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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专利行政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专利行政报告》，主要介绍了日本

以及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动向，包括专利申请、授权、审查状况、以及重

点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状况等，并就全球知识产权环境治理提出建议。

　　１．知识产权现状和趋势

近十年以来，日本专利申请和ＰＣＴ国际申请数量自２００９年以后呈现出逐渐减

少的趋势，２０１５以后基本保持不变。２０１８年，日本专利申请量为 ３１３５６７件，与

２０１７年相比有所减少；由日本专利局受理的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４８６３０件，较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２５％，达到历史新高。日本专利审查请求量自２００９年起无明显变化，

２０１８年达到２３４３０９件。２０１８年，从向日本专利局提出申请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

平均需要９３个月，从提出申请到获得授权平均需要１４１个月。日本发明专利授

权量保持在每年１７万件左右，专利授权率呈现增长态势，这表明申请人提前对申

请专利实行了严格的筛选，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由量到质的稳步提升。

从日本专利授权后的维持时间来看，授权后５年、１０年、１５年维持率分别为８８％、

５４％和１３％。

２００８年全球专利申请量为１９３万件，２０１７年达到３１６９万件。２０１０年以来，

全球各国家／地区的本国和外国专利申请均呈现增加趋势，２０１７年全球专利申请相

较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１４％。增长主要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中国居民专利

申请数量的大幅增长，其次是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日本专利局。随着全球专利申请

量的增加，全球专利授权数量也有所增加。相对于２００８年的７８２万件，近十年内

增长了约０８倍，２０１７年达到１４０５万件。近十年间，全球非居民专利授权量增长

了０７倍，２０１７年非居民专利授权量约占总量的４０％。从全球授权专利权利人所

属国家／地区来看，中国专利授权量位居首位（３５３万件），其次是日本（２８６万件）

和美国（２８６万件）。

全球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一直增长，２０１８年达到２５２３８４件，创

历史新高，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持续活跃。其中，美国位居首位，占全球总量的

２２％；中国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同比增长９１％，达到５３３４４件，位居第二；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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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７３％，达到４９７０６件，创历史新高，这说明日本

企业专利活动更趋全球化，对ＰＣＴ国际申请优势的认识有所提高。

从五大专利局受理的海外专利申请比例来看，２０１７年，中日韩三国专利局占

１０％至２２％，而美国和欧洲专利局约占５０％。除五大专利局以外，位于大洋洲、南

美洲和北美洲的大多数专利局受理的海外专利申请多于国内申请。由此可见，世

界范围内专利申请呈现出了全球化趋势。

　　２．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动向

２００７年以后，日本受理的专利申请量在所有领域均呈现下降趋势，但２０１３年

到２０１４年，“商业方法”、“控制”、“生物技术”和“机器零件”领域申请量有所增加。

从整体来看，中国和韩国专利申请量一直在增加，特别是中国急剧增长。其他国家

及地区专利申请量在“电气机械、电气装置、电能”领域呈减少趋势，而中国仍保持

增长。到２０１４年，美国在“计算机技术”和“商业方法”领域专利申请量持续远超其

他国家和地区，但自２０１５年后，中国在该领域已超过美国。欧洲各国在“发动机、

泵、涡轮机”、“机器零件”和“运输”领域专利申请量仅次于中国，位居第二。

　　３．日本专利管理相关举措

日本为支援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在全球的知识产权活动，实现“世界最快、

最高品质的专利审查”，同时加快Ｉｏ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发及商业应

用，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１）保证快速专利审查：加快专利审查进程，提高注册审查机构对现有技术文

献的调查效率，保障必要的审查人员；完善快速审查制度，针对关联专利申请和外

国相关专利等重要申请实施超快速审查制度，比常规快速审查更早、从申请到授权

的周期更短。

（２）保证高质量的专利审查：维持和提高专利审查质量，达到国际认可的高质

量专利的标准；推进专利审查质量管理，包括品质保证、品质检证、品质管理的外部

评价；符合全球通用的稳定专利权设定，完善现有文献调查，改进检索基础，包括修

订、维护Ｆｔｅｒｍ和增加标准相关文件等，修订与完善国际 ＩＰＣ分类号，应对全球化

的品质管理，以及完善专利审查标准；修订新技术审查标准。

（３）与各国专利局合作：加强国际间的工作经验分享。扩大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ＰＰＨ）使用国家范围，积极与各国专利局协商制定同一标准审查，提升ＰＰＨ便利性

和实效性。实施日美协同先行技术文献调查试行计划。促进国际专利审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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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推进专利授权顺畅化（ＣＰＧ）、“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和 ＰＣＴ协同工作调查。

采取国际专利制度协调措施，加快国际审查合作，为协调国际间的专利制度开展各

国间会面与商讨。就ＰＣＴ国际申请，管理相关国际调查。

（４）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举措：制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指南》和《标

准必要相关判定指南》。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ｎｅｎｊｉ／２０１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０３００

原文标题：特许行政年次报告书２０１９年版 知财の视点から振り返る

平成という时代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

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２０１９年大学概况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９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大学概况报告２０１９：全面扩大产学

研合作》和《产学研合作构筑实例集》，旨在比较日本各个大学产学研官合作实施举

措，确定大学自身优势和发展特征，挖掘改善空间。该报告基于经济产业省实施的

《大学和企业中的产学研官合作现状调查》和文部科学省实施的《大学等的产学研

官合作实施状况调查》，对日本Ｔｏｐ３０的大学进行了研究和排名。相关结论如下。

　　１．共同研究

共同研究获得收入的前三名分别为东京大学（９５１１亿日元）、大阪大学

（７３７６亿日元）和京都大学（５９１１亿日元）。共同研究实施数量最多的是东京大

学（２１３７件）、大阪大学（１３５４件）和东北大学（１１９５件）。

大型共同研究研发费用收入前三名分别为大阪大学（５０２０亿日元）、东京大

学（４６２５亿日元）和京都大学（３２７９亿日元）。大型共同研究实施数量最多的是

东京大学（１４８件）、大阪大学（１２０件）和京都大学（９６件）。

报告指出，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７年，日本大型共同研究实施数量不断增加。大型

共同研究实施数量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仅为４１％，但从经费来看，大型共同研究费

用约占总量的４７３％。

日本产学研官合作本部中，与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研究并实施了相关企划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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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大学相较未实施的大学，大型共同研究实施率更高。

　　２．受委托研究

日本大学受委托研究数量前三名分别为东京大学（１７４３件）、京都大学（１０２３

件）和大阪大学（９７７件）。委托研发经费收入最多的是东京大学（３５０７４亿日

元）、京都大学（２４１６７亿日元）和大阪大学（１６７７６亿日元）。

　　３．专利

日本大学专利申请量前三名分别是东京大学（７１２件）、大阪大学（６１２件）和

京都大学（４３７件）。专利拥有量最多的是东京大学（３３４２件）、东北大学（３０２４件）

和京都大学（２１４３件）。专利实施数量前三名分别为东京大学（３５２３件）、京都大学

（１３５６件）和关东学院大学（１１２７件）。东京大学（４１７％）、札幌医科大学

（４００％）和京都大学（３１９％）专利实施许可的比例最高。专利实施收入前三名分

别为东京大学（８０５亿日元）、京都大学（６４０亿日元）和东京工业大学（２７６亿日

元）。平均每位研发人员实施专利所获得的收入前三名分别为东京工业大学（２０８

万日元）、京都大学（１２６万日元）和东京大学（１２万日元）。

王雯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１９０７１９００７／２０１９０７１９００７．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大学ファクトブック２０１９」及び「「组织」!「组织」の本格的产学连携

构筑プロセス
"

例集」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９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８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报告。报

告对ＵＫＩＰＯ本年度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指出ＵＫＩＰＯ在实现战略目标方面取得

了卓越进展，包括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打造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环

境、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等。具体内容如下。

　　１．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

报告指出，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是ＵＫＩＰＯ的工作核心。２０１８

４ 知识产权动态



２０１９年，ＵＫＩＰＯ的客户满意度达到 ８７５％；受理商标申请 ８７１３３件，同比增长

１１４％；受理外观设计申请２５１３１件，同比增长１４６％。专利申请方面，ＵＫＩＰＯ在

两个月内处理了９５％以上的专利加快审查请求，并完成了８５％的专利检索，消除

了大多数技术领域的专利积压。

ＵＫＩＰＯ已改进了商标和设计的ＩＴ系统，为英国退出欧盟做准备。未来ＵＫＩＰＯ

将继续发挥自身在知识产权授权及相关服务方面的优势，提供及时、可靠、优质的

服务，开发点对点数字化服务并改进数据服务。

　　２．打造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环境

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制度，但这只是一部分。ＵＫＩＰＯ希望从法律、政

策框架到知识产权知识水平和权利保护能力，整个知识产权环境都将达到世界领

先地位，并且为创新创造提供激励。为实现以上目标，ＵＫＩＰＯ制定了三个方面的

策略。

　　（１）制定法律和政策框架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除了为英国脱欧做准备，确保所有退欧相关的法定文件起草完

毕并按照立法机构的要求准备就绪之外，ＵＫＩＰＯ还积极制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和政

策框架。取得了如下成果：

①成立知识产权未来计划委员会（Ｆｕ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Ｂｏａｒｄ），重点关注未来技

术在知识产权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ＵＫＩＰＯ已经讨论了人工智能、区块链和３Ｄ

打印等领域，并于２０１９年３月邀请来自学术界、产业界和法律界专业人士参与“知

识产权未来（ＩＰＦｕｔｕｒｅ）”试点研讨会。

②对现有知识产权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审查，以明确在规定程序内实现数字转

型所面临的障碍。

③英国脱欧后，ＵＫＩＰＯ将继续与欧盟合作并落实相关知识产权政策，以完善欧

洲知识产权框架。２０１９年 ４月，ＵＫＩＰＯ批准《统一专利法院协议（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并将继续实施该协议；继续落实《欧盟商标指令（ＥＵ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马拉喀什条约（ＭａｒｒａｋｅｓｈＴｒｅａｔｙ）》等政策；与欧盟合作制定《数字单

一市场版权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ａｒｋｅｔ）》，并于３月２６

日获得欧盟议会批准。

　　（２）通过意识教育提升知识产权的影响力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ＵＫＩＰＯ与超过９０，０００家知识产权企业进行合作，其中８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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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认为其能够做出有关知识产权管理的明智决策，超越了ＵＫＩＰＯ制定的６０％

的目标。此外，ＵＫＩＰＯ开展了包括大型展览和定制研讨会在内的７０场活动，并举

办了１０场知识产权“大师班”，与超过５０００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总参与人数超

过１０万。

　　（３）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行为

为创建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环境，ＵＫＩＰＯ致力于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行

为。具体措施包括：

①与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ＤＣＭＳ）等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推进知识产

权执法工作。

②开展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宣传活动，帮助人们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③开展网络侵权和假冒商品有关的问卷调查工作，以了解消费者对知识产权

犯罪的态度，并为减少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制定明确的细分渠道和策略。

　　３．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

报告指出，ＵＫＩＰＯ被ＬＧＢＴ平等慈善机构Ｓｔｏｎｅｗａｌｌ评为“英国最具包容性的雇

主之一”。它还被列入 ２０１９年的百强雇主名单，并在本年度的 Ｍｉｎｄ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Ａｗａｒｄｓ中获得金奖。这说明过去一年，ＵＫＩＰＯ致力于构建良好的

工作环境，努力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其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

①打造坚实基础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包括制定一套综合的人力资源规划

方案、实施新的公职人员招聘制度等。

②重视文化建设。在ＵＫＩＰＯ内部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尊重差异，包

容多样，和谐共事。对工作中的欺凌和骚扰采取零容忍态度。

③让健康的人在健康的环境中工作。包括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推出移

动办公设备以提升工作的灵活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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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权利穷竭指南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了《知识产权权利穷竭指南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Ｇｕｉｄａｎｃｅ）》，旨在为英国退欧做准备。主

要内容如下。

　　１．英国退欧前

知识产权（ＩＰ）赋予权利所有人（企业、组织、个人）某种排他性权利，其中包括

控制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产品的分销。

知识产权权利穷竭，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人制造的知识产权产

品，在指定区域内投放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了对该产品分销和转售的控制权。

英国目前是欧洲经济区（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ｒｅａ，ＥＥＡ）知识产权权利穷竭计

划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知识产权产品一旦在权利所有人的授权下投放到欧洲经

济区的任意市场，其知识产权权利即被认为用尽、穷竭了。

　　２．如果英国无协议退欧

在“无协议退欧（ＮｏＤｅａｌＢｒｅｘｉｔ）”情况下，英国将从退欧之日起继续承认欧洲

经济区的区域权利穷竭制度（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在短期内为企业和消费者保证

制度的连续性。这种做法意味着，影响英国商品进口的规则不会改变，从事这一活

动的企业可以尽可能地不受到干扰，并将确保英国继续从欧洲经济区平行进口药

品等商品。

平行进口的商品是一种非仿冒品，主要进口到知识产权产品权利穷竭的国家。

如果英国无协议退欧，英国的商品进口将不会发生变化，然而从英国平行进口到欧

洲经济区的商品可能会受到限制。因此，从事平行进口相关活动的企业可能需要

与欧盟的权利人核实是否需要获得授权。

英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这一时期之后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制度如何实施的所有

选项，并开展了相关研究以支持这一决策。

　　３．具体影响

英国退欧后，由权利所有人或经其授权同意投放在 ＥＥＡ市场上的受保护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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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产品，其知识产权权利依旧被认为已经在英国领域内用尽。这意味着从欧

洲经济区平行进口到英国的商品将不受影响。

然而，在英国退出欧盟后，由权利所有人或其授权同意下进入英国市场的商

品，其知识产权可能不会被认为在欧洲经济区内已经用尽。这意味着从英国向欧

洲经济区出口知识产权商品的企业可能需要获得权利所有人的同意。

　　４．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企业可能需要获得权利所有人的授权才能合法地将在英国市场上投放的受知

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区。企业可以通过法律咨询了解此类情况对企

业商业模式或知识产权带来的影响。

　　５．后续工作

英国政府正在考虑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制度，以适应英国在退欧的

同时退出欧洲经济区的情况。

未来的法律和经济制度是高技术型、复杂化且微妙平衡的。因此，英国政府委

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可行性研究，以评估和分析英国退欧后的知识产权权利

穷竭制度。

研究结果表明，关于平行贸易的范围和规模的现有数据有限。知识产权权利

穷竭是ＵＫＩＰＯ的优先事项之一，ＵＫＩＰＯ致力于在进行任何政策变更之前充分与利

益相关者进行接触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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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转移中心发布国防部专利许可经济效益报告

２０１９年８月７日，由美国国防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ＤｏＤ）资助的蒙大拿州

立大学（Ｍｏｎｔａｎ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技术转移中心 ＴｅｃｈＬｉｎｋ发布《美国国防部许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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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国家经济的影响（２０００２０１７）》报告。报告显示，与国防部签署许可协议的公

司新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收入近２７０亿美元，军事实验室发明并授权给外部公司的

军民两用技术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

该研究为期七个月，旨在测度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期间国防部许可协议对美国新经济

活动和就业的贡献程度，并评估这些许可协议促进新技术向美国军事应用转化的

程度。许可协议涉及的发明来自６８个不同的国防部实验室。

研究团队联系了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所有与国防部签署许可协议的９１５家

公司，并要求其披露与许可协议直接相关的新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总额，包括对美国

军方的销售、后续研究和开发合同、分许可收入以及分许可方和衍生公司的销售等

经济数据。９５％与ＤｏＤ签署许可协议的公司参与了此项研究，１１３７份ＤｏＤ许可协

议中共获得１１０３份（９７％）全部或部分的经济数据。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由国防部许可协议产生的新产品和服务的总销售额为２７０亿美元。

（２）向美国军方销售新产品收入４５亿美元。

（３）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总计５８０亿美元。

（４）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新增税收收入达到６０亿美元。

（５）共创造就业机会２１４，７９１个（１１，９３３个／年），平均薪酬达到７４，７６２美元。

（６）４１８家公司通过许可协议实现了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７）１１３７份许可协议中，４９３份（４３％）实现了产品或服务的销售；５９９份

（５３％）未产生销售或其他收入；１１份（１％）涉及小型外国公司，主要是美国法律鼓

励联邦机构将发明授权给同意在美国大量生产发明产品的公司。

（８）商业（民用）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总额２０５５亿美元（７６％），其中呼吸道合

胞病毒（ＲＳＶ）抗体许可协议１６１亿美元；军用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总额４５５亿美元

（１７％）；研发合同销售总额１０６亿美元（４％）；许可使用费或许可费８０６亿美元

（３％）；衍生公司１７００万美元（＜１％）。

（９）１１０３份许可协议平均产生约２４５０万美元销售收入。

（１０）６８个国防部实验室中，５８个实验室的发明成功进行了商业化。

（１１）与ＤｏＤ签订许可协议的大型企业８８家（１８％），销售总额２１７９亿美元；

小型企业４０５家（８２％），销售总额５１９亿美元。

（１２）ＤｏＤ的许可技术主要来自于美国卫生科学统一服务大学（ＵＳＵＨＳ），其次

是陆军、海军、空军和国家安全局（ＮＳＡ）；其中，ＵＳＵＨＳ许可的技术收入约１８３亿美

元（６８％）。

（１３）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技术收入最多（７２％），其次是军事技术（１７％）、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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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信息技术（３％）、光子学和传感器（３％）、材料（２％）、电子和通讯（２％）、环境

和能源（１％）等。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ＤｏＤ许可协议对美国的经济影响

影响类型
产值

（亿美元）
增值

（亿美元）
带动就业数
（个）

薪酬收入
（亿美元）

平均薪酬
（美元）

税收收入
（亿美元）

直接影响 ２６９．８ １４４．９ ５４，３４２ ５９．５ １０９，５６１ －

间接影响 １５０．３ ８０．７ ６２，３５７ ４９．２ ７８，８７５ －

诱发影响 １６２ ９１．３ ９８，０９２ ５１．９ ５２，８７０ －

联邦税收 － － － － － ３８．６

州和地方税收 － － － － － ２１．４

总经济影响 ５８２．１ ３１６．９ ２１４，７９１ １６０．６ ７４，７６２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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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全球创新指数

【摘要】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１９年全球创新

指数（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９，ＧＩＩ）报告。报告显示，瑞士是世界上最具创

新性的国家，其次是瑞典、美国、荷兰和英国；中国连续第四年保持上升势头，排

在第１４位，较去年上升３个位次。

ＧＩＩ如今已发布第十二版，它是一项全球权威参考，可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

了解如何衡量和刺激创新活动。创新活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２０１９

年ＧＩＩ基于８０项指标对１２９个经济体进行评定和排名，这些指标既有研发投资、专

利和商标国际申请量等传统的衡量指标，也有移动应用开发和高科技出口等较新

的指标。报告显示，健全的政府创新规划对于创新成果产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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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１９年ＧＩＩ主要研究结论

　　（１）在经济放缓的大潮中，全球创新方兴未艾，但新的障碍对其构成风险

与去年相比，全球经济增长似乎正在失去动力。生产力增长率创下历史新低，

贸易战正在酝酿之中，经济不确定性居高不下。随着２０１９年全球经济增长下滑，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其中突出的现状是：首先，２０１９年全球创新

指数（ＧＩＩ）显示，公共研发支出的增长正在放缓，或者完全停滞，一些负责推动技术

前沿的高收入经济体尤其如此。考虑到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对于基础研发和其他

尚不营利的研究具有核心影响，而这些研究又是未来创新的关键，高收入经济体投

入研发的公共资金的不断减少令人担忧。其次，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影响技术密

集型部门和知识流动的保护主义呈现抬头之势，对全球创新网络和创新的传播构

成风险。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对于国际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新障碍将导致

全球创新生产力的增长放缓，创新的传播变慢。

　　（２）全球创新格局正在转变，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在崛起

今年，全球创新的地理布局正在发生变化。在顶级梯队中，瑞士、瑞典和美国

排名领先，后两个国家在２０１９年 ＧＩＩ中的排名上升。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和德

国）以及亚洲的新加坡仍然保持在 ＧＩＩ排名的前十之列。今年，以色列升至第十

位，是北非和西亚地区首个跻身这一行列的经济体。在前２０名中，韩国接近前十

名的边缘。中国的排名继续攀升，从２０１８年的第１７位升至今年的第１４位，在领先

的创新国家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３０

名的国家，它在多个领域展现出明显的创新实力；在专利数量、工业品外观设计数

量、商标数量以及高技术出口净额和创意产品出口这几项指标中，中国仍然位居

前列。

　　（３）创新投入和产出仍然集中在少数经济体

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存在，创新区域正在从高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转

移。尽管如此，创新支出仍然集中在少数经济体和区域。要从具有创新潜力的成

功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创新强国，仍非易事；一道不可逾越的无形障碍横亘在中

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突破这道无形障碍的动力大多来自中国，印

度、巴西和俄罗斯联邦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在创新得分和排名方面，整个 ＧＩＩ都

体现出明显的创新鸿沟，它横亘在不同收入经济群体之间，在所有 ＧＩＩ指标中（从

制度到创意产出）都很明显。在区域层面，创新表现的持续改善主要发生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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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区域都在努力追赶北美、欧洲，其次是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对于处在

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其创新政策的宏伟目标要想切实影响到全球创新的格局，

还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这个过程或许长达数十年。

　　（４）一些经济体在创新投资上获得的回报更高

各经济在创新投入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的方面也存在差距。一些经济体仅仅

以较低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这种差异即使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也不鲜见：瑞士、

荷兰和瑞典有效地将创新投入转化为更高水平的产出，而以新加坡（第８位）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第３６位）的产出水平相对于创新投入则较低。中国（ＣＮ）、马来

西亚（ＭＹ）和保加利亚（ＢＧ）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的三个在大多数ＧＩＩ创新投

入和产出比指标上像高收入组一样有优秀表现的国家。中国表现突出，它的创新

产出与德国（ＤＥ）、英国（ＧＢ）、芬兰（ＦＩ）、以色列（ＩＬ）和美国（ＵＳ）相当，但投入水

平远低于这些国家。在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中，越南和印度等一小部分国家在创

新方面的努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低收入组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同样表现

突出。

　　（５）从创新数量到创新质量的转变仍然是重点目标

评估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创新质量已成为创新政策领域

的首要目标。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美国的创新质量超越了日本，重登榜首。日本今

年降至第３位。德国首次升至第２位。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这些创新质量指标中的

排名保持稳定，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位居前三。中国全球排名第１５位，是唯一一个

在全部三项指标上向高收入组靠拢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位列第二的印度在高校质

量和科学出版物质量这两项上处于领先地位。在高校质量方面，美国和英国雄踞

２０１９年ＧＩＩ的前两名，随后是中国，从 ２０１８年的第５位上升至今年的第３位。在

中等收入组中，由于高校排名获得高分，马来西亚和印度紧随中国之后，俄罗斯、墨

西哥和巴西也在前十之列。出版物质量的排名相当稳定，美国、英国和德国在 ＧＩＩ

榜上稳稳领先。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中国居首，其次是印度。在国际专利方面，

欧洲国家占据了前十名中的七席，其余三个分别是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在中等收

入经济体中，中国和南非占据前两名，印度和土耳其在这项指标上均有提升。

（６）美国、中国和德国占据科学技术集群排名的前三甲，巴西、印度、伊朗、俄罗

斯联邦和土耳其也入围百强

全球排名前十的科学技术集群与去年相同。东京横滨高居榜首，其次是深圳

香港。美国仍然是科技集群最多的国家（２６个），其后依次是中国（１８个，比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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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两个）、德国（１０个）、法国（５个）、英国（４个）和加拿大（４个）。澳大利亚、印

度、日本、韩国和瑞士均各有３个集群。此外，进入前百名单的还有巴西、印度、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这五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与去年相比，几乎

所有中国集群的排名均有上升。而且专利活动最频繁的领域分布情况出现了显著

变化。与今年的 ＧＩＩ主题相吻合，医疗技术现在是专利活动最活跃的领域，在１９个

集群中都是如此。制药业跌至第二位。北京是科学出版物合著最多的集群，随后

是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纽约州纽约市、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德国科

隆。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是共同发明最多的集群，之后是北京、深圳香港、纽约州

纽约市。中国科学院是北京集群中合作情况最多的学术机构。在所在集群中推动

合作的机构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８例，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哥伦比

亚大学（７例，纽约州纽约市）和哈佛大学（６例，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

　　（７）通过医学创新打造健康生活需要给予创新更多投资和更广泛的传播

２０１９年ＧＩＩ报告提出了一些健康创新政策方面的优先发展重点，包括确保医

学创新（特别是公共部门的研究）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建立能够有效运作的医学创

新体系；促进创新从实验室研究成果向临床医疗应用的转变；建立和维持训练有素

的卫生队伍；从研究治疗办法转向预防领域的创新；仔细评估医学创新的成本和效

益；支持建立新的数据基础设施和制定数字健康战略，并特别注重创建数据基础设

施；开发高效和安全的数据收集、管理和共享流程。

　　２．２０１９年ＧＩＩ地区创新领导者

　　（１）北美

美国跻身ＧＩＩ前三甲，在信贷和投资市场质量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并且拥有研

发密集型的全球公司与顶尖的科学出版物和高校。它在创新质量方面居全球之

冠。美国也是入围世界技术集群百强最多的国家（２６个）。加拿大由于对人力资

本和研究体系进行了更精准的评估，排名上升至第１７位。它在高校质量和科学出

版物方面得分很高，是全球创新质量排名第十的经济体。

　　（２）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非（６３）在本地区所有经济体中居于首位，其次是肯尼亚（７７）和毛里求斯

（８２）。南非的排名得益于相对成熟的信贷和投资市场，这一点可以从私营部门国

内信贷和市场资本化等指标上得到证明。其他表现突出的指标包括知识产权支出

和出版物质量。卢旺达今年取得了重大进展，排名第９４位，比２０１８年提升了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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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低收入组中排名最高的经济体，在资本形成、易于获得信贷、提供正规培训的

公司和高科技进口方面表现出色。

　　（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创新绩效进展仍然缓慢。ＧＩＩ显示，尽管已在逐步改

善，并采取了鼓励性举措，但该地区的创新潜力仍未得到充分发挥。该地区排名最

高的三个经济体依次是智利（５１）、哥斯达黎加（５５）和墨西哥（５６）。智利在制度各

项指标上的排名得到了保持，并在与教育相关的指标上有所改善，在专利、实用新

型和移动应用开发这几项上的表现都有所改进。墨西哥由于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的

作用，在如高科技进出口和创意产品出口等与贸易相关的指标上依然表现不俗。

巴西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今年的全球排名是第６６位，它的优势包括研发支出、

研发密集型全球公司以及科学出版物和高校的质量。它也是该地区唯一一个进入

全球科技集群百强的国家。

　　（４）中亚和南亚

印度今年排名第５２，仍然是中亚和南亚地区排名最高的经济体。印度２０１５年

排在第８１位，迄今上升了２９位，是ＧＩＩ中排名上升最多的主要经济体。由于高质

量的科学出版物和高校，印度在创新质量方面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第二名。

它在多项重要指标（如生产率增长和信通技术相关服务出口）上仍然居首。今年，

印度在全球研发公司支出上排名第１５位。它还在ＧＩＩ的世界顶级科技集群排名中

占得一席之地，班加罗尔、孟买和新德里进入全球百强集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

本地区创新第二大国，在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一项上全球排

名第三，还在例如资本形成、专利申请、科学和技术出版物、生产率增长、高端技术

生产、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多个指标上有较好的表现。

　　（５）北非和西亚

以色列（１０）、塞浦路斯（２８）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３６）是该地区排名最高的三

个经济体。以色列凭借创新的业务部门和卓越的研发体系，产出了高质量的创新

成果，在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和移动应用方面表现出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

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数量、商业部门资助的研发支出、企业研究型人才以及裁员成

本、电力输出和集群发展方面位居前十。

　　（６）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

新加坡（８）、韩国（１１）和中国香港（１３）是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地区排名最高

的三个经济体。中国近年来的 ＧＩＩ排名迅速提升，今年排在第１４位。中国的 Ｇ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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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继续提升，牢牢占据了世界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它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连续

第七年在创新质量上居首，并在专利、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申请量以及高科技和

创意产品出口方面名列前茅。中国有１８个集群进入科技集群百强，仅次于美国。

新加坡今年升至第８位。它在制度相关的指标上仍然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在知识

密集型就业和战略联盟交易这两项上成为全球领先者。韩国比去年升高了一位，

更加接近前十名。它在人力资本和研究方面成为世界领先者，在大多数研发相关

的指标以及高等教育入学率和研究人员数量上保持了高排名。相比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韩国在专利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和高科技出口的这几项指标上保持

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越南（４２，比２０１８年升高三位）和菲律宾（５４，比２０１８年升高

１９位）今年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两个经济体的大多数ＧＩＩ指标有改善，并在高科技

进出口上居于前列。

　　（７）欧洲

ＧＩＩ排名前二十的经济体中有１２个在欧洲。瑞士连续第九年雄踞 ＧＩＩ榜首。

它将出色而稳健的绩效转化为卓越的创新成果，包括专利申请、知识产权收入和高

端技术产品生产。瑞典凭借发达的基础设施、创新的商业部门与知识和技术产出，

成为２０１９年ＧＩＩ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瑞典在创新成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并

在通过ＷＩＰＯ《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体系提交的专利申请相比于国内生产总值这

一项上保持第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９／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８．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２０１９年全球创新指数：印度成绩显著，瑞士、瑞典、美国、荷兰、联合王国

位居前列；贸易保护主义给未来创新造成风险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

技术观察

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大气环境和人类健康具有重大危害性，是造成区域

性光化学烟雾、酸雨及雾霾的元凶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

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对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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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成为环境科学发展的重点与热点方向之一。因此，了解

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解析其技术主题，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德温特世界专利引文索引（ＤＩＩ）、德温特数据分析器

（ＤＤＡ）等工具，分析了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相关专利的数量趋势、

主要国别、技术类型、专利权人情况，并对我国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勾勒出未来

发展趋势。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简称ＶＯＣｓ），是一类可对人体

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并在常温下具有挥发特性的有机化学物质的统称。ＶＯＣｓ的

化合物种类非常复杂，主要包括非甲烷碳氢化合物、不饱和烃类、苯系物、含氧化合

物（醇类、醛类、酮类、酯类）、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卤代烃等等。ＶＯＣｓ对大气

的危害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大多数ＶＯＣｓ具有特殊刺激性气味，能导致人体出

现不适症状，甚至部分ＶＯＣｓ具有毒性与致癌性，危害人体健康；第二，ＶＯＣｓ是导致

区域性大气臭氧污染的元凶之一，产生区域性光化学烟雾、酸雨，危害人体健康与

植物生长；第三，ＶＯＣｓ参与大气中二次气溶胶的形成，导致细颗粒物长时间滞留大

气中，降低大气能见度，形成雾霾污染。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对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国家及各省市地

区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将涵盖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在内的各种大气污染物治

理纳入重点规划及专项整治工程。早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已明确加强对 ＶＯＣｓ

排放的控制，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地区开展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２０１７年９月，环保部联合发改委等六部委出台《“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指出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将提高ＶＯＣｓ排放重点行业环保准入门槛，

重点地区严格限制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高ＶＯＣｓ排放项目建设。

在此背景下，我国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运作获得了

快速发展。从技术研发角度而言，目前已经形成了销毁、回收两大类技术，具体涉

及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生物净化、化学氧化、等离子体、光解催化、光解、负离子、吸

附、吸收、冷凝、膜分离１２个技术类型，以及多种技术类型联合使用所形成的“吸附

脱附＋燃烧、吸附脱附＋光催化”等等组合式技术。随着技术研发不断深入与逐渐

成熟，在领域内国内外已累计有９９８２项ＤＷＰＩ同族专利（具体涉及１７５７８件专利文

献）、其中我国专利达到６１９１项，占比６２０％，一些技术逐步开始了产业化进程，预

期２０２０年ＶＯＣｓ治理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５４０亿元，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大气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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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１８００亿，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

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本文

以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

物治理技术发展趋势与技术领域分布，研究当前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

成熟度、关键技术最新动向，评判主要机构的专利布局和竞争优势，并重点对我国

在该领域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而为我国在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领域中

的科技研发决策、产业化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本文基于德温特世界专利引文索引（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ＤＩＩ）数据库，以

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相关检索关键词制定检索策略，在数据库检索和

人工判读后，得到１７５７８件专利文献，按德温特同族专利合并后，得到９９８２项同族

专利。专利分析结果如下。

　　１．专利申请趋势

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的专利年度发展趋势如图１所示。该领

域专利保护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１９５８年开始就有与该产业主题相关的

专利申请。

图１　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发展时间历程

由图１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

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增长，该领域专利数量首次突破百项（达到了１５３项），其后每年

的专利申请量持续保持在１５０２５０项之间；自２０１０年左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快速

增长，该阶段增长速度呈现迅猛式发展，每年专利申请量迅速超过千项，并在２０１７

年达到了１８１０项，目前专利量增长势头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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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全球范围主要国家／地区的专利布局

为了研究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申请的区域分布，我们按照优

先权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该领域的技术

实力和研发的活跃程度。从总体来看，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申请

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其次为美国及欧洲。从图２中可以看出，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该技术最为活跃的国家，专利总申请量达到６１９１项；第二名为日本

（１２９９项）；排第三至第五名的依次是韩国（７７８项）、美国（７３４项）和德国（１８２

项）。

图２　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申请活跃国家／地区

图３则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在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领域的

专利申请时间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德国和日本是该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

先驱，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６０年代初期专利保护就已经开始起步。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初期到１９９１年期间，日本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一直保持着领先优势。其后

直至２０００年之前，美国再次处于领先地位。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在该领域不断持

续发展，专利申请数量也开始不断增加，并在２０１１年之后专利申请数量爆发式增

长，每年专利申请量以领先第二位数十倍的巨大优势快速增长，２０１７达到１７３０项；

而２０１７年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二的韩国

仅有３５项。

　　３．全球范围主要专利权人

在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１０的机构

如图４所示，专利申请数量均超过了３０项。其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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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８５项）；其次是日本松下电气产业株式会社（５５项）；之后是中国的甘肃华晨生

态治理有限公司（５１项）；浙江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五位；排名

第六到第十位的分别是日本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浙江工业大学、杰

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洋纺株、天津大学。

图３　各国／地区专利申请年度趋势

图４　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领域的主要专利权人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虽然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领域的专利总申请

量接近万项，但是单一机构专利申请量却不高，甚至没有一家机构的专利申请量达

到百项，排名第一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也仅有８５项，仅

占总申请量的０８５％左右。说明了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非常分散，目前还没有出

现垄断性或者领先幅度较大的单一机构。

　　４．重点技术主题专利分析

从技术类型角度出发，本文研究了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重点技术

主题的专利情况。各技术主题的专利数量对比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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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类技术分级来看，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专利数量最多的为销

毁类技术５３３１项，占比约４５％；其次为回收类技术４６８０项，占比约４０％；最后是组

合式技术１８２６项，占比约１５％。

从二类技术分级来看，回收类技术中的吸附脱附技术的专利量最多，以２８４４

项位居第一，其后为销毁类技术中的光解催化技术的１７０３项专利排名第二；吸收

技术的９９４项、催化燃烧技术的９２７项、冷凝技术的７２１项也进入了前五的位置。

在销毁类技术专利中，光解催化技术有１７０３项专利、催化燃烧技术有９２７项专利、

化学氧化技术有７０９项专利，成为数量最多的前三名；在回收类技术专利中，吸附

脱附技术有２８４４项专利，以较大优势排名第一；吸收技术有９９４项专利、冷凝技术

有７２１项专利，分居第二、三名。

表２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领域的重点技术主题专利数量对比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专利数量（项）

销毁技术

高温焚烧技术 ６４４

催化燃烧技术 ９２７

生物净化技术 ４６６

化学氧化技术 ７０９

等离子体技术 ５００

光催化技术 １７０３

光解技术 １８４

负离子技术 １９８

回收技术

吸附脱附技术 ２８４４

吸收技术 ９９４

冷凝技术 ７２１

膜分离技术 １２１

组合式技术 ——— １８６２

　　（１）高温焚烧技术主题

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涉及采用高温焚烧技术的专利共有６４４项。

图５展示了高温焚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的专利年度趋势，该技术领域专利保护工作始

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１９６７年开始就有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涉及

采用高温焚烧技术的相关的专利申请，将近３０年的发展过程中数量相对较少，在

１９９９年以前均在１０项以下。１９９９年开始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到２０１４年之间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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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在１０项至２５项之间波动。２０１５年开始数量急剧上

升，至２０１７年达到了１２４项。

图５　高温焚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专利的年度发展趋势

为了研究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采用的高温焚烧技术专利申请的区

域分布，我们按照优先权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统计。从图６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该技术最为活跃的国家，总申请量达到３５１项，第二名为日本，专利量为９１

项。排第三至第五名的依次是美国（８５项）、韩国（４９项）和德国（１３项），均远远小

于中国的数量。

图６　高温焚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专利申请活跃地区

高温焚烧技术治理 ＶＯＣｓ领域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量均不多，呈现出零散分

布。目前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有４家并列第一，包括日立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Ｍｅｇｔｅｃ系统公司、西安昱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但是均只有６项专利；

其次为辰业环保科技（江苏）有限公司、通用电气公司、ＩＨＩ公司、神户制钢、松下电

气产业株式会社、江苏科技大学，均只有５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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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高温焚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领域的重要专利申请机构

　　（２）催化燃烧技术主题

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采用催化燃烧技术的专利共有９２７项专利。

图８展示了全球催化燃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的专利年度趋势，该技术领域专利保护工

作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１９６３年开始就有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涉及

采用催化燃烧技术的相关的专利申请；在其后３０多年间，专利数量一直相对较少，

直到２０００年以前始终在２０项以下。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专利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到２０１４年之间一直处于一个波动状态，数量维持在１５项与４０项之间。从２０１５年

开始，专利数量开始急剧上升，在２０１７年达到１３６项。

图８　催化燃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专利的年度趋势

为了研究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采用的催化燃烧技术专利申请的区

域分布，我们对采集的专利数据样本按照优先权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统计，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该领域的技术实力和研发的活跃程度。从图９中可

以看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该技术最为活跃的国家（４６６项），第二名为日本（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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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排第三至第五名的依次是美国（９０项）、韩国（６６项）和德国（２８项），均远远

小于中国的数量。

图９　催化燃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专利申请活跃地区

催化燃烧技术治理 ＶＯＣｓ领域 Ｔｏｐ５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量均超过了１０项。

该技术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机构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５项）。其后为

丰田公司的（１９项）、日本触媒公司（１５项）、巴斯夫公司（１４项）、华南理工大学

（１１项）。

图１０　催化燃烧技术治理ＶＯＣｓ专利重要申请机构

　　５．中国专利情况分析

　　（１）中国专利趋势分析

中国拥有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专利６１９１项。中国最早的专利申

请出现在１９８６年，相比国外申请，中国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起步相对

较晚，并且专利申请量持续处于非常少的状态，直到２００５年左右才开始正式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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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一时间同样也滞后于国外。但是，２０１０年左右，中国的专利申请出现了重

要转折，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专利数量开始迅速上升，尤其是２０１４年

之后，专利申请量增长势头更为迅猛，到２０１７年专利申请量甚至达到了１７００项。

由此也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也正是由于中国的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专

利申请量迅速增长，带动了全球专利申请量的增长，在这轮增长势头中，中国专利

申请的贡献非常大。

图１１　中国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专利发展时间历程

图１２　中国的主要专利权人

　　（２）中国主要专利权人

本文对中国在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领域的主要专利权人进行了分析。

从图１２中可以看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最多（８５项）；甘肃华晨生态治理

有限公司（５１项）排名第二；浙江大学（４１项）排名第三；其后为华南理工大学（３８

项）、浙江工业大学（３３项）、天津大学（３１项）、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２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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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韵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２７项）、南京工业大学（２５项）、清华大学（２４项），分

列第４至１０位。

　　（３）国外来华专利趋势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专利情况，本文对国外

来华专利申请（申请人所在国别不是中国）进行了研究。

目前国外来华专利共有３３２件，占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的约４９％。国外来华专

利的申请人所在国家或地区主要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其中，美国申

请的中国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专利１１４项，占比国外来华专利总量的

３４％，位居第一；日本申请专利８５项，占比国外来华专利总量的２６％，位居次席；其

后是韩国（３７项）、德国（２２项）、法国（１４项）；其他国家或地区合计６０项，如图１３

所示。

图１３　国外来华专利申请人国别分布（单位：项）

从图１４中可以看出，国外来华专利申请在２０００年之前数量处于非常少的状

态、而且每年的申请量基本在５项以下。从２０００年之后国外来华专利申请量开始

增多，直到２０１５年每年的申请量基本保持在１０至２５项之间，绝对专利数量依然不

是很多，其中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略有下降。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国外来华专利申请量出

现了第二次增长，并在当年度达到了历年最多的４３项专利申请。

国外来华专利中，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为开利公司，该公司在大气挥发性有机污

染物治理技术领域有１３项专利申请，其次为康宁股份有限公司（７项）、托普索公

司（５项）、环球油品公司（５项）、三菱电机株式会社（４项）、夏普株式会社（４项）、

恩沃德系统公司（４项）、昭和电工株式会社（４项）、通用电气公司（４项）、３Ｍ创新

有限公司（３项）、巴斯夫公司（３项），如图１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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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技术国外来华专利申请趋势

图１５　国外来华专利重要机构

　　６．小结

本文聚焦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对该领域相关专利进行分析，得出

如下结论。

（１）全球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领域共有１７５７８件专利文献，经 ＤＩＩ

同族合并后，共计９９８２项同族专利。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全球大气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治理技术领域专利保护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全球

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增长，专利数量达到１５３

项，其后每年的专利申请量持续保持在１５０２５０项之间；自２０１０年左右，开始了第

二阶段的快速增长，该阶段增长速度呈现迅猛式发展，每年专利申请量迅速超过千

项，并在２０１７年达到了１８１０项，目前专利量增长势头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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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地域分布来看，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

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其次为美国及欧洲。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该技术最为活跃的

国家，专利总申请量达到６１９１项；第二名为日本，专利量为１２９９项；排第三至第五

名的依次是韩国（７７８项）、美国（７３４项）和德国（１８２项）。

（３）在全球范围内该领域的专利权人中，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机构是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８５项）；其次是日本松下电气产业株式会社、甘肃华晨生态治

理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浙江工业大学、

杰智环境科技公司、东洋纺株、天津大学、三菱公司。虽然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治理领域的专利总申请量接近万项，但是单一机构专利申请量却不高，甚至没有一

家机构的专利申请量达到百项，排名第一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申

请数量也仅有８５项，仅占总申请量的０８５％左右。说明了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非

常分散，目前还没有出现垄断性或者领先幅度较大的机构。

（４）挥发性大气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按照一级类别可分为销毁类技术、回收类

技术和组合式技术三大类。从专利申请量来看，销毁类技术５３３１项，占比约４５％；

回收类技术４６８０项，占比约４０％；组合式技术１８２６项，占比约１５％。第一，在销毁

类技术专利中，光解催化技术有１７０３项专利、催化燃烧技术有９２７项专利、化学氧

化技术有７０９项专利，成为数量最多的前三名。第二，在回收类技术专利中，吸附

脱附技术有２８４４项专利，以较大优势排名第一；吸收技术有９９４项专利、冷凝技术

有７２１项专利，分居第二、三名。综合来看，在二级技术分级中，回收类技术中的吸

附脱附技术的专利量最多，其后为销毁类技术中的光解催化技术。

（５）中国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共有６１９１项。中国最早的专利

申请出现在１９８６年，相比国外起步较晚，并且专利申请量在其后２０年间持续处于

较低水平。直到２０１０年左右，中国专利申请出现重要转折，大气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治理技术专利数量开始迅速上升，尤其是２０１４年之后，专利申请量增长势头更

为迅猛，到２０１７年专利申请量甚至达到了１７００项。最近几年也正是由于中国大气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治理技术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带动了全球专利申请量的增长，

在这轮增长势头中，中国专利申请的贡献非常大。中国在该领域的主要专利权人

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华晨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苏州韵南环保科技公

司、南京工业大学、清华大学。

（６）目前国外来华专利共有３３２件，约占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的４９％。国外来

华专利的申请人所在国家或地区主要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其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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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申请的中国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产业专利１１４项，占国外来华专利总量

的３４％。国外来华专利申请在２０００年之前数量非常少，从２０００年之后开始增多，

直到２０１５年每年的申请量基本保持在１０２５项之间，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国外来华专

利申请量出现了第二次增长，并在当年度达到了历年最多的４３项专利申请。国外

来华专利中，专利申请量最多机构有美国开利公司、康宁股份有限公司、托普索公

司、环球油品公司、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夏普株式会社、恩沃德系统公司、昭和电工

株式会社、通用电气公司、３Ｍ创新有限公司、巴斯夫公司。

刘　宇，周　涛（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学科咨询服务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烟台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揭牌启动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烟台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召开第一届

理事会（推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举行启动揭牌仪式。

理事会上，烟台市副市长张代令宣布了中科院烟台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第一届理事会（推进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理事会审议通过了中心章程、理事会

（推进委员会）章程、中心领导人员组成人选。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常务

副所长杨红生代表中心作筹建进展与工作计划报告。烟台海岸带所所长王凡表

示，研究所将与各方携手共进，高效推动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为烟台市产业升级，新

旧动能转换贡献力量。

揭牌仪式上，张代令、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赵千钧分别致辞。张

代令表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中科院为烟台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智力支持，中心的建立必将为烟台市新一轮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有力驱动

烟台市经略海洋的发展进程，烟台市将不遗余力为烟台育成中心建设提供全方位

支持，推动科技与产业有效结合，院市联动，群策群力，在更广的领域实现互利共

赢。赵千钧表示，希望借助中心平台，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

人才聚集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与烟台市的全面战略合作，同时加强统筹规划，务实

高效的落实共建协议的各项任务，聚焦各方面优势资源，围绕烟台发展对科技的核

心需求，策划更多重大科技合作项目在烟台布局，引导更多的科技人才向烟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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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中国科学院科发局、沈阳分院、烟台海岸带所，烟台市、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９０７／ｔ２０１９０７２６＿４７０５４５８．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中国科学院获２项“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创新奖”

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第五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创新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共

评审出“技术发明奖”７项，“科技进步奖”１０项。中国科学院２个项目分别获得了

技术发明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超导电子学实验室“高性能超导纳

米线单光子探测技术”成果获第五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该成果

主要完成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赋同科技有限

公司和浙江赋同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海洋光学技

术研究室项目“全海深高清光学成像及影像处理系统”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ｏｅ．ｏｒｇ．ｃｎ／ｈｔｍｌ／ｘｈｇｇ／ｋｊｐｊ／３２５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兰州化物所召开科技成果对接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１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技成果对接会在江

苏盱眙召开。会上，兰州化物所副所长周峰介绍了研究所基本情况。他希望通过

本次交流，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寻找新的合作契合点，促进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为盱眙相关产业升级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盱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章文风

介绍了盱眙县科技人才和成果转化相关政策。他表示，盱眙相关产业的发展面临

一定的技术难题，希望兰州化物所能充分发挥科研实力优势，深化政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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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技成果在盱眙转移转化。中科院南京分院副院长华伟回顾了兰州化物所盱

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的成立背景及取得的成果，并表示南京分院将一如既往

支持院地合作，为研究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搭建更为顺畅的交流平台，寻找最合适的

合作伙伴，为盱眙县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科

技支撑。

兰州化物所羰基合成与选择氧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精细石油化工中间体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中科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先进润滑与防护材料研

究发展中心、甘肃省黏土矿物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兰州化物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

研发中心相关负责人分别作了科技成果推介报告，参会企业与科研人员分组对接。

会上举行了兰州化物所与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凹凸棒石基替

抗促生长产品研发》合作项目签约以及兰州化物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开

放课题签约仪式。

会议期间，兰州化物所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理事会会议召开，听取了中

心２０１９年度运行情况汇报，并从中心定位、人才引进、平台建设、考核机制、政产学

研有效对接与成果转移转化模式等方面就中心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

会议由南京分院、盱眙县科技局和兰州化物所联合主办，兰州化物所盱眙凹土

用技术研发中心承办。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９０８／ｔ２０１９０８１４＿４７０９７９４．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信息扫描

欧洲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８社会调查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２０１８年社会调查报告（ＳｏｃｉａｌＲｅ

ｐｏｒｔ２０１８）》，全面概述了欧洲专利局的人员及运作情况。截至２０１８年，ＥＰＯ已成

为欧洲第二大组织，拥有来自３５个国家近６６９６名员工，其中４４４２名员工担任审查

员或上诉委员会成员，其他人员直接支持专利授权程序运行或参与其他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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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采购和设施管理等业务。ＥＰＯ员工的平均年龄为４７９岁，６９％的员工

年龄在４０至５５岁之间，４８％的员工年龄在４０至５０岁之间。ＥＰＯ致力于人力资源

的多样化发展，并发起了女性领袖（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ｄ）指导计划，使女性有机会在

高级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探索职业发展的多种选择。ＥＰＯ还主办了许多以多元化为

主题的活动，鼓励女学生考虑从事科学和技术职业。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９／２０１９０７１６．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２０１８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ｋｅ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ａ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７日

欧洲公平标准联盟公布 ＳＥＰｓ许可实用指南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欧洲公平标准联盟（ＴｈｅＦａｉ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发布并在线

公开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核心原则和方法（Ｃ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该指南在德国标准化研究所（ＤＩＮ）的支

持下开展，由来自不同行业的５６个机构以及数百个行业协会共同制定，将有助于

企业、个人和政策制定者对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的专业评估，该指南引起包括欧盟

以及多种行业协会的广泛关注。指南确定了６项核心原则：（１）尽量避免禁令原

则；（２）保障许可范围的广泛性；（３）严谨规范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ＦＲＡＮＤ）的

实施方法；（４）抵制冲突专利绑定；（５）信息公开透明原则；（６）ＳＥＰ专利转让中保

值原则。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ｃｗａ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

原文标题：ＣＷＡ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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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 ＰＴＡＢ案例检索工具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近日推出一款海量数据搜索工具（ＰＴＡＢＢｕｌｋＤａｔａ

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用于检索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依照《美国发明法（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ｖｅｎｔｓＡｃｔ，ＡＩＡ）》所做的判决，包括授权后复审（ＰｏｓｔＧｒａ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ｓ，ＰＧＲｓ）、双方

复审（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ＰＲ）和覆盖商业方法（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ｔｈｏｄ，ＣＢＭｓ）

的审查。不同于Ｄｏｃｋｅｔ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Ｌｅｘｉｓ或Ｗｅｓｔｌａｗ等商业工具，该工具将免费提供

ＰＴＡＢ批量数据检索功能。之前的公共工具一般仅限于通过名称和编号检索 ＡＩＡ

的审判判决，难以用于开展ＰＴＡＢ诉讼的综合研究。该款工具可通过程序号、专利

号或申请号快速查询判决，也可通过日期精炼结果；ＰＴＡＢ查询工具特别为专利法

设计，可通过专利类型缩小检索范围，也可根据引用规则和法规筛选判决；还可根

据专利权人或被告的技术筛选结果，ＡＩＡ判决常见类别包括２６００（半导体、电气光

学系统和组件）、２８００（通信）和３６００（交通、电子商务、建筑、农业、许可和审查）；还

可根据主题内容进行判决文书的检索，并可以在快速视图中查看强调的匹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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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

美国新立法瞄准推动发明人多样性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美国两院制和两党议员提出名为《２０１９年促进经济发展的

发明家多样性法案（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ＩＤＥＡ）Ａｃｔｏｆ

２０１９》，帮助缩小美国女性和少数族裔在专利申请方面的差距。该法案将要求美国

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在自愿基础上收集专利申请人数据，包括性别、种族、军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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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身份、收入水平等信息，并要求 ＵＳＰＴＯ就收集的数据发布报告、向公众公

开，允许外部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分析，以及对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专利申请活动

的差距发表见解。美国参议院司法知识产权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

院、知识产权和互联网小组委员会都就女性和少数族裔发明家在美国申请专利的

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相关专家表示，美国必须缩小这一差距，通过充分了解美国申

请专利个人的背景，以确保所有美国人都有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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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起诉 ＬＥＤ行业众企业专利侵权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美国加州大学在美国地方法院对包括沃尔玛、宜家、亚马

逊、ＢｅｄＢａｔｈ＆Ｂｅｙｏｎｄ和塔吉特在内的ＬＥＤ灯泡零售商发起“史无前例”的由大学

作为唯一原告的专利诉讼，并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ＴＣ）对这些零售商展开调

查。此次诉讼是为了保护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日裔美国科学家中村修二团队

（ＳｈｕｊｉＮａｋａｍｕｒａ）灯泡新发明，他因发明蓝色发光二极管（ＬＥＤ）获得２０１４年诺贝

尔物理奖。加州大学拥有４项专利，并称这些专利是“新一代 ＬＥＤ灯泡的基础”，

预计这种灯泡在美国２０１９年销售额将超过１０亿美元。加州大学表示，ＬＥＤ灯泡

行业中上述被起诉的企业完全无视其专利权窃取了这项技术，已要求 ＩＴＣ调查涉

嫌侵权的灯泡的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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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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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正式批准《专利法条约》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加拿大正式批准了《专利法条约（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Ｔｒｅａｔｙ）》。《专

利法》修正案和新专利法将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生效，此次更新后的立法制度将

允许加拿大实施《专利法条约》。《专利法条约》协调并简化了加拿大知识产权管

理机构之间的专利管理程序，预期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措施包括：（１）确保专利提交

日期的更有效的程序；（２）统一化的行政程序和手续；（３）现代化的专利立法框架。

这是加拿大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实施的五项知识产权条约中的最后一项，标志着加

拿大知识产权制度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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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使用物联网技术新 ＩＰＣ分类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日本专利局宣布将从２０２０年１月开始使用新设立的国际专

利分类下属分类Ｇ１６Ｙ来表示物联网（Ｉｏ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相关技术。物联网技

术的国际专利分类的国际讨论认为，Ｇ１６Ｙ不仅包括符合ＺＩＴ专利分类号定义的领

域，还增加了“通过物品探测或收集信息”、“物联网基础设施”、“以信息处理为目

的的ＩｏＴ”等新内容。因此，Ｇ１６Ｙ对 ＩｏＴ技术的定义和所属的行业中，包含了部分

与ＺＩＴ不一致的内容。日本关于Ｇ１６Ｙ的定义，在保留了ＺＩＴ的本质和听取各国意

见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点值得关注的变化：（１）ＺＩＴ以网络连接为特征，而 Ｇ１６Ｙ限

于与物联网特别兼容的信息通信技术；（２）ＺＩＴ分类号突出了“创造新价值和新服

务”，因此排除了仅用于连接网络的技术，而 Ｇ１６Ｙ定义中，通用计算机和通讯设

备、仅具备监视功能或控制功能的设备和用途，如监控摄像头、远程控制装置、电脑

和电话机等都被排除在外。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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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型公司国际专利申请活跃

据韩媒报道，韩国大型公司在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方面表现活跃，并倾向于加强

海外专利申请，减少国内专利申请。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韩国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从２０１４年的１３１３８件增加到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６９９１件，年均增长６６％。在过去的五年里，韩国国际申请平均每年增长８６％，

占总申请数量的 ４０３％。相比之下，同期韩国国内专利申请量平均每年减少

６４％，这是由于韩国大型企业的专利战略转向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中小企业和国

际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６％，个人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１２％，这表明中小企业拓

展海外市场后，在专利保护方面更加积极。在过去五年中，韩国高校申请的专利数

量占总申请数量的８４％，但海外申请的数量以每年９３％的速度增长，这表明高

校对海外专利申请的兴趣更大。三星电子专利申请量（９２３２件）位居榜首，其次是

ＬＧ电子（８５２７件）、ＬＧ化学（４５８１件）、ＬＧＩｎｎｏｔｅｋ（１１０５件）和 ＰＯＳＣＯ（８９０件）。

其中，ＬＧ化学专利申请增长了１４３％，远高于韩国大公司的平均年增长率８６％。

按照技术领域分类，韩国海外专利申请增长率依次为：数字通信（１１４％）、电力机

械（８４％）、计算机技术（６７％）和医学技术（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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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

美律所发布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基准诉讼报告

２０１９年８月７日，美国全球领先律所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Ｆｏｅｒｓｔｅｒ发布研究报告《２０１９

年知识产权诉讼基准（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ＩＰ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对知识产权诉讼现状进行

了调查。该报告对收入７５亿美元以上的５３家公司的知识产权法律决策者进行

了深度访谈，旨在更好地了解知识产权诉讼趋势，以及企业在其全球知识产权战略

决策中的指导方针和重要事项。报告主要调查结果如下：（１）知识产权诉讼年度支

出持续增长，从２００５年１７亿美元增长为２０１９年３３亿美元，年增长率最近有所放

缓，但仍保持在两位数水平；（２）企业涉诉案件数量下降了２７％，从２００５年平均１５

件下降到２０１９年平均１１件；（３）涉诉案件更为复杂，风险更大，２０％案件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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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注型”（４％）或“高风险”（１５１％），另有４８％被认为“复杂或重大”；（４）目前

７０％的新案件都是在美国境外被提出，６４％的知识产权诉讼决策者认为境外诉讼

风险更大、更具有挑战性；（５）近２０％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三年知识产权诉讼规模将

会更大、更复杂且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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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Ｃ：美国西奈山创新合作组织商业转化经验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３日，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ＴＣ）介绍了美国规模较大的商业化

办公室之一———西奈山创新合作伙伴组织（ＭｏｕｎｔＳｉｎａ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ＭＳＩＰ）

的商业转化成功经验和策略。ＭＳＩＰ拥有４０名全职员工，２０１８年，该办公室接洽了

７１７名发明家，处理了１２８项技术披露和２０９项专利申请。主要的经验策略如下：

（１）与外部专家合作：帮助了解市场动态和竞争环境，从交易角度评估技术价值；

（２）大量实习和外派项目：ＭＳＩＰ拥有侧重商业化的实习项目、与法学院合作的法律

外派项目，专注培育机构内部人才之外，鼓励其他机构人员参与；（３）积极使用主协

议是其建立外部伙伴关系的关键策略；（４）强劲的加速器：ＭＳＩＰ推出 ｉ３加速器，前

４年的投资为１０５０万美元，通过商业界顾问帮助决定支持哪项技术，以及如何推

进；（５）人员配置结构和目标设定：ＭＳＩＰ分为商业开发、联盟管理、新企业、合同和

许可、知识产权、财务和运营、营销与拓展以及管理多个团队，直接支持 ＭＳＩＰ关键

策略目标；（６）强大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管理和跟踪所有知识产权进展；（７）保持

对研究人员的信息公开透明度：ＭＳＩＰ决策透明，向发明者提供反馈和说明，如如何

得出资助资产的结论、决策支持文档（包括竞争和其他市场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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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Ｍ区块链专利申请较去年增长３００％

据ＴｅｑＡｔｌａｓ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报道，ＩＢＭ区块链专利申请量增长３００％，连续

２６年成为美国专利收入最高的大型科技公司，截止目前拥有１０８个活跃的区块链

技术专利家族，总量比去年增长３００％。ＩＢＭ今年在区块链领域的扩张力度远远超

过美国银行（５２个）、万事达（４３个）和英特尔（３５个）等公司。从各种迹象来看，

ＩＢＭ看好区块链技术，并对其押下了重注。根据 ＴｅｑＡｔｌａｓ报告数据显示，ＩＢＭ以

３５５个区块链招聘职位位居第一，其次是甲骨文１７３个。报道认为，预计 ＩＢＭ将在

未来几年成为区块链行业的主导企业，而中国阿里巴巴将是其主要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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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达成专利转让协议以拓展全球业务

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ＯＰＰＯ与英特尔签署了一项专利转让协议，涉及移动通信技

术相关领域的５８项专利。此外，ＯＰＰＯ还从爱立信购买了５００多项专利，覆盖美

国、欧洲、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随着 ＯＰＰＯ在全球市场业务的扩展，从英特

尔和爱立信获得通信专利将有助于增强ＯＰＰＯ的技术开发能力。ＯＰＰＯ在５Ｇ等尖

端通信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截至２０１９年，ＯＰＰＯ已经在全球２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部署了５Ｇ专利，ＯＰＰＯ已经提交了２２００多个与５Ｇ技术相关的全球专利家族申

请，并向３ＧＰＰ提交了２６００多篇技术论文。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ＯＰＰＯ向欧洲电信标

准协会（ＥＴＳＩ）披露了６００多个专利家族，进一步凸显了ＯＰＰＯ在５Ｇ专利领域的强

势地位。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ＯＰＰＯ在全球共提交专利申请３７万余件，其中发

明专利３１万余件（约８５％），累计获得专利授权１１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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