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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 １６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２０１９》（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９）。报告指出，２０１８年全球创新者

共提交了３３０万件专利申请，连续第九年实现增长，涨幅为５２％。全球商标申请

活动增长到１４３０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申请总量达１３０万件。其中，２０１８年亚

洲的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均占总量的２／３以上，中国推动了对知识

产权需求的整体增长，美国向境外提交的专利申请量仍保持首位。

表１　全球知识产权主要统计数据［１］

知识产权指标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率（％）
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

专利申请量 ３１６２３００ ３３２６３００ ５．２

商标申请中指定的类数 １２３９５７００ １４３２１８００ １５．５

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中所含的外观设计数 １２４２１００ １３１２６００ ５．７

植物品种申请量 １８５５０ ２０２１０ ８．９

有效地理标志数量 ｎ．ａ． ６５９００ ｎ．ａ．

［１］ｎ．ａ．表示无可用数据。

　　１．专利

２０１８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达到创纪录的１５４万

件，占全球总量的４６４％，相当于排名第２至第１１位的主管局受理量之和。排在

中国之后的是美国（５９７，１４１件）、日本（３１３，５６７件）、韩国（２０９，９９２件）和欧洲专

利局（ＥＰＯ，１７４３９７件）。这五大局的受理量占全球总量的８５３％。前五大主管局

中，中国（＋１１６％）、ＥＰＯ（＋４７％）和韩国（＋２５％）专利受理量都出现了增长，

而日本（－１５％）和美国（－１６％）均有小幅下降。这是美国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受理

量首次出现下降。

专利申请量位列前十的地区还包括德国（６７８９８件）、印度（５００５５件）、俄罗斯

联邦（３７９５７件）、加拿大（３６１６１）和澳大利亚（２９９５７件）。这几个主管局受理的申

请量均有所增长，涨幅从德国的０３％到印度的７５％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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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效专利在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６７％，达１４００万件。美国约有３１０万件有效

专利，排在其后的是中国（２４０万件）和日本（２１０万件）。美国一半的有效专利来

自国外，而中国国内的有效专利约占７０％。

　　２．商标

２０１８年全球约有１０９０万件商标申请，涵盖了１４３０万类。申请中指定的类数

在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１５５％，连续九年实现增长。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２］数量最多，涵盖了７４０万类，其次是美国

（６４０１８１类）、日本（５１２１５６类）、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３９２９２５类）和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３８４３３８类）。在排名前二十的主管局中，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间增长最快的

是印度尼西亚（＋２９１％，）、中国（＋２８３％）、印度（＋２０９％）、韩国（＋１４５％）

和英国（＋１２４％）。

亚洲各主管局占２０１８年所有商标申请活动的７０％，远高于２００８年的３６２％。

欧洲所占份额从２００８年的３８４％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５８％。北美占２０１８年全球

总量的５８％。

２０１８年全球约有４９３０万件有效商标注册，比２０１７年增长了１３８％，其中仅中

国就有１９６０万件，其次是美国２４０万件，印度１９０万件。

　　３．工业品外观设计

２０１８年，全球共提交了约１００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其中包含１３０万项外

观设计，年度同比增长５７％。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中包含７０８７９９项

外观设计，占全球总量的５４％，其次是 ＥＵＩＰＯ（１０８１７４项）、韩国（６８０５４项）、美国

（４７１３７项）和德国（４４４６０项）。在排名前二十的主管局中，以下五个主管局的外观

设计数量出现两位数增长：英国（＋４２４％）、俄罗斯联邦（＋２１％）、意大利（＋

１６６％）、印度（＋１３６％）和中国（＋１２７％）。

［２］商标申请活动指的是商标申请中指定的总类数。
［３］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指的是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中所包含的外观设计总数。

２０１８年，亚洲各主管局外观设计申请占全球的２／３以上（６９７％），其次是欧洲

（２３％）和北美（４１％）。２０１８年，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大洋洲的合计

份额为３２％。

与家具相关的外观设计占全球申请活动［３］的１０５％，其次是服装（８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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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包装和容器（７７％）。

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总量增长６５％，达到约４００万项。有

效注册量最多的国家是中国（１６０万项），其次是韩国（３４４５６０项）、美国（３３６１１６

项）和日本（２５７１５７项）。

　　４．植物品种

中国在２０１８年受理５，７６０件植物品种申请，较２０１７年增长了２９％。目前中

国提交的植物品种申请量占全球的１／４以上。排在中国之后的是欧盟共同体植物

品种局（ＣＰＶＯ，３５５４件）、美国（１６０９件）、乌克兰（１５７５件）和日本（８８０件）。２０１８

年排名前五的主管局中，中国和乌克兰（＋１７１％）达到两位数的申请量增长；ＣＰ

ＶＯ（＋３９％）和美国（＋３３％）增长率相当。日本（－１３６％）的申请量出现大幅

下跌。

　　５．地理标志

２０１８年，全球共有约６５９００个有效的地理标志。德国（１５５６６个）的有效地理

标志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国（７２４７个）、匈牙利（６６８３个）和捷克共和国（６２８５个）。

与“葡萄酒和烈酒”相关的有效地理标志约占２０１８年全球总量的５１１％，其次

是农产品和食物（２９９％）以及手工艺品（２７％）。

　　６．出版业

２０１８年，１４个国家涵盖贸易和教育部门的出版业［４］收入达４２５亿美元。美国

（２３３亿美元）的净收入最高，其次是德国（６１亿美元）、英国（５４亿美元）和法国

（３０亿美元）。

英国的网上销售渠道创造的收入占贸易部门总收入的一半以上（５１５％），其

次是美国（４１６％）、巴西（２５５％）和瑞典（２３％）。

２０１８年美国售出了２６亿份涵盖贸易和教育部门的出版物，其次是英国（６５２

亿）、法国（４１９亿）和土耳其（４亿）。

［４］出版业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国际出版商协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的联合调查。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９／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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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世界知识产权报

告》———“创新版图：地区热点、全球网络”。报告分析了创新版图在过去几十年的

演变情况，研究表明，创新活动合作日趋紧密，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

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００年之前，日本、美国和西欧经济体占全球专利活动的９０％，全球科学

出版活动的７０％以上。随着中国、印度、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国专利活动的增

加，以上份额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间分别降至７０％和５０％。

（２）跨国公司在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热点地区开展研发活动。例如，谷歌位

于硅谷的总部仅占该公司全部专利活动的不足一半，其他发明人所在地主要是苏

黎世、纽约和伦敦。

（３）来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例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印孚瑟斯）经

常从高收入经济体的顶尖热点地区“获取”创新，却鲜少将目光投向其他中等收入

经济体。

（４）科学活动和发明活动的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科学活动在全球范围内

更加普遍。许多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产生了大量科学出版作

品———通常是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伙伴合著。但是，这些经济体产生的专利相对

较少。一般来说，在科学出版方面的国际合作比在专利方面更为频繁。

（５）高度成功的创新热点的崛起，伴随着国家内部日益加剧的地区收入、高技

能就业和工资的两极分化。尽管其他因素也导致此类地区间不平等，但地区支持

和发展政策在帮助落后地区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的亮点总结如下。

　　１．协作日益成为常态

创新合作日益紧密。在２０００年代早期，６４％的科学论文由科学家以团队形式

完成，５４％的专利由发明人团队获得。到２０１０年代后半期，这些数字分别增至近

８８％和６８％。合作在本质上也变得更加国际化。由不同国家的两名或两名以上研

究人员共同开展的科学合作比例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５％增至２０１７年的２６％。在专利方

面，国际合作发明占比持续攀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１％，但在此后略有下降，部分原因是

某些国家的国内合作迅速增长。大多数国际合作发生在顶尖的大城市热点地区。

４ 知识产权动态



　　２．大多数国际合作由少数几个国家主导

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间，仅约３０个热点大城市就占据了６９％的专利和４８％的科

学活动。这些城市主要位于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排名前十的热点（旧金

山－圣何塞、纽约、法兰克福、东京、波士顿、上海、伦敦、北京、班加罗尔和巴黎）占

全部国际合作发明的２６％。位于美国的热点全球合作最为活跃。

　　３．创新正在重塑：信息技术企业占据汽车行业一席之地

自动驾驶技术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来自汽车行业内部和信息技术行业的新

参与者对该领域的既有参与者构成了挑战。专利数据表明，传统汽车制造商及其

供应商处于自动驾驶汽车创新的最前沿。福特、丰田和博世分别拥有３５７、３２０和

２７７项自动驾驶同族专利，是自动驾驶专利申请的前三名。不过，在该领域专利申

请名列前茅的还包括一些非汽车制造商。谷歌及其自动驾驶汽车子公司 Ｗａｙｍｏ

以１５６项专利位居第八，领先于日产、宝马和现代等传统汽车制造商。优步和德尔

福分别拥有６２项自动驾驶专利，并列第３１位。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出现拓宽了

创新版图，柏林、洛杉矶等几个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热点地区（并不是传统的汽车

创新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汽车制造商和信息技术公司似乎仍然更喜欢在总部

开展创新活动。

　　４．农业生物技术诞生于城市实验室，广泛应用于农业集群

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占所有作物生物技术文章的份额超过５５％，占该

领域所有专利的份额超过８０％。在这些经济体中，创新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地区。

但是，与其他创新领域相比，该领域创新活动的地域分布更为广泛，遍及非洲、拉丁

美洲和亚洲多国。这反映出创新需要适应当地情况。拜耳作物科学、巴斯夫、中国

化工和科迪华农业科技公司四个私营企业在植物生物技术的研发投入方面占据较

大份额，但与公共部门合作的需求日渐增长，因为需要获取公共研究机构拥有的种

质和栽培品种。自２０００年以来，私营公司与公共机构专利合作数量已超越私营公

司彼此之间，成为主要合作类型。

　　５．追求创新时保持开放带来互利结果

“当今的创新格局在全球范围紧密关联”，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

“面对全球的共同挑战，日渐复杂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数量更多、专业性更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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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队伍，而这有赖于国际合作。各经济体必须在追求创新方面保持开放”。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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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总部发布网络盗版应对举措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总部发布《网络盗版综合对策及实施进

度表》。文件指出，为有效防止盗版侵害，保护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基于网络盗版

对策相关讨论会的讨论结果，今后日本内阁府、警察厅、总务省、法务省、文部科学

省和经济产业省将分三个阶段实施以下举措。

　　１．需立即着手实施的举措

（１）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合作开展著作权教育，提升著作权保护意识。例

如，在日本文化厅官方网站上公布各种著作权教育措施的效果反馈，为编著著作权

教育教材提供参考。

（２）促进正版流通，将海外市场的流通也考虑在内。今后将由经济产业省主导

构建民间团体合作框架，方便以用户的形式促进正版流通。

（３）建立组织以应对网站盗版。今后将由总务省、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主

导构建民间团体合作框架，收集专业人士意见，针对盗版网站特点，实施有效措施。

（４）基于国际管辖权和准据法，强化国际执行力。一方面促进民营企业人员在

国外使用民事诉讼程序，另一方面借助国际调查中的互助框架，推进跨国盗版的搜

查工作。

（５）网站检索应对。文部科学省将就删除检索结果中的盗版网站和阻止盗版

网站弹出，促进著作权人和网络检索运营商之间的沟通。

（６）阻止盗版网站广告投放。经济产业省将召集著作权人和广告公司召开会

议，掌握盗版网站清单，推进广告公司自主制作投放准则并进行普及。

（７）加强网站过滤功能。总务省将基于《青少年网络环境整备法》，一方面，进

一步促进和普及青少年网站过滤功能，另一方面，强化与网络相关人员的合作，方

便用户使用。另外，经济产业省将基于安全软件的网站过滤功能，构筑著作权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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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软件公司的合作体制。

　　２．为建立相关提案做准备

就如何警示用户即将进入盗版网站，总务省今后将讨论和建立相关法律，最大

可能地限制用户进入盗版网站。另外，基于讨论会报告提议，对网站入口的警告方

式进行技术验证，及时把握用户意图、技术动向和成本动向。

　　３．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就拉黑侵权网站和禁止违法下载侵害著作权的相关书籍等，结合侵权状况继

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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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知识密集型社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面向知识密集型价值创造实现社会

５０以引领世界的科技创新政策研究中期报告》。报告指出，随着数字革命和全球

化进程的发展，世界迎来了走向知识密集型社会的变革期。为适应社会体系范式

转变，日本要先于世界各国实现社会５０，为此，需早日构建新的知识密集型价值创

造体系，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社会问题，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致力于实现先

进科学技术与社会包容并存的社会。为此，报告指出需在以下方面注入力量。

　　１．强化作为价值创造源泉的基础研究，增加学术研究多样性

设立“学术转型研究”项目，引领学术体系方向变革，对具有挑战性、长期性、跨

学科的研究予以奖励。在竞争性研发经费审核环节，更加重视研究计划的独立性、

未来性和挑战性。另外，研讨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不仅仅取决于论文数量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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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率，对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成果发表媒介、不同研究成果价值进行综合考

量。同时，促进年轻科研人员独立自主研发，为其提供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强化

国际合作和国际人才循环。

　　２．面向知识密集型社会，扩大大学和国立研究法人的作用

知识密集型社会中的“知识”并不限于知识产权，更包括大学和国立研究法人

的各类研究活动和成果。为实现知识密集型价值创造系统，促进大学等组织的经

营资源价值最大化，今后将与大学和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深入交换意见，在保有资产

和加强资产使用、税制改革、知识产权收益等方面，放松相关管制。另外，相较大

学，国立研究法人的主要作用在于承担大学和企业难以攻克的国家级重要课题，因

此今后将继续强化国立研究法人功能，并对其进行稳定且集中的投资。

　　３．构筑新的研究体系以应对数字革命

利用ＡＩ、机器人技术、ＩｏＴ和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建立智能实验室，实现实验自

动化和研究体系的数字化转换。积极利用 ＡＩ解析数据、探索新物质，充实和强化

信息基础。同时就数据的获取、保存、管理和流通，充分考虑各领域的不同特点，建

立准则和使用机制，并向国际社会发布。

此外，报告还指出要致力于培养创新领导者。以大学为创业教育的中心，构建

初创生态系统，强化创业教育相关举措。同时推进政府民间一体化，对科技创新进

行集中投资。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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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自动驾驶技术专利竞争态势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德国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了自动驾驶技术（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专利竞争态势报告。报告检索分析了自动驾驶技术相关专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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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６７５件（３２９０６项专利家族），分别从专利申请趋势、领先专利权人、专利地域分

布、专利组合价值评估、专利行业分布、企业对自动驾驶技术的贡献、标准必要专利

（ＳＥＰｓ）领先持有人等方面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关专利管理建议。

　　１．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９年，自动驾驶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从１３５８件增

长至１８２６０件，相较于２０１６年，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了３倍（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９年自动驾驶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单位：件）

　　２．领先专利权人

图２显示了自动驾驶技术前１０位领先专利权人，包括６家美国公司，３家韩国

公司，１家日本公司。专利家族数排名前三的专利权人分别是丰田、福特和通用汽

车公司。报告指出，从专利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汽车工业还是科技领域，欧洲在

自动驾驶技术方面都较为落后。

　　３．专利受理地域分布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对受理自动驾驶技术专利的国家／地区进行了分析。如图３所示，从专

利地域分布来看，美国专利商标局受理的自动驾驶技术专利数量为２８４７９件，位居

榜首，其次是日本专利局（１０５０５件）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９２０８件）。

　　４．专利组合价值评估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利用专利价值评估指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分析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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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自动驾驶技术专利权人Ｔｏｐ１０（单位：项）

图３　自动驾驶技术专利受理地域分布（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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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专利家族的规模，高市场覆盖体现了专利发明的高国际市场潜力；技术相关性指

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用以计算专利被引用次数，高技术相关性指向特

定细分市场的领先技术。由于统计指标是标准化的，所以可以与行业的平均水平

进行比较（高于１分即高于平均水平）。

表２显示，前１０位专利权人的市场覆盖指标都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说明申

请人对专利价值的重视，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企业意识到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性与

潜力。技术相关性方面，只有谷歌公司（１２１分）和通用汽车公司（１０８分）的专利

组合具有较高的技术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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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专利行业分布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揭示了自动驾驶专利在不同的行业的应用情况。如图４所示，９６％的

专利集中在机械工程、仪器和电气工程行业，其分别占比为３５％、３４％和２７％。
表２　自动驾驶技术专利市场覆盖和技术相关性分析

申请人 专家家族份额 市场覆盖 技术相关性

丰田汽车 ３．４７％ １．１４ ０．８５

福特汽车 １．７３％ １．７３ ０．５９

通用汽车 ２．０８％ １．５８ １．０８

谷歌 １．７４％ １．５７ １．２１

英特尔 １．５８％ １．３４ ０．１５

现代汽车 １．１２％ １．０７ ０．３５

三星 １．１２％ １．４０ ０．３４

ＬＧ电子 １．１２％ １．５９ ０．６８

Ｕｂｅｒ ０．８６％ １．３５ ０．６２

高通 ０．８４％ １．４７ ０．７６

图４　自动驾驶技术专利行业分布

　　６．企业对自动驾驶技术的贡献

图５显示了为自动驾驶标准开发做出技术贡献的前１０家公司。排名前三的

公司分别是 ＬＧ电子（８１件）、华为（６６件）和三星（４８件），均为移动通信技术公

司，占技术贡献总量的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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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企业技术贡献Ｔｏｐ１０（单位：件）

　　７．自动驾驶技术ＳＥＰｓ领先持有人

图６显示了与自动驾驶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

ＳＥＰｓ）分布情况。其中，华为拥有４９件ＳＥＰｓ，排名第一，其次是ＬＧ电子（２７件）和

英特尔（２１件）。此外，截止目前没有一家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开展自动驾驶领域

互连标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的开发。

图６　自动驾驶技术ＳＥＰｓ领先持有人（单位：件）

　　８．专利管理建议

报告指出，自动驾驶技术在不同行业的运用均有显著增长。报告建议运输行

业的相关高级专利经理和专利负责人考虑以下事项。

（１）未来自动驾驶技术将越来越依赖专利技术；

（２）自动驾驶技术、信息娱乐、导航和通信将越来越依赖于诸如５Ｇ、Ｖ２Ｘ（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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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等专利技术标准；

（３）负责专利许可的主管应事先考虑许可费成本和适当担保金的问题；

（４）专利部门和研发部门不能只考虑从专利申请数据中检索到的信息，还应监

测标准化活动和ＳＥＰｓ声明，从而分析专利和标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量化潜在的

知识产权风险；

（５）汽车行业应积极参加标准化战略制定活动，以确保能充分参与自动驾驶互

连标准的开发。

朱月仙　检索，刘思晗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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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下称《条

例》），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条例》重点针对我国营商环境的突出短板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

点问题，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从完善体制机制的层面作出相应规定。

一是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的原则和方向。《条例》将营商环境界定为市场主体在

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明确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应当坚

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

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二是加强市场主体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保障

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依法平等享受支持政策，保护市场主

体经营自主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主体维权服务平

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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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优化市场环境。《条例》对压减企业开办时间、保障平等市场准入、维护公

平竞争市场秩序、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规范涉企收费、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简化企业

注销流程等作了规定。

四是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条例》对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精简行政许可和优化审批服务、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规范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减证便民、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建立政企沟通机制等作了规定。

五是规范和创新监管执法。《条例》对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推行信用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包容审慎监管、“互联网 ＋监管”，落实行政执法公示、行政

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等作了规定。

六是加强法治保障。《条例》对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和调整实施，制定法规政策

听取市场主体意见，为市场主体设置政策适应调整期，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等作了规定。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１１４３２５８．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管理办法（试行）》印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名单管理办法》），对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管理工作予以规范，该办法将于１２月１日起试行。

据悉，出台《名单管理办法》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是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３８个部门和单位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知识

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具体落实。《名单

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行为认定、列入名单、联合惩戒、移出名单、信用修复以及附则

等５章２７条。《名单管理办法》规定，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实

行“谁列入、谁负责”原则，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动态管理。《名单管

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联合惩戒的对象、被纳入联合惩戒的６种严重失信行为及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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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名单管理办法》对将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列入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以

及移出名单的全过程规定了可操作的具体步骤和明确的期限要求。此外，《名单管

理办法》专门用１章共３条对信用修复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明确了申请信用修复

的条件、申请部门、应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不予修复的情形等，鼓励被列入联合惩

戒对象名单的主体积极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社会影响，通过信用修复提早

退出名单。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

会同相关部门并指导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严格贯彻落实《名单管理办法》，认真

组织开展专利领域联合惩戒工作，深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以更大的

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１１４３１８５．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专题报道

ＥＰＯ发布欧洲中小企业专利商业化记分牌

【摘要】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欧洲专利局发布报告《市场因发明而成功———欧洲中

小企业专利商业化记分牌》。报告指出，欧洲中小型企业２／３的发明专利已被

进行商业开发，同时探讨了欧洲中小型企业进行专利商业化实践的方式。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报告《市场因发明而成功———欧洲

中小企业专利商业化记分牌》（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ｏｒ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ＭＥｓ）。报告指出，中小型企业（ＳＭＥｓ）依靠欧洲专利保

护其高潜力发明，并且这些发明中有２／３已被进行商业开发。

该研究探讨了中小型企业如何进行欧洲专利商业化实践。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采访的１１４０家欧洲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均在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８年期间

申请了欧洲专利。该研究揭露了涉及的发明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商业开发，重点关

注商业开发合作的方式，如许可或共同开发等。通过分析欧洲中小型企业的专利

商业化实践，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意见和建议，并帮助他们了解欧洲创新生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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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参与者所面临的挑战。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１）防止模仿和提高声誉是中小型企业专利保护的关键动机。中小企业通常

依靠欧洲专利来防止竞争对手模仿其发明，从而提高声誉并确保自由实施（ＦＴＯ）。

具体来说，如图７，８３％的中小型企业认为防止模仿是寻求专利保护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是提高声誉（６９％）和获得自由实施（５９％）。值得注意的是，为商业合同和许

可提供便利的动机分别占５３％和４６％。这些因素对化学和仪器行业的企业尤其

重要。

图７　欧洲中小型企业保护专利的动机

（２）中小型企业严重依赖于国内外合作伙伴。在所有受欧洲专利申请或欧洲

授权专利保护的商业化发明中，有一半是通过许可协议（占受访者的６２％）、合作

（４９％）或技术分拆（３２％）与外部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开发的。而且，合作伙伴通常

来自另一个欧洲国家（如图８）。欧洲专利具有广泛的保护范围，使其成为发明商

业化的有用工具，这也揭示了资源受限的中小型企业如何利用伙伴关系进入新市

场或分担创新成本。

图８　欧洲中小型企业合作伙伴的地理位置

（３）超过１／３的中小企业表示希望进行外部合作。如图９，在欧洲专利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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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中小企业中，约有３９％正在寻找合作关系。如果中小型企业可以利用合作

伙伴的资源并加速商业化进程，那么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将专利发明推向市场可

以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参与合作伙伴关系的中小型企业将“增加收入”

（８５％）和“市场准入”（７３％）视为合作开发的主要动机。超过一半（５６％）的受访

者还以“共同创新”为动机，其次是“外包制造”（４２％）及“侵权和解”（３２％）。

图９　中小型企业合作开发计划

（４）中小型企业最常与客户和供应商合作。如图１０，那些通过合作将发明专

利推向市场的中小企业通常与以前的客户（５９％）和供应商（２６％）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欧洲中小企业最常与其他欧盟国家（５６％）或本国（５３％）的企业合作。那

些希望在国外进行商业化的公司更希望他们的合作伙伴在北美（２６％）或者亚洲

（２１％）。

图１０　中小型企业的合作伙伴类型

（５）欧洲的中小企业相信他们的发明是有价值的。如图１１，接受调查的中小

型企业中有８０％以上认为其发明专利的价值处在本行业前５０％。另有３９％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的发明属于前１０％。欧洲专利局还就中小企业的发明与公司核心

业务活动的相关性进行了调查，以确定其重要性。约６６％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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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发明与核心业务活动高度相关，只有１５％认为它们不是很重要。另外，中小

企业还可以成为大型企业的宝贵合作伙伴。小型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有更大的灵

活性，它们也对外部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感兴趣。这为大公司创造了建立关系、获得

创新技术的机会。

图１１　中小企业认为自身发明专利对产业的价值度

（６）一半的创新通过合作关系推向市场。中小型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中，大约

有２／３被商业利用。如图１２，有一半是中小型企业自行将产品推向市场，另一半则

是通过技术转让或合作协议与外部合作伙伴开展协作而被利用。

图１２　中小企业商业开发类型

（７）许可是中小型企业首选的合作方法（图１３）。合作开发最有可能通过许可

来完成，其中６２％的中小型企业采用这种方式。更广泛的合作通常是这些协议的

边际效应。

（８）确定合作伙伴、谈判成本和复杂性是最大的挑战（图１４）。对于采取合作

路线的欧洲中小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能否确定合适的合作伙伴和联系人。在

大约６０％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是被合作伙伴发现的，这意味着现有的大多数合作关

系并不是中小企业努力寻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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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中小型企业的主要合作开发方式

图１４　中小型企业合作开发中的挑战

（９）ＦＴＯ分析在中小型企业间非常普通。大多数受访者（８８％）表示，他们已

经或计划进行发明专利的ＦＴＯ分析。如图１５，法国和英国的中小企业开展ＦＴＯ分

析的比例很高，分别为９７％和９５％，德国的比例要低得多（７７％）。

图１５　中小型企业开展ＦＴＯ分析的比例（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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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的中小型企业拥有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图１６）。德国中小企业设专

门知识产权部门的比例更高（４１％），而英国仅有１２％的中小企业拥有专门的知识

产权团队，这表明这些企业更多地依赖外部顾问。

图１６　中小型企业专门设置知识产权部门或人员的情况

（１１）德国和英国的中小型企业更频繁地向高级决策者报告知识产权事务。欧

洲专利局就向公司最高管理层汇报知识产权活动的频率对受访者进行了调查，以

了解知识产权业务在公司内部的重要性。如图１７，英国和德国的中小企业的知识

产权报告率相对较高，其中分别有４４％和４０％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或每周汇报

其知识产权活动。相比之下，只有２６％的法国中小企业和２８％的东南欧中小企业

报告频率如此之高。

图１７　中小型企业知识产权信息汇报情况

（１２）目前寻求国际合作的中小型企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因知识产权专

业知识、资源和业务联系有限，使其难以支持在欧洲各地的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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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局长安东尼奥·坎皮诺斯（ＡｎｔóｎｉｏＣａｍｐｉｎｏｓ）认为，“中小型企业

是欧洲知识产权体系的关键用户群体，它们开发了新技术、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

了经济增长，而专利可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发明。最重要的是，这项新研究表明

中小型企业也正在利用专利并将其发明商业化，他们的知识产权战略日益完善并

潜力巨大。鉴于专利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新技术进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

必须找到成功应对挑战的方法。”报告指出，在这种背景下，促进市场中介者发挥效

力已成为欧洲中小企业促进专利商业化的关键政策手段。

朱月仙　检索，黄玉茹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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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碳纤维专利技术分析

【摘要】碳纤维是由有机纤维在惰性气体保护下经过高温分解与碳化形成的含

碳量在９０％以上的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在航空航天、汽车、能源、体育休闲等

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被称为２１世纪的“黑色黄金”。本文利用智慧芽数

据库分析了碳纤维的全球专利申请趋势、专利地域布局、主要研发机构及在华专

利概况等。

碳纤维（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ｅｒ，简称 ＣＦ）是由有机纤维在惰性气体保护下经过高温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分解与碳化方式形成的含碳量在９０％以上的一种新型高分子材

料。其强度比钢铁高，密度比铝小，具有轻质、高强度、高弹性模量、耐高低温、耐腐

蚀、耐疲劳等优异特性，在航空航天、汽车、能源、体育休闲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被称为２１世纪的“黑色黄金”［５］。

［５］张健，揣雪冰．碳纤维的发展及其应用现状［Ｊ］．化工管理，２０１７（２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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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技术概况

碳纤维按原料来源划分，主要分为聚丙烯腈（ＰＡＮ）基碳纤维、沥青基碳纤维及

粘胶基碳纤维。其中，粘胶基碳纤维开发早，但强度低，应用较少。沥青基碳纤维

弹性模量好，但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低，且沥青的提取成本高。目前，ＰＡＮ基碳纤

维使用范围最广，产量占比超过９０％。ＰＡＮ基碳纤维丝束按单丝数量划分，分为小

丝束和大丝束。

目前，ＰＡＮ基碳纤维纺丝原液工业生产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将丙烯腈及

共聚单体、溶剂、引发剂等混合于反应釜中，在一定的反应温度、时间下进行聚合从

而得到ＰＡＮ原液，再通过脱单、脱泡、过滤等处理，获得满足纺丝要求的纺丝原液

以供纺丝。另一种方法是将丙烯腈及共聚单体、引发剂等混合于反应釜中，在一定

的反应温度、时间下进行聚合，通过脱单、洗涤、干燥等处理得到 ＰＡＮ粉末，再与溶

剂，如三甲基甲酸胺、二甲基乙酰脂、二甲基亚砜、浓硝酸、ＺｎＣｌ２水溶液以及 ＮａＳＣＮ

水溶液等混合，之后采用合适的温度溶解为 ＰＡＮ溶液，最后经脱泡、过滤等处理

后，获得满足纺丝要求的纺丝原液供纺丝［６］。

　　２　碳纤维专利技术概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作者利用关键词和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在智慧芽

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专利２１１６６７件专利，其中，中国受理了９５７４９件专利。

　　（１）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如图１８，从碳纤维全球申请趋势看，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２年分别经历了一次专利申

请小高峰，专利量分别突破２０００件和４０００件。从２００９年起，专利申请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预计未来几年的专利申请量仍将持高不下［７］。

［６］顾文兰，宋文迪，冯林等．无机溶剂法制备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原丝的方法：１０５５８６６５４．２０１４１０２１．
［７］受专利公开滞后影响，近３年的专利量仅供参考。

从近２０年主要国家／地区的专利申请趋势来看，２００８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超过

美国，成为引领全球近１０多年来专利量增长的主要国家。

　　（２）全球专利地域布局

从全球碳纤维专利技术的受理国家／地区分析（图１９），中国、美国、日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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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碳纤维技术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是研发机构最关注的潜在市场。其中，中国位居第一（９５７４９

件），美国第二（３０２７４件），日本第三（２５２８０件），其他国家／地区的受理量为：韩国

（１１０９９件）、中国台湾地区（５８４９件）、加拿大（４５７８件）、德国（３４３２件）、澳大利亚

（３０４５件）。另外，欧洲专利局受理１１７６０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受理１０５８５件。

图１９　碳纤维技术全球专利地域布局

　　（３）全球主要研发机构

从全球碳纤维专利技术的主要申请人分析（表３），日本东丽（４０３５件）、日本三

菱化学（２８４７件）、日本帝人（２００８件）、中国科学院（１６６２件）、美国杜邦（１４１３

件）、美国通用电器（１０９４件）、美国波音公司（１０３６件）和日本昭和电工（１０３３件）

专利量均超过１０００件，是主要研发机构。同时，进入前十位的还有日本东邦碳纤

维（７９７件）和韩国三星（６４６件）。从进入排名前二十的研发机构分析，该领域的

研发机构主要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从机构性质上，企业为主要的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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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机构和高校主要来自中国。

表３　碳纤维技术全球专利主要申请人

申请人 专利数量（件） 申请人 专利数量（件）

日本东丽 ４０３５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６３６

日本三菱化学 ２８４７ 日本爱知制钢 ６２０

日本帝人 ２００８ 日本松下 ６１５

中国科学院 １６６２ 日本大阪瓦斯集团 ６１３

美国杜邦 １４１３ 韩国ＬＧ化学 ６０６

美国通用电器 １０９４ 美国陶氏化学 ５９３

美国波音公司 １０３６ 美国３Ｍ ５９２

日本昭和电工 １０３３ 日本三菱重工 ５４４

日本东邦碳纤维 ７９７ 日本旭化成 ５２９

韩国三星 ６４６ 韩国现代 ５１１

　　（４）中国专利概况

中国受理的碳纤维专利（９５７４９件）主要来自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国科学院的

专利申请量最多，约为第２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２５倍。中国科学院参与研发的

研究所包括宁波材料技术与过程工程研究所、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深圳先进研究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表４）。

表４　碳纤维技术在华专利主要申请人

申请人 专利数量（件） 申请人 专利数量（件）

中国科学院 １６０１ 清华大学 ２８７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６３４ 山东大学 ２８３

邱则有 ４４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２８２

东华大学 ４２２ 大连理工学院 ２５５

中国石化 ３９６ 西北工业大学 ２４８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３９３ 武汉理工大学 ２４５

北京化工大学 ３１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３５

中南大学 ３０９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４

日本东丽 ２９５ 华南理工大学 ２２０

北京化工大学 ２９５ 浙江大学 ２１８

从中国受理的９５７４９件专利法律状态分析，目前授权有效的专利３６３５３件，占

比３７９７％，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的专利２１５１７件，公开专利２９６３件，另外有３４９１６

４２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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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率较高。

　　３．小结

　　（１）中国碳纤维技术起步晚，发展快

中国、日本、美国是研发机构最关注的三大潜在市场。美国、日本等国家发展

碳纤维较早，尤其是日本东丽、日本三菱化学、日本帝人三大巨头的市场垄断地位

在增强，依然是世界碳纤维发展的主力。尽管我国已成为专利申请的后起之秀，但

我国碳纤维的研发主体依然集中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企业研发实力相对较弱。

　　（２）日本和美国企业是碳纤维技术的主要研究单元

日本东丽、日本三菱化学、日本帝人、中国科学院、美国杜邦、美国通用电器、美

国波音公司、日本昭和电工、日本东邦碳纤维、韩国三星等是煤制乙二醇催化剂技

术的主要研发机构，主要来自日本、美国。中国在该领域较为活跃的研发机构主要

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其中，参与研发的高校数量最多。

张　博（院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一行调研西安光机所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一行在陕西省知识产

权局局长巨拴科、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局长陈吉利及西安市高新

区管委会相关人员陪同下，调研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及知识产权运营相关工作。西安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主持工作）马彩

文、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李燕等热情迎接并陪同调研。

在科技成果展厅，马彩文介绍了西安光机所所况、近年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

知识产权运营建设成果，重点就探索人才、技术、资本、服务“四位一体”与“四融

合”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进行了详细说明，并介绍了西安光机所发起设立的国内第

一家专注于“硬科技”的天使基金“西科天使”。何志敏等人观摩并体验了西安光

机所孵化的部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参观过程中，何志敏亲切询问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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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机所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障碍，并进行了探讨。

随后，何志敏一行前往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西安全谱红外技

术有限公司、西安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参观调研，了解先导院平台建设发展情

况、知识产权基金投资项目红外光学材料及工业级超快皮秒激光器的发展情况。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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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协北京中心
到过程工程所培训交流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协北京中心电学部半导体二室主

任徐国祥审查员，副主任白燕审查员等一行５人到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培

训交流，过程工程所科研及管理骨干７０余人参加了培训交流活动。

本次培训交流由绿色化工党支部／分工会和科技合作处联合主办，聚焦“高质

量专利的撰写与保护”，由焦永涵审查员、张建强审查员和陈冬冰审查员分别做“专

利申请的创造性初判与检索”、“审查意见的答复误区与技巧”、“驳回与复审”三个

报告，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如何在专利申请文件准备、审查意见答复、复审请求提出

与答复多个环节提高作业质量，增加授权几率。

绿色化工研究部副主任邢建民研究员在总结中对几位审查员表示感谢。他表

示，本次培训报告干货满满，深入浅出，指出了具体问题及改进方法。自２０１６年

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特别是在专利审查环节配置大量资

源，加强审查质量，提高专利质量，这对于科研机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撰写与保

护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在专利检索与布局、撰写与答复、复审与运营诸多

环节强化内功，为高价值的技术建立起高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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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院与成都分院联合举办
中科院２０１９年第二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训班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１日，北京分院与成都分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中科院２０１９

年第二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训班。

成都分院科技合作处副处长胡鹏致辞并介绍了成都分院“一园三区”科教融合

聚集发展、长远谋划川渝藏“十四五”科技合作规划、助推川渝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等情况。他表示，成都分院将切实落实国家和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关要

求，全力为中科院在川渝藏区域科技合作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作好组织

协调和服务保障工作。

培训会上，原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监

事长窦鑫磊作了题为“知识产权在商业竞争中的价值”的主题报告；中科院理化所

产业策划部副主任张彦奇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宏观形势、政策，深入阐述了目前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中科院国科创新投资（成都）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万华栋从企业和金融科技角度出发，分享了中科院科技资源

转移转化的经验心得。

会后，培训人员参观了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大型成就展和中科智汇工场。

北京分院宣传教育处、成都分院科技合作处，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院属各有关单位科技合作处、产业处，中科院成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及绵阳、德阳、

乐山、涪陵分中心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重庆市、成都市、天府新区、德阳市等合作

区域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产业化骨干６０

余人参加培训。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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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国资监管问题”研讨会

在心理所成功举办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上午，由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中科院大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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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学院、中科院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国资监管

问题”研讨会在心理所和谐楼九层报告厅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承办，所长傅小兰、应用发展部主任张莉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京内外５０余家院

属机构的６９名科技管理、成果转化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始后，心理所所长傅小兰首先做了会议致辞，对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

务平台为研究所提供的咨询服务和交流平台表示感谢，对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提

出了期待，并预祝会议圆满召开。随后，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闫文

军做了会议讲话。

在会议报告阶段，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唐素琴做了《国有资产

管理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律梳理》报告，向大家普及了国有资产的概念、分类

与管理内容，并将国家相关法律文件做了梳理分析，探讨了政策趋势；随后，西科控

股高级国资经理张妍向大家做了《领读 ＜关于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通知＞》报告，引领大家从科技成果转化节点和国有资产管理事项两个坐标

理解国家行政机关对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政策的变化，建议大家在科技成果转化过

程中，完善有关制度和流程，确保国有资产管理的环节执行到位，并提醒大家提高

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产权意识，在现有国有资产管理政策下，通过探索提高人才

转化能力、提高成果成熟度等方式，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会议下半程，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罗先觉为大家做了题为《知识

产权／科技成果出资若干法律问题》的讲座，讲座重点围绕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

务平台近年汇总到的、院属机构实际操作工作中遇到的比较集中的技术投资问题，

向与会人员讲解了技术投资工作中的１０个问题的核心实质、并建议风险规避手

段。报告和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开展了热烈的研讨。

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是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在国家近年陆续出台科

技成果转化、国有资产监管方面的政策形势下，帮助院属机构进行政策理解，理清

规则，提高意识，旨在为各院属机构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程、提升有关工作成效，提

供法律政策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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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土壤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审核认证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签

发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

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南京土壤所全部学科领域方向的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南京土壤所成为华东地区首家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

所第四家通过认证的单位。这也是中科院特色研究所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改革的重

要成果。

南京土壤所肩负着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服务的重任，建立科

学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是实现研究所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研究所将以此为

契机，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能力，有效提升研究所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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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安徽工研院举办

“高质量专利和布局”专题知识产权培训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８日下午，安徽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在三楼报告厅举办“高质量

专利和布局”专题知识产权培训会。各中心科研骨干、研究生和在孵企业代表７０

余人参加此次培训会。

全国专利信息师资人才、专利诉讼代理人丁瑞瑞老师通过“高质量专利的内

涵”、“高质量专利的撰写”、“专利布局”、“专利诉讼”四部分为培训班学员讲解了

知识产权管理及风险防范的相关内容。学员们围绕各部门对推动专利布局、知识

产权人才队伍建设、专利保护方面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培训会通过现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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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培训，获得较好的培训效果，学员整体反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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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南京天光所举办

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培训讲座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为提升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科研项目知识产权

管理工作，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举办了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

管理培训。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

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宋河发

研究员担任授课教师。

宋河发博士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谈起，全面介绍了知识

产权全过程管理工作体系、报告撰写以及科研项目立项、结题验收和验收后三年各

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授课内容理论和实例相结合，让参加培训的科研人员对知识

产权的全过程管理有了更深的了解。与会人员都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受益匪浅，希

望有机会能参加更多的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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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成都文献中心承担的

２０１８年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通过验收评审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的２０１８年度省

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中欧班列（蓉欧快铁）沿线国家知识产权政策风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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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成都通过了验收评审。评审会议由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组织召开，

由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副院长陈家宏教授等５人组成专家验收组。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项目负责人张娴研究

员与项目组部分成员参加了会议。

张娴代表项目组进行汇报，详细介绍了项目研究目标、实施过程、研究成果、组

织管理等情况。该项目在系统梳理知识产权政策风险及其成因的基础上，综合定

性、定量及可视化分析方法，开展“蓉欧快铁”沿线重点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分析

和风险评价，旨在为川企、川货“走出去”提供目标市场国家知识产权环境评价

参考。

专家组听取了项目汇报，认真审议了相关材料，并进行了质询和评议。与会专

家一致认为项目研究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对象具体，研究成果对川企、川货进入欧

洲市场有效应对知识产权风险具有参考价值，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专家组一

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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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中欧签署地理标志保护双边协议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中欧达成地理标志保护双边协议。协议规定，在协议签订

的初期，在中国保护１００个欧盟地理标志，在欧盟保护１００个中国的地理标志。在

中国保护的欧盟地理标志包括香槟、菲达奶酪（Ｆｅｔａ）、爱尔兰威士忌（ＩｒｉｓｈＷｈｉｓ

ｋｅｙ）、希腊茴香酒（Ｏｕｚｏ）、帕尔玛火腿（ＰｒｏｓｃｉｕｔｔｏｄｉＰａｒｍａ）、拉曼查奶酪（ｑｕｅｓｏ

ｍａｎｃｈｅｇｏ）等产品。另外，协议还考虑到未来对地理标志保护需求显著增长的趋

势，在协议生效４年后，双方保护范围将分别再扩大１７５种具有地理标志的产品。

欧盟委员会农业专员Ｈｏｇａｎ指出，原产地名称保护对欧洲市场非常重要，而中国目

前是欧盟出口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第二大重要市场，鉴于中国市场未来巨大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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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潜力，该协议的达成将使欧洲农业和食品部门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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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１９年新版《欧洲专利审查指南》生效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新版《欧洲专利审查指南》生效，该版本已取代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版成为唯一有效的正式版本。新版指南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１０条第２款进

行了修订，并由ＥＰＯ在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发布通知。指南对照《欧洲专利公约》及其

实施细则对欧洲专利审查涉及的实践和程序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南涉及以下八个

部分：Ａ形式审查指南；Ｂ检索指南；Ｃ实质审查程序方面的指南；Ｄ异议和限制／撤

销程序指南；Ｅ一般程序问题指南；Ｆ欧洲专利申请；Ｇ可专利性；Ｈ修订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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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

ＥＵ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与青年记分牌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与青年记分牌

（２０１９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Ｙｏｕｔｈ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该研究对欧盟 ２８个成员国

２３５０７名１５至２４岁的年轻人进行了调查，旨在了解年轻人在线获取数字内容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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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购买合法或非法的有形物品，存在哪些主要的驱动因素和障碍。报告显示，５１％

的欧洲年轻人表示，在过去的 １２个月中，他们从未使用、播放、下载或流式传输

（ｓｔｒｅａｍｅｄ）非法来源的内容；２１％表示有意愿使用非法来源的数字内容；２２％表示

如果数字内容的订阅费用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他们愿意付费；１３％表示在过去的１２

个月中他们购买了假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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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

ＵＫＩＰＯ发布脱欧 ＩＰ权利穷竭和平行贸易指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脱欧后知识产权（ＩＰ）权利穷竭和

平行贸易指南。指南适用于在欧洲经济区（ＥＥＡ）从事商品平行贸易的企业和知识

产权所有者。指南指出英国脱欧后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制度将发生的变化：英国向

ＥＥＡ平行出口时，经由 ＩＰ权利人或取得权利人同意在英国市场上出售商品的情

况，ＥＥＡ将可能不再被视为权利用尽。这意味着企业将这些受ＩＰ保护的商品从英

国出口到ＥＥＡ可能需要权利人的同意。然而，英国将在脱欧后的短暂时间内承认

ＥＥＡ的地区权利穷竭制度，即从英国向ＥＥＡ平行进口受ＩＰ保护的商品的规则将暂

时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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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ＰＴＯ更新专利客体适格性指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更新通知，针对如何应用

《专利客体适格性指南（２０１９年修订版）》（２０１９Ｒｅｖｉｓ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ｉｇｉ

ｂｉｌｉｔｙ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２０１９ＰＥＧ）作进一步说明，但该更新将不会更改２０１９ＰＥＧ的内容。

更新内容包括：ＵＳＰＴＯ如何确定权利要求是否引用抽象概念，以及确定抽象概念分

组的例外情况；审查员用于识别“暂时的抽象概念”（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ｅａｓ）的程

序，以及审查员如何评估司法例外已整合到实际案例中；明确了审查员因专利客体

适格性问题驳回申请时需向申请人充分说明的责任。除上述书面说明外，更新还

包括了生命科学和数据处理领域中的一些有用示例。具体更新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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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日本 ＩＰ门户网站新增专家检索和提问功能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１５日，日本专利局更新初创企业知识产权（ＩＰ）门户网站 ＩＰ

ＢＡＳＥ，在网站中新增ＩＰ专家检索和向专家提问的功能。日本ＩＰＢＡＳＥ网站主要用

于支持初创企业构建ＩＰ战略，为初创企业提供ＩＰ相关的基础知识、支持措施，以及

ＩＰ活动的最新信息。网站以打造初创企业 ＩＰ团体基地为目标，为初创企业、风险

投资、创业加速器以及专利代理人和律师等ＩＰ专家提供积极参与的平台。

此次更新主要在网站中追加了以下功能：（１）ＩＰ专家检索功能。用户可通过关

键词和专业领域检索各领域的ＩＰ专家，同时可与专家取得联系。（２）ＩＰ专家答疑

功能。在网站上进行提问，则可以得到专家回答。同时，过去提出的问题也可通过

关键词或在不同领域中进行检索，或对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登录收藏。（３）专家投稿

专栏。专家向初创企业介绍重要制度和知识产权基础知识。（４）研讨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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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会员研讨会报告供用户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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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第１１次科技预测调查综合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日本科技学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第１１次科技

预测调查综合报告》，此次调查以２０４０年为目标，描绘了“科学技术发展下社会的

未来画像”。关于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报告主要结论如下：（１）目前重要性较高的

五大领域分别是：健康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ＩＣＴ（信息通信技术）分析和服务领域、

材料器件和生产工序领域、城市土木建筑和交通领域、宇宙地球海洋等基础科学领

域；（２）日本在健康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缺乏国际竞争力，而在宇宙地球海洋等基

础科学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３）到２０３５年，约有９０％的科学技术主题将实

际应用于社会。为实现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急需整合当前政策法规的是 ＩＣＴ分

析和服务领域，急需应对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是健康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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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美德雷克塞尔大学推出新创业学士学位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Ｄｒｅｘ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推出了一项三年制的学

习创新创业的学士学位课程。该计划基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Ｃｌｏｓｅ创业学院，通过学生在

自己的初创企业、家族企业或为自己选择的雇主工作，为学生提供体验式的学习机

５３知识产权动态



会。该计划的学生比传统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早两年毕业。课程将包含“准备、建

立、失败”，通过这些课程学习使学生认识与创业相关的风险，了解如何领会和从失

败中吸取经验，同时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来为未来成功创业做准备。另一个“社会企

业家精神”的课程将研究人们如何创办成功的企业来解决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社

会和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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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佛罗里达大学启动教师初创企业风险基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ＵＦ）启动一项风险基金，以支持基于大学创

新的初创企业。ＵＦ每年将为该基金提供１００万美元，这意味着每年该基金可为２

至５家初创企业提供２０至５０万美元的资助。ＵＦ负责商业化的副校长助理兼创新

中心技术许可部主任ＪｉｍＯ＇Ｃｏｎｎｅｌｌ指出，佛罗里达州和ＵＦ均缺乏种子阶段的投资

工具，该基金填补了这一缺口。另外，ＵＦ充当“跟随投资者”的角色，即大学根据其

他投资者的尽职调查结果和对公司的重大投资承诺来决定是否为初创企业提供资

金。作为联合投资者，ＵＦ将更清楚地了解整个投资过程以及其他投资者对该创业

公司的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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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标协会研究商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８日，国际商标协会（ＩＮＴＡ）和美洲知识产权协会（ＡＳＩＰＩ）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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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商标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十国经济影响》报告（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

ｍｅｒｉｃ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１０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报告研究了

商标密集型行业对该地区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等１０个国家的经

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商标密集型行业为哥伦比亚贡献了２０％的

ＧＤＰ（６２９亿美元）和１３％的就业率，这意味着该国每８份工作中就有一份来自商

标密集型行业。而商标密集型行业对１０国／地区ＧＤＰ贡献比例的平均值为２２％，

对就业平均贡献率为 １８％，均高于哥伦比亚的水平。ＩＮＴＡ首席执行官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ＳａｎｚｄｅＡｃｅｄｏ指出，报告强调了商标在拉丁美洲的重要作用，商标密集型行业对人

们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在需要政策制定者实施更强大、有效的商标保护和

执法机制，来帮助加速商标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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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发布２０１９年全球最佳品牌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国际品牌咨询机构 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发布２０１９年全球品牌百强报告。

报告显示：（１）排名前十的品牌为：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可口可乐、三星、丰田、

奔驰、麦当劳、迪士尼；（２）科技行业主导全球十大品牌。排名前十的品牌中有一半

为科技公司，包括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和三星，且品牌价值平均增长了９％；

（３）品牌价值增长最快的为万事达卡（增长 ２５％）、Ｓａｌｅｓｆｏｒｃｅ（２４％）和亚马逊

（２４％）。据悉，从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发布第一份品牌报告至已有２０年的历史，回顾２０年

的品牌价值数据发现，从２０００年发布第一份品牌报告至今仅有３１个品牌仍在榜

单中；可口可乐和微软是唯一一直处于前十的品牌。报告指出，在多变的市场环境

中，对品牌进行投资是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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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律所解析自由实施专利分析注意事项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英国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ｙｋｅｓ＆ＬｏｒｄＬＬＰ合伙人

ＴＯＭＢＡＫＥＲ发文解析自由实施专利分析（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ＦＴＯ）的注意事项。

文章指出，ＦＴＯ分析是为了确保在一个国家制造或使用产品时不会侵犯第三方专

利权。通过ＦＴＯ分析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侵权风险。文章提出了以下６项注意事

项：（１）在开发的早期阶段就开始考虑 ＦＴＯ检索和分析；（２）根据将产品推向市场

所付出的努力和相关成本来考虑所需的ＦＴＯ确定性程度，确定性水平越高，侵权风

险越小，但付出的时间和成本越高；（３）检索时先考虑容易实现的目标，根据主要竞

争对手和／或竞争对手的技术领域相应地限制检索范围；（４）将检索范围限定在主

要市场；（５）区分第三方权利的法律状态，如处于在审阶段时保护范围是不确定的，

而处于授权阶段时保护范围是确定的；（６）聘请专业人员开展ＦＴＯ分析，ＦＴＯ检索

的成本取决于所需的确定性程度，通过与专家合作将成本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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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分析人工智能专利趋势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美国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Ｔｏｗｎｓｅｎ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发

布人工智能（ＡＩ）最新挑战主题演讲，结论如下：（１）不久的将来，ＡＩ将成为任何基

于数据的技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Ｔｏｗｎｓｅｎｄ律师事务所的２０１９

年专利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美国 ＡＩ专利申请量急剧增加。（２）领先的申请人致力

于将ＡＩ作为一种工具，如开发基于知识的系统和机器学习系统，规模较小的申请

人则瞄准使用ＡＩ解决行业特定问题；（３）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ＡＩ分支领域是

机器学习相关技术，其中大部分涉及神经网络；专利申请增长最快的为深度学习，

有迹象表明涉及生物启发方法（ｂｉｏ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相关专利将会增加；（４）中

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ＡＩ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在 ＡＩ的领先地位表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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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ＡＩ开发活动水平很高。（５）ＡＩ可能带来一些挑战，包括ＡＩ是否会使一项发明申

请专利变得更加困难。ＡＩ构思的发明其发明人是计算机、开发 ＡＩ系统的人，还是

运行ＡＩ来创建新发明的个人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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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发布化工产业专利资产规模排名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日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公司以化工产业企业为对象，从质量和

数量两个方面对各公司所持有的专利资产进行了综合评估。此次评估以２０１８年４

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３月末期间授权的专利为对象，统计了每个公司的综合得分，结果

如下：第一名为富士胶片公司，有效专利数为１２１６件，其中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

“数码相机所使用的变焦距镜头”等。第二名为三菱化学公司，有效专利数为６２４

件，其中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感光性树脂组合物”等。第三名为住友化学公司，有

效专利数为４５２件，其中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具备高耐热性和耐药性的芳香族聚

砜树脂制造方法”和“有机电致发光器件中的发光元件”等，除日本外，住友化学公

司的这两项技术在中国和美国也申请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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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公司在中国的商标申请量显著增长

近期，加拿大知识产权局（Ｃ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年加拿大知识产权报告》（ＩＰＣａｎａ

９３知识产权动态



ｄａ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报告指出，加拿大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商标数量快速增长，２０１８年

申请了３４０１件，比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２６５％。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加拿大Ｆａｓｋｅｎ律师事

务所ＮＡＴＨＡＮＨＡＬＤＡＮＥ律师评论指出，该增长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中国消

费者支出的增长、中国商标的“先申请制度”等。ＮＡＴＨＡＮＨＡＬＤＡＮＥ律师指出，在

中国注册商标对于在中国制造产品以出口到加拿大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公司而言

非常重要，否则这些商品可能会因侵犯在中国注册的商标权而在边境被扣留。为

了避免发生此类纠纷造成巨额损失，建议所有在中国生产的商品都向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申请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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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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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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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

承办：

封面设计： 在

田永生

ystian

内部资料

张志强

田永生


	
	页 1

	
	页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