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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委员会发布《２０１９欧洲创新记分牌》

２０１９年６月，欧盟委员会发布《２０１９欧洲创新记分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１９）报告，对欧盟成员国、选定第三国的研究和创新绩效及体系的相对

优劣势进行了比较，并评估各国需要集中精力以提高创新绩效的领域。报告显示，

欧盟的创新绩效持续稳步增长，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地提高，但欧盟内部的

发展仍然不平衡。

　　１．欧盟已超越美国，但仍不及日韩

２０１８年各国相较于欧盟的创新绩效如图 １。在全球范围内，欧盟继续落后于

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但与去年相比，它已超越美国。相较于韩国和日

本，欧盟一直处于落后地位，预计未来几年绩效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创新绩

效增长率是欧盟的两倍。另外，相较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欧盟的表现依然

领先。

图１　２０１８年各国／地区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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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欧盟和几乎所有成员国创新绩效都有所提高

自２０１１年以来，欧盟的创新绩效平均提高了８８％，主要得益于以下指标的强

劲增长：新的博士毕业生、国际科学合作出版物和宽带普及率。在欧盟成员国中，

有２５个国家的创新绩效有所提高，３个国家的创新绩效下降。立陶宛、希腊、拉脱

维亚、马耳他、英国、爱沙尼亚和荷兰的绩效增长最快，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绩

效下降幅度最大。２０１８年，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表现较差的国家绩效增长速度快

于表现较好的国家。

　　３．欧盟成员国根据平均绩效分为四个绩效组

根据“创新综合指数”（Ｓｕｍｍａｒ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指标计算出的平均绩效得

分，可将欧盟成员国分为四个不同的绩效组。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是创新领导

型国家，创新绩效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法国、德国、爱

尔兰、卢森堡和英国是强劲创新型国家，创新绩效高于或接近欧盟平均水平。克罗

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

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是中等创新型国家，创新绩效低于欧盟

平均水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一般创新型国家，其绩效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２０１８年，爱沙尼亚由中等创新型国家进入了强劲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卢森堡

和英国由创新领导型国家跌至强劲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斯洛文尼亚由强劲创新型

国家跌至中等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４．创新体系绩效由２７项指标的平均绩效来衡量

ＥＩＳ度量框架涉及四种主要的指标类型和十个创新维度，共采用了 ２７个不同

的指标。在四个主要的指标类型中：（１）“框架条件”涉及企业外部创新绩效的主

要驱动因素，涵盖了人力资源、有吸引力的研究体系以及创新友好型环境三个创新

维度；（２）“投资”涉及公共和私人对研究和创新的投资，涵盖了财政支持和企业投

资两个创新维度；（３）“创新活动”涉及企业层面的创新力量，分为创新者、联系和

知识资产三个创新维度；（４）“影响”涉及企业创新活动在就业和销售两个创新维

度上的影响。

报告指出，自２０１１年以来，欧盟在创新友好型环境（特别是宽带普及率），人力

资源（特别是博士毕业生），企业投资（特别是提供 ＩＣＴ培训的企业）和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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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体系（特别是国际合作出版物）方面取得了最大进展。同样令人鼓舞的是，风

险资本支出已大大增加。相比之下，公共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仍低于２０１１年的

水平。

朱月仙　检索，黄玉茹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ｎｅ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１９

原文标题：Ｎｅ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１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人工智能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１９年６月，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人工智能（ＡＩ）专利分析报告。该报告基于

２０１９年１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的 ＡＩ技术趋势报告的研究成果，分析

全球 ＡＩ专利发展态势，并更多地关注英国的情况。

报告指出，ＡＩ迅速进入几乎每一个工业领域，并日益融入现代社会。英国政府

致力于推动 ＡＩ产业的发展，预计到 ２０３５年，ＡＩ将为英国经济贡献 ６３００亿英镑收

入；ＡＩ是构成英国政府产业战略的四大领域之一，该战略旨在提高全英国人民的生

产力和盈利能力，并在２０２７年前将研发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１７％提高到２４％。

报告的数据来源为欧洲专利局（ＥＰＯ）的 ＰＡＴＳＴＡＴ数据库，经过了该领域专家

的详细讨论和甄别，涵盖了超过８５万项专利家族，超过 １６万件专利申请。其中，

专利申请和专利家族首次公开日在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７（含）年之间。

　　１．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２显示了过去２０年全球ＡＩ专利申请数量变化趋势。报告指出，专利的目的

是寻求对一项发明使用权的垄断，因此每年公开的专利申请数量可以被用作衡量

ＡＩ领域商业化水平的总体指标。如图 ２，近年来公开频率升高，反映出 ＡＩ领域的

专利活动水平提升。

　　２．专利受理地域分布

如图３所示，美国和中国 ＡＩ专利受理量总体上遥遥领先，五大知识产权局

（ＩＰ５）的其余三个（日本专利局、欧洲专利局和韩国知识产权局）紧随其后。鉴于德

３知识产权动态



图２　全球 ＡＩ专利申请趋势（按首次公开年份）（单位：项）

图３　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７年 ＡＩ专利受理地域分布（单位：件）

国的专利保护总量还包括授权的 ＥＰ专利，德国位居第七反映了其 ＡＩ市场的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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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

　　３．领先专利申请人

图４显示了１９９８至 ２０１７年持有 ＡＩ专利家族数量最多的申请人，除 ＩＢＭ、微

软、谷歌和其他软件公司外还有许多制造和消费电子公司，如东芝、三星和索尼。

与图３所示的地域分布相印证，这些领先机构大多位于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

西门子作为一家德国公司脱颖而出。

图４　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７年 ＡＩ专利领先申请人（单位：项）

　　４．申请人／发明人地域分布

如图 ５所示，利用申请人／发明人所在地来反映国家／地区的 ＡＩ专利活动情

况。其中来自美国申请人／发明人的 ＡＩ专利活动遥遥领先。德国位列全球第五。

根据科隆经济研究所（Ｃｏｌｏｇ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一项研究结果，从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７年，全球５２％的自动驾驶专利来自德国公司。英国在全球排名第六，

与其他技术领域的类似指标相比表现更突出，表明英国在日益增长的 ＡＩ领域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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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７年 ＡＩ专利家族申请人／发明人地域分布（单位：项）

图６　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７年各 ＡＩ专利技术分支的发展趋势（单位：项）

　　５．ＡＩ技术发展趋势

图６显示了各 ＡＩ技术分支的专利活动增长趋势。ＡＩ所有技术分支专利在过

去２０年，特别是在过去 ５年里都出现了增长。在与机器学习相关的广泛技术中，

神经网络的专利申请活动最多，其次是受生物学启发的技术，包括遗传算法和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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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优化算法。

　　６．结论

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７年间，英国乃至全球的专利申请活动都有所增加。２０１７年，全球

公开 ＡＩ相关专利申请近３万项，是 ２０１５年的两倍。过去 １０年，英国 ＡＩ领域的专

利申请活动增加了一倍以上。

报告指出，美国和中国在 ＡＩ专利申请的绝对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英国

ＡＩ专利申请增长速度与美国近似。报告还显示，首次在英国申请的专利中，绝大多

数（８８％）专利也在海外受到保护，这反映出 ＡＩ行业的全球性，以及英国申请人和

发明人希望寻求专利保护，并将其发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商业化的愿望。英国 ＡＩ

专利申请增长突出的领域包括交通、图像处理和电信。

报告指出，ＡＩ正日益融入现代社会，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专利和其他类型的

知识产权将在促进技术的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朱月仙　检索，黄玉茹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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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研究 ＩＰ权利穷竭制度

２０１９年６月，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ＩＰ）权利穷竭制度研究

报告。报告收集并量化相关数据以评估英国平行贸易的规模，并通过访谈了解利

益相关者对穷竭制度变化的看法。旨在通过评估和分析，为英国脱欧后知识产权

权利穷竭制度的选择提供参考。该研究由 ＵＫＩＰＯ委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Ｅｒｎｓｔ＆

ＹｏｕｎｇＬＬＰ，ＥＹ）开展，研究方法包括经济数据和平行贸易相关文献调查、与利益相

关者开展访谈以及电话调查。

　　１．文献调查结果

ＥＹ通过检索平行贸易和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制度相关文献，了解平行贸易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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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不同穷竭制度的优点和平行贸易的量化方法。文献调查结果如下：

（１）平行贸易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价差，它提供了套利机会。在诸如医药行业等

政府定价的行业中，由于市场力量无法平衡价格以应对套利机会，平行贸易将持续

存在。

（２）国内穷竭制度对知识产权持有者有利，并深受生产者青睐。原因在于国内

穷竭制度提供了创新动力，同时也消除了平行贸易商轻易从生产者和授权经销商

的投资中获益的能力。

（３）与国内穷竭制度相比，国际穷竭制度将强化竞争，有助于以更具竞争优势

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潜在利益。但另一方面，价格下降可能导致产

品质量降低或造成消费者混淆，由此国际穷竭制度也许会损害消费者利益。

（４）部分文献提出国际穷竭制度将扼杀创新，但由于缺乏实证研究，无法得出

确切结论，该论点受到了质疑。

（５）没有任何文献采用宏观经济模型对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所有因素进行

全面量化，使得很难判断出国家、区域或国际权利穷竭制度的整体优点。

（６）除医药行业外，目前其他行业关于平行贸易的数据很少，理论模型被用于

解释价差问题，大量学术研究缺乏定量分析，量化平行贸易存在挑战。

　　２．访谈结果

ＥＹ通过对多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试图了解有关平行贸易的数据、

规模、原因，以及穷竭制度变化对各行业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

（１）平行贸易在医药行业中占比较大（占药品进口总额的５％至１０％），因此有

足够的数据支撑实证量化。平行贸易在酒水行业（尤其是高端酒类）和部分汽车行

业（例如零部件供应链和售后服务市场）中规模也较大，大概占进口总额的 ５％。

而在快消品、食品和出版业，平行贸易规模很小，只占进口总额的１％至２％。

（２）只有出版行业从业者针对国际穷竭制度中可能出现的平行贸易规模发表

了看法，认为平行贸易将在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图书版本之间引起激烈竞争。多

数受访的利益相关者不赞成改变当前的区域穷竭制度。

（３）出版商和时尚饮品生产商明确支持建立国内穷竭制度。制药行业利益相

关者的观点存在分歧，制造商倾向于更严格的制度，经销商则更愿意保持区域穷竭

制度。经销商认为，尽管国际穷竭制度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监管

成本。

（４）大多数受访的利益相关者都反对采取国际穷竭制度，认为需要加强对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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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以解决消费者受损范围界定以及安全质量标准制定等问题。

（５）酒水、医药和出版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均认为单边的穷竭制度只能作为一项

临时措施。

朱月仙　检索，刘思晗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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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知识产权推进计划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总部召开会议，就《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２０１９》展开讨论。会议发布了《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２０１９》概要、全文及各府省重点

推进事项。

《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２０１９》是基于现有的知识产权成果，以实现价值设计社

会［１］为目标，为全面一致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而设立的。

［１］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１２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提出了《知识产权战略愿景》，指出日本今后的方向为打造＂价
值设计社会＂，即构想新价值，宣传新价值，获得世界共鸣和认可。

计划指出，价值设计社会的实现有三项重要因素：充分发挥个人优秀的潜力和

才能；充分融合各项才能，产生新的创意；获得对新创意的共鸣，实现新创意的价

值。今后将以解放个性为起点，紧密联系上述因素，通过摸索尝试而发展前进。

计划提出以下重点推进事项：

　　１．秉持“超越平均水平”理念，强化主体能力，促进挑战

（１）让具有创造性的顶尖人才活跃起来：日本将通过知识产权创造教育、未来

教室、特殊才能展示等项目选拔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以此推动社会对拔尖人才的了

解，扩大发挥才能的机会。

（２）建立初创企业支援机制：初创企业在实施价值设计时，往往难以正确构建

与业务相匹配的知识产权战略，如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共享，合理利用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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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融资等，因此今后将在此方面加以支援。

（３）支援各地区中小企业强化知识产权战略：今后将以制造业为对象，关注制

造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提出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保护请求。

（４）强化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基础：为了应对商业环境变化，不断修改知识

产权制度，从２０２０年开始着手制定农林水产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

（５）加强对假冒和盗版的打击：继续实施严格的监管制度，就假冒和盗版的应

对方案，探讨如何进行政府、私营部门一体强化支援。

　　２．融汇各项才能，激发新的创意

（１）促进开放创新。

（２）推动内阁府、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联合打造无形财产的创新生态系统。

（３）建立相关制度以促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合理利用：今后将在专利制度中

重点讨论如何区分仅由人工智能完成的发明和有发明人参与完成的发明。

（４）构建数字档案社会：２０１９年２月，日本公开测试了跨领域的综合门户网站

ＪａｐａｎＳｅａｒｃｈ，计划２０２０年正式投入运营，并不断完善。

　　３．获取共鸣，打造价值实现的有利环境

（１）鼓励各主体进行价值设计，通过设计思考经营方式加速创造新价值，以实

践和普及“设计经营清单”。

（２）构筑创造生态系统，培养和保留人才，增强无形财产在日本国内外的传播

能力，支援年轻创作者的创作活动，以推动无形财产的发展。

（３）改善国内外拍摄环境，支持影视作品。

（４）持续强化“酷日本”战略。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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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华为知识产权战略或发生重大变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ＣＮＢＣ（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认为，华为将向使

用其专利技术的美国公司收取更多专利费，以反击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持续压力，该

行为标志着华为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大转变。

据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报道，华为要求美国通信运营商 Ｖｅｒｉｚｏｎ支付 ２３０

余项专利的许可费用，总金额超过 １０亿美元。这些专利涉及核心网络设备、物联

网技术。ＣＮＢＣ认为，Ｖｅｒｉｚｏｎ并非唯一涉及华为专利纠纷的公司，未来华为可能向

更多公司收取专利使用费。华为创始人兼 ＣＥＯ任正非表示，华为的专利不会被用

作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武器。

　　１．华为拥有全球最多的５Ｇ技术 ＳＥＰｓ

根据知识产权分析平台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提供的数据，华为在全球范围内已获得超过

６９，０００项专利，涉及数据传输、网络流量管理等众多领域，另有 ４９，３７９项专利申

请。其中，超过５７％的专利申请目标国在中国，近 １８％在美国（华为的第二大专利

布局地）。虽然华为在 ４Ｇ标准必要专利（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ＳＥＰｓ）方面稍

落后于其他公司，但它是 ５Ｇ时代的领导者。根据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的报

告，华为拥有全球最大的５Ｇ技术专利组合（约１５５４项 ＳＥＰｓ），领先于诺基亚、三星

和 ＬＧ。

ＣＮＢＣ指出，尽管华为的网络设备并未被美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所使用，但鉴

于华为拥有大量的关键专利，除 Ｖｅｒｉｚｏｎ以外的其他美国运营商仍可能因为第三方

供应商而间接使用了华为的专利技术。

　　２．华为提起专利诉讼的原因分析

专利纠纷在科技和电信领域并不少见。比如苹果和高通之间曾发生过一些备

受瞩目的专利纠纷。２０１６年，诺基亚也卷入了与苹果的专利争端之中。ＣＮＢＣ报

道指出，由于华为许多终端设备依赖于美国研发的关键零部件，近期华为被美国列

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可能会威胁到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目前，华为已经被迫取

消了６月份的一个新款笔记本电脑的发布计划。此外，华为还调低了未来两年的

收入预期。华为 ＣＥＯ任正非表示，美国方面造成的持续困境可能会使公司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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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３００亿美元。

ＣＮＢＣ认为，虽然此前华为并未特别积极地就知识产权问题对其他公司提起法

律诉讼，但是考虑到持续的政治压力，华为的知识产权战略可能会发生变化，要求

Ｖｅｒｉｚｏｎ支付１０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或许只是第一步。ＩＤＣ高级电信研究经理 Ｎｉ

ｋｈｉｌＢａｔｒａ认为，华为可能一直知道 Ｖｅｒｉｚｏｎ在使用其专利，而之所以到现在才采取

行动，或许是因为公司一直在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反击。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公司 ＣＥＯＴｉｍ

Ｐｏｈｌｍａｎｎ表示，华为过去并不注重于收取专利使用费，是因为它在智能手机和网络

设备业务上增长非常迅速。与通过智能手机和基站获得的收入相比，专利使用费

只是九牛一毛。但是，面对美国等国家的全面禁令，华为可能希望从专利使用费中

获取更多收入。

　　３．美国提出立法提案

据路透社报道，６月１７日，美国参议员 ＭａｒｃｏＲｕｂｉｏ提出了一项立法提案，意在

禁止华为在美国法庭上提起专利诉讼。当然，该项提案距离正式成为法案还需要

很多流程。华为 ＣＥＯ任正非表示，如果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员 ＭａｒｃｏＲｕｂｉｏ的提

案，那么美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形象将会受到损害。

美国知识产权律师 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ｔｔｓｏｎ表示，若国会没有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直接立

法，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将继续为华为提供专利侵权索赔服务，与其他公司一样，华

为可以在美国法庭上提起任何专利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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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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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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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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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２０１９年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６大重点任务、１０６项具体措

施。

在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将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重大政策制定出台，深化知识产权“放管服”改革。具体措施

包括将整合专利、商标和地理标志政策、项目和平台，推动重大政策互联互通，统一

服务窗口和办事流程，推动实现知识产权业务申请“一网通办”等。

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完善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保护

长效机制建设，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并提出配合做好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深入推进“互联网 ＋”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开展侵权假

冒问题专项执法行动等具体措施。

在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方面，《推进计划》提出要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

效率，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质量导向，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完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具体措施包括健全专利审查质量保障体系和业务指

导体系，全面深化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囤积、恶

意注册行为，推进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等。

在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将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合

作水平，加强海外风险防控，并提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专利审查结果

认可和登记生效，研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推动建设国家层面的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等具体措施。

此外，《推进计划》还就做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制定，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

省、强市、强企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宣传，利用多双边场合积极宣传展示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成效等组织实施和保障工作提出具体措施。

据悉，联席会议办公室此前印发了《２０１９年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强国建设

工作要点》，与《推进计划》共同对全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有

力支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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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商标法生效

２０１９年６月，加拿大高林睿阁律师事务所（ＧｏｗｌｉｎｇＷＬ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析了加拿大新商标法的主要修订内容。加拿大新商标法已于 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１７日

生效，该法案推动加拿大知识产权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新法案将使加拿大

正式成为《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成员国，并且新法案采用了尼斯分类法。

这些措施将使加拿大的商标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步。

表１　加拿大新商标法主要修订内容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之前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之后

多类别申请只需缴付一笔 ２５０加币的申请
官费

政府将按类别收取申请费用。第一种类别

３３０加币，后每加一种类别多缴付１００加币

因为加拿大不是马德里成员国，所以加拿大

品牌所有者必须向每个司法管辖区分别提交

商标申请

加拿大品牌所有者可以通过马德里直接申请

国际商标

“使用”为商标的注册条件 获得注册不再需要使用声明

注册有效期１５年 注册有效期１０年

在异议期间不允许第三方通信 “异议证据”可直接递交给有关申请的审查员

可以随时提交续展请求
一般而言，续展申请仅在保护截止日期之前或

之后六个月内接受

申请时无需对商品／服务进行分类 只有在对商品／服务进行分类后，才能进行广
告、注册和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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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欧洲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３年战略规划》

【摘要】２０１９年６月 ２７日，欧洲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３年战略规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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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报告，报告提出了５大目标，包括提高员工敬业度、推动信息技术现代化、

加强质量管理、扩大欧洲专利网络、促进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对每一个目

标的关键措施以及未来４年将要实施的相关项目进行了介绍。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２０２３年战略规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

２０２３）报告，为确保能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优质服务，提出了 ５大目标，内容包括

提高员工敬业度、推动信息技术现代化、加强质量管理、扩大欧洲专利网络、促进自

身的可持续性发展。该规划还对每一个目标的关键措施以及未来 ４年将要实施的

相关项目进行了介绍。具体内容如下。

　　１．将 ＥＰＯ建设成一个高参与度、知识化且具有合作精神的机构

规划聚焦于那些能够协助员工实现职业潜能的相关领域以及发掘、吸引并留

住人才的方法。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措施包括：

（１）吸引人才。ＥＰＯ将采取更灵活的就业政策，包括提供高于社会基准的薪酬

与福利、通过针对性的招聘活动来弥补人才缺口、利用泛欧印章专业培训计划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ｎｅｅｓｈｉｐ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帮助有才能的应届毕业生在

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和 ＥＰＯ多元文化环境中获得宝贵的在职工作经验等，从

而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２）培养人才。通过混合式学习方法、提供初次管理人员培训、建立基于绩效

和能力的薪酬体系等手段，促进员工充分发挥潜力和提升技能，以提高员工工作水

平和环境适应能力。

（３）促进职业流动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ＥＰＯ将加强内部流动，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专利态势。同时，ＥＰＯ将加强与外部国家或国际机构的交流，以促进长期职业

流动、增加灵活性和减少官僚主义。此外，ＥＰＯ考虑提供远程工作计划，以帮助员

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４）进一步营造现代化、可持续、健康的工作环境。ＥＰＯ将实施全面的维修和

翻新工程，旨在为所有员工提供一个现代化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灵活性、创新性

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改善 ＥＰＯ建筑的状态，并降低其运行成本和能耗。

（５）改善沟通方式。ＥＰＯ将定期与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直接交流，并设立焦点小

组、主题会议等相关机制收集员工的意见，促进内部沟通。

（６）促进社会对话。ＥＰＯ鼓励任何形式的社会对话，包括与工作人员直接交

流、通过工会和员工代表进行管理方面的沟通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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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简化并更新 ＥＰＯ的信息技术系统

规划涵盖了简化与更新 ＥＰＯ信息技术系统的方法，包括使用一种单一的工具

以支持端对端（ｅｎｄｔｏｅｎｄ）专利电子审查程序、进一步对现有技术数据库进行投资

并特别关注亚洲的文件与标准等。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措施包括：

（１）通过模块化、可伸缩的方法构建专利工具，以支持端对端的专利电子审查

流程。该工具将促进业务流程变更和新业务功能的快速引入，从而使组织更加

灵活。

（２）改进现有的 ＥＰＯ工具并对高质量的现有技术数据库进行管理。ＥＰＯ将着

手对现有工具（ｅＤｒｅｘ系统、Ｔｒｉｍａｒａｎ平台、Ａｎｓｅｒａ工具集等）进行一系列改进，以提

高质量、生产力和用户满意度。

（３）发展新的在线用户。通过增加 ＥＰＯｗｅｂ站点的功能、加强客户关系管理系

统（ＣＲＭ）等方法，响应用户需求并减轻持续碎片化风险，为顾客提供优良服务体验

的同时提高效率。

（４）与其他知识产权局协同构建通用工具。ＥＰＯ将与其他知识产权局一起评

估建立和实施通用工具的可行性，以便为欧洲专利网络（ＥＰＮ）做出贡献。

（５）持续推进人力资源、财务、总务和文件管理等服务方面的数字化和现代化

进程。通过数字化自主服务，可以提高财务、人力和设施等管理流程的透明度，降

低管理负担。

（６）建立创新生态系统。ＥＰＯ将着手建立创新生态系统，使 ＥＰＯ员工和非营

利组织能够为客户提供满足专利审查流程各阶段需要的创新解决方案。

（７）建立 ＩＴ供应商管理功能并修订 ＩＴ采购政策。ＥＰＯ将审查与供应商的合

作规则，以确保 ＥＰＯ对供应商的业绩、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把控。

（８）提高 ＥＰＯ系统的灵活性、可靠性和安全性。ＥＰＯ将提供数据中心、硬件和

架构方面的基础设施，以实现全面数字化、端对端的专利审查流程。此外，ＥＰＯ将

加强 ＩＴ安全性，推动建设数字化工作场所。

　　３．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高效的服务

规划旨在确保 ＥＰＯ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包括用户对质量定义的认

同以及提供更加灵活的专利审查程序等。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措施包括：

（１）掌握现有技术。通过提供准确、可访问、完整的现有技术，确保审查员能及

时获取最新的现有技术文档，并利用翻译工具克服语言障碍，以应对技术信息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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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快速增长。

（２）提高质量。ＥＰＯ将制定内部措施，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以提高其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

（３）提供更灵活的专利审查流程。ＥＰＯ将为专利申请人提供标准化、及时性的

服务，专利审查程序时间的选择也将更具灵活性。

（４）鼓励协同工作和知识转移。ＥＰＯ将为审查员和手续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并

开发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同工作模式，有效促进知识转移。

（５）协调和简化专利审查程序。ＥＰＯ正在对专利审查程序进行评估，以确定短

期、中期和长期的措施以及不同的潜在行动方案，以帮助协调和简化专利审查程

序，从而向电子审查程序过渡。

（６）改进库存管理。ＥＰＯ将以一种兼顾灵活性和技术专业化的方式组织工作。

其内部评估系统将进行调整，以确保 ＥＰＯ在不断变化的专利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同

时保证员工的参与度。

（７）开发创新产品与服务。ＥＰＯ致力于借助员工的专业知识和工具的力量进

行创新和创造。

　　４．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欧洲专利制度和网络

ＥＰＯ将加强与各成员国以及国际伙伴国家专利局的合作，权衡为其他机构提

供的财政与运营方面的支持，以鼓励这些机构更积极地参与合作活动，确保高效率

及时地提供服务，并力图将合作活动的影响最大化。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措施包括：

（１）简化专利信息的访问。ＥＰＯ将继续为专利信息制定全球标准，以确保用户

能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获取数据，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此外，ＥＰＯ将持续为用户提

供培训和服务，帮助利用专利信息。

（２）促进对专利知识的获取。欧洲专利学院（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ｙ）将提供

知识产权培训，并通过定制培训等方式吸引所有利益相关者。

（３）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的影响。ＥＰＯ将修订合作协议相关条款，以确保合作

成果的效益，提高项目开展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的影响。

（４）确定合作的优先次序。ＥＰＯ将根据有助于加强欧洲专利网络（ＥＰＮ）的四

大支柱计划，与成员国密切磋商并制定新的合作项目。

（５）扩大欧洲专利制度和网络影响力。ＥＰＯ将通过签署确认协议、加强伙伴关

系和技术合作三种模式，构建一个高效的全球专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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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确保 ＥＰ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规划概述了确保ＥＰＯ实现财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计划。ＥＰＯ力图创建出一

个可供公众与私人利益相关方进行讨论与分析的平台（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此外，规划

还包含了减少碳排放量、降低能耗等方面的清晰目标。实现以上目标的具体措施

包括：

（１）加强治理。ＥＰＯ将在政治和企业层面加强管治。

（２）提高流程效率。ＥＰＯ将执行一项以公司风险登记为基础的实现全办公室

业务连续性和危机管理的政策，同时审查和改进关于 ＥＰＯ财务 ＫＰＩ演变的报告。

（３）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性。ＥＰＯ将通过门户网站和异常登记册向各方提供有

关 ＥＰＯ运作的直接信息，并定期对外报告相关理事机构管理会议的结果。

（４）传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ＥＰＯ将评估并采取行动以限制专利局对环

境的影响，期望达到新的环境可持续性水平。

（５）确保财政长期可持续性。ＥＰＯ将对其长期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评估，进一

步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欧洲专利制度。

（６）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衡量和评估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ＥＰＯ将与所有

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对现有发展作出有效反应并预测未来的变化，采取措施确保

其专利制度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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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乙二醇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战略物资，用于制造聚酯、炸药、乙二醛，并

可作防冻剂、增塑剂、水力流体和溶剂等。我国是全球最大乙二醇消费国，但由

于原料限制，我国乙二醇产能增速有限，对进口产品依赖度较高。高效催化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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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制乙二醇技术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等分析工具，对煤制乙二

醇的催化剂技术开展专利分析。

乙二醇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战略物资，用于制造聚酯（可进一步生产涤纶、饮

料瓶、薄膜）、炸药、乙二醛，并可作防冻剂、增塑剂、水力流体和溶剂等［２］。我国是

全球最大乙二醇消费国，但由于原料限制，我国乙二醇产能增速有限，对进口产品

依赖度较高。综合图７和表２分析，我国从２０１４年起，由于经过了“十二五”和“十

三五”的快速发展，煤制乙二醇在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发展，进

口产品的比例有所下滑。但是产能增长的同时需求也大幅增长，所以近 ５年我国

乙二醇的自给率仍低于４０％。

［２］刘凌云．我国煤制乙二醇产业发展研究［Ｊ］．当代化工研究，２０１６（１２）：７４７５．
［３］陈冬燕．中国煤制乙二醇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Ｊ］．上海化工，２０１８，４３（１１）：４３４５．

图７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７年我国乙二醇进口及国内产品规模统计（单位：亿元）

表２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我国乙二醇供需表［３］

　　１．乙二醇生产工艺

根据原料来源，乙二醇的生产工艺可以分为乙烯法和合成气法两大类，如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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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乙烯法的原料是石油，合成气法的原料是煤。目前，６０％的乙二醇是由石脑

油路线制得的，但是这个路线依赖石油，副产品多、能耗大、成本高。我国在煤制乙

二醇路线上具有原料优势，且煤制乙二醇具有成本优势。煤制乙二醇又分为直接

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法由合成气（ＣＯ＋Ｈ２）直接合成乙二醇。此方法原子利用

率高，该技术的关键是催化剂的选择性与寿命。间接合成法主要有 ４种工艺：草酸

酯法（ＣＯ氧化偶联）、甲醛和 ＣＯ羰化法、以甲醇和甲醛为原料的氧化还原法以及

甲醛缩合法，其中草酸酯法（ＣＯ氧化偶联）因其反应条件温和、选择性高，最具工业

发展前景。

图８　乙二醇生产工艺路线图

目前全球掌握煤制乙二醇技术的团队有很多，国外以日本高化学技术为代表，

国内有中科院福建物构所、上海浦景、湖北华烁、中科远东、中石化和上海戊正等多

家技术专利持有者。虽然煤制乙二醇技术专利持有者众多，但都是以草酸酯路线

为根本，各家技术仅在专利费用、产品消耗、反应器设计和催化剂性能等方面有一

些差别［４］。

［４］李金洲，赵霄鹏，张敏，朱伟娜，杨丽超．煤制乙二醇产业竞争力分析［Ｊ］．煤炭技术，２０１９，３８（０３）：１７０１７２．

当前煤制乙二醇产业中采用的技术主要有：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煤制乙二醇技术，如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及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的

装置；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技术，如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装置；ＷＨＢ技术，

如阳煤深州化工有限公司；日本宇部兴产株式会社技术，如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生产装置。

０２ 知识产权动态



　　２．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专利概况

高效催化剂的制备是煤制乙二醇技术的关键环节，本文针对煤制乙二醇的催

化剂技术开展专利分析。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７月，在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专利

７２９８件，其中，中国专利２３６７件。

　　（１）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从全球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的专利申请时间分析，１９８１年经历了一个专利

申请小高峰后，较长一段时间维持在年申请量 １００件左右的水平，２０１０年起，申请

增速明显，近几年进入了申请最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专利申请量仍将居高

不下［５］。

［５］受专利公开滞后影响，近 ３年的专利量仅供参考。

图９　全球专利申请时间（单位：件）

图１０　主要国家／地区专利申请趋势（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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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国家／地区的专利申请趋势分析，第一个申请小高峰主要由日本企业的

研发活动引领；中国为近几年申请高峰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全球专利地域布局

从全球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的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析，中国、日本、美国是

该技术的研发机构最关注的潜在市场，在这 ３个国家布局的专利最多。其中，中国

位居第一（２３６７件），日本第二（１１４７件），美国第三（６９５件）。其他国家／地区的受

理量为：德国（４１０件）、英国（３８０件）、法国（２０３件）、韩国（２０３件）、加拿大（１７６

件），荷兰（１４７件）、比利时（１４４件），另外，欧洲专利局受理 ２２４件，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受理１６６件。

　　（３）全球主要研发机构

从全球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分析，中国石油化工公司

（２６３件）、中国科学院（２５５件）和松下公司（１８４件）是在该技术的主要研发机构。

同时，进入前十位的还有 ＢＡＳＦ公司（１７６件）、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１５６件）、三井

化学公司（１０８件）、壳牌公司（１０１件）、ＴＥＸＡＣＯ公司（１０１件）、ＨＯＥＣＨＳＴ公司

（８８件）和日本宇部技术公司（８２件）。从进入排名前 ２０的研发机构分析，该领域

的研发机构主要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并且公司占比较大，另外参与研发的

还有研究机构和高校。

表３　全球主要研发机构（单位：件）

申请人 专利数量 申请人 专利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公司 ２６３ ＨＡＬＣＯＮ公司 ７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５５ 大西洋富田公司 ６９

松下公司 １８４ 环球石油公司 ６５

ＢＡＳＦ公司 １７６ ＫＯＧＹＯＧＩＪＵＴＳＵＩＮＣＨＯ ６２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 １５６ ＢＡＹＥＲ公司 ６０

三井化学公司 １０８ 陶氏化学公司 ４７

壳牌公司 １０１ 英国石油公司 ４６

ＴＥＸＡＣＯ公司 １０１ 天津大学 ４５

ＨＯＥＣＨＳＴ公司 ８８ 德国 Ｄｅｇｕｓｓａ公司 ４３

日本宇部技术公司 ８２ 天津大力神化工公司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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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中国专利概况

中国受理专利２３６７件，主要来自高校、化工企业和科研院所。从机构性质分

析，参与研发的大学数量最多，但申请量最多的是化工企业巨头中国石油化工公司

和科研机构中科院。中科院参与研发的二级院所有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

表４　中国主要研发机构（单位：件）

申请人 专利数量 申请人 专利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公司 ２６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２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５５ 沈阳化工大学 ２２

天津大学 ４５ 北京工业大学 ２０

江苏大学 ３８ 华南理工大学 ２０

太原理工大学 ３８ 济南大学 ２０

浙江大学 ３７ 华东理工大学 １９

北京化工大学 ３１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１９

常州大学 ２９ 河北工业大学 １７

复旦大学 ２５ 南京大学 １７

陕西科技大学 ２５ 厦门大学 １７

东华大学 ２４

从中国受理的２３６７件专利法律状态分析，目前授权有效的专利 ７８３件，占比

３３％；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的专利８０２件，公开专利５０件，另外有７３２件专利因撤回、

未缴、驳回、放弃、权利用尽等原因而失效。整体来看，中国专利的失效率较低。

　　３．小结

　　（１）中国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起步晚，发展快

中国、日本、美国是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最受关注的潜在市场。美国、日本

等国家发展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较早，尤其是日本在 １９８１年引领了煤制乙二醇

催化剂专利申请的第一个小高峰。中国成为后起之秀，为近几年的申请高峰做出

了重要贡献。

　　（２）公司是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的主要研究单元

中国石油化工公司、中国科学院、松下公司、ＢＡＳＦ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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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化学公司、壳牌公司、ＴＥＸＡＣＯ公司、ＨＯＥＣＨＳＴ公司和日本宇部技术公司是煤

制乙二醇催化剂技术的主要研发机构，主要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中国在

该领域较为活跃的研发机构主要来自高校、化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其中，参与研发

的大学数量最多，但申请量最多的是化工企业巨头中石化公司和科研机构中科院。

赵　萍（文献情报中心情报分析与知识产品研发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创新成果在深交所路演

２０１９年６月 ２６日，主题为“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 ２０１９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

成果路演活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智能物流”、癌症精准“无创手术刀”、机场

安检智能识别系统、绿色激光清洗技术、航天云立方等一批中科院自主创新成果登

台演示，寻求与社会行业企业、投融资机构深度合作，探索科技与金融有效融合，共

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本次路演活动，中科院设立的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弘光专项”，现场发

布“现代物流体系的核心智能装备”、“先进空气压缩储能”、“医用重离子加速器”、

“深度学习处理器”、“第三代智能农机双创支撑平台”等 ８项具有深厚科研积累的

科技成果。

中科院支持院属机构通过创新创业形式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速科技成

果产业化进程的“ＳＴＳ（科技服务）双创项目”，也展示发布“分子影像导航手术系

统”、“毫米波智能人体全息成像感知技术”、“基于机器视觉的高端智能相机”、“血

栓弹力图检测系统”、“高性能低成本轻型航空发动机”、“全球低轨物联网通信卫

星星座”等为代表的一批原创项目成果。同时，依托中科院创新成果创建的“中科

慧远”、“中科微光”、“九天微星”、“中科天塔”等一批已初具商业规模企业也携各

自创新产品亮相，期待资本市场青睐、合作。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院士致辞指出，面对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

题，科技成果如何实现高效转移转化，仍然是长期以来困扰产学研各界的难题，当

天的路演活动正是科技和金融有效融合的积极探索。他希望金融资本、天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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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以及产业资本等社会资本能通过对科技成果的关注介入，加快推动科技

成果向产业界的转移，实现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打通科技与经济之间的

通道，从而形成新时代的科研范式，助力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领高地。

深交所副总经理彭明称，中科院此次路演活动是打通科技创新链条重要尝试，

深交所非常愿意为促进资本与科技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平台。下一步，深

交所将对接中科院下属产业平台，组织专场路演，共同构建从知识产权（ＩＰ）到上市

发展（ＩＰＯ）的培育服务体系。

据了解，中科院１００多个院属机构目前正实施处于转移转化不同阶段的产业

化项目超过１万个，其中包括已为社会企业产生销售收入的项目 ４０００余个。２０１８

年，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使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人民币 ４５９５亿元、新

增利税５７２亿元。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ｃｍ／２０１９０６／ｔ２０１９０６２７＿４６９７１２８．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７日

中科院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工作总结交流会在京举行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中国科学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工作总

结交流会在京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研

究所等２２家院属贯标单位，以及 １６家知识产权认证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

员共７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２０１８年中科院部署 ３２家研究所开展《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

作，作为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和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的

重要举措；目前，各所贯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连化物所和长春光机所分别于 ５

月８日和６月５日通过中规（北京）知识产权认证公司的现场审核，并已获得体系

认证证书，为中科院分期分批推进贯标工作创造了良好开局，也为后续院内其他单

位开展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本次会议，科发局组织已经通过标准

认证的大连化物所和长春光机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中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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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与感受；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分享了关于标准认证审核方面的经验与体会，

与会代表围绕知识产权贯标工作进行了交流与研讨。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雷筱云司长在总结时对中科院贯标工作

的思路和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针对当前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方面要充分总结并凝练中科院开展贯

标工作的经验和模式，稳步推进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贯标和认证工作；另一方面要提

升认证机构的水平，规范认证活动，加强监督和管理；从根本上提升创新主体的知

识产权管理水平，促进创新的提质增效。

下一阶段，中科院贯标工作将在科发局统一指导下，由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

心牵头组织实施。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９０７／ｔ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４６９７５８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７日

上海分院等举办沪甬科技合作成果推介洽谈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上午，沪甬科技合作成果推介洽谈会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举行。活动由上海分院、宁波市科技局共同主办。

本次洽谈会以“推进沪甬科技融合 共促区域创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围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沪甬合作，加强沪甬高校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的科技

合作交流，实现两地资源互补和共享、共同促进长三角领域的经济发展。

活动邀请了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高等研究院、

声学研究所东海站，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科学院、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

心、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等 １２家单位的 ４０余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

人及科学家代表参会。会上共有８家单位进行项目推介，其中签约 ６项、签约金额

１３１０万元；与会企业３０余家，企业技术需求现场对接３６项。

会上，上海分院副院长瞿荣辉致辞，宁波市科技局局长黄志明介绍了宁波科技

发展情况及科技政策等。会后，宁波各设区县科技部门与企业代表分组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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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系统所、上海硅酸盐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校相关实验室或

园区。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９０７／ｔ２０１９０７１１＿４６９９２１８．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７日

上海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访问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上午，上海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军一行 ５人到中国

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访问，就专利数据库建设、专利分析及产业服务等业务工

作进行调研交流，双方举行座谈交流会。会议由中心主任张志强主持，中心副主任

杨志萍及科技处、战略情报部、学科咨询服务部等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张军首先介绍了上海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的基本概况、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的主要职能任务。张志强重点介绍了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业务发展情况和核

心业务体系，特别是围绕专业科技智库建设的战略定位、“六位一体”的智库发展体

系和智库建设发展成效和影响。

随后双方围绕专利数据平台建设及产业化，专利数据分析、数据采集及数据可

视化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双方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与联系，深化在人才、平台及项

目等方面的合作。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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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７日

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研讨人工智能知识产权趋势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至 １９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和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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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联合举办“人工智能：解码知识产权”（ＡＩ：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ＩＰ）研讨会。富而德律师事

务所（ＦｒｅｓｈｆｉｅｌｄｓＢｒｕｃｋｈａｕｓＤｅｒｉｎｇｅｒ）知识产权律师 ＳｏｎｊａＭｒｏβ解析了会议要点，主

要包括：（１）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重点；（２）数据拥有者和使用者之争：数

据共享协议可能有助于解决拥有大量数据的大公司与迫切需要使用数据的小公司

之间存在的问题；（３）责任或义务可能为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带来挑战；（４）立法

滞后于技术发展，立法的不确定性正在影响企业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战略；（５）发

明人必须为人类的原则；（６）人工智能伦理处于萌芽阶段；（７）知识产权法和竞争

法尚未平衡；（８）ＡＩ机器人评委和审查员尚未成为现实；（９）现有的专利制度能为

各种 ＡＩ相关的发明提供足够的保护；（１０）合作可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接近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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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宣布商标新规则

２０１９年７月，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了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非美国本

土商标申请人、注册人以及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诉讼当事人都必须由在美国执

业的律师代理处理在 ＵＳＰＴＯ的所有商标事宜。该要求适用于所有永久合法居住

地或主要营业地点在美国境外的商标申请人、注册人和当事人。此外，需确定代理

律师具有良好的信誉，并能提供律师会员资格信息。ＵＳＰＴＯ商标负责人 Ｍａｒｙ

ＢｏｎｅｙＤｅｎｉｓｏｎ指出，全球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要求，该新规则将有助于提高提交至

ＵＳＰＴＯ文件的质量。据悉，该商标新规则的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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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出量子创新知识产权和国际标准化战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日，日本内阁府第４５次综合科学技术创新大会发布了《量子技

术创新战略中期整理案》。提案指出日本在基础理论与基础技术方面的研究具有

优势，因此受到了欧美国家的关注。但是与美国、欧盟和中国等相比，日本在量子

技术的研发投资方面处于劣势。提案指出，今后将重点推进以下五种战略：（１）技

术发展战略：重点支援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量子测量和量子传感、量子密钥和量

子材料技术领域的研发；（２）国际战略：展开国际间的战略合作，实施安全保障贸易

管理；（３）行业和创新战略：建立国际研发据点、扩大支援相关创业企业，实施产业

创新战略；（４）知识产权和国际标准化战略：基于“开放和封闭（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ｄ）战略”，

促进产学合作和开放式创新。在大型 ＩＴ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实施战略性知识

产权管理，灵活选择对研发成果相关技术进行保护，并促进技术的应用。同时，促

进大学技术和企业需求的匹配；（５）人力资源战略：在大学中实施统一的量子技术

教育体系，培养优秀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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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研究领先利基企业知识产权现状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对２０１３年评选出的前一百位利基（Ｎｉｃｈｅ）

企业［６］开展追踪调研，分析各企业五年后在研发、制造、海外销售、知识产权管理、

国际标准化应对、人才保留和信息收集方面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９７．３％的企业

选择日本国内作为研发据点，另外，北美、中国和欧洲也是热门的海外研发据点。

在知识产权策略方面，４５．８％的企业为自己的核心技术申请了专利；３３．３％的企业

将重要技术作为企业机密，仅在其他企业对此项技术产生威胁时才进行专利申请；

１２．５％的企业认为专利一旦公开，极易受到仿制，因此不会为技术申请专利。在国

际标准化应对方面，４２．５％的企业正努力使生产产品符合相关国际标准；１６．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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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正努力使企业技术符合相关国际标准，同时致力于使国际标准以外的技术产

生利益；但有２６．０％的企业认为无需应对国际标准化问题。

［６］利基企业是指以现有企业活动的行业和市场的缝隙领域为对象开展业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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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分析 ＡＩ专利申请现状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现状报告，调查对象为人

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相关专利（国际专利分类 Ｇ０６Ｎ）和人工智能在各技术领域的应

用专利，调查结果如下：２０１７年日本国内 ＡＩ相关发明专利申请量约为 ３１００件，与

上一年相比增加了６５％。其中，ＡＩ核心技术相关申请为 ９００件，与上一年相比增

加了５５％。近年来，ＡＩ技术相关发明主要运用了机器学习技术。２０１４年以来，涉

及深度学习的相关专利迅速增加，２０１７年，日本国内专利申请约一半运用了深度学

习技术。ＡＩ应用领域涉及图像处理、信息检索和推荐、商业相关业务和医疗诊断的

专利数量突出。同时，近年来，控制和机器人领域的专利数量也有所增加。就 ＡＩ

核心技术相关专利申请状况来看，五大专利局（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申请

数量和 ＰＣＴ国际申请数量都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和美国申请数量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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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推出创新者知识产权保险计划

２０１９年６月，新加坡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Ｓ）与劳式亚洲（Ｌｌｏｙｄ＇ｓＡｓｉａ）、Ａｎｔａｒｅｓ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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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ｓｉａ公司合作，宣布推出一项旨在支持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创新者知识

产权保险计划（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ＩＰＩＩＩ）”。该计

划为企业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可能产生的法律费用提供保险。根据 ＩＰＩＩＩ，拥有

新加坡专利、商标或外观设计的企业可以利用该保险政策，支付知识产权实施或防

范知识产权侵权指控的法律费用，帮助企业大幅降低成本。ＩＰＯＳ指出，制定这一举

措是由于以无形资产形式创造的价值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同时越来越

多的企业依靠数字化来发展和进入全球市场。知识产权保险等新兴举措将巩固新

加坡的金融和法律中心地位，并支持创新企业和企业家利用知识产权进军海外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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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拟投入５４００万美元促产学研合作

２０１９年６月，加拿大政府正在筹集 ７３００万加元（５４００万美元）用于促进大学

和产业界的合作。科学和体育部长 ＫｉｒｓｔｙＤｕｎｃａｎ指出，五年资助计划中大部分的

资金将用于增强当地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为学生就业做准备；第二个项目则是为大

学产业创新基金（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提供资金，用于加拿大近８０个产

业合作项目。学生将在虚拟现实、３Ｄ打印、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等新兴领域与中

小企业合作开展１００多个项目，数百名行业专家、学生和教师将接受先进制造和下

一代产业技术的培训，更重要的是它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该资金是加拿大科

学愿景的一部分，也是政府承诺的用于科学研究的１００多亿美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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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会：数字盗版对美国经济影响巨大

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商会全球创新政策中心（ＧＩＰＣ）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经

济咨询公司（ＮＥＲＡ）联合发布《数字盗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Ｐｉｒａｃｙ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报告。报告指出，２０１７年美国电影和电视制作

产业产生２６０万个工作岗位和约２２９０亿美元的经济收益。随着视频流媒体行业的

发展，数字视频盗版行为急剧增加。全球约有 ５００个授权的在线视频门户网站，研

究显示８０％以上的盗版行为都归因于流媒体。总体而言，每年约有 ２６６亿人观看

盗版的美国电影，约有１２６７亿人观看盗版的美国电视剧。报告研究了盗版阻碍流

媒体带来的经济增长和进步的机理，采用数字盗版的宏观经济模型，估计全球网络

盗版使美国经济每年至少损失 ２９２亿美元。报告认为，数字盗版导致美国经济遭

受重大损失，政府和产业界应合作使消费者了解盗版的危害，同时扩大侵权案件的

法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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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创投媒体报道产学合作关系改善技巧

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医疗创投媒体 ＭｅｄＣｉｔｙＮｅｗｓ报道了在旧金山举行的 ＷＳＲＧ

医疗设备会议。会上，商业和技术专家小组讨论了如何使产业界和学术界成功建

立联系，并使这两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目标一致、相互理解。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技

术管理办公室 ＳｕｎｉｔａＲａｊｄｅｖ指出，想从大学获得许可的公司应清楚地说明技术的

用途。若技术有多个应用领域，则公司和大学应围绕可开发的领域进行深入的讨

论，而不仅仅基于公司现有的业务架构。另外，双方协调确定技术商业化的时间表

和重要进程也非常重要。生物技术初创企业Ａｌｅｓｓ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ＪｏｈｎＭａｒｏｎｅｙ指出，公司和大学达成许可协议之前，潜在的被许可人还需要开展一

些具体的工作，如确定技术需求、是否是授权的专利或仅为专利申请、知识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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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以及技术的自由实施（ＦＴＯ）检索和分析。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前

主任 ＫａｔｈｙＫｕ指出，企业和大学的许可谈判是为一段健康、长期的关系打下基础，

这必须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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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ＭＢＩＯ报告强调
美国大学技术转让促进经济增长

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ＡＵＴＭ）和生物技术创新组织（ＢＩＯ）联

合发布《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美国大学／非营利组织发明对经济贡献度》（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９６２０１７）研究

报告。报告肯定了大学技术转让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为疾病提供新疗法以及促

进就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报告指出，１９９６至 ２０１７年，大学技术转让使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达８６５０亿美元，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产生５７０万个工作岗位。

报告指出，这些信息体现了《拜杜法案》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该法案于 １９８０年在国

会通过，推动了大学开展技术许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通过利用专利和研究人员

的独创力，为美国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其在创新方面超过全球其他国家。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ａｕｔｍ．ｎｅｔ／ａｂｏｕｔ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ａｕｔｍ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ｕｐｄａｔｅ／ａｕｔｍ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ｕｐｄａｔ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９

原文标题：ＡＵＴＭＢＩＯＲｅｐｏｒ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ｏ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

以色列研究人员：人工智能改变商标检索方式

２０１９年６月，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研究人员 ＩｄａｎＭｏｓｓｅｒｉ，Ｍａｔａｎ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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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ｏｖｓｋｙ和 ＧａｌＯｒｅｎ分析人工智能工具未来如何改变商标的检索方式。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有助于商标审查的相似性检索。目前知识产权局的审查工作是通过手动

完成，审查过程缓慢，需要商标审查员在数据库中进行大规模的检索，并通过人工

比对申请的商标与授权商标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而使用人工智能将使整个审查

过程更自动化。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明人工智能使检索即时成功率提高到近

８０％，并节约知识产权局 ５倍的时间和资源。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商标相似性检索

未来发展可期，并建议其他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政府机构考虑利用人工智能改善审

查员和用户的商标检索流程。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ｉｐｏｆｆｉｃｅｓ／ｈｏｗａｉｗｉｌ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ｅ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原文标题：ＨｏｗＡＩｗｉｌ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ｅ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发布２０１８年学术机构专利牵制力排名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日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对象，统计分析

了２０１８年专利审查驳回理由中机构专利被引用的情况，编制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专

利牵制力排名。排名靠前的机构持有先行技术且这些技术对其他企业最近开发技

术的专利授权产生了一定牵制力和阻碍。第一名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共有

１０６１件专利被引用。其中，被引用最多的专利是“应力发光体及制造方法”，大日

本印刷公司提出的６件专利申请的审查驳回理由均引用了该件专利。２０１８年，受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专利影响最大的企业是松下（２２），其次是理光（１９）和东芝

（１６）；第二名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共有 ４１９件专利被引用。２０１８年，受科学

技术振兴机构专利影响最大的企业是东芝（１０），其次是理光（９）和 ＮＴＴ（８）；第三

名为东京大学，共有２８３件专利被引用。２０１８年，受东京大学专利影响最大的企业

是 ＮＴＴ（７）和大日本印刷（７）。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ｊｐ／ｎｅｗｓ／２０１９／０６／ｆｃｉｔｕｎｉｖ．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大学？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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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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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在多国申请“鸿蒙”操作系统商标

２０１９年６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和关系副总裁 Ａｎｄｒｅ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表

示，华为正在推出“鸿蒙”（Ｈｏｎｇｍｅｎｇ）操作系统，以取代美国的 Ａｎｄｒｏｉｄ操作系统。

该华为高管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５月份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禁止华为

与美国的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华为手机操作系统供应商）等科技公司开展业务，因此，华为推

出替代品。目前鸿蒙主要在中国接受测试。如果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鸿蒙将

在几个月内推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数据显示，华为已经在很多国家申请

了“鸿蒙”操作系统商标。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ｒｎ．ｃｏｍ．ａｕ／ｎｅｗｓ／ｈｕａｗｅｉｓａｙｓｉｔｓｒｅａｄｙｉｎｇ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ｏｎｇｍｅ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ｏｌｌｏｕｔ５２６７１７

原文标题：Ｈｕａｗｅｉｓａｙｓｉｔｓｒｅａｄｙｉｎｇ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ｏｎｇｍｅ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ｏｌｌｏｕｔ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

阿迪达斯三条纹商标被判无效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Ｕ）维持了

２０１６年的一项判决，即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撤销阿迪达斯（Ａｄｉｄａｓ）关于在“任

何方向”上使用三条纹的商标，并禁止其在欧盟地区的产品上独家使用三条纹的著

作权。目前该商标是以黑色为背景、由三条宽度相同的线条组成、并从左到右倾

斜。法院认为该商标的图形标记并非由一系列规则的重复元素组成，是一种普通

的图形标记，没有任何独特性。根据法院的判决，阿迪达斯的三条纹在任何一个方

向上的倾斜都不应该在２０１４年成功注册为商标。据悉，在接下来两个月内阿迪达

斯可以向欧盟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Ａｄｉｄａｓｌｏｓｅｓｂｉｄ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ｓｔｒｉｐｅ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ｉｎｔｈｅＥＵ

原文标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ｚｅｅｎ．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ａｄｉｄａｓ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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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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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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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封面设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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