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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８年度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２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２０１８年度报告》（ＥＰＯｓ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报告显示，２０１８年 ＥＰＯ受理专利申请１７４３１７件，同比增长４６％。

专利授权１２７６２５件，同比增长２１％，创历史新高。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美国仍为专利申请最大来源国

２０１８年，世界主要工业区的专利申请量均呈上涨趋势。欧洲企业在本土市场

保持领先地位，ＥＰＯ３８个成员国申请量占总量的４７％。亚洲企业也坚守阵地，中

日韩三国申请总额小幅上升至２２６％（２０１７年为２２１％）。美国仍然是专利申请

最大来源国，占总申请量的２５％，其次是德国、日本、法国和中国。

图１　近五年欧洲专利受理量趋势（单位：件）

　　２．欧洲本土国家申请量增长势头良好，中国增长放缓

２０１８年欧洲专利申请人遍布全球，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欧洲的专利申

请量均有增加。美国增长 ２７％，日本增长 ３９％，韩国增长 １３％（２０１７年为

－３４％）。由于计算机技术、电气机械、能源以及视听技术等专利密集型领域的增

长放缓，２０１８年中国申请量同比增长８８％，增速为近五年来最低。

ＥＰＯ成员国的专利申请总量增长３８％，占总申请增长的近４０％。其中，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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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最大申请国，申请量比２０１７年增加了约１２００件，同比增长４７％。瑞士

（＋７８％）、英国（＋７８％）、瑞典（＋７１％）、丹麦（＋１４４％）、比利时（＋９７％）

申请量持续稳步增长。而法国（－２８％）和芬兰（－３８％）则呈现负增长趋势。

图２　２０１８年欧洲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

此外，其它较小专利申请量经济体也出现了显著增长：新加坡（＋２０２％），澳

大利亚（＋１６３％），俄罗斯（＋１３４％），加拿大（＋５５％），以色列（＋４９％），

西班牙（＋６３％），奥地利（＋３８％），爱尔兰（＋２１４％），葡萄牙（＋４６７％），波

兰（＋１９７％），捷克（＋１７５％），挪威（＋１４９％）。申请量的持续攀升表明越来

越多的地区正在使用欧洲专利。

　　３．　生命科学领域增长最快

医疗技术仍然是欧洲专利申请最密集的领域，同比增长５％，其次是数字通信

和计算机技术。在排名前十的申请领域中，生命科学领域的增长最为强劲，药品和

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总和增长了１３％。

　　４．中国在ＩＣＴ领域发展迅猛

专利申请热门技术领域分析表明，中韩等国在特定技术领域发展迅猛，尤其是

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领域。其他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及大多数ＥＰＯ成员国在多个

技术领域取得显著发展，欧洲企业主要在运输和生命科学领域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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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欧洲专利申请热门领域

　　５．西门子申请量第一，华为排名第二

西门子以２４９３件专利申请量占据榜首；华为较去年稍有下降，排名第二，紧随
其后的是三星、ＬＧ和联合技术公司。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中有４家来自欧洲，３家来
自美国，２家来自韩国，１家来自中国。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来自中国东莞的手机制造商ＯＰＰＯ，其专利申请
量为５２３件，排名第３９位，超过了排在第５０位的苹果公司。

图４　２０１８年欧洲专利申请排名前十公司（单位：件）

　　６．小型实体占据欧洲专利申请量的１／５

报告显示，２０１８年７１％的欧洲专利申请来自大公司，２０％来自中小企业和个
体发明人，９％来自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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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ＥＰＯ审查绩效表现优异

报告指出，ＥＰＯ通过消除专利检索积压、改变工作流程等方式不断提升工作效
率和质量。２０１８年，ＥＰＯ专利审查员完成的专利检索、实质性审查和异议总数增长
３９％（２０１７年增长４６％），ＥＰＯ２０１８年授权专利１２７６２５件，同比增长２１％，创历
史新高。

朱月仙　检索，刘思晗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９／２０１９０３１２．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ｆｉｌｅｍｏｒｅ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１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高等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统计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高等法院启动的知
识产权案件数量统计报告，分析了英国参与统一专利法院（ＵＰＣ）的专利案件，尤其
是前七年过渡期间英国的财务贡献。

　　１．法院审理的专利侵权和撤销案件数量

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英国各高等法院启动的ＵＰＣ专利侵权和撤销案件数量统计结
果如下。

２０１５年，共审理欧洲专利和英国专利侵权或撤销案件６９起。其中，专利法院
审理案件４８起，知识产权企业法庭审理案件１８起，大法官法庭审理案件３起。
２０１６年，共审理欧洲专利和英国专利侵权或撤销案件４６起。其中，专利法院

审理案件３４起，知识产权企业法庭审理案件１１起，大法官法庭审理案件１起。
表１　专利侵权和撤销案件审理数量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专利法院 ４８ ３４

知识产权企业法庭 １８ １１
大法官法庭 ３ １
合计 ６９ ４６

　　２．法院审理涉及的专利数量

审理涉及的专利分为欧洲专利和英国专利两类。通过侵权和撤销案件总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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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涉及的专利数量，可以确定每起案件涉及的平均专利数量，结果如下。

２０１５年的６９起案件共涉及９８件专利，其中欧洲专利８５件，英国专利１３件，

平均每起案件涉及１４２件专利。

２０１６年的４６起案件共涉及７５件专利，其中欧洲专利５８件，英国专利１７件，

平均每起案件涉及１６３件专利。
表２　涉案专利数量及每起案件涉及的平均专利数量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欧洲（ＥＰ）专利 ８５ ５８

英国（ＧＢ）专利 １３ １７

合计 ９８ ７５

每起案件涉及的平均专利数量 １．４２ １．６３

　　３．专利侵权、撤销的起诉和反诉案件数量

２０１５年，涉及专利侵权、撤销的起诉和反诉案件量共１４９起，其中专利撤销案

件７２起，专利侵权案件７７起。另外，在这１４９起个案中，欧洲专利案件１３０起。

２０１６年，涉及专利侵权、撤销的起诉和反诉案件达１０４起，其中专利撤销案件

５３起，专利侵权案件５１起。另外，在这１０４起个案中，欧洲专利案件８０起。

可以看出，２０１６年侵权、撤销的起诉和反诉案件总数比２０１５年减少了３０％。
表３　专利侵权、撤销起诉和反诉案件总数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专利撤销 ７２ ５３

专利侵权 ７７ ５１

合计 １４９ １０４

表４　欧洲专利侵权、撤销起诉和反诉案件总数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专利撤销 ６３ ４３

专利侵权 ６７ ３７

合计 １３０ ８０

　　４．与补充保护证书相关的案件

２０１５年，与补充保护证书（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ＳＰＣ）有关的案

件６起；２０１６年，与ＳＰＣ有关的案件１１起。ＳＰＣ案件往往比较复杂，价值较高，所

５知识产权动态



以，所有有关ＳＰＣ的案件都由专利法院审理。
表５　ＳＰＣ案件数量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专利法院 ６ １１

知识产权企业法庭 ０ ０
大法官法庭 ０ ０
合计 ６ １１

朱月仙　检索，黄玉茹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原文标题：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ａ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ｉｎ２０１５ａｎｄ２０１６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８日

德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３Ｄ打印专利申请和诉讼趋势

２０１９年３月，德国专利数据公司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了３Ｄ打印技术专利申请和诉讼

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涉及 ３Ｄ打印相关专利共 ９５３０２件（４３７１８项专利家

族）［１］。

［１］单件专利单位为件，专利家族单位为项。

图５显示了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９年２月间的３Ｄ打印专利申请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从

２００７年的２３５５件增长到了２０１８年的２４２４５件。

图５　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３Ｄ打印专利申请数量（单位：件）

６ 知识产权动态



图６显示了３Ｄ打印技术前１０位领先申请人。其中，通用电气公司的专利家

族数为１０６８项（２５１６件专利），位居首位；其次是惠普公司，专利家族数为９２１项

（２２８５件专利）；紧随其后的是联合技术公司、西门子公司、波音公司和施乐公司。

此外，前１０位领先申请人中有１所大学（哈佛大学），除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外，其余

的领先申请人均来自美国。

图６　３Ｄ打印技术前１０位领先申请人

如图７所示，从专利地域分布来看，美国专利商标局受理的３Ｄ打印相关专利

数量为４４１７７件，位居榜首；其次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受理数量

分别为１８８３８件和１５０４９件。

图７　３Ｄ打印专利受理地域分布（单位：件）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使用专利价值评估指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来分析专

利组合的优势、劣势和定位。其中，市场覆盖指标（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用来

评估专利家族规模，技术相关性指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用来计算专利

被引用次数。由于统计指标是标准化的，所以可以与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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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即高于平均水平）。

表６显示，前１０位专利领先申请人的３Ｄ打印专利组合的市场覆盖指标都高

于１分，表明它们的市场覆盖指标都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另外，前１０位专利领先

申请人的３Ｄ打印专利组合也具有较高的技术相关性，其中通用电气公司、哈佛大

学和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公司的技术相关性得分最高，分别为２４６分、２２５分和２２４分，而

惠普公司（１０５分）和施乐公司（１０９分）的技术相关性得分最低。
表６　３Ｄ打印领先申请人专利组合价值评估

申请人 专利家族份额 市场覆盖 技术相关性

通用电气公司 ２．４４％ １．６１ ２．４６

惠普公司 ２．１１％ １．６４ １．０５

联合技术公司 １．３４％ １．３９ １．４７

西门子公司 １．２２％ １．５９ １．１４

３Ｍ公司 ０．５７％ １．５５ １．３９

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 ０．４９％ １．５８ １．９３

哈佛大学 ０．５９％ １．５７ ２．２５

波音公司 ０．７２％ １．６４ １．４４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公司 ０．４３％ １．６０ ２．２４

施乐公司 ０．６３％ １．４５ １．０９

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美国３Ｄ打印领域共发生了１５５起诉讼案件，图８显示

了具体案件数量。

图８　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美国３Ｄ打印专利诉讼案件数量

８０３％的涉诉专利在诉讼前已经进行了专利转让，其中２２５％的专利转让与

诉讼在同一年进行。

报告指出，３Ｄ打印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正在急剧增加，３Ｄ打印专利转让和涉

诉数量也越来越多。报告建议３Ｄ打印相关专利管理人员和专利负责人考虑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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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１）未来３Ｄ打印技术将越来越依赖于专利技术；

（２）３Ｄ打印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因此专利主管应该考虑专利许可成本和适当

的安全支付问题；

（３）专利主管不仅需要考虑从专利数据中检索到的信息，还应该监测专利诉讼

和转让数据；

（４）高级专利管理人员必须监测３Ｄ打印专利的市场动态，其中专利主张实体

可以寻求专利组合，从而获得广泛的专利特许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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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分析油气行业 ＡＩ技术专利趋势

２０１９年３月，美国专利数据服务商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分析人工智能（ＡＩ）技术对油气行

业的影响和未来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石油和天然气（油气，Ｏ＆Ｇ）行业，在优化

生产、降低运营成本和最大限度提高效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燃料价格下跌，

能源生产对环境和个人安全的影响，油气从业公司正积极利用ＡＩ等技术来优化流

程，使得投资回报最大化。市场研究公司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发布的报告显示，人

工智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应用预计将从２０１７年的１５７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

２８５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１２６６％。

油气行业中ＡＩ技术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领域：

勘探和生产（Ｅ＆Ｐ）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和预测；

通过实时钻井优化提高运营效率并降低成本；

土地测量和管道检查；

使用预测性维护降低风险。

　　１．产业总体趋势

如图９所示，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油气行业中与ＡＩ技术相关的专利数据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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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地震测量、基于模型的数据分析、集中整合流程和

其他相关领域。

图９　油气行业ＡＩ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单位：项）

如图１０所示，中国是该领域最大的专利受理国，其次为美国。数据分析显示，

许多从事油气行业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兴实体都来自中国。

图１０　油气行业ＡＩ技术专利申请地域分布（单位：件）

　　２．技术引领者

哈里伯顿公司（Ｗｈｉｌｅ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是油气行业ＡＩ相关专利最大的持有者，专利

数量在２０１４年后增长迅速。通用电气（ＧＥ）近几年增速最快。哈里伯顿是世界上

最大的能源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之一，致力于通过数据战略来提升商业价值。为了

加速数字化转型，该公司还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与微软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通用电气在２０１８年与英伟达（Ｎｖｉｄｉａ）达成合作，以促进ＡＩ技术应用于油气行

业。通过建立合作关系，通用电气可以对英伟达所有 ＡＩ平台进行访问，如 Ｎｖｉ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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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ＧＸ１超级计算机、桌面ＤＧＸ站超级计算机、ＮｖｉｄｉａＪｅｔｓｏｎＡＩ。ＮｖｉｄｉａＪｅｔｓｏｎＡＩ是

能够支持本地深度学习处理的边缘计算机平台。

　　３．技术趋势

油气行业ＡＩ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为钻井作业自动控制系统

（Ｅ２１Ｂ４４／００），且在２０１５年后申请量激增。总体而言，机器学习（Ｇ０６Ｎ２０／００）领域

相关技术专利申请量在２０１５年后增长最快。

钻井是油气行业的高风险业务之一，同时也需要大量投资。ＡＩ技术在钻井领

域的应用有助于改进规划、优化实时钻井、排除操作故障以及识别和排除风险。通

过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对连接设备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能够有效提高公司基础

设施的资产性能、优化生产能力，以及进行相关维护、规划和预测。

专利主题图显示，哈里伯顿在 Ｅ２１Ｂ４４／００（钻井作业相关技术的自动控制系

统）领域所持专利组合数量全球第一，其次是斯伦贝谢（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斯伦贝谢

是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务商之一，为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钻探、生产和加工提供技术

和服务，该公司已成功将ＡＩ技术整合到油气勘探和生产生命周期中。

相比较而言，通用电气在油气勘探和精炼的计算模型及控制参数上处于领先

地位。哈里伯顿在钻孔中的ＡＩ供电和自动操作设备上占优势。

　　４．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对顶级油气公司持有的专利分析发现，它们已经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

预测分析应用到流程优化和常规功能监测中。机器学习和钻井优化等技术已经在

业内普及。这些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在提高效率和提高研发投资回报方面获益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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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ＩＰ公司提出知识产权组合管理优化措施

２０１９年３月４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商 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提出了知识产权

组合管理优化措施。对开展知识产权组合管理的原因、衡量知识资产与业务的相

关性方法、关联性测度方法、获得知识产权组合投资回报进行了详细介绍。

报告指出，知识产权或无形资产组合不仅包括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著作权、

设计、植物新品种），还包括其他法定资产，如商业秘密、技术秘诀、合同、许可、协议

（如材料转让、合资企业、合作、科学研究）和数据库。建立资产数据库是管理的核

心，也是任何组织做好知识资产管理的起点。

　　１．开展知识资产管理的原因

不同于单一的专利管理，持续性知识资产组合管理是知识资产管理的最佳实

践方式。积极的组合管理目标包括：

确保资产与整体组织战略保持一致；

报告组织内部创建补充性资产、新资产或从外部资源中选择相关资产；

确定关键人员和基础设施需求；

确保能从创造相应资产的投资中获益。

　　２．衡量知识资产与业务相关性的方法

持续性知识资产组合管理需要以适当的规模衡量知识资产与业务间的相关

性，衡量的方式取决于知识资产的复杂程度。

当复杂程度较低时，同一类型的两种资产可以由几个不同但各具战略侧重点

的评估员进行简单对比。每个评估员将资产按与业务之间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程度

进行分类，再将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和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论，

但也能够强化评估员对资产组合与战略相关性间的共识。

当复杂程度较高时，可以通过开发复杂记分卡来辅助各项资产的评估，并进行

相关性评分，分数既可以作为绝对度量，也可作为资产组合的映射。无论何种方

式，都需要考虑知识资产为组织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的保护、知识资产所能提供的排

他性广度、与资产相关的收入流、排他性的地理范围等因素。

此外，要定期审查资产的相关性。因为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使得组织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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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调整发展战略，进而调整知识产权战略。审查频率取决于组织的灵活性、市场变

化速度以及内部资源等因素。

　　３．使用关联性测度方法

掌握资产特点是开展战略和战术决策的前提。从最顶层来看，资产增长与否

取决于资源是否已经按照战略目标进行了分配。

在战略增长市场中，若缺乏创造性资产或存在资产缺口，就需要在该领域适当

地进行激励或者投入专用资源。如果该领域是另一关键知识资产管理良好实践方

式的组成部分，可采用竞争性分析方法对资产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来决定该知识资

产是通过内部研发还是外部业务积累获取（如从其他已具备该知识资产的组织收

购）。竞争性分析也可以用于从竞争对手中识别核心员工，以填补本组织的技能空

白。或者，资产的缺失还可以辅助公司高层了解本组织在该市场领域的运行情况，

辅助决策，也能帮助制定更为现实的企业目标。

拥有战略增长领域的资产可以检验组织战略，也能为人员和基础设施决策提

供信息。对知识资产进行分析，能够识别出高产的创新人员，对这些创新人员提供

专门的设备和服务。

　　４．获得知识产权组合投资回报

大额度投资通常与早期知识资产组合的发展相关。持续性资产组合管理的好

处之一是用少量的战略相关性资产产生新的收入流，并详细检查更多战略资产，以

确保实现最大回报。

放弃最不具战略价值或者非核心的资产，是节约成本比较常见的管理方式。

将包含非核心资产在内的所有资产货币化是更为常见的管理方式。《阁楼上的伦

勃朗：揭开专利的隐藏价值》作者Ｒｉｖｅｔｔｅ是知名的对孤儿资产（ＯｒｐｈａｎＡｓｓｅｔｓ）和未

充分利用资产进行组合管理的倡导者。《Ｅｄｉｓ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ｏａｒｄｒｏｏｍ》的作者 Ｄａｖｉｓ和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进一步发展了Ｒｉｖｅｔｔｅ的理念，并通过参照价值层次结构（Ｖａｌｕ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描述了组织知识资产管理战略的复杂性，尤其是投资组合管理技术。该工具在充

分分析美国领先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相关实践的基础上，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开

发了此款管理工具，其示意图如图１１所示。

低产出或非核心资产可以直接出售的方式实现货币化。当前市场上存在包括

知识产权公告牌、经纪人、知识产权拍卖等在内的很多相关工具。与当前产品和服

务相关，但在更广泛的非兴趣领域内开展排他性资产许可，可能会成为许可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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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资产管理工具

主题或者延伸至新的感兴趣的领域。在最坏的情况下，持续性知识资产组合管理

通过从当前和未来可能的投资股息中撤回支持，能够有效降低支出。

针对具备战略价值的资产进行分析以确保知识资产的续展、延期、持续有

效，并实现利益最大化。

对知识产权而言，通常需要进行延展保护，针对补充或替代产品、流程和服

务申请保护，或构建防御性立场，如提交防御性商标。

对于许可和协议，财务审计通常会降低特许权使用费，多次讨论会为许可证

和协议的利用带来新的机会。

　　５．总结

知识产权投资组合是战略定位分析和可视化的工具。在投资组合管理中，通

常通过市场和技术评估来确定企业的战略行动计划。组织的战略愿景和使命是客

户和市场、竞争对手、替代性技术挑战的评估基础。组织的能力、技术和产品领域

构成了制定战略的基础。最后，必须根据所设计的策略来判断该领域的产权，这一

步是建立和确保产权潜在能力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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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日本专利局发布外观设计制度修改意见报告

为支援日本企业外观设计战略，强化产业竞争力，日本专利局外观设计制度委

员会就外观设计制度的内容进行审议，并探讨如何打造有利于创新创造和品牌构

筑的外观设计制度。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发布的相关报告基于审议内容，就外观设计

制度的修改提出以下意见。

（１）保护图像设计。报告指出，基于明确权利保护范围的观点，目前日本的外

观设计制度严格要求作为保护对象的外观设计依托于物品。但随着近年来物联网

等新技术的发展，上述情况已不能满足实际要求。为保护图形用户界面（ＧＵＩ）以

及网络云服务中使用和提供的图像等，报告建议，不论图像是否被使用在物品上，

都应当成为外观设计制度的保护对象。

（２）保护空间设计。报告指出，外观设计制度用于保护“物品”外观，现行规定

下，“物品”必须是作为有形物的动产。由此，附着于土地上的建筑物等不动产被排

除在外。为尽早开始保护品牌建筑，发扬独创性空间设计，需要在建筑物成名之前

就开始实施保护。基于此观点，报告建议，将建筑物等不动产也纳入外观设计制度

的保护对象中。

（３）补充关联外观设计制度。为保护系列设计理念，报告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

补充关联外观设计制度。①为保护长期进行更新的企业产品设计，应当延长关联

外观设计的申请时间。基于企业需求，在外观设计申请后十年内，都可申请关联外

观设计；②由于采取逐渐改良产品设计开发方法的企业正在增加，所以今后应当允

许授权与关联外观设计相似的外观设计。

（４）为支持企业特定设计理念，提升品牌价值，报告建议延长外观设计权保护

期限。目前欧洲国家外观设计权保护期限最长可达２５年。基于此，日本也应当将

外观设计权保护期限由现在的２０年延长至２５年。

（５）引入多个外观设计一揽子申请制度。目前有很多企业正致力于打造产品

系列设计理念，以提升品牌价值。为满足上述企业需求，报告建议引进新的申请制

度，使多个外观设计可以同时申请。

（６）修改物品分类标准。《意匠法》规定，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时，必须按照经济

产业省规定的２４００种物品分类对外观设计进行分类。但由于产品多样化，物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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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表的更新已无法适应市场上新商品的出现速度。因此，报告建议在明确申请外

观设计物品种类的情况下，杜绝以不满足物品分类表的划分为由拒绝该申请。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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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产业竞争力の
!

化に资する意匠制度の见直しについて－产业

构造审议会知的财产分科会意匠制度小委员会－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４日

专题报道

ＵＳＰＴＯ发布《２０１８财年绩效与责任报告》

【摘要】２０１９年２月，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了《２０１８财年绩效与责任报告》，报道

了美国专利商标局２０１８财年实施方案和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２０１９年２月，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了《２０１８财年绩效与责任报告》

（２０１８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报道了ＵＳＰＴＯ２０１８财年实施方案和

财务业绩，共分为以下５个部分。

　　１．管理层的决策和分析

第一部分描述了ＵＳＰＴＯ战略和绩效计划框架并总结了该机构２０１８财年的绩

效亮点。ＵＳＰＴＯ于２０１４年发布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战略规划》（见表７）。

该规划重点通过以下方式实现ＵＳＰＴＯ作为全球知识产权领导者的愿景：

确立专利和商标的最佳审查期限和质量水平的目标，使 ＵＳＰＴＯ能够在知识

产权界的期望下高效运行；

有效管理《美国发明法案》（ＡＩＡ）的相关规定；

继续利用下一代技术和服务来改造ＵＳＰＴＯ；

建立一支强大而多元化的领导团队，保持敏锐的管理结构，继续打造多元化

和敬业的人才队伍，以实现ＵＳＰＴＯ的使命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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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ＵＳＰＴＯ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战略规划

战略任务：通过对高质量的专利和商标的及时申请，国内外知识产权政策指导，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和教育，打造高技术、多样化的人才队伍来促进创新、提高竞争力和促
进国内外经济增长。

战略愿景：引领美国和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政策发展

战略目标的资源投入 目标

目标１：优化专利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承付款项：２９５６７亿美元
项目总成本：２９６２２亿美元

优化专利审查时限

提高专利审查的效率和能力，以促进与
最佳专利审查时限保持一致

强化国际合作和工作共享

持续提升专利质量

确保最佳ＩＴ技术面向所有用户服务
进一步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联系

维持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
的快速和高质量决策能力

目标２：优化商标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承付款项：３０２５亿美元
项目总成本：３０７３亿美元

保持商标审查时间为１２个月，平均首次
审查意见时间为２５至３５个月

保持商标的高质量

确保最佳ＩＴ技术面向所有用户服务
进一步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联系

强化商标审查和上诉委员会（ＴＴＡＢ）的运行

目标３：提高在美国和全球的领导力，改善
全球知识产权政策、保护和相关执法

承付款项：４５３０万美元
项目总成本：５２００万美元

加强在知识产权政策和意识方面的
教育和领导

加强国际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
相关协议和政策的教育和领导

管理目标：实现组织卓越

通过ＩＴ投资来实现业务成果

持续构建并保持具备灵活性、多元化
和敬业的人才队伍

强化内部和外部联系

确保可持续的资助，为付费客户
和公众提供价值

设立区域办事处

继续与其他政府机构、国会和 ＵＳＰＴＯ的全球合作伙伴保持合作，建立有利

于创新、增加就业和主导全球经济的知识产权体系；

招募和保留高素质员工，以完成ＵＳＰＴＯ的重要工作。

ＵＳＰＴＯ《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战略规划》认为，创新已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创

新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高薪工作岗位。美国的创新者依赖于美国的专利

和商标体系来保障投资资本，并尽快将其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ＵＳＰＴＯ的蓬勃发

７１知识产权动态



展对实现美国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该部分对ＵＳＰＴＯ的宪法和法定责任以及ＵＳＰＴＯ对组织和用户收费的相

依结构进行了概述，还对ＵＳＰＴＯ地区办事处和相关工作人员、核发的第１０００万件

专利和相关专利保护设计进行了进一步讨论。此外，该部分还简要总结了２０１８财

年影响重大的判例法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该部分对 ＵＳＰＴＯ绩效规划结果和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战略规划》

的执行情况（对２０１４进行估计）进行了概述。通过１０个关键绩效指标来测度执行

情况，还对未来几年的预期挑战进行了说明。过去４个财年的实际绩效结果详见

表８。

表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财年关键战略目标执行结果总结

关键战略目标
测度指标

２０１４财
年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５财
年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６财
年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７财
年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８
财年
目标

２０１８财
年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８财
年完成
情况

目标１：优化专利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月） １８．４ １７．３ １６．２ １６．３ １５．４ １５．８ 略低

平均审查完成时间（月） ２７．４ ２６．６ ２５．３ ２４．２ ２５．０ ２３．８ 完成

目标２：优化商标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月） ３．０ ２．９ ３．１ ２．７２．５－３．５３．４ 完成

平均审查完成时间（月） ９．８ １０．１ ９．８ ９．５ １２．０ ９．６ 完成

首次审查意见达标率 ９５．８％ ９６．７％ ９７．１％ ９７．３％ ９５．５％ ９６．９％ 完成

最终审查结果达标率 ９７．２％ ９７．６％ ９７．８％ ９８．３％ ９７．０％ ９７．９％ 完成

特殊办公室行动 ４３．０％ ４８．３％ ４５．４％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８．０％ 完成

申请流程电子化处理率 ８０．７％ ８２．２％ ８４．８％ ８６．５％ ８６．０％ ８７．９％ 完成

目标３：提高在美国和全球的领导力，改善全球知识产权政策、保护和相关执法

在优先考虑的２／３国家中至少３／４
的绩效标准中取得进展：

推进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强化建
设ＩＰ权利制度；
强化ＩＰ执法实体相关制度建设；
完善ＩＰ法律法规；
建立政府间合作机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６．０％ １００％ 完成

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最佳实
践方式方面接受培训的国外政府办
公室数量

４９６０ ５２８３ ４９７５ ４１３４ ５０００ ７２４７ 完成

报告指出，政府的不稳定可能会危及 ＵＳＰＴＯ财政获取情况，需要保留适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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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并且降低成本、优化投资回报，这些都是潜在的挑战。此外，ＵＳＰＴＯ对《美国发明

法案》（ＡＩＡ）各个部分的解读引起的法律问题也是挑战所在。

该部分还总结了ＵＳＰＴＯ２０１８年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与负债的组成、预期收

入的调查、已获收入、项目成本、专利和商标成本、执法成本、资金来源审查等。

　　２．绩效信息

为了实现《２０１４２０１８战略规划》的战略使命和目标，ＵＳＰＴＯ制定了全面的战

略绩效框架，用来指导、监督目标和举措的落实，同时也作为绩效的测度指标。战

略绩效框架还专门设计了平衡计分卡。此外，负责实施每项举措的各业务部门还

制定了行动计划，并按季度向局长和行政人员汇报。

ＵＳＰＴＯ的战略目标与美国商务部保持一致。通过多项措施优先推动商务部战

略目标的实现，具体包括通过开放全球市场为美国企业增加机会、通过创造高附加

值商品和服务提升美国区域经济水平、通过产业支撑政策强化美国数字经济，实现

互联网潜能最大化、扩充宽带容量、增强网络安全，通过提升公众创造以及新产品

和服务商业化的能力，加速创新密集型部门的发展。

为了监测战略目标的实施进展，２０１８年 ＵＳＰＴＯ共制定了１０项战略规划关键

绩效成果测度指标，并为每个指标制定了年度绩效目标。２０１８年ＵＳＰＴＯ完成或超

额完成的目标共计９项。本部分重点内容如下。

表９　２０１８财年战略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汇总

战略目标
关键绩效
指标总个数

完成关键绩效
指标总数

完成度略低的
关键绩效指标个数

未完成的关键
绩效指标个数

目标１ ２ １ １ ———

目标２ ６ ６ ——— ———

目标３ ２ ２ ——— ———

管理目标 ——— ——— ——— ———

合计 １０ ９ １ ———

目标１：优化专利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２０１８财年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从提交申请到收到专利审查员初步确定可

专利性意见之间的时间）缩短０５个月；总审查时间（首次申请到最终授予或驳回

申请的时间）平均缩短０４个月。

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率，ＵＳＰＴＯ将进一步加强对专利审查员培训和职业监督的

相关投入，并将扩大专利申请计划，如优先审查通道（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Ｏｎｅｆｏｒ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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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会晤（Ｆｉｒｓｔ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信息披露声明快

速通道（ＱｕｉｃｋＰａ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ＱＰＩＤＳ）以及最终审查意见后再

考虑计划２０（ＡｆｔｅｒＦｉｎ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ＡＦＣＰ２０）等，此外还有授权后

结果计划（ＰｏｓｔＧｒａ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这些项目能为专利审查员提供多种有效

信息。除此之外，ＵＳＰＴＯ还将进一步支持 ＰｒｏＳｅＡｒｔＵｎｉｔ，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和

工作共享。例如ＵＳＰＴＯ进一步扩大“专利审查高速公路”（ＰＰＨ）项目。再者，ＵＳＰ

ＴＯ还将继续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增加投入，旨在简化申报和审查流程并继续加强

公共宣传。

目标２：优化商标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商标平均注册时间不到１２个月；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平均首次审

查意见通知时间下降到３５个月内。最佳首次审查意见通知时间为２５至３５个

月，最终审查时间不足１２个月。２０１８年首次审查意见通知时间为３４个月，最终

平均审查时间为９６个月。为了持续保持这些最佳条件，ＵＳＰＴＯ将继续增加商标

审查员电子处理相关培训的投入。

表１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财年专利和商标申请数量和审查时间变化情况

申请和审查情况 ２０１４财年 ２０１５财年 ２０１６财年 ２０１７财年 ２０１８财年

专利申请量 ６１８４５７ ６１８０６２ ６５０４１１ ６５０３５０ ６４３３４９

专利申请量变动百分比 ２．８％ （０．１）％ ５．２％ ０．０％ （１．１）％

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意见通知时间 １８．４ １７．３ １６．２ １６．３ １５．８

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变动百分比

１．１％ （６．０）％ （６．４）％ ０．６％ （３．１）％

专利平均总审查时间（月） ２７．４ ２６．６ ２５．３ ２４．２ ２３．８

专利总审查时间变动百分比 （５．８）％ （２．９）％ （４．９）％ （４．３）％ （１．７）％

商标申请量 ４５５０１７ ５０３８８９ ５３０２７０ ５９４１０７ ６３８８４７

商标申请量变动百分比 ４．９％ １０．７％ ５．２％ １２．０％ ７．５％

商标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月） ３．０ ２．９ ３．１ ２．７ ３．４

商标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变动百分比

（３．２）％ （３．３）％ ６．９％ （１２．９）％ ２５．９％

商标总审查时间变动百分比 （２．０）％ ３．１％ （３．０）％ （３．１）％ １．１％

目标３：提高在美国和全球的领导力，改善全球知识产权政策、保护和相关执法

ＵＳＰＴＯ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践和项目，包括国会简报，公开会议以及全球性、

地区性、面对面和网上项目。ＵＳＰＴＯ还按需开展了各种在线培训和教育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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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历年接受过ＩＰ保护和执法最佳实践培训的总人次（含外国政府官员和美利益相关者）

财年 目标 实际

２０１４ ４３００ ４９６０
２０１５ ６３００ ５２８３
２０１６ ５０００ ４９７５
２０１７ ５０００ ４１３４
２０１８ ５０００ ７２４２
２０１９ ５０００ ———

目标实现

对美国利益相关者的教育和反映政府优先事项的评级标准在２０１８财年有所升级

第二部分还介绍了管理目标及其合规性。多个管理目标旨在通过经济高效和

无缝连接下一代ＩＴ解决方案实现ＵＳＰＴＯＩＴ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发展和改善。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ＵＳＰＴＯ为专利审查员、专利申请人和国际合作伙伴提供了多种工

具。如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的首次试点后到２０１８年末，超过半数的专利审查团队都在

使用办公室通信（Ｏｆｆｉｃ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Ｃ）创建审查意见通知书。遗留系统

（ＯＡＣＳ）预计将于今年正式退役。为了应对２０１８年以来的重大挑战，ＵＳＰＴＯ还将

继续更新下一代商标工具（ＴＭＮＧ）。

其他管理目标旨在建立和维护多元化和敬业的员工队伍。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ＵＳＰＴＯ继续改进电子化办公和管理系统的可用性并继续提供额外的教育和内

部晋升途径。

　　３．金融部分

ＵＳＰＴＯ首席财务官ＳｅａｎＭ．Ｍｉｌｄｒｅｗ在该部分以公开信的形式强调了 ＵＳＰＴＯ

整体财务的稳定性，并将以下一代收费处理系统来代替传统的退款审批和解雇系

统，传统收费系统将于今年全部更换。另外，报告还提供了多种金融表格，包括合

并资产负债表、合并现金流量表等。

　　４．独立审计员报告

这部分涉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ＫＰＭＧ）审计的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报告的不

合规情况。

　　５．其他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财务报表审计的总结和管理保证相关内容。对 ＵＳＰＴＯ

面临管理挑战，以及其他各种行政升级，如 ＵＳＰＴＯ为应对环境影响和能效目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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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相关措施、ＵＳＰＴＯ为实现工作空间翻新和安全计划相关举措、ＵＳＰＴＯ的 Ｆｒａｎ

ｃｏｎｉａ文档知识库的更新进行概述。该部分还对 ＵＳＰＴＯ为了实现监控和维护支付

完整性所采取的措施、审查员培训计划相关内容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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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超精细铁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全球磁共振成像（ＭＲＩ）专利技术发展态势，以汤森路透

集团的德温特创新索引（ＤＩＩ）专利数据库作为检索来源，借助 Ｅｘｃｅｌ，ＤＤＡ（Ｄｅｒ

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Ｄ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等分析工具，对超精细

铁基ＭＲＩ对比剂技术领域的国内外专利保护与布局现状进行全景展现，并进一

步对超精细铁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领域核心专利进行挖掘与分析，在多角度分析的

基础上探讨超精细铁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国内外专利保护现状和可能的应对

策略。

　　１．概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磁共振成像技术对疾病诊断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如多参

数成像，与一般医学成像技术的单一参数成像不同，可提供丰富的诊断信息；任意

方位断层，可在三维空间上观察人体；无电离辐射；无骨伪影等等。但 ＭＲＩ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如空间分辨率不及ＣＴ以及成像速度慢。随着ＭＲＩ在临床中的广泛

应用，人们对其寄予了更高的希望，要求其分辨率能进一步提高。对比剂是通过间

接改变体内局部组织中氢质子的弛豫速率影响磁共振信号的灵敏度，从而提高正

常组织与病变组织的成像对比度以显示体内器官的功能状态，达到造影成像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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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医学ＭＲＩ诊断中，按对比剂的作用机制，造影材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主

要致力于缩短 Ｔ１弛豫时间的 Ｇｄ基对比剂，又称之为 Ｔ１对比剂；一类是主要致力

于缩短Ｔ２弛豫时间的Ｆｅ基对比剂，又称之为 Ｔ２对比剂。钆元素高弛豫率的分子

结构特性使其在重大疾病的ＭＲＩ临床早期检测和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商用的含钆类Ｔ１ＭＲＩ对比剂多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我国仅有北陆药业、扬子江药

业、恒瑞医药等几家药企生产相关的仿制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另一方面，钆元

素对肾脏的毒害作用明显，严重者可导致肾源性系统纤维化（ＮＳＦ）疾病，美国ＦＤＡ

在网站上发出通告，要求企业对所有含钆类磁共振成像对比剂采用黑框警告。从

安全性的角度来看，钆类对比剂的开发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系统性肾原性纤维化、体

内沉积等问题。从成像效果的角度看，Ｔ２对比剂又涉及信号易被干扰、Ｔ２造影模

式较弱等问题。因此，开发安全性更高的超精细铁基新材料，以替代钆类 Ｔ１对比

剂，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研究发现，当铁氧体粒径小于５ｎｍ，弛豫信号可由 Ｔ２信

号增强向Ｔ１信号增强转变，同时具备生物安全性高和成像效果佳的优势。

本文以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及其相关技术为研究对象，在文献资料调研和专家咨询

的基础上，利用 ＤＩＩ等权威专利数据库，采用由浅到深的分析思路对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
技术的整体发展态势、专利布局和重点技术进行了分析，以期客观展现 ＭＲＩＴ１及

其重点技术的专利保护现状，为我国Ｆｅ基ＭＲＩＴ１技术领域的科研创新提供支撑。

图１２　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单位：项）

　　２．专利申请趋势

　　（１）全球专利申请年度趋势

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相关专利申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出现，但随后发展

较为缓慢。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材料的研发进入增长阶段。

专利申请数量开始大幅增长，增长态势保持平稳。图１２给出了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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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相关专利数量的年度（基于专利申请年）变化趋势。

　　（２）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分布

由于专利受理国不一定是专利申请国，为了解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专利技术

的原创来源，需要分析最早优先权国的专利情况。图１３和表１２对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

比剂技术专利文献的最早优先权国／地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美国处于技术原创

国的首位，占据了４５％的份额；中国次之，专利数量占据了１２％的份额；韩国、加拿

大紧随其后，也是该项技术的主要原创国。

表１２　Ｆｅ基ＭＲＩＴ１技术专利最早优先国家／地区分布（单位：项）

国家／地区 专利申请数量（项） 国家／地区 专利申请数量（项）

美国 ４６ 英国 ６

中国 １３ 欧专局 ４

韩国 １０ ＷＯ ４

加拿大 ７

图１３　Ｆｅ基ＭＲＩＴ１技术专利最早优先国家／地区分布图（单位：项）

　　（３）专利技术流向分析

通过对专利受理国家的分析，可以了解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技术领域专利的战略布

４２ 知识产权动态



局，也可以通过分析了解专利技术的流向性。图１４和表１３是对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

剂技术专利受理国家进行的统计分析。

美国目前依然是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领域专利受理量最多的国家，受理

数量５５件，随后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专局、中国和日本。结合表１３的分析可

以看出，主要技术原创国美国、中国、韩国、加拿大中，美国的海外布局最多。

图１４　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图（单位：件）

表１３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析（单位：件）

国家／地区 专利受理数量（件） 国家／地区 专利受理数量（件）

ＵＳ ５５ ＭＸ ３

ＷＯ ４１ ＥＳ ２

ＥＰ ２２ ＧＢ ２

ＣＮ １９ ＨＵ ２

ＪＰ １８ ＮＯ ２

ＫＲ １１ ＳＧ ２

ＡＵ １０ ＴＷ ２

ＣＡ ８ ＺＡ ２

ＤＥ ５ ＣＺ １

ＩＮ ４ ＦＩ １

ＢＲ ３ ＲＵ １

ＩＬ ３ Ｓ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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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给出了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专利主要技术原创国与目标申请国分布

对比。技术原创国和技术目标申请国排名有所差异，主要技术原创地是美国、中

国、韩国、加拿大，而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专局、中国、日本、韩国是 Ｆｅ基

ＭＲＩ对比剂技术的主要技术保护地。从各原创国的专利申请范围来看，美国、日

本、韩国和欧洲都在积极进行全球布局，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表１４　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专利主要原创国与目标申请国分布对比

目标
申请国／地区

技术原创国／地区（最早优先权国／地区）
ＵＳ ＣＮ ＫＲ ＣＡ ＪＰ ＥＰ ＡＵ ＤＥ

ＵＳ（５５） ４５ ２ ５ ７ ４ ４ ２ １
ＷＯ（４１） ２９ ２ ６ ７ ５ ２ ２ １
ＥＰ（２２） １４ ２ ５ ５ ４ ３ ２
ＣＮ（１９） ７ １３ ５ ４ １ ２
ＪＰ（１８） １０ １ ４ ５ ４ １ ２
ＫＲ（１１） ５ ２ １０ ３ １ ２
ＡＵ（１０） ４ １ １ ２ ４ ２
ＣＡ（８） ７ １ ３ ７ １ １ １
ＤＥ（５） ２ １ ３ ２

　　３．专利技术发展路线图

　　（１）国外专利重要技术发展路线图

通过对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国外对比剂专利信息进行技术路线发展梳理，分析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演进情况。图１５给出了１９８７至２０１８年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

的国外重要技术发展路线图。

图１５　国外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专利技术演进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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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申请日期、被引频率、同族情况以及技术内容的综合考虑，选定了

ＵＳ４６３７２９Ａ作为起点并将与之有引用关系的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专利汇总得到技

术路线图。在第一阶段，ＳａｌｕｔａｒＩｎｃ公司侧重于开发铁基螯合物并应用于对比剂领

域；第二阶段，１９９４至２０００年，ＧＥ、Ｎｙｃｏｍｅｄ、Ｂｒａｃｃｏ等公司相继开发水相制备四氧

化三铁纳米颗粒技术并应用于成像领域，但主要在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２对比剂技术上进

行专利布局；第三阶段，Ｂｒａｃｃｏ在２０００年首次提出将超小尺寸四氧化三铁用于

ＭＲＩＴ１成像领域，Ｂｒａｃｃｏ、ＧＥ等公司开始在水相法（共沉淀法）／油相法制备四氧化

三铁纳米颗粒并应用于成像领域进行布局。２０１０年之后，ＧＥ等跨国公司开始逐步

减少在Ｆｅ基ＭＲＩ对比剂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在大分子顺磁性钆基螯合物对比剂

方面布局较多。

　　（２）在华专利重要技术发展路线图

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国内申请人在我国申请的铁氧体材料技术专

利分布状况进行对比。目前国际上制备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主要为改进的水

相共沉淀法和油相法（多元醇法、高温裂解法等）。油相法制备的超小尺寸铁氧体

粒径均一、形貌规则，但由油相转水相之后，容易团聚，导致Ｔ１性能大大降低，且生

产成本高、工艺复杂，不易于产业化；改进的水相共沉淀法制备工艺简单，但该技术

制备的超小尺寸铁氧体粒径不均一、形貌不规则，Ｔ１性能也极大程度受到了限制。

我国申请人在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很少，主要集中于上

海交通大学古宏晨团队（微波及超声法合成超小粒径氧化铁，用于ＭＲＩＴ１／Ｔ２双模

态成像），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高明远团队（一锅法合成超小粒径铁氧体，用

于ＭＲＩＴ１／Ｔ２双模态成像），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吴爱国团队

（温和水相法合成超小粒径铁氧体，用于ＭＲＩＴ１成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主

要涉及一系列氨基酸、多糖、甘草酸为载体的顺磁金属螯合物磁共振对比剂，用于

ＭＲＩＴ１成像），但都在实验室研发阶段，产业化程度欠缺，有待开展专利运营，以实

现专利价值。

通过对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专利信息进行技术路线发展分析，找到Ｆｅ基ＭＲＩ

Ｔ１对比剂技术演进情况。图１６给出了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８年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的国内

重要技术发展路线。通过对申请日期、被引频率、同族情况以及技术内容的综合考

虑，选定了中科院化学所的０３１３６２７３７、０３１３６２７５３作为起点并将与之有引用关系

的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专利汇总得到技术路线图。国内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的专

利布局较国外晚十几年，第一阶段，２０１０年以前，超小尺寸铁氧体的制备主要依赖

油相法，包括多元醇发、高温裂解法等，但研发单位相对很少，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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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第二阶段，由于油相法制备超小尺寸铁氧体涉及到转相问题，极大限制了它

的产业化应用。２０１０年以后，超小尺寸铁氧体的制备技术开始转向水相法，成为一

个研发热点，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国家纳米中心等科研单

位相继在水相法制备超小尺寸铁氧体进行专利布局。上海交通大学主要利用微波

法制备超小尺寸铁氧体，在其表面进行超支化聚合物修饰，但该专利因未缴纳年

费，目前已失效；厦门大学主要通过改进的共沉淀法制备超小尺寸铁氧体，然后对

其表面进行聚苯乙烯球包覆，但该技术所制备的超小尺寸铁氧体均一性差；国家纳

米中心通过利用透明质酸和铁盐溶液一步得到超小尺寸铁氧体，但该制备技术需

要在高温条件下才能实现；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运用改变化学平衡方向的理念，实现

了在温和水相中均一分散且粒径小于５ｎｍ铁氧体材料的可控制备，且该制备技术

工艺简单、成本低廉、易于产业扩大化。

图１６　国内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发展时间轴

　　４．结论与建议

　　（１）结论

从前文多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在国内目前仍然是一个非常热

门的技术领域，全球各主要国家／地区都对其提供了大量研发资金支持，Ｆｅ基 ＭＲＩ

Ｔ１相关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加速。本文在调研全球ＭＲＩ技术研发背景的基础上，

分析了全球ＭＲＩ技术、Ｆｅ基ＭＲＩ技术以及Ｆｅ基ＭＲＩＴ１技术的整体专利态势，以

期客观展现ＭＲＩＴ１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现状，为我国该领域的科研决策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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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

① 从全球范围来看，ＭＲＩ相关技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尤其是Ｆｅ基ＭＲＩＴ１
技术目前是一个热门领域，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动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技术的研究

和产业化，国外跨国公司在ＭＲＩ领域的研发具有延续性，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国

内Ｆｅ基ＭＲＩＴ１产业在关注专利策略与布局，积累技术与人才的同时，也要突破融

入市场的瓶颈。

② ＭＲＩ专利技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ＭＲＩ原材料制备、成像方法等领

域，Ｆｅ基ＭＲＩＴ１主要集中在油相制备和水相制备两大技术路线。

③ 目前，我国ＭＲＩ技术领域多进行本土专利申请，国外专利技术布局相对薄

弱，近年来虽然也开始重视专利海外申请，但是绝大多数是以美国为目标申请国，

专利国际布局缺少整体规划，专利质量总体不高，缺乏基础核心专利。韩国、美国、

日本等既重视本土专利申请，也非常重视海外专利布局，三国之间互为重要的专利

技术来源国。

④ 美国和欧洲的研发和产业化主体都以企业为主，各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研究以及并购实现技术共享，强强联合，企业既掌握核心技术，又洞悉市场

需求，产业路径和模式非常明确，从而可有效推动 ＭＲＩ相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进程。

⑤ Ｆｅ基ＭＲＩ中国专利的申请主要来自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且中国专利申请

人往往只在国内市场申请保护，在专利布局意识上明显落后于美韩等国。我国的

Ｆｅ基ＭＲＩ技术专利申请人中，企业和个人数量极少，且申请主体非常分散，缺少系

统的专利布局。

从合作申请专利的情况来看，中国Ｆｅ基ＭＲＩ的研发主体为大专院校和科研单

位，研发偏重于基础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企业作为产业化主体更强调市场应用。大

专院校、科研单位与企业之间缺乏合作沟通，企业和企业之间因为利益竞争，也很

难通过合作共促Ｆｅ基ＭＲＩ产业化进程，因此研发主体和产业化主体之间，以及产

业化主体之间很难真正合作。中国亟需建立连接研发主体和产业化主体的产业化

转换平台，推动Ｆｅ基ＭＲＩ研发成果向产业化应用转化。

另外，中科院系统近几年在技术转移方面工作一直走在国内的前列，在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技术领域具有后发优势。其中，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开发了独特的水相制备

超小粒径铁氧体材料，粒径小于等于５ｎｍ，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应该将产品、

市场，以及行业发展结合起来综合分析，进行有效的专利布局，预防在产业化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专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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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从中国境内的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制备专利来看，目前Ｆｅ基ＭＲＩＴ１专利技术主

要分两部分：超小粒径铁氧体用于 ＭＲＩＴ１的技术，主要涉及 ＭＲＩＴ１原材料、制备

技术、表面修饰和弛豫性能改进；铁螯合物在ＭＲＩＴ１技术的应用，该部分主要集中

在螯合物种类的扩展和弛豫性能改进。

　　（２）建议

从专利分析以及目前Ｆｅ基ＭＲＩＴ１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各国的Ｆｅ基ＭＲＩＴ１产

业起步时间相当，中国系统性的基础研发不足，但具有后发优势。为此，我国企业

一方面要立足本土市场，积极组建产学研专利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建立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力争在Ｆｅ基ＭＲＩＴ１产业确立知识产权优

势，保护国内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产业。另一方面也要瞄准海外市场，加强全球专利布

局，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助力中国Ｆｅ基ＭＲＩＴ１产品走向世界。

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对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领域的关注都远远不够。

如果不改变现状，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领域将会面临被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垄断

的局面。因此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设立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专项产业

扶持基金，鼓励国内大型药企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建立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着眼

于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未来的国际竞争制高点，积极开展能够引领未来市场

的高端核心技术研究，提前进行技术储备和专利战略布局。

目前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产业已经到了开展专利布局的关键战略机遇期，需

要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一方面积极引导和扶持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产业发展，

推动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材料示范应用，构建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应用产业链，进

行整体专利技术布局，同时加强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标准体系建设，保障我国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加强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技术的

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为我国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对比剂产业界制定国际专利布局策略提

供参考，同时积极参与Ｆｅ基ＭＲＩＴ１对比剂标准研究和制定，为我国 Ｆｅ基 ＭＲＩＴ１
对比剂材料产业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支持。

马雪华、陈天翔、任文智、吴爱国（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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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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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院属科研机构“一三五”重大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通过技术集成、工程化开发和

市场应用及推广，力求产出一批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重大示范转化工程。

中国科学院承担“弘光专项”的院属单位，均可以在所承担的“弘光专项”项目

工作报告、成果展览展示、产品宣传生产等活动中使用该ＬＯＧＯ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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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与四川省举行工作会谈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下午，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一行来访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院

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会见了彭宇行一行，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与彭宇行一行进

行了工作会谈。

会见中，白春礼感谢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院省合作工作。白春礼对院省

科技合作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特别是２０１６年签署了第四轮全面科技合作协

议以来，双方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推动省院科技创新合作落实落地见成效。他希望

院省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围绕四川省的重大科技需求，开展务实合作，有力推动

四川省创新发展。

彭宇行介绍了中科院与四川省科技合作的进展情况。他表示，中科院与四川

省的合作非常多、历史渊源深厚，有力支撑了四川省的科技发展。他希望进一步加

强与中科院在基地建设、成果转化、重大项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张亚平对彭宇行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指出，近年来院省科技合作工作进展

良好、成效显著，中科院高度重视成都分院新园区建设。他希望，院省双方应不断

深化和拓展合作的层次和领域，针对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科技问题，提前谋划布局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平台，共同将院省科技合作推向新高度。

四川省科技厅，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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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分院深入德阳对接企业技术需求与专利拍卖事宜

近日，由四川省科技厅、成都分院、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德阳市科技局、德

阳中科创新育成中心、成都科德公司等组成的调研工作组，先后深入德阳市相关区

县与烯碳科技等３０余家企业进行了对接调研，并就中科院专利拍卖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广泛的合作共识。

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要结合自身的技术需求选择合适的专利成果，积极参与

中科院专利拍卖四川专场活动，为德阳作为科技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增光

添彩，为全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会顺利召开做出贡献。

本次调研促进了德阳高新技术企业对中科院专利成果的深入了解，为德阳与

中科院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增强了德阳企业对

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施“三个面向，四个率先”办院方针方面的了解和

认识，增强了企业参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意识。

成都分院科技合作处、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德阳科技局、德阳中科创新育

成中心、成都科德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参加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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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翼”获颁辽宁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在近日于沈阳召开的２０１８年度辽宁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海翼’水下滑翔机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斩获辽宁省技术发明一

等奖。

水下滑翔机是当前国际上一种重要深水海洋观测装备，对海洋科技进步和海

洋安全保障有着重要影响，一直以来欧美等海洋强国对我国实施了严格的技术封

锁和禁运。在国家和辽宁省等多个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下，沈阳自动化所“海翼”水

下滑翔机团队经过１５年努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建立了我国自主的水下滑翔机

技术体系，实现了水下滑翔机大深度连续安全下潜；突破了水下滑翔机全流程优化

技术，实现了水下滑翔机数月、数千公里的超长续航能力；解决了水下滑翔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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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流自主感知技术，实现了路径的精确跟踪观测。团队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海翼”系列水下滑翔机，打破国际技术封锁，使我国水下滑翔机总体水平跻

身国际先进行列，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海翼”系列水下滑翔机已成功执行了多次海洋科考任务，“足迹”遍布

东海、南海、印度洋、太平洋、白令海等核心海区，累计海上观测天数超过１７００天、

观测距离超过４００００公里，最大观测应用深度达到７０７６米，最长连续工作时间超过

１７０天，创造了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最远航程、最长连续工作时间等多项国

际、国内新纪录，并且已经取得显著应用效果。

据了解，该项目获得授权发明专利１３项，目前已完成产业化落地工作，并推广

到全国相关涉海用户，创造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了海洋科学技术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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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采取措施支持仿制药生产商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通过了一项为原研药提供知识产权保

护的补充保护证书（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ＰＣ）的例外规则，以提高欧

盟仿制药和生物仿制药生产商的竞争力。根据现行的规定，受ＳＰＣ保护的药物，可

在正常２０年专利保护期的基础上延长５年。在新规则规定的某些例外情况下，如

果这些仿制药或生物仿制药专门出口到未被创新药保护的国家，则允许在 ＳＰＣ的

最后６个月内大量贮备仿制药或生物仿制药。欧盟成员国大使已同意将该新欧盟

规则提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新规则预计仅影响在规则生效日或之

后申请的Ｓ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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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ＵＳＴＲ发布《２０１９年美国贸易政策议程》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发布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

《２０１９年美国贸易政策议程》。报告涵盖了广泛的贸易主题，包括将重新谈判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纳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ＵＳＭＣＡ）、ＷＴＯ改革、使

用“２３２措施”和“３０１调查”等法律工具对各种全球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强力执

行贸易救济法。贸易政策议程强调了三个要点：改进现行的全球贸易体系；努力改

善美国国内贸易政策以更好地为美国工人服务；执行现行贸易法的同时推动与日

本、欧盟、英国等国家／地区达成新的贸易协议。２０１９年议程的重点是改善美国工

人的工作条件，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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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理标志成美英贸易协议谈判焦点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发布了美国和英国之间贸易

协议的具体谈判目标概要。ＵＳＴＲ的目标之一是增加英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准

入，并确保不会因为地理标志（ＧＩｓ）的保护阻碍美国产品进入英国市场。在２０１８

年《特别３０１报告》中，ＵＳＴＲ表示，欧盟对常用产品名称的地理标志保护是导致美

国与欧盟食品与农业贸易逆差的一个因素。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目

前为烈酒、葡萄酒、奶酪、烘焙食品、香料、油、水果、蔬菜、皮草、肉类和啤酒等各种

农产品提供地理标志保护。这些保护措施是美国和欧洲贸易伙伴之间在消费者期

望方面的根本分歧。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最近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

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和谈判中也提供了大量的地理标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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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专利法部分修正案

据日本产业经济省报道，日前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专利法等部分修正案，并于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向第１９８届国会正式提交了该修正案。此次修正主要目的在于改

善工业产权相关的诉讼制度，以保护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的设计，支援品牌建设。此

次专利法修正主要事项有：（１）引进中立机构技术专家现场调查制度。对于可能存

在侵害专利权的情况，由中立机构技术专家介入侵权嫌疑人的工厂等，为专利侵权

取证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向法院提交相应报告；（２）修改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此前

的规定中，侵权人贩卖的商品数量超过专利持有人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超出部分可

不予赔偿。此次修订规定超出生产能力的部分也可请求赔偿。除专利法之外，此

次修订还规定公益团体也可申请注册代表自身形象的著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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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国际专利申请费用减免细则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日本专利局就４月１日将要实施的国际专利申请费用减免

措施发布相关申请细则。日本专利局决定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起，基于《反不正当

竞争法》部分修正法案，以中小企业为对象，实施新的国际专利申请费用相关减免

制度。中小企业在进行国际专利申请时，可通过网络或书面形式，向专利局申请全

部或部分减免传送费、检索费和初步审查费等费用。在该措施下，中小企业费用可

减免一半，新兴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可减免三分之二，另外研发型中小企业、大学、独

立行政法人、公立试验研究机构、地方独立行政法人和技术转移机构（ＴＬＯ）等均可

减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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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专利异议统计结果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７日，日本专利局发布最新的专利异议统计结果。２０１５年４月１

日起，日本开始实施发明专利新异议制度，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累计收到３９０３件专

利异议申诉，其中３０４９件（约７８１％）申诉得到了最终处理。从审理结果来看，

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日本专利局共受理２５１２件专利异议申诉，至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末，其中３５％的专利维持现状，５０５％的专利修改了专利保护范围后得以维

持，１１３％的发明专利权利要求被全部或部分撤销。从 ＩＰＣ分类来看，化学、冶金

类受到发明专利异议申诉数量最多，其次为生活必需品行业和处理操作、运输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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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财务省发布
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侵权物品入关查处结果

２０１９年３月８日，日本财务省发布了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侵权物品入关查处结

果。主要结论如下：２０１８年日本禁止入关的知识产权侵权物品超过９０万件，与

２０１７年相比增长了８３５％，为五年来最高；从地域来看，来自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

物品占８６８％，９年来首次比例低于９０％；从物品类别来看，医药类知识产权侵权

物品涨幅较大，共计３２万件，是上年的１８倍。香烟以及吸烟用具知识产权侵权物

品共计２８８９７件，是上年的３６倍。除上述物品外，被禁止入关的汽车零配件、电气

制品、美容用品等知识产权侵权物品数量也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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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２０１８科学技术要览》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２０１８科学技术要览》。报告由三部

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日本及其他国家科技现状，包括研发支出、研究人才和研究成

果；第二部分为日本科技概况，主要涉及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公共机构研究经费、大

学研究情况、技术贸易现状、专利产出、产学研合作等；第三部分为各国科技指标，

主要就美国、欧盟、德国、法国、英国、中国、韩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地区的科

技预算、研究经费、研究人员、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奖者数量、技术贸易值、专利

产出数量等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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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德岛州推出创新代金券资助计划

创新代金券资助计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ｐｏｎＡｗａｒｄｓＰｒｏｇｒａｍ）是由罗德岛商业公司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Ｉ）管理的州计划，是为了加强公司与大学教师、学生，研究中心或医疗

中心之间的合作推出的项目，同时也为这些合作伙伴提供了经济激励。罗德岛大

学商业交流中心（ＢＥＣ）执行董事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ＨａｚａｒｄＦｌｙｎｎ指出，代金券资助是 ＢＥＣ

用于连接罗德岛州中小企业的工具，这些企业在研发方面与罗德岛大学的知识和

研究资源存在差距。通过创新代金券资助计划，小型企业获得最高５万元的代金

券资助，用于获取大学在研究、测试或其它领域的服务。企业必须与大学一起提出

申请，若申请获得批准，这笔钱将支付给大学来帮助公司。一旦资金全部用完，合

作伙伴必须做一个报告，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从联邦、州政府机构或投资公司获得后

续资金。该计划有助于促进罗德岛州的小型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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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美国新工业领域专利全球领先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４日，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ｏｒｅ

ａ，ＮＲＦ）和韩国知识产权战略院（Ｋｏｒｅａ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ＫＩＳＴＡ）

称，美国在人工智能（ＡＩ）、物联网（ＩｏＴ）、大数据、云计算和３Ｄ打印等新工业领域专

利申请处于全球领导地位。工业４．０领域的专利申请自２１世纪初开始初具规模，

２００８年开始申请数量猛增。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６年，美国以２０５０５件专利申请名列榜首，

占全球总量的６３３％，其次为韩国（１５７％）、日本（１２６％）和欧盟（８４％）。从以

专利被引为指标得到的专利质量竞争力来看，美国以５６４位列第一，其次为日本

（４９７）、德国（３５６）和韩国（２９８）。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专利的质量而言，美国

远远领先于韩国；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包括８家美国公司，ＩＢＭ（１９０６）位居榜首，其次

为微软（１２０６）、韩国电子与电信研究所（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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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自然杂志：人数少的研究团队更易出新创意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日，亚洲自然杂志（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ｉａ）发表的文章指出，以芝加哥大

学的著名学者ＪａｍｅｓＥｖａｎｓ为代表的研究小组发现，人数较少的研究团队更易产出

新的创意和概念，人数较多的研究团队倾向于发展现有的创意和概念。ＪａｍｅｓＥｖ

ａｎｓ研究小组通过对６５００万篇以上的论文、专利及软件产品进行分析，考察了１９５４

至２０１４年的合作项目。该研究小组利用指标来确定论文和产品在多大程度上立

足于先前研究和前期产品，发现由１至１０人组成的人数较少的研究团队倾向于产

出新的创意和概念；人数较多的大型研究团队倾向于发展现有的创意和概念。文

章指出，在大多数科技领域，由人数较多的研究团队进行的研究不断增加。这种力

量的集聚促使在一些没有资源和专业知识积累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的研究和技术取

得了巨大进步。最后，ＪａｍｅｓＥｖａｎｓ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对于促进科技生态系统的繁

９３知识产权动态



荣来说，人数少和人数多的两种研究团队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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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 ＣＲＩＳＰＲ专利竞争态势

２０１９年２月，德国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公司发布了 ＣＲＩＳＰＲ专利竞争态势报

告。报告显示，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８年间，ＣＲＩＳＰＲ技术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快速增长，２０１８

年专利申请量达７４７９项，比２０１５年的１４００项增长了四倍以上。先锋公司（Ｐｉｏｎｅｅｒ

ＨｉＢ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专利申请量为５８４项，位居首位，其次是孟山都公司（３００

项）和加利福尼亚大学（２２４项）。此外，前十大领先申请人中有６所大学，除法国

Ｃｅｌｌｅｃｔｉｓ公司外，其余均来自美国，佐证了 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研发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

的格局。从地域分布来看，美国局的专利受理数量（５３３６件）超过了欧洲（２１５１

件）、中国（１５７２件）和澳大利亚（１２５９件）的总和，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在ＣＲＩＳＰＲ技

术专利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朱月仙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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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２日

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

发布车辆人工智能企业专利排名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１日，日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以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７日在日

本受理的车辆人工智能技术专利为对象，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对相关企业所持

有的专利资产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发布了企业排名。综合排名第一的是丰田汽车，

有效专利数为４２９件，代表专利有“防止车辆碰撞的适当动力控制技术”、“用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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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种运动控制的多个致动器集成控制装置”。排名第二的是电装（ＤＥＮＳＯ）株式

会社，有效专利数为２６０件，代表专利是“即使车辆的电源暂时中断，也能通过简单

的配置安全地恢复到正常控制状态的系统”、“控制内燃机喷射量的装置”；第三名

是本田技研工业，有效专利数为９９件，代表专利为“能够有效且恰当地唤起驾驶员

注意的车辆警报装置”、“睡眠或健康状况的突然变化等，根据驾驶员的举动控制车

辆系统的技术”。此外，第四名日产汽车的“提高空燃比控制精度的技术”，第五名

三菱电机的“用于诊断汽车电子零部件的老化引起的特性劣化的技术”等专利也备

受瞩目。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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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２日

华为和三星专利侵权纠纷达成和解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６日，三星和华为就长达两年的专利纠纷达成和解，双方请求法

院暂停专利侵权诉讼程序。自２０１６年起，三星和华为两家手机制造商因违反合同

和专利侵权而互相提起诉讼。２０１６年９月，三星指控华为违反ＦＲＡＮＤ（公平、合理

和非歧视）许可义务。同年，华为起诉三星非法使用其技术。２０１７年，中国法院裁

定三星专利侵权，并向华为支付８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约合１１６０万美元）赔偿。据悉，

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在

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宣布发布价值２６００美元的５Ｇ可折叠手机

ＭａｔｅＸ。

朱月仙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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