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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英高院裁定职务发明补偿案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英国高等法院驳回Ｓｈａｎｋｓ教授的上诉，维持英国知识产权局

（ＵＫＩＰＯ）不予支持Ｓｈａｎｋｓ教授职务发明补偿请求的裁定。根据英国专利法，法院或

专利局根据发明或专利对雇主产生的“显著利益”（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ｎｅｆｉｔ）来认定是否给

予职务发明补偿及额度。此案例说明，职务发明须具备变革意义的价值，发明人才可

能获得补偿。

Ｓｈａｎｋｓ在受雇于联合利华公司期间，发明了一种用于糖尿病人检测血糖的电化

学装置。联合利华就该技术在一些国家申请了专利，但自身并未实施该专利技术，而

是将其出售给了第三方。据１９７７年英国专利法第４０节第１条规定，获得授权的专

利如为雇主创造了“显著利益”，职务发明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补偿。显著利益的判定

需考虑雇主企业的规模和性质，因此准确评估发明或专利的价值成为首要问题。此

案情况较为特殊，涉案专利由联合利华授权给了第三方，所以专利的具体经济价值估

算相对容易。

据ＵＫＩＰＯ估算，联合利华从涉案专利获得毛利润为２４５０万英镑。ＵＫＩＰＯ的听证

官认为虽然利润值较大，但考虑到联合利华的企业性质和规模，２４５０万英镑的利润并

不算显著利益。双方争论的焦点即在于此。Ｓｈａｎｋｓ认为此案历时较长，涉案专利带

来的利润又为联合利华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收益。但法官不同意 Ｓｈａｎｋｓ的论点。联

合利华认为，听证官忽略了研发投入和税金等因素而过高估计了利润值。法官则认

为研发任何时候都在进行，不应从利润值中扣除研发投入。但法官同意从利润中扣

除税金。最终，法官裁定联合利华从涉案专利中最终获得的净利润为１７００万英镑，平

均每年获得２００万英镑。

ＵＫＩＰＯ的听证官认为职务发明人的研究成果是基于联合利华的资源取得的，应

当基于联合利华整体来评估专利所得利润。但法官对此并不认同。法官认为职务发

明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局限于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的特定公司，而有可能涉及更广泛的

群体。对于如何评估“显著利益”的问题，法官肯定了听证官在评估过程中并不只是

参考整体营业额或利润，而是综合考虑了多个因素的做法。法官认为基于联合利华

的企业规模，涉案利润的额度不能被认定为“显著利益”，因此驳回了Ｓｈａｎｋｓ的上诉。

此案说明，只有专利为雇主带来真正非同一般的价值时，雇员才能获得职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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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此案的裁决对在英国设有研发部门的雇主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鼓励了其

他地区的雇主到英国设立创新研发部门，但却降低了对在英发明人的激励。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０ａｅ５０ｄ９ｃ４５ｆｆ４ｅｅ６ａｃｄ１

０９４ｆ４８２８０９ｅｂ

原文标题：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ａｎｋｓｖ

Ｕｎｉｌｅｖｅ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９日

ＩＡＭ探讨亚洲大学研发投资回报困境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英国知识产权网站 ＩＡＭ副主编 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就联合国针对亚洲

大学研发投入回报困境发布的研究报告展开评论。报告发现亚洲大学绝大多数的研

发成果并未成功商业化，各国政府就大量学术研究资金投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提出

质疑。针对这种情况，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指出，公共资金和投资回报之间的脱节恰好为知识

产权中介服务创造了机会。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名为“亚洲高等教育：产出扩大，产出升级”（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ｉａ：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Ｏｕｔ，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Ｕｐ）的报告，研究了东亚国家大学的研发

活动及产出。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国家向大学注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投资转化为产品

和服务获得的收益却微不足道。报告指出，虽然大学积极地鼓励员工从事有商业化

潜力的研究，但只有少数成果被商业化且并未产生较大的经济收益。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认为

目前这种困境不仅仅是亚洲大学所面临的，世界各地的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存在

相同的问题。如美国的大学同样面临低回报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美

国大学的技术转移机构有８４％不能实现收支平衡，技术转移的收益并不能完全支付

专利费用和员工工资。

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提到，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与非专利实施主体（ＮＰＥ）通过

合作来促进研发投入的价值最大化，这种做法对亚洲大学同样适用。利用ＮＰＥ专利

货币化的专业服务，大学可以在专注于教育和研究的同时通过许可授权获利。Ｊａｃｋ

Ｅｌｌｉｓ指出，目前亚洲面临的障碍是当地非专利实施主体等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

活动并不活跃，不能为技术转移提供有效服务。一些服务机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正积极进入亚洲开拓市场。对于ＮＰＥ等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来说，亚洲大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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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市场潜力。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０１８ｆ９３３ｆａ１ｅ０４５１ａａ９３８

ｆ９ｅ０ｄ２ｂ５３４ａｆ

原文标题：ＨｏｗＩＰ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ｃａｎｈｅｌｐｔｏｓｏｌｖｅＡｓ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ＲＯＩｐｒｏｂｌｅ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１日

特斯拉汽车公司发起“特斯拉专利共享计划”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２日，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ＣＥＯ埃隆·马斯克（ＥｌｏｎＭｕｓｋ）在公

司博客上宣布，将“捐赠”所拥有的专利组合，更准确地说，该公司将不会起诉任何善

意正当使用其专利技术的企业或个人。相比于六年前几个技术公司发起的“生态专

利共享计划”（Ｅｃｏ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ｍｍｏｎｓ），特斯拉的这一举措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生态专利共享计划”与“特斯拉专利共享计划”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共享专利

的性质、质量和广度：“生态专利共享计划”包含的专利是六家捐赠企业开发的一些

微小的不成体系的技术片段，这些专利通常是捐赠公司没有兴趣自己开发的技术，任

何想要开发“生态专利共享计划”中的技术的企业必须额外寻找与捐赠专利能组成

完整产品的创新成果。因此在这样的方式下，获得商业成功的几率很小；而特斯拉的

专利组合则是大范围、全方位的，可支撑创立一个商业产品。任何人都知道特斯拉专

利可以支持的技术领域、产品范畴以及商业投资方向。人们可以很容易基于特斯拉

共享的专利，设计出电动汽车、高级电池和充电系统的商业销售模式。当然，这并非

表明你可以完全免费使用这些技术。假如你使用特斯拉的专利技术制造和销售电动

汽车、电池和充电技术，虽然特斯拉公司不会控告侵权，但如果特斯拉的专利技术涉

及侵犯其他专利权人的权利，那你就会有侵权的可能。

另外，利用“特斯拉专利共享计划”并非仅局限于使用捐赠的专利技术，企业还

可以复制特斯拉实际的产品，例如，可以换一个名称制造特斯拉的Ｓ型汽车。特斯拉

公司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据称至今为止还未被起诉侵权，因此特斯拉公司现有产品

线似乎不存在侵权问题。但仍需考虑特斯拉是否在其车辆制造中使用了其他权利人

许可的专利技术。

因此，不同于之前的“生态专利共享计划”，特斯拉专利共享意义重大。但处理

专利涉及的商业和法律的实际问题，以及定位企业可以自由运作的技术极其复杂。

当然，“特斯拉专利共享计划”最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取决于其他企业由此受到的对

３知识产权动态



汽车、电池制造资本投入的激励程度。

许海云　检索，朱月仙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０６０６．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ＥｌｏｎＭｕｓｋ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ｔｈｅＴｅｓｌａ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ｍｍｏｎ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６日

研究披露向高智公司转让专利最多的企业

２０１３年底，高智公司公开了持有的３３０００件专利，约占其全部持有量的 ８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Ｏｌｉｖｅｒ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了数据分析和信息挖掘，形成的分析报告发表
在最新一期的ＩＡＭ上。

报告指出，高智公司处理了很多小规模交易，转让专利数量小于１０件的专利让

与人有近１３５０家企业，但是他们的累计交易总量才占到总交易专利量的２５％。而
转让数量最多的前１００家企业的累计转让总量占到了６０％，其中前２０位让与人如表

１所示。
表１　交易专利数量位居前２０位的让与人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１ Ｋｏｄａｋ ６ Ｔｅｌｃｏｒｄｉａ １１ ＣｙｐｒｅｓｓＳｅｍｉ １６ ＢＡＥ
２ Ｄｉｇｉｍａｒｃ ７ Ｔｒａｎｓｍｅｔａ １２ Ｄａｉｍｌｅｒ １７ Ｓａｎｙｏ
３ ＮＸＰ ８ Ｓｐｙｄｅ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１３ ＦｒａｎｃｅＴｅｌｅｃｏｍ １８ Ｎｏｋｉａ
４ Ｒａｙｔｈｅｏｎ ９ Ａｍｅｘ １４ Ｐｒｉｍａｘ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１９ Ｂｅｌｌｓｏｕｔｈ
５ Ｍａｎｇａｃｈｉｐ １０ Ｐｏｌａｒｏｉｄ １５ Ｃｏｎｅｘａｎｔ ２０ Ｅｎｔｏｒｉａｎ

律所网站上更新、更详细的让与人列表与此略有不同，前者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Ｐ放
在了第六位，它是迄今为止亚洲最大的知识产权公司，共计售出３０９件专利。同时，

还能看到另外一些引人关注的企业名称，如 ＡＴ＆Ｔ、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Ｃｌａｒｋ、Ｍｏｓａｉｄ、Ａｌｃａｔｅｌ

Ｌｕｃｅｎｔ、ＤｕＰｏｎｔａｎｄＸｅｒｏｘ以及一位个体专利权人———ＤａｖｉｄＨＳｉｔｒｉｃｋ。另外，来自日
本的企业也占据了醒目的位置，包括 ＡＴ＆Ｔ、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Ｃｌａｒｋ、Ｍｏｓａｉｄ、ＡｌｃａｔｅｌＬｕｃｅｎｔ、

ＤｕＰｏｎｔａｎｄＸｅｒｏｘ等。
许海云　检索，齐　燕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ｃ６４６６８ｂ３ｅ５０４４６ａｃｂ９ｅｃ
４０ｃ７ｂ１０ａ９０ａ０

原文标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ｅ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ｍｏｓｔ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ｏ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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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Ｏ推行品牌重塑取得成效

为了获得长期成功，越来越多的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选择推行品牌重塑
行动，重新定位与内部教职工及外部产业界的合作关系。最明显的品牌重塑方式是

设计一个新的名称和标志，但仅靠这样收效甚微。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Ｎｅｗ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罗彻斯特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弗吉尼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及弗吉尼亚联邦大学（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ＣＵ）ＴＴＯ的品
牌重塑主管认为：真正的品牌重塑应该从内部的重大变革开始。

新罕布什尔大学创新中心执行董事ＭａｒｃＳｅｄａｍ指出，ＴＴＯ变革须立足于自身行
动的改变，仅仅改变名称而没有行动方案的变化，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罗彻斯特大

学主管技术创业的副校长ＳｃｏｔｔＣａｔｌｉｎ也认为，在品牌重塑中名称的改变须伴随ＴＴＯ
运作方式的实质性变化。弗吉尼亚大学前副校长、大学创新中心前执行董事 Ｗ．
ＭａｒｋＣｒｏｗｅｌｌ也同意上述观点，并指出品牌重塑是一种高校团体和当地的、区域的乃
至全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沟通的有效途径，能够展示出一种新的运作方式、新的关注重

点以及关于创新在学术、研究与教学环境中的作用的新的视点。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创新门户执行董事ＩｖｅｌｉｎａＭｅｔｃｈｅｖａ博士指出，品牌重塑还需要时间的积累，且实体
运作上的变革应先行一步，然后才考虑选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反映实体的新职能；ＶＣＵ
于２０１３年秋正式将ＴＴＯ更名为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创新通道，早在更名前大约半年
到一年的时间就已开始拓展机构的职能。

目前，部分大学ＴＴＯ经过品牌重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其中，弗吉尼亚大学
ＴＴＯ目前确定了新的运作方式、新的工作重点，并对自身在产学研创新环境中的定位
有了新的认识。虽然 ＴＴＯ仍在履行原有的职能（如专利申请、专利许可及创办企
业），但已经建立了一个更为宽广、更有价值的平台，包括加强对创新的教育、与学生

团体的合作以及与产业界在商业化初期创新活动中的互动，已努力通过品牌重塑彻

底重新规划和设计大学研究机构与专利基金会交互的接口。弗吉尼亚联邦大学ＴＴＯ
也已从一个典型的技术许可中介转变为提供更广泛服务的机构，包括支持大学创业、

拓展产业关系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许海云　检索，朱月仙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６／１８／ｔｔｏｓｒｅｂｒａｎｄｒｅｖａｍｐｍａｋｅ

ｍａｊｏｒｓｔｒｉｄｅｓｆａｃｕｌ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原文标题：ＴＴＯｓｒｅｂｒａｎｄ，ｒｅｖａｍｐ，ａｎｄｍａｋｅｍａｊｏｒｓｔｒ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ｆａｃｕｌ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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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欧盟研究 ＩＣＴ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及研发国际化

【摘要】欧盟联合研究中心（Ｊｏｉ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近期出版了ＩＣＴ研发国际化分

析报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ＴＲ＆Ｄ，就国际专利申请数据解读了ＩＣＴ领域当前的专利保护情况，分

析了近年来ＩＣＴ研发国际化进程的主要模式和动力机制，为国家和企业提出了

战略建议，特别为欧洲企业敲响了警钟。

基于１９９０至２０１１年 ＩＣＴ领域的国际专利申请数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出版了ＩＣＴ研发国际化分析报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Ｔ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ＴＲ＆Ｄ。报告指出，ＩＣＴ国际化研发活

动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或区域（如欧盟、美国和日本）间的知识

密集型活动协作的阵势逐渐被打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和韩国，由于自身研

发能力的提升在国际研发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

为亚洲正成为他国所需技术的重要生产者，同时也越来越需要吸收他国技术填补自

身技术空白。但是，尽管亚洲的发展令人瞩目，仍然还没有成为其他国家眼中的首选

技术来源地或布局目的地，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全球研发网络中的地位依然不可

动摇。

　　１．ＩＣＴ专利保护情况

　　（１）优先申请首选国内，后续申请首选国外

报告对ＩＣＴ领域１９９０至２０１１年的全部申请专利数据从申请类型（优先权、后

续）和申请方向（国内、国外）两个维度进行了分布统计（图１）：

报告指出，在６２０００００件专利中，有２／３的专利是国内申请，１／３属于国外申请；

同时，优先权申请更倾向于本国，占到９５％，仅有约５％的优先权专利申请提交到外

国的专利局；相对而言，后续类专利申请则是正好与此相反，几乎全部都是国外申请。

　　（２）国外申请长势更持久

国外、国内申请数量及二者比值的年度分布情况见图２。

总体看来，本国和外国年度专利申请的数量都呈增长趋势，并且与本国相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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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ＣＴ领域１９９０至２０１１年全球申请专利类型和方向分布

图２　ＩＣＴ优先专利申请和后续外国申请及二者比率之年度分布

国申请的增长势头持续更久。特别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前半期，本国申请数量大幅减

少，而外国申请却是在持续增加；从圆点可以看出，外国申请与本国申请数量之间的

比例从１９９１年的０３６增长到了２０１０年的０６６。足以见得，ＩＣＴ领域的发明和技术

在国外市场的保护已经越来越重要。

　　（３）外国申请国别分布相当不平衡

针对２１０００００件外国ＩＣＴ专利申请，报告对其来源国（申请国）和目的国（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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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虽然总量庞大，但在分布上，来源国家和目的国家却相对集

中。

位居前十的来源国提交了近９２％的外国申请，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瑞典、

芬兰和英国等国的申请数量占到了其中的１／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仅日本、美国、

韩国三国的累计申请数量就占到了总量的３／４；其中，位居榜首的日本约占３３％，主

要提交到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及中国；美国则主要提交到

ＥＰＯ、日本和中国；韩国也有近１０％（约２０００００件）的国际专利。

类似地，位居前十的目的国受理的申请数量占到了９４％，排行前三的分别是ＵＳ

ＰＴＯ（３６％）、ＥＰＯ（１９％）、中国专利局（１２％）。同时观察申请地和受理地，可以发现

有７０％的国际申请是来源于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德国和法国，提交给了ＵＳＰ

ＴＯ、ＥＰＯ、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约有半数国际申请青睐于ＵＳ

ＰＴＯ、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和ＥＰＯ。

总之，即使同为ＩＣＴ行业，不同国家的申请人的专利策略也大相径庭。同时，ＵＳ

ＰＴＯ的重要角色也凸显了ＩＣＴ行业在美国的竞争之激烈；而欧盟的相对弱势也需要

欧洲发明人重新审视自身专利策略。

　　２．ＩＣＴ研发国际化

报告基于专利发明人、申请人的国别构建了相应的度量指标，对基于专利的ＩＣＴ

研发活动国际化水平进行了度量和分析。

　　（１）度量结果

汇总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１年在所有评价指标上的表现，欧盟、美国、日本、亚洲等国家和

地区的ＩＣＴ研发国际化水平对比如图３所示。

　　（２）结果分析

①ＩＣＴ研发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不同的研发国际化模式发展水平各异，

这种不均衡反映了实践中不同类型国际化研发实施的难度存在差异。比如，共同所

有权发明相对罕见，而通过跨界技术引进持有国外发明的现象非常普遍。

②作为技术开发者，欧盟能够吸引到大量的国外技术合作伙伴，但是却乏于从国

外引进技术。拿欧盟与美国对比，在发明人合作和申请人合作两个指标上，欧盟

（２％，０４％）和美国（２％，０３％）的表现几乎完全相同。但在其余两个指标上，二

者差距较大，美国企业持有专利中包含外国发明人的专利数量（占比１４％）远超欧盟

企业（占比７％）；而相比美国（７％），欧盟（１２％）有更多的企业与国外企业发起联合

申请。换句话说，尽管欧盟与美国的联合发明和联合申请水平非常相近，但美国持有

外国ＩＣＴ发明的比例显著高于欧盟。这种差距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对此，有解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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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四大国家和区域国际化水平四维对比

美国能够更迅速地成功捕捉到海外的发明信息，能与外国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更高水

平的国际合作，从中不断受益。进一步观察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发现，不同的地区遵

循着不同的ＩＣＴ研发国际化“路径”，同时，这也反映了不同企业开展国际化 ＩＣＴ研

发活动并从中受益能力的差异。

③过去十年间，亚洲国家的ＩＣＴ研发活动的国际化强度逐渐增强，亚洲已成为其

他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要的ＩＣＴ研发合作伙伴。

④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特别是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美国和亚洲合作发

明的专利申请数量急剧攀升，而同期欧盟与亚洲研究人员和申请者的合作水平一直

偏低。同时，如上所述，比起欧洲的合作伙伴，美国企业更青睐于对亚洲发明者的发

明申请专利。而相应地，比起欧洲发明人，亚洲企业也更乐于同美国发明人合作申请

专利。因此，可以说，在挖掘亚洲地区的发明创新资源宝藏上，美国已经先人一步了。

　　３．观点及建议

（１）创新效益全球化需要权益保护全球化来保驾护航。数据显示，ＩＣＴ技术研发

早已步入全球化轨道，所以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单单是跟本国对手竞争，而是与全球同

行业企业竞争。如何应对此种局面？在特定市场使用合适的工具来保护企业的技术

资产是首选之策。无论是攻击型还是防御型，专利保护俨然已经成为企业应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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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创新收益的惯用手段。由于专利权利保护的国界局限性，所以要扩展发明保护

范围的企业就需要向外国的专利局提交专利保护申请。近２０年来，全世界越来越多

的ＩＣＴ企业提交了越来越多的国外专利申请，也拥有了一定量的多国专利组合。相

对而言，欧洲企业需要反思其在外国市场对发明和技术的保护力度是否足够。长远

看来，保护不足会削弱竞争力，因为他们将无法在外国市场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就无

法由此获利。

（２）ＩＣＴ研发国际化需要两手抓。一方面，需要到国外寻找技术资源与本国资源

进行集成或联合；另一方面，也需要构筑坚实的国内研发基础以吸引国外的合作伙

伴。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两点，将会从研发国际化进程中获得更

大收益。然而，数据显示，不同区域的国际化路径呈现了非常突出的两极分化。例

如，欧盟吸引了大批的外国合作伙伴，凸显了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却鲜少引

进外国技术资源。类似地，虽然很多外国企业参与亚洲国家的研发活动，但是亚洲企

业将研发活动推向国际的水平仍然较低。总之，要想参与全球研发网络并从中获得

最大收益，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到国外寻找知识和技术资源来填补国内空白，同时，

将国内技术进行国际商业化也有助于增加研发投入的回报性收益。

许海云　检索，齐　燕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ｏｄｅ／２５４５

原文标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ＣＴＲ＆Ｄ

检索日期：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１日

技术观察

超导量子干涉器件有效专利分析

【摘要】利用 ＤＩＩ专利数据库、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专利分析平台，对超导量子干涉器件

（ＳＱＵＩＤ）技术专利进行分析，着眼于ＳＱＵＩＤ技术有效专利主要国家和专利机构

竞争态势、技术分布特征、来源国家／地区分布、市场布局，并对ＳＱＵＩＤ技术重点

专利进行分析，揭示了ＳＱＵＩＤ相关技术有效专利与重点专利情况。

超导量子干涉器件（ＳＱＵＩＤ）由于用途广泛一直是超导应用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

一。其主要应用包括生物磁测量、无损探伤、测量低频弱电压、电流及电阻。在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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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测方面，通过同时测量磁场涨落和电场涨落来探测石油、地热资源及地震活动，在

超导计算机中，ＳＱＵＩＤ能作为开关逻辑元件，用于逻辑电路及存储器上。专利的有效

状况，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有效状况，是衡量企业、地区或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专利文献计量的角度，主要通过对超导量子干涉器件技

术领域有效专利数据进行分析，整体揭示 ＳＱＵＩＤ技术有效专利现状与态势，包括主

要国家和专利机构竞争态势、来源国家／地区分布、技术分布特征以及技术的市场占

有与竞争格局，并对ＳＱＵＩＤ技术重点专利进行分析，为我国及中科院相关技术研发

及应用提供参考。

　　１．有效专利分析

通过检索 ＤＩＩ专利数据库以及 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专利分析平台，ＳＱＵＩＤ技术有９９８件

有效专利涉及６６４个简单同族专利（数据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２日）。

　　（１）年度分布

将检索得到的９９８件有效专利按照优先权年份（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Ｙｅａｒ）统计，得到近２０

年ＳＱＵＩＤ相关有效专利的年度分布（图４）。从有效专利的授权国别来看，ＳＱＵＩＤ专

利授权国家以日本、美国、德国为主，其中，日本、美国授权专利与整体趋势基本吻合，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德国授权专利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图４　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年度分布（基于优先权年）

　　（２）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发明人所在国家／地区（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可以体现专利技术的发源地区。

经统计发明人所在国家／地区，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主要来自日本（４９９件）、美国（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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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德国（１００件）。从主要发明人国家／地区分布可以看出这三个国家在ＳＱＵＩＤ上

强大的研发实力和知识产权意识，中国发明人的有效专利量在 ＳＱＵＩＤ领域排名第７

位，和日本、美国和德国还有较大差距。

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８位发明人国家有效专利数量占该领域全球有效专利总量

的９２５％。其中，日本的有效专利最多，占全球总量的 ５００％。美国和德国在

ＳＱＵＩＤ技术领域的有效专利数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１８０％和１００％。

图５　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图６　ＳＱＵＩＤ技术有效专利的发明人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申请国（Ｓｏｕｒｃ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ａｔｉｏｎ）可以体现专利权人需要在哪些国家或地区保

护该发明。这一参数也反映了该发明未来可能的实施国家或地区。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

的统计可以发现全球有效专利主要分布在日本（３７１件）、美国（２４４件）、德国（１２８

件），说明针对日本、美国、德国的市场保护力度比较大。同时，有效专利中，ＥＰＯ（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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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局）授权量达７０件，说明很多专利权人都非常注重技术的区域保护，利用 ＥＰＯ专

利申请同时对多个国家或者地区申请保护。

图７　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国际市场布局

　　（３）ＳＱＵＩＤ技术有效专利技术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是世界通用专利分类系统，可以用于分析专利结果的主

题分布。ＳＱＵＩＤ技术有效专利按照主分类（ＭａｉｎＩＰＣ）进行统计，可以看出ＳＱＵＩＤ有

效专利涉及１３３个ＩＰＣ分类号，大部分分布于测量电变量、磁变量（Ｇ０１Ｒ）、借助于测

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Ｇ０１Ｎ）、地球物理；重力测量；物质或物

体的探测；示踪物（Ｇ０１Ｖ）、半导体器件；其他类目中不包括的电固体器件（Ｈ０１Ｌ）以

及诊断外科鉴定（Ａ６１Ｂ）等领域，也有少部分专利分布于一般编码、译码或代码转换

（Ｈ０３Ｍ）领域（图８）。

对有效专利进行文本聚类分析，整体来看，ＳＱＵＩＤ相关有效专利热点技术主题集
中在（图９）：

 磁场方面的研究，包括传感器、磁屏蔽、ＳＱＵＩＤ磁通计、高敏感性；
 磁通量方面的研究，包括磁场测量、激励电路、ＳＱＵＩＤ磁通计；
 约瑟夫结的研究，涉及超导体、超导回路、表层、温度等；
 高温方面的研究，涉及超导材料、高温超导干涉磁场传感器、衬底等。
分别提取有效专利拥有量排名靠前的３位专利权人的有效专利进行文本聚类分

析，提炼出各自的技术侧重点（图１０）。
 日立的有效专利技术主题主要集中在：ＳＱＵＩＤ磁通计；ＳＱＵＩＤ的活体应用，涉

及磁场屏蔽、数据分析、电流分配、瞬时变化、低温、输入、流量、对话框、心磁波形；生

物磁场测量，涉及屏蔽、测量数据、低温、磁场波形、瞬时变化；磁屏蔽；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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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ＩＰＣ分类热力图

图９　ＳＱＵＩＤ技术有效专利技术主题聚类

 住友的有效专利技术主题主要集中在磁场、磁传感器、磁场偏置、高灵敏度、
材料、磁屏蔽容器、回路、超导薄膜、量子干涉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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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ＳＱＵＩＤ技术有效专利数量ＴＯＰ３专利权人的技术主题聚类

 于利希研究中心的有效专利技术主题主要集中在磁场、谐振器、磁通量传感
器等。

［１］在 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中，针对专利权人的分析，结合了邓白氏（Ｄ＆Ｂ）及美国证
"

交易委员会的专利权人财务数据，

得到的专利权人分布图不仅可以反映出申请机构的专利性，同时也可反映出申请机构的市场性。坐标横轴代表

该专利权人在检索领域中关注度和专利技术实力，称为专利权人的专利性，气泡越往右专利性越强；坐标纵轴数

据来源于邓白氏财务数据，代表专利权人总体的资源和财富，表征利用专利的能力，称为专利权人的市场性，气泡

越往上方市场性越强。而气泡的大小则代表了专利权人在该领域申请专利的数量的多少。

　　（４）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全球竞争力分析

将检索得到的ＳＱＵＩＤ相关有效专利进行专利权人分析，并利用 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竞

争力分析功能，对全球ＳＱＵＩＤ相关技术有效专利的专利权人进行竞争力分析，得到

气泡图［１］，由图１１可以看出：全球在ＳＱＵＩＤ领域竞争力较强的专利权人以日本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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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区的公司、研究机构为主，包括日立、住友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于利希研究中心、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

从竞争力差距上分析，日立公司的气泡最大，同时处于气泡图的右上方，说明该

公司针对ＳＱＵＩＤ有大量的核心专利，在该领域拥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同时在图中显

示出较强技术竞争力（气泡靠右）的专利权人还有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Ｎｏｒｔｈｒｏｐ

Ｇｒｕｍｍ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美国）和加州大学（美国），尽管在专利质量上与日立公司存在

一定的差距，但也是该技术领域的主要竞争者。通过全球的竞争力分析可知，ＳＱＵＩＤ

专利的专利权人包括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

图１１　ＳＱＵＩＤ技术主要专利权人竞争力分析

　　２．重点专利技术分析

“专利强度（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是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核心功能之一，它是专利价值判断

的综合指标。专利强度受权利要求数量、引用与被引用次数、是否涉案、专利时间跨

度、同族专利数量等因素影响，强度的高低可以综合反映该专利的价值大小。Ｉｎ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的专利强度分析功能，可以快速从大量专利中筛选出核心专利，帮助判断该技

术领域的研发重点。

对检索结果进行专利强度筛选，筛选出其中的高强度专利≥３０％，并对所得机构

进行同族去重，一共得到２４５个高强度专利（族），对高强度专利拥有量排名前１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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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申请机构进行统计，得到表２。
表２　ＳＱＵＩＤ高强度专利拥有量排名

序号 专利申请机构 专利数

１ Ｈｉｔａｃｈｉ，Ｌｔｄ． １４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Ｃｏｒｐ． １１
３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Ｇｒｕｍｍ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１
４ ＳｉｅｍｅｎｓＡｇ ９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８
６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Ｌｔｄ． ８
７ ＵｓＮａｖｙ ７
８ ＨｙｐｒｅｓＩｎｃ ７
９ Ｆｕｊｉｔｓｕ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

１０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６

１１ ＥｎｓｃｉＩｎｃ ６

２４５件高强度专利（族）中有２０６项已经失效。余下的３９件高强度专利（族）的

详细信息见表３。

综合该领域专家意见，选取专利ＵＳ６２０８８８４Ｂ１进行分析（表４）。

ＵＳ６２０８８８４Ｂ１所属专利家族一共包括９件专利，专利申请保护地域有美国、日

本、加拿大、以色列等，专利族各成员信息如表５。

分析发现，该专利族的基本专利最初是由 ＳＡＦＥＳ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与

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Ｃ．公司于１９９６年申请的一件名为“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的美国专利，发明人是Ａｖｒ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Ｃｚｉｐｏｔｔ，

ＰｅｔｅｒＶ与 Ｍａｓｓｅｎｇｉｌｌ，ＲＫｅｍｐ等，该专利在 ２００２年获得授权。同时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Ｃ．以这件美国的基本专利作为优先权，申请ＰＣＴ专利以及向日本、欧

专局等进行了同族申请。

从专利的法律状态来看，专利族中的美国专利已经获得授权，欧专局的专利被视

为撤回，加拿大的专利已经无效。该专利主要被ＭＥＤＮＯＶＵＳＩＮＣ公司专利所引用。

　　３．主要结论

ＳＱＵＩＤ专利授权国家以日本、美国、德国为主，其中，日本、美国授权专利与整体

趋势基本吻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德国授权专利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经统

计ＳＱＵＩＤ有效专利发明人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在ＳＱＵＩＤ领域具

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中国发明人的有效专利量在ＳＱＵＩＤ领域排

名第７位，和日本、美国和德国还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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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ｌｏ
ｇｙ
ｕｓ
ｉｎ
ｇ
ｉｒｏ
ｎ
ａｒ
ｓｅ
ｎｉ
ｃ
ｃｏ
ｍ
ｐｏ
ｕｎ
ｄｓ

Ｈ
ｙｐ
ｒｅ
ｓ，
Ｉｎ
ｃ．

５
５

７０
ｔｈ
８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１
０
８
２０
１１

８
ＵＳ
６４
５２
２４
０

Ｂ１
Ｉｎ
ｃｒ
ｅａ
ｓｅ
ｄ
ｄａ
ｍ
ｐｉ
ｎｇ
ｏｆ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ｚ
ａｔ
ｉｏ
ｎ
ｉｎ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ｍ
ａｔ
ｅｒ
ｉａ
ｌｓ

Ｉｎ
ｔｅ
ｒｎ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
Ｂｕ
ｓｉｎ
ｅｓ
ｓ
Ｍ
ａｃ
ｈｉ
ｎｅ
ｓ

Ｃｏ
ｒｐ
ｏｒ
ａｔ
ｉｏ
ｎ

１０
１７

７０
ｔｈ
８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９
１
７
２０
０２

９
ＵＳ
２０
０９
０２
９３
５０
５

Ａ１
Ｌｏ
ｗ
ｖｉ
ｂｒ
ａｔ
ｉｏ
ｎ
ｌｉｑ
ｕｉ
ｄ
ｈｅ
ｌｉｕ
ｍ
ｃｒ
ｙｏ
ｓｔａ
ｔ

Ｃｒ
ｙｏ
ｍ
ｅｃ
ｈ，
Ｉｎ
ｃ．

０
６

７０
ｔｈ
８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２
０
３
２０
０９

１０
ＵＳ
５６
４１
９６
１

Ａ
Ａｐ
ｐｌ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ｏｆ
ｅｌ
ｅｃ
ｔｒｏ
ｔｈ
ｅｒ
ｍ
ａｌ
ｆｅ
ｅｄ
ｂａ
ｃｋ

ｆｏ
ｒｈ
ｉｇ
ｈ
ｒｅ
ｓｏ
ｌｕ
ｔｉｏ
ｎ
ｃｒ
ｙｏ
ｇｅ
ｎｉ
ｃ
ｐａ
ｒｔｉ
ｃｌ
ｅ
ｄｅ


ｔｅ
ｃｔ
ｉｏ
ｎ
ｕｓ
ｉｎ
ｇ
ａ
ｔｒａ
ｎｓ
ｉｔｉ
ｏｎ
ｅｄ
ｇｅ
ｓｅ
ｎｓ
ｏｒ

Ｌｅ
ｌａ
ｎｄ
Ｓｔ
ａｎ
ｆｏ
ｒｄ
Ｊｕ
ｎｉ
ｏｒ
，
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ｔ
ｙ

Ｏｆ
，
Ｂｏ
ａｒ
ｄ
Ｏｆ
Ｔｒ
ｕｓ
ｔｅ
ｅｓ
，
Ｔｈ
ｅ

２
１９

７０
ｔｈ
８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６
２
４
１９
９７

１１
ＵＳ
５５
３２
４８
５

Ａ
Ｍ
ｕｌ
ｔｉｓ
ｐｅ
ｃｔ
ｒａ
ｌ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ｉｖ
ｅ
ｑｕ
ａｎ
ｔｕ
ｍ

ｄｅ
ｔｅ
ｃｔ
ｏｒ

Ｎｏ
ｒｔｈ
ｒｏ
ｐ
Ｇｒ
ｕｍ
ｍ
ａｎ
Ｓｙ
ｓｔｅ
ｍ
ｓ
Ｃｏ
ｒｐ
ｏ

ｒａ
ｔｉｏ
ｎ

２
１５

７０
ｔｈ
８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７
０
２
１９
９６

８１ 知识产权动态



书书书

（
续
表
３）

序
号

专
利
号

种
类
代
码

标
题

专
利
权
人

引
用
被
引

专
利
强
度

申
请
日
期

１２
ＵＳ
２０
０９
００
９９
４４
０

Ａ１
Ｒｅ
ｄｕ
ｃｔ
ｉｏ
ｎ
ｏｆ
ｒｆ
ｉｎ
ｄｕ
ｃｅ
ｄ
ｔｉｓ
ｓｕ
ｅ
ｈｅ
ａｔ
ｉｎ
ｇ

ｕｓ
ｉｎ
ｇ
ｄｉ
ｓｃ
ｒｅ
ｔｅ
ｗｉ
ｎｄ
ｉｎ
ｇ
ｐａ
ｔｔｅ
ｒｎ
ｓ

Ｒｅ
ｎｔ
ｅｎ
ｄｏ
Ｃｏ
ｒｐ
ｏｒ
ａｔ
ｉｏ
ｎ

２
２０

７０
ｔｈ
８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４
１
６
２０
０９

１３
ＵＳ
６４
４８
７６
７

Ｂ１
Ｆａ
ｓｔ
ｆｌｕ
ｘ
ｌｏ
ｃｋ
ｅｄ
ｌｏ
ｏｐ

Ｈ
ｏｎ
ｅｙ
ｗｅ
ｌｌ
Ｉｎ
ｔｅ
ｒｎ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Ｉ
ｎｃ
．

８
７

７０
ｔｈ
８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９
１
０
２０
０２

１４
ＵＳ
６０
２３
１６
１

Ａ
Ｌｏ
ｗ
ｎｏ
ｉｓｅ
ｓｑ
ｕｉ
ｄ

Ｃａ
ｌｉｆ
ｏｒ
ｎｉ
ａ，
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ｔ
ｙ
Ｏｆ
，
Ｒｅ
ｇｅ
ｎｔ
ｓ

Ｏｆ
Ｔｈ
ｅ，
Ｔｈ
ｅ

２３
２

６０
ｔｈ
７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２
０
８
２０
００

１５
ＵＳ
８０
６０
１７
９

Ｂ１
Ｂｉ
ｏ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ｄｅ
ｔｅ
ｃｔ
ｉｏ
ｎ
ａｎ
ｄ
ｔｒｅ
ａｔ
ｍ
ｅｎ
ｔ
ｏｆ

ａｌ
ｚｈ
ｅｉ
ｍ
ｅｒ
ｓ
ｄｉ
ｓｅ
ａｓ
ｅ

Ｓｅ
ｎｉ
ｏｒ
Ｓｃ
ｉｅ
ｎｔ
ｉｆｉ
ｃ
Ｌｌ
ｃ

１７
６

６０
ｔｈ
７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１
１
５
２０
１１

１６
ＵＳ
６６
３５
３６
８

Ｂ１
Ｈ
ＴＳ
ｆｉｌ
ｍ
ｂ
ａｓ
ｅｄ
ｅｌ
ｅｃ
ｔｒｏ
ｎｉ
ｃ
ｄｅ
ｖｉ
ｃｅ
ｃｈ
ａｒ


ａｃ
ｔｅ
ｒｉｚ
ｅｄ
ｂｙ
ｌｏ
ｗ
ｅｌ
ｆａ
ｎｄ
ｗｈ
ｉｔｅ
ｎｏ
ｉｓｅ

Ｃｈ
ｉｅ
ｆＯ
ｆＮ
ａｖ
ａｌ
Ｒｅ
ｓｅ
ａｒ
ｃｈ
Ｏｆ
ｆｉｃ
ｅ
Ｏｆ

Ｃｏ
ｕｎ
ｓｅ
ｌＧ
ｏｖ
ｔＯ
ｆＴ
ｈｅ
Ｕｎ
ｉｔｅ
ｄ
Ｓｔ
ａｔ
ｅｓ

ｏｆ
Ａｍ
ｅｒ
ｉｃ
ａ，
Ｄｅ
ｐｔ
Ｏｆ
Ｔｈ
ｅ
Ｎａ
ｖｙ

１７
６

６０
ｔｈ
７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０
２
１
２０
０３

１７
ＵＳ
６３
４６
６６
８

Ｂ１
Ｍ
ｉｎ
ｉａ
ｔｕ
ｒｅ
，
ｔｈ
ｉｎ
ｆｉ
ｌｍ
，
ｓｏ
ｌｉｄ
ｓｔａ
ｔｅ
ｃｒ
ｙｏ


ｇｅ
ｎｉ
ｃ
ｃｏ
ｏｌ
ｅｒ

Ｍ
ｃｇ
ｒｅ
ｗ
Ｓｔ
ｅｐ
ｈｅ
ｎ
Ｐ．

１
５３

６０
ｔｈ
７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２
１
２
２０
０２

１８
ＵＳ
６７
５６
９２
５

Ｂ１
Ｐｓ
ｋ
ＲＳ
ＦＱ
ｏｕ
ｔｐ
ｕｔ
ｉｎ
ｔｅ
ｒｆａ
ｃｅ

Ｎｏ
ｒｔｈ
ｒｏ
ｐ
Ｇｒ
ｕｍ
ｍ
ａｎ
Ｓｙ
ｓｔｅ
ｍ
ｓ
Ｃｏ
ｒｐ
ｏ

ｒａ
ｔｉｏ
ｎ

１２
６

６０
ｔｈ
７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６
２
９
２０
０４

１９
ＵＳ
６３
６２
６１
７

Ｂ１
Ｗ
ｉｄ
ｅｂ
ａｎ
ｄ，
ｈｉ
ｇｈ
ｄｙ
ｎａ
ｍ
ｉｃ
ｒａ
ｎｇ
ｅ
ａｎ
ｔｅ
ｎｎ
ａ
Ｂｏ
ｅｉ
ｎｇ
Ｃｏ
ｍ
ｐａ
ｎｙ
，
Ｔｈ
ｅ

２７
３

６０
ｔｈ
７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３
２
６
２０
０２

２０
ＵＳ
６２
８５
１８
６

Ｂ１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ｉｎ
ｇ
ｑｕ
ａｎ
ｔｕ
ｍ
ｉｎ
ｔｅ
ｒｆｅ
ｒｅ
ｎｃ
ｅ

ｄｅ
ｖｉ
ｃｅ
ｈａ
ｖｉ
ｎｇ
ｂｉ
ａｓ
ｗｉ
ｒｉｎ
ｇ
ｌａ
ｙｅ
ｒ

Ｓｉ
ｉＮ
ａｎ
ｏｔ
ｅｃ
ｈｎ
ｏｌ
ｏｇ
ｙ
Ｉｎ
ｃ．

７
２

５０
ｔｈ
６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９
０
４
２０
０１

２１
ＤＥ
１９
７１
８６
４９

Ａ１
Ｖｏ
ｒｒｉ
ｃｈ
ｔｕ
ｎｇ
ｕｎ
ｄ
ｖｅ
ｒｆａ
ｈｒ
ｅｎ
ｚｕ
ｒ
ａｋ
ｔｉｖ
ｅｎ

ｋｏ
ｍ
ｐｅ
ｎｓ
ａｔ
ｉｏ
ｎ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ｓ
ｃｈ
ｅｒ
ｕｎ
ｄ
ｅｌ
ｅｋ
ｔｒｏ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ｓ
ｃｈ
ｅｒ
ｓｔ
？
ｒｆｅ
ｌｄ
ｅｒ

Ｈ
ｅｉ
ｌａ
ｎｄ
，
Ｐｅ
ｔｅ
ｒ，
６５
４７
９
Ｒａ
ｕｎ
ｈｅ
ｉｍ
，

Ｄｅ
０

１８
５０
ｔｈ
６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１
０
５
１９
９８

２２
ＵＳ
６４
２０
８６
８

Ｂ１
Ｒｅ
ａｄ
ｏ
ｕｔ
ｅｌ
ｅｃ
ｔｒｏ
ｎｉ
ｃｓ
ｆｏ
ｒｄ
ｃ
ＳＱ
ＵＩ
Ｄ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ｍ
ｅａ
ｓｕ
ｒｅ
ｍ
ｅｎ
ｔｓ

Ｈ
ｏｎ
ｅｙ
ｗｅ
ｌｌ
Ｉｎ
ｔｅ
ｒｎ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Ｉ
ｎｃ
．

１１
７

５０
ｔｈ
６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７
１
６
２０
０２

２３
ＵＳ
８１
７９
１３
３

Ｂ１
Ｈ
ｉｇ
ｈ
ｌｉｎ
ｅａ
ｒｉｔ
ｙ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ｉｎ
ｇ
ｒａ
ｄｉ
ｏ

ｆｒｅ
ｑｕ
ｅｎ
ｃｙ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ｆｉｅ
ｌｄ
ｄｅ
ｔｅ
ｃｔ
ｏｒ

Ｈ
ｙｐ
ｒｅ
ｓ ，
Ｉｎ
ｃ．

３
１

５０
ｔｈ
６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５
１
５
２０
１２

２４
ＵＳ
５４
７１
９８
５

Ａ
Ｂｉ
ｏｍ
ａｇ
ｎｅ
ｔｏ
ｍ
ｅｔ
ｅｒ
ｗｉ
ｔｈ
ｗｈ
ｏｌ
ｅ
ｈｅ
ａｄ
ｃｏ
ｖ

ｅｒ
ａｇ
ｅ
ｏｆ
ａ
ｓｅ
ａｔ
ｅｄ
ｏｒ
ｒｅ
ｃｌ
ｉｎ
ｅｄ
ｓｕ
ｂｊ
ｅｃ
ｔ

Ｙｎ
ｉＬ
ｉｍ
ｉｔｅ
ｄ

３
１５

５０
ｔｈ
６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２
０
５
１９
９５

２５
ＪＰ
２０
０５
３５
１８
０４

Ａ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ｆｏ
ｒｅ
ｉｇ
ｎ
ｍ
ａｔ
ｔｅ
ｒ
ｄｅ
ｔｅ
ｃｔ
ｏｒ

Ｓｕ
ｍ
ｉｔｏ
ｍ
ｏ
Ｄｅ
ｎｋ
ｏ
Ｈ
ｉｇ
ｈｔ
ｅｃ
ｓ
Ｋｋ

０
７

５０
ｔｈ
６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２
２
２
２０
０５

９１知识产权动态



书书书

（
续
表
３）

序
号

专
利
号

种
类
代
码

标
题

专
利
权
人

引
用
被
引

专
利
强
度

申
请
日
期

２６
ＪＰ
２０
０１
１３
３４
５８

Ａ
Ａｎ
ｔｉｇ
ｅｎ
／ａ
ｎｔ
ｉｂ
ｏｄ
ｙ
ｒｅ
ａｃ
ｔｉｏ
ｎ
ｄｅ
ｔｅ
ｃｔ
ｉｏ
ｎ
ｄｅ


ｖｉ
ｃｅ

Ｊａ
ｐａ
ｎ
Ｓｃ
ｉｅ
ｎｃ
ｅ
＆
Ｔｅ
ｃｈ
ｎｏ
ｌｏ
ｇｙ
Ｃｏ
ｒｐ

０
９

４０
ｔｈ
５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５
１
８
２０
０１

２７
ＪＰ
２０
００
２８
４０
５４

Ａ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ｉｖ
ｅ
ｒａ
ｄｉ
ａｔ
ｉｏ
ｎ
ｄｅ
ｔｅ
ｃｔ
ｏｒ
ａｎ
ｄ

ｉｔｓ
ｍ
ａｎ
ｕｆ
ａｃ
ｔｕ
ｒｅ
ａｎ
ｄ
ｄｅ
ｖｉ
ｃｅ
ｕｓ
ｉｎ
ｇ
ｔｈ
ｅ

ｓａ
ｍ
ｅ

Ｓｅ
ｉｋ
ｏ
Ｉｎ
ｓｔｒ
ｕｍ
ｅｎ
ｔｓ
Ｉｎ
ｃ

０
８

４０
ｔｈ
５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０
１
３
２０
００

２８
ＪＰ
２０
０６
１４
３５
００

Ａ
Ｎａ
ｎｏ
ｆｉ
ｎｅ

ｐａ
ｒｔｉ
ｃｌ
ｅ
ｃｏ
ｎｔ
ａｉ
ｎｉ
ｎｇ

Ｍ
ｇＢ
２


ｂａ
ｓｅ
ｄ
ｈｉ
ｇｈ
ｔｅ
ｍ
ｐ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ｏｒ

ａｎ
ｄ
ｉｔｓ
ｍ
ａｎ
ｕｆ
ａｃ
ｔｕ
ｒｉｎ
ｇ
ｍ
ｅｔ
ｈｏ
ｄ

Ｙｏ
ｋｏ
ｈａ
ｍ
ａ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Ｕ
ｎｉ
ｖ

３
６

４０
ｔｈ
５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６
０
８
２０
０６

２９
ＵＳ
７５
２１
７０
８

Ｂ１
Ｈ
ｉｇ
ｈ
ｓｅ
ｎｓ
ｉｔｉ
ｖｉ
ｔｙ
ｒｉｎ
ｇ
ＳＱ
ＵＩ
Ｄ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ｓｅ
ｎｓ
ｏｒ

Ｔｈ
ｏｍ
ａｓ
Ｍ
ｃｄ
ｏｎ
ｎｅ
ｌｌ

５
１

４０
ｔｈ
５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４
２
１
２０
０９

３０
ＵＳ
６２
６３
１８
９

Ｂ１
Ｎａ
ｒｒｏ
ｗｂ
ａｎ
ｄ
ｈｉ
ｇｈ
ｔｅ
ｍ
ｐ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ｉｎ
ｇ
ｒｅ
ｃｅ
ｉｖ
ｅｒ
ｆｏ
ｒ
ｌｏ
ｗ
ｆｒｅ
ｑｕ
ｅｎ
ｃｙ
ｒａ
ｄｉ
ｏ

ｗａ
ｖｅ
ｓ

Ｌｏ
ｓ
Ａｌ
ａｍ
ｏｓ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Ｓ
ｅｃ
ｕｒ
ｉｔｙ
，
Ｌｌ
ｃ

９
７

３０
ｔｈ
４
０ｔ
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７
１
７
２０
０１

３１
ＵＳ
２０
０８
０１
４６
４４
９

Ａ１
Ｅｌ
ｅｃ
ｔｒｉ
ｃａ
ｌ
ｄｅ
ｖｉ
ｃｅ
ａｎ
ｄ
ｍ
ｅｔ
ｈｏ
ｄ
ｏｆ
ｍ
ａｎ
ｕ

ｆａ
ｃｔ
ｕｒ
ｉｎ
ｇ
ｓａ
ｍ
ｅ

０
０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６
１
９
２０
０８

３２
ＪＰ
２０
０４
１５
１０
６４

Ａ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ｉｖ
ｅ
ｔｙ
ｐｅ
ｍ
ｅｔ
ａｌ
ｄｅ
ｔｅ
ｃｔ
ｏｒ
ｆｏ
ｒ

ｍ
ｅａ
ｔ

Ｓｈ
ｏｋ
ｕｎ
ｉｋ
ｕ
Ｓｅ
ｉｓａ
ｎ
Ｇｉ
ｊｕ
ｔｓｕ
Ｋｅ
ｎｋ
ｙｕ

Ｋｕ
ｍ
ｉａ
ｉ

０
５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５
２
７
２０
０４

３３
ＪＰ
２０
０４
３６
１２
７５

Ａ
Ｒａ
ｄｉ
ａｔ
ｉｏ
ｎ
ｍ
ｅａ
ｓｕ
ｒｉｎ
ｇ
ｉｎ
ｓｔｒ
ｕｍ
ｅｎ
ｔ，
ａｎ
ｄ

ａｎ
ａｌ
ｙｚ
ｅｒ
ｕｓ
ｉｎ
ｇ
ｔｈ
ｅ
ｓａ
ｍ
ｅ

Ｓｉ
ｉＮ
ａｎ
ｏｔ
ｅｃ
ｈｎ
ｏｌ
ｏｇ
ｙ
Ｉｎ
ｃ

０
５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２
２
４
２０
０４

３４
ＵＳ
６１
５４
０２
６

Ａ
Ａｓ
ｙｍ
ｍ
ｅｔ
ｒｉｃ
ｐｌ
ａｎ
ａｒ
ｇｒ
ａｄ
ｉｏ
ｍ
ｅｔ
ｅｒ
ｆｏ
ｒ
ｒｅ


ｊｅ
ｃｔ
ｉｏ
ｎ
ｏｆ
ｕｎ
ｉｆｏ
ｒｍ
ａｍ
ｂｉ
ｅｎ
ｔ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ｎｏ
ｉｓｅ

Ｒｅ
ｇｅ
ｎｔ
ｓ
Ｏｆ
Ｔｈ
ｅ
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ｔ
ｙ
Ｏｆ
Ｃａ
ｌｉ

ｆｏ
ｒｎ
ｉａ
，
Ｔｈ
ｅ

４
４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１
２
８
２０
００

３５
ＵＳ
７７
２８
７４
８

Ｂ１
Ｓｕ
ｐｅ
ｒ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ｉｎ
ｇ
ａｎ
ａｌ
ｏｇ
ｔｏ
ｄ
ｉｇ
ｉｔａ
ｌ
ｃｏ
ｎ

ｖｅ
ｒｔｅ
ｒ

Ｈ
ｙｐ
ｒｅ
ｓ，
Ｉｎ
ｃ．

４
２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６
０
１
２０
１０

３６
ＪＰ
２０
０１
３３
７１
４８

Ａ
Ｅｘ
ｔｒａ
ｐｏ
ｌａ
ｔｉｏ
ｎ
ｄｅ
ｖｉ
ｃｅ
ｆｏ
ｒ
ｅｌ
ｅｃ
ｔｒｏ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ｗａ
ｖｅ
ａｒ
ｒｉｖ
ａｌ
ｄｉ
ｒｅ
ｃｔ
ｉｏ
ｎ

Ｍ
ｉｔｓ
ｕｂ
ｉｓｈ
ｉＥ
ｌｅ
ｃｔ
ｒｉｃ
Ｃｏ
ｒｐ

０
６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１２
０
７
２０
０１

３７
ＤＥ
１９
７２
５６
７９

Ａ１
Ｄｅ
ｔｅ
ｃｔ
ｉｎ
ｇ
ｅｌ
ｅｃ
ｔｒｉ
ｃａ
ｌ
ｉｎ
ｈｏ
ｍ
ｏｇ
ｅｎ
ｅｉ
ｔｉｅ
ｓ
ｏｆ

ｓｅ
ｍ
ｉｃ
ｏｎ
ｄｕ
ｃｔ
ｏｒ
ｓ

Ｉｎ
ｎｏ
ｍ
ｅｓ
ｓ
Ｅｌ
ｅｋ
ｔｒｏ
ｎｉ
ｋ
Ｇｍ
ｂｈ
，
１２
４８
９

Ｂｅ
ｒｌｉ
ｎ，
Ｄｅ

１
１５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１
２
８
１９
９９

３８
ＪＰ
２０
０３
２０
７５
１１

Ａ
Ｍ
ｅｔ
ｈｏ
ｄ
ａｎ
ｄ
ｄｅ
ｖｉ
ｃｅ
ｆｏ
ｒ
ｄｅ
ｔｅ
ｃｔ
ｉｎ
ｇ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ｆｉｎ
ｅ
ｐａ
ｒｔｉ
ｃｌ
ｅ
ｌａ
ｂｅ
ｌｅ
ｄ
ｓｐ
ｅｃ
ｉｍ
ｅｎ

Ｉｎ
ｓｔ
Ｎａ
ｇｏ
ｙａ
Ｉｎ
ｄ
Ｓｃ
ｉｅ
ｎｃ
ｅ
Ｒｅ
ｓ

０
４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７
２
５
２０
０３

３９
ＪＰ
２０
０２
１１
８３
０１

Ａ
ＳＱ
ＵＩ
Ｄ
ｍ
ａｇ
ｎｅ
ｔｉｃ
ｓｅ
ｎｓ
ｏｒ

Ｓｈ
ｉｍ
ａｄ
ｚｕ
Ｃｏ
ｒｐ

０
３

３０
ｈ
４０
ｔｈ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ｉｌ
ｅ

０４
１
９
２０
０２

０２ 知识产权动态



表４　专利ＵＳ６２０８８８４Ｂ１基本信息汇总

专利强度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引用数量

９０ｔｈ１００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ｃ．

ＳａｎｋａｒａｎＫｕｍａ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Ａｖｒｉｎ等

引用数 被引数

２９ ３５

公开日期 申请日期 优先权日期 主ＩＰＣ分类号
２００１０３２７ １９９８０８１８ １９９６０６２５ Ａ６１Ｂ５／０４００５

标题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ｒｉ
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ｏｄｙｔｉｓｓｕｅ

摘要

Ａｐｒｏｂ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ｈａ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ｐａｒ
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ａｈｕｍａｎｂｏｄｙ，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ｉｒｏｎｉｎａｈｕｍａｎｌｉｖｅｒｂｙ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ｒｏｎ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ｎ
ｃｌｕｄｅｓ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ｙａ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ｃｏｉｌ．
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ａｇｎｅｔｏ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ｅ，ｆｌｕｘｇａｔｅ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ｉｎ
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ｃｏｉ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ｉｅｌｄｉ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ｆｏｒ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ｗｈｉｌｅ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ｎｏｔｕｎｄｕｌ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ｌｕｎｇ．Ｔｏ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ｎｏｉｓｅ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ｄｕｅｔｏ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ｉｓ
ｃａｎｃｅｌｅｄ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ｉ．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ａｒｅｃａｎｃｅｌｅｄ．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ｏｕｔｐｕｔｄｕｅｔｏ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ｓ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ｃｏｉｌｉｓ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ｏｎａｐｒｉｎ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ｂｏａｒｄａｎｄｉ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ｆｉｒｍｌｙｔｏａｓｏｌｉｄ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ｐａｒｔｏｆ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Ｔｈｉｓｉｍ
ｐｒｏｖ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ｆｏｒａｐｒｅｃｉｓｅａｎｄ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ｉｅｌｄｃｏｉｌ．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ｆｏｒｍｓｐａｒｔｏｆａｐｒｏｂ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ａ
ｔｉｅｎｔ．

同族专利

专利号 标题 状态

ＵＳ６４１８３３５ 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
ｉｃ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ＵＳ５８４２９８６ 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ＵＳ２００１００１２９１５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ＷＯ９７４９３３４ 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ＪＰ２００１５０４７１４ Ｉｐ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ｂｉｓ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Ｌ１２７６５９ 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ＥＰ０９１７４４１ 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ＥＰ０９１７４４１ 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ＣＡ２２５８２６８ Ｆｅｒ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Ａｃｔｉｖｅ

１２知识产权动态



表５　ＵＳ６２０８８８４Ｂ１专利家族概况

国家／地区 公开号 申请日 公开日 引用数 被引数 法律状态 强度

美国

ＵＳ６４１８３３５Ｂ２ ２０００１２１５ ２００２０７０９ ４２ ３２ 授权 ９０１００ｔｈ
ＵＳ６２０８８８４Ｂ１ １９９８０８１８ ２００１０３２７ ２５ ３９ 授权 ９０１００ｔｈ

ＵＳ５８４２９８６Ａ １９９６０６２５ １９９８１２０１ １３ ５５
授权，因未
缴年费专利
权终止

５０６０ｔｈ

ＵＳ２００１００１２９１５Ａ１ ２０００１２１５ ２００１０８０９ ２６ ９
授权，因未
缴年费专利
权终止

５０６０ｔｈ

ＷＩＰＯ ＷＯ９７４９３３４Ａ１ １９９７０６２４ １９９７１２３１ １ １２ ３０４０ｔｈ
日本 ＪＰ２００１５０４７１４Ａ １９９７０６２４ ２００１０４１０ ０ １ ３０４０ｔｈ
以色列 ＩＬ１２７６５９Ｄ０ １９９７０６２４ １９９９１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２０ｔｈ
欧专局 ＥＰ０９１７４４１Ａ４ １９９７０６２４ １９９９０９０１ ６ ０ 被视为撤回 ０１０ｔｈ
加拿大 ＣＡ２２５８２６８Ａ１ １９９７０６２４ １９９７１２３１ ０ ０ 无效 ０１０ｔｈ

图１２　专利ＵＳ６２０８８８４Ｂ１被引情况

从ＳＱＵＩＤ技术国际市场布局来看，对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市场保护力度比较大。
同时，很多专利权人利用ＥＰＯ专利申请同时对多个国家或者地区申请保护。

全球在ＳＱＵＩＤ领域竞争力较强的专利权人以日本和美国地区的公司、研究机构
为主，包括日立、住友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于利希研究中心、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等。从竞争力差距上分析，日立公司针对 ＳＱＵＩＤ有大量的核心专利，在该领域拥有
较大的竞争优势。同时较强技术竞争力的专利权人还有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美

国）和加州大学（美国），尽管在专利质量上与日立公司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也是该技

术领域的主要竞争者。通过全球的竞争力分析可知，ＳＱＵＩＤ专利的专利权人包括公
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

ＳＱＵＩＤ相关有效专利大部分分布于测量电变量、磁变量（Ｇ０１Ｒ）、借助于测定材

２２ 知识产权动态



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Ｇ０１Ｎ）、地球物理；重力测量；物质或物体的
探测；示踪物（Ｇ０１Ｖ）、半导体器件以及诊断外科鉴定（Ａ６１Ｂ）等领域，也有少部分专
利分布于一般编码、译码或代码转换（Ｈ０３Ｍ）领域。热点技术主题集中在：磁场方面
的研究，包括传感器、磁屏蔽、ＳＱＵＩＤ磁通计、高敏感性；磁通量方面的研究，包括磁场
测量，激励电路，ＳＱＵＩＤ磁通计；约瑟夫结的研究，涉及超导体、超导回路、表层、温度
等；高温方面的研究，涉及超导材料、高温超导干涉磁场传感器、衬底等。

周　涛（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施尔畏副院长出席院知识产权所级领导培训班并作报告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我院科技创新的促进和保

障作用，推动研究所“一三五”规划实施，由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科技政策与管理

科学研究所和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４年度院知识产权所级领导培
训班”于７月１７至１８日在北京举办，４０余位所级领导及院机关有关部门人员参加
了培训。施尔畏副院长出席开班仪式并做了题为《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些思考》

的报告，开班仪式由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李锡玲副主任主持。

施院长的报告从美国著名的两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克莱顿

反托拉斯法》诞生的背景、历史作用及意义讲起，通过四个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之间互为依托、相附相存的关系，以全球视野和历史发展的眼

光讲解了专利的价值及核心专利在创新链中的地位；并以美国康宁公司的专利战略

为例，呼吁研究所不断转变思想观念，调整研发模式，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创

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专利，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做出科技人员应有的贡献。

培训班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

心和ＩＢＭ公司的８位知识产权专家授课，培训内容涉及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策略、
中国科学院ＳＴＳ计划及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国家科技计划的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知
识产权保护的新动向等。此次培训班加强了案例教学，与会人员分享了我院大连化

物所、计算所和ＩＢＭ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的案例，并结合知识产权工作实践进
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许海云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ｍ．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ｋｙｄｔ／２０１４０７／ｔ２０１４０７２４＿４１６７３１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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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和国知局联合举办专利价值分析实务培训班

为促进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价值分析整体推进战略目标的实现，提升中科院院

属单位的专利价值分析水平，培养专利价值分析专门人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

理司主办，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

的“专利价值分析实务培训班”于６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在北京举办。１６０余位中科院院

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参加了培训。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马维

野司长应邀出席开班仪式并作报告。

马维野司长介绍了开展专利价值分析工作的背景、目的及意义，指出知识产权经

济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对知识产权的运营能力，并介绍了知识产权运营的有益尝试专

利导航试点工程。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市场管理处王双龙处长系统介绍了专

利价值分析体系的理论基础、指标体系及作用。

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汤森路透、上海碧科清洁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科院的六位专家分别解读了专利价值分析体系三个维度（法律

价值度、技术价值度与经济价值度）每项指标的具体定义及操作流程、讲解了专利价

值分析报告的编制撰写、介绍了如何利用专利价值分析体系进行专利分级分类管理

和利用专利价值分析促进转移转化工作。

２０１４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及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列入“专利价值分析试点单位”。三个试

点单位就开展专利价值分析工作取得的进展和实际操作经验进行了介绍和分享，与

学员们共同探讨了专利价值分析应用中的关键和难点。

许海云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ｘｗｚｘ／ｋｙｄｔ／２０１４０７／ｔ２０１４０７０３＿４１４８８３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高级研讨培训班在北京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院所两级知识产权管理、策划与运营能力，提高知识产权工作对我

院知识创新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由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

所和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的“中科院知识产权高级研讨培训班（申请、保

护、管理与应用专题）”于６月２５至２８日在北京举办，１６０余位院属单位主管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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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工作的科研和管理骨干参加了培训。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严庆局长出席开班仪式并

作报告。

严庆局长在报告中分析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总结了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

工作，并重点介绍了科技服务网络计划（ＳＴＳ计划）的定义、使命、目标、服务内涵以及

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的重点任务。

本次培训班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技术交易所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ＩＢＭ）的１１

位知识产权专家授课，培训内容涉及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与转移转化工作、专利申请

文件撰写技巧、专利复审与无效、ＰＣＴ体系概述及审查程序、专利纠纷防范与处理、科

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模型、开放式创新、专利许可与转让、如何

与专利事务所和专利代理人打交道、ＩＢＭ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合同签订与风险规

避等。

许海云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ｘｗｚｘ／ｋｙｄｔ／２０１４０７／ｔ２０１４０７０３＿４１４８７４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在武汉、合肥、成都成功举办

为了提高院属单位的知识产权法律实务能力，为院属单位培训、培养知识产权人

才，２０１４年６月９日至７月１２日期间，在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的统一组织

下，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联合武汉分院、合肥分院、成都分院先后在三地各

举办了一次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班。院科发局知识产权处唐炜处长、崔勇老师分

别带队前往武汉、合肥和成都，武汉分院李衡副院长、成都分院赵永涛副院长、合肥分

院科研处屈哲副处长等分别莅会讲话，三家分院所属科研单位和四川省部分地方知

识产权局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共２２０多人参加了本轮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培训。

本轮培训由以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主任李顺

德教授为首的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咨询专家团队进行授课。授课专家分别

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实施与修改、职务发明创造、科研院所对外科技合作、知

识产权许可和转让、知识产权投资入股、知识产权诉讼等方面分析和讲解了科研机构

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法律问题和解决方

案。为取得更好的授课效果，本轮培训在专家讲课之后还设立了两个小时左右的现

场咨询答疑环节，有针对性地解答了参加培训人员提出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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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并紧密结合具体案例进行阐述，生动形象，深入浅

出，交流热烈，受到了主管领导和参加培训人员的一致好评，有效增强了院属单位科

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运用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有利于

参加培训人员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本轮培训的课件将全部上传至院知识产权法律

咨询服务平台（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ｌａｗ）。

尹锋林（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　供稿

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顺利运行

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系根据院《“十二五”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的要求，

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而建立，现为院 ＳＴＳ网络行动计划（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实施的平台之一，是院知识产权网的一部分（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在

院科技促进发展局领导下开展工作。

平台旨在为院属单位提供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营全过程的法律咨询服务，提

高其防范法律风险、改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平台向所有院属

单位提供知识产权合同范本下载、咨询答疑、知识产权法律实务操作培训、知识产权

法律信息等服务。

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投入运行以来，平台的各项服务顺利开展。平台目前提供

下载的知识产权合同范本包括保密协议、合作研究协议、专利实施许可协议、专利转

让协议等四大类１６种。平台的线上、线下咨询量逐渐增多，目前累计已达８０余人

次。２０１４年６月９日至７月１２日期间，在院科发局知识产权处的统一领导下，经过

精心组织，平台联合中科院武汉分院、合肥分院、成都分院举办了三场知识产权法律

实务培训，三家分院的科研单位和四川省部分地方知识产权局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

共２２０多人参加了培训。本轮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受到了参加培训人员的一致

好评。平台的下一步工作是继续研发新的知识产权合同范本，整理、研究科研机构常

见的知识产权法律实务问题，为院属单位提供更好的服务。

平台的承担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该系是以知识产权法、科

技法、竞争法为特色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机构，具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重

点二级学科为民商法学和经济法学。近五年来，法律系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招标项目等３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大型企业研究课题，为政府、公共事业单位和

企业提供学术支持和决策咨询。法律系现有教师８人，其中７人拥有博士学位，６人

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系主任李顺德教授兼任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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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委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

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法

学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学科评审组专家。

平台的网络技术支撑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提供。该中心强大的网络

开发能力、及时高效的技术服务为平台的顺利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罗先觉（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　供稿

大连化物所微囊化胰岛移植治疗糖尿病项目的
专利布局获进展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生物医用材料工程研究组在组织工程级材料、微囊化技术

等方面已完成关键技术攻关，可以立即开展产业化运作。面对制备微胶囊的聚阳离

子材料中，最经典的 α聚赖氨酸已被 ｓｉｇｍａ公司垄断，价格高昂（ＭＹＭ１２００／ｇ）。该

所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种聚阳离子替代材料：ε聚赖氨酸和壳聚糖，并通过

对更具应用前景的壳聚糖材料修饰改性，成功开发了海藻酸盐壳聚糖酰基衍生物微

胶囊制备技术，先后在美国、欧洲、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几个国家申请了国际专

利。近期，该项目知识产权的国际布局取得了新进展，于６月２５日在新西兰获得授

权，构筑了该项目的技术壁垒。

许海云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ｃｐ．ａｃ．ｃｎ／ｘｗｚｘ／ｋｊｄｔ／２０１４０７／ｔ２０１４０７０１＿４１４６４０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

宁波材料所感恩社会之“１０项专利免费许可行动”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举办“１０项专利免费许可行动”。免费许可具体要

求如下：

　　１．专利名称及专利号

（１）一种物料传输装置（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５４５０４９．７）

（２）一种物料存放设备（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５４４５８５．５）

（３）一种双层物料传送设备（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５４５０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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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一种自动上料装置（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５４４５７５．１）

（５）一种高阻燃可膨胀石墨的制备方法（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６０３３．Ｘ）

（６）含芳香族链结构的三嗪成炭剂及其制备方法（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９７１７．５）

（７）三嗪系超支化大分子成炭剂的制备方法（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８４２１．１）

（８）一种含盲孔锌合金工件表面电镀锌的方法及其溶液（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０００９．０）

（９）锌铝基合金化学镀镍前处理方法及其应用（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００１０．３）

（１０）锌铝基合金化学镀镍液及其镀镍方法（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００１２．２）

　　２．专利免费许可对象及选取要求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企业（以注册地址为准）。

　　３．专利免费许可权属关系

许可专利的使用权（即制造权、使用权、销售权和进口权）。

许海云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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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

信息扫描

五大知识产权局就推进公众获取专利信息达成共识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首脑会议在韩国釜山召开。此次会议

达成５个共识：（１）汇总出版各局专利文献集以提高专利质量；（２）允许公众在 ＩＰ５

范围内查询专利文件，目前 ＥＰＯ已推出专利档案查询服务，其余专利局将在未来两

年内分阶段实现该服务；（３）启动专利协调工作，重点关注现有技术的引用，书面描

述、披露和单一性等问题的协调；（４）更新ＩＰ５网站，更有效地展示 ＩＰ５的合作情况；

（５）加强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方面的协作。

许海云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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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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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 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服务

２０１４年６月５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ＳＩＰＯ）合作推出了
一项名为“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的专利档案查询服务，用于查询欧洲和中国的同族专利申
请档案。该服务为用户提供了集成的信息入口，使他们能够了解其专利申请在世界

上其他专利局的处理情况，帮助他们更有效地管理相关专利申请，节约了时间和费用

成本。ＧｌｏｂａｌＤｏｓｓｉｅｒ服务是在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服务
被纳入欧洲专利登记簿数据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为用户查找在欧专局和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都提起了专利申请的专利档案内容提供检索服务，以及中文文件

的机器翻译服务。

许海云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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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欧专局与韩国知识产权局合作新举措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与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决定审查他们在
专利领域的合作，旨在更好地支持创新。在２０１４年的双边会议上，双方就通过开展
专利分类实践的协作和培训及提高专利文献共享来促进专利授权的问题达成共识。

双方同意共享和整合专利信息，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在联合签署的工作计

划中，ＥＰＯ和ＫＩＰＯ在自动化、搜索、分类和专利文献等方面设置了新的合作目标。
此外，根据新的谅解备忘录，两局将加强在专利分类方面的合作。

许海云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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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就专利适格性发布指南初稿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在美国最高法院对 Ａｌｉｃｅ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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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Ｓ国际银行案作出判决后，发布了抽象概念可专利性的初步审查指导意见。意见
指出应当用统一的标准对抽象概念或自然法则的可专利性进行判断：（１）判定专利
对象是否属于四个法定类别之一（即方法、机器、产品或组合物）；（２）权利要求是否
指向一项或多项司法例外（如抽象概念、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自然现象和自然产
品）。进一步的指导意见将根据现有法律，在吸取对Ａｌｉｃｅ案判决的研究成果及公众
反馈意见后出台。

许海云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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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

欧盟评估著作权及相关权限制与豁免产生的经济影响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欧盟就著作权及相关权的限制与豁免产生的经济影响发布
研究报告，作为“伴随技术进步的欧洲著作权法改革评估，重点关注限制和豁免的影

响”研究的组成部分。报告就５个主题展开：（１）文化和教育机构以保存目的制作的
复制品；（２）文化和教育机构藏品的远程访问；（３）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电子借阅；
（４）以研究为目的文本和数据挖掘；（５）自然人为自用而制作的复制品。报告对上述
５个问题相关豁免建议和政策方案进行了评估，并分析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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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４日

英国发布打击知识产权违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英国打击知识产权违法小组（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ｒｉｍｅＧｒｏｕｐ）发布的２０１３年初步报告中披露了英国知识产权局及合作部门为打击
知识产权违法行为采取的行动。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全球共查获１７４亿美元的假冒产
品，包括１２２千万英镑的假冒药品。英国行业协会通过移除侵权产品的网络链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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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打击假冒行为，２０１３年出版商协会移除１６０２４８３条链接，唱片业协会移除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条链接。同时采用半自动化搜索技术定位侵权音乐作品的链接。２０１３年，
利用该技术成功移除７３３３３个文件，包含２３３９１１８件侵权作品，９９．４８％的侵权作品
被成功移除，报告最终版将在夏末出版。

许海云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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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

爱尔兰设立中央技术转移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６月，爱尔兰政府启动爱尔兰知识转移在线项目（ＫＴＩ），旨在帮助全国范
围内政府资助研究的商业化。该技术转让办公室是欧洲此类中心的第一家，由爱尔

兰企业署和爱尔兰大学联合会共同管理。该中心的目标是加快财政资金资助的科研

项目的商业化进程，创造就业机会。爱尔兰政府承诺到２０１６年底将提供２２００万欧
元用于提高该国技术转移能力。

许海云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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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英国牛津大学与法国技术转移机构合作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牛津大学技术转移机构Ｉｓｉｓ科技创新公司与法国技术转移促
进机构ｉｄｆｉｎｎｏｖ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Ｉｓｉｓ科技创新为牛津大学全资拥有的公司，
负责管理牛津大学的技术转移和学术咨询。Ｉｓｉｓ的营业额超过１．１８亿元人民币，每
年达成许可协议超过１００份，并已建立了１００多家新创公司。Ｉｄｆｉｎｎｏｖ是根据法国未
来投资计划（Ｆｒａｎｃ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由１９家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成
立的，负责技术转移和扶持初创企业，主要涉及医疗健康、清洁技术及信息与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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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领域。

许海云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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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提出替代专利许可指南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斯坦福大学学生ＭａｒｔａＢｅｌｃｈｅｒ和ＪｏｈｎＣａｓｅｙ撰写替代专利许
可方式的操作指南以抵御专利流氓。指南中涉及的防御性专利联盟指的是成员企业

汇集资源与专利流氓争夺专利权的聚合体，具体包括：企业安全联盟（Ａｌｌｉ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ｒｕｓｔ）［２］、ＲＰＸ［３］、统一专利（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４］。防御性专利许可包括只用于专利防
守的约定，指南将它称作互不侵犯专利条约，要求签订协议的公司承诺绝不主张以其

专利进攻其他成员。

［２］Ａｌｌｉ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ｒｕｓｔ（ＡＳＴ）由Ｖｅｒｉｚｏｎ、思科（Ｃｉｓｃｏ）、Ｇｏｏｇｌｅ、ＴｅｌｅｆｏｎＡＢＬ．Ｍ．、易利信（Ｅｒｉｃｓｓｓｏｎ）、惠普（ＨＰ）与
其他五家高科技重量级公司组成。ＡＳＴ仅购买专利，用于授权给会员以防止专利诉讼。
［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ＰＸ）由投资公司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ｉｖｅｒＶｅｎｔｕｒｅｓ与 ＫｌｅｉｎｅｒＰｅｒｋｉｎｓＣａｕｆｉｅｌｄ＆Ｂｕｙｅｒ出资成
立。ＲＰＸ购买可能会被ＮＰＥ或专利流氓购买并据以提出侵权诉讼的专利。企业需支付年费以取得专利授权与
会员权利。

［４］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为初创企业联合抵抗专利流氓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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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网站开发技术信息关联功能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网站开发名为 ＴｅｃｈＦｉｎｄｅｒ的工具，
通过可视化方式将研究项目、研究人员、专利和出版物关联起来，帮助用户更快捷地

查找合适的技术。ＴｅｃｈＦｉｎｄｅｒ采用技术地图而不是传统的文本列表的显示方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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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研究人员、项目说明、实验细节、新闻链接、专利申请、关键字和相关项目的信息，

在研究人员和项目之间建立信息导航，方便用户了解项目披露内容，以加速研究成果

的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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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重建技术转移中心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宾夕法尼亚创新中心。该中心整合
了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和致力于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校园组织，旨在为大学的研究

人员和潜在合作伙伴提供高效的技术转移服务。与传统技术转移中心不同的是，新

中心的职能不仅涉及专利及授权，还涉及初创企业的培育以及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

包括建立初创企业孵化器和用于展示可授权技术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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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２日

美高智公司支持美国专利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９日，美国高智公司首席政策顾问Ｍｅｒｂｅｔｈ发表评论支持专利制度
改革。文中提到一些研究型大学、独立发明人和风险投资家担忧专利改革的范围过

大，会伤害专利权人的利益。Ｍｅｒｂｅｔｈ指出拥有专利的公司捍卫其知识产权的行为不
能认定为专利流氓，打击侵权诉讼泛滥的关键在于确定专利流氓行为的判定标准。

Ｍｅｒｂｅｔｈ表示高智公司支持真正针对专利流氓的专利制度改革，比如侵权警告律师信
改革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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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ＮＳＦ与 ＮＩＨ联合开展技术转移培训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联

合培训ＮＩＨ资助的研究人员，帮助他们准确评估科技成果的商业化潜力，以加快生

物医学创新成果的转化。培训采取为期９周的新兵训练营模式，生物医药产业的专

业人士将与研究人员以小组形式紧密合作，帮助研究人员判定项目的市场化潜力，围

绕他们研发的新技术建立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帮助他们规避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制定

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商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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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

澳新南威尔士大学与中国产业界建立技术转移合作

２０１４年６月中旬，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ＵＮＳＷ）与中国产业界新建立两

项合作关系，以期在中国市场实现技术成果商业化。第一项是确定与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的合作关系，目的是希望通过该协会超过１００个钢厂的商业网络实现该校金属

材料研究的技术转移。第二项，该校与福建省政府共建海峡技术转移中心，ＵＮＳＷ的

知识产权可免费获取，用以维持双方研发和商业化的长期伙伴关系，推动该校的技术

向中国产业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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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大学技术转移获益远非经济收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发表研究认为技术转移为大学

带来的除了金钱，还有许多其它有益之处，包括：（１）构建创业文化，培养具有创新和

商业化能力的员工；（２）学生通过参与真实的研究，认识专利制度，从而提升就业前

景；（３）解决健康、环境和科技的全球性挑战问题，提升公共利益；（４）许可收入能够

留住本地人才，创建初创企业以提供高技术、高薪的就业机会；（５）通过跨机构、跨学

科的资助获取更多科研经费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科研合作关系；（６）提升学校声望和

资金来源，并加深与投资者的关系。

许海云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６／２５／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ｃａｓｅ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ａｒｂｅｙｏｎｄｒｅｖｅｎｕｅ／

原文标题：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ｔｈａｔ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ａｒ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

评论认为众包促进专利审查程序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美国技术转移信息公司的ＣＥＯ———ＤａｖｉｄＳｃｈｗａｒｔｚ撰文分析

了专利众包对专利审查程序的影响。Ｓｃｈｗａｒｔｚ认为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众包不仅

是传统资金募集的替代方式，也是了解现有技术的重要途径。相比以往方法众包方

式优点显著，因为众包能够提供现有技术搜索，还可以通过迭代的方法提供新的研究

线索和难以预见的新途径。２００７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了众包试点在线系统，旨

在通过让公众提供权利要求相关信息以提高授权专利的质量。２０１２年，美国创新法

案允许第三方提供材料以协助专利审查，美国专利商标局正在探索众包促进审查程

序的新方式。分析人士认为，众包模式对发现现有技术有明确的价值，并将最终成为

专利审查中的主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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