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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分析绿色专利技术创新趋势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绿色技术

领域国际专利申请（ＰＣＴ）在２０１９年几乎没有增长，该技术包括绿色能源、节能技

术、绿色交通以及核能发电４个类别。

国际专利申请趋势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但首次提交地集中

在少数几个国家／地区。２０１９年，７６％以上的 ＰＣＴ绿色专利申请来自申请量排名

前５的国家／地区（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和韩国），排名前１０的国家／地区中除了

中国和韩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申请量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

绿色交通技术专利申请量位于世界前列。

ＰＣＴ绿色能源技术可分为两大类：替代能源生产和能源有效利用。替代能源

生产包括所有应用于实际能源生产的绿色技术，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或收集废热

发电。能源有效利用包括所有适用于最终能源消耗的技术，例如更节能的灯泡或

减少列车阻力的空气动力板。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增长率趋势

２０１３年以后，ＰＣＴ绿色专利申请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替代能源技

术专利申请降低（－１８％）。相比之下，在同一时间段内，能源有效利用技术相关专

利申请增加了９％，表现优于替代能源。这一增长主要由节能技术（１０％）和交通

运输（３％）推动。２０１４年后，能源和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削减了开发可持续绿

色能源的动力。图１的数据佐证了这一结论，能源市场趋势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ＯＥＣＤ）能源价格指数（虚线）相关。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高效利用技术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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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略有下降，但幅度并不相同。

多个国家／地区绿色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出现下降。替代能源专利量在专利总

量的占比在多个主要来源地均有所下降。中国和韩国的绿色技术尽管在绝对值上

总体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０．９和２．５个百分点。有效利用专利申请

比例较高，排名前十名的来源国／地区中有５个实现了增长，但增幅不大。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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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爱丽丝案专利审查影响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了由其首席经济学家撰写的

报告，分析爱丽丝案（ＡｌｉｃｅＣｏｒｐｖ．ＣＬＳＢａｎ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以后专利审查情况。该

报告强调了ＵＳＰＴＯ最近采取的行动提高了专利主题资格审查的可预测性。

　　１．爱丽丝案的判决增加了ＵＳＰＴＯ主题资格的驳回

早期爱丽丝标准的实施导致基于不符合专利资格的主题驳回的增加。对于与

爱丽丝案相关的技术，在爱丽丝案之后的１８个月内，首次审查不符合专利资格主

题驳回的比例增加了３１％。

这一事实反映了爱丽丝案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将爱丽丝案标准应用到其

他技术领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驳回。其次，经过专业培训的法官、律师和审查员可

能采用合理但又不同的爱丽丝标准解释。

　　２．爱丽丝案的判决增加了专利审查的不确定性

早期爱丽丝标准的实施增加了受影响技术在专利审查第一阶段的不确定性。

对专利申请人来说，受爱丽丝案的影响，技术的审查过程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在爱

丽丝案之后的１８个月里，相关技术在专利审查第一阶段中关于专利主题的资格的

不确定性增加了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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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的增加反映了爱丽丝标准语言解释的自由度，激发了各种各样的观

点。这种因范围的扩大导致的驳回决定在不同的审查员中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３．ＵＳＰＴＯ指南扭转了主题资格驳回的上升趋势

针对专利主题资格审查，ＵＳＰＴＯ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提供了初步审查说明，并

于当年１２月发布了更实质性的专利主题资格审查临时指南，旨在使专利审查实践

与既定法律保持一致。但是，以爱丽丝案引起的第１０１条款为理由的驳回判决增

长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８年４月ＵＳＰＴＯ的伯克海默备忘录和随后于２０１９年１月修订的

《专利主题事项资格指南》（２０１９ＰＥＧ）发布之前。ＰＥＧ公布一年以后基于不符合

专利资格的理由而被驳回的可能性减少了２５％。

　　４．ＵＳＰＴＯ指南降低了专利审查的不确定性

伯克海姆备忘录发布后，专利审查第一阶段的不确定性开始降低，相关技术驳

回的不确定性下降。２０１９ＰＥＧ公布对审查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的统计学影响。该指

南公布一年以后，受爱丽丝影响的技术在专利审查第一阶段的专利主题资格的不

确定性降低了４４％。证据表明，２０１９ＰＥＧ使得决策过程更加清晰和结构化，从而

降低了在主题资格确定中跨审查员观察到的变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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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２０１９年专利信息服务调查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２０１９年专利信息服务调查报告，旨在调

查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现状和最新趋势，为制定专利信息普及措施提供参考。

日本专利局定期进行专利信息服务的现状及趋势调查，以了解知识产权环境

３知识产权动态



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本次调查采用了文献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以专利信息服

务行业的私营企业、终端用户为对象，调查了自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年该行业的发展趋势

及专利检索数据库的使用情况。

　　１．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私营企业为对象）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年，专利信息服务的市场规模小幅增长（４．３％），２０１５年的市场

规模（销售额）为１０２１亿日元，２０１８年为１０６５亿日元。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专利信息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数量逐年增加。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

年，有２２家新的私营企业进入市场，说明市场已经为新服务商的进入做好了准备。

此外，该行业的中小型企业（资金在５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的企业）市场销售额占比为

３８．３％，大型企业（资金在５亿日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为３５．１％，两者市场份额接

近，说明市场并没有被大型企业主导。２０１８年数据显示，行业销售额排名在前６０

名的企业占据了市场销售总额的８０％。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年，许多新进入市场的服务商利用独特的技术来提供服务，如基

于人工智能（ＡＩ）的检索服务、基于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的专利分析评估服务，以及基

于母公司（制造商）开发技术的专利调查服务等。

　　２．专利信息服务动向（以私营企业为对象）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与２０１５年相比，多个服务类型的市场规模占比没有大幅

度的增减；调查分析服务和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服务的市场规模小幅上升。

许多受访企业表示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业务并无影响，如日本专利申请数量的

减少、商标申请数量的增加以及中小型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等变化。同时，很

多受访者认为海外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ＡＩ相关技术的发展等都是业务扩展的契

机。此次调查发现，受访者中提供调查分析服务的企业最多，其次是提供代理检索

和翻译服务的企业。另外，提供加工和出版服务的企业最少。在７６家提供专利信

息服务的私营企业中，有５１家涉及一个以上的服务领域，而仅涉及一个服务领域

的私营企业占比为３３％（２０１５年的调查中为２２％）。

　　３．专利信息检索数据库的使用情况（以终端用户为对象）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从数据库整体的利用率来看，日本专利信息平台 ＪＰｌａｔＰａｔ

最高（９６％），其次是商业数据库（７３％）。与２０１５年相比，商业数据库的利用率增

加了约５％。由此可见，用户已经认识到利用商业数据库进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

４ 知识产权动态



海外专利局的数据库中，欧洲专利局（ＥＰＯ）的利用率是６４％、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

ＰＴＯ）为６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为６１％，利用率基本持平。免费私营数据

库的利用率仅占１１％，可见终端用户更倾向于选择功能更完善的商业数据库。

除金融机构外，超过７０％的受访者（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大学、公共研究机

构）的检索目的是在申请前进行可专利性确认。另一方面，为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开展检索的受访者占比不到一半，可见终端用户尚未完全形成这一意识。此外，尽

管受访者中，将探索研发主题作为检索目的的大型企业（４７％）和公共研究机构

（４０％）相对较多，但以锁定合作研究对象及缩小其范围为目的的受访者仅占

２０％。将前者作为检索目的的大学占比２１％，以后者为目的的大学占比２７％，这

表明资源有限的大学迫切需要寻求合作研究对象。

用户会根据目的不同，选择不同类型的产品，将多个数据库组合使用。受访者

主要利用商业数据库的信息的选择性传播（ＳＤＩ）功能进行检索，提取搜索专利，监

视其他企业的专利，为避免与其他公司产品冲突或侵权而进行调查。海外专利局

所提供的数据库中，ＥＰＯ和 ＷＩＰＯ主要用于检索同族专利，ＷＩＰＯ还可用于获取海

外竞争对手的ＰＣＴ申请信息。

　　４．海外地区的系统应用程序接口（ＡＰＩ）开放情况

为了满足用户的广泛需求，海外专利局提供了单独获取单个数据和批量下载

大量数据的方式（批量数据提供方式）。欧洲专利局和韩国知识产权局采用了根据

访问次数付费的制度，并收取数据通信费。德国专利商标局则只收取初始费用。

另外，为了促进应用程序接口（ＡＰＩ）的利用，支持ＡＰＩ利用者，海外专利局在主

页开设了开发人员信息交换社区网站，用于发布和共享 ＡＰＩ利用数据资料及分析

结果。在开放ＡＰＩ时，除了开发人员支持机制（各种支持站点和开发人员手册）之

外，创建一种持续发布使用方法等信息的机制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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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０年重点技术专利及

市场趋势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针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多个技术领域，日本专利局分析了

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韩国等国家及地区的专利申请和市场趋势。报告涉及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ＭｉｃｒｏＬＥＤ显示屏、卡式连接器、机械手、车载安全装置、口腔崩解片、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基础化学品制造、塑料废弃物处理、纤维素纳米纤维、二维材料

（石墨烯）、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等１１个领域，主要结论如下。

　　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报告指出，全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市场规模预计将从２０１９年的２．０７亿美元增

长到２０２４年的１２．７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３６％。

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７年，该领域专利申请总量为２９０８件，ＰＣＴ申请为４７６件。中国籍

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列第一（１０７７件，占比３７％），且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数量

急速增加。其次是日本 ６１９件（２１％）、欧洲（１５．１％）、韩国（１２．７％）和美国

（９％）。从专利申请的技术类别来看，涉及光电转换层的铅使用技术相关专利申请

量最多（８９５件）。

截至２０１８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共计约３４００篇，自２０１４年起急速增长。中

国发表论文数量自２０１６年起显著增加。

　　２．ＭｉｃｒｏＬＥＤ显示屏

据矢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全球ＭｉｃｒｏＬＥＤ及ＭｉｎｉＬＥＤ显示屏全球市场调

查（２０１９年）》，预计到２０２７年全球ＭｉｃｒｏＬＥＤ显示屏装机量将达１０８３万台。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９年全球ＭｉｃｒｏＬＥＤ显示屏相关专利申请总量为８５８９件，２０１５年以

后急速增长。２００７年以前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专利件数较多。２００８年以后，中国

籍申请人提交的专利件数迅速增加，截至２０１８年共计４１７０件，占总量的４８．６％。

　　３．卡式连接器

自苹果公司采用了 ｎａｎｏＳＩＭ卡后，卡式连接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索尼、三

星、华为、ＬＧ、中兴等公司的后续机型也采用了ｎａｎｏＳＩＭ卡，进一步扩大了卡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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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市场规模。

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７年，该领域专利申请总计３７４２１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专

利数量最多，达 １３５５９件（占比为 ３６．６％），其次是美国 ７８５８件（２１．２％），中国

７６１３件（２０．３％）。鸿海精密工业、泰科电子、莫仕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在该领域的

绝大多数子技术类别中排名较高。

　　４．机械手

自２０１３年起，全球工业用机器人销量呈增长趋势，与２０１６年（２９．４万台）相

比，２０１７年（３８．１万台）增长了３０％。报告指出，汽车、电气电子和金属工业领域的

未来销量有望增加。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该领域专利申请量为１５０４３１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专

利数量为 ４３２６０件，约占总量的 ２７％，其次是美国（２４％）、欧洲（１６％）和中国

（１５％）。三星电子在工业用机器人、家用及服务业用机械手等技术类别的专利申

请量排名靠前。

　　５．车载安全装置

据Ｉｏｔｆｏｒａｌｌ公司预测，２０２５年全球汽车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将达５７．７亿美元。

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７年，该领域专利申请量为１２２５９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专

利数量排名第一（３９４６件，３２％），其次是美国（２５％）、中国（１６％）。汽车电子钥匙

系统安全类别的专利申请明显多于其他类别。车辆系统盗用及不正当使用对策，

以及生物识别安全系统方面，日本企业的专利申请较少，排名靠后。

　　６．口腔崩解片

基于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医药品药效分类，口腔崩解片主要运用于过敏类药物、

泌尿类生殖器官及肛门用药。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５年，全球口腔崩解片的专利申请件数呈

上升趋势，２００５年以后回落，但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逐渐增多。子技术类别中，掩

味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总计１４３８件，其中中国籍申请人提交了４８０件，占

３３．４％。

截至２０１８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总计１００４篇，其中欧洲论文数量排名第一，

占总量的２２％，中国论文发表数量较少（８．２％）。

　　７．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基础化学品制造

报告预计乙烯、丙烯、丁二烯和苯甲苯二甲苯混合物（ＢＴＸ）的产量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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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整体来看，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７年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稳定增长，总量达１０４１５件，且

近年来中国籍申请人提交的专利数量明显增多，超越了欧美位列第一，占总量的

３６．２％。全球专利申请人排名中，中国石化位列第一（１４７４件），其后是中国科学

院（２７２件）。

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８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总量为１４０９５篇。其中，欧洲发表的论文数

量最多，占总量的３０．４％，其后是美国（１７８％）和中国（１６．６％）。

　　８．塑料废弃物处理

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塑料产量逐年增长，２０１７年达３４８亿吨。日本２０１８年

塑料废弃物排放共计８９１万吨，其中大多通过能源回收的方式进行处理，有效利用

率逐年缓增，２０１７年达到了８６％。

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７年，该领域全球专利申请总量为２７０３０件，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

专利件数最多，达９３９９件，占总量的３４８％，其次是中国５０５９件（１８７％），欧洲

４５６２件（１６９％）。从技术类别来看，可生物降解型塑料相关专利申请数最多，为

７６４２件，其中６２３％的申请人为日本籍，中国仅占２４％。

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８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共计１９０１６篇，其中欧洲发表论文数量

为５５８７篇（２９４％），中国数量为２４１３篇（１２７％），日本占比８２％。

　　９．纤维素纳米纤维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估计，２０３０年全球纤维素纳米纤维材料的市场规模预计为

１万亿日元，使用量将超过４４万吨。

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７年，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为１３１３７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

申请最多，占总量的３０６％，其次是美国（２４１％）和中国（２２４％）。从技术类别

来看，涂料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４２６１件），其中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申请占比最

大（２７９％），其次是美国（２７８％）、欧洲（２１７％）、中国（１６９％）。

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８年，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共计１３０９３篇，其中发表数量最多的是

欧洲，占总量的３１％，其次是中国（１８９％）、美国（１４％）。

　　１０．二维材料（石墨烯）

报告指出，二维材料（石墨烯）在物联网、医疗保健和安全相关的红外传感器领

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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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７年，二维材料相关专利申请总量为４７８５件，其中中国籍申请人提

交申请数量位列第一，占比为４７１％，其次是美国（２１３％）。从技术类别来看，物

质类专利申请最多的是过渡金属二卤化物，相关专利申请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

所增长，尤其在中国增长显著。应用类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依次是是光电子、半导体

器件、催化剂。中国在半导体器件类的专利申请，自２０１６年起显著增长，超越了

美国。

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９年，该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加，共计４１０１７篇，其中欧洲发

表数量最多（２４７％），其次是中国（２３％）、美国（２１９％）。

　　１１．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

报告指出，在燃料电池领域，２０１８年固体高分子型燃料电池（ＰＥＦＣ）的市场规

模最大，约８７０亿日元，占燃料电池市场总量的４０％以上。预测２０３０年，固体高分

子型燃料电池的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超过３７万亿日元，占据燃料电池市场总量

的８０％以上。

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９年，日本籍申请人提交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３４４％，其次是中国（２３１％）和韩国（１４９％）。近年来，欧洲、美国、日本申请呈减

少趋势，中国呈增长趋势。从专利申请的技术类别来看，电解质膜相关专利申请件

数最多，但近年来数量下降，其中，中国在该技术类别申请呈增加趋势。

２００８至 ２０１９年，该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共计 ６５４篇，欧洲发文量占比为

３２４％，其次是中国（１５１％）和韩国（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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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２０２０年美国商业秘密诉讼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知识产权诉讼研究公司 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发布商业秘密诉讼报

告，揭示了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法》（ＤＴＳＡ）出台后，商业秘密诉讼实践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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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来自Ｌ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平台，分析了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联邦地方法院诉讼案

例，包括《商业秘密保护法》出台以后发生的案例。《商业秘密保护法》于２０１６年生

效。当商业秘密与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有关时，该法案允许权利人直接向联邦法

院提出申请。２０１９年，在联邦地方法院的所有商业秘密案件中，７２％的案件涉及

ＤＴＳＡ索赔，８０％以上的商业秘密案件涉及合同索赔。报告要点如下。

（１）由于ＤＴＳＡ的出台，商业秘密案件申请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间增加了３０％，

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间保持稳定。

（２）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是最活跃的原告类型。这些公司通常采用许可或特

许经营方式，如果对方在合作关系结束时没有归还相关资料，他们就会提起盗用商

业秘密的诉讼。

（３）最活跃的律师事务所以雇佣法业务著称。

（４）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排名靠前的原告有 Ｌｉｔｔｌｅｒ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ＯｇｌｅｔｒｅｅＤｅａｋｉｎｓ和

ＳｅｙｆａｒｔｈＳｈａｗ等公司。

（５）２０１９年，费舍尔＆菲利普律师事务所（Ｆｉｓｈｅｒ＆Ｐｈｉｌｌｉｐｓ）是排名最高的原告

代理律师事务所，共代理３３起案件，其中３０起涉及ＤＴＳＡ索赔。

（６）２０１９年，最活跃的原告是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ＯｒｇＤａｔａ公司。该公司从事情报软件销

售业务，并起诉那些未经授权访问其数据库的当事人。

（７）在商业秘密法中，禁令对于阻止信息流动非常重要。实践中有大量通过合

意判决颁布的禁令。

（８）在过去十年中，超过１０００个案件被授予永久禁令。

（９）２０１９年，法院判决损害赔偿的商业机密案件比 ２０１８年少，但总体金额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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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２０２０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印发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

《２０２０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下称《推

进计划》），结合此前印发的《２０２０年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强国建设工作要

点》，共同对全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作出部署。

在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方面，《推进计划》提出，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政策，包

括制定出台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复制推广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举措；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业务服务、政

务服务和信息服务“一网通办”，深入推进“蓝天”专项整治行动等。

《推进计划》要求，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法律法规规章，配合做好专利

法、著作权法修改，起草相关司法解释；加强保护长效机制建设，优化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建设布局，深入推进“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加快

出台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业务指导体系，继续开展各类

专项行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完善知

识产权案件监督机制等。

在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方面，《推进计划》明确，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

率，今年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减至１６个月以内，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４

个月；强化知识产权质量导向，形成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囤积行

为的长效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出台专利导航实施指南，开展商标、地理标

志区域品牌培育行动；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加快重点城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等。

此外，《推进计划》还就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

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深入开展，今年迎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下称《纲要》）收官之年。《纲要》提出的２０２０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目前，我国正在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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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面向２０３５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形成与《纲要》接续推进、压茬进行的

战略布局。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１１４８６９９．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专题报道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国际商务
知识产权管理指南

【摘要】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国际商务知识产权管理

指南，概述企业业务国际化时可以采取的知识产权管理基本措施，帮助中小企业

在国际市场中保护核心知识产权资产，提高企业收益和知名度。该指南包括明

确知识产权存量、制定知识产权策略、寻找潜在商业伙伴、了解目标市场地知识

产权规则、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和知识产权维权等内容。

在国际商务中采用适当的市场分析和知识产权管理战略将使企业更容易获得

融资，帮助企业增加收益和整体知名度。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

台发布国际商务知识产权管理指南，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在国际化业务中保护核心

知识产权资产。该指南主要包括明确知识产权存量、制定知识产权策略、寻找潜在

商业伙伴、了解目标市场地知识产权规则、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和知识产权维权等

六个方面的内容。

　　１．明确知识产权存量

明确企业持有的商标、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版权，以及计划出口的商品

和服务。

　　（１）知识产权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指为尽可能收集与企业无形资产相关的价值和风险信息而采取的

一系列行动，包括识别、监测及风险评估。简而言之，尽职调查需要评估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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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真实性和适当价值，以及买方可能承担的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可帮助企业确定知识产权发展和商业化战略、检测与企业

资产相关的风险、采取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行动、降低第三方侵权风险。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步骤包括：①知识产权资产的识别；②验证知识产权的有

效性和所有权；③知识产权资产限制；④知识产权的效力和强度；⑤潜在侵权可能。

　　（２）知识产权审计

知识产权审计通过对所有的知识产权资产（拥有、使用或收购的）进行系统、全

面和以解决方案为重点的审查，以确定其法律地位、价值、潜在风险以及保护和资

本化的手段。知识产权审计有助于识别和评估知识产权资产，预测和管理与知识

产权资产相关的风险。

知识产权审计的步骤包括：①收集关于知识产权库存和所有权、资产保护和使

用分配、侵权信息和知识产权管理的背景信息；②ＳＷＯＴ分析：分析知识产权资产的

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③进行知识产权评估。

　　（３）知识产权评估

知识产权评估包含市场上用于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价值评估的一系列

方法。在协商时需要与对方就价格达成协议，因此，如果想确保交易的公平性，了

解有关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很重要。

知识产权评估的方法包括：①定性方法：分析多个因素对知识产权资产价值的

影响，如法律、创新的技术水平、市场信息和经营管理；②定量方法：包括基于成本

的方法、基于市场的方法、基于收入的方法和基于期权的方法。

　　２．制定知识产权策略

在确定一个或多个目标国家后，应开展广泛的市场调查，包括自由经营的市场

调查（ＦＴＯ）分析。根据业务性质、目标国家和知识产权组合情况选择进攻性或防

守性的知识产权战略。

　　（１）商业计划

商业计划是将创新商业化并将其推向市场的战略文件，包括企业详细信息、所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目标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的信息、营销策略和渠道、经营管理

以及财务计划等内容。

知识产权与商业计划的关系：①企业拥有或被许可的知识产权将影响在特定

国家的经营方式；②知识产权资产是企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计划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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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需要解决知识产权管理问题；③将企业的知识产权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可以帮

助企业判断经济可行性。

　　（２）知识产权策略

一般而言，知识产权策略有两种：①进攻性策略：主要目标是保护企业的知识

产权资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取外部知识产权；②防御性策略：主要目标是防止

竞争对手利用企业创新成果，从而消除或降低风险。

　　（３）自由实施调查

自由实施（ＦＴＯ）调查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普遍做法。在这些行业领域，现存

专利的数量较多，可能会阻碍包含冲突专利的产品的商业化。ＦＴＯ需要分析并确

保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测试、营销或销售产品或服务的自由。

ＦＴＯ应由专业人员进行，因为它们涉及对专利文献的详尽审查。如果确定存

在侵权可能的专利，假设没有理由质疑其有效性，则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购买专

利或获得许可；②两家企业之间的交叉许可或交换相关许可；③通过调整研究方向

或对要推出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更改来规避侵权；④专利池。

　　３．寻找潜在商业伙伴

在接触潜在的商业伙伴、联系人或投资者时，一定要准备保密协议，明确在商

谈期间共享信息的机密性以及潜在的制裁措施，以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问题或

误解。

　　（１）商业和金融合作伙伴

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可使用以下几种工具。

①ＥＥ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

欧洲企业网络（ＥＥＮ）合作伙伴搜索工具（ＥＥ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管理着欧洲

最大的在线商机数据库，其提供了搜索工具使企业可以寻找业务或学术合作伙伴

来制造、分销、共同开发和供应产品和服务。

②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欧盟委员会管理着另一个数据库，可帮助企业寻找可用的欧盟资金，包括商业

贷款、小额信贷、担保和风险投资等。

③参加展销会

展销会是最有效的营销工具之一，尤其是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展销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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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吸引新客户，为企业提供分析竞争状况的机会，并帮助企业测试特定产品

的市场，从而使企业能够相应地调整策略。

　　（２）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ＮＤＡ）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规定了一方向另一方披露保密信

息的条件。通过ＮＤＡ可以保护的信息有：不在公共领域的信息、对方仍不知道的

信息以及除非违反合同否则不会公开提供的信息。

　　４．了解目标市场地知识产权规则

　　（１）海外知识产权规则差异

知识产权走向海外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制度差异，知识产权保护的种类和期限

因地区而异，登记的要求、时间和费用也可能不同。举例说明上述情况：

①商标：尽管在欧洲不再限于图形表示（例如，可以注册声音），但并非所有国

家／地区都删除了此要求（例如，智利仍然需要图形表示才能注册商标）。

②版权：版权保护期因国家／地区而异。例如，在欧洲，保护期为作者逝世后７０

年，而在墨西哥，保护期为作者逝世后１００年。

③专利：在中国，如果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希望首先在外国申请专利，那么它必

须先在中国知识产权局进行保密审查。而这样的要求在欧盟并不存在。

④实用新型：有些国家／地区不提供实用新型保护，如英国、美国。

⑤外观设计：欧洲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 ２５年，新加坡外观设计的有效期为

１５年。

　　（２）保护商业秘密

鉴于国际形势千变万化，商业秘密可能变得更加重要，不应被忽视。商业秘密

是指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而保密的信息。信息归为商业秘密需要满足三个要求：信

息是未知的或不容易被很多人获取；信息因为保密而具有商业价值；信息已通过合

法控制该信息的人采取合理措施来使其保密。

保护商业秘密的方法如下：①制定保密条款或协议；②约定违约责任或制裁来

降低披露风险；③制定竞业禁止条款或协议，规范拥有机密信息访问权限的员工或

业务合作伙伴的关系；④制定禁止招揽条款，规定雇员有义务在其离开企业后，不

为其自身利益或竞争者利益招揽企业客户；⑤其他措施，比如限制访问企业的某些

文件和区域、进行文件标记以及开展员工保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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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

　　（１）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风险投资人之间的商业联盟，目的

是通过分担工作风险承担特定项目或实现特定目标。由于合资企业涉及到知识产

权资产的组合，合作伙伴需要就合资企业内部和有关的初始贡献、责任和义务达成

一致。

成立合资企业应考虑的因素有：合作伙伴的背景、前景和访问权；接受新成员

及合作伙伴退出的条件；合伙人之一破产时应采取的行动；每个合作伙伴的贡献；

合资企业的管理架构；如果终止合资企业，应概述已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及相关权

利的情况。

　　（２）许可

许可人（知识产权所有者）根据许可协议中规定的条件和限制，授予被许可人

（任何第三方）使用知识产权的许可。简而言之，许可将允许其所有者通过向被许

可人收取一定费用来换取使用该知识产权的授权。

许可时应考虑的因素有：许可证类型；许可证的期限和地理范围；被许可人是

否有权再许可；未来的改进权利；有关付款的任何问题；担保、合同违约的构成及处

理；准据法；争端解决。

　　（３）特许经营权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许经营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许可。在此类型协

议中，一方（授权方）授予另一方（加盟商）使用其商标或商号、业务流程或其他知

识产权来生产符合某些规范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特许经营时应考虑的因素有：国家法规；加盟商；特许经营披露文件；加盟商的

尽职调查等。

　　（４）网络化

扩大业务范围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企业的业务网络化，以便快速地吸引更多的

潜在客户。

业务网络化应当注意的内容包括：①注册域名，避免域名抢注；②保护网站元

素：版权将保护数据库或网站上的任何创意内容，商标将保护网站上包含的所有独

特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将保护图形用户界面和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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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知识产权维权

如果第三方或竞争对手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维护

企业的权利。

　　（１）初步执行措施

警告信通常被证明是对侵权者非常有效且简单的措施。它们通常实施于需要

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从本质上讲，警告信是发给涉嫌侵权者的信函，要求他们终

止特定的侵权行为。

　　（２）民事诉讼

采取民事诉讼措施是指通过法律手段制止侵权行为，获得损害赔偿。

根据各国法律，民事法院通常会通过以下顺序采取不同行动：①临时措施（如

中间禁令和扣押）：应尽早采取临时措施，以避免潜在的侵权行为并保留相关证据。

②损害赔偿措施：在侵权发生后适用，为权利人遭受的损害寻求赔偿，包括律师费

等。③审判后执行程序：将在知识产权侵权和损害赔偿诉讼结束后启动，确保法院

的裁决有效。

　　（３）刑事诉讼

与知识产权侵权相关的刑事制裁主要适用于假冒和盗版行为，其他类型的知

识产权侵权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强制执行。可采取的行动和程序因各地区的规定

而异。

　　（４）海关行动

海关在识别和防止侵权商品出入境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国家／地区的海关

会设置登记册，便于权利人要求当局阻止侵权货物入境。

阻止申请有时间和内容的限制，时间间隔和申请内容因国家／地区而异。时间

上，欧洲的有效期为１年，中国为１０年，新加坡有效期则为６０天。内容上，通常需

要提供知识产权在相关区域的有效性证明，商品和包装的准确且详细的描述，以及

权利持有人指定的人员的姓名和地址。

　　（５）网上执法

互联网为潜在侵权者提供了侵权行为的便利性和匿名性。因此，企业必须了

解可用于阻止和预防在线侵权的工具。首先需要识别在线侵权。专业公司和律师

事务所提供工具和服务，监视在线侵权并随后收集必要的信息，通过知识产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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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有效解决此类侵权。其次，收集到必要的信息后，应制定在线执法策略，以便

以经济有效的方式解决当前的侵权行为并减少潜在的侵权行为。

　　（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包括：①调解：中立的调解员协助当事方解决争端的非正

式程序；②仲裁：将争议提交给一名或多名仲裁员，对争议作出最终裁决的有约束

力的程序；③快速仲裁：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的仲裁程序；④专家判断：涉

及到技术、科学或业务等专业领域问题，提交给专家做出决定。这些程序将帮助企

业和合作伙伴在庭外解决争议。

许　轶　检索，黄玉茹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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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竞争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全球精准农业

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探讨精准农业领域

的全球专利态势、技术研发热点、主要国家的科研水平、重要专利申请人的研发

布局。研究发现，近二十年，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研发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信息采

集传感器和变量作业装备是研发热点；中国、美国、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

中国进入该技术领域较晚但取得了重大进步；国外机构在信息采集技术和变量

作业技术主题占据主导优势，相关研究机构努力的方向是形成核心技术优势、提

高专利影响力、增强专利海外布局和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精准农业（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是基于３Ｓ技术、传感器技术、物联网等现代化

技术手段，实现对耕种过程进行精准控制，对作物长势、受灾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

精准监测，根据监测情况精准调节耕作投入，实现精准耕作、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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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精准播种、精准收获，以最少的投入实现同等或更高收益。精准农业是目前最

有吸引力的前沿性农业科学研究领域，促使人们对科学利用农业资源潜力和农作

物生产经营管理进行深刻反思与变革。推广、实施精准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之一，将为中国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

尤其是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专利文献汇集技术、经济、法律信息于一体，最能反映最新的研究开发及技术

创新水平。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全球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

化方法，展现精准农业专利技术的发展态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为我国相关研发工作

的开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信息。本文以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 ｉｎｃｏＰａｔ

专利数据库作为检索来源，通过关键词和专利分类号进行组合检索，选用发明专利

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申请号合并作为专利篇数（件）统计，进行简单同族合并进

行专利家族数（项）统计，专利申请时间选择是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９

月１３日。

　　１．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期间，全球申请精准农业领域专利共计６９８５项（９４５５件），专利

申请趋势如图２所示。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相关专利数量增长缓慢，其主要驱动因素是

ＧＰＳ、ＧＩＳ和ＲＳ技术对农业的影响日渐明显；２０１３年后，随着传感器技术和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精准农业技术进一步迭代更新，专利数量大幅度增长，精准农业技

术进入繁荣发展阶段。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１８个月迟滞，截止检索日，

２０１８年还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

图２　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９１知识产权动态



　　２．关键专利技术

本研究根据功能将精准农业技术分为五大分支，分别为信息采集和传输、信息

处理、变量作业、集成系统和装备自动化技术。其中信息采集和传输的专利数量最

多（３３２７项），排名第二的是变量作业（２８６７项），其次是集成系统（１１５８项），最后

是装备自动化（８０５项）、信息处理系统（７５９项）。

各类型的专利申请趋势如图３所示，总体看来，五种类型的专利数量增长趋势

与专利总数趋势保持一致，专利数量前期增长缓慢，２０１３年后增长明显。其中信息

采集和传输技术、变量作业技术两类的专利数量占据主导优势，增长趋势最为明

显，特别是２０１４年之后增长迅速；集成系统、装备自动化和信息处理技术专利数量

并驾齐驱，增长也较为明显。

图３　精准农业领域分支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对专利文献进行专利地图聚类，如图４所示，目前全球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活动

大致分为以下６个主题：（１）土壤、作物、病虫害及气象信息采集；（２）数据采集、图

像处理；（３）农业机械和变量作业装备控制；（４）专家系统和模拟系统；（５）系统集

成和智能控制系统；（６）作业部件及其装备自动化。其中土壤、作物、病虫害及气象

信息采集，农业机械和变量作业装备控制，系统集成和智能控制系统是当前精准农

业领域专利研发活动的热点主题。

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是精准农业的源头环节，土壤、气象、作物生长和病虫草

害等田间信息是精准农业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当前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主要包

括：全球定位导航系统、遥感技术、信息采集传感器、机器视觉和信息传输。如表１

所示，信息采集和传输技术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技术主题是信息采集传感器，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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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精准农业专利技术专利地图

来依次是机器视觉、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信息传输技术和遥感技术。信息采集传感

器专利以气象信息传感器专利最多，远超于排名其后的土壤信息传感器，再次是作

物病／虫／草害传感器、作物生长传感器和畜牧／水产养殖信息传感器。机器视觉专

利以图像采集和图像处理技术为主要构成。

表１　精准农业专利技术构成（单位：项）

一级技术分支 二级技术分支 三级技术分支

信息采集和传输（３３２７）

全球定位系统导航（３２０） 　

遥感技术（２４７） 　

信息采集传感器（１８８５）

气象信息传感器（７８６）
土壤信息传感器（２７３）
作物病／虫／草害传感器（１８８）
作物生长信息传感器（１７２）
畜牧／水产养殖信息传感器（１６６）
作物流量传感器（１１３）
产品信息传感器（８７）
其他传感器（１１３）

机器视觉（６４０）
摄像头（７１）
图像采集（３４２）
图像处理（２２８）

信息传输（３１２） 传输网络（２５８）
传输技术（１０８）

信息处理（７５９）
地理信息系统（７０） 　

决策支持系统（７１６） 专家系统（５３１）
模拟系统（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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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一级技术分支 二级技术分支 三级技术分支

变量技术（２８６７）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１２９３）

惯性传感器（１３４）
超声波传感器（１３０）
激光传感器（１４５）
红外传感器（１６２）
速度传感器（２５８）
雷达（１５３）
陀螺仪（８２）
地磁方位传感器（５４）
多传感器组合（１８３）

变量作业装备（２５１７）

变量施肥机（２９２）
变量灌溉机（６５３）
变量农药喷洒机（２９０）
变量播种／插秧机（６２０）
畜牧／水产管理控制（２４２）
智能收割机（３９７）
其他装备（１１３）

集成系统（１１５８）

系统集成（９２１） 　

数据集成（１２８） 　

软件集成（１０３） 　

硬件控制集成（８４４） 　

装备自动化（８０５）
自动化装置（６３９） 　

机器人（１６６） 　

变量作业是指按区内要素的空间变量数据精确设定和实施最佳播种、施肥、灌

溉、用药、收割等多种农事操作。变量作业装备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是变量灌溉机

和变量播种／插秧机，其次是智能收割机、变量施肥机、变量农药喷洒机和畜牧／水

产管理控制。变量作业导航利用最多的是速度传感器，其次是红外传感器、雷达、

激光传感器、惯性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最后是陀螺仪、地磁方位传感器。

　　３．重要国家／地区分布

　　（１）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技术来源国家／地区信息反映了技术创新发源地的创新能力和活跃程度，

为区域间的技术合作和竞争提供有用的信息。由表２可知，中国是精准农业领域

专利最大的来源国，在专利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最早开始精准农业相关研

究，是精准农业专利技术的重要来源国家；日本尽管并非农业大国，但在现代农业

先进技术行列占有一席之地，相关专利量位列全球第三；德国和俄罗斯分别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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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第五，也是精准农业领域专利主要产出国。

表２　精准农业领域ＴＯＰ１０专利来源国家／地区

序号 申请人国别 专利数／项 占比

１ 中国 ４００１ ５７．２７％

２ 美国 １０１１ １４．３２％

３ 日本 ９９４ １４．２３％

４ 德国 ２５３ ３．６２％

５ 俄罗斯 １５９ ２．２８％

６ 加拿大 ９８ １．４０％

７ 印度 ６０ ０．８６％

８ 法国 ５６ ０．８０％

９ 韩国 ３４ ０．４９％

１０ 比利时 ３３ ０．４７％

　　（２）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反映了国家／地区市场受重视程度以及专利保护强

度。由表３可知，在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技术方面，中国是最重要的专利布局地，占

比４４５８％，美国和日本位列中国之后，分别占比１２９０％和１０８５％，其次是 ＥＰＯ

和ＷＩＰＯ，德国、加拿大和俄罗斯也是重要的专利布局地。总体而言，精准农业领域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与技术来源国／地区基本重合，主要集中于东亚、北美和欧洲地

区。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阿根廷也存在少量专利受理，非洲市场尚未成为受重视

的技术输出和保护地。

表３　精准农业ＴＯＰ１５专利受理国家／地区

序号 专利公开国家／地区 专利数／件 占比

１ 中国 ４２１５ ４４．５８％

２ 美国 １２２０ １２．９０％

３ 日本 １０２６ １０．８５％

４ ＥＰＯ ５４３ ５．７４％

５ ＷＩＰＯ ５２１ ５．５１％

６ 德国 ３５８ ３．７９％

７ 加拿大 ２３６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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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序号 专利公开国家／地区 专利数／件 占比

８ 俄罗斯 ２１８ ２．３１％

９ 澳大利亚 １７６ １．８６％

１０ 巴西 １５８ １．６７％

１１ 印度 １０７ １．１３％

１２ 韩国 ８７ ０．９２％

１３ 阿根廷 ６８ ０．７２％

１４ 法国 ５２ ０．５５％

１５ 奥地利 ５１ ０．５４％

　　（３）重要国家专利申请趋势

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８年期间，中、美、日三国共申请精准农业领域专利５９９４项，占全球

相关专利的８５．８１％。２０１０年之前的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由日本和美国主导，两者

专利数量并驾齐驱，呈现较为缓慢的波动上升趋势，至２０１７年的专利数量分别达

到９８和１１８项；中国于２００２年申请了第一件精准农业领域专利（苜草种植管理与

病虫害防治专家系统），专利数量前期增长缓慢，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精准农业政

策的出台，２０１０年后专利数量开始快速增长，２０１１年赶超美国和日本成为专利数

量最多的国家，随着我国精准农业领域研究机构的不断增加，２０１４年之后相关专利

数量增长迅猛，２０１７年专利数量达到９３３项，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图５）。

图５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国家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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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重要国家专利技术构成

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精准农业专利技术构成（表４）既存在相同的重点

布局技术分支，又各有侧重。总体看来，变量作业装备及其导航技术和信息采集传

感器是所有国家都很关注的技术分支，而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集成、软件集成和机

器人技术关注度普遍不高。此外，中国关注硬件控制集成、系统集成；日本重点布

局机器视觉；美国在系统集成、自动化装备也有较高关注度；其他国家也较重视系

统集成和自动化装置。

表４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国家专利技术构成（单位：项）

中国 日本 美国 其他

信息采集和传输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１１６ ５７ ７５ ７２
遥感技术 １８５ ０ ４５ １７
信息采集传感器 １１３８ ２５８ ２２７ ２６２
机器视觉 ３６２ １４２ ７８ ５８
信息传输 ２８２ ８ １１ １１

信息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 ５２ ３ ７ ８
决策支持系统 ４０２ ９７ １１６ １０１

变量作业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４３２ ３１８ ２４２ ３０１
变量作业装备 １１５３ ５２３ ３８５ ４５６

集成系统

系统集成 ５９１ ７３ １４８ １０９
数据集成 ４８ １０ ３４ ３６
软件集成 ５６ ６ ２０ ２１
硬件控制集成 ７０１ １７ ５０ ７４

装备自动化
自动化装置 ３４０ ７２ １２４ １０３
机器人 ８４ ４５ ４９ ５０

　　４．重要专利申请人

　　（１）各技术分类重要专利申请人

表５分析了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重要专利申请人及其重点布局技术类

型，在信息采集和传输方面，专利数量较多的是日本井关农机公司（９７）、美国

ＤＥＥＲＥ公司（６４）、日本洋马公司（５８）、ＣＮＨ美国公司（５２）；信息处理方面，江苏大

学（１０）、日本日立公司（１０）、洋马公司（１０）、美国ＩＴＥＲＩＳ公司（１０）表现突出；变量

作业以日本井关农机公司（１８６）、日本洋马公司（１０１）、美国ＤＥＥＲＥ公司（８９）进行

的专利研发最多；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４７）、美国ＤＥＥＲＥ公司（３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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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系统上布局较多；井关农机公司（３１）、ＣＮＨ美国公司（１８）、北京农业智能装备

技术研究中心（１６）也较重视装备自动化技术。对比分析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

家的重要申请人，来源中国的精准农业领域重要专利申请人以高校和研究所居多，

来源日美和其他国家的重要专利申请人以企业居多。

表５　精准农业领域不同技术类型重要专利申请人

中国 日本 美国 其他

信息
采集
和传输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４６），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４０），
江苏大学（３１），
中国农业大学（２９）

井关农机（９７），
洋马公司（５８），
索尼公司（２７），
日立公司（１６）

ＤＥＥＲＥ公司（６４），
ＣＮＨ美国公司（５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１４），
加州大学（９），
ＴＲＩＭＢＬＥ ＮＡＶＩＧＡ
ＴＩＯＮ公司（９）

德国 ＣＬＡＡＳ公司
（３４），
德 国 Ａｍａｚｏｎｅｎ
Ｗｅｒｋｅ公司（２９），
ＣＮＨ加拿大公司
（１７），
德 国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公司（７）

信息
处理

江苏大学（１０），
中国农业大学（９），
柳州易农科技公司
（９），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８）

日立公司（１０），
洋马公司（１０），
井关农机（６），
日本电气（５）

ＩＴＥＲＩＳ公司（１０），
ＤＥＥＲＥ公司（７），
ＣＮＨ美国公司（６），
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５）

－

变量
作业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３９），
江苏大学（３０），
中国农业大学（２５），
华南农业大学（２５）

井关农机（１８６），
洋马公司（１０１），
久保田（６３），
三菱电机（２４），
松山商事（１０）

ＤＥＥＲＥ公司（８９），
ＣＮＨ美国公司（５４），
ＡＧＣＯ公司（１９），
ＴＲＩＭＢＬＥ ＮＡＶＩＧＡ
ＴＩＯＮ公司（１７）

德国 ＣＬＡＡＳ公司
（５５），德国 ＡＭＡ
ＺＯＮＥＮ，ＷＥＲＫＥ公
司 （４２），ＣＮＨ加拿
大公司（１０），ＣＮＨ
比利时公司（１０）

集成
系统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４７），
江苏大学（２０），
中国农业大学（１３），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１２）

井关农机（２４），
洋马公司（２０），
日立公司（７），
久保田（６）

ＤＥＥＲＥ公司（３１），
ＣＮＨ美国公司（１６），
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１６），
通用电气公司（８）

德 国 ＡＭＡＺＯＮＥＮ
ＷＥＲＫＥ 公 司
（１６），
ＣＬＡＡＳ公司（１４），
ＣＮＨ加拿大公司
（８）

装备
自动化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１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１１），
哈尔滨派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７），
山东农业大学（７）

井关农机（３１），
久保田（１２），
洋马公司（５）

ＣＮＨ美国公司（１８），
ＤＥＥＲＥ公司（９），
ＡＧＣＯ公司（９），
ＴＲＩＭＢＬＥ ＮＡＶＩＧＡ
ＴＩＯＮ公司（８）

ＣＮＨ加拿大公司
（７），
德 国 ＡＭＡＺＯＮＥＮ
ＷＥＲＫＥ公司（５），
ＣＬＡＡＳ公司（５）

　　（２）重要申请人专利申请趋势

中国精准农业专利数量排名前四位的是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中

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大学。由表６可知，这４个专利申

请人开始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研发时间较晚，近五年专利占比均在５０％以上，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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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总体都呈现增长趋势。日本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数量排名前四位是日本井关农机

株式会社、日本洋马株式会社、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和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这

四家日本企业都较早进行精准农业领域专利研发，近五年也保持较高的活跃度，专

利占比在３０％～５０％，井关农机和久保田保持增长趋势，洋马和三菱电机专利数量

维持６项和２项左右波动。美国精准农业领域专利数量排名前四位的是ＣＮＨ全球

有限公司、美国ＤＥＥＲＥ公司、美国 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美国ＡＧＣＯ公司，总体专利数量

处于增长趋势，近五年专利占比在５０％以上；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相关专利申请在２０１２年

之后，其他三家公司布局精准农业领域较早，ＡＧＣＯ公司专利数量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下

降。其他国家的重要专利申请人有德国ＣＬＡＡＳ公司和德国ＡｍａｚｏｎｅｎＷｅｒｋｅ公司，

两者开展相关专利研发较早，前期专利数量较少，近两年专利数量增长明显。

表６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申请人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序号 专利申请人
专利数
／项 时间跨度 时间趋势

近五年
专利占比

１ 北京农业智能装
备技术研究中心

７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８７．６７％

２ 中国农业大学 ６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７３．８５％

３ 北京农业信息技
术研究中心

５９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５０．８５％

４ 江苏大学 ５９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６７．８０％

５ 日本井关农机株
式会社

２０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４０．００％

６ 日本洋马株式
会社

１２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３６．８０％

７ 日本久保田株式
会社

８８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５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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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序号 专利申请人
专利数
／项 时间跨度 时间趋势

近五年
专利占比

８ 日本三菱株式会社 ３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３４．３８％

９ ＣＮＨ全球有限公司 １３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７２．２６％

１０ 美国ＤＥＥＲＥ公司 １２９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５１．９４％

１１ 美国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 ３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２ 美国ＡＧＣＯ公司 ３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６７．７４％

１３ 德国ＣＬＡＡＳ公司 ６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５０．７５％

１４ 德国Ａｍａｚｏｎｅｎ
Ｗｅｒｋｅ公司 ６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５３．２３％

　　（３）重要专利申请人技术布局

从图６可以看出，１４个专利申请人都在变量作业装备及其导航技术、信息采集

传感器方面申请了较多专利，其中日本井关农机株式会社、洋马株式会社、ＣＮＨ全

球有限公司均在变量作业装备上布局了９５项以上的专利，是该技术主题的领先

者。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还在硬件控制、系统集成、机器视觉和自动化

装置方面开展较多研究；井关农机株式会社、洋马株式会社、久保田株式会社布局

相似，还在全球定位系统布局较多专利，井关农机株式会社还关注自动化装置；

ＣＮＨ全球有限公司和ＤＥＥＲＥ公司还布局较多系统集成、硬件控制集成专利，自动

化装置也是关注方向；德国ＣＬＡＡＳ公司也关注机器视觉和硬件控制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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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技术布局

　　（４）专利被引情况和海外布局

专利被引用情况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专利价值，本研究依据专利申请人平

均被引次数和被引专利占比来评估专利申请人在该技术领域的影响力水平。综合

来看，排名前四的是美国ＤＥＥＲＥ公司、美国 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美国ＡＧＣＯ公司、德国

ＣＬＡＡＳ公司，除ＣＬＩＭＡＴＥ外的其他三家都是农业机械领域的元老，专利影响力最

大的ＣＬＩＭＡＴＥ有大数据优势加持，实力强劲；其次是德国ＡｍａｚｏｎｅｎＷｅｒｋｅ公司、中

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大学、井关农机株式会社；再次是日

本洋马株式会社、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日本三菱株式会社和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其中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被引用次数较少也可能与专利

公开较晚有关。

专利的国际布局情况可以反应出专利的市场价值和专利申请人的海外专利保

护意识。如表８所示，美国和德国的企业更加重视布局国际市场，海外专利占比均

在４５％以上，其中美国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平均每个专利在４个地区进行布局，海外专

利占比７８８５％；日本的四家企业海外专利占比在１０％ ～３０％，平均每个专利布局

１０６～１３２个区域；中国的四家研究单位海外专利占比在５％以下，平均每个专利

布局少于１０５个区域，结合专利被引情况（表７），这四家机构的专利价值不弱，但

海外专利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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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精准农业领域重要专利申请人影响力水平

序号 机构名称
篇均
被引

被引专
利占比

技术特长 高被引专利

１ 美国ＤＥＥＲＥ公司 ８．２３ ７０．３１％
变量作业装备，
信息采集传感器，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ＵＳ７１８４８９２Ｂ１
ＵＳ６３８２３２６Ｂ１
ＵＳ６２２０３６６Ｂ１
ＷＯ２０１４１２３５７５Ａ１

２ 美国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 ５．５９ ８４．６２％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系统集成，
数据集成

ＵＳ２０１６００５０８４０Ａ１
ＵＳ２０１５０３０２３０５Ａ１
ＵＳ２０１６０２３２６２１Ａ１
ＵＳ２０１６０２９０９１８Ａ１

３ 美国ＡＧＣＯ公司 ４．４２ ６７．７４％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自动化装备

ＵＳ６７０８６３１Ｂ１
ＵＳ２００９０１１２３７２Ａ１
ＵＳ２０１１００８４８５１Ａ１
ＷＯ２０１３０５３６４５Ａ１

４ 德国ＣＬＡＡＳ公司 ４．５２ ７２．７３％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硬件控制集成

ＵＳ２０１４０３２５４２２Ａ１
ＤＥ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４７２１Ｕ１
ＥＰ２７４３１３２Ａ１
ＵＳ２０１４０３２４２７２Ａ１

５ 江苏大学 ４．３１ ５５．９３％
变量作业装备，
信息采集传感器，
系统集成

ＣＮ１９９５９８７Ａ
ＣＮ１０１９６１００３Ａ
ＣＮ１５５６４１２Ａ
ＣＮ１３９４４６７Ａ

６ 日本洋马株式会社 ３．８９ ５２．００％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ＪＰ２００８０９２８１８Ａ
ＪＰ２００５２１５７４２Ａ
ＪＰ２００２１８６３０９Ａ
ＪＰ２００４００８１８７Ａ

７ 中国农业大学 ３．６９ ５０．７７％
变量作业装备，
硬件控制集成，
系统集成

ＣＮ１０４０８１９１７Ａ
ＣＮ１０１７６２５６９Ａ
ＣＮ１０１７６９８６７Ａ
ＣＮ１０４４８８４０５Ａ

８ 美国ＣＮＨ全球
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５８．０９％

变量作业装备，
系统集成，
硬件控制集成，
自动化装备

ＵＳ６４４５９８３Ｂ１
ＵＳ６３８５５１５Ｂ１
ＵＳ５９９５８９４Ａ
ＵＳ６０５８３４２Ａ

９ 北京农业信息
技术研究中心

２．６１ ４７．４６％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变量作业装备，
系统集成

ＣＮ１０３０３４９１０Ａ
ＣＮ１０１９０２６１８Ａ
ＣＮ１０１９０７４５３Ａ
ＣＮ１０５１９７２４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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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序号 机构名称
篇均
被引

被引专
利占比

技术特长 高被引专利

１０ 德国Ａｍａｚｏｎｅｎ
Ｗｅｒｋｅ公司 ２．４２ ５８．０６％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ＤＥ１０２００４０１１３０２Ａ１
ＤＥ１９９２１９９５Ａ１
ＥＰ９１７８１６Ａ１
ＥＰ１４４４８７９Ａ１

１１ 日本井关农机株式
会社

２．００ ５０．７３％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ＪＰ２００７２４８３４７Ａ
ＪＰ２０００１６１０９０Ａ
ＪＰ２００６２２３１０５Ａ
ＪＰ２００９１１８８４６Ａ

１２ 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 １．９１ ４６．５９％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ＪＰ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７１Ａ
ＪＰ２００００８４４９５Ａ
ＪＰ２００３３３３９０２Ａ
ＪＰ２０００１８４８０５Ａ

１３ 日本三菱株式会社 １．５０ ５０．００％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ＪＰ２００９０４４９９５Ａ
ＪＰ２０１３２３００８８Ａ
ＪＰ１１１９６６９３Ａ
ＪＰ２００５０５８０５６Ａ

１４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中心

１．４０ ３２．８８％
变量作业装备，
变量作业导航技术，
信息采集传感器

ＣＮ１０１８０３５０７Ａ
ＣＮ１０１９６３５８４Ａ
ＣＮ１０２５２３８３９Ａ
ＣＮ１０２２４６６２０Ａ

表８　精准农业重要专利申请人海外布局

序号 专利申请人
ＴＯＰ３专利
受理地区

平均保护
区域数量

海外专利
占比

１ 美国ＣＬＩＭＡＴＥ公司 ＵＳ，ＷＩＰＯ，ＥＰＯ ４．００ ７８．８５％
２ 美国ＤＥＥＲＥ公司 ＵＳ，ＥＰＯ，ＤＥ ３．３２ ７７．３２％
３ 美国ＡＧＣＯ公司 ＷＩＰＯ，ＥＰＯ，ＵＳ ２．０３ ７６．１９％
４ 德国ＣＬＡＡＳ公司 ＤＥ，ＥＰＯ，ＵＳ ２．９４ ６５．９９％
５ ＣＮＨ全球有限公司 ＵＳ，ＥＰＯ，ＷＩＰＯ １．９７ ５２．９６％
６ 德国ＡｍａｚｏｎｅｎＷｅｒｋｅ公司 ＤＥ，ＥＰＯ，ＤＫ １．８４ ４６．３４％
７ 日本久保田株式会社 ＪＰ，ＷＩＰＯ，ＥＰＯ，ＫＲ １．３２ ２６．７２％
８ 日本井关农机株式会社 ＣＮ，ＪＰ，ＫＲ １．１７ １４．６４％
９ 日本三菱株式会社 ＪＰ，ＷＩＰＯ，ＥＰＯ １．０６ １１．４３％
１０ 日本洋马株式会社 ＪＰ，ＷＩＰＯ，ＫＲ，ＣＮ １．２８ ８．００％
１１ 江苏大学 ＣＮ，ＷＩＰＯ，ＵＳ １．０５ ４．９４％
１２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ＣＮ，ＵＳ，ＷＩＰＯ １．０２ ２．１７％
１３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ＣＮ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４ 中国农业大学 ＣＮ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３知识产权动态



　　５　小结

本文经过分析全球范围内精准农业技术相关专利，得到如下结论：

（１）在过去的２０年时间，精准农业技术发展非常迅速，相关专利产出呈现明显

的上升趋势，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之后，专利数量大幅度增长，精准农业技术进入繁荣发

展阶段。

（２）从技术主题来看，信息采集和传输、变量作业的专利数量最多，其次是集成

系统、装备自动化和信息处理系统，每个技术主题的专利数量都呈现增长趋势。信

息采集和传输技术中，信息采集传感器专利最多，气象信息传感器是研发重点。变

量作业专利包括变量作业装备及其导航技术。

（３）中国是精准农业技术相关专利最大的来源国和受理国，远超排名第二和第

三的美国和日本，中国进入该领域较晚，专利数量增长速度明显，遥遥领先于其他

国家，这说明中国在精准农业技术领域的专利研发上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从技术

主题上看，各国的关注点相差不大，主要集中在信息采集传感器和变量作业装备及

其导航技术，此外，中国在硬件控制集成和系统集成专利较多，日本较关注机器视

觉，美国还关注系统集成和决策支持系统。

（４）从重要专利申请人的角度看，中国主要优势研发机构是高校和研究所，其

他国家优势研发机构以企业为主，日本井关农业株式会社、日本洋马株式会社、

ＣＮＨ全球公司和ＤＥＥＲＥ公司是该领域的领先者。中国主要专利申请人进入该领

域较晚，近五年活跃度高，但未形成明显优势技术主题，专利影响力中等，专利海外

布局不足；欧美的主要专利申请人研发较早，在变量作业和信息采集技术主题上占

据主导优势，影响力显著，国际布局明显。

吴晓燕，许海云（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发布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印发《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

办法》（简称《管理办法》），这也意味着上一份文件《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知识产权

２３ 知识产权动态



管理暂行办法》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间间隔了１２年。

“这期间我们经过多方论证，对之前的文件做了调整，希望在尊重知识产权的

同时，让更多专利回归本质，从‘书架’走上‘货架’。”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

产权管理处处长田永生告诉《中国科学报》。

“《管理办法》既保持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ＧＢ／Ｔ３３２５０

２０１６）的全员参与、全过程管理的骨架，又融合了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经验的精髓，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

表示，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和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中科院发布《管理办法》恰逢

其时。

　　最大变化：给专利转化许个期限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提出，院属单位获得授权３年以上无正当理由未转化实

施的专利，由院主管部门指定相关机构开展评估与运营，扣除运营成本后，运营收

益归知识产权所属院属单位。院属单位坚持自行运营的，需向院主管部门承诺在

一定期限内完成运营并提出具体的工作方案及计划。

杜伟表示：“《管理办法》第一次明确指出院属单位获得授权３年以上无正当理

由未转化实施的专利的处置建议，对研究所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引作用。”

中科院每年都会对院属单位开展知识产权年度统计。２０１９年，中科院申请专

利近两万件，授权专利约一万件。“专利技术有培育期，新技术迭代也很快。”田永

生对第十三条给出解读，“如今，不少企业到研究所寻找前沿技术，希望与科研团队

开展联合开发，进行中试和产业化推广。”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科学报》介绍，目前已经

启动了对全院授权３年以上待转化专利的梳理和调查，并开展评估和运营。“不同

产业、不同技术方向的专利从获得授权到转化应用所需要的平均时长是不同的，全

院专利涉及到多个产业方向，做一个统一规定比较可行，因此选择了３年期限。而

且，我们在评估和运营过程中，会对全院各研究所相关的专利进行系统梳理和有效

组合，提升单件专利或单个研究所专利布局的价值，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发挥

更大的作用。”

关于知识产权的放弃，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

王容川希望院里可以有进一步的明确指导，比如放弃前是否需要评估、能否委托中

科院或第三方机构运营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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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田永生表示，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会参与其中，对专利的放弃或

者保留作出评价。“有运营价值的专利，可以由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出资，进一

步与企业开展对接。”

　　最受关注：给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

此次印发的《管理办法》系统化地对业界讨论热烈的职务发明的界定、发明人

奖酬和对国外的转让等热点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规定。

《管理办法》第八条提出，院属单位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院属单位与科研人员进行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分割

的，要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明确各自承担的专利费用与获得的收益分配，由科

研人员个人承担的专利费用不得使用财政经费支付。

“《管理办法》提出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专利进行事前确权，即在专利转化

前研究所和科研人员就可以协商按照合理比例明确权属。”田永生表示，此举有利

于授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也是尊重科研人员的做法。

王容川认为《管理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和突破，能更加有效促进高质量知识产

权的产生，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

杜伟表示，《管理办法》首次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的角度，系统地

梳理了与科研机构科研创新密切相关的重要生命线上的人、财、物、信息和保障等

环节与知识产权事务相关问题，明确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

　　最终目的：让专利回归本质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中科院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化工作正式全面铺开。２０１６年７月，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

理中心揭牌，通过有限行政干预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在院层面建设知识产

权集中管理和统一运营的平台。

“让更多专利回归本质，聚焦成果转化、促进成果转化。”田永生道出了《管理办

法》出台的初衷。

“与专利的成果转化率相比，更重要的是专利运营的收益规模。”王容川表示，

“真正的高价值专利可能仅占５％甚至更少。专利运营应该是围绕高价值专利的运

营，以高价值专利的培育为基础。”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提出，中国科学院逐步建立“核心 ＋网络”模式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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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运营工作体系，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为核心，构建覆盖全院的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网络；依托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机制补充并完善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网络，协助院属单位开展知识产权转化与运用工作。

在杜伟看来，这是《管理办法》最大的亮点，在知识产权运用方面提出了极具中

科院特色的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未来中科院相关部门还将在具体的运营流程、专利价值的评估和相关运营操

作细则等方面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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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深圳先进院知识产权工作成果亮眼

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专利申请总数达到１５１６件，知识产

权投资实现股权转让收益４．６６亿元，ＰＣＴ申请数３６６件。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

深圳先进院累计申请专利８９０５件，累计授权专利３６２７件，专利转化率达到２４％。

在４月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深圳先进院公布了其在知识产权与成

果转化工作的最新进展。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说：“从专利申请的领域来看，深

圳先进院的专利集中于知识产权密集型的前沿科技领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

领域覆盖面广、交叉性强等特点。”

　　ＰＣＴ申请数３６６件 领跑高校院所

据４月７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教育机构中

ＰＣＴ（专利合作条约）排名第二的清华大学专利申请总量为２６５件、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为２３０件。２０１９年深圳先进院的ＰＣＴ专利总量为３６６件，超过国内外知名的高

校和科研院所。深圳先进院专利的各项数据排名位居中科院前列。其中，“３Ｄ打

印方法”获得第２１届中国专利银奖，“一种多功能健康检查设备及其控制方法”获

得２０１３年广东专利金奖。

专利数量大幅增长离不开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和深圳先进院的激励机制。深圳

先进院与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合作，发挥专家库的功能，实施专利质量

提升工程，从撰写和审查答复等环节对专利质量进行把控。在此基础上，深圳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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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每年对申请专利的数量、质量和转化指标进行考核，从而形成科研人员积极开展

专利布局的内生动力。

　　股权变现４．６６亿元产业培育迎来回报期

２０１９年，深圳先进院知识产权投资股权变现４．６６亿元，专利转化率达到２４％。

在成果转化上构建了新起点、新高度，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真正意义上的闭环。

“深圳先进院以年孵化企业个数作为建立新工业的主要手段，１０多年的企业培育进

入了回报期。”樊建平表示。

以深圳先进院医学影像中心团队与上海联影医疗公司的战略合作为例，自

２０１０年合作以来，联合团队研发出我国首台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３．０Ｔ磁共振

成像设备。深圳先进院以３项磁共振成像核心技术专利作价１２４０万元入股上海

联影医疗公司，后又持续注入一批专利技术进行应用，到２０１９年实现股权转让到

款４．３７亿元，股权增值３５倍。深圳先进院与上海联影将在５Ｔ、７Ｔ磁共振、ＰＥＴ

ＭＲ等新技术研发方面继续保持深入合作。

为了让实用技术实现转化，深圳先进院计划从基础研究的专利创造阶段开始

导入产业的技术需求，引入第三方机构，从技术路线、市场需求、应用和法律等层面

进行辅导培训，布局高价值专利。

樊建平表示，从科技成果，到股权价值，再到现金收益，深圳先进院这套“组合

拳”有效实现科技成果投资股权价值向资产现金价值的转化。未来将进一步在科

教融合特色中发挥优势，不断完善“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 ＋成果产业化 ＋科技金

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在“双区驱动”的发展的机遇下，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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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研究院俞祁浩研究员获２０１９年度
甘肃省专利奖发明人奖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甘肃省专利奖励

的决定》（甘政发〔２０２０〕４号），西北研究院俞祁浩研究员获２０１９年度甘肃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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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发明人奖。

俞祁浩研究员主要从事冻土工程、冻土环境的研究工作，提出以传热过程进行

路基稳定性分析的新方法，在冻土基础地温调控关键技术及基础稳定性等研究方

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据悉，甘肃省专利奖发明人奖是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度新设立的针对发明

人个人的奖项，从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中评选产生，注重评价发明人的创新意

识、发明创造能力以及专利实施后取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旨在更好发挥省

专利奖对发明人积极从事发明创造的激励和引导作用，营造更好的鼓励创新的社

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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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植物园知识产权贯标开启试运行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７日，武汉植物园分别召开了三场知识产权贯标管理体

系试运行启动会，会议由园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任尚纳新主持，科研处副

处长卢志军就“武汉植物园知识产权管理手册”结合各部门相关的表单进行了详细

讲解。全体管理、支撑部门负责人和学科组组长参加了会议。通过试运行启动会，

相关人员进一步认识到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知识产权贯标的工作

内容及目标。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定通过认证时间会延迟２个月，但各方面工作都

在按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４月２２日，召开了园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线上培训

会议，园贯标工作组全体成员及所级专员共３７人参加了培训。会后部分参会人员

参加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培训”测试，共收回答卷２２份，平均得分９４．７分，

宣贯培训收到了预期效果。

武汉植物园园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正式启动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已按计划完成

了贯标筹备、调查诊断、框架构建、文件编写、宣贯培训、实施运行等体系构建流程，

接下来通过运行实施，我园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和各环节将按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设

定的流程规范，开展各项知识产权活动（即：各部门按照发布的手册、程序文件的规

定执行，当有相应的活动发生时，填写记录表单并归档保存）。同时，建立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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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搞好后期的评价改进工作，力争今年６月份完成我园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

工作，８月完成我园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第三方审核认证。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０５７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启动成员国新冠病毒疫情知识产权政策跟踪工具

２０２０年５月５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启动政策跟踪工具，用于跟踪成

员国与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变更或应对措施。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局针对新冠病毒疫情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例如延长缴费

时间或宽限期。此外，许多特殊措施也正在被考虑，例如强制许可、识别潜在相关

的产品和技术等。ＣＯＶＩＤ１９政策跟踪工具最初将包含十几个国家／地区，并定期

更新，可通过数据库界面自由访问。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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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

ＷＩＰＯ上线新型冠状病毒专利检索工具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全球专利数据库ＰＡＴＥＮＴＳＣＯＰＥ

启动新的搜索功能，旨在促进对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领域专利的检索，帮助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研发的开展。ＰＡＴＥＮＴＳＣＯＰＥ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检索工具提供了数十种

由专利信息专家精心策划的搜索查询功能，将为科学家、工程师、公共卫生政策制

定者、行业参与者和公众提供易于获取的情报来源，以改善对新型冠状病毒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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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预防和治疗。ＰＡＴＥＮＴＳＣＯＰＥ数据库包含超过８３００万份专利和相关文档，

具有多语言搜索功能，可对专利信息进行全面搜索，同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获得高

度准确结果。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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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２日

欧盟发布地理标志产品经济价值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地理标志（ＧＩ）产品研究报告。报告收集并分析

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期间在欧盟２８个成员国注册的地理标志（ＧＩ）和传统特产保护

（ＴＳＧ）产品的经济数据（３１５３个ＧＩ和５４个ＴＳＧ）。研究发现，具有受保护名称的

产品的平均销售价值是未经认证的类似产品的两倍，证明地理标志和传统特产保

护在营销和销售增长方面具有经济利益。

２０１７年，ＧＩ和ＴＳＧ产品的销售额估计为７７１亿欧元（ＧＩ产品为７４８亿欧元），

相比２０１０年增长４２％（ＧＩ产品为３７％）。其中，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和西班牙

的ＧＩ产品销售额均超过５０亿欧元。ＧＩ和ＴＳＧ产品的出口值（欧盟内部贸易和对

非欧盟国家的出口）估计为３２１．０亿欧元，占２０１７年销售总额的４２％（欧盟内部贸

易占２０％，对非欧盟国家出口占２２％）。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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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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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推出 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系统公测版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２日，欧盟知识产权局推出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公测版，该系统是用于访问

有关欧盟商标（ＥＵＴＭ）和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ＲＣＤ）历史记录的新工具，旨在

以电子形式提供ＥＵＴＭ和 ＲＣＤ申请及注册相关条目的正式记录。记录按时间排

序，以便用户了解特定时间点知识产权的状态。由于记录具有可追溯性，用户可以

确定信息的更改时间、内容及原因。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简化并改进了对知识产权变更的追

踪功能，并确保记录的安全性。目前，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ｂｅｔａ版本仅应用于测试目的，尚不

能替代ｅＳｅａｒｃｈ功能或满足用户的日常需求。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ｕｉｐｏ．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ｏ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ｌ／ｅｎ／ｎｅｗｓ牽ｐ＿ｐ＿ｉｄ＝ｃｓｎｅｗｓ＿Ｗ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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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ｂｅｔ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特别３０１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发布年度特别３０１报告。阿

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乌克兰和委

内瑞拉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报告称对中国以下问题表示担忧：强制的技术转让

制度，需要继续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进行根本性结构改革，包括商业秘密盗

窃、商标保护障碍、网络盗版和假冒、假冒商品生产和出口以及药品创新障碍等

问题。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０／ａｐｒｉｌ／

ｕｓｔ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ｎｎｕ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

原文标题：ＵＳＴＲ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ｎｎｕ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Ｎｏｔｏｒｉｏｕ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ｆｏ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ｉｒａｃ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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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２０２０年５月４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知识产权交易平台（Ｐａｔｅｎｔｓ４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ｓ），提供用户友好的专利检索资源库，以及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ＣＯＶＩＤ１９）相

关的可用于许可的专利技术，帮助 ＣＯＶＩＤ１９病毒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产品和技

术推向市场，进而扩展至其他技术领域。平台将促进各种关键技术创新的许可和

商业化，并有助于有价值的专利信息的传播。该平台允许用户通过多种方式来搜

索和分类信息，包括关键词、发明人、受让人和生效日期。平台内容来自多个公共

资源，包括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让联盟（ＦＬ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ＵＴＭ

创新市场（ＡＩＭ）、大学以及联邦机构，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能源部、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国防部和

退伍军人事务部数据库。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ｎｅｗｓｕｐｄａｔｅｓ／ｕｓｐ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ｅｎｔｈｏｌｄｅｒ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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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出台小微实体 ＣＯＶＩＤ１９优先审查计划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０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下小

微实体专利优先审查试点计划，旨在加速ＣＯＶＩＤ１９治疗方案的市场化。该计划将

为获得小型和微型实体资格的专利申请人提供优先审查服务，并不收取额外费用。

如果申请人反馈及时，美国专利商标局将尽可能在６个月内完成该专利的审查工

作。该计划要求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必须属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ＤＡ）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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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预防和／或治疗ＣＯＶＩＤ１９的产品或方法。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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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

德国商标法修正案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生效

德国《商标法现代化法案》第二部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生效。新法案规定，德

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可就商标无效和撤销程序作出裁决。该修正案基于２０１６年

生效的《欧洲商标指令》，将使商标撤销和无效程序更高效、快捷和低成本。从５月

１日起，商标在先权利持有人可直接向 ＤＰＭＡ提交无效程序，此前无效程序只能由

普通法院处理；撤销程序也可在ＤＰＭＡ进行，此前如果商标所有人反对撤销或取消

其商标，则必须向普通法院提交请求，以后此类程序可由ＤＰＭＡ全程审理。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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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日本发布２０１９年中日知识产权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中日合作知识产权研究报告，整合

了中日学者围绕专利法中的间接侵权、外国驰名商标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研究

等议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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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为制定中日两国未来的知识产权策略，有必要加强两国交流。具体

而言是通过与中国政府、相关组织、学术机构等密切交流，加深对知识产权状况的

了解。

为了总结迄今为止中国采用的知识产权措施和战略，验证日本知识产权政策

构想，着眼于中日两国未来的知识产权策略探讨能进一步创造、保护和利用知识产

权的制度，双方合作对日本和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方向进行了调查研究。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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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平成３１年度知的财产に
"

する日中共同研究报告书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

日本发布专利技术趋势调查报告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２０１９年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报告，

通过专利及论文信息分析各国研发动向，帮助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制定开发策

略及知识产权策略。此次调查共涉及１０个技术领域，包括电子元件内置基板、福

利设备、体育相关技术、３Ｄ打印、材料信息学、受控自由基聚合技术、Ｖ２Ｘ通信技

术、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航天器、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处理等

领域。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０４／２０２００４３０００３／２０２００４３０００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特许出愿技术动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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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支援新冠疫情商业秘密保护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开展商业秘密保护支援计划，评估新型冠状病毒诊断、治疗

和防疫领域的中小企业的商业秘密管理现状，并采取免费培训、减免商业秘密原始

文件证明服务费等支援措施。该支援计划申请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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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５月７日正式实行。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与相关协会磋商，为协会会员提

供商业秘密保护特别支援，例如研究生产新冠病毒诊断工具、药物、防疫物品的中

小企业所属的韩国生物医药协会、韩国医疗器械产业协会。本次特别支援内容包

括企业培训教育以提高其员工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商业秘密管理现状评估、提供

必要的商业秘密管理方案以及减免商业秘密原始文件证明服务费等。当商业秘密

管理现状评估结果为“不足”或“薄弱”时，还为企业提供专业律师有关加强商业秘

密管理体系的咨询服务。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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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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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年知识产权诉讼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和韩国知识产权保护院联合发布了《２０１９

年知识产权动向年度报告》。报告指出，韩国企业在美知识产权诉讼案件量自２０１５

年开始逐年减少。韩国企业在美涉及非专利实体诉讼（ＮＰＥ）的诉讼案件量从２０１８

年的１３２件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９０件，在韩国企业在美国境内的诉讼总量中占比达

７０％，仍然呈现较高水平。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继续对美国ＮＰＥ进行监测，分析与

韩国企业关联性较大的核心ＮＰＥ，为韩国企业提供争端应对基本数据等援助。

罗　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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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业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将外观设计
纳入调解范围

韩国知识产权局决定，自２０２０年８月起，将模仿商品外观设计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纳入工业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范围。企业无需支付额外的申请费用，可

在３个月内获得调解。调解一旦成立便具有与审判和解等同的效力。外观设计争

议中很难判断相似性，并且诉讼时间长，通过诉讼很难挽回损失。外观设计侵权刑

事诉讼平均需要６．５月，外观设计侵权诉讼一审通常需要１２．４月左右，而遭受侵

权企业的平均诉讼费为８０００万韩元。此前由于时间以及费用成本较高，发起外观

设计侵权诉讼对于权利持有人益处较小，消极应对外观设计侵权行为成为常态。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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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免费许可近千项技术

２０２０年４月，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Ｓａｎｄｉ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宣布实施新

的快速许可计划，以摆脱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影响，促进技术迅速应用到市场中。超过

１０００项Ｓａｎｄｉａ专利技术有条件地允许任何美国公民免费用于商业用途。用户可以

通过访问快速技术应用计划的网站申请免费许可证，有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快速技术应用计划授予非排他性许可，允许一个以上的人拥有同一技术的使用权。

该网站还包含 Ｓａｎｄｉａ可供许可的专利信息，以及已进入公共领域可免费使用的

技术。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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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他大学设立创业硕士学位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美国犹他大学推出一项新计划，允许商科学生在９个月内

启动并发展其初创企业，同时可获得硕士学位。商业创新硕士（ＭＢＣ）于２０１９年秋

季在该大学的大卫·埃克尔斯商学院开始，第一批学生将于下个月毕业。ＭＢＣ不

仅是为企业家提供ＭＢＡ课程，还使其在实际操作环境中学习开展新业务。将初创

公司作为案例研究，使创业者能够立即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公司发展中。该学位得

到全球最大的商业教育网络协会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ＡＡＣＳＢ）的认证。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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