起草过程中，通过实地调研、专家座谈、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了

有关地方局、互联网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及局内部门等各方意见，组织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对技术路径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论证。下一步，国家知

识产权局将抓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建好线上线下联动、跨地

区跨部门协作等机制，突出重点，强化保障，注重融合，加强协调，有效打击重点领

域侵权假冒行为，积极促进扩大开放，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投资和营商环境。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１１３０２４５．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

专题报道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分析科学和创新的共现关系

【摘要】２０１８年７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以美国企业及科研机构的

科技论文作者和专利发明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科学和创新的共现关系，并就人

工智能（ＡＩ）领域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致力于公开发布的科学技术论

文的同时，利用专利封闭技术的倾向越发明显；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科学发表以

及技术权利化也在同时进行。

２０１８年７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以美国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

员为研究对象，针对反映科学发展的学术论文，与反映创新情况的专利两者之间的

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就人工智能（ＡＩ）领域开展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论文整体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专利发明人发表的论文数量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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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从专利的角度来看，科学联动（论文作者的专利发明的占比）呈增长趋势。此

外，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证分析，发现该领域以企业研究人员为作者的论文比例

呈下降趋势，而以企业专利发明人为作者的论文占比并未下降。这说明，企业致力

于公开发表科学技术论文的同时，利用专利封闭技术的倾向越发明显。另一方面，

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的论文作者也倾向于参与专利申请活动，公开的科学普及以

及技术权利化也在同时进行。

　　１．数据来源及处理

论文数据来源自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公司的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从中提取出作者所属地址为

美国的记录。发表时间在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４年（包含部分２０１５年的数据）的论文，约

为８６０万篇。

专利数据来源自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构建了以美国研究人员为分析对

象的数据集。专利主要是２０１１年以前申请的专利，约为３００万件（其中１９９６年以

后申请的专利约为２００万件）。

论文作者和专利发明人之间的关联，主要是通过利用作者及发明人的姓名和

附属信息进行匹配，构建论文和专利之间的关联。ＳＣＯＰＵＳ和 ＵＳＰＴＯ数据的作者

及发明人匹配的结果显示，与专利数据相匹配的 ＳＣＯＰＵＳ作者的数量为１９０８９２。

与此相对，与论文数据相匹配的ＵＳＰＴＯ发明人的数量为１６８４７２。

所有论文作者中发明人占４７％，从所属机构的类型来看，大学为６９％，公共

研究机构为０７％，企业为１７４％。

从专利发明人构成来看，既为专利发明人又是论文作者的研究人员占比为

１３３％，从所属机构的类型来看，大学为 ２２６％，公共研究机构为 ９２％，企业

为１０３％。

　　２．科学和创新联动总体趋势

专利发明人作为作者的论文数量在２００５年前总体呈上升趋势，之后数量回

落；并且与专利申请总量的变化存在共现性，可以看作科学知识向创新的输出（图

１）。

论文作者为发明人的专利与论文总体趋势之间存在共现性，增长率超过其他

类型专利，同时相对全部专利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加。报告指出，科学知识的范围

随着论文数量的增加不断扩大，其中与创新存在共现性的科学知识所占比例不断

下降，但从创新（专利）角度来看，科学联动的比例仍在不断上升（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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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论文数量与专利发明人发文数量对比

图２　专利数量与论文作者的专利申请量对比

　　３．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科学与创新的共现分析

在人工智能领域，２０１０年以前论文和专利数量均呈上升趋势，此后回落。ＡＩ

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不到１％，ＡＩ专利在全部专利的占比为０．３％以下（图３）。

从全部技术领域来看，企业科研人员的论文数量占全部论文的比例整体呈下

降趋势，ＡＩ领域中企业论文占比情况基本相同，呈减少趋势（图４）。但是，以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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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为作者的ＡＩ论文中，企业的占比为２０％左右，处于较高水平，可见该领域的

企业研究人员积极地参与专利和学术论文发表活动。

图３　ＡＩ论文和ＡＩ专利占比年度趋势

图４　ＡＩ领域企业研究人员的论文占比情况

随着时间推移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申请占比波动较小，但从论文作者

的专利申请来看，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的比例呈减少趋势，且这种倾向在 ＡＩ领域

的专利申请方面更为明显（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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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公共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专利申请占比

从企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ＡＩ论文的占比为：第二类既是论文作者又是专利发

明人为０９１％，第一类仅为论文作者为０５５％，第二类＞第一类。专利申请的占比

为：第三类只是专利发明人的研究人员的专利申请占比为０１５％，第二类是论文作

者又是专利发明人的研究为０１１％，第三类 ＞第二类。也就是说，在企业中，第三

类＞第二类＞第一类，ＡＩ领域中作为专利发明人的研究人员最为活跃。

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论文的比例为第二类＞第一类，专利申请占比为第三类＜

第二类。也就是说，在大学中同时从事论文和专利活动的研究者的占比相对较高。

表１　ＡＩ专利与ＡＩ论文的比例（根据论文作者、发明人进行划分）

ＡＩ专利的占比 ＡＩ论文的占比

既是专利发明人又
是论文作者（第三类）

仅为专利发明人
（第二类）

既是论文作者又是
专利发明人（第三类）

仅为论文作者
（第一类）

私立机构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９１％ ０．５５％

公立机构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７６％ ０．６０％

图６显示了ＡＩ发明申请和ＡＩ论文技术领域分布。两者不断向更广泛的技术

领域扩展，且ＡＩ论文作者的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这是由于科学论文在基础内容中

的应用范围更大。与ＡＩ发明人相比，ＡＩ论文作者占比更大的技术领域是医学技术

和有机精细化学，但这些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存在基于ＡＩ科学的专利，这表明 ＡＩ

是发明方法的发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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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ＡＩ领域论文及专利的技术分布（计算机技术除外）

黄　未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３７５０８

原文标题：ＡＩにおけるサイエンスとイノベ
!

ションの共起化：米国における论文牽

特许デ
!

タベ
!

スを用いた分析［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６０］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

技术观察

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以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ｃｏｐａｔ等数据库为数据来源，立足农业生物技术领域，从

宏观专利申请态势、技术布局、主要受理国家／地区、主要竞争对手等方面，通过

全球知识产权环境和中国知识产权环境的对比分析来支撑我国农业生物技术领

域的专利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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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正在为人类社会提供新资源、新手段、新途径，引发医药、

农业、能源、材料等领域新的产业革命，有效缓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健

康、食品、资源等重大问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生

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生物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近年来，许多国家政府

纷纷采取重大举措，加速本国生物产业发展，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

高点。

本文以与农业相关的生物技术为研究对象，采用由面入点、由浅到深的分析思

路，通过全球知识产权环境和中国知识产权环境的对比分析来支撑我国农业生物

技术领域的专利战略布局。分析工具借助于Ｉｎｃｏｐａｔ、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等数据库专利分析

平台以及ＥＸＣＥＬ、ＤＤＡ（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等数据处理工具，对全球及中国专

利保护与布局现状进行全景展现。

　　１．农业生物技术内涵

农业生物技术是指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以及分子育种

等生物技术，改良动植物及微生物品种生产性状、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种、生

产生物农药、兽药与疫苗的新技术［１］。本文在确定农业生物技术内涵时，参考了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报告对生物技术界定的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范围［２］。

并与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共同遴选出了与农业生物技术相关的 ＩＰＣ：Ａ０１Ｈ１／

００、Ａ０１Ｈ４／００、Ａ０１Ｎ、Ａ６１Ｋ３８／００、Ａ６１Ｋ３９／００、Ａ６１Ｋ４８／００、Ｃ０５Ｆ１１／０８、Ｃ０５Ｆ１５／

００、Ｃ１２Ｎ、Ａ２３Ｋ、Ｃ０７Ｋ１４／４１５、Ｃ０７Ｋ１４／１９５、Ｃ０７Ｋ１４／３７。随后研究了这些ＩＰＣ的逻

辑组合规则。在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中从ＩＰＣ入手，通过多重逻辑组合检索策略，确定数

据集。

［１］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５％８６％９Ｃ％Ｅ４％Ｂ８％９Ａ％Ｅ７％９４％９Ｆ％Ｅ７％８９％Ａ９％Ｅ６％８Ａ％８０％
Ｅ６％９９Ｃ％ＡＦ／６７７５０１３
［２］ＯＥＣ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０９：６６．

　　２．农业生物技术全球专利分析

　　（１）数据说明

截止２０１７年９月，在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中共检索到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相关专利

１５３３２１件，其中，中国知识产权局受理专利２９６０８件（本文专利计量仅考虑发明专

利；文中中国专利指中国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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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专利数量的年度变化

世界农业生物技术专利的申请态势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经

历了萌芽、增长、高峰和迂回阶段，现阶段迂曲平稳增长。全球最早的农业生物技

术专利出现在１９０８年，是瑞士的个人提交的涉及对一种植物再生肥技术的保护

（ＣＨ４１００６Ａ）。至１９６１年，世界生物技术专利年度申请量不超过１０件。１９６２年至

１９７２年的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年度申请量介于１０～１００件之间。１９７３年开始，世界

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年度申请量（１００～１０００件／年）增加迅速，１９９０年进入增长高峰

期。受经济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世界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年度申请量出现

小幅度下滑后回暖，预计增长趋势仍会持续。中国的第一篇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出

现在１９８５年，由河北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提交的涉及一种棉籽壳生料栽培香菇

的技术方法（ＣＮ８５１０１５９８Ａ）。日本的第一篇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出现在 １９７１年

（ＪＰ４８０２６５５４Ａ）。美国的第一篇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出现在１９９３年，是由个人提交

的涉及一种新的蛋白质多聚阳离子偶联物技术（ＵＳ２００３００２７７７３Ａ１）。澳大利亚的

第一篇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出现在１９６７年（ＡＵ１７１９７６７Ａ）。加拿大的第一篇农业生

物技术专利出现在１９７２年（ＣＡ９８４７４９Ａ１），由个人提交的一种用于预防毛癣菌病

的方法保护。从农业生物技术的专利申请趋势判断，研发虽然仍在持续，但专利激

增阶段已经过去，进入平稳增长期，推测目前生物技术已经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

（图７）。

图７　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趋势［３］

［３］近三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专利的申请态势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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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萌芽、增长、高峰阶段，现阶段迂曲平稳增长。最早的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出现

在１９８５年，截至１９９３年在华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年度申请量不超过５０件。１９９３年

开始，在华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年度申请量（５０～１０００件／年）增加迅速，２００８年开始

进入增长高峰期，年度申请量超过１０００件／年。从在华农业生物技术的专利申请

趋势判断，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图８）。

图８　中国专利申请趋势［４］

［４］近两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３）专利技术布局

从ＩＰＣ分类来看，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必需（Ａ类）和

化学冶金（Ｃ类）中，此外，还涉及物理（Ｃ类）、作业运输（Ｂ类）、纺织造纸（Ｄ类）、

机械工程（Ｆ类）、电学（Ｈ类）等技术类别，可见，农业生物技术是领域交叉较为广

泛的技术。从细化的角度分析农业生物技术的技术方向布局，发现微生物或酶是

生物技术相关专利最关注的技术方向，其次是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置品和新

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方法。对微生物或酶和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置品两个

聚集度较强的技术进一步细化，发现在微生物或酶技术中，突变或遗传工程／遗传

工程涉及的ＤＮＡ或ＲＮＡ／载体（如质粒）或其分离／制备或纯化、未分化的人类／动

物或植物细胞、微生物本身及其组合物、酶是研发重点方向；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

配置品技术中，含肽的医药配制品、含有抗原或抗体的医药配制品、含有插入到活

体细胞中的遗传物质以治疗遗传病的医药配制品及基因治疗是研发重点方向（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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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涉及的技术方向

在华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必需（Ａ类）和化学冶金（Ｃ

类）中，此外，少量专利涉及作业运输（Ｂ类）、纺织造纸（Ｄ类）、物理（Ｇ类）等技术

类别，可见，农业生物技术是领域交叉较为广泛的技术。从细化的角度分析生物技

术的技术方向布局，发现微生物或酶是在华生物技术相关专利最关注的技术方向，

其次是新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方法和肽。对微生物或酶和新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

方法两个聚集度较强的技术进一步细化，发现在微生物或酶技术中，突变或基因遗

传工程／遗传工程涉及的ＤＮＡ或ＲＮＡ／载体（如质粒）或其分离／制备或纯化、微生

物本身及其组合物、未分化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细胞、酶及其组合物是研发重点方

向；在新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方法技术中，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植物再生、有花植

物、改良基因型的方法是重点研发方向（表３）。
表３　农业生物技术在华专利的主要技术方向

　　（４）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在全球布局广泛，共涉及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组织。其

中，主要布局国家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和美国。另外，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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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墨西哥、英国和印度是进入专利布局 ＴＯＰ１０的国家。从国际市场布局来看，中

国、日本和美国是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比较关注的市场。这与各个国家对生物

技术产业的支撑力度密切相关。目前很多国家都把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作为国民经

济的重要内容。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在研究经费方面大力扶持，而亚太各国更是凭

借政府对高新产业扶持的传统，力争在生物技术领域占领制高点。美国在生物制

药产业发展方面领先与世界各国，日本将生命科学相关产业作为２１世纪重点扶植

培育的产业，我国生物技术产业起步较晚，经过多年发展，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研

制开发已经颇具规模（图９）。

图９　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市场保护布局［５，６］

［５］为了对比方便，将未进入国家阶段的ＰＣＴ申请作为统计对象也在表中列出。
［６］近三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７］２０１６年，收购瑞士先正达，所以中国化工大部分专利是由先正达申请的。

　　（５）竞争对手识别

①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陶氏杜邦公司、德国拜耳公司、德国巴斯夫公司、中国化工公司［７］、中国科

学院是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前５家专利权机构，专利量均在１５００

项以上，其中，陶氏杜邦公司的专利数量最多，达到５４２２项；其次为德国拜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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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专利数量为３６５３项；德国巴斯夫申请的专利数量为３０７１项，排名第３位。

中国科学院专利数量为１９０２项，排名第５位；农科院的专利申请数量为１２４６项，排

名第６位。从ＴＯＰ２０专利权机构的性质来看，企业有８家，高校有８家，科研机构４

家，且排名前４位的机构均来自企业。从ＴＯＰ２０专利权机构所属国家来看，有７家

机构来自美国，７家机构来自中国，３家机构来自德国，２家机构来自日本，１家来自

瑞士。美国的７家机构中不仅有陶氏杜邦、罗氏公司等跨国公司，还有加州大学等

世界知名高校（图１０）。

图１０　农业生物技术领域主要竞争对手ＴＯＰ２０

②主要竞争对手并购历史

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企业并购案例频发，甚至一些跨国集团已经意识到依靠

自身研发不能应对行业的挑战，因此对外部优势资源的整合成为制胜关键。根据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Ｐｈａｒｍａ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上半年，生物技术领域并购的总交易数量和总

交易金额均下降至２０１３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了深入分析该领域重要研发机构

的专利储备，现对该领域的领军企业进行并购历史回溯。

长期以来，全球农化行业第一梯队呈现“六巨头”格局，分别是先正达、孟山都、

拜耳、陶氏、杜邦和巴斯夫六家跨国公司。但是在全球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导致全

球农业公司效益下滑的大背景下，全球农化巨头开始了新一轮合并潮。首先，美国

陶氏化学和美国杜邦两大公司于２０１５年完成合并，所成立的陶氏杜邦成为了仅次

于德国巴斯夫的第二大化工企业；其次，中国化工以４３０亿美元收购种子巨头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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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正达，使中化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杀虫剂与农业供应商；再次，德国拜耳公司以

６６０亿美元收购美国孟山都公司，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种子及肥料公司。上述三次

并购被称为“三大并购”，三大并购后形成了四大农化公司：杜邦 ＋陶氏、中国化工

＋先正达、拜耳＋孟山都、巴斯夫。同时，这些农化大公司亦通过并购，对旗下的产

业进行优化调整，如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德国巴斯夫５９亿元收购了拜耳种子和非选择性

除草剂业务，本次收购和巴斯夫现有作物保护业务形成互补，增强了巴斯夫公司的

除草剂产品组合，并使巴斯夫通过关键农业市场的专利资产进入到种子业务。

同时，一些业务单一的公司一开始通过企业并购进入农业生物技术行业。全

球最大的工业酶制剂和工业微生物制剂生产商诺维信（Ｎｏｖｏｚｙｍｅｓ）通过收购国家

微生物研究公司，以继续加强和扩展其微生物解决方案；在制药和诊断领域全球领

先的罗氏制药公司（Ｒｏｃｈｅ）通过并购，正在加强和扩展生物测序、疫苗等方面的

业务。

图１１　主要竞争对手并购案

③主要竞争对手技术保护趋势

从起始申请时间上来看，ＴＯＰ１０研发机构中，除德国拜耳和中国化工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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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５０年代后期进入研发外，其余机构进入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

８０年代后期，少部分在９０年代。从增长趋势来看，中国科学院、农科院、中国农业

大学等机构的申请呈上升趋势。陶氏杜邦、德国巴斯夫、德国拜耳、中国化工（先正

达）、加州大学、Ｉｏｎｓ生物制药公司和罗氏公司的专利申请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巴

斯夫、拜耳、加州大学、ＩＯＮＳ制药公司专利申请量下降趋势显著（图１２）。

图１２　主要竞争对手申请趋势

④主要竞争对手技术布局方向

从研发机构专利的技术构成（ＩＰＣ）来看，ＴＯＰ１０机构的专利主要集中在 Ｃ１２Ｎ

等１３个技术方向上，其中，Ｃ１２Ｎ、Ａ０１Ｈ和Ｃ０７Ｋ方向上的专利量最多（图１３）。

⑤在华主要竞争对手

在华专利申请机构主要有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个人和机关团体等，其

中，企业申请的专利最多，有１０４１２件；大专院校的申请量排名第２位，有９５４６件；

科研单位的申请量为７０６５件，排名第３位（图１４）。

中国科学院、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

德国巴斯夫、美国陶氏杜邦、华南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德国拜耳、福建农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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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主要竞争对手专利技术布局方向

表４　专利技术ＩＰＣ分类号说明

ＩＰＣ分类号 说明

Ｃ１２Ｎ 微生物或酶及组合物

Ａ０１Ｈ 新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方法或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植物再生

Ｃ０７Ｋ 肽

Ｃ１２Ｒ 生物化学等所涉及的微生物

Ａ０１Ｎ 人体、动植物体或其局部的保存

Ａ０１Ｐ 化学化合物或制剂的杀生、害虫驱避、害虫引诱或植物生长调节活性

Ａ２３Ｋ 专门适用于动物的喂养饲料及生产方法

Ｃ１２Ｑ 包含酶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验方法

Ｃ０５Ｆ 部分有机肥料，如用废物或垃圾制成的肥料

Ｃ１２Ｐ 发酵或使用酶的方法合成目标化合物或组合物或从外消旋混合物中分离旋光异构体

Ａ６１Ｋ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技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化工是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相关专利的申请机构。

其中，中国科学院相关专利技术申请量最多，达１８２４件；农科院专利数量为１２３０

件，排名第２位，这两家机构的专利量远高于其他专利机构。从机构性质上来看，

在华ＴＯＰ１６家专利权机构中，高等院校的数量最多，为８家；其次是企业５家；科研

院所３家，但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量排名靠前（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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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在华申请机构类型

图１５　在华主要申请机构

　　３．结论

　　（１）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热度下降，而我国正日渐升温

全球农业生物技术专利申请呈现出新趋势：２０１０年前专利量的增长主要是以

杜邦、巴斯夫、拜耳、收购前的孟山都、收购前的先正达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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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公司所引起的；２０１０年之后这些公司的专利申请呈现出下降趋势。特别

是近两年，业务模式相对单一的孟山都公司和先正达公司分别被农化巨头拜耳和

我国的中国化工所收购，这正是国外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热度下降的一种真实写照。

反观，目前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并成为２０１０年之后的全球

农业生物技术专利申请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２）国际大公司依然处于优势地位，而我国机构正在打破这种局面

目前，杜邦、巴斯夫、拜耳和陶氏公司，特别是杜邦、巴斯夫和拜耳的专利量均

超３０００件以上，拥有绝对性的优势。当２０１０年之后，我国的科研和高等教育机构

所科研已成为全球农业生物技术专利申请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如中国科学院、农

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正在打破原有的跨国农化巨头垄断的研发格局。同时，我国

化工行业的巨头—中国化工通过收购先正达公司，也步入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竞

争格局中。

赵　萍、张　博（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与恒大集团签约首批合作项目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中科院与恒大集团在北京举行首批合作项目签约活动，中

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

书记许家印，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夏海钧参加签约活动。

签约前，白春礼会见了许家印一行。白春礼首先对恒大集团给予中科院的信

任和支持表示感谢。白春礼表示，中科院具有技术和人才优势，恒大集团具有资本

和市场优势，双方优势互补，双方的合作体现了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深度融合，

将会有效促进中科院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许家印表示，在今天首批合作项目签约的基础上，恒大集团将会与中科

院进一步深化合作内涵，拓展合作领域，持续遴选合作项目，加快推动优秀科研成

果的转化及应用。

为落实今年４月９日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经双方相关部门和单位的组

织协调与需求对接，此次双方共有６个合作项目顺利完成签约，涉及人工智能、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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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航天、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将会有效加速中科院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和规

模产业化。

恒大高科技集团，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科技促进发展局、发展规划局、条件

保障与财务局、科学传播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双方有关部门、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

加签约活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８０８／ｔ２０１８０８１７＿４６６０９４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

中科院２０１８年第２季度两类亮点工作筛选结果发布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经中国科学院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推荐，同时参考广大网

民在相关亮点工作筛选活动中的网络投票意见，中科院２０１８年第２季度科技创新

亮点成果共６项：高性能系列化条纹相机研制成功、高五高六成功发射中科院再立

新功、实现超低辐射Ｘ射线鬼成像、诱导多能干细胞研究及全自动化干细胞诱导培

养设备研制取得重要进展、纳米先导专项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纳米核心技术创新、

中国大鲵遗传多样性与保护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共４

项：甘肃武威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系统全面完成检测报告、能为肺部做磁共振的临床

检测中心落户武汉、我国培育出高产异育银鲫新品种“中科５号”、“渤海粮仓”工程

５年为河北省增粮４７．６亿公斤。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ｗ／２０１８０７／ｔ２０１８０７２６＿４６５９５５７．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长三角军民融合海洋技术专场

对接会成功举办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由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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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海军上海创新中心主办，上海文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上海军民两用科

学技术促进会、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等联合协办的中国科学院“普惠

计划”长三角军民融合海洋技术专场对接会在技贸大厦召开。本次交流会由促进

会秘书长盛广铭主持，在会议伊始他向大家介绍了参会的领导及嘉宾。交流会正

式开始之前，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朱军浩上台致辞。中科院知识产权运

营管理中心的主任助理安莉莉为在场嘉宾介绍了中科院普惠计划的主要内容。海

军上海创新中心的楼伟锋主任向在场嘉宾介绍了海军上海创新中心。来自中科院

的郭霖、周红生、张庆龙向在场嘉宾作了相关技术的介绍。军谷平台创始人沈杰向

在场嘉宾推介了军谷平台。在各位专家的主题报告结束后主持人邀请了几位科学

家、企业家及技术转移专家开展了圆桌会议，将会场内气氛推向了高潮。

通过举办中科院“普惠计划”长三角军民融合海洋技术专场对接会，上海科学

技术交流中心将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海军上海创新中心、长三角地区

各大科技服务平台和军民融合相关企业、大院大所、高校等进一步加强信息沟通和

交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强相互合作，共同建好用好各种平台；进一步对

接需求汇聚资源，为大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在新起点上推动长三角地区科

技领域军民融合深入发展。同时，通过这次对接会，积极推广中科院“普惠计划”，

促进企业对中科院共享专利池某一技术领域的消化和理解，建立与中科院各研究

所密切的创新合作关系。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６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

中科院２０１８年度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举行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至１９日，中国科学院２０１８年度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在

京举行。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出席培训活动并讲话。来自中科院院属

单位的３０余位所级领导参加了培训。

张亚平指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做出了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强国的战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

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加以谋划。中科院在知识产权方面起步很早，近年来在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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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量、专利授权量、现存有效专利数、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合同金额、到账经费、股

份权益、知识产权专业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我们

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大家好好把握机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知识产权作为创新的重要出口，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全面提升中科

院的核心竞争力。针对下一步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张亚平强调，要不忘初心，逐

步提升全院知识产权质量；要勇于担当，破除阻碍成果转化的观念与束缚；要牢记

使命，强化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与保护。

为加强所级领导对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工作深

入开展，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在培训班上介绍了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

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相关人员介绍了中科院知识产权

运营工作，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分别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

规范贯标和知识产权管理运营的经验及做法。为使所级领导更好地了解国家对知

识产权的总体要求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培训班还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做“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支撑创新驱动发

展”和“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及成果转化相关政策”的报告。此外，中科院创

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专家介绍了专利资产理论与价值评估政策及方法。培

训课程得到了学员积极反响，大家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专利资产价值评估、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知识产权运营等有关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示，培训

班组织得特别及时，课程内容对提升所级领导的知识产权知识和意识非常重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ｚｋｙｚｓ／２０１８／０７／１６１／ｇｚｊｚ／２０１８０７／ｔ２０１８０７３０＿４６５９８８８．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宁波材料所与镇海区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镇海区共同举办

以“六争攻坚·科技争投”为主题的第二届科技成果供应商大会。会上，镇海区技

术经纪人联合培养基地揭牌，该基地旨在发挥高校院所优势，重点培育专家型技术

经纪人，发展科技成果评估师，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技术转移转化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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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长黄政仁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自

建所伊始，就得到镇海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未来几年，宁波材料所将围绕国家

“新材料＋”制造业双创示范基地、浙江省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和中官路

创新创业大街等方面的建设，从构筑产业化成果熟化平台、补齐人才引进与培养

链、建设多层级创新平台、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四个方面发力，协助镇海区打造

成为科技创新要素的引力场与策源地，最大限度地激发研究所的创新活力，为镇海

的创新发展持续高效地提供科技支撑。

据悉，宁波材料所和镇海区作为浙江省首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双方将

在高端人才培养与引进、技术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方面深入合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ｂ．ｃａｓ．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０７／ｔ２０１８０７１９＿５０４５５７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

信息扫描

澳大利亚公布知识产权法修正草案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３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发布了２０１８年知识产

权法修正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公开征询公众意见持续到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草案包

括以下条款：（１）不再授予新的创新专利；（２）专利法引入“对象”（ｏｂｊｅｃｔｓ）条款；

（３）修改专利的创造性要求；（４）修改强制许可条款。草案提到的多项措施，源于

生产力委员会对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的调查。此外，还涉及王权使用（ＣｒｏｗｎＵｓｅ）和

强制许可变更措施。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ｗｍ．ｃｏｍ／ｅｎ／ａｕ／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ｐａｔｅ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０７３１

原文标题：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ｐａｔｅ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

９２知识产权动态



欧盟知识产权局扩展商标可视化检索范围

２０１８年７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的商标可视化检索工具ＴＭｖｉｅｗ范围进

一步扩展，收录西班牙、立陶宛、保加利亚和希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注册商标。ＴＭ

ｖｉｅｗ包含来自全球６６个知识产权局的近５０００万个商标，是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在

线商标数据库。ＴＭｖｉｅｗ可视化搜索步骤包括：（１）单击相机图标以显示“拖放或上

传图像”框；（２）将图像拖放到搜索框中，ＪＰＧ、ＰＮＧ、ＧＩＦ和 ＴＩＦＦ四种格式均可，或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云图标，从计算机上传已保存的图像；（３）上传图像后，使用红色

框选择要搜索的区域，以图库模式或列表模式显示结果并通过颜色进行筛选。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ｕｉｐｏ．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ｏ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ｌ／ｅｎ／ｎｅｗｓ牽ｐ＿ｐ＿ｉｄ＝ｃｓｎｅｗｓ＿ＷＡＲ＿

ｃｓｎｅｗｓｐｏｒｔｌｅｔ＆ｐ＿ｐ＿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０＆ｐ＿ｐ＿ｓｔａ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ｐ＿ｐ＿ｍｏｄ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４６２４４４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ｄ＝ｍａｎｕａｌ／
原文标题：Ｖｉｓｕ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ｉｎＴＭｖｉｅ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

ＯＥＣＤ与 ＥＵＩＰＯ分析假冒商品贸易驱动因素

２０１８年７月，世界经合组织（ＯＥＣＤ）与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联合发布假

冒商品贸易驱动因素研究报告，为相关有效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报告通过

对多种社会经济条件的量化分析，确定经济体在假货贸易中成为积极参与者的可

能性。报告分析发现５个主要驱动因素：（１）管理中的高度腐败和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成为影响假货出口程度的因素；（２）自由贸易区为造假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

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有限的监督；（３）低劳动力成本和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法

规是假冒和盗版商品贸易的重要驱动因素；（４）货物物流的追踪能力是减少假冒和

盗版产品在出口中所占份额的关键因素；（５）实施贸易便利化政策，如提高透明度

等会降低假冒商品出口的可能性。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ｏｅｃｄａｎｄｅｕｉｐｏｒｅｐｏｒｔｗｈｙｄ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ｐｏｒｔｆａｋｅｓ
原文标题：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ＥＣＤＥＵＩＰＯｒｅｐｏｒｔ：Ｗｈｙｄ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ｐｏｒｔｆａｋｅｓ牽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４日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美国能源部推出技术转让在线平台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美国能源部（ＤＯＥ）推出技术转让在线平台———实验室合作

服务（Ｌａｂ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平台公开了下属１７个国家实验室开发的技术信息，

帮助投资人、创新者和研究中心利用相关技术。该项实验室合作服务将用户与能

源部技术专家、项目及专利关联起来，主要包括：（１）用户可以按技术分类搜索相关

专家并进行专家咨询，并将在两周内收到专家的回复；（２）提供多种合作机制，例如

合作研究和开发协议以及知识产权许可协议；（３）以可视化检索方式提供 ＤＯＥ技

术内容及拟许可专利的技术摘要信息。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７／１８／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ｏｍａｋ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ｍｏｒｅ３９３５９

原文标题：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ｏｍａｋｅ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日本推出首个大学初创企业数据库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４日，全球领先的技术转让软件公司 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与日本大学创新

与技术转让网络（ＵＮＩＴＴ）宣布联合开发日本国内首个面向大学初创企业的综合数

据库。该平台将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最新初创企业数据为基础，搜集初创公

司信息。投资者、潜在客户、感兴趣的企业和其他人都可以在 ＵＮＩＴＴ网站以及

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的Ｆｌｉｎｔｂｏｘ．ｃｏｍ网站上轻松查找并与这些公司合作。该项目于２０１８年

７月开始，网站将于秋末上线。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ｔｏｃｋｓ／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ｉｔｔ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ｆｉｒｓ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ｒｔｕｐ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１０２７３９４６２１

原文标题：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ＩＴ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Ｔ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Ｆｉｒｓ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ｒｔｕｐ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

１３知识产权动态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推出学生创业计划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７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与加州科技城的商业领袖及投资者合

作，推出名为ＩＤＥＡＳ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的计划，帮助学生企业家创办初创企业。ＩＤＥＡＳＩｍ

ｍｅｒｓｉｏｎ计划的专家组由来自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商业领袖、天使投资人和风险资本

家构成，指导学生参与者，为学生提供资源和网络，并帮助他们启动初创企业。该

计划已进入第３个年头，２０１８年的学生来自以色列、土耳其、瑞典、南非、格鲁吉亚

和美国，学生通过向专家组介绍业务获得反馈和指导建议。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７／２５／ｔｅｌａｖｉｖｕ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ｔｅｃｈ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ｍｏｒｅ３９４６８

原文标题：ＴｅｌＡｖｉｖＵ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ｔｅｃｈ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推出初创企业新计划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６日，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ＣＵ），推出了一项新的名为ＶＣＵＶｅｎｔｕｒｅｓ的初创企业支持计划，包括名为Ｖｅｎｔｕｒｅ

Ｌａｂ的预加速器，用于将初创团队与教师持有的有潜力的技术相结合。合格的初创

企业必须以ＶＣＵ知识产权为基础，具有高增长潜力，有进行风险投资的计划，并具

备有前景、可推广的的商业模式。ＶＣＵＶｅｎｔｕｒｅｓ内的初创公司将根据学校预先设

置的许可条款运作，该条款规定了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与分配。

ＶＣＵ将获得初创公司５％的所有权权益，同时允许分许可并放弃所有许可使用费、

分许可费和阶段性付款。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ｖｃｕ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ｏｕｓｔｅｒｍｓ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ｍｏｒｅ３９５３６

原文标题：ＶＣＵ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ｏｕｓｔｅｒｍｓｆｏ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

２３ 知识产权动态



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２０１８年商业秘密诉讼报告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法律数据分析公司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其第一份商业秘密诉

讼报告，分析了近９年来９８００个商业秘密诉讼案。报告指出，自２０１６年《保护商

业秘密法案》（ＤＴＳＡ）通过以来，美国地区法院受理的商业秘密诉讼案件数量呈增

长趋势。２００９至 ２０１６年间，商业秘密诉讼一般保持在每年 ８６０９３０个案件，但

２０１７年增至１１３４件，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共提起５８１起商业秘密诉讼，增速明显提高。

涉及商业秘密的诉讼往往与其他诉讼重叠，特别是商业诉讼，如违约或商业侵权。

最常见的商业秘密诉讼结案方式是合意判决（Ｃｏｎｓｅｎ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其中绝大多数案

件为原告胜诉。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７／２７／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ｔｓａ／ｉｄ＝９９６４６／
原文标题：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ｈｏｗ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ｏｆＤＴＳＡ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

ＩＡＭ：美国２０１８上半年专利诉讼数量回落

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知识产权网站ＩＡＭ从案件数量、诉讼方构成等方面统计分析

了２０１８年上半年美国专利诉讼。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共提交了２０７５件专利诉讼，成为

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远低于２０１５年的历史峰值３１１０件。从原告来看，

Ｌｅｖｅｌ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Ｗｅｂ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最为活跃，并列榜首，提交了７６

件专利诉讼，其次是Ｕｎｉｌｏｃ（４８件）和佳能（３９件）。从被告来看，苹果公司位列第

一，涉及的案件数量为３０件，其次是三星（２５件）和ＬＧ（２５件）。代理原告案件最

多的律师事务所是 Ｓｔａｍｏｕｌｉｓ＆Ｗｅｉｎｂｌａｔｔ（１７５件），代理被告案件数量最多的是

Ｆｉｓ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７８件）。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ｉｐ．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８２６１４８／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ｏｐｉｎ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牽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Ｅｍａｉ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ｔ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８０９＆ｕｔｍ＿ｔｅｒｍ＝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ｋ＆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

Ｅｍａｉ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ｒ＝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原文标题：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ＯＰＩＮ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

３３知识产权动态



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布激光加工企业专利排名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７日，日本调查公司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以截至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日本专

利局受理的激光加工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为分析对象，根据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

进行企业综合排名，依次为滨松公司、迪思科（ｄｉｓｃｏ）公司、三菱电机、电子科技工业

公司（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三星钻石工业。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是滨松公

司，最受关注的是用于半导体晶圆加工的隐形切割技术，该公司针对隐形切割技术

构建了达６００件的专利组合。综合实力排名第二的是迪思科公司，代表专利涉及

防止加工磨损技术。排名第三的是三菱电机，受关注度较高的是玻璃基板的激光

热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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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０日

科技公司引领金融科技专利申请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英国专利数据公司Ｃｉｐｈｅｒ发布颠覆性技术知识产权战略报

告，其中，针对金融科技（Ｆｉｎｔｅｃｈ）领域专利申请的分析发现，科技公司在涵盖未来

银行业务的专利申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非通常认为的银行。科技巨头 ＩＢＭ拥

有２３８６４项专利家族，其最大的技术分支为光学字符识别（ＯＣＲ），涉及９２６６项专

利家族。其次是微软（１９６７０项），谷歌（９７５７项）和甲骨文公司（７５５７项），这三家

公司的专利主要涉及ＯＣＲ、交易和数据处理以及在线和移动银行技术。美国银行

的金融科技专利申请（２５４７项）在银行类申请人中排名第一，主要涉及银行的ＩＴ基

础设施、交易数据处理以及在线和移动银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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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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