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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专利指数》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了《２０１９年专利指数》（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９）报告，报告指出，欧洲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创历史新高。其中，华为的申请

量位居榜首。

　　１．欧洲专利持续增长

２０１９年，ＥＰＯ收到超过１８１０００件专利申请，比２０１８年增长４％，创历史新高。

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美国和韩国专利，ＥＰＯ成员国的专利申请量也在增长。

这证实了欧洲市场仍然是全球经济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图１　近五年ＥＰＯ专利申请数量趋势（单位：件）

　　２．领先申请人

申请人排名［１］也反映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其中华为位居榜首，领

先于三星、ＬＧ、联合技术和西门子。前十名由来自欧洲的４家公司，来自亚洲的４

家公司和来自美国的２家公司组成。对来自欧洲国家的申请人进行分析显示，ＥＰＯ

的申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较小的实体。

［１］ＥＰＯ基于第一申请人原则统计了２０１９年专利领先申请人的排名情况。它以各公司向ＥＰＯ提交的欧洲专
利申请为基础，包括直接的欧洲专利申请以及在报告所述期间进入欧洲阶段的国际（ＰＣＴ）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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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９年ＥＰＯ专利申请量Ｔｏｐ１０申请人排名（单位：件）

　　３．领先技术领域

图３显示了欧洲专利申请的热门领域。迄今为止，数字通信技术的专利申请

量增长最为强劲，年申请量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了医疗技术，这反映了５Ｇ技术的发

展方向。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推动下，计算机技术成为增长速度排名第二的领域。

２０１９年，排名前十位的技术领域占ＥＰＯ申请总量的５４％。

图３　２０１９年ＥＰＯ专利申请热门领域（单位：件）

　　４．专利申请来源分布

总体而言，２０１９年欧洲专利的主要申请人近一半来自于 ＥＰＯ成员国，仅德国

就占了约 １５％。在数量众多的欧洲国家中，申请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是瑞典

（＋８％）、英国（＋６９％）和瑞士（＋３６％）。在其他地区，美国申请的专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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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其次是日本、中国和韩国。

图４　２０１９年ＥＰＯ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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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高关注度技术专利趋势报告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日本专利局针对公众关注度很高的技术领域，调查了专利

申请和市场趋势，并发布了相关调查结果。调查主要涉及过程自动化、传感技术、

机器人、氨合成、基因编辑、氧化还原流动电池、ＩＴ平台服务等领域。调查结果显

示，中国在过程自动化、传感技术、机器人领域技术实力较强。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１．过程自动化领域

据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预测，全球过程自动化和仪器市场规模将从２０１７年的

６２６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２３年的８８９亿美元。

从专利申请来源看，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多。涉及测试／监视、

警报等技术的专利申请较多。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呈上涨趋势，中国大学的论文发表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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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传感技术领域

压力相关传感器（包括压力传感器和压敏传感器）的市场规模最大，预计将从

２０１７年的８３００亿日元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９６００亿日元。

从专利申请来源看，中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近年来有显著提高，占申请总

量的６１８％，居于首位，其次为日本、美国。按测量对象划分，浓度相关专利申请数

量较多，温度相关申请数量显著增长。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呈上涨趋势，中国论文发表数量最多，占总量的２８２％。

　　３．机器人领域

机器人在制造业应用市场规模最大，预计将于２０２５年达到３兆１５００亿日元，

其次为生活支援市场，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市场规模将达约４６００亿日元。

从专利申请来源来看，中国申请人申请数量占比最大，为４４％，其次为日本、美

国。按应用行业划分，机器人在制造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明显，尤其中国，２０１５

年以后制造业应用专利申请数量急速增长。另外，２０１５年以来，医疗和护理应用相

关专利申请数量也增长显著。按技术分类划分，在高度自治的机器人系统领域，与

运动和动作计划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长，其中中国申请最多。在协作机器

人系统领域，教学演示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快。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其中欧洲论文发表较多，占３６８％，其次是美

国和中国。

　　４．氨合成领域

全球氨生产量稳步上升，根据今后肥料的需要，预计未来将以３％至５％的增

长率上升。

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欧洲申请数量最多，占３３２％，其

次是中国（２７４％）。按技术类别划分，氨燃料电池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其次是

氨排气净化。

２０１０年以来该领域论文发表数目显著增加，新型氨合成法的开拓研究是学术

界的热门话题。

　　５．基因编辑领域

从市场趋势来看，基因编辑将广泛运用于医疗、农林水产业、工业、生物燃料的

增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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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专利申请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美国和中国申请数量显著增长。其中

美国专利数量占比最大（５４８％），其次是中国（１７６％）、欧洲（１６４％），日本仅占

４１％。按技术类别划分，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基因编辑工具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

技术（ＣＲＩＳＰＲ）的专利申请增长率已为锌指核酸酶技术（ＺＦＮ）和转录激活因子样

效应因子核酸酶技术（ＴＡＬＥ）的５倍。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目标识别技术的专利

申请数量最多。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２０１３年以来急速增长，美国、欧洲和中国论文数量占总

量的近８０％，其中美国和欧洲各占约３０％，中国占１６６％。

　　６．氧化还原流动电池领域

预计全球该领域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为１４３％，２０２５年将达３７亿美元。

该领域专利申请整体呈增长趋势，美国申请量排名第一，占２３７％，其次是日

本，占２３２％，中国占１５５％。近年来，日、中、韩申请量增长较快。

２０１０年以来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急速增加，美国、欧洲、中国论文总量极为接

近，各占２３％左右。

　　７．ＩＴ平台服务领域

自２０１０年起广告费连续１１年呈增长趋势，预计数字广告将继续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率。

从专利申请来源看，美国数量最多（４３２％），其次是中国（２４６％）和韩国

（１２５％）。从增长速度看，美国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呈下降趋势，中国呈上升趋势。从

提供服务的类别来看，网络检索、电商交易、社交网络服务（ＳＮＳ）相关申请数量较

多。从技术类别来看，人工智能、信息推荐、金融／支付等技术领域申请数量显著

增长。

自２０１６年以来，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总体呈增加趋势，但网络检索及电商交

易相关论文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ＳＮＳ所占比例则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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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标准专利纠纷应对指南》

２０２０年２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标准专利纠纷应对指南》，以帮助中小企

业解决标准专利许可谈判问题。标准专利是指包含在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国际标

准化组织（ＩＳＯ）、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等各类标准化机构制定的标准中，且在实

施标准时必须使用的专利。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了各产业间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中

心的融合，通信技术等ＩＣＴ相关标准专利的影响力正在向所有行业扩散。因此，预

计受到标准专利纠纷影响的企业也会增加。

为实现技术的传播和利用，标准化机构要求标准专利权人遵守公平、合理、无

歧视原则（ＦＲＡＮＤ）。根据ＦＲＡＮＤ原则，与普通的专利纠纷不同，标准专利持有人

在提起侵权诉讼之前，一般被要求与被许可方进行许可谈判。韩国公平贸易委员

会就知识产权的不正当使用在审查指南中指出，对愿意从标准专利权人那获得许

可的潜在许可人提出侵权诉讼不在合法的权利范围内。与标准专利权人相比，中

小企业专业人员缺乏、相关法律信息不足，因此，在不合理的条件下签署许可协议

的风险较大。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近来韩国中小企业在面临标准专利许可谈判

时，通常会接受不合理的专利费要求。如韩国大多数电子图像设备公司在收到标

准专利池要求缴纳专利费用的侵权警告函后，未经协商就接受专利池的要求。

在标准专利权人通过警告函等形式要求被许可人接受许可的情况下，《标准专

利纠纷应对指南》提出了谈判各阶段的应对要领。此外，该指南包含专利许可费计

算的具体方法，防止滥收费用。还包括主要标准专利池的信息、主要标准化组织

ＦＲＡＮＤ许可原则、海外标准专利相关案例分析等应对标准专利纠纷时所需的

信息。

韩国知识产权局工业产权保护政策部部长表示，发生标准专利相关纠纷时需

要参照指南进行初步应对，但在专利许可费方面仍需请专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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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师论述美国软件专利制度问题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美国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师ＲａｙｍｏｎｄＭｉｌｌｉｅｎ［２］在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

平台上发表评论文章，论述了美国软件行业发展现状及软件相关专利制度存在的

问题。

［２］ＲａｙｍｏｎｄＭｉｌｌｉｅｎ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被《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ＩＡＭ）评选为“全球３００大领
先ＩＰ战略家”之一，目前是沃尔沃汽车公司汽车业务的首席知识产权官兼首席执行官。

文章指出，距离美国最高法院２０１４年做出对 Ａｌｉｃｅ公司诉 ＣＬＳ银行的判决已

经过去了六年多。知识产权领域仍在等待一个清晰、可靠的检验结果，以确定何时

一项软件或计算机应用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

文章认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在解释Ａｌｉｃｅ案中涉及的第１０１节的准则以及随附

的４６个示例中，并没有澄清这一困惑，Ａｌｉｃｅ案分散了美国专利商标局、法院和相关

从业人员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专心于对第１０２节（新颖性）和第１０３节（显而易见

性）的判断。最终会导致成本增加，专利质量下降，专利组合价值降低，而且在很多

情况下还妨碍了对有价值的软件发明进行专利保护。同时，全球正在经历第四次

工业革命，软件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否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市场，预计２０２０年美国将占全球ＩＴ总支出的３２％，

估计为１７万亿美元。［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

２０１９年，软件与互联网服务领域的全球并购活动资金达２０６０亿美元，涉及

３，６５６笔交易。［ＩＭＡＡ］

从２０１８到２０２８年，软件开发人员的就业预计将增长２１％，远快于所有职业

的平均水平。［美国劳工统计局］

应用软件开发是２０１９年需求最大的工作岗位，年薪中位数为１０１，７９０美元，

到２０２４年的增长前景为３１％。［ＣＮＢＣ］

２０１８年，美国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学科授予了７９，５９８个学士学位，４６，４６８个

硕士学位和２，０１７个博士学位。［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到２０２６年，物联网市场正以每年超过３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到２０２５年，

物联网设备将超过６４０亿台，而２０１８年约为１００亿台。［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

到２０２５年，将有６０％的企业每天至少一次将代码部署到生产中（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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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左右）。到２０２３年，《福布斯》全球２０００强企业中，有３０％的企业至少２０％的

数字收入将来自数字开发商生态系统对数字服务和应用程序的使用。［ＩＤＣ］

鉴于此，文章分析了美国授权专利中软件相关专利占比。为了定义与软件有

关的专利，文章参照美国政府问责局２０１３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的方法。遴选出

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家顾问认为的软件相关专利的美国专利分类（ＵＳＰＣ）的类和应

用子类，并在ＩＰ服务公司Ｃｌａｉｒｖｏｌｅｘ的协助下对数据进行更新。

如图５、图６显示，２０１９年，美国授权专利中有６１８％与软件相关，比２０１８年

增长２１６４％。２０１９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Ｔｏｐ１５的专利权人如表１所示。

图５　１９９１至２０１９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占比

图６　１９９１至２０１９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统计（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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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９年美国软件相关专利授权量领先专利权人Ｔｏｐ１５（单位：件）

专利权人 专利数量 专利权人 专利数量

ＩＢＭ ７９７６ 谷歌 １８５９

三星电子 ４９５１ 三星显示 １８３０

英特尔 ２７６６ 亚马逊 １７９５

微软 ２６６６ 索尼 １６７６

佳能 ２４９２ 华为 １５８６

台积电 ２０７０ ＬＧ电子 １５３６

苹果 ２０４６ 福特全球科技 １４９５

京东方 １９９９

最后，文章认为，目前美国软件专利的法律缺乏明确性，与所处的物联网时代

背道而驰。

朱月仙　检索，田亦瑶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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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发布《德温特２０２０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科睿唯安发布《德温特２０２０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

报告显示，面对来自颠覆性企业的竞争，大型机构［３］在全球发明市场中的份额已经

下滑至１８％，全球专利市场正呈现碎片化趋势。报告还显示，创新正日趋成为一项

知识密集型的协作活动，每项专利记录［４］的发明机构平均数量呈上升趋势。

［３］指《德温特２０２０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名单排名前１，０００的机构。
［４］根据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从《德温特２０２０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中收录的专利数量。

报告遴选了全球最具创新力的机构。上榜机构在技术创新及专利保护方面成

绩斐然，同时这些专利拥有广泛的市场覆盖面和众多的衍生发明机会，商业前景广

阔。有三家中国大陆企业入选“德温特２０２０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分别为

华为、腾讯和小米，其中腾讯为首次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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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报告首度将分析范围扩大到全球百强创新机构之外，揭示了创新市场

的三大趋势：

（１）全球排名前１０００的机构在创新市场上的份额呈现缩水态势。六年前，德

温特世界专利索引中逾四分之一（２７％）的发明源自排名前１０００的机构。今天，这

一比例已经下降到１８％。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利是由小企业，甚至是个体企业家和

发明家孵化而来。大型企业必须学会更好地协作并探索非传统的合作伙伴关系，

否则存在落伍的风险。

（２）协作的重要性：创新正日益成为一项知识密集型活动，并且随着技术的融

合，基础科学和工程类学科更频繁地相互结合，因此需要涉及多领域的专业知识。

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中每项专利记录的发明机构平均数量由２０１４年的２８４家上

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２９９家，凸显了这一趋势。

（３）强者恒强：入选“德温特全球百强创新机构”的分数门槛在过去六年间上

浮了逾五分之一（２２％）。今年新上榜的六家机构分别是藤仓（Ｆｕｊｉｋｕｒａ）、宏达电

（ＨＴＣ）、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微芯科技（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ｐ）、施耐德电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和腾讯，

它们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创新环境中游刃有余，自 ２０１５年以来平均排名跃升了

２５０位。

科睿唯安知识产权集团首席分析师 ＥｄＷｈｉｔｅ说：“当今世界的现代发明，从电

话、电动汽车到医疗设备，都需要更精深、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且会涉及到之前看

来毫不相干的学科领域。传统上主导创新进程的大型机构要想在一个更为复杂和

碎片化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继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尝试和拥抱新的合作模式。”

报告还有以下要点：

（１）上榜机构所处行业和地区概览

“德温特２０２０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的上榜机构分布于三大洲的１４个国家

和地区。美国上榜机构达到３９家，数量居首。日本紧随其后，有３２家机构上榜。

美日两国的上榜机构接近榜单总数的四分之三。

上榜机构的行业分布中，硬件与电子行业以３８家上榜机构的数量位居各行业

之首，比去年增加３家。制造业和医药领域以１６家上榜机构紧随其后，电信和软

件行业各有８家上榜机构。

（２）研究方法论

今年是“德温特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连续发布的第九年。评选过程中使用

了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Ｄｅｒｗ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ｘ，ＤＷＰＩ）和德温特专利引文索

引（ＤｅｒｗｅｎｔＰａｔｅｎｔ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ＰＣＩ），借助这些数据库中权威、准确、经过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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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数据，基于以下四项指标来跟踪各机构的创新活动：①专利总量：机构在过

去五年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至少达到１００件（且申请的总数不少于５００件）；②影

响力：机构的创新成果必须拥有足够的下游影响力，被其他机构频繁引用。评判标

准参照德温特专利引文索引过去五年间（排除机构自我引用的次数之外）的引用频

次统计数字；③专利授权成功率：通过计算近 ５年来专利申请公布量（专利局受理

并公布但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量的比率来评估创新的质量；④全球

性：机构在全球主要市场对其发明进行保护，是重视其创新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指

征。所使用四方专利指标覆盖中国、欧洲、日本、美国。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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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知局九项措施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支持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发布，《通知》从九个方面作出具体安排，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产十条》政策落地，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现就更

大力度做好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等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融资作用，及时纾困助企

（一）应对疫情影响创新推进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各地要积极出台相关应急

性针对性政策措施，支持金融机构快速开发符合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的知识

产权质押、保证保险等金融产品。组织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

大行业企业的知识产权融资需求进行全面摸排，调查掌握存量质押项目的企业还

款能力，做到政策上门和服务上门，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积极协调银行予以贷款或

续贷，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中央财政引导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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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要加快已有储备项目的投资进度，缩短尽职调查和投资决策周

期，优先投向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研发企业，有效纾解企业资金困难。

（二）坚持特事特办切实做好知识产权质押便利化服务。设立专利商标质押登

记绿色通道，鼓励采取网上和邮寄方式提交，提供电话预约和专人指导等服务，根

据有关企业和银行需求，即收即办、快速办理，力争１个工作日完成电子化登记。

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等，推出即刻办理、立等可取等加急措施。鼓励地方依

托线上平台实行“一站式”快速办理，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及评

估、保险、担保等有关费用补贴的拨付效率。针对知识产权处置周期长的特点，鼓

励地方采取先风险补偿后处置清算等方式，使补偿资金更快惠及企业。快速组建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机构库及工具库，鼓励有关评估和服务机构提供优惠或免费评

估工具和在线服务。

（三）紧盯全年目标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扎实做好全年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工作的研究谋划和启动部署，落实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要求，开好

局、起好步，力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全年增长２０％以上。及时调整优化现有政

策，未实现专利、商标质押政策互通的地方要抓紧完成政策制修订工作。要提高中

央财政支持的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机制和流程设计，放大资

金引导效果。积极复制推广国务院确定的支持创新改革举措和有关地方好经验好

做法，推动“保险助融”“协商估值”等质押模式落地。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质

押融资工作模式，创新互联网、新媒体等政策宣传和项目对接方式，鼓励知识产权

与企业、信用、市场的大数据综合运用，实现精准对接、精准施策。

　　二、加快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促进创新成果惠企强企

（四）加速疫情防控相关知识产权转化。密切关注疫情防控相关技术需求和有

关科研单位研发动态，利用各类知识产权交易运营平台等发布技术需求，组织快速

转化相关专利技术，满足疫情防控一线需要。鼓励高校院所降低或缓收相关专利

实施许可的一次性费用，积极向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免费或低成本许可专利技术。

支持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中心）发挥平台功能、资源优势和业务特色，主动开

展疫情防控相关技术追踪分析和需求收集对接，开放平台工具和数据资源，提供高

水平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服务。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运用相关项目。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等有关地方要切实加快中央财政资金预算执行，及时调整项目计划，有效盘活存量

资金，力争早投入早见效，确保原定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完成。要加快知识产权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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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奖项评定、贯标引导、优势示范企业及专利导航等各类项目资金拨付进度，有

条件的项目可提前执行，及时足额兑现惠企资金。要优化专利资助资金支出结构，

进一步从申请创造向转化运用阶段倾斜，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和初

创企业支持力度。

（六）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地理标志产品生产销售。密切掌握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销售和春耕备耕情况，对存在生产困难、产品滞销和物流受阻等问题的，及时协调

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发挥地理标志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服务机构等

作用，以地理标志为纽带，共享生产技术、品牌资源和销售渠道，组织受困企业和农

户共同抗击疫情。鼓励有关电商企业和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等开设“抗疫”地理标志

产品线上专区，加大展示推介力度，做好产销对接。

　　三、优化知识产权服务措施，更大程度便民利企

（七）完善知识产权业务办理和服务措施。大力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完

善各类知识产权运用促进项目管理措施，积极推行“网上办、掌上办、寄递办、预约

办”等有效手段，有针对性地采取告知承诺、容缺审批等措施，解决企业受疫情影响

无法及时提供材料等问题。优化各级各类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项目考核管理措施，

简并表格材料要求，减轻地方和企业负担。落实好全面加强专利商标服务窗口业

务管理的要求，大力宣传疫情防控期间知识产权审查便利化政策，根据地方分区分

级防控的新形势，及时调整窗口服务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八）发挥专利导航的研发引导和决策支撑作用。加强与相关部门横向联动，

建立专利导航工作机制，跟踪分析新冠肺炎药物专利申请动态，指导有关企业、科

研单位用好现有各类疫情防控专利信息和运营平台，助力科研攻关和专利技术转

化。大力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和研发单位实施专利导航项目，充分运用专

利信息提高研发效率，规避知识产权风险。做好疫情防控相关专利信息平台和专

利分析项目统筹，加强平台开放和成果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九）支持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抗击疫情。引导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有序复工复产，充分依托线上平台，创新“互联网 ＋”知识产权服务模式，确保

服务“不掉线”、质量“不打折”。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主动对接服务疫情防控相

关生产科研单位，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专利商标代理援助等免费服

务。要及时协调解决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现实困难，用好地方政府援企稳岗等政策

措施，支持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吸纳就业。发挥专利代理人（师）协会、知识产权服务

业协会等行业组织作用，收集并回应服务机构政策诉求，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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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向上反映。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抓实抓细抓落地，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大力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助力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加强统筹协调、政策供给和信息共享，及时协调解决落实中出现的问题，对支持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措施得力、成效突出的地方和有关单位，在今年的知识产权运

营、地理标志运用促进等相关项目安排和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表扬中予以倾斜。地

方有关落实情况请及时报告。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ｇｚｔｚ／１１４６３２７．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组成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知识产权援助特别工作组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组成“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知识产权援

助特别工作组”，宣布即刻执行以下对策：

１．加强对在疫情中经济受损的企业以及抗疫相关企业（疫苗研发、隔离、防

疫、诊疗等）的支援。

（１）受损企业以及抗疫企业在运营资本不足时，可与７家市中银行［５］合作，进

行知识产权担保贷款。

［５］在韩国全境范围内有分行的大型银行，包括韩亚银行、新韩银行、国民银行、友利银行、农协银行、韩国产业
银行、企业银行。

（２）针对知识产权研发与知识产权腾飞等知识产权支援政策的支持对象，优先

选择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受损的企业。

（３）加入专利扣减政策的企业可延迟缴纳款项的时间。同时与韩国技术保证

基金会合作，对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受损的中小企业提供特别担保。

２．加快与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相关的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等申请的审查

程序。

（１）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无法遵守法令规定时间的情况视为“免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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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逐步实行补救方案。

（２）在履行审查等知识产权政策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线下会面，积极使用电话

和视频通话等方式。

（３）为保障快速审查、审批，逐步扩大“审查员家庭办公”的比重。

（４）优先审查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专利、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申请。

３．为保护由于人员撤离受影响的海外知识产权，加强监督监测。同时，加强对

网络购物的管控，阻绝影响国民安全的商品交易。

（１）改变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开始的菲律宾海外知识产权中心运营时间，加强

对在东盟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支援。

（２）实施对网络购物平台中“Ｋ品牌（韩流品牌）”假冒商品的监督，并及时向

韩国相关受损企业提供信息。

（３）加强对危害国民健康假冒产品的管制，实施对假冒知识产权的调查行动。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０６０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

专题报道

ＩＡＭ文章分析人工智能芯片专利布局

【摘要】２０２０年２月，美国知识产权服务公司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ｉｏｒＡｒｔ创始人在知识产权

商业杂志ＩＡＭ发表文章分析了当前人工智能（ＡＩ）芯片领域知识产权布局，并解

析了在ＡＩ芯片领域创建强大知识产权组合的机会以及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

地位。

２０２０年２月，美国知识产权服务公司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ｉｏｒＡｒｔ创始人ＢｒｕｃｅＲｕｂｉｎｇｅｒ在

知识产权商业杂志ＩＡＭ发表文章分析了当前人工智能（ＡＩ）芯片领域知识产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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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文章基于已有的市场信息，分析了在ＡＩ芯片领域创建强大知识产权组合的机

会以及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地位。通过三个典型案例解读了该领域领军企业的

知识产权策略和现状，并针对该领域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详细建议。

人工智能及其各种应用（例如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取得了

显著的市场增长，并且正处于推动许多行业变革的风口浪尖。作为目前最热门的

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支撑了许多领域的发展，包括数据中心、语音助手、定向广告、

医学诊断、产品开发、石油勘探、保险、安防、无人驾驶汽车等。为优化特定应用而

设计的专用ＡＩ芯片为各行业变革提供了动力。

　　１．ＡＩ芯片领域市场概况

　　（１）ＡＩ芯片市场规模

ＡＩ芯片在半导体领域的市场规模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大幅增长。麦肯锡公司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Ｃｏｍｐａｎｙ）预测，ＡＩ芯片的收入将从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０亿美元增至２０２５年

的６５０亿美元，增长三倍（图７）。到２０２５年，ＡＩ芯片预计将达到半导体销售额的

近２０％。

图７　ＡＩ半导体市场规模及增长率预测

　　（２）人工智能计算构架的演进

人工智能基本上有两个主要子领域：云端人工智能和边缘人工智能。当前，对

基于云技术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大多数计算由中央处理器（ＣＰＵ）和图形处理
器（ＧＰＵ）完成。包括麦肯锡在内的机构开展的多项研究预测了专用集成电路
（ＡＳＩＣ）将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图８）。专利数据证实，诸如 ＩＢＭ、Ｉｎｔｅｌ和 Ｑ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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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等半导体公司正在设计ＡＳＩＣ以提高电源效率、增加数据吞吐量，推动自身的

技术路线的发展。这些公司还专注于开发可以进行有效训练的ＡＩ芯片，通过提供

学习数据构建机器学习模型。推理就是获取经训练的模型并利用其进行预测的

过程。

图８　人工智能计算架构的转变

　　（３）传统处理器公司主导地位的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终结传统处理器设计公司的主导地位。最初，人工智能是

由ＣＰＵ执行的，然后转移到ＧＰＵ，因为它们更适合并行处理。尽管 ＧＰＵ仍擅长密
集浮点计算，但研究人员发现使用自定义硬件可以提高吞吐量和能效。专利分析

发现，大量的ＩＴ公司选择了ＣＰＵ之上定制硬件来构建其神经网络体系结构。定制
集成电路逻辑和存储器层次结构可以生成定制硬件神经网络，该硬件神经网络比

上一代ＧＰＵ更快，更节能。
国际竞争改变了该领域的知识产权格局。２０１７年，中国公布了下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计划。计划概述了中国为实现到２０３０年成为人工智能全球领导者采取的
战略。华为等领先的中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规划和提交知识产权申

请。实际上，华为已经公开了其手机中所使用芯片系统的人工智能内核。阿里巴

巴是ＡＩ芯片设计的另一个新参与者。地平线机器人公司则专注于监控摄像头以
及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ＡＩ芯片设计。

在美国，英特尔、ＩＢＭ、高通、ＡＭＤ和ＮＶＩＤＩＡ等传统半导体公司已经发布或交
付了云端ＡＩ芯片。此外，Ｇｏｏｇ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和 Ａｍａｚｏｎ等非传统的半导体公司已投
入大量资金开发用于云端ＡＩ芯片，以伺机提高其在云计算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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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ＡＩ芯片发布情况

图９列出了已发布的用于云计算的ＡＩ芯片公司。数据显示，美国和中国领跑

了ＡＩ芯片领域，共有１６家公司上榜。相比之下，其他地区（欧洲、以色列、日本和

韩国）只有４家公司发布了ＡＩ芯片。在发布ＡＩ芯片的公司中，缺乏传统芯片设计

专业知识的公司数量也很可观，包括初创企业（Ｃｅｒｅｂｒａｓ、Ｇｒａｐｈｃｏｒｅ、Ｃａｎａａｎ、Ｃａｍｂｒｉ

ｃｏｎ）和数据公司（Ｇｏｏｇｌｅ、百度、阿里巴巴）。

图９　发布了云计算ＡＩ芯片的公司

图１０显示了ＡＩ芯片发布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态势。２０１９年的芯片发布数量

是２０１８年的两倍。由于尚未发布ＡＩ芯片的公司（例如ＩＢＭ、ＡＭＤ、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和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其产品，已经发布ＡＩ芯片的公司将继续推出新的产

品。因此上升趋势可能会延续。

图１０　ＡＩ芯片发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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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云计算ＡＩ芯片知识产权布局

　　（１）重要公司专利申请态势

图１１显示了过去５年来特定公司提交的云计算ＡＩ芯片专利家族的数量。可
以看出，传统的半导体公司的专利产出量很高。英特尔在过去５年提交了１６０项
专利，其次是ＩＢＭ（８２项）。２０１６年成立的寒武纪拥有６０多项专利，而谷歌的３４
项专利证明了其对于进入这一领域的重视。总部位于中国的云计算 ＡＩ芯片领域
新兴公司云天励飞是这一领域最活跃的申请者，目前已申请了２５０多项专利，其中
大部分仅在中国提交申请（２４６项），而其余的向美国或通过《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提交申请。

图１１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重要公司云计算ＡＩ芯片专利家族数量（单位：项）

从年度申请趋势来看，云天励飞和 Ｇｒａｐｈｃｏｒｅ的大部分云计算 ＡＩ芯片专利都
在近３年提交。同时，对于英特尔来说，２０１７年的申请量占据大部分，而 ＩＢＭ在近
五年间的专利申请量比较均衡。

　　（２）案例分析

文章通过三项研究案例分析了云计算 ＡＩ芯片领域领军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
情况。第一项研究比较了两家现有的处理器公司英特尔和 ＩＢＭ，它们是传统的半
导体公司，拥有突出的技术专长和庞大的知识产权组合。第二项研究比较了ＡＩ芯
片新兴公司高通和寒武纪的专利组合，这两家公司都生产了用于移动设备的人工

智能处理器，并宣布了云计算ＡＩ芯片的开发计划。最后一项案例研究比较了谷歌
和百度的知识产权组合，这两家云技术公司正在积极开发人工智能专用集成电路

（ＡＳ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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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特尔与ＩＢＭ
英特尔和ＩＢＭ是半导体领域传统的服务器芯片巨头。随着人工智能专用服务

器芯片需求的迅速增长，对于这些公司而言，开发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和专为云计算

设计的芯片在战略上至关重要，以免将市场份额让给新竞争对手。

在过去的２０年中，ＩＢＭ申请了１，０００项 ＡＩ芯片相关专利，英特尔申请了５５８

项专利。将分析范围缩小至过去五年间，英特尔申请了约１８０项美国专利，而ＩＢＭ

申请了７５项。分析这一时期的概况将有助于确定每家公司在ＡＩ芯片领域的发展

重点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情况。

英特尔的专利申请似乎受到定于２０２１年发布基于Ｘｅ架构的ＧＰＵ芯片的强劲

推动。该芯片的市场定位是为服务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工作负载。

它显示了英特尔对数字实现技术以及模拟技术的关注。

英特尔最近的专利体现出该公司对涵盖多种并行处理和矢量处理技术的数字

方法十分关注。其知识产权组合中的其他专利涵盖了用于并行处理的存储器和通

信方式。相反，英特尔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将模拟技术列为核心技术。

过去五年中，ＩＢＭ的专利申请极为多样化，包括８２项专利家族的１８３件专利。

在这些申请中，约有２０项专利涉及模拟人工智能内核。其他领域还包括数字实

现、连接和存储器。一些最值得关注的专利优先考虑了人工智能的模拟实现技术，

这种方法可在较低功耗下实现更快的吞吐量，并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成为ＡＩ芯片

的主流技术。

②高通与寒武纪

高通公司是最著名的智能手机处理器设计者。该公司目前提供智能手机的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包括智能相机的对象分类。近年来，高通公司一直致力于为数据

中心开发ＡＩ芯片，并积极寻求专利保护。

寒武纪的首批人工智能设计用于智能手机，其麒麟９７０芯片的知识产权已授

权给华为。与高通类似，寒武纪此后一直专注于发展数据中心，并为此提供了人工

智能加速芯片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加速芯片是人工智能应用的硬件加速器，多用

于人工神经网络、机器视觉和机器学习等。

过去五年间，寒武纪已申请了６３项专利家族，主要布局在中国、美国、ＰＣＴ和

欧洲。而同一时期高通公司在美国申请了３４项涉及ＡＩ芯片的专利。

③谷歌与百度

谷歌以其出色的软件实力而闻名，但在过去的几年中，谷歌已经进入了芯片设

计领域，相似的是，百度以软件而非硬件而闻名。但是，百度也已经为其服务器场

开发了相应的芯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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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年中，百度的专利申请数量是所有研究对象中最低的，共提交了５项
专利，分布在中国、美国、ＰＣＴ和欧洲，主要涉及各种类型的人工网络以及以矩阵格
式处理数据的方法。相比之下，谷歌已在神经网络、存储器和矢量领域申请了３４
项ＡＩ芯片相关专利。这些专利的技术主题涉及神经网络、并行处理和神经网络连
接技术。

　　（３）总体情况

分析重要公司的知识产权组合及其在 ＡＩ芯片领域的定位发现，新技术的开
发、新竞争者进入市场、对多样化应用和更高速、低功耗处理器的追求推动了创新

的产生。诸如英特尔和ＩＢＭ之类的传统半导体处理器设计公司已经构建了庞大的
专利组合，这些专利组合反映了公司的创新重点和优先级。这些传统公司既与其

他半导体公司（如ＡＭＤ、ＮＶＩＤＩＡ和高通）竞争，同时也面临该领域新竞争对手的挑
战，其中包括正在努力提升在云计算领域地位的非传统半导体公司（例如谷歌、微

软、Ｇｒａｐｈｃｏｒ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ｓ、寒武纪和亚马逊）。
从华为、云天励飞、百度和阿里巴巴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为成

为ＡＩ芯片领域领先者所采取的战略及其实现途径。
最后，专利数据突出反映了从ＣＰＵ到定制硬件策略的转变，不同参与者的差异

化创新重点以及企业知识产权高管从专利中获得强大的战略性技术的机会，同时

通过专利技术指导内部产品开发。

　　３．知识产权管理的最佳实践方式

每家公司都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运作，因此深入了解竞争对手、基础技术、业

内所有参与者的创新重点和定位以及随后的机会空间至关重要。ＡＩ芯片领域包括
２，０００多项专利家族，该专利格局说明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挑战。

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策略需要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以掌握关键技术和产品功

能。最好的知识产权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必须在有效的知识产权战略所需的水平

上分析现有的２，０００项ＡＩ芯片专利，而强大的专利组合大有裨益。盲目经营会产
生劣质的专利，无法保护公司的创新投资。

文章指出，仅分析创新主体的专利数量或专利被引频次很可能掩盖驱动建立

有效知识产权策略的关键特征，需分析包括有关基础技术实践、产品功能、预期的

收益，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以及专利与现有技术相比的创新点。尽管这种分析比较

困难，但它有助于了解公司应优先考虑的发展机会以及具体的差距，从而支持公司

提出有力的权利保护方案。其优势包括提供了对新竞争者及其关注点的重要情

报、为避免盲目措施的前瞻性建议、开发创新产品的系统路线图以及抓住创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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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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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船／艇等无人平台技术已经成为自控领域的研究热

点，它们在战争、救灾、勘探、物流等领域有着巨大应用潜力。同时，多体无人平

台之间的相互协同协作，能够完成相比单体平台作业更复杂更多样化的任务。

因此，分析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的国内外发展情况，对于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无人平

台技术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本文利用德温特创新数据库（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分析了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相关专利的数量趋势、主要国别、主要技术类型

和主要专利申请人等。

本文分析的无人平台协同技术涵盖了较广泛的多体无人平台概念，其中以多

体化的无人车、无人飞行器和无人船（艇）之间的相互协同为主。

无人车是当前自动控制领域研究的热点。一方面在道路交通中，该技术在提

高交通安全、效率、舒适性、便利性等方面存在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场

合，如战场、救灾、有毒害环境、野外等不适合人员工作的场景，可以实现车辆的自

主／半自主作业。无人飞行器是指可以在无人驾驶情况下以自主或遥控方式飞行，

能够完成特定任务的飞行器，也称为空中机器人，最初的无人飞行器多为军用，近

年来则逐渐转向民用，在通信、气象探测、灾害监测、地图测绘、地质勘测、人员搜

救、目标追踪、制导与导航、农业灌溉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无人船（艇）作为人

类探索和开发海洋的有效工具有着无人化、智能化等特点，能够替代人类完成危险

性更高更复杂的任务，近年来无人船（艇）在民用和军事领域逐渐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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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平台的队列、集群、协同技术是无人平台技术的延伸，无论无人车、无人飞

行器还是无人船（艇），无人平台的工作方式已经由原来的单一作业方式发展为协

同控制作业方式。通过平台通讯实现机器编队行动，由多个无人平台协同合作可

以完成单一个体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搜救、反恐、导航、探测、测绘等，其效率比单一

作业更有优势。因此，研究多无人平台的协同感知、控制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从专利角度对多无人平台的协同技术进行了分析。

图１２　全球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单位：项）

　　１．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总体申请趋势

本文借助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共检索得到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相关专利

族共４１６５项（数据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全球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

申请趋势（基于最早优先权年）如图１２所示。由于我国在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突

出，图１２中特别将最早优先权为中国的专利与非中国专利的申请趋势进行了

对比。

从图１２可以看出，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在２０１０年前较少，且主要

以国外专利为主，中国相关专利申请始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后，无人平台协同技术

相关专利数量开始逐渐增多，直至２０１４年，国内外在该领域的专利数量均呈现出

平稳增长的态势。２０１４年后，全球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的数量开始呈现大幅度

增长，不过这种增长主要源自中国相关专利申请的爆发。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间，中国

无人平台协同专利的数量从６４项暴增一倍以上，达到１７３项，并在随后几年中持

续大幅增长。相比之下，非中国专利的增长趋势比较平缓，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７年间，相关

专利数量从９６项增长至３０５项，且在２０１７年形成顶峰。

据此推测，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的蓬勃发展始于２０１０年，在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５年间，

中国与世界发展基本同步，２０１５年以来，全球相关技术的发展有较大幅度的爆发，

但其主要驱动因素来自于中国的大量申请，中国以外的相关专利申请虽然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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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但幅度远低于中国。

　　２．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

表２从ＩＰＣ分类号的角度统计了４１６５项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的技术分类情
况。分析表明，无人机协同专利技术主要聚集在三大领域：（１）物理类，即多无人机
的控制与调节、数据计算和处理分析、测量测试以及信号装置等，这也是无人机协

同技术专利占比最多的类别；（２）作业与运输类，这部分多与无人平台的装置结构
相关，包括飞行器及相关装置、车辆控制系统与装置、传送系统等；（３）电学类，主要
包括无人机通信技术、发电变电与配电技术以及基本电气元件等。

表２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ＩＰＣ分类统计（单位：项）

Ｇ物理
（２７８８）

Ｇ０５控
制调节
（１６５７）

Ｇ０６计
算；推
算；计数
（７３３）

Ｇ０１测
量；测试
（６６９）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陆地、水上、空中或
太空中的运载工具的位置、航
道、高度或姿态的控制，例如
自动驾驶仪（１４９２）

Ｇ０５Ｂ一般的控制或调节系
统；这种系统的功能单元；用
于这种系统或单元的监视或
测试装置（２４３）

Ｇ０６Ｑ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
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
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３６４）

Ｇ０６Ｆ电数字数据处理（２０９）

Ｇ０６Ｔ一般的图像数据处理或
产生（８８）

Ｇ０１Ｃ测量距离、水准或者方
位；勘测；导航；陀螺仪；摄影
测量学或视频测量学（３５６）

Ｇ０１Ｓ无线电定向；无线电导
航；采用无线电波测距或测
速；采用无线电波的反射或再
辐射的定位或存在检测；采用
其他波的类似装置（２５４）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１０三维的位置或航道的同时控制
（８０４）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０２二维的位置或航道控制（４６８）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００陆地、水上、空中或太空中的运载
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的控制，例如自动
驾驶仪（３４４）
Ｇ０５Ｂ００１９程序控制系统（３４４）
Ｇ０５Ｂ００１３自适应控制系统，即系统按照一些预
定的准则自动调整自己使之具有最佳性能的系统
（８２）
Ｇ０６Ｑ００１０行政；管理（２６３）

Ｇ０６Ｑ００５０特别适用于特定商业领域的系统或方
法（１３５）

Ｇ０６Ｆ００１７特别适用于特定功能的数字计算设备
或数据处理设备或数据处理方法（９４）

Ｇ０６Ｆ０００３用于将所要处理的数据转变成为计算
机能够处理的形式的输入装置；用于将数据从处
理机传送到输出设备的输出装置（４０）
Ｇ０６Ｔ０００７图像分析（５１）
Ｇ０６Ｔ００１７用于计算机制图的３Ｄ建模（２５）

Ｇ０１Ｃ００２１导航（２９５）

Ｇ０１Ｃ００１１摄影测量学或视频测量学（３０）

Ｇ０１Ｓ００１９卫星无线电信标定位系统；利用这种
系统传输的信号确定位置、速度或姿态（１１０）
Ｇ０１Ｓ０００５通过确定两个或更多个方向或位置线
的配合来定位；通过确定两个或更多个距离的配
合进行定位（６２）

Ｇ０１Ｓ００１３使用无线电波的反射或再辐射的系
统，例如雷达系统；利用波的性质或波长是无关的
或未指明的波的反射或再辐射的类似系统（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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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Ｇ０８信
号装置
（４４２）

Ｇ０８Ｇ交通控制系统（３２９）
Ｇ０８Ｇ０００５空中航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１７０）
Ｇ０８Ｇ０００１道路车辆的交通控制系统（１６０）

Ｇ０８Ｃ测量值、控制信号或类
似信号的传输系统（７６）

Ｇ０８Ｃ００１７按采用的无导线电气线路表征的信号
传送装置（７４）

Ｇ０８Ｂ信号装置或呼叫装置；指令发信装置；报警装置（４８）

Ｂ作业；
运输
（１４２０）

Ｂ６４飞
行器；
航空；宇
宙航行
（９２４）

Ｂ６０一般
车辆
（２４９）

Ｂ６５输送；
包装；贮存；
搬运薄的或
细丝状材
料（９４）

Ｂ６４Ｃ飞机；直升飞机（７０２）

Ｂ６４Ｃ００３９其他飞行器（５２６）
Ｂ６４Ｃ００２７旋翼机；其特有的旋翼（１７９）

Ｂ６４Ｃ０００１机身；机身，机翼，稳定面或类似部件
共同的结构特征（５０）

Ｂ６４Ｄ用于与飞机配合或装到
飞机上的设备；飞行衣；降落
伞；动力装置或推进传动装置
在飞机中的配置或安装（３８５）

Ｂ６４Ｄ００４７其他类目不包含的设备（１７８）

Ｂ６４Ｄ０００１在飞行中抛投、弹射、释放或接收物
品、液体或类似物资（１１４）

Ｂ６４Ｄ００４５其他类目不包括的飞机指示装置或防
护装置（５９）

Ｂ６４Ｆ与飞机相关联的地面装
置或航空母舰甲板装置（１６４） Ｂ６４Ｆ０００１地面装置或航空母舰甲板装置（１３４）

Ｂ６０Ｗ不同类型或不同功能的
车辆子系统的联合控制；专门
适用于混合动力车辆的控制
系统；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
控制相关联的道路车辆驾驶
控制系统（７９）

Ｂ６０Ｗ００３０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控制（５８）

Ｂ６０Ｗ００５０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控制相关联的
道路车辆驾驶控制的控制系统的零部件（２６）

Ｂ６０Ｗ００４０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控制相关联的
道路车辆驾驶控制系统的驾驶参数的判断或计算
（２３）

Ｂ６０Ｌ电动车辆动力装置；车
辆辅助装备的供电；一般车辆
的电力制动系统；车辆的磁悬
置或悬浮；电动车辆的监控操
作变量；电动车辆的电气安全
装置（８６）

Ｂ６０Ｌ００５３特别适用于电动车辆的电池充电方
法；充电站或为此的充电设备；电动车辆中储能元
件的更换（４５）

Ｂ６０Ｌ００１１／１８用车辆内部电源的电力牵引（２７）

Ｂ６０Ｒ不包含在其他类目中的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件（２８）

Ｂ６５Ｇ运输或贮存装置，例如
装载或倾卸用输送机、车间输
送机系统或气动管道输送机
（８７）

Ｂ６５Ｇ０００１在仓库或库房内贮存单个的或顺序布
置的物件（４５）

Ｂ６５Ｇ００３５／００其他类不包含的机械输送机（２２）

Ｈ电学
（８８０）

Ｈ０４电通
信技术
（７１５）

Ｈ０４Ｗ无线通信网络（３６１）

Ｈ０４Ｌ数字信息的传输（２３６）

Ｈ０４Ｂ传输（２２０）

Ｈ０４Ｎ图像通信（１４５）

Ｈ０４Ｗ０００４专门适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业务；其
设施（１７３）

Ｈ０４Ｗ００８４网络拓扑（１１８）
Ｈ０４Ｌ００２９装置、设备、电路和系统（１５６）
Ｈ０４Ｌ００１２数据交换网络（８３）

Ｈ０４Ｂ０００７无线电传输系统，即使用辐射场的
（１７０）

Ｈ０４Ｎ０００７电视系统（９５）
Ｈ０４Ｎ０００５电视系统的零部件（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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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Ｈ电学
（８８０）

Ｈ０２发电、
变电或配
电（１２３）

Ｈ０２Ｊ供电或配电的电路装置
或系统；电能存储系统（９５）

Ｈ０２Ｊ０００７用于电池组的充电或去极化或用于由
电池组向负载供电的装置（８２）

Ｈ０２Ｊ００５０用于无线供电或配电的电路装置或系
统（１７）

Ｈ０１基本
电气元件
（６５）

Ｈ０１Ｑ天线（３０）

Ｈ０１Ｍ用于直接转变化学能为电能的方法或装置，例如电池组（２５）

借助ＩＰＣ的大组与小组分类，对无人平台协同的技术分类进一步细分发现，超

过三分之一的专利集中于无人平台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控制领域，包括三维

的位置或航道的同时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１０，８０４项）；二维的位置或航道控制（Ｇ０５Ｄ

０００１／０２，４６８项）；一般性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００，３４４项）。

其他占比较高的技术领域还包括：特殊用途的飞行器（Ｂ６４Ｃ００３９，５１２项）；无

人平台的程序控制（Ｇ０５Ｂ００１９，３４４项）；无人平台的导航技术（Ｇ０１Ｃ００２１，２９５

项）；利用无人平台进行物流管理的数据计算处理（Ｇ０６Ｑ００１０，２６３项）；旋翼机

（Ｂ６４Ｃ００２７，１７９项）；飞机设备（Ｂ６４Ｄ００４７，１７８项）；无线通信网络设施（Ｈ０４Ｗ

０００４，１７３项）；无人飞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Ｇ０８Ｇ０００５，１７０项）；无线电传输系统

（Ｈ０４Ｂ０００７，１７０项）；无人车的交通控制系统（Ｇ０８Ｇ０００１，１６０项）；数字传输装备

与系统（Ｈ０４Ｌ００２９，１５６项）；地面装置或航空母舰甲板装置（Ｂ６４Ｆ０００１，１３４项）；

网络拓扑技术（Ｈ０４Ｗ００８４，１１８项）；在飞行中抛投、弹射、释放或接收物品、液体或

类似物资（Ｂ６４Ｄ０００１，１１４项）；卫星定位技术（Ｇ０１Ｓ００１９，１１０项）等。

　　３．主要国家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申请情况

图１３展示了在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全球主要国家的专利数量分布情况。

中国以２７６５项居于首位，专利数量远超其他国家，是排名第二美国（７２４项）的近四

倍。其它主要申请国家还有韩国（２７４项）和日本（１１３项），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在

该领域的专利布局比较少。

图１４对比分析了中、美、韩、日、德专利申请随年份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中

国作为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专利最多的国家，最早专利申请出现于２００６年，随

后申请数量逐年上升。美国是较早在该领域申请专利的国家，专利总量排在中国

之后，同时美国近年来在该领域的专利数量也有一定增长，但增长幅度有限。韩国

在本世纪初也有一定专利申请，但与美国相比数量较少。近１０年来，随着无人平

台技术的发展，韩国相关专利数量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不过在最近的２至３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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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增长也有所停滞。日本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也有一定数量的专利申请，近５

年来数量有一定程度增多，但总体变化不大。德国在该技术领域与前四国相比并

不突出，在最早的专利申请时间上仅略早于中国，且中间有多年无申请，近年来尽

管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上升，但基数小，增长幅度低，总体数量仍然偏少。

图１３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主要国家专利数量（单位：项）

图１４　中美韩日德五国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变化对比

　　４．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图１５给出了无人平台协同技术领域的Ｔｏｐ２０专利权人。可以看出，除５家国
外企业和３家国内企业以外，其余均为中国高校。中国高校在无人平台协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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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开展了较业界和全球其他研究机构更多的研究工作，而中国企业对该技术专

利申请热度则相对偏低。

图１５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Ｔｏｐ２０专利权人（单位：项）

在该技术领域排名靠前的５家中国高校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

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３家中国企业分别是国

家电网、江西洪都航空工业公司和深圳大疆公司。５家国外企业分别是ＩＢＭ公司、

沃尔玛阿波罗公司、ＺＯＯＸ公司、谷歌公司和波音公司。

图１６给出了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Ｔｏｐ５国内机构和Ｔｏｐ５国外机构在专利

申请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无人平台协同技术的研

究起步较早，２００７年就开始申请相关专利，并在该领域一直较为活跃。哈尔滨工程

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进入该领域的时间则稍晚，约在２０１０

年前后。合肥工业大学从事相关研究开始的时间则更晚一些，约在２０１３年。近年

来，这些主要高校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在Ｔｏｐ５的国外企业中，部分企业专利申请时间较早，还有部分企业的申请集

中在部分年份，这与我国大学近年来的持续且递增的申请情况存在差异。ＩＢＭ公

司是申请较早的企业，早在２００５年即有相关专利申请，不过中间有较长时间的中

断，直至２０１２年，才重新出现相关专利申请，且在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沃尔玛阿波罗公司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起步时间很晚，约在２０１５年前后开始出现

相关专利，同时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８年间也产生了较多新的专利。ＺＯＯＸ公司作为美国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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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一家从事无人车技术开发的新兴企业，在２０１５年申请了大量无人车编队相关专

利，但随后即转为沉寂，并未持续产出相关技术。谷歌公司在无人驾驶领域有大量

投入，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谷歌的专利主要申请于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年间，随后的专利

产出则较少。波音公司作为航空业的巨头，介入该无人机协同领域的时间略晚于

ＩＢＭ，在２００６年即出现了相关专利申请，其大部分专利也主要申请于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

年间，近年来申请数量也比较少。

图１６　无人平台协同领域国内外Ｔｏｐ５机构相关专利随时间变化情况

图１７从ＩＰＣ分类角度对比了无人平台协同领域国内外Ｔｏｐ５机构在技术类别

上的异同，该图选择了全球无人平台协同专利分布最多的十个ＩＰＣ小组进行对比。

可以发现，国内Ｔｏｐ５高校的研究重点基本集中在对无人平台位置、航道、高度或姿

态的控制技术领域（Ｇ０５Ｄ００１），各校该领域的相关专利占比基本在６０％左右，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该领域的专利占比尤其高。除合肥工业大学以外，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在该领域占比次高的

专利是关于距离、方位等的测量和导航技术（Ｇ０１Ｃ００２１），特别是哈尔滨工程大学

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两所学校在无人平台协同测量与导航方面有更多专利布

局。合肥工业大学与其他四所高校略有不同，除控制技术外，在数据的处理领域有

较多布局（Ｇ０６Ｑ００１０）。

国外５家企业与我国高校的专利技术布局有比较显著的差别。尽管最多的专

利也是无人平台的控制技术，但比例比国内偏低，只有３０％至５０％的专利属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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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其中谷歌公司在控制技术领域（Ｇ０５Ｄ００１）专利占比最高，但也不到５０％。

相对而言，国外企业在无人飞行器的结构装置上（Ｂ６４Ｃ００３９）有更多专利布局，如

ＩＢＭ、沃尔玛和波音公司，均有相当比例的专利属于这类技术子领域。此外，ＩＢＭ公

司在飞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领域（Ｇ０８Ｇ０００５）有较多专利布局；沃尔玛公司在数据

处理领域（Ｇ０６Ｑ００１０）的专利占比较多；ＺＯＯＸ和谷歌公司在无人车交通控制系统

领域（Ｇ０８Ｇ０００１）布局较多。波音公司在除控制技术和飞行器结构领域之外，其他

领域技术的分布较为平均。

图１７　无人平台协同领域国内外Ｔｏｐ５机构技术类别对比［６］

［６］ＩＰＣ分类号说明：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陆地、水上、空中或太空中的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的控制，例如自动驾驶仪
Ｂ６４Ｃ００３９：其他飞行器
Ｇ０１Ｃ００２１：导航
Ｇ０６Ｑ００１０：专门适用于行政、管理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
Ｇ０８Ｇ０００５：空中航行器的交通控制系统
Ｂ６４Ｄ００４７：用于与飞机配合或装到飞机上的设备；飞行衣；降落伞；动力装置或推进传动装置在飞机中的

配置或安装

Ｂ６４Ｃ００２７：旋翼机；其特有的旋翼
Ｈ０４Ｗ０００４：专门适用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业务；其设施
Ｇ０８Ｇ０００１：道路车辆的交通控制系统
Ｈ０４Ｂ０００７：无线电传输系统，即使用辐射场的

　　５．小结

无人平台协同是相对较新的一项技术，近年来全球在该领域的研究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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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利申请在２０１４年前后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相关专利申请

剧增主要是由中国机构，特别是中国高校拉动的。

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主要分布在三大技术领域，包括多无人平台的控制与数据

计算测量领域，无人机的硬件设计领域，以及多无人平台通信、电储能和电气元件

领域。三大领域中，占比最高的是多无人平台的控制技术，特别是对其位置、航道、

高度和姿态的控制技术。

中国是无人平台协同技术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专利数量约是排名第二的美

国的４倍，尽管专利出现时间晚于美国韩国和日本，但近年来增速迅猛。在专利数

量排名最多的Ｔｏｐ２０机构中，中国高校占据了１２席，中国企业占３席，其余５家均

为美国企业。中国高校在该领域近年来的表现越来越活跃，而美国企业近年表现

较活跃的只有ＩＢＭ和沃尔玛阿波罗公司，其余３家企业近年来较少申请相关专利。

中国高校在无人平台协同领域的技术主要集中在对多无人平台的控制方面，

其次是测量和导航技术。国外企业尽管对于控制技术也有较多布局，但力度不如

中国高校，他们还关注无人机相关硬件的制造，如ＩＢＭ、沃尔玛阿波罗和波音，同时

国外各企业在交通控制、数据处理等领域各有擅长。

姜　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西北研究院承担的

国知局专利信息传播利用项目考核优秀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科技咨询

团队承担的２０１９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部署的专利信息传播利用项目“西部省区专利

信息特色应用项目”，经评审组就项目成效、组织管理等综合评定，结果为“优秀”。

团队针对甘肃省十大生态产业的科技创新需求，选定具有特色的藏药产业进

行基于专利分析的研发态势分析，依托该项目完成《藏药产业发展状况分析》、《藏

药产业专利分析报告》、《藏药研发企业竞争力分析》以及多份针对性的藏药研发专

项技术分析报告，并开展了面向企业的专利信息推送服务和专利信息分析利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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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研究报告和针对性服务得到奇正藏药的好评。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０２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日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的

国知局专利信息人才项目获评优秀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２０１９年专利信息传播利用项目已完成验收，通

过评审组对项目组织管理、项目成效等进行的综合评定，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

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承担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信息人才项目“高

校（科研院所）专利信息服务实践探索”通过结项并被评为优秀。

项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大部署，结合区域科技经济发展需要和

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要求，以专利信息利用需求强烈的两家高校与科研院所作

为服务对象。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解决了创新主体当前专利信息利用迫切需求，

通过实践参与、培训辅导、产品示范等多种手段，推动了创新主体专利信息人员培

养和实践。基于试点研究案例，与创新主体一道开展经验总结与范式提炼，形成了

《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实施指南》，可供进一步应用推广。

朱月仙　供稿

宁波材料所名列浙江省科研机构类专利申请量榜首

近日，浙江省发布了２０１９年全省专利榜单，其中科研机构专利申请量为３６５７

件，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利申请量为４７６件，占比１３％，位

居全省科研机构榜首。

２０１９年，宁波材料所实施并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成为浙江省首家按国

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同年，“一种同步交联改性聚偏氟乙烯微孔膜的制备方

法”、“一种超高速飞行器的热防护与减阻系统”两项发明专利荣获第２１届中国专

利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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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所以来，宁波材料所一直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累计

申请专利４０００余项，授权专利１８００余项（包括国际专利授权３８项），软件著作权

６０余项。未来，宁波材料所将持续围绕重点领域实施知识产权分析预警、技术路线

规划和专利布局工作，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撑作用，全面提高

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能力，为区域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布局、

挖掘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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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消毒防疫

近期，我国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该病毒传染性强，及时进行有效的

消杀防护工作，是避免病毒传播扩散的重要环节。当前，无人机消杀防护作业方式

得到广泛使用。近日，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建设的青岛储

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青岛储能院”）将最新研发的高能量密度锂金属电池应

用于无人机上，使载重无人机续航时间延长到３倍以上，达到１小时，从而提高其

在复杂工况下的工作能力。在青岛春天多雾天，易于形成气溶胶的情况下，应用于

整个园区外部尤其是空中消毒工作，为研究所正常复工提供保障。

青岛能源所研究人员董杉木等长期攻关锂金属电池，通过具有离子导电性的

聚合物涂层技术以及原位ＳＥＩ调控技术，抑制锂粉化，显著提升了锂金属电池的循

环和安全性能。目前聚合物锂电池能量密度可达４６０Ｗｈ／ｋｇ以上。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通过对单体关键材料体系和极片结构体系的优化，研究人

员解决了电池系统无法兼顾高瞬时输出功率以及高续航能力的核心瓶颈问题。目

前，青岛能源所将开发的聚合物锂金属电池搭载中型植保机，实现其续航里程提高

到３倍以上，远高于现有商品化无人机。该工作极大地提升了无人机的工作效率，

同时极大地拓展了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未来有望在疫情防控、近海监测、孤岛运输

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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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永新集团来兰州化物所对接交流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西北永新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甘肃省科技投资集团监事会

主席肖建胜一行４人到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进行对接交流。兰州化物

所所领导班子成员、所长助理、知识产权与产业化处及相关课题组负责人参加了交

流会。

兰州化物所所长、党委书记王齐华介绍了研究所的发展历史、科研领域、平台

建设、科技成果、重点项目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他表示，兰州化物所与西北永

新集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研究所科研成果

在西北永新集团转移转化，为企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兰州化物所副所长周峰主持了会议，并建议双方积极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加快推动

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

肖建胜介绍了西北永新集团重点产业和未来规划。他表示，西北永新集团非

常重视科技创新，希望与兰州化物所在前期合作基础上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在

合作模式、机制建设、产业平台、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融合，发挥研究所研发优势和

西北永新集团市场优势，共同促进甘肃省地方经济发展。

兰州化物所相关实验室负责人介绍了各自领域的特色研究课题和成果，并与

来访代表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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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公布相关方对 ＡＩ和 ＩＰ政策的意见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ＩＰ）政策和人工

智能（ＡＩ）议题文件草案，内容涉及专利、版权、数据、设计、技术差距和能力建设以

及知识产权行政决策责任等问题。目前，ＷＩＰＯ的２２个成员国、１００多个组织和

１００多位个人已就ＷＩＰＯ关于 ＩＰ政策和 ＡＩ议题文件草案提交意见和建议。提交

的材料已在ＷＩＰＯ网站上发布。网址为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ａｂｏｕｔｉｐ／ｅ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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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ａｌｌ＿ｆｏ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ｈｔｍｌ。提交意见的成员国包括中国、法

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其中，欧盟指出，发明人／所有权人议

题应包含的基本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局识别ＡＩ产生的或由ＡＩ辅助产生的发明、将

ＡＩ认定为法人并作为发明人的可能性、ＡＩ作为发明人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后果。此

外，一些法律组织、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也提交了意见。据悉，这些意见将被纳入

修订版的问题文件中，以供２０２０年５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ＷＩＰＯ知识产权与

人工智能对话”会议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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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宣布不加入欧洲统一专利体系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英国政府非正式地宣布将不参与欧洲统一专利和统一专利

法院（ＵＰＣ）体系。英国首相发言人证实了这一决定，并指出，英国加入适用于欧盟

法律并受欧盟法院（ＣＪＥＵ）约束的法院体系，与成为一个独立自治国家的目标不

符。英国政府的决定引起了人们对统一专利法院未来发展的新关注。统一专利法

院是一个新的国际法院，一旦成立，新法院将在审理传统欧洲专利和具有统一效力

的单一专利的纠纷方面具有专属管辖权［７］。ＭａｙｅｒＢｒｏｗｎ律师事务所评论指出，目

前尚不清楚英国政府的决定将如何影响ＵＰＣ的实施，特别是考虑到迄今为止英国

已参与ＵＰＣ项目的情况：英国与德国、法国作为三大批准国，ＵＰＣ需要英国的批准

才能生效。同样，ＵＰＣ的一个中心部门也将设在伦敦，并专门针对生命科学领域的

专利纠纷进行处理。

［７］该专属管辖权在ＵＰＣ过渡期间受某些例外情况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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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在线版权侵权追踪调查报告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第９次在线版权侵权追踪调

查报告（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ｃｋｅｒｓｕｒｖｅｙ），调查了英国１２岁以上人群在

线版权侵权的程度、数字行为和态度。结果表明：（１）在过去的３个月中，有２５％的

受访者使用过非法来源内容；（２）电子出版物（３５％）和体育直播（３４％）的侵权比

例均高于平均水平；（３）电影（２７％）、音乐（２０％）、软件（１８％）和电视（１７％）的侵

权比例接近或略低于平均水平；（４）电子游戏（６％）的侵权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类

别。报告指出，侵权行为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访问性。通过非法来源获取内

容相对容易，且内容非常有吸引力。报告称，大多数人认为内容提供方对侵权问题

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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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更新２０１９年专利转让数据集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６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网站已完成专利转让数据集更

新，包括１９７０至２０１９年的完整数据文件，现已向公众提供免费下载。该数据集是

关系型数据库，包括了专利转让和其他相关交易信息，如名称更改、业务合并、许可

协议、担保权益和留置权等。ＵＳＰＴＯ于２０１４年首次发布该数据集，并每年进行更

新。目前，数据集包含１９７０年以来的８６０万项专利转让和其他相关交易的详细信

息，涉及约１４９０万项专利和专利申请。转让数据集下载地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

ｇｏｖ／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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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订外观设计注册令并制定过渡措施

随着日本专利法的部分修订，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日本内阁发布关于修改外观

设计注册令以及制定相关过渡措施的决定。该法令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正式公布，

将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起正式实行。在专利法的部分修订中，扩充了相关外观设计

制度，使得相似外观设计也能得到注册。另外，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从自登记日起

２０年变为了自申请日起２５年。外观设计注册令修订内容包括：在申请基础外观设

计或相关外观设计的专用实施权时，规定所有基础或相关外观设计必须申请相同

的事项。随着修订后的专利法的实施，即使基础外观设计权已过期失效，多个相关

外观设计权也可能继续存在。为防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同时享有专有权，制定

了以下过渡措施：禁止在基础外观设计权有效期限届满后，对仍然有效的相关外观

设计权进行单独转让，并限制相关设计的专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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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实行外观设计新审查标准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起实行外观设计新审查标准。改革

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证英文命名的商品名称、加强对模仿著名商标以及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的审查。审查标准未修改前，在韩国使用并未普及的外文商品名称并不被

认可。今后，仅由英文单词组成的设计行业通用商品名称（例如ＳｍａｒｔＷａｔｃｈ等）将

被认可。该改革是为顺应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新型产品增多、结合国际标准与市场

实际情况而修订的。同时，由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拒绝审批理由，改变部分构成要素

模仿著名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的申请行为造成了市场混乱。今后将按照具体的拒绝

审批实例，加强对著名商标以及外观设计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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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构建下一代知识产权网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构建适用于人工智能（ＡＩ）等最新信息技术

的“下一代知识产权网”。在第一阶段，重点开展如下内容：（１）构筑利用 ＡＩ、机器

翻译等最新技术的高质量审查系统：运用基于ＡＩ的商标检索系统，利用ＡＩ开展图

像检索；连接谷歌、ＫａｋａｏＴａｌｋ（韩国社交软件）等ＡＩ机器的翻译功能，实现无障碍

全球现有文献检索；能够对专利申请书以及审查员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提供自动错

误检查，提高审查效率，同时为专利申请人提供更优质的审查结果。（２）改进申请

形式，简化申请程序，如提供移动应用程序等：通过商标申请移动应用程序打破场

所限制；提供全年无休、２４小时的网络申请服务；全面改版用户界面，通过手机能够

查询手续费等专利相关内容。（３）提升电子系统性能，以适用于开放网络体系与开

放软件：用开源软件代替商用软件，能够尽快应用最新技术并提供技术维护。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ｍｏｂｉｌｅ／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ＭＳｉｌｇｕｋＡｐｐ牽ｃ＝１００１＆ｂｏａｒｄ＿ｉｄ＝ｐｒｅｓｓ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提供商业秘密管理咨询服务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将从２０２０年起开展首个“商业秘密管

理系统专业咨询”项目，安排专家为企业建立适合企业规模的商业秘密管理系统。

“保密性”是商业秘密获得保护的条件。但法院在判断“保密性”时需要综合该企

业的规模、经营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来考虑，企业很难确定需要采取的措施以及商业

秘密的保护程度。为此，韩国知识产权局基于２０１９年相关案例的深入分析，设立

了“商业秘密标准管理系统”，并在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推出“商业秘密管理系统专业

咨询”项目，法律专家可以直接访问企业的工作场所，提出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的

商业秘密管理体系和秘密分级系统。此外，专家还会提出针对机构和人事部门的

详细管理措施，例如秘密等级分类和机密性保证措施。专家将建议需配备的安全

设备，检查措施的实施状况，并提供相关培训，以提高主管人员和职员对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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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水平。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ｋｒ／ｉｐ／ｉｐ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２００２２７ａ．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カスタム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で(

业秘密を保护！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增设专利商业化支持基金援助对象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的知识产权资金缺口支援基金运营机构与

新选定的首尔大学、国民大学、亚洲大学以及材料研究所签订协议。知识产权资金

缺口支援基金旨在支持知识产权检验鉴定、原型生产、技术营销等支持技术商业化

的工作，从而解决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所持有的知识产权与企业所需技术之间的

差距问题。知识产权资金缺口支援基金类似于一般基金，与一次性的支援方式不

同，通过技术转让回收技术费用，从而对其他专利技术进行再投资。韩国知识产权

局将在未来三年内，每年投放２至４亿韩元给知识产权资金缺口支援基金，用于支

持技术商业化。韩国知识产权局于２０１９年首次运行知识产权资金缺口支援基金，

共选定包括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在内的６个支援对象，总计支援了１８亿韩元。首

年运行成果包括成功转让／许可了５９件专利、创收７８７亿韩元的专利转让、许可

费，同时回收了４７％的技术费用。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ｍｏｂｉｌｅ／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ＭＳｉｌｇｕｋＡｐｐ牽ｂｏａｒｄ＿ｉｄ＝ｐｒｅｓｓ＆ｃ＝１００１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

美俄勒冈州五大学签署研究与创新合作协议

２０２０年２月，美国俄勒冈州五所公立大学签署了三项新协议，旨在促进研发和

合作，提升国家对研发的资助水平。协议旨在帮助俄勒冈大学（ＵＯ）、俄勒冈健康

与科学大学（ＯＨＳＵ）、俄勒冈州立大学（ＯＳＵ）、波特兰州立大学（ＰＳＵ）和俄勒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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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ＯＩＴ）研究人员减少合作障碍，充分利用彼此之间的优势。ＵＯ研究与创新

副校长ＤａｖｉｄＣｏｎｏｖｅｒ指出，这些举措促进大学充分利用集体力量，为有益俄勒冈

州、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发现和创新的产出做好准备。其中的一项举措就是让研究

人员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合作伙伴机构的设施和设备。协议还为知识产权共享

提供了统一的理解，因为这些知识产权的开发人员可能受聘于多所大学或是源于

合作开发，这样可以避免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之争，解决人们对竞争凌驾于研究合作

之上的担忧。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２／１９／ｆｉｖｅｏｒｅｇｏ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ｉｇ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ｂｏｏｓ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４７２７７

原文标题：ＦｉｖｅＯｒｅｇｏ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ｉｇ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ｂｏｏｓ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美堪萨斯州立大学签署抗冠状病毒药物许可协议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Ｋａｎｓａｓ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ＫＳＵＲＦ）与合成晶体制药公司（Ｃ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签订一项许

可协议，进一步开发专有的广谱抗病毒化合物，用于治疗诺如病毒和冠状病毒感

染。根据该协议的条款，堪萨斯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授予合成晶体制药公司其拥

有的某些用于人类抗病毒化合物相关专利的独占、付费许可，合成晶体制药公司打

算进行临床前和临床开发。合成晶体制药公司总裁ＳａｍＬｅｅ博士指出，此次合作将

有助于研发安全、有效的抗病毒疗法，该许可协议为公司提供了若干发展机会，以

扩展药物发现平台的广泛用途，特别是针对尚未满足医疗需求的ＣＯＶＩＤ１９冠状病

毒和诺如病毒，合成晶体制药公司将在推进这些计划时寻求合作机会。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２／２６／ｋａｎｓａｓｓｔａｔｅｕｉｎｋｓ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ｓ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ｍｏｒｅ４７３８４

原文标题：ＫａｎｓａｓＳｔａｔｅＵｉｎｋｓｌｉｃｅｎｓ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ｓ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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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师建议在非美国法院开展专利侵权诉讼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美国技术转移中心网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刊载了Ｊｅｓｓｅ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的文章，该文章建议大学在美国以外的法院开展专利侵权诉讼。文章指

出，在美国开展专利侵权诉讼非常耗时且成本高，可能使组织分散对核心业务的注

意力。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年

经济调查结果显示，涉及１０００万美元至２５００万美元损害赔偿的侵权诉讼可能要花

费近１４０万美元，如果案件进行审判并提起上诉，则可能要另外花费２７０万美元。

涉及超过２５００万美元损害赔偿的案件，诉讼费用至少要２６０万美元，审判和上诉费

用为４００万美元。这些费用对大多数大学而言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无法保证诉讼

一定会成功。因此建议用将案件提交美国以外的法院这一替代性和／或补充途径

来代替昂贵、缓慢的美国诉讼。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２／１９／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ｒｔｓｍａｙｏｆｆｅｒｃｈｅａｐｅｒ

ｆａｓｔｅ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ｉ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原文标题：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ｒｔｓｍａｙｏｆｆｅｒｃｈｅａｐｅｒ，ｆａｓｔｅ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ｉｎｐａｔｅｎ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

美 ＩＰ公司：ＡＩ对专利检索和挖掘至关重要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９日，美国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公司Ｅｆｆｅｃｔｕ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分

析人工智能（ＡＩ）对专利检索和挖掘的重要性。文章指出，随着多种格式、语言和来

源的出现，专利和非专利文献的数量显著增长，需要通过专利检索和分析以识别最

相关的信息，这使得人工执行此过程非常费力且不堪重负。而ＡＩ可以辅助人类进

行专利和市场数据的智能分析。使用 ＡＩ可以从基于关键词和常规布尔逻辑运算

符的专利检索转变为使用神经网络的 ＡＩ增强语义搜索，以提高检索效率和准确

性。基于语义的算法可以帮助搜索者找到最相关的文档，而不必考虑所使用的术

语或语言，因为ＡＩ专注于挖掘信息并根据适当的上下文含义来进行文档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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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目前，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均在实施 ＡＩ计划，例

如，ＵＳＰＴＯ用ＡＩ来增强分类和检索，帮助审查员审查专利申请等。ＥＰＯ使用ＡＩ和

机器学习来开发专利检索的业务解决方案，包括自动生成检索查询和自动检索专

利申请的现有技术。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ｗｈｙａｉｃｒｕｃ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

原文标题：ＷｈｙＡＩ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ｆｏｒ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

ＣｏｍｐｕＭａｒｋ发布《２０２０年商标生态系统》

２０２０年２月，科睿唯安旗舰品牌 ＣｏｍｐｕＭａｒｋ发布《２０２０年商标生态系统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ｐｏｒｔ）》报告。报告指出：（１）商标侵权挑战持续增大。

８５％的受访者在２０１９年遭遇过品牌侵权问题，与２０１８年的８１％和２０１７年的７４％

相比持续增加；（２）商标侵权的三大主要影响：客户混淆（４５％）、营收损失（３８％）

和品牌声誉受损（３７％）；（３）７５％的商标侵权行为导致了诉讼，其中，４０％的组织在

法律诉讼上的支出在５００００美元至２４９９９９美元之间；（４）４６％的受访者由于遭遇

侵权不得不重塑品牌，这对于品牌而言可能代价巨大。除此之外，报告还涉及全球

商标前景等研究。据悉，报告中的样本数据是以欧洲和北美商标专业人士的调查

访问为基础，覆盖了全球商标现状。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ｍ／ｃｏｍｐｕｍａｒｋ／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

原文标题：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Ｍａｒｋ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ｐｏｒ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

ＸＣＲ诊断公司：获美国专利授权将加快传染病

检测速度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美国分子诊断学公司 ＸＣ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在其官网称一项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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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传染病的检测和识别过程的专利技术已获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授权。在现

有的检测平台上使用该技术，可将诊断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至２０分钟，使小型公

共卫生实验室也能快速、可操作的获得检测结果。该技术开展的一项初步关键性

应用是检测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ＸＣＲ诊断公司称该技术可以在现有的

ＰＣＲ检测设备上使用并增加处理能力，使吞吐量增加了一倍多，减少了结果等待时

间，有助于加速对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等疾病的检测。ＸＣＲ诊断公司的首席科学

官ＢｒｉａｎＣａｐｌｉｎ博士表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有必要尽

快将该技术投入使用，以帮助识别和隔离真正的ＣＯＶＩＤ１９患者和携带者，同时，也

将在未来几周内准备好ＣＯＶＩＤ１９测试，通过 ＦＤＡ的“紧急使用授权（ＥＵＡ）”进行

部署，或供其他国家的卫生当局考虑。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ｘｃ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３／ｘｃ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ｓｅｃｕｒ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５ｘ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ｅｓｔ／

原文标题：ＸＣ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Ｓｅｃｕｒ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５Ｘ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ｅｓ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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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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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永生

内部资料

张志强

朱月仙 许海云 许 轶 李姝影

王学昭 赵 萍 马廷灿

■ ■ ■ ■ 

■ ■ ■ 

ystian

田永生

028-85229796

封面设计：徐  源

zhangx@c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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