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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８商标国际注册统计年报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４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公布《２０１８商标国际注册统计

年报（ＭａｄｒｉｄＹｅａ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ｒｋｓ）》。据统计，

２０１７年，ＷＩＰＯ共受理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５６２００件，比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５％。

２０１７年共有３３０００名商标持有人进行了注册申请，其中很大一部分（４２６％）仅申

请了１项商标，这说明使用马德里体系的商标持有人中，大部分并不来自大型跨国

公司，而是希望在国际上获得商标保护的小型企业和个人。

图１　商标申请数量及其申请人数

２０１７年马德里商标注册申请的增长主要源于中国、俄罗斯和英国申请的增长，

仅中国的增长就占一半以上（５２３％）。２０１７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加入使得马

德里体系的成员总数达到１００个，覆盖范围达到１１６个国家／地区。２０１７年的商标

国际注册申请排行中，美国连续四年排在首位，达到 ７８８４件，随后是德国（７３１６

件）、中国（５２３０件）、法国（４２６１件）和英国（３２９２件）。中国的申请相较于２０１６年

增加了近１４００件，增幅为３６３％。

在申请来源国排名中，俄罗斯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３位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第１０位，中

国超过法国上升到第３位。前１０的申请来源国占所有申请量的７２％，这个数据与

２０１６年基本持平。来自欧洲的马德里商标申请占比为５９５％，比１０年前降低了约

１８％，来自亚洲的申请数量占比由２００７年的９７％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１％。

在排名前２０的申请来源国中，比利时（＋１０９％）、韩国（＋９８％）、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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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瑞典（＋２４２％）和英国（＋９３％）均表现强劲，奥地利（－４９％）、德

国（－３％）、意大利（－６６％）和荷兰（－５８％）的申请数量有所下降。中国、俄罗

斯和土耳其是前２０位中仅有的３个中等收入国家。

ＷＩＰＯ还公布了２０１７年提交申请数量前９２的企业，法国的欧莱雅以１９８件申

请位列第一，其次是匈牙利的吉瑞大药厂（ＲｉｃｈｔｅｒＧｅｄｅｏｎＮｙｒｔ）（１１７件）、德国的

ＡＤＰＧａｕｓｅｌ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１０４件）、瑞士的诺华公司（９６件）以及欧洲的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

＆ＦｉｔｃｈＥｕｒｏｐｅ公司（８２件）。值得注意的是，吉瑞大药厂２０１７年的申请量比上年

增加了１０６件。

图２　各来源国马德里商标申请数量

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７年的所有商标申请中，总部位于瑞士的制药公司诺华（Ｎｏ

ｖａｒｔｉｓ）以２７４１件申请排在欧洲第１位，其次是德国消费品制造商汉高（２７１６件）和

法国个人护理公司欧莱雅（２１１４件），欧洲排名前２５位的马德里申请人中，有９家

制药企业和４家零售企业；亚洲方面，日本烟草公司（Ｔｏｂａｃｃｏ）以３４０件申请位列亚

洲第一，其次是韩国的三星电子（２８９件）和日本的禧玛诺公司（２８３件），华为以

１６３件申请排在亚洲区第９位；北美方面，苹果以５７４件申请位列北美第一，其次是

微软（３８０件）和雅芳（３１２件）。

李姝影　检索，朱　敏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ｃｓ／ｐｕｂｄｏｃｓ／ｅｎ／ｗｉｐｏ＿ｐｕｂ＿９４０＿２０１８ｐｄｆ牽ｔｄｓｏｕｒｃｅｔａｇ＝

ｓ＿ｐｃｔｉｍ＿ａｉｏｍｓｇ
原文标题：ＭａｄｒｉｄＹｅａ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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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发布中小型企业专利入门指南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８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发明未来：中小型企业专

利入门指南（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ｔ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ＭＥｓ）》。该指南阐

述了专利制度对各类企业的商业利益，鼓励中小型企业在使用本指南时有目的地

将其技术和专利战略与其整体的商业、销售和出口战略结合起来。本文整理了该

指南中具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内容：

　　１专利情报是分类的技术情报的独特来源

大多数重大的发明，只有当专利和专利申请公布时，才首次向公众公开，因此，

远在有关的革新产品在市场出现之前，专利和公布的专利申请就提供了获悉新近

研究和革新的途径。专利检索应该是任何公司为勉力开发研究所做的基本投入的

一部分。现有技术专利性检索至关重要。如果发现很可能排除你的发明取得专利

的现有技术引文，该检索就能阻止你浪费金钱去申请专利。

除了核实发明能否取得专利外，对专利数据库的及时而有效的检索可为你提

供有用的情况和情报：（１）当前和未来竞争者的研究开发活动；（２）某一技术领域

的当前动向；（３）供许可的技术；（４）潜在的供应者、商业合伙或研究人员来源；（５）

国内外可能的市场位置；（６）他人的相关专利，以确定你的产品不侵犯这些专利

（“操作自由”）；（７）已经过期的有关专利以及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技术；（８）在现有

技术基础上所作的可能的新的开发。

　　２如何使专利技术商业化

专利自身并不保证商业上的成功，这是增进公司能从发明中获益的工具。对

于把专利发明投入市场，公司有一系列选择：

　　（１）将专利产品投入市场

新产品在市场的商业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技术特点，不管从技术观点来

看一项发明如何伟大，如果对它的需求没有预期的效果，或该产品未能适应销售，

就不大可能吸引消费者。所以，商业成功也取决于包括产品的设计、财力的具备、

有效销售战略的开发以及与竞争或替代产品相比较的产品价格等其他因素。

商业计划是审查商业构想可行性的有效工具。商业计划对接洽投资者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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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把新专利产品投入市场来说至关重要。把公司专利和专利产品的情况包括在

商业计划中很重要，它将有力地说明你公司产品的新颖性，提供勤勉的证据，并减

少侵犯其他公司专利的风险。

　　（２）把专利卖给他人

转让你的专利，这将永久地转让你的专利所有权。这种决定必须慎重考虑，指

南一般不建议转让专利，专利权人通常更愿意维持发明的所有权而授予许可。通

过许可专利而不是转让专利，你就专利的剩余有效期得到使用费的收益，这可能是

在经济上的战略，另一方面，转让意味着你一次性地收到一笔同意的款项，不管专

利最后是否有利可图，都不再有使用费。如果专利的售出是一次性的付款，你即刻

便会获得收益，不必等待２０年去逐渐实现这个价值，同时也避免了专利可能被取

代的风险。

　　（３）把专利许可给他人

许可专利使专利权人（许可人）允许另一方（被许可人）为相互同意的目的使

用专利发明。通常双方会签署一个许可合同，详细说明协议的条件和范围。通过

许可协议允许他人将发明专利商业化能使企业获得另外的财源，它是公司对发明

利用专有权的通常手段。鉴于签订许可协议需要有熟练的谈判和起草技巧，建议

在条件的谈判和许可协议的起草方面寻求从事许可的律师的协助。在许多案例

中，专利许可报酬是一次性付款和使用费的结合，有时候，在被许可人的公司入股

可以替代使用费。如果你的竞争者对你的公司的专利也感兴趣，也可考虑交叉许

可。但涉及一大系列的互补发明的许多专利为两个或多个竞争者所持有时，交叉

许可在行业里很普遍。

　　（４）与有互补资产的他人建立合资经营或其他战略联合。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ｃｓ／ｐｕｂｄｏｃｓ／ｚｈ／ｓｍｅ／９１７／ｗｉｐｏ＿ｐｕｂ＿９１７．ｐ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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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部发布制度业、国防工业发展评估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５日，美国国防部（ＤＯＤ）发布了《评估和加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

工业基地和供应链弹性（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旨在评估风险、识

别影响，提出支持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健康发展的建议，进而维护美国经济和国

家安全。

报告认为美国对竞争对手国家的依赖程度令人惊讶，整个产业均面临劳动力

（技能短缺）挑战；为了获得价格优势和进驻国际市场，许多行业一直向海外转移关

键能力。据此提出应对措施：增加短期国防预算的稳定增长，打击针对美国知识产

权的中国产业政策，修订常规武器转移政策和无人机系统出口政策，开展面向国家

安全和经济竞争的微电子创新项目，评估和防止关键技术的窃取威胁等。

ＤｏＤ领导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还制定了相关的投资、政策、监管和立法政策。主

要包括：制定支持国家安全相关行动的产业政策（如国家防御战略）；扩大对“美国

国防生产法案第三法令”［１］计划的直接投资；减少对政治不稳定国家的完全依赖，

提出多样化供应策略；促进有机工业技术的现代化；加快培育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和贸易人才；进一步加强探索应对未来威胁的下一代技术。

［１］国防生产法案第三法令计划旨在为国防关键项目建立有保障、可负担和在商业上可行的生产能力，以加强
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

报告特别分析了中国作为竞争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美国的影响和威胁。声称中

国的“产业侵略政策”迫使美国公司将其研发转移到国外以换取市场准入，这可能

会阻碍美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影响美国企业获取最新制造技术的机会，进而可能使

得美国的整体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下降。报告分析中国影响的主要观点如下：

（１）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竞争环境：全球许多国家已经实施的具有连贯性的产业

政策、投资规划和税收政策，使得美国国内供应商处于不利地位。报告以纺织业为

例，提出亚洲市场主导了全球纺织品的供应，美国已经丧失了可以获得军用规格认

证的高强度聚酯纤维材料的制造能力。

（２）中国的军备扩张和现代化：中国正在与美国及其同盟国家在多个关键经济

领域展开竞争。中国的经济侵略性政策和全面军事现代化在其军民融合政策中得

以充分体现。中国通过积极促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和技术领域的融合，不断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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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

（３）中国的经济侵略战略：中国利用多项政策工具、假冒和盗版、非法出口补

贴、产能过剩来抑制全球价格，挤占竞争对手的全球市场份额，例如太阳能和钢铁

行业，计划扩展到汽车和机器人等其他行业。中国正在威胁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

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技术供应，且美国风险在不断增大。中国在多种行业上游原材

料（如矿石）的控制主导地位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向下游增值材料加工和相关制造

供应链趋近。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将更多地关注广泛使用的特殊金属、合金和

其他材料（稀土和永磁体）。中国也是军需品和导弹中使用的某些关键高能材料的

唯一或主要供应国。

（４）中国的软实力预测：中国利用资金实施积极的贸易和基础设施政策，通过

“一带一路”强化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减少美国市场准入的商业贸易体系。

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国以及盟国的贸易失衡。中国的贸易优势和软实力，

增加了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应对关键产品、服务和大宗商品上依赖战略竞争对

手的风险。

（５）中国的研发支出战略：中国正在使用工业政策工具和策略来强迫或促使美

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向中国同行和竞争对手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受国家支持的参

与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购买和窃取差异化的知识产权，且主要针对美国的关

键技术、基础设施和材料，并利用自由市场系统接近和获取美国工业的关键组成部

分，进而降低了美国的防御能力。中国的积极产业政策已经削减了美国在一些具

有关键防御功能上的能力，包括军用太阳能电池、平板飞机显示器以及稀土元素加

工。中国还严重影响到了美国的其他领域，包括机床、生物材料、陶瓷和复合材料

等先进材料的生产和加工，以及印刷电路板和半导体的生产。中国一直在寻求收

购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涵盖铁路、港口和电信领域。中国的经济战略，加上中国

对其他国家的工业政策的不利影响对美国工业基础构成重大威胁，从而对美国国

家安全造成越来越大的风险。

（６）战略材料和印刷电路板：中国非法和其他不公平的外贸方式正在影响美国

的战略和关键材料制造商，其中掠夺性做法包括由国家支持的倾销、公共补贴和知

识产权盗窃等，这些正在摧毁美国国防部供应商的商业产品线和市场，商业业务的

丧失可能导致美国丧失国防和基本民用需求的国内生产能力。印刷电路板凸显了

美国工业发展日益增长的风险。印刷电路板子领域为构成电子系统的各种集成电

路和组件提供基板和互连。如今，亚洲占据９０％全球印刷电路板市场，其中中国占

据一半以上；美国印刷电路板子部门在不断老化、收缩，并且已经丧失了刚性和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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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柔性印刷电路板达到现有技术水平的生产能力。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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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分析大学研发资助与技术发展相关性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对研发资助类型与大学进

行的创新活动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该研究以大学创新活动中的大学发

明专利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不同类型的研究资助对技术发展的贡献。具体来

说，研究将支撑大学发明的研究经费分为“政府研究资助”、“企业研究资助”和“竞

争性研究资助”，研究分析了这三类资助对大学发明的“先驱性”和“影响力”的

影响。

该研究以日本大学专利发明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ＩＩＰ专利数据库（知识

产权研究所）”为主要数据源，从中提取了大学作为申请人的专利数据，并使用上述

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包括“先驱性发明”和“影响力”。其中，“先驱

性发明”是成为“技术轨迹（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的始祖专利”，由是否存在后向

引用（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进行衡量；“影响力”是“给后续发明带来的影响”，由申请

年和技术领域归一化的前向引用（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来衡量。

该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首先，“竞争性研究资助”最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先驱性发明”，而“影响力”最

低。其次，“企业研究资助”与“竞争性研究资助”的情况完全相反，即“企业研究资

助”产生“先驱性发明”的倾向最低，但“影响力”却很高。最后，“政府研究资助”的

情况介于两者之间。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得到以下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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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竞争性研究资助”对“先驱性发明”研发至关重要。“先驱性发明”较多

的研究成果具有创造新技术轨迹和新范例的潜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趋于成熟的技术轨迹，更容易获得成功，相应地对萌芽技术的刺激较少。因此，“先

驱性发明”产生新的技术路径和范式，但大部分可能仍然难以商业化，其扩散影响

较小；相应地，企业界资助这类研发具有风险，有必要引入促进“先驱性发明”扩散

的机制。

第二，研发补助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自２００４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后，

研发补助被逐年削减，大学开始寻求外部研究资助，尤其是来自企业的研究经费。

这个转变带来的结果是，日本大学的创新活动成果的“先驱性发明”减少。为了防

止这种情况，有必要继续创造并资助萌芽技术。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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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ＡＫ发布 Ｈｕｍｉｒａ专利资产调查报告

近日，美国非盈利药品获取与知识倡议组织（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ＭＡＫ）针对美国多家制药巨头通过滥用专利制度获得巨额利润的

情况进行调研［２］，以美国艾伯维（ＡｂｂＶｉｅ公司）Ｈｕｍｉｒａ（阿达木单抗）［３］的专利资产

进行了调查并发布相关报告，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１Ｈｕｍｉｒａ专利资产发展趋势

Ｈｕｍｉｒａ（阿达木单抗，又名修美乐）是一种可自我注射的生物治疗药物，由制药

商艾伯维销售的Ｈｕｍｉｒａ是首个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ＦＤＡ）批准的全人类

单克隆抗体。该药物１９９３年开始与德国ＢＡＳＦ合作研发，１９９４年由合资企业提交

了第一件技术专利，２０００年 ＢＡＳＦ以６９亿美元向艾伯维实验室出售整个制药业

务，２００２年Ｈｕｍｉｒａ获得ＦＤＡ批准。

迄今为止，Ｈｕｍｉｒａ在美欧日总共申请专利３８６项，其中美国２４７项专利，在美

专利中８９％的专利是在２００２年药品上市后提交的，４９％的专利申请是由艾伯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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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第一件专利期满后提交的。截止目前，Ｈｕｍｉｒａ向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

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为７６项和６３项。与美国相比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２年之

后艾伯维提交的专利申请大部分已经被撤回：要么在审查期间被驳回，要么在专利

受到诉讼后被撤销。ＩＭＡＫ分析表示，自第一项发明被提出并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以来的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制药商以这样的速度提交专利申请是一种故意拖延竞

争的“常绿化（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４］”策略。在建立了专利保护的堡垒之后，艾伯维在过

去的１５年里，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可以为Ｈｕｍｉｒａ公司收取高价。

［２］据Ｉ－ＭＡＫ称，１２种畅销药物的制药商＂通过专利享受的垄断保护平均为３８年＂。报告还指出，在这１２种
最畅销的药物中，在没有竞争者的威胁下，１１种药物价格均在上涨。
［３］Ｈｕｍｉｒａ（阿达木单抗）是当全球销售额最高的药物。
［４］常绿化指的是延长旧技术的专利期。

　　２Ｈｕｍｉｒａ销售收入与医疗保险投入

自２００２年起，Ｈｕｍｉｒａ为艾伯维公司带来了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销售收入。２０１７年

Ｈｕｍｉｒａ在全球销售额达到１８０亿美元，其中１２０亿美元来自美国，仅 Ｈｕｍｉｒａ一项

的收入占艾伯维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对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２０１２到２０１６年

间，美国在Ｈｕｍｉｒａ上的消费合计达到９２亿美元。在此期间，这两个机构的总开支

增加了２６６％，其中医疗保险占总开支的７１％，医疗补助占２９％。２０１６年，美国

Ｈｕｍｉｒａ的总销售额为１０３亿美元，其中３１％来自美国公共医疗保险（Ｍｅｄｉｃａｒｅ）和

医疗补助（Ｍｅｄｉｃａｉｄ）。２０１６年，仅医疗补助（Ｍｅｄｉｃａｉｄ）一项就使其在 Ｈｕｍｉｒａ上的

年度支出总额比上年增加了一倍，达到１０亿美元以上，从而使Ｈｕｍｉｒａ一跃成为当

年成本第二高的药品。如果Ｈｕｍｉｒａ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其财富规模将超过多家世

界５００强企业，包括 Ｖｉｓａ、美国通用磨坊食品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ｉｌｌｓ）和孟山都公司

（Ｍｏｎｓａｎｔｏ）等。

美国在Ｈｕｍｉｒａ上的巨额公共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艾伯维引入的异常价

格上涨。据美国医疗保险公司报道，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６年，艾伯维每年将Ｈｕｍｉｒａ的

价格上调１８％，这使得Ｈｕｍｉｒａ在这段时间内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价格涨幅进入

ＴＯＰ５。在短短４年间，医疗保险对 Ｈｕｍｉｒａ的人均年支出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６万美元

增加了一倍多，到２０１６年人均支出近３３万美元。

第一款生物仿制药要到２０２３年才能进入美国市场，欧洲将会在下个月推出首

款生物仿制药，更快地享受到低成本药物带来的便利。该报告指出，即使将这些仿

制药推向市场，制药商也必须支付许可费才能使用艾伯维的专利。通常而言，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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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成本“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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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为落实《“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关于

“加强专利活动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联评价”的要求，促进专利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实现专利与产业的对接，国家知识产权局编制

了《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１８）》（以下简称《２０１８年参

照关系表》），现予印发。本参照关系表建立了专利与国民经济行业的映射关系，专

利的行业分类提供直接对照，有助于从产业角度出发结合科技、经济数据开展相关

统计分析。《２０１８年参照关系表》是根据最新版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２０１８１）和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通过对２０１５年发布的试用版国际专利分类与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加以修订完成。

张　娴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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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体系，

加快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动力升级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６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

级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打造“双创”升级版，进一步优化创新

创业环境，大幅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

用，提升支撑平台服务能力，推动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

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为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更充分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保障。

《意见》提出了打造“双创”升级版的八个方面政策措施。一是深化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释放创新创业活力，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着力促进创新创业环境升级。

二是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创新创业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政策，加快推进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体系，加快推动创新创

业发展动力升级。三是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技创业，强化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培训，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体系，完善退役军人自主创业支持政策和

服务体系，提升归国和外籍人才创新创业便利化水平，推动更多群体投身创新创

业，持续推进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升级。四是增强创新型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推动高

校科研院所创新创业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深入推动科技创新

支撑能力升级。五是提升孵化机构和众创空间服务水平，搭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平台，深入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完善“互联网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打造

创新创业重点展示品牌，大力促进创新创业平台服务升级。六是引导金融机构有

效服务创新创业融资需求，充分发挥创业投资支持创新创业作用，拓宽创新创业直

接融资渠道，完善创新创业差异化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

七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培育创新创业集聚区，发挥“双创”示

范基地引导示范作用，推进创新创业国际合作，加快构筑创新创业发展高地。八是

强化创新创业政策统筹，细化关键政策落实措施，做好创新创业经验推广，切实打

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细化政策措施，加强督查，及时总结，确保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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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进一步增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发展

新动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０９／２６／ｃ＿１１２３４８７０２０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

专题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位居第２８位

【摘要】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在新兴

数字化科技加速推动世界转型的大背景下，经济竞争力性质的变化对政府和企

业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或将危及世界未来的增长和生产力。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１７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新的研究工具包括１２项大指标，其下细分９８个单独指标对全球１４０个经

济体进行了测度。十二个大指标具体包括：机构、基础设施、技术准备、宏观经济背

景、卫生、教育和技能、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系统、市场规模、商业活力与创

新。每个指标均采用０到１００评分值，反映实际经济与理想状态（又称“竞争力前

沿”）之间的差距。根据上述因素评分，美国以８５６的成绩摘得整体最佳表现桂

冠，领先于新加坡和德国。世界平均得分为６０分，距离“竞争力前沿”４０分。主要

结论如下：

　　１．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经济体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２０１８年报告采用全新研究方法捕捉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全球经济动态，引入

了众多有望在未来推动竞争力发展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却从未成为主要政策焦点的

因素，其中包括创意、企业文化、开放性和灵活性。

全球最富有竞争力的一批经济体都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例如，新加坡，尽

管全球竞争力指数显示新加坡是“未来准备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但新加坡在数字

化技能劳动力数量方面却落后于瑞典。与此同时，瑞士在技能再习得与再培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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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面拥有最强大的劳动力，然而就拥抱变革而言，美国公司的行动最为迅捷。报

告还发现，从创意提出到产品商业化的创新过程中，经济体整体表现欠佳。在这一

领域，有１０３个国家的得分低于５０。其中德国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和瑞士。该报

告特别注意到，以色列对于创业风险的态度最为积极，而几个东亚经济体则倾向于

负面看法。加拿大拥有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丹麦的企业文化等级差异最小，

这两者都是推动创新的关键因素。

　　２开放性必须与包容性相辅相成

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反全球化呼声高涨之际，报告还强调了开放竞争力的重

要性。例如，在开放性指标（例如，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外国劳工雇佣便利性以及

专利申请合作等）上表现出色的经济体，在创新和市场效率方面同样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数据表明，继续深化开放与一体化程度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当然，各国也

应当贯彻落实政策，为遭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群体提供支持。

该报告发现，再分配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旨在解决收入不

平等问题的累进式税收，并不一定会损害经济竞争力。在竞争力和包容性之间不

存在必然的取舍关系。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包容性，始终切实可行。例如，

现有工作时间数据显示，在竞争力指数排名前１０位的经济体中，工人平均每周工

作时间比金砖国家中三个经济体（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少５小时。

该报告认为，经济体有必要采取多种方法提升竞争力，在某个领域的卓越表现

并不能弥补另一处短板。这一点在创新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虽然对科技的高度重

视确实可以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跨越式发展机会，但政府绝不能因此忽视治理、基

础设施和技能等“旧”发展问题。在接受调查的１４０个经济体中，有１１７个的机构

质量不佳，仍然阻挠着整体竞争力的发展。

　　３．区域和国家亮点：中国位居第２８位

（１）美国是最接近“竞争力前沿”的国家，得分高达８５６（满分均为１００）。美

国不仅在劳动力市场支柱（８１９）和金融系统（９２１）支柱表现突出，凭借着活力十

足的企业文化，其在商业活力上更是遥遥领先。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为美国造就了

世界领先的创新生态系统（８６５，仅次于德国）。美国的制度框架也比较完善

（７４６，第１３名）。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美国存在着社会结构脆弱（从６５５下滑至

６３３）及安全状况恶化问题（７９１，第５６名），美国的凶杀率是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

五倍。在诸如三权分立（７６３，第４０名）、司法独立（７９０，第１５名）和腐败（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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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名）等领域，美国表现明显欠佳。美国在卫生支柱方面也落后于大多数发达

经济体，预期寿命为６７７岁（第４６位），比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寿命短３年，比新加

坡和日本短６年。最后，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 ＩＣＴ应用率（包括移动宽

带用户和互联网用户等方面）较低，得分为７１２，落后韩国整整２０分。

（２）其他名列前１０位的 Ｇ２０经济体包括德国（第３名，８２８）、日本（第５名，

８２４）和英国（第８名，８２０）。Ｇ２０各国表现差异十分显著。阿根廷（第 ８１名，

５７５）与美国的差距将近３０分，是Ｇ２０经济体中表现最差的一个。

（３）新加坡以８３５在整体排名荣居次席。身为全球贸易中心，开放性是新加

坡的标志性特色，也是其经济成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凭借世界一流的交通基础

设施和连通性，新加坡在基础设施支柱方面同样处于领先地位，得分９５７。

（４）除新加坡和日本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第７名，８２３）是前１０名中东亚暨太

平洋地区的第三大经济体，印证了人们普遍看好该地区未来整体增长势头的观点。

这三大经济体均拥有世界一流的实体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及连通性，良好的宏观经

济稳定性、强大的人力资本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澳大利亚（第１４名，７８９）和韩国

（第１５名，７８８）位居前２０名。该地区最大差距在于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状况，新西

兰在创新能力支柱方面排名仅为第２０位，而韩国排名第８。蒙古（第９９名，５２７）、

柬埔寨（第１１０名，５０２）和老挝（第１１２名，４９３）等新兴市场仅取得一半分值，易

受突发性冲击影响。例如，发达经济体增长快于预期的利率和不断升级的贸易紧

张局势。

（５）在主要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中，中国竞争力最突出，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

排名第２８位，得分为７２６。俄罗斯紧随其后，排名第４３位。在金砖国家中，只有

中国和俄罗斯入选了榜单的前５０位。接下来是第５８名的印度，较２０１７年上升了

５位；得分为６２，是 Ｇ２０中进步最大的国家。南非今年排名下降了５位，至第６７

名。最后是巴西，排名下滑３位，至第７２名。

（６）整个欧洲竞争力格局差异明显，包括富有竞争力的西北欧、竞争力相对较

好的西南欧、正在崛起的东北欧和发展滞后的东南欧。尽管近期的政治转向浪潮

令欧洲竞争力持续削弱，但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和技能等根本性竞争力的地位仍

旧稳固。瑞典（第９名，８１）是北欧经济体中排名最高的国家，而法国（第１７名，

７８０）则居于前２０位内。该地区最大的差距在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德国和瑞士

等国家是全球创新标准的奠基者，而东欧和巴尔干国家却缺乏基本的创新基础

设施。

（７）智利（第３３名，７０３）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一骑当先，远远领先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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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第４６名，６４６）和乌拉圭（第５３名，６２７）。委内瑞拉（第１２７名，４３２）和海

地（第１３８名，３６５）居于榜单末尾。该地区的竞争力仍然薄弱，面临着多重因素危

害加剧的风险，包括不断增长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委内瑞拉经济和人道主义

危机的蔓延趋势，本区域最大经济体选举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威胁加勒比地

区的自然灾害。欠佳的安全状况和薄弱机构是区域内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两大

挑战。

（８）中东和北非在竞争力表现方面差异依旧悬殊，以色列（第２０名，７６６）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第２７名，７３４）在该地区居于领先地位。沙特阿拉伯排在第３９

位，得分为６７５。加强区域连通性建设，同时配合改善 ＩＣＴ和人力资本投资状况，

有助于提升该区域的创新能力，激发商业活力，最终达到增强竞争力的目的。

（９）在接受调查的３４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中，１７个处于排名倒数２０位

内。此外，该地区的平均竞争力水平（４５２）不足总分的一半。毛里求斯（第４９名，

６３７）在区域领跑，胜过南非（第６３７名，６０），比乍得（第１４０名，３５５）更是领先近

３０分、９１个名次。肯尼亚则以５３７分排在第９３位，尼日利亚以４７５分排在第

１１５位。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６００８５１６６＿４６５９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ｄｏｃｓ／ＧＣＲ２０１８／０５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ｐ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技术观察

人工智能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近年来再次掀起发展热

潮，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都在极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其视

为引发下一场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对

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趋势、主要技术主题、主要申请国家／地区的

专利分布，以及重点申请机构等进行了分析，以揭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发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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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我国相关技术开发与决策提供参考。

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物联网的不断发展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其中包括丰

富的产业数据和用户画像；微电子技术的进步使计算机具有越来越强大的计算能

力，加之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计算成为现实；机器学习技术

的不断演进，令计算机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越来越高效和智能。数据、算力和算法

的进步，使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检测、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决策等领域得

到深入应用，并带来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因此，人工智能技术被视为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美国、中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将发展人工

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发布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以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大学、科研机构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视为重要研发方向，投

入大量研发资源；世界各国的高科技企业也纷纷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希望抢占未来

市场先机。

本文以人工智能相关关键词结合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为基础，基于 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检索得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约１１万项（经过

ＤＷＰＩ同族专利合并）。下文将从专利总体产出规模、专利申请布局、主要专利权

人、技术主题等方面进行分析。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专利申请量及增长趋势

　　１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３显示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的变化情况。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间，人工智能领域年专利申请量维持在５０００多项。２０１１年起，人工智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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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利申请量开始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 ２０１６年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高达

５６２７％。２０１７年由于专利申请数据公开滞后原因，显示增长速率较低，但也达到

１４１８％的水平。可见，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在全球的专利申请热度持续高涨。

　　２专利技术主题分析及中美对比

表１对本次检索得到的１１２，１８０项专利的 ＩＰＣ分类进行了统计。从该表可以

看出，人工智能专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１）电数字数据处理（Ｇ０６Ｆ）。该领域是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最多的领域，其中

重点在于信息检索及其数据库结构，这也说明，对数据的处理分析是人工智能的

基础。

（２）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Ｇ０６Ｎ）。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仅次于

Ｇ０６Ｆ。该领域代表人工智能的另一重要发展基础，即计算方法，包括机器学习、神

经网络算法等重要人工智能技术。

（３）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Ｇ０６Ｋ）。该领域相关专

利主要集中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图形图像特征进行识别和提取，说明图像识别

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广泛的技术领域。

（４）一般的图像数据处理或产生（Ｇ０６Ｔ）。该领域也属于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图像领域，但偏向于图像分析与处理。

（５）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

法；其他类目不包含的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处理

系统或方法（Ｇ０６Ｑ）。说明除图像的特征分析与处理外，人工智能应用最多的领域

为在行政、商业、金融等领域进行预测、评估和管理。

表１　基于ＩＰＣ分类的人工智能专利技术分布

Ｔｏｐ５ＩＰＣ分类号
（小类／小组） ＩＰＣ分类号含义 专利数量

（项）

Ｇ０６Ｆ 电数字数据处理 ２９９０１

Ｇ０６Ｆ１７／３０ 信息检索；及其数据库结构 １１５５５

Ｇ０６Ｆ１９／００ 专门适用于特定应用的数字计算或数据处理的设备或
方法

３１２７

Ｇ０６Ｆ１７／２７ 自动分析的，例如语法分析、正射校正的 ２４３５

Ｇ０６Ｆ１７／５０ 计算机辅助设计 ２０４５

Ｇ０６Ｆ１５／１８ 其中，根据计算机本身在一个完整的运行期间内所取得
的经验来改变程序的；学习机器

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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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ｏｐ５ＩＰＣ分类号
（小类／小组） ＩＰＣ分类号含义 专利数量

（项）

Ｇ０６Ｎ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２４５９８

Ｇ０６Ｎ３／０８ 学习方法 ６４３４

Ｇ０６Ｎ５／０２ 知识表达 ４７９８

Ｇ０６Ｎ９９／００ 本小类其他各组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３８３２

Ｇ０６Ｎ３／０４ 体系结构，例如，互连拓扑 ３７２０

Ｇ０６Ｎ５／０４ 推理方法或设备 ３６１３

Ｇ０６Ｋ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 １９９９４

Ｇ０６Ｋ９／００ 用于阅读或识别印刷或书写字符或者用于识别图形，例
如，指纹的方法或装置

１０３５１

Ｇ０６Ｋ９／６２ 应用电子设备进行识别的方法或装置 ９１４９

Ｇ０６Ｋ９／４６ 图像特征或特性的抽取 ３２４３

Ｇ０６Ｋ９／６６ 这些基准通过适宜的方法是能够进行调节的，例如，学习 １０４７

Ｇ０６Ｋ９／３２ 图像拾取或图像分布图的对准或中心校正 ６９６

Ｇ０６Ｔ 一般的图像数据处理或产生 １２７４４

Ｇ０６Ｔ７／００ 图像分析，例如从位像到非位像 ５２０３

Ｇ０６Ｔ７／２０ 运动分析 １５１３

Ｇ０６Ｔ１／００ 通用图像数据处理 １４１９

Ｇ０６Ｔ５／００ 图像的增强或复原，如从位像到位像地建立一个类似的
图形

１３２０

Ｇ０６Ｔ５／５０ 通过使用多于一幅图像的，例如平均、减少 ７７９

Ｇ０６Ｑ
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
据处理系统或方法；其他类目不包含的专门适用于行政、
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处理系统或方法

１１７９７

Ｇ０６Ｑ１０／０４ 预测或优化，例如线性规划、“旅行商问题”或“下料问
题”

２０８７

Ｇ０６Ｑ１０／０６ 资源、工作流、人员或项目管理，例如组织、规划、调度或
分配时间、人员或机器资源；企业规划；组织模型

１９０４

Ｇ０６Ｑ３０／０２ 行销，例如，市场研究与分析、调查、促销、广告、买方剖析
研究、客户管理或奖励；价格评估或确定

１７１１

Ｇ０６Ｑ５０／０６ 电力、天然气或水供应 １５０８

Ｇ０６Ｑ１０／００ 行政；管理 １１３０

由于中国和美国是人工智能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体量上远超过其

他国家，因此，本文基于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专利地图对中美两国的技术主题词进行

了文本聚类（表２），并对比了两国在不同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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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主题分布情况，希望借此揭示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异同。

从表中的主题词对比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分布总体上

没有显著差别。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支持向量机、机器学习、图像识别、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都是两国重点关注的内容。不过，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的覆

盖面略小于美国，尤其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这一早期阶段。此外，中国在部分领域如自动

驾驶、物体检测等领域的发展也稍晚于美国。美国在医疗、生物领域的人工智能应

用上存在大量专利聚集，而中国则在电力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上有大量布局。

表２　中美两国不同阶段专利地图主题词

时间段 中国专利地图主题词 美国专利地图主题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图像检索、图像识别、神经网络输入输
出、支持向量机、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电
路控制、信号传感、电力控制、遗传算法、
优化

图像识别与优化、特征选择与提取、
分类器训练、车辆视觉传感、神经网
络输入、模式识别、显示接口、物体检
测、医疗护理、游戏、语音识别、个人
助理、问答系统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图像分割与合成、数据稀疏性处理、优
化、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信息推荐、电路
连接控制、神经网络、电网、支持向量机、
物体检测、自动驾驶等领域

语音识别、神经网络、图像处理、物体
检测、细胞生物学、机器学习、问答系
统、预测模型、医疗、自然语言处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语音识别、图像合成、神经网络输入输
出、电网算法、预测算法、人类特征识别、
错误诊断、遗传算法、视频提取、物体检
测、样品光谱分析、支持向量机、气温控
制、图片分割、自动驾驶、显示

个人助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输入、
特征学习、视频显示、图像识别、移动
计算、认知计算、问答系统、语音识
别、自动驾驶、医疗、物体识别、传感
器、节能、自然语言处理、序列核酸

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主要申请国家／地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

　　３专利主要申请国家／地区分布分析

图４给出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上的对

比。中国以５２，３６７项专利居于首位；其次是美国，共有３１，６３１项专利；日本、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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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１１，４９０项和６，３９０项居于第３和第４位；随后是中国台湾、印度、德国、俄罗

斯、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在专利申请量上与前４位国家有较

大差距。

图５显示了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中美日韩四国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人工智能相关专

利申请的变化态势。可以看出，在早期阶段，美国、日本两国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

保持领先，中国相关专利数量并不突出。在随后的时间里，日本、韩国在该领域的

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相对而言，中美两国在２０１０年前后，每年申

请的专利数量开始逐渐上升，其中中国的增长幅度更大。２０１５年后，中国人工智能

专利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并保持这一趋势至今，近年来专利数量的爆发也使中国超

越美国成为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

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中美专利申请量对比

表３　中美日韩四国人工智能全球专利布局对比

国家／地区分布 美国专利 中国专利 日本专利 韩国专利

ＵＳ ２６８３５ ３５７ １６８７ ９９５
ＷＯ ３６９３ ５１３ １５９３ ３４１
ＥＰ ５５４ ２９ ２２２ １２８
ＤＥ ２９４ ４ １３８ ２６
ＣＡ ６５ ０ ０ ０
ＣＮ ５９ ５１４１８ １４ ３
ＧＢ ５９ ０ ５ ８
ＪＰ ２５ ４２ ７８２３ ２
ＡＵ １７ ０ ０ ０
ＦＲ １４ ０ ３ ０
ＫＲ ９ ３ ４ ４８８７

表３展示了中美日韩四国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专利布局情况。可以看出，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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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国在全球的专利布局情况优于中国，特别是美国。美国 ＰＣＴ专利数量为３６９３

项，占其全部专利数量的１１７％，并且在欧专局、德国等其他国家均有为数不少的

专利申请。日本的ＰＣＴ专利也有１５９３项，占其全部专利的１３９％，韩国ＰＣＴ专利

数量为３４１项，占其全部专利的５３％。而中国的ＰＣＴ专利数量仅为５１３项，占其

全部专利数量的１％不到。可见，尽管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在数量上占据绝对领

先，但在ＰＣＴ等高价值专利，以及在其他国家的专利布局上，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

距，甚至不如日本和韩国。

　　４．专利权人分析

图６展现了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２０家企业。在 Ｔｏｐ２０企业中，

美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其中 ＩＢＭ以超过３５００项专利占绝对领先地位，其

拥有专利数量是第２位的微软公司的２倍还多；Ｔｏｐ２０企业中日本企业的数量最

多，共有包括佳能、ＮＥＣ、索尼等９家企业；中国、韩国和德国仅有１至２家企业进

入Ｔｏｐ２０。

图６　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Ｔｏｐ２０企业

该图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偏向性。美国人工智

能Ｔｏｐ企业主要与基础硬件和软件相关，如：基础软件算法（ＩＢＭ、微软、谷歌）、基

础数据平台（谷歌、亚马逊），基础硬件（ＩＢＭ、英特尔、高通），基础技术的发达使美

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更多创新引领优势。日本人工智能Ｔｏｐ企业主要集中在图

像处理（佳能）、电子信息（ＮＥＣ、索尼、富士通、东芝）、通信（日本电信电话）、汽车

１２知识产权动态



及装备制造（三菱电机、本田、电装）等应用领域，日本尽管在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层

表现不如美国突出，但在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在电子、通信、先进制造等高技术领域

中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国家电网集团和

百度公司，其中国家电网集团拥有的专利数量排在全球第３位，说明中国可能在人

工智能的电力应用上走在世界前列。韩国和德国进入Ｔｏｐ２０的企业分别是三星电

子和西门子，分属人工智能在电子信息和制造业领域的应用。

图７给出了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Ｔｏｐ２０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图中可以

看到，除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以外，Ｔｏｐ２０几乎全部是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其

中，中国科学院以超过１２００项专利排在全球首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约９００项专

利位居第二，浙江大学以约７００项专利排在第３。许多中国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取

得了大量专利位居世界前列，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并

取得了大量产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专利布局上没

有大学表现得突出。这说明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可能更多受到科研项目驱

动，而向市场和商业化的转移转化较少。如何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能够商业

化应用的技术和产品，将是未来我国发展人工智能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图７　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Ｔｏｐ２０研究机构／大学

　　５．结论

本文聚焦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对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开展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专利近１０年来持续增长，２０１１年起其申请量以较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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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持续增长，全球热度持续高涨。

（２）人工智能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数据处理和算法领域，代表了数据和算法是

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应用层面，图像识别与分析处理，以及行政、商业、金

融等行业的预测、评估与管理领域是人工智能的两大重要方向。

（３）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布局总体相似，但中国的布局范围较美国

略小，且在智能驾驶、物体检测等领域的布局要稍晚于美国。中国在人工智能电网

应用上有较多布局，而美国则在人工智能的生物与医疗应用上有较多布局，中国则

比较薄弱。

（４）中、美、日、韩是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最主要的四个国家，其中中国近年来人

工智能领域专利数量增长幅度极大，并已超越美国成为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

量最多的国家，但我国在专利质量与保护方面与其他领先国家还存在差距。

（５）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最多的２０家企业中，美国和日本企业占据了主要

位置，其中美国ＩＢＭ具有绝对领先优势，且美国的企业多集中在数据、算法、芯片等

基础技术层，日本企业多集中于图像处理、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应用层面。中国

国家电网在电力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上具有特别的优势。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

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中国在以国家／地方科研

项目为导向的人工智能研发上进行了大量投入并取得成效，但需要进一步实现成

果的商业转化。

姜山，岳名亮，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促进成果转化进展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中科院“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工作进展及取

得的成效。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负责人，院属有关单位相关负责人和科研人员

代表在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答了媒体提问。

中科院科发局局长严庆介绍了相关情况。２０１７年，中科院以实施“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为抓手，继续探索“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新体制、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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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新模式，全方位开展科技支撑与服务工作。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７年中科院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项目共１３３６４个，其中新增１３３６个；为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

４２６９３１亿元，比上年增加 ４３７９１亿元，增长 １１４３％；社会企业当年新增利税

５１３９６亿元，比上年增加４１５６亿元，增长８８％。２０１８年以来，中科院坚持面向

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在“特色研究所”改革

发展、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部署和“弘光专项”实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特色研究所改革发展方面，按照“率先行动”计划中关于研究所分类改革的

要求，２０１５年中科院先后启动了两批共１４个研究所试点建设特色研究所。３年试

点期间，１４个研究所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特色能力、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促

进重大成果产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均取得一定成效。２０１８年７月，这１４个试

点单位顺利通过验收。总体上，这些特色所的特色研究方向均具有独特性乃至唯

一性，一些特色所区位独特，在国家战略安全、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作用。经过改革试点，这些特色所围绕特色

研究方向进一步优化科研组织模式和相应的资源配置，完善多元化的人员考核评

价体系，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由于目标更加聚焦，这些特色所积极承担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的相关任务，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和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上了一个新台

阶。中科院将根据验收结果对研究所分类改革进行动态调整，统筹推进新一轮特

色研究所建设工作，持续支持特色研究所巩固和发展其特色领域、特色方向的优

势，打造中科院科技创新的“特战旅”。

在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部署方面，２０１７年，中科院设立两个新型的 Ａ类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即“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ＣＡＳ＿Ｅａｒｔｈ）和“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不同于以往集中攻关、以突破重大关键技术或形成战略性新

产品为目标的先导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以建成开放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地球大数据科学中心为目标，突破数据共享的瓶颈问题，全面集成资源、环境、

生物、生态等领域目前分散的数据、模型与服务等，形成全球领先的地球大数据与

云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探索全球协作的大数据驱动、多学科融合的科学发现新

范式；具备全景式可视化分析、模拟与推演能力，能够对“一带一路”“美丽中国”等

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提供精准评价与决策支持。“泛第

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和“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目标是阐明自然条件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评估和应对重点地区和重大工程的资

源环境问题，提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两个专项今年正式启

动以来均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包括与此相关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９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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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在拉萨发布了首期阶段性重大成果。

在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即“弘光专项”方面，２０１８年，在前两

批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中科院又组织遴选了９项重要的科技成果，包括“深度

学习处理器（寒武纪芯片）”“现代物流智能装备系统”“阵列波导光栅芯片”“先进

压缩空气储能”“新一代煤制乙二醇”“抗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症新药ＧＶ９７１”“生物人工肝”

“高端品牌猕猴桃”“植物工厂”等作为候选项目，拟支持并推动这些成果单位与企

业合作或与社会资本合作创办企业，早日实现产业化、走向市场并取得重大影响。

此前已启动的１１个项目有些也已取得可喜进展，如“机场安检智能识别系统”已示

范应用于国内７０个机场（全国共２１８个机场）的６１８条旅客安检通道，覆盖了全国

８０％以上的重点机场（年旅客吞吐量８００万人次以上），实现人工智能在民航全流

程通关、动态布控等方面的规模化应用，机场安检通行效率和准确率得到显著提

升；“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基带芯片”通过中科晶上公司初步实现了产业化，在我国第

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手持、车载、船载等终端产品上应用，为用户提供“永久在

线”的网络服务新体验，有力地推动我国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航

空航天发动机极端精细制造装备”在中科微精公司实现了产业化，不仅开发出工业

级飞秒光纤激光器，为极端制造装备提供了核心光源，还突破了若干配套应用技

术，满足各领域对超精细冷加工制造的需求，已成功应用于国内航空航天领域２０

余家优势单位，为国产大飞机换上“中国心”（发动机）打下了坚实基础。

会上，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介绍了特色研究所典型改革成效；中

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陈方介绍了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进展；中

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石宇、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石晶林、

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杨小君分别介绍了“机场安检智能识别系

统”、“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卫星移动通信终端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航空航天发动

机极端精细制造装备产业化”专项的相关工作和成果。

新闻发布会由中科院新闻发言人、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主持。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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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知识产权动态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２０１８年第３季度
亮点工作发布

中科院２０１８年第３季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发布，共３项成果入选：国

产阿尔茨海默症新药完成三期临床试验；“中科８０４”水稻分子设计育种取得新进

展，２０１８年该品种共示范１５万多亩，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内蒙古和新疆共

布置了５０多个百亩以上示范片；电子产品低温等离子体防水涂层关键技术突破并

量产，在华为、Ｖｉｖｏ、小米等手机，以及无人机、汽车、海洋工程等电子产品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１０／４１８６５７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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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召开“知识产权培训交流会”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１２日，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知识产权培训交流会”

在昆明动物研究所顺利召开。各学科组与管理支撑部门相关人员等６０余人参加

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涵盖主题包括专利知识和专利审查意见答复、专利挖掘、专

利布局及如何提供技术交底书、专利申请质量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制度、专利

分析评议实务、常用专利数据库及检索实务等，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代理公司相关专家进行授课。专家采用理论解读、案例分析与经验总结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讲解，并与学员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本次培训交流气氛活

跃，大家围绕专利撰写质量、审查意见答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专利分析评议等有

关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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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美国知识产权执法联合战略计划征求公众意见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Ｓ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ＩＰＥＣ），总统行政办公室（ＥＯＰ）、行政管理

和预算办公室，在《联邦公报（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上就“知识产权执法联合战略计划

（Ｊｏｉ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５］”征求公众意见。公报公

布了１０项联合战略计划的目标包括：减少美国国内和国际侵权产品；识别薄弱、重

复性、浪费和其他妨碍有效执法的不合理阻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促进参与机构

之间的信息共享；破坏和消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权网络；加强其他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和执法能力；减少不能有效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的国家数量；协助其他国家更有

效地开展知识产权执法；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减少知识产权犯罪、加强美国与外国

执法机构的信息共享、建立咨询机制等方式保护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建立有效的

培训项目和其他形式的技术援助等。

［５］ＩＰＥＣ负责与某些联邦部门和机构制定政府知识产权执法联合战略计划，每三年向国会提交一次。此前３
年的联合战略规划分别于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发布。

美国联邦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为期３年的知识产权执法联合战略计划，ＥＯＰ、

ＩＰＥＣ邀请公众从四个方面提出意见：与贸易伙伴的参与、有效使用我们贸易工具等

法律权威、扩大执法行动和合作、与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通过实

现共同目标，美国政府将更加有效地促进和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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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计划打击知识产权盗用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美国发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ｙｂ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以下简称战略），其中包括“维护一个强大而平衡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的计划。该战略旨在促进美国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现代化，以“确保美

国经济在数字时代的持续增长和创新”。战略提出“建立全球知识产权体系：通过

强化对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激励创新”的计划。战略还概述

了促进对敏感新兴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保护。强调美国政府将“努力防止敌对国家

以牺牲美国的研发为代价获得不公平的优势”。特朗普提出的国家网络战略旨在

保护美国的独创性不受知识产权盗窃，促进美国的繁荣，并将“保护网络空间作为

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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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三角研究园（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Ｐａｒｋ）是全美国第三大生物科技及相关产业的集中地。

美国杜克大学发布２０１８专利许可和风险投资年报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３日，美国杜克大学许可和风险投资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ＯＬＶ）发布２０１８年年报。报告指出，杜克创新公司（Ｄｕｋ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

创纪录地披露了３２９项发明，并创立了１６家新初创企业，其中１５家位于达勒姆和

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Ｄｕｒｈａ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６］。

杜克初创企业总共筹集了５２５亿美元资金，风险资本投资占７０％，比如总部位于

杜尔汉姆的基因组编辑公司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在 Ｂ轮融资中筹集了１１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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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此外医学院研究人员获得６９项专利授权，３２项专利来自杜克大学工程学院。

ＯＬＶ还签订了１１４个许可协议，获得了５１００万美元的许可收入。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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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为初创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战略援助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８日，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专利局首次以初创企业为对象，

从中选择了不同行业的１０家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战略援助。鉴于大部分初创企业

因人才短缺等原因，无法构建可靠的知识产权战略，日本专利局决定给予选中的企

业以经营建议和资金方面的帮助，用于加速战略的确立；另一方面，还将组建由顾

问、专利代理人、律师构成的知识产权专家小组，并计划在２０１９年２月之前派遣专

家小组到各个企业，支援企业构建知识产权战略。日本专利局总务部企划调查科

副科长也补充道，目前为止专利局的支援对象一直以中小企业、新兴企业为主，对

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今后将帮助初创企业确立知识产权战略，加快企业成

长。此次被选中的１０家企业如下：Ａｘｅｌｓｐａｃｅ（超小型人工卫星）、Ｓｏｎａｓ（优质省电

的无线传感器网络）、Ｃａｕｌｉｓ（未经授权访问的检测云服务）、ａｃｅＲＮ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再生医学及药物创新）、ＭＤＲ（量子计算机）、ｋｙｕｌｕｘ（新一代有机 ＥＬ）、ＪｉｋｓａｋＢｉｏ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ＬＳ药物创新）、ＤｅｅｐＦｌｏｗ（超级计算机云系统）、ｎａｎｏｌｕｘ（夜视相机）、

ｍｅｔｃｅｌａ（心脏病再生医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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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公布２０４０年科技愿景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５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公布了第１１次科技预测调

查“２０４０年愿景与方案研讨会”的结果，对未来２０４０年的社会蓝图进行了预见。首

先，愿景研讨会就未来社会的目标方向进行了讨论，提出了５０个未来社会的构想，

总结为人文（Ｈｕｍａｎｉｔｙ）、包容（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可持续（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和求知（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四个关键词。作为未来社会蓝图基础上的价值观，提供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其次，方案研讨会以“展望研讨”为起点，提出了未来社会蓝图的补充、方案、相关科

学技术和系统，并预见了科学技术的方向：（１）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尖端技术支

持和融合来提高生活质量；（２）通过五感、美的意识、幸福度、价值观等人类感觉的

数值化与可视化来提高国民的满意度；（３）通过灵活利用数据来应对多样化、个体

化社会的挑战；（４）通过共享和人的意识改革来实现能源、食物等资源利用的高效

率化；（５）建立ＩＣＴ系平台，用于实现超越时空的交流，构建多种多样的共同体。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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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提出产品创新经济效益衡量新标准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提出了衡量整个国家的产

品创新经济效益的指标：“国民企业新产品创新销售总额”和“国民市场新产品创新

销售总额”。ＮＩＳＴＥＰ利用日本第４次全国创新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推算与分析。该

调查的对象是雇用人数超过１０人的日本本土民营企业（３８０２２４家）。据统计，２０１４

年日本企业总销售额为 １３４２万亿日元，其中，国民企业新产品创新销售总额为

１０４８万亿日元（８％）。在这１０４８万亿日元中，国民市场新产品创新销售总额为

４２５万亿日元（３％），即各个企业在市场方面通过引进新产品而产生的销售额。

另外，从２０１４年各国核心产业的销售额来看，美国企业（４３７４４４家）位居首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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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３６２兆日元；日本企业（２１７６６９家）的销售额为１０３１兆日元，相当于欧盟（ＥＵ）

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成员国总体销售额的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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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３８０７１

原文标题：国民
(

市场新规プロダクト？イノベ
$

ション)

上高：新フロタクトの

市场への导入の
*+,

果に
"

する 新たな指标の提案と试行的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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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和 ＩＦＰＭＡ推出在线药品专利检索资源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５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联合制药业推出了一种新的在

线工具，旨在帮助公共卫生采购部门更好地了解药品的全球专利状况。该工具名

为药品专利信息倡议（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ａｔＩＮＦＯＲＭＥＤ），提

供关于药品专利信息的免费、开放的数据资源，于９月２５日开始运行。ＷＩＰＯ负责

管理该数据库，并提供资源以确保其持续发展，ＩＦＰＭ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作为全球制药商贸易协会，正与支持

这一倡议的２０家领先的研究型生物制药公司密切合作。尽管有关专利申请和授

予的信息属于公共领域，但直接将专利与市场上已有的药品联系起来的数据却很

少，仅在某些特定国家公开（如美国的橙皮书）或由第三方收费数据库提供。Ｐ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旨在提供药品与专利的链接信息，使更多的公共卫生部门能够快捷方

便地获得专利研究数据。目前，ＰａｔＩＮＦＯＲＭＥＤ收录了超过１４０００件专利信息，涉

及６００项专利家族和 １６９项国际非专利药品名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ｎ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Ｎａｍｅｓｆｏ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Ｎ），ＩＮＮ中的药物特定名称用来识别药物物

质或药品中的活性药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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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标准机构发布物联网和５Ｇ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指南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知识产权密集型公司组成的企业联盟，与致力于制定和使

用无线技术标准的国际企业合作，共同完成了“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和欧洲电工标准

化委员会研讨会协议”（ＣＥＮＣＥＮＥＬＥＣ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草案“５Ｇ和物联网标

准必要专利许可原则和指南”。该指南提出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ＦＲＡＮＤ）的６

项最佳实践，作为对ＩＣＴ当前实践的补充指导以及帮助解决企业在首次进入无线

技术许可市场可能遇到的问题。前几代２Ｇ、３Ｇ、４Ｇ无线标准主要是在智能手机和

ＩＣＴ领域实现，新的５Ｇ开放无线标准专门设计用于参与物联网的新行业。此草案

旨在帮助新进入者了解许可环境，更好地使用ＦＲＡＮＤ进行谈判许可。预计到２０２５

年，物联网将产生１１１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这将是欧盟至关重要的首项举措来

扩大其在物联网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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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球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大会召开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至２９日，来自５０多个国家４００多名学者、从业人员参加了“第

五届全球知识产权及公共利益大会”（５ｔｈ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ｎ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旨在通过促进世界各地学者和政策倡导者之间的合作，促进基于证据的政策

制定。此次会议围绕版权使用者权利、药品准入和贸易等内容展开了研讨，其中重

要的议题包括：知识产权与发展的关系、知识产权活动与学术研究在变革实践中的

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应对短期知识产权数量增长和长期知识产权制度构建之间的

矛盾。针对药品准入领域的挑战和新战略，主要讨论：（１）提高强制许可制度的灵

活性，主张建立国际或区域间的协调机制；（２）以竞争法为基础、可持续解决医药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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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以及一系列药物过度定价的问题；（３）应重新考虑“创新”的含义及使用；（４）现

行药品研发垄断激励机制失灵，主张将药品价格与研发成本、销量分离开来，药品

定价需要加强公共问责制；（５）药品应作为“不可专利”的主题，不受限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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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ＡＩ医疗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激增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日文网站报道，韩国在医疗技术领域人

工智能（ＡＩ）的应用“ＡＩ医生”的专利申请数量激增。根据韩国知识产权局统计，

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７年 ＡＩ医生相关的专利申请共计５８５件，特别是近５年急剧增加，

２０１３年的４８件增至２０１４年的７３件，虽然２０１５年减少到５８件，但２０１６年大幅增

加至１２７件，２０１７年也有９２件。ＡＩ医生的专利申请，９０％以上为疾病诊断（４７４

件）和健康管理（４７件）领域，其次是治疗（２２件）、手术（１３件）、保健（１５件）等，应

用领域趋于多样化。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是三星电子（９１件），其次是韩国电子通

信研究院（２０件）、韩国科学技术院（１６件）。专利申请人以韩国企业的专利申请

为主共４３９件，占总量的７５％，外国专利申请人主要是德国西门子（１２件）、美国高

通（１０件）以及美国谷歌、微软、ＨｅａｒｔＦｌｏｗ各４件。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对人工智能

和精密医疗领域的积极投资，以及人工智能基础平台的发展与普及，促进了韩国ＡＩ

医生相关专利申请的激增。韩国知识产权局强调未来 ＡＩ将会加速医疗模式的变

化，决定利用优先审查制度来确保知识产权的迅速取得，从而帮助韩国企业抢先取

得ＡＩ基础医疗市场的份额，确保技术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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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专利盒制度为企业税收减免达９４亿欧元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英国税务海关总署（ＨＭ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ｕｓｔｏｍｓ，ＨＭＲＣ）首次公

布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英国专利盒（ＰａｔｅｎｔＢｏｘ）制度［７］相关统计数据。英国专利盒制度

规定，英国企业因其专利发明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润，其中的大部分将享受到１０％

的公司税率减免优惠。据统计，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财年，英国专利盒制度实现税收减免

９４２５亿欧元（约合 １２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５％。相关结论如下：（１）２０１５至

２０１６年度，１１６０家企业获得税收减免７５４３亿欧元，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度，１０２５家企

业获得税收减免９４２５亿欧元。（２）大型企业的数量（２０１５１６：２８４％，２０１６１７：

２７３％）占比超过１／４，且税收减免的金额（２０１５１６：９５５％，２０１６１７：９６３％）占

了大部分。（３）大多数企业来自于“制造业”（２０１５１６：５４７％，２０１６１７：

５４６％），其次是“批发、零售贸易及维修”（２０１５１６：１８５％，２０１６１７：１８０％）。

同时，“制造业”企业的税收减免金额最大（２０１５１６：４８４％，２０１６１７：３７１％），其

次是“专业、科技活动”（２０１５１６：１２１％，２０１６１７：１５０％）。

［７］专利盒制度（ＰａｔｅｎｔＢｏｘ）：企业从专利或包含专利的产品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减免部分税收，以吸引企业在
本国开展专利研发活动并将专利成果商业化。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ａｓｓｅｔ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ｕｐｌｏａｄｓ／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７４２８１１／Ｐａｔｅｎｔ＿Ｂｏｘ＿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６＿ａｎｄ＿２０１６１７＿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ｄ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ｉｐ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ｎｅｗｓ／ｕｋｐａｔｅｎｔｂｏｘｃｌａｉｍｓｊｕｍｐｔｏ９４２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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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

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辨析中国专利高失效率现象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６日，彭博社（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发布一篇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专利申请

数据，提出“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超过其他国家，但大多数毫无价值”。彭博社在

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数据，９１％的外观设计专利在５年内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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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的中国事业单位的专利申请在５年后被放弃，据此文章提出中国受理的专利

没有价值且创新薄弱。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的专家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虽然数据上

显示“中国的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大量被放弃”的事实，但却忽略了一个更大

的问题，中国从零开始尝试建立专利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自

然损耗：在鼓励大量的专利申请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利申请越来越强，被放

弃的专利也会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大量放弃专利申请”的数据情况只能说明一

半的问题，“中国专利毫无价值”的观点完全忽略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与进

步。此外，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的专家对于中国大量放弃的“弱专利”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

“弱专利”的唯一真正问题不在于被放弃了，而是实施“弱专利”的司法效率低下。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０／０４／ｗｅａｋ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ｄ＝１０１７８０／

原文标题：Ｗｅａｋ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Ｂ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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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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