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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ＯＥＣＤ发布第四版奥斯陆手册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发布第四版奥斯陆手册。奥

斯陆手册旨在为创新测量研究提供平台，支持国家统计局和其他创新数据的生产

者基于研究和政策的需要设计、收集和发布的创新措施。此外，该指南对于创新信

息的用户具有直接价值。

相较于之前的版本，新的版本主要变动如下：提供适用于所有经济部门的概念

框架和创新的普适定义；更新和简化核心定义和分类；将无形资产（也称为知识资

本）与创新知识的不同类型联系起来提供明确的衡量标准以支持无形资产投资的

计量；提供业务创新测量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指导；提供衡量创新成果属性的建议；

在整个创新数据生命周期中提供扩展方法指南；支持创新数据用户使用创新统计

数据来构建指标和进行分析。

创新数据可用于构建指标、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多变量分析。创新指标提供与

创新活动、创新出现的环境以及创新对企业和经济的影响有关的统计信息。多变

量分析可以确定影响创新决策、产出和结果的不同因素的重要性。创新活动发生

及其特征相关指标摘录如表１。
表１　创新活动发生和特征指标

指标 指标释义

产品创新 拥有一种或多种创新产品的公司份额

新市场（ＮＴＭ）产品创新 拥有一项或多项ＮＴＭ产品创新的公司份额（也可以专注
于新产品创新）

产品开发方法创新
拥有一项或多项通过模仿、改进、协作或完全内部进行的
创新产品的公司份额

其他产品创新特征
根据问题项目、指标来捕捉产品创新的属性（功能，设计，
经验等的变化）

业务流程创新 拥有一种或多种业务流程创新的公司份额

新产品业务流程创新 拥有一项或多项ＮＴＭ业务流程创新的公司份额

业务流程方法创新
拥有一项或多项通过模仿，改进，协作或完全内部进行业
务流程创新的公司份额

产品和业务流程创新 拥有产品和业务流程创新的公司份额

创新型企业 拥有至少一种类型创新的公司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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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指标 指标释义

正在进行／放弃的创新活动 持续进行创新活动或放弃／搁置创新活动的公司份额

创新驱动企业 拥有一种或多种创新活动的公司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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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发布自动驾驶汽车专利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与欧洲汽车研发理事会（ＥＵＣＡＲ）合作

发布报告《专利和自动驾驶汽车》，报告指出自动驾驶汽车（ＳＤＶ）领域的专利保护

战略已经超过了传统汽车行业，并日趋接近信息通信（ＩＣＴ）领域。报告主要结论总

结如下。

　　１．自动驾驶汽车欧洲专利申请量急剧上升

近年来欧专局受理的与 ＳＤＶ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增长速度是其他技术的２０

倍。与２０１１年相比，ＳＤＶ专利申请增长超过了３３０％。在过去的十年间，ＥＰＯ受理

的与ＳＤＶ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接近１８０００件，其中仅２０１７年就接近４０００件。

２０１７年ＳＤＶ专利申请量前两位的领域是感知分析与决策、通信。通信和计算

是申请量增长最快的领域，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６７４％和４７０％。

　　２．ＳＤＶ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汽车和技术产业

向ＥＰＯ提交的ＳＤＶ专利申请源于多个行业的申请人。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前５００

名申请人的申请量占ＳＤＶ技术申请总量的８０％。汽车行业、其它运输行业以及相

关机械和电气设备公司占比为５０％；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汽车信息通讯）和电信

领域的公司申请量占比分别为３２．８％和１３．６％。

用于汽车领域的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申请占总量的４２６％，电信技术占２５１％，

通信领域的专利布局更具优势。相比之下，成熟的汽车公司在车辆控制方面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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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比例特别高（超过６３％），在智能物流（４８７％），感知分析和决策（４４４％）

中占据强势地位。具有领先计算机技术的汽车公司在汽车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领

域的专利申请占比均超过３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排名前 ２５位的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占 ＳＤＶ专利总量的

４０％。其中约一半涉及运输及其相关行业，在车辆控制、智能物流和感知，分析和

决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另一半为信息通信领域的申请人提交的汽车和电信技术

相关专利。通信和计算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份额很高，相关４家大型科技公司（三

星、英特尔、高通和ＬＧ）在ＳＤＶ申请人名单中名列前茅。

　　３．欧洲和美国在ＳＤＶ技术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

欧洲（ＥＰＣ）和美国在ＳＤＶ技术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两者仅２０１７年专利申请

量就接近１４００件，日本４６８件、韩国３８２件、中国１９４件。

美国在通信和计算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在车辆控制、智能物流和感知

分析与决策领域占优势。

　　４．德国是欧洲ＳＤＶ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

德国是ＥＤＶ技术专利申请最活跃的欧洲国家，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的申请量达２１５１

件，仅２０１７年就比第二名多５００件。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瑞典和法国申请量约７００件，

其次是英国和荷兰约４００件。

　　５．ＳＤＶ技术专利申请战略瞄准更广泛的国际保护

ＳＤＶ相关技术的申请战略与已有的汽车技术存在显著不同。在欧专局或ＰＣＴ

申请中，ＳＤＶ相关技术的专利家族平均规模明显偏大、专利保护也更为频繁，这表

明获得广泛的国际保护对ＳＤＶ技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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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Ｊ：ＰＴＡＢ成为高质量专利被重复攻击的工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美国初创公司和职务发明人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Ｕ．Ｓ．Ｓｔａｒ

ｔｕｐ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ｆｏｒＪｏｂｓ，ＵＳＩＪ）发布报告，研究利用专利审判和上诉程序对高质量

专利进行连续重复攻击的情况。报告指出，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的设立

本意是为小企业挑战弱专利有效性提供的更便宜的选择，但当前已成为有经验的

大公司或者谋取暴利的实体骚扰高价值专利持有人的工具。报告详细分析了通过

ＰＴＡＢ程序规避禁止反悔原则，采取连续重复起诉的方式谋求利益的行为，并提出

针对性解决建议。

“一事不再议”是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基于《美国发明法案》（ＡＩＡ）

建立的基本前提，ＰＴＡＢ采用双方复审程序作为地区法院专利诉讼的替代性方案，

该种方案在应对涉及少数争议的诉讼中更加经济高效。当前美国国会已经认识到

针对同一涉案专利连续提交申请可能会滥用ＰＴＡＢ资源，并且认为发明人不应该在

ＰＴＡＢ反复承受连续性的攻击。

报告指出，在知识产权领域，申请人相当于诉讼中的原告，如果允许单一或团

体申请人提出多项驳回专利的请求，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任何专利都将不复存在。

报告的数据也证明了连续、重复的ＰＴＡＢ申请均是由单一主体或者其与其他主体联

合发起的，且合作主体之间的关系通常被刻意隐瞒。这是美国当前法律框架所不

允许的。

但是，“一事不再议”原则的限制通常被申请人回避，他们提出多项申请质疑特

定的权利要求，最终获得多项决议。通过集群轰炸，ＡＩＡ的禁止反悔条款（ｅｓｔｏｐｐｅ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被规避，即使面对同一位申请人，发明人也必须承受多次攻击。顶级专

利申请人更是如此，如针对Ａｐｐｌｅ的５６％的申请书是重复的。三星、谷歌、微软、ＬＧ

位列专利申请量排行第二至第五，上述公司 ＰＴＡＢ申请重复率也很高，三星３８％、

谷歌３８％、微软５９％、ＬＧ３４％。

专利局出台的适用于“有利害关系方”和“真实利益当事人”的禁止反悔条款

基本流于形式。以此为生的营利实体正在崛起，如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ＲＰＸ。此类实体

向其会员收取费用，为其成员所关注专利重复提交ＰＴＡＢ申请。一般此类交易是不

透明的，使得ＰＴＡＢ和法院无法进行限制，也造成了禁止反悔条款对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

等实体失效。为此ＵＳＩＪ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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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ＰＴＡＢ应禁止申请人就重复主张提交多份申请书。该禁令也应同样适用于

“有利害关系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２）申请人必须披露以下事实：

①如果申请人欠缺善意依据，并认为该专利对自身产品商业化构成威胁，则申

请人必须列出提交ＰＴＡＢ申请以来的近十年间直接或间接为申请人的组建或维护

做出贡献的所有实体。

②申请人必须列出所有直接或间接为其申请提供调查、创建或评估帮助的所

有实体，包括申请人就受质疑专利的索赔有效性提出的其他要求所涉及的所有实

体。为了避免产生疑问，对申请人的帮助仅限于金融投资并且没有直接或间接地

对申请书中专利的权利要求提出质疑的实体，不应列入本款。

（３）在（２）中列出的所有实体均应被假定为申请人的“有利害关系方”和“利益

相关方”，以便ＡＩＡ的禁止反悔条款也同样适用于此类实体，同时也包括（１）中提

及的重复提交的多份申请书。

（４）一旦某一专利权利要求经过特定实体审查挑战幸存下来，对于与该实体无

关的其他当事人提出的进一步的申请，即使未属于按照（２）披露的相关实体，也应

受到高度怀疑和审查。并且，在其提出申请之前应通过美国专利商标局审查和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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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云计算专利诉讼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专利数据公司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了美国云计算专利诉讼趋势报

告。报告显示，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在美国专利诉讼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云计算领域

专利诉讼量不断增加，且多涉及专利运营实体。

过去１０年间，计算机行业越来越多地转向云计算，云计算有望实现大规模增

长。物联网就是实现物理对象与云计算绑定并因此获得更多有形功能的生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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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云计算允许用户不通过硬件设备就能在线访问应用程序、信息和数据，其提供

的是一种更为有效、可以共享的计算方式，因此它提供的不是产品而是服务。用户

以一种允许其访问和分享信息的方式接收和共享信息，访问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云

中的任何群体，而是扩展为整个世界。因此，云基础架构必须确保无数的应用程序

能够在可靠的基础上运行。随着云系统重要性的日益增加，越来越多公司涉及到

云专利的申请、转让、许可及诉讼。

　　１．云计算专利诉讼整体趋势

美国近三年云计算涉案专利数量不断增多，其中２０１８年（第４季度为预测值）

占比增长到３．５％。报告指出，尽管美国专利诉讼量整体下降，但云计算专利诉讼

不断增长。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美国云专利诉讼占比

　　２．云计算ＰＡＥ专利诉讼趋势

为了寻找云计算专利诉讼激增的原因，报告详细分析了诉讼原告行为，指出专

利主张实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ＰＡＥ）发起的诉讼在２０１７年开始激增，于此同

时，非ＰＡＥ发起的诉讼呈递减趋势。其中，互联网和通信行业是涉及云计算专利诉

讼的主要领域，零售和金融行业是涉案最少的行业。

ＰＡＥ涉及的云计算专利诉讼中，数量排名前５位的依次为 Ｃｌｅａｒ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ｓＬＬＣ、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ＬＬＣ、ＣｌｏｕｄｉｎｇＩＰＬＬＣ、ＣＴ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ＬＣ以

及 ＡｕｔｕｍｎＣｌｏｕｄＬＬＣ。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对１２０个涉诉 ＰＡＥ的相关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

ＰＡＥ收购的云计算专利数量自２０１６年急剧上升。

报告指出，近三年来，美国针对云计算相关专利诉讼量一路攀升，主要原因是

其中７０％以上来自于ＰＡＥ诉讼。与美国整体专利诉讼量呈减少趋势相反，云计算

专利诉讼不断增加，截至目前，约占美国专利诉讼总量的３５％，并且出现了专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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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云计算专利诉讼的 ＰＡＥ实体。近年来，这些 ＰＡＥ不断收购云计算专利，表明他

们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参与云计算专利诉讼。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ｒｅｃｅｎｔ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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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美律所解析成长型公司专利保护策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美国知识产权律所Ｗｏｌｆ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律师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ｒａｄｙ发

文解析处于成长阶段公司的专利保护战略，从识别保护内容、专利布局地选择、专

利保护时机、加速专利审查、关注竞争对手行动五个方面提出建议。

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ｒａｄｙ指出，对任何初创公司而言，制定适当的知识产权战略对其知识

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在早期资金可能不充足的情况下，能够分配给知识产权业

务的资金有限。随后公司的发展壮大可能为知识产权业务的开展提供新的空间和

机会，此时，重新审视公司的知识保护战略至关重要。

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ｒａｄｙ认为，处于成长阶段的公司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需要重点考

虑以下三个内容：（１）公司创新出现的时间和方式；（２）公司为了保护创新做出了

哪些行为；（３）竞争对手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做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三个问

题的答案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定期审视答案可以指导公司知识产权战略与业务

协同发展。

　　１．识别需要保护的内容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来识别应该得到保护的创新成果。对于每项发明，都需要

考虑其涉及到的专利能否为公司创造价值，或为竞争对手制造障碍。对核心技术

专利，即使尚未应用到任何产品也可能吸引投资甚至收购。对于并非企业重点关

注、还没有立即应用到具体产品的技术和创新成果，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ｒａｄｙ建议申请专利保

护。因为随着公司的发展，业务目标和产品可能会发生变化，该技术的重要性可能

会提高。

此外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１）发明的可检测性（如果难以检测其他人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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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本发明，即使拥有专利，也无法行使相关权利）；（２）专利授权的成本和可能

性；（３）技术研发所投入的时间和资金；（４）其他企业开发和／或使用相同技术的可

能性，即使他们不是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

　　２．专利布局国家／地区的选择

在决定就某项技术提交专利申请后，决定专利申请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

对于具有充足知识产权预算的成长型公司，在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内开展专利申

请及其后续可能涉及的诉讼成本是非常昂贵的。但是，有些技术必须在国内外均

采取保护。为了节省成本，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ｒａｄｙ建议专利申请地的选择要考虑获取的保

护价值，并与公司的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尽管仅在少数几个国家（如美日英等）布局专利的规则更为简单，但最好还是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为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域可能与不同的技术相关，同时不同

产品的市场也有所不同。因此，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ｒａｄｙ表示成长型公司需要确定现有的国

际市场、未来可能布局的国际市场区域和国际制造地区以及竞争对手当前或未来

会进行专利布局的司法管辖区。

此外，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可以降低成本。花费少量成本来布局那些次

重要的国家也是必要的。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为重要司法管辖区内价值含量较高的

知识产权的保护创造便利。

　　３．专利保护的申请时机

随着《美国发明法案》（ＡＩＡ）的全面实施，首次提交专利申请的发明人有权获

得专利保护。因此，在现行专利保护制度框架下，一旦条件具备，公司应立即提交

专利申请。

无论《美国发明法案》如何规定，公司都应在任何公开披露之前提交专利申请。

例如，公司应该在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介绍该技术前以及将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

前申请专利。另一方面，若一项技术尚未成熟并且还有很多尚未完成的领域，在技

术更为成熟或者提交临时申请之前，相关专利的申请可以推迟。

　　４．加速专利审查

是否向专利局支付费用以加快专利审查速度也是成长型公司需要考虑的一个

问题。ＭａｔｔｈｅｗＧｒａｄｙ表示对于公司最重要和最核心的技术，加快审查速度是明智

之举。若向专利局支付２０００４０００美元，专利审查将在３４个月内完成。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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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非加快进程的专利审查，可能需要耗费１８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５．关注竞争对手的行动

忽略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活动有可能会使公司受到重创。公司在向市场推出

新产品前，务必采取相关措施确保不会侵犯竞争对手或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了

解竞争对手的专利组合及其知识产权格局是避免侵权和降低产品商业化风险的

关键。

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现状也可以为自身专利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此，

许多公司开展自由实施（ＦＴＯ）研究，目的是确定任何潜在的 ＩＰ市场准入壁垒以及

未来诉讼的相关风险。从狭义层面来讲，ＦＴＯ研究集中于为即将推出的特定产品

扫清障碍，研究可能涉及竞争者的专利组合或可能涉及到对公司产品的专利权利

主张进行针对性搜索分析。从广义层面来讲，ＦＴＯ研究可能涉及搜索和分析更广

泛的专利申请，以识别早期发展阶段的潜在风险。分析可能考虑专利是否有效以

及公司产品是否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主张。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０／３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ｇｒｏｗｔｈｐｈ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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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

政策规划

《２０１８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推进计划》正式印发

近日，经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同

意，《２０１８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下称

《推进计划》）正式印发。《推进计划》明确了６大重点任务、１５个重点部分，共１０９

项具体措施。

在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方面，《推进计划》提出，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改革完善知识产权重大政策，深化知识产权“放管服”改革，包括做好重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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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作、探索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落实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军民融合改革试点等措施。

在强化知识产权创造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加大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力度，

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包括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加快新兴领域和

业态的专利审查制度建设、将商标注册审查周期从８个月压缩到６个月、建立全国

作品登记信息公示查询系统等措施。

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完善法律法规规章，加强长效保

护机制建设，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加强日常监管执法，包括推动在著作权法、专

利法等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和布局、制定“互

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措施。

在强化知识产权运用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强化知

识产权信息利用，包括深入推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推广专利权质押等知

识产权融资模式、深入推进商标富农工作、制定实施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三年行动计划等措施。

在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推进计划》提出，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

水平，加强重点产业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包括办好２０１８年“一带一路”知识产权

高级别会议、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开展中国专利奖、中国版权金奖评选活动、

引导企业加快商标品牌海外布局、搭建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平台等措施。

在加强组织实施和保障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加强政策制定和推进落实，加

强人才培养和宣传引导，包括完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十年评估工作、启

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研究制定工作、加快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深入

实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工程等措施。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１１３３４７３．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日

专题报道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解析知识产权侵权取证方法

【摘要】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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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说明书，详细解析知识产权侵权证据收集的重要性、证据类型和常用取证方

法，并详细分析了每种方法的使用场景。常用方法包括监控在线侵权行为、购买

涉嫌侵权产品、通过公证方式购买侵权商品、突击执法和搜查、在展览会上识别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等。

假冒、盗版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侵权破坏了企业在创新和市场营销上的

投入，给行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知识产权所有人有权维护其权益和追究侵权人

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厘清知识产权所有人在监督侵权行为和行使相关权利

上的积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收集证据是执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所有人必须掌握适用于知识

产权维权的不同方法和相关法律。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情况

说明书，阐述了收集证据对知识产权维权的重要性，并详细列举了证据收集的具体

方式。

　　１．证据类型

从形式上讲，证据包括合同或发票、证人证言、书面陈述等文件，或者实物，如

侵权货物样品。一般而言，证据可以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大类。

直接证据指的是能够直接证明或否定某事实的证据。最为人熟知的直接证据

是目击者证词。

间接证据或旁证指的是需要与所涉事实联系起来证明或反驳某事实主张的证

据，如照片。

　　２．侵权证据收集方法

诉讼的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权利人提交的证据类型和证据收集的方式。

证据收集的方式多样，详见下文。

　　（１）监控在线侵权行为

近几年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商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企业从机遇

中获益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试图在线侵权的行为。监控在线侵权行为得益于技术

的发展和专业服务的提供。在线监控已经成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此外，通过在线监控流程收集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内在价值，将来可以作为证

据使用。因此，强烈建议企业将通过在线监控获取的信息和数据系统地存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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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将来用于举证。

　　（２）购买涉嫌侵权产品

购买涉嫌侵权产品是收集假冒商品证据最直接的方式，将涉嫌侵权的商品与

包括购物小票和发票等在内的相关销售文件一起作为证据。随着网购的日益普

及，知识产权所有人应该监视网上购物网站，因为网上购物网站已经成为最常见的

假冒商品分销渠道。建议权利人从这些网站上收集证据。在检测到伪造商品的网

站上创建账户并购买侵权样品是收集证据的优先方式。任何与购买样品相关的文

件都需要妥善保管，如发票和运输单据等，均可以作为货物来源和分销渠道的

证据。

上述证据可以在初步维权阶段使用，相关文件的副本可附在停止／终止侵权通

知或移除通知上。在维权早期使用证据能够强化权利人的地位和可信度，从而阻

止侵权者继续侵权。

　　（３）通过公证方式购买侵权商品

通过公证方式购买侵权商品指的是针对特定商品的购买行为得到公证人的公

证，购买时间和地点都能被证实。网上销售的商品同样适用于该种方式。权利人

可以自行在线购买商品，并使用公证处的地址作为送货地址，将涉嫌侵权产品寄送

到公证人办公室，公证人可以证明商品的购买和接收。

在欧盟，通过公证人为知识产权维权提供证据不是强制性要求，但仍可为相关

维权行动提供额外支持。经过公证的证据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完整性，通常展示

效果也较高。鉴于公证人的公信力，负责案件的法官对此类证据更为认可。

　　（４）突击执法和搜查

突击执法和搜查通常指的是开展出其不意的搜查。此类搜查由被控侵权人所

在区域的警方实施。突击检查的目的包括核实被控的侵权人拥有侵权货物的事

实，没收的侵权产品并可作为侵权诉讼的证据。

通常，此类行动要求执法人员提起刑事诉讼，并要求主管当局签发搜查令。虽

然突击检查和扣押是刑事诉讼的一部分，但所收集的证据也可用于民事诉讼，以证

明侵权行为并计算损害赔偿金。

　　（５）在展览会上识别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展览会也是发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场所。在展览会上，权利人可以获得在

侵权者网站或实体店获取不到的证据。在展览会开始之前，核实参展商的在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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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录，为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做好准备是非常可取的方式。一旦在展览会上发

现涉嫌侵权产品，知识产权所有人应该将收集相关证据作为首要措施。相关证据

的获取方式包括展位手册和目录、在涉嫌侵权人的展位上拍摄侵权产品照片、订单

购买侵权产品等。如有疑问，也可以向展览会组织者寻求如何收集证据的相关建

议。许多展览会对于此类维权都有支持计划，并提供建议和实际帮助。这些证据

可能会在后续法律诉讼中使用。鉴于每件证据的法律效力不同，因此建议咨询专

业的法律建议。

展会组织者通常会在一般条款、合同条款以及具体案例中就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的维权提供建议和指导，但是一般不会立即警告展会商或者取消其参展资格。

只有知识产权权利人能够采取维权行动。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产权属于地域权利，

展览所在国家必须是知识产权权利所属地区才能主张权利并采取相关行动。展会

期间警察和海关也可能开展上述搜查，这也是收集证据的好时机，但是警方的搜查

一般会涉及刑事诉讼。

　　３．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

违法活动。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当执法人员要求侵权人做某些构成侵犯知识产权

行为以收集证据来证明侵权行为时，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如要求个人提供软件

程序的未经许可的副本，这就构成了版权侵权。在这种情况下，被控侵权人可以提

出抗辩，这可能会使得证据失效。

许　轶　检索，侯雪婷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原文标题：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技术观察

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以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ＤＩＩ）、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竞争情报数据库作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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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借助于ＥＸＣＥＬ，ＤＤＡ（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Ｄ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

处理工具，对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保护与布局现状进行全景展现，并

进一步对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的商业化进程和专利运营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探

讨了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国际专利保护运营现状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１．概述

自１９６８年世界第一例骨髓移植手术开始，干细胞技术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

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干细胞技术已广泛用于肿瘤、糖尿病、帕金森、呼吸系统

疾病等多个疾病治疗领域，多种干细胞治疗药物获得批准上市。市场研究咨询公

司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发布的干细胞制造市场调研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全球干细胞

制造市场值为１０１．９亿美元，未来５年预计以６．３％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２０２３年，

全球干细胞制造市场值预计达１４６．１亿美元 。基于干细胞技术广泛的应用前景和

巨大的市场潜力，许多研究机构与企业纷纷投入巨资于该创新医疗技术的研究中，

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并积极通过专利申请活动展开技术布局。

本文以干细胞治疗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为研究对象，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文献

和专利的基础上，提炼出干细胞的相关技术领域，并对干细胞的研发和应用技术进

行归纳和整理。干细胞主要包括胚胎干细胞、成体干细胞和诱导性多能干细胞（以

下简称ｉＰＳＣ）三大类。研发内容主要包括干细胞的分离纯化、培养、保存与运输、改

造、鉴定表征以及诱导分化。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技术研究领域的重点继续细分

为不同小类。例如干细胞的培养可以分为基础培养基、添加物选择、培养装置３小

类；类似的，诱导分化同样可以根据诱导方法的不同分为生物因子诱导、化学诱导２

小类（图２）。

截止２０１８年７月，按照查全原则，基于上述技术分支分别构建检索式，从 ＤＩＩ

中共获取干细胞治疗相关专利１６４２４３件［１］（３９６５７项）。利用ＤＤＡ，ＤＩ、Ｅｘｃｅｌ等作

为数据整理与分析的工具，对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国际／国内专利布局情况进行宏

观分析，并进一步对干细胞治疗技术子领域的专利布局进行分析。

［１］１项专利代表一个专利家族，包含１件或多件专利。

在干细胞治疗技术各子领域专利布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干细胞治疗技

术领域的商业化进程和专利运营情况展开分析。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提出干细胞

治疗技术的国际专利保护运营现状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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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信息技术构成图（至第四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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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国际专利申请态势

　　（１）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对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干细胞技术

研发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起步，至今，全球共申请相关专利３９６５７项。在干

细胞技术研发最初的１２年间，各年度的专利项数均较少，干细胞技术研发整体处

于萌芽阶段。此后，干细胞专利年度申请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干细胞技术进入成长

期。进入２１世纪，干细胞调控机制研究的逐渐深入，干细胞提取、增殖、多能性维

持、定向分化等技术随之不断发展成熟，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转分化技术也应运

而生，共同推动了干细胞疗法、基于干细胞的组织工程疗法、干细胞疾病和药物模

型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从而使干细胞技术领域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图３　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发展趋势（全球）

　　（２）受理国家／地区分析

全球共有近７０个国家／地区受理了干细胞专利。美国是受理干细胞专利数量

最多的国家，共受理了２５６２７件专利，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地区，显示美国将成为干

细胞技术最大的潜在市场。中国的专利受理数量位居第 ５位，专利数量也达到

１１６０５件，世界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和日本分列第２至第４位，专利受理数量均

超过１００００件，预示在这些国家／地区将形成较强的干细胞技术竞争格局。

除了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外，从全球在研干细胞治疗药物的企业总部以及药物

研发地看，美国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的在研干细胞

治疗药物达到了２３６种，超出了排名第２至第５的韩国、英国、中国、日本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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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图５　全球在研干细胞治疗药物数量的Ｔｏｐ５企业总部所在地与药物研发地

美国研发的干细胞治疗药物数量达到了２６１种，排名第二至第五的分别是韩国、英

国、中国与加拿大。

上述数据表明，美国领跑全球干细胞产业，其不仅在专利产出方面领先于其他

国家或地区，在技术的商业化方面也远超其他国家或地区。

　　（３）各技术领域的主要申请机构

对干细胞专利申请数量前１０位机构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８个机构来自

美国，显示出美国在干细胞研发领域的强大科研实力，另外２个机构分属日本和新

加坡。美国加州大学的专利公开数量最多，达２０５８项，麻省总医院（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和京都大学分列第２和第３位，分别申请专利１０６３项和９８６项。

就具体的技术领域来看，成体干细胞技术各子领域中，专利数量排名第一的基

本均为加州大学，其中，加州大学在改造和诱导分化部分的专利布局量较高。胚胎

干细胞技术各子领域中，威斯康辛校友基金会、杨森生物技术公司、加州大学、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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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主要专利申请人

总医院、以及美国Ｒｅｇｅｎｅｒ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ｓ公司均有较高的专利布局量。ｉＰＳＣ各子领域

中，京都大学是专利申请量最大的研究机构，这主要得益于日本京都大学的科学家

山中伸弥２００６年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利用病毒载体将四个转录因子（Ｏｃｔ４，

Ｓｏｘ２，Ｋｌｆ４和ｃＭｙｃ）组合转入分化的体细胞中成功对体细胞进行重编程。此外，

全球范围内走在ｉＰＳＣ前沿的机构有美国国际细胞动力学公司（ＣＤＩ）、加州大学、哈

佛大学、威斯康辛校友基金会等。

　　３．在华专利申请态势

　　（１）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全球专利中在中国申请的干细胞治疗技术的专利共有１１０９６项。对其年度分

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自中国专利制度建设开始，即有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

的申请。

近２０年来，与全球发展态势类似，国内的干细胞治疗技术的专利数量呈现稳

步上升趋势。

　　（２）在华主要专利申请人

就国内专利申请的具体情况看，早期的专利申请均由国外的研究机构或企业

提出。例如，１９８９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理事会提出“转基因生物和细胞及其制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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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专利公开号 ＣＮ１０４６９３６Ａ）的申请、１９９３年匹兹堡大学提出“造血促进细胞”

（专利公开号ＣＮ１０５８９９１Ｃ）的申请。

直到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有国内专利申请人布局干细胞治疗技术的专利。

国内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干细胞专利申请量位居第一，达

到７８９项，其次是浙江大学、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专利申请量分别为１４５

项与８９项。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

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等机构干细胞专利申请较为

突出。

表２　各技术领域的主要申请机构

技术领域
专利数量
（项）

申请机构
专利数量
（项）

成体
干细胞

分离纯化 ３７７５

培养 ４５９２

鉴定表征 ３２３１

保存 １００５

运输 １００５

改造 ９８３５

诱导分化 １０８８２

移植 １１７５

加州大学 ３３
麻省总医院 ２８
美国卫生部 ２５

奥林巴斯电气化学公司 ５４
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加州大学 ４０
加州大学 ４３
麻省总医院 ３９
斯坦福大学 ３７
加州大学 ２３
麻省总医院 １８

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加州大学 １２

麻省理工学院 １１
麻省总医院 ９
加州大学 １６７

麻省理工学院 ８２
美国卫生部 ７５
加州大学 １４０

韩国ＳＮＵＲ＆ＤＢ基金 １１５
麻省总医院 ７６

德国Ｅｖｏｔｅｃ公司 ３１
加州大学 ２８

千禧制药公司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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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
专利数量
（项）

申请机构
专利数量
（项）

胚胎
干细胞

分离纯化 ６６５

培养７６８

保存与运输 １７６

改造 １６５６

加州大学 １６
日本美伊娜多（ＮｉｐｐｏｎＭｅｎａｒｄＫｅｓｈｏｈｉｎ） １３

麻省总医院 １０
威斯康辛校友基金会 ２２
汤姆逊（ＪａｍｅｓＴｈｏｍｓｏｎ） １７

ＣＥＲＯＮ公司 １３
美国卫生部 １２

先进细胞技术公司 ４
加州大学 ３０

美国ＲｅｇｅｎｅｒｏｎＰｈａｒｍ公司 ２８
日本科学振兴机构 ２４

鉴定表征 ３８７

诱导分化 ２５４１

威斯康辛校友基金会 １４
汤姆逊（ＪａｍｅｓＴｈｏｍｓｏｎ） １１

韩国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 ９
加州大学 ５４

威斯康辛校友基金会 ４９
杨森生物技术公司 ３９

ｉＰＳＣ

重编程 ４６３

分离纯化 １２

培养 ３０７

保存与运输 １１６

改造 ９３５

鉴定表征 ２４０

诱导分化 １３９３

京都大学 ４２
ＢＢＨＣ １５

美国国际细胞动力学公司 １２
先进细胞技术公司 ／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制药公司 ／
美国国际细胞动力学公司 １１

京都大学 １０
东京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
先进细胞技术公司 ５

安斯泰来全球再生医学研究所 ５
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４

加州大学 ２８
京都大学 ２５

ＣＲＩＳＰ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公司 ２０
京都大学 １５
麻省总医院 ６
哈佛大学 ６
京都大学 ７２
加州大学 ３１

杨森生物技术公司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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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干细胞治疗技术专利近二十年发展趋势（在华）

而在华专利申请量中排名靠前的还有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加州大学、人类起源

公司等国外的研究机构，这说明国外机构很重视中国市场。

图８　国内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

从干细胞治疗技术体系中的技术分支看，国内的专利主要布局在细胞培养方

面，尚处于干细胞治疗技术的上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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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分离纯化等较为核心的技术分支，诺维信公司、先锋国际良种公司等国外

的公司比国内机构有更多的专利布局。

就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具体应用领域看，国外企业布局的专利也更多布局在药

物领域，例如抗肿瘤药物、治疗皮肤疾病的药物、治疗免疫或过敏性疾病的药物以

及治疗血液或细胞外液疾病的药物等。

　　４．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１）在研药物总体情况

目前全球在研的干细胞药物有４６３种，其中批准上市的干细胞药物仅有１１

种，更多的产品还处在临床试验的不同阶段。处于临床Ｉ期的药物有８２中，临床Ⅱ

期的药物有１３１种，临床Ⅲ期的药物有２８种，分别占据全球干细胞治疗技术药物

的１２％，１９％以及４％。而更多的３１６种干细胞药物尚处于发现阶段。

图９　全球干细胞治疗技术药物总体研发状态

　　（２）在研药物适应症情况

数据显示，在研干细胞药物或治疗方法涉及上百种疾病，包括脊髓损伤、多发

性硬化、中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老年痴呆症、骨关节炎、股骨头坏死、椎间盘退

化、心肌梗死、肝硬化、克罗恩病、间质性肺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勃起功能障碍以及

卵巢早衰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癌症、帕金森症、骨关节炎、脊髓损伤以及移植物抗宿主病是排

名前五的适应症研究热点。

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脊髓损伤、多发性硬化、中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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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症是研究较多针对的疾病；

在骨科疾病方面：骨关节炎、股骨头坏死和椎间盘退化是主要针对的疾病类型；

心血管系统疾病方面：研究针对最多的是心肌梗死。

另外，关于肝硬化、克罗恩病、间质性肺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研究也

较多。

图１０　干细胞治疗药物的适应症分布（Ｔｏｐ３０）［２］

［２］数据来源：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竞争情报数据库。

　　（３）获批药物情况

从干细胞类型来说，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是全球公认的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的

方法，目前获批的干细胞药物绝大多数是间充质干细胞，而且关于间充质干细胞的

临床试验比例最大。胚胎干细胞／ｉＰＳＣ和其他成体干细胞的临床试验相对较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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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处于早期阶段。

表４　已上市的干细胞治疗药物

上市时间／地点 药物名称 原始研发公司 适应症 干细胞种类

２００８７美国 ＯｓｔｅｏＣｅｌ Ｏｓｉｒｉ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Ｉｎｃ 受伤

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

２００８１２
澳大利亚
２００８１２
加拿大
２００８１２
新西兰

ａｎｃｅｓｔｉｍ ＡｍｇｅｎＩｎｃ 骨髓衰竭 血液成分

２０１０５德国 ｔ２ｃ００１
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Ｇｏ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充血性心力衰竭；
冠状动脉疾病；缺
血性心脏病；心肌
梗死；血栓闭塞性
脉管炎

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

２０１０１１韩国 Ｃｕｒｅｓｋｉｎ Ｓ．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ｓＣｏＬｔｄ 疤痕组织
皮肤原性干
细胞治疗

２０１１９韩国 Ｈｅａｒｔｉｃｅｌｌｇｒａｍ ＦＣＢＰｈａｒｍｉｃｅｌｌ
ＣｏＬｔｄ 心肌梗死

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

２０１２４韩国 Ｃａｒｔｉｓｔｅｍ ＭｅｄｉｐｏｓｔＣｏＬｔｄ 软骨疾病；类风湿
性关节炎

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

２０１３１１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３１１香港
２０１３１１
新加坡

ａｄｉｐｏｓ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ｅｌ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ｙｔｏｒｉ

Ｃｙｔｏｒｉ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Ｉｎｃ

心血管疾病；克隆
恩氏病；糖尿病足
溃疡；言语障碍；勃
起功能障碍；胃肠
瘘；炎症性肠病；损
伤；缺血性心脏病；
膝盖受伤；运动神
经元疾病；肌肉损
伤；心肌梗死；骨关
节炎；骨坏死；雷诺
现象；硬皮病；皮肤
烧伤；压力性尿失
禁；中风

脂肪干细胞
疗法

２０１３１２韩国

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ａｄｉｐｏｓ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ａｌｆｉｓｔｕｌａ），Ａｎ
ｔｅｒｏｇｅｎ／
Ｎｉｈｏ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
ｃａｌ

ＡｎｔｅｒｏｇｅｎＣｏＬｔｄ 肛瘘；瘘；尿失禁
脂肪干细胞
疗法

２０１５１韩国 ＮｅｕｒｏｎａｔａＲ ＣｏｒｅｓｔｅｍＣｏＬｔｄ 运动神经元疾病
神经原性干
细胞疗法

２０１６２日本 ｒｅｍｅｓｔｅｍｃｅｌＬ Ｏｓｉｒｉ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Ｉｎｃ

背部疼痛；克隆恩
氏病；移植物抗宿
主病

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

２０１８４欧洲 ＧＳＫ２６９６２７３
ＳａｎＲａｆｆａｅｌｅＴｅｌｅ
ｔｈ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

腺苷脱氨酶缺乏症
外周血干细
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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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结果看，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商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从基础研究到

商业化药物的上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５．干细胞治疗技术的运营情况

　　（１）总体情况

全球的干细胞治疗技术的交易类型主要分为：

公司之间的交易（如联合经营、并购）

技术交易（包括权利转让、给药／配方、靶标验证以及其他技术运营）

药物开发交易（包括权利转让、商业协议、协作研究与发展协议（ＣＲＡＤＡ）、

发展服务、发展／商业化许可、开发设计、早期研究／发展、基金资助、生产／供应与筛

选／评估）

专利交易（包括权利转让、排他许可和非排他许可）

通过对干细胞治疗技术的相关交易类型开展研究，可以看出，药物开发交易是

最为活跃的交易类型，交易总量为９６５个，占据所有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交易的

７４％，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交易，总量为２２６个，占据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交易的

１７％，专利方面的交易总量为９９个，仅占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交易的８％。

图１１　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商业交易（药物开发交易）［３］

［３］数据来源：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竞争情报数据库。

　　就专利技术类型的交易来看，９９个交易中，有６２个交易是排他许可，３５个交

易是非排他许可，仅有２个交易是权利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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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商业交易（专利交易）［４］

［４］数据来源：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竞争情报数据库。

　　（２）国内主体参与的技术交易情况

就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参与的干细胞治疗技术交易来看，国内机构作为主要

发起机构参与交易共９项，大部分以引进技术为主。国内机构作为合作机构参与

交易共有１５项（其中４项发起机构也为国内机构），大部分与国外的生物制药企业

或生物治疗企业合作，进行药物的开发或商业化运营。

从参与交易的国内机构来看，主要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医药企业以及医院。

高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如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生物技术研究所等。药企包括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佳富医疗仪

器有限公司、天津医药集团、上海复星医药等。而医院包括仁济医院、复旦肿瘤医

院、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

国内机构参与的干细胞治疗技术交易中，合作对象以美国的机构为主，例如美

国伊利诺依州大学、卡拉多利斯生物科学公司、Ｖｅｒｉｃｅｌ公司、Ｎｅｕｒａｌｓｔｅｍ公司、Ｃｙｔｏｒｉ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公司、Ｍｅｄｉｓｔｅｍ公司以及拉多利斯生物科学公司等。

　　６．小结

国际干细胞治疗技术领域相关专利申请量快速上升，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干

细胞调控机制研究的逐渐深入，干细胞治疗技术相关专利的数量急剧增加。我国

干细胞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成果尚未进入临床阶段，目前正是该领域进行专利

布局的好时机。从全球态势来看，除了对于进入临床阶段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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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国
内
参
与
的
干
细
胞
治
疗
技
术
的
交
易

交
易
内
容

交
易
时
间

主
要
机
构

合
作
机
构

协
议
类
型

项
目
金
额

（
百
万
美
元
）

国
内
机
构
作
为
主
要
机
构

对
Ｃｙ
ｎａ
ｔａ
的
间
充
质
干
细
胞
治

疗
进
行
临
床
前
研
究

２０
１４
．８

无
锡
药
明
康
德
新
药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Ｃｙ
ｎａ
ｔａ
Ｔｈ
ｅｒ
ａｐ
ｅｕ
ｔｉｃ
ｓ
公
司
（
澳
大

利
亚
）

药
物
开
发
服
务

／

评
估
细
胞
生
物
医
学
对
膝
骨
关
节

炎
的
安
全
性
和
有
效
性

２０
１８
．３

仁
济
医
院

西
比
曼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Ｃｅ
ｌｌｕ
ｌａ
ｒ
Ｂｉ
ｏｍ
ｅｄ
ｉｃ
ｉｎ
ｅ
Ｇｒ
ｏｕ
ｐ）

药
物
开
发
服
务

联
合
研
究
治
疗
严
重
肢
体
缺
血
的

子
宫
内
膜
再
生
细
胞
（
ＥＲ
Ｃ
）
产

品
２０
１２
．２

上
海
佳
富
医
疗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Ｍ
ｅｄ
ｉｓｔ
ｅｍ

药
物
的
早
期
研
发

就
提
供
基
于
Ｎｅ
ｏＳ
ｔｅ
ｍ
特
许
的
骨

科
技
术
签
署
协
议

２０
１１
．５

天
津
市
南
开
医
院

卡
拉
多
利
斯
生
物
科
学
公
司

（
Ｃａ
ｌａ
ｄｒ
ｉｕ
ｓ
Ｂｉ
ｏｓ
ｃｉ
ｅｎ
ｃｅ
ｓ，
美
国
）

技
术
其
他
运
营

／

为
密
歇
根
大
学
的
ＣＳ
Ｃ
ＤＣ
治
疗

卵
巢
癌
进
行
临
床
研
究

２０
１４
．７

复
旦
肿
瘤
医
院

美
国
密
歇
根
大
学

药
物
开
发
服
务

／

开
发
ＡＮ
ＧＥ
Ｓ
００
２
治
疗
帕
金
森

症
２０
１２
．１
２

复
旦
大
学

上
海
安
集
协
康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药
物
的
早
期
研
发

／

重
组
人
干
细
胞
因
子

２０
１５
．１

第
二
军
医
大
学

上
海
万
兴
生
物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药
物
的
早
期
研
发

／

开
发
人
羊
膜
上
皮
细
胞
衍
生
干
细

胞
阿
什
曼
氏
综
合
征

２０
１７
．８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第
二
附
属
医

院
Ｉｃ
ｅｌ
ｌＢ
ｉｏ
ｔｅ
ｃｈ
ｎｏ
ｌｏ
ｇｙ
Ｃｏ
Ｌｔ
ｄ

药
物
的
早
期
研
发

／

重
组
人
类
干
细
胞
因
子
对
抗
再
生

障
碍
性
贫
血

２０
０３
．１
２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事
医
学

科
学
院
生
物
技
术
研
究
所

成
都
地
奥
集
团

药
物
的
早
期
研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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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５）

交
易
内
容

交
易
时
间

主
要
机
构

合
作
机
构

协
议
类
型

项
目
金
额

（
百
万
美
元
）

国
内
机
构
作
为
主
要
机
构

成
立
合
资
公
司
，
在
中
国
开
发
和

商
业
化
ａｘ
ｉｃ
ａｂ
ｔａ
ｇｅ
ｎｅ
对
抗
癌
症

２０
１７
．１

ＫＰ
ＥＵ
Ｃ．
Ｖ
（
开
曼
群
岛
）

上
海
复
星
医
药

公
司
合
作
经
营

２３
５．
００

共
同
发
现
针
对
ＡＭ
Ｌ
干
细
胞
的

单
克
隆
抗
体

２０
０７
．９

赛
诺
菲
（
法
国
）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血
液
学
研
究
所

药
物
的
早
期
研
发

／

共
同
在
中
国
开
发
和
商
业
化

ＣＡ
ＲＴ
ＩＳ
ＴＥ
Ｍ

２０
１４
．１
２

Ｍ
ｅｄ
ｉｐ
ｏｓ
ｔ 公
司
（
韩
国
）

山
东
景
源
生
物

公
司
并
购

／

共
同
建
立
用
于
各
种
退
化
疾
病
的

干
细
胞
疗
法
的
合
资
企
业

２０
０８
．２

ＲＮ
Ｌ
Ｂｉ
ｏ
Ｃｏ
Ｌｔ
ｄ（
韩
国
）

天
坛
普
华
医
院

药
物
开
发
／商
业
化
协
议

／

引
进
美
国
Ｖｅ
ｒｉｃ
ｅｌ
公
司
Ｃａ
ｒｔｉ


ｃｅ
ｌ，
Ｍ
ＡＣ
Ｉ，
Ｉｘ
ｍ
ｙｅ
ｌｏ
ｃｅ
ｌＴ
，
以
及

Ｅｐ
ｉｃ
ｅｌ
满
足
中
国
和
亚
洲
地
区
国

家
相
关
治
疗
和
健
康
领
域
的
巨
大

市
场
需
求

２０
１７
．５

Ｖｅ
ｒｉｃ
ｅｌ
公
司
（
美
国
）

斯
丹
赛
公
司
（
Ｉｎ
ｎｏ
ｖａ
ｔｉｖ
ｅ
Ｃｅ
ｌｌｕ


ｌａ
ｒ
Ｔｈ
ｅｒ
ａｐ
ｅｕ
ｔｉｃ
ｓ
Ｃｏ
Ｌｔ
ｄ）

药
物
开
发
／商
业
化
协
议

１９
．０
０

天
津
医
药
集
团
获
取
Ｎｅ
ｕｒ
ａｌ
ｓｔｅ
ｍ

部
分
股
权

２０
１６
．９

Ｎｅ
ｕｒ
ａｌ
ｓｔｅ
ｍ
公
司
（
美
国
）

天
津
医
药
集
团

企
业
并
购

２０
．０
０

络
仁
医
疗
公
司
开
展
Ｃｙ
ｔｏ
ｒｉ
Ｃｅ
ｌｌ

Ｔｈ
ｅｒ
ａｐ
ｙ？
的
商
业
化
运
营

２０
１３
．１
１

Ｃｙ
ｔｏ
ｒｉ
Ｔｈ
ｅｒ
ａｐ
ｅｕ
ｔｉｃ
ｓ
Ｉｎ
ｃ （
美

国
）

络
仁
医
疗
（
新
加
坡
洛
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
华
的
全
资
子
公
司
）

药
物
商
业
化
协
议

５３
１．
００

为
糖
尿
病
和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
的

ＣＢ
Ｓ
Ｃｓ
的
发
展
提
供
脐
带
血
。

２０
１４
．９

ＣＯ
ＲＤ
：
ＵＳ
Ｅ
Ｃｏ
ｒｄ
Ｂｌ
ｏｏ
ｄ

Ｂａ
ｎｋ

济
南
天
河
干
细
胞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其
他
运
营

／

获
得
ＣＢ
Ｓ
Ｃｓ
专
利
的
许
可

２０
１４
．９

美
国
伊
利
诺
依
州
大
学

济
南
天
河
干
细
胞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专
利
排
他
许
可

／

合
作
筛
选
和
评
估
治
疗
单
克
隆
抗

体
２０
１２
．１
０

Ｍ
ｅｄ
ｉｓｔ
ｅｍ
公
司
（
美
国
）

众
森
源
生
物
技
术
（
江
苏
）
有
限

公
司

药
物
筛
选
／评
估

／

加
强
在
中
国
大
陆
和
台
湾
地
区
的

干
细
胞
收
集
和
治
疗
网
络
（
神
经

干
细
胞
）

２０
０９
．７

拉
多
利
斯
生
物
科
学
公
司

（
美
国
，
Ｃａ
ｌａ
ｄｒ
ｉｕ
ｓ
Ｂｉ
ｏｓ
ｃｉ


ｅｎ
ｃｅ
ｓ）

Ｅｎ
ｈａ
ｎｃ
ｅ
Ｂｉ
ｏＭ
ｅｄ
ｉｃ
ａｌ
Ｌｔ
ｄ

技
术
其
他
运
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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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于未进入临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也表现出极大地兴趣，为研究成果的转移

转化提供了机遇。

全球共有近７０个国家／地区受理了干细胞专利，美国是受理干细胞专利数量

最多的国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地区。从全球在研干细胞治疗药物的企业总部所

在地以及药物研发地看，美国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

的在研干细胞治疗药物达到了２３６个，超出了排名第二至第五的韩国、英国、中国、

日本的总和。

各技术领域的申请人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特别是美国加州大学、麻省总医院

以及京都大学。国外机构较早就在中国布局了相关专利，国内机构起步较晚，且专

利布局的质量还有待加强。

从全球干细胞的竞争态势来看，医药巨头、生物技术企业、研究机构均在干细

胞研究领域表现活跃，这些都是我国干细胞技术的潜在研究合作伙伴与专利转移

转化的潜在对象。专利权人应根据自身的专利技术特点，选择在该领域已有所布

局的企业与机构作为合作对象，进一步提升技术的应用价值。

目前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尚处于初级阶段，大量干细胞药物尚处于

发现阶段，批准上市的干细胞药物大数是间充质干细胞药物。从专利交易的方式

来看，排他许可是企业买方或机构买方倾向的专利交易形式。干细胞专利权人在

专利转移转化过程中需充分分析自身技术与买方的契合点，结合自身需求寻找合

适的专利交易方式。

陆娇，范月蕾，毛开云，陈大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情报分析

团队）　分析撰写

２０１７中科院文献情报能力专项“院所协同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项目支持

工作动态

中科院１８项专利入围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预获奖项目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公示。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决定，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预获奖项

目３０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预获奖项目１０项，中国专利银奖预获奖项目６０项，中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国外观设计银奖预获奖项目１５项，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６９８项，中国外观

设计优秀奖预获奖项目６１项。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至１１月

２９日。

中科院今年共有１８项专利入围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专利“一种多处理器系统及其同步引擎”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专利“低发散角近衍射极限输出啁啾光子晶体边发射激光器阵列”入围专利金奖预

获奖项目。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专利“一种空心玻璃微球软化学制备方法

和所制空心玻璃微球及其应用”入围专利银奖预获奖项目。

表６　中国科学院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预获奖名单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获奖类别

１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６７９３１．Ｘ 一种多处理器系

统及其同步引擎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陈飞，曹雎，王

凯，安学军，孙

凝晖

专利金奖

预 获 奖

项目

２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０６０１９．Ｘ

低发散角近衍射

极限输出啁啾光

子晶体边发射激

光器阵列

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

郑婉华，刘磊，渠

红伟，张斯日古

楞，王海玲

专利金奖

预 获 奖

项目

３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５６２９５．５

一种空心玻璃微

球软化学制备方

法和所制空心玻

璃微球及其应用

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

张敬杰，宋广智，

崔燕菲，张连水，

杨岩峰，潘顺龙

专利银奖

预 获 奖

项目

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８９００６．１
一种基于特征分

组的多分类器组

合人脸识别方法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山世光，苏煜，曹

波，陈熙霖，高文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６３０８．９
一种补充复合垂

直流人工湿地碳

源的方法及装置

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

吴振斌，贺锋，佘

丽华，徐栋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６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９９２７．５
兜兰的杂交育种

及其种苗繁殖

方法

中国科学院华

南植物园

曾宋君，陈之林，

段俊，吴坤林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７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４１１０５．８
一种基于经纬网

格的数据分级组

织方法

中国科学院遥

感应用研究所

顾行发，余涛，谢

东海，郭红，胡新

礼，李家国，程

天海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８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９４６６０．７
提高薄膜光谱性

能的膜厚监控

方法

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朱美萍，易葵，邵

建达，范正修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９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２６９１２．７
一种空间聚焦离

子门组件及空间

聚焦离子迁移管

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李海洋，杜永斋，

王卫国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３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６）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获奖类别

１０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６０７７３．７ 激光光谱诱导成

分检测系统

中国科学院光

电研究院，北

京国科世纪激

光技术有限

公司

赵天卓，余锦，樊

仲维，刘洋，张

雪，黄科，麻云

凤，聂树真，李晗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１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７１８１６．４
一种复合预应力

筋成品拉索及其

制作方法

柳州欧维姆机

械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

黄颖，朱万旭，姜

鹏，周红梅，谢雄

文，潘剑飞，曾宪

民，黄建国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２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１２８１．８

一种提高 ＰＡＣ
改性粘土消除海

洋褐潮效率的

方法

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

曹西华，俞志明，

刘扬，宋秀贤，张

雅琪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３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９０９１６．８ 磁共振快速成像

方法及其系统

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梁栋，朱燕杰，刘

新，郑海荣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４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３４８４７５．Ｘ
基于随机光栅的

压缩感知宽波段

高光谱成像系统

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韩申生，刘震涛，

吴建荣，李恩荣，

谭诗语，陈?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５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４７５３６０．７

一种从肉苁蓉中

制备苯乙醇苷、

甘露醇、低聚糖

浆及多糖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过

程工程研究所

赵兵，郭元亨，赵

庆生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６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７０４６４５．３
一种大面积厚

ＧＥＭ 的 制 作

工艺

惠州市金百泽

电路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谢宇广，吴军权，

吕军光，陈春，武

守坤，林映生，唐

宏华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７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５６２０８１．９
一种核聚变装置

用 ＣＳ超导电缆
导体生产方法

白银有色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

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

秦经刚，薛天军，

魏周荣，张应俊，

苏其明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１８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９９１７０５．３

主轴的复合运动

参数选取方法、

控制装置和复合

运动系统

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

究所

张学军，胡海翔，

张鑫，罗霄，薛

栋林

专利优秀

奖预获奖

项目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ｇｚｔｚ／１１３３８３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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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
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启动

会在京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雷筱云、科技促进发展局局

长严庆、副局长陈文开，以及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大连化物所、理化所、上海硅酸

盐所等３２家院属贯标单位、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科

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国科大法

律咨询服务平台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共９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严庆首先介绍了会议目的及背景情况；雷筱云解读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

规范》贯标工作；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陈文开介绍了中科院贯标工作的整体安

排；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书记王华、中

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分别介绍了中科院贯标工作的流程与内容、

大连化物所的贯标工作情况及《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准则与程序。

雷筱云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详细解读了《科研组织知识

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她指出，首先，对于为什么开展贯标？我们应从为什么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角度去理解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解决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与市场化运营机制问题，需要探索中国模式，贯标工作则

是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次，贯标是什么？《科研组织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是一套定制的管理体系，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是为科技创新服务的。

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专利，专利制度的两个主要功能是全面保护和信息公开，在开展

贯标工作时必须要把握住这一精髓，各市场主体找准适合的应用范围和内容，做好

顶层设计，在实践中检验是否实用。最后，对于贯标工作怎么做？标准本身是一个

工具，认证又是推行标准的工具。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引入了市场化的、独立的

第三方认证模式，希望提供一个全社会认可的认证制度。中科院选择第三方认证

方式，也是对贯标理念的认可，传递一种信任。

严庆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经过近２年的探索、酝酿、筹备，院属单位对于贯标工

作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工作流程及方法已比较清楚，今天正式启动全院贯标工

作，希望进一步提升全院的知识产权意识；贯标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是每个院属

单位主要领导的工作职责，必须由所长做出决策；希望３２家研究所的所长给予足

够的重视，成立由所长任组长的贯标工作组，各管理部门和项目团队共同努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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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抓实做好。按照工作部署，近期院内将组织完成好贯标单位任务书的签

订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院３０个以上单位通过贯标认证的目标。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８１１／ｔ２０１８１１１６＿４６７１０８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参加广州知交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国专利信息

中心联合举办的２０１８广东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在广州开幕。中国科学院知识产

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作为嘉宾出席专题活动并做主题演讲。

此次大会主题为“知识产权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设置了“知识产权交

易博览”、“知识产权珠江论坛”和“专场活动”三大部分，吸引了超过２６０家企业与

机构参展，旨在为企业、高校、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搭建知识产权展示、交流、交易、

合作的平台。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干细胞所副所长赖良学做了“人

源化基因编辑大动物的市场开发前景与挑战”专题报告。

此次广州“知识产权交易博览”共设立六大展区，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展区为新

增设的展区，另外五个展区分别为知识产权交易运营展区、企业创新与品牌展区、

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术展区、军民融合专利技术展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展区。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８家机

构参展。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广州开发区将围绕中国科学院“普惠计划”，定期举办交流研讨活动，加强企业

发展经验共享，引导企业与中科院有关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创新资源对接；

通过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大数据平台为企业匹配相关专利，推动专利技术转移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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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专利竞价（拍卖）会上海专场企业对接会在嘉定举行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专利竞价（拍卖）会上海专场企业对接会在嘉

定创新创业大厦举行。中科院上海分院、嘉定区科委、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

心等相关领导，中科院相关专利所有人，以及区内近百余家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机

构、金融机构技术主管参加了会议。

会上，嘉定区科委表示，嘉定作为上海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正着力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嘉定即将举办的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览会，是积极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进博会重要讲话精神的有力举措，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技术

交易。专利交易是技术交易的重要形式，区科委将全力支持和推动中科院专利在

嘉定乃至长三角的交易与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中科院上海分院表示，中科院专利交易拍卖，是为了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

略，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快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的转移

转化，提高中国科学院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贡献。本次上海专场，是为了搭建一个

让企业家与科学家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平台，推动中国科学院科研资源与产业结合，

让企业家更了解中科院的专利成果，也让科学家们更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有效促

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三链联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良性互动和

可持续发展。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表示，中科院专利竞价（拍卖）会上海专场，是今

年中科院专利拍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聚焦上海科技创新

的重要举措，中科院将一如既往聚焦上海创新发展，依托在沪院属机构，着力发挥

知识产权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希望有更

多的专利能够在上海乃至长三角区域落地开花。

对接会上，邀请了来自北京、沈阳、武汉、苏州等地的１０余名专利持有人，对中

科院上海硅酸盐所、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１１

家中科院系统研究所的１５个专利进行了发布路演，并与参会企业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对接，部分专利得到多家企业的广泛关注。

本次对接会是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览会系列活动—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院专利

竞价（拍卖）会上海专场的重要环节。前期，中科院在其院属４１家机构中共遴选出

７４３项专利用于竞价（拍卖），涉及人工智能、制药、新能源、陶瓷材料／纳米材料、数

据处理与存储技术、智能制造、抗逆农业、光学技术与设备、高性能服务器和存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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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分析化学技术、先进测量技术和高端测量仪器、无线传感技术、网络资源管理与

调度、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等２８个技术领域。１１月２８日，在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

览会上，中科院专利竞价（拍卖）会上海专场将正式举行，多项专利将面向长三角企

业进行竞价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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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第二次专利拍卖走进山东市县”

启动会议在点拍网顺利召开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９日，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隋雪青主任、山东省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平台李检、山东齐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蒋然、点拍网相关负责人等２０

人在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顺利召开“中国科学院第二次专利拍卖走进山东市县”

启动会议。

会上，隋主任详细介绍了中科院专利的特点，及中科院对推介专利权如何查找

相关资料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此次中科院第二次专利拍卖启动了微信交流平

台，企业对有意向的专利可以在微信平台提出问题，随后会有专家为其进行详细解

答。中科院此次还设置了专利匹配系统，方便企业对自身需求进行专利匹配，均已

在“点拍网”首页进行了链接。

本次专利拍卖标的为中科院院属４１家机构共７４３件专利涉及智能制造、制

药、新能源、陶瓷材料／纳米材料、数据处理与存储技术、人工智能、抗逆农业、光学

技术与设备、高性能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分析化学技术、先进测量技术与高端测量

仪器、无线传感器技术、网络资源管理与调度、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等 ２８个技术

领域。

点拍网负责人介绍了在山东招商推介的具体措施和进度。此次拍卖“点拍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ｐａｕｃ．ｃｏｍ）作为承办方，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网上竞价和拍卖举

牌联动，全方位多渠道予以推进。

１０月２３日起中科院第二次专利拍卖７４３件专利将在“点拍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ｄｐａｕｃ．ｃｏｍ）线上进行展示竞价，点拍网将携中科院院专家团队于１１月份陆续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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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各地市开展专利项目路演对接会，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咨询，可实现科学家与

企业的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为企业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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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成立物联网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专家组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欧盟委员会成立了物联网（ＩＯＴ）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许可和评

估专家组。该小组将促进在ＳＥＰｓ许可和评估领域的经验交流，为委员会提供围绕

与ＳＥＰｓ相关的不断发展的行业惯例的必要经济、法律和技术专业知识，并协助委

员会监督ＳＥＰｓ许可市场并获取有关许可和估价的实践信息。目前，Ａｐｐ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和ＩＰＥｕｒｏｐｅ正在分别制定５Ｇ和物联网技术的ＳＥＰｓ许可规则。针对此情况，

专家组有助于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深化与ＳＥＰｓ许可相关的专业知识，推动知识产权

的合理估值以及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原则（ＦＲＡＮＤ）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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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专利审判程序新提案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一项新的专利审判程序修改提案，允

许专利权人在专利有效性挑战期间修改动议。此提案中，美国专利审判与上诉委

员会（ＰＴＡＢ）将作出初步决定，该决定对最终决定不具有约束力，上诉双方都将有

回应初步决定的机会，专利权人可根据初步决定修改此前提出的动议请求，ＰＴＡＢ

将据此作出最终裁决。该提案要求公众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之前提出意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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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新提案赋予了专利权人获得变更请求的第二次机会，对专利权人来说是一个

重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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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北部法院判决 ＮＰＥ可获专利侵权
永久禁令救济

一般认为，非执业实体（ＮＰＥ）无法在专利诉讼中获得永久禁令救济，因为ＮＰＥ

从未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ｅＢａｙ案中制定的“四要素检验标准”。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北部地区法院近期的一项审判决定表明，ＮＰＥ可以获得永久禁令救济。在

此案中，法官驳回了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禁令救济申请的动议。该决定首先质

疑是否有证据证明原告实际上是 ＮＰＥ，但随后表明，即使原告是 ＮＰＥ，法院也不能

直接认定原告不满足 ｅＢａｙ标准。该法院随后发表声明，即“非执业实体已经成功

地在ｅＢａｙ之后获得了禁令救济，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侵权行为对其许可计划造成了

潜在伤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ｅＢａｙ案中确定的四要素检验标准，用于确定是否对原告

给予永久禁令救济，要求原告证明：（１）遭受了不可挽回的伤害；（２）法律规定的补

救措施不足以弥补损害；（３）考虑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利益失衡，有必要采取公平

补救措施；（４）不损害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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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打击流媒体侵权行为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英国知识产权局就此前有关非法互联网协议电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

ｔｏｃｏｌ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流媒体设备意见征集做出回应，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新

措施用于打击非法流媒体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具体措施包括行政网站屏蔽（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ｔ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作为高等法院特定网站禁令的替代方案。政府强调，非

法流媒体设备的使用给英国的创意产业造成了９２０亿英镑损失。英国知识产权局

局长ＳａｍＧｙｉｍａｈ指出，非法流媒体损害了英国的创意产业，最近的诉讼已表明，相

关改造设备的卖家一旦被发现将面临罚款和监禁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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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就知识产权纠纷处理体系征求修订建议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日本专利局就知识产权纠纷处理体系的修订进行了讨论，

并围绕以下课题向全社会征求建议。（１）如何看待日本知识产权纠纷处理体系的

现状，包括是否能够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是否具备知识产权侵权及赔偿金额的证据

收集机制。（２）如何强化证据收集手续，如诉讼提交之前和之后的机制。（３）如何

保护商业秘密，如如何在保护被指控者的商业秘密的同时，提供证明侵权及赔偿金

额所必需的证据。（４）如何修订赔偿程序，比如确认侵权事实后，将赔偿金额的谈

判委托给当事人，赋予侵权人提供信息的义务来促成和解的机制。（５）如何修订损

失赔偿制度，主要针对损失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６）其他，比如诉讼费用应该如

何分担等问题。

黄　未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ｉｋｅｎ／１８１０１６＿ｃｈｉｚａｉ．ｈｔｍ

原文标题：知财纷争
!

理システムの见直しの
"

讨课题に
#

する提案募集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

９３知识产权动态



美国 ＮＳＦ资助马萨诸塞大学创新成果产业化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宣布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

分校（ＵＭａｓｓＡｍｈｅｒｓｔ）成为其全国创新团队网站（ＩＣｏｒｐｓ）的组成部分。ＩＣｏｒｐｓ为

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培训和资源，将他们的创新成果推向市场，促进美国大学的技

术转移活动。从２０１９年起，ＮＳＦ每年将为ＵＭａｓｓＡｍｈｅｒｓｔ的２４个团队提供指导和

资助，主要针对研究生，博士后和即将毕业的学生，也适用于本科生，并为参与者提

供与全国其他ＩＣｏｒｐ团队合作的机会，增强学校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并促进研究成

果向有影响力的企业转化。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０／２５／ｎｓｆｃｈｏｏｓｅｓｕｍａｓｓａｍｈｅｒｓｔａｓ

ｌａｔｅｓｔｉｃｏｒｐｓｓｉｔｅ／＃ｍｏｒｅ４０８０９

原文标题：ＮＳＦｃｈｏｏｓｅｓＵＭａｓｓＡｍｈｅｒｓｔａｓｌａｔｅｓｔＩＣｏｒｐｓｓｉｔ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美国康奈尔大学推出技术快速许可计划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康奈尔大学技术许可中心（ＣＴＬ）推出名为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的初创企

业许可计划，帮助教职员工创立的初创企业快速达成许可协议并实施技术，减少初

创企业获得许可的时间和费用。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计划面向物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创新成

果，提供快速透明的许可流程，简化大学与其初创公司之间的谈判过程。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

包含互惠条款的预设协议，适应各种业务类型的选项菜单，并且尽可能地将早期成

本最小化。如果技术尚未进入许可阶段，公司可以签署为期６个月（可延长）的期

限，期间他们可与孵化器合作进一步开发其产品和业务概念。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０／１７／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ｅｌｐｓｃｏｒｎｅｌｌ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ｌｉｃｅｎｓ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４０６９８

原文标题：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ｅｌｐ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ｉｃｅｎｓ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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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启动初创基金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美国阿拉巴马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ｂａｍａ）推出５０万美元

的种子基金，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创立的初创公司实现创新成果商业化。该基金面

向具有商业潜力的项目申请，每个申请人最多可获得３５０００美元用于进一步的技

术开发，例如原型设计、软件编码和市场验证。基金将用于建立咨询委员会，对申

请展开评估并监督创新基金奖励的分配。资助机会将按照里程碑驱动的方式进行

管理。该基金未来将通过对收益再投资和筹款进一步增加规模。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０７／ｕｏｆａｌａｂａｍａａｔ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５０００００ｓｅｅｄｆｕｎｄｆｏｒ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原文标题：ＵｏｆＡｌａｂａｍａａｔ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ＭＹＭ５００，０００ｓｅｅｄｆｕｎｄｆｏｒ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８日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资助跨学科研究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ＵＶＡ）启动三骑士计划（３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ｓｐｒｏ

ｇｒａｍ），资助教师联合开展具有获得外部资金潜力的重大新研究，旨在为教师提供

快速简便的途径，寻找跨学科合作者，获得种子资金。该计划是与 ＵＶＡ所有的１１

所学院合作创建的，为多学科团队提供１５０００美元或６００００美元的早期资助。申请

人必须由至少两个不同学科的三名教师组成，这些学科位于ＵＶＡ的不同单元或学

校。项目期为１２个月，可以延长一次，为期６个月，每笔资助最多可获得１８个月的

资助期。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０７／ｕｖａｓｑｕｉｃｋ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ｏｏｓｔｓ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原文标题：ＵＶＡｓｑｕｉｃｋ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ｏｏｓｔｓ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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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帮助国立研究机构技术转化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美国新墨西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的ＩＣｏｒｐｓ项目与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Ｓａｎｄｉ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空军研究实验室（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ｂ）达成合作，共同加速技术转化。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和空军研究实验室

资助团队加入ＩＣｏｒｐｓ项目，该项目为科学家提供为期１０周的创新商业化课程，帮

助梳理军事创新的商业化应用。每个团队将获得３４００美元的资助用于技术和市

场战略开发，高商业潜力的项目可申请最高５００００美元的资助。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１４／ｕ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ｉｃｏｒｐｓ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ｉｔｈｓａｎｄｉａａｎｄａｆｒｌ／＃ｍｏｒｅ４０９６４

原文标题：Ｕ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ＩＣｏｒｐ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ｉｔｈＳａｎｄｉａａｎｄＡＦＲ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以色列理工学院建立创新创业中心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以色列理工学院（Ｉｓｒａ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获得２７０万美元

的政府拨款，用于建立一个新的创新创业中心。该中心名为“ｔｈｕｂ”，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创业相关课程、研究项目以及实践经验指导，旨在将以色列理工学院转变为一

个服务于大学及其周围区域的科技中心。当前，以色列的人均创业公司数量为全

球最多，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开展了创业课程，为学生提供理论辅导以及如何获得资

助的指导。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１４／ｔｅｃｈｎｉｏｎｇｅｔｓ２７ｍｇｒａｎｔ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ａ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ｕｂ／＃ｍｏｒｅ４０９５３

原文标题：ＴｅｃｈｎｉｏｎｇｅｔｓＭＹＭ２．７Ｍｇｒａｎｔ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ａ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ｕｂ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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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发布精密仪器企业专利排名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日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以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到２０１８年３月

期间日本受理的专利为对象，对精密仪器行业的企业所持有的专利资产从质量和

数量两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公布了企业排名。

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是佳能（Ｃａｎｏｎ），代表专利是“防止打印机墨带松弛的墨

带盒”，和“在较广实用温度范围内具有高压电常数和机械品质因数的无铅压电材

料”。排名第二的是理光（Ｒｉｃｏｈ），重点技术是“高效管理周围环境数据的信息管理

系统”，和“有效降低光学成像系统拍摄得到的图像噪点并进行图像复原处理的摄

像系统”。第三名是精工爱普生（ＳｅｉｋｏＥｐｓｏｎ），代表专利是“高喷射稳定性和保存

稳定性的喷墨装置”，以及“具有高移动连续性和位置精度的末端执行器（夹持部

件）的小型机器人”。此外，柯尼卡美能达（ＫｏｎｉｃａＭｉｎｏｌｔａ）的“三维打印机的模型

材料组合物”，大日本印刷的“含有生物质能衍生的聚烯烃的树脂薄膜”等专利也备

受瞩目。

黄　未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ｊｐ／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１１／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精密机器】特许资产规模ランキング、トップ３はキヤノン、リ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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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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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８日

科睿唯安解析 ＣＲＩＳＰＲ专利申请态势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科睿唯安公司（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顾问ＪａｃｋＨｏｐｗｏｏｄ对ＣＲＩＳＰＲ技术开

展专利分析，全面解析了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竞争和知识产权趋势。

ＣＲＩＳＰＲ是一种快速发展的合成生物学技术，目前全球已有超过１８０００项相关专利

申请。主要结论如下：（１）ＣＲＩＳＰＲ发明专利数量迅速增加；（２）相对其他技术来

说，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研发中学术和政府机构参与程度更高；（３）当前ＣＲＩＳＰＲ专利申请

的目的主要用于保护创新，后期可提供大量的许可机会；（４）增长最快的３个技术

３４知识产权动态



主题是“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Ｃａｓ９”，“Ｕｓ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ｇＲＮＡ”。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ｒｉｓｐｒａｎａｔｏｍｙ

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原文标题：ＣＲＩＳＰＲ：ｔｈｅ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ａ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欧洲律所解析欧专局人工智能专利审查指南

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新版官方审查指南将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正式生效。欧洲

知名律所卡兰律师事务所（Ｃａｒｐｍａｅｌｓ＆ＲａｎｓｆｏｒｄＬＬＰ）发文评析其中有关人工智能

（ＡＩ）专利审查的内容。新版指南进一步阐明了ＡＩ发明审查规则，指出所有适用于

计算机实施发明的规则同样适用于涉及 ＡＩ的发明。规则认为数学方法本身没有

技术特征，因此不具有可授权专利性，但是，使用数学方法为技术问题提供技术解

决方案的发明仍具有可授权专利性。指南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被认为是数

学方法。因此，使用ＡＩ或机器学习的发明必须以与其他计算机实现的发明相同的

方式解决技术问题才能获得专利。“技术性”的定义可参考 ＥＰＯ上诉委员会的判

例，对于存在没有判例法可供参考的情况，指南给出了可供参考的具体评估实例。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ｅｐｏｕｐｄａｔｅｓｉｔ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ｉ

原文标题：ＥＰＯｕｐｄａｔｅｓｉｔ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ＡＩ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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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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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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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