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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洲专利局发布增材制造技术趋势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增材制造（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技

术趋势报告，分析了增材制造技术专利申请趋势、领军企业和地域分布情况。报告

指出，增材制造产业预计在全球制造业（总值１０７万亿欧元）中占据５％或更多的

份额，并有可能重新设计整个产业价值链，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分销模式，以适应

新的竞争形式。

　　１．增材制造相关创新正快速发展

近年来，增材制造的创新速度急剧加快，仅２０１８年就有４０００多件增材制造相

关专利申请在欧洲专利局提交。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年，增材制造相关专利申请年均增长

率为３６％，是同期欧洲专利局专利申请年均增长率（３５％）的１０倍多。新的工业

应用类专利占据了增材制造专利申请的最大份额（５０％），其次是机器与工艺

（３８％），材料创新（２６％）和数字技术（１１％）。近２３％的增材制造专利申请涉及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技术领域。

增材制造技术的工业应用跨越了许多行业。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增材制造在医疗

和健康行业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其次是能源和运输行业。增材制造在工业设

备、电子、建筑和消费品等领域，甚至在食品行业也有快速增长。

　　２．行业参与者多样化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８年间，欧洲专利局收到的３０％的增材制造专利申请来自２５家公

司，其中既有运输、化工和制药、信息技术、电子、影像和消费品等行业的大公司，也

有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和ＥＯＳ等专注于３Ｄ打印的公司。美国和欧洲公司在排名

中占据主导地位，前２５名申请者中有１１家美国公司和８家欧洲公司。在欧洲排名

靠前的申请者中，有５家是德国公司。

虽然２／３的增材制造技术专利申请都是由大公司提交的，但员工不足１０００人

的公司提交的申请仍占总量的２２％。个人发明者和雇员少于１５人的小企业创造

了１２％的专利申请，这些小公司在数字技术和新的应用领域特别活跃。大学、医院

和公共研究机构占１１％以上，主要集中在增材制造的新材料和应用领域。

１知识产权动态



　　３．欧美处于领先地位

欧洲和美国在增材制造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自２０１０年以来，ＥＰＯ受理的

增材制造专利申请中有４７％来自欧洲，３５％来自美国。欧洲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

度上得利于德国提交了１９％的增材制造专利申请。在欧洲以外，日本（９％）是增

材制造技术的重要创新中心，而韩国（１％）和中国（＜１％）的贡献相对较小。

显性技术优势（ＲＴＡ）提供了给定经济体在不同技术领域的相对专业化（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程度。ＲＴＡ大于１表明该国／地区在某特定领域的专利具有相对优势。

根据这一指标，以色列、美国、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在增材制造专利创新方面表现

出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就整个欧洲专利同盟（ＥＰＣ）而言，专业化程度并不高。

但是，对其成员国的进一步分析显示，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瑞士、德国和荷兰等表

现出较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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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报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财年年报，总结了英国知识

产权局在２０１９年４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期间的活动，以及优先事项和目标等内容。

　　１．主要亮点工作

（１）通过了一项客户策略，阐明了对待客户的方式，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目标；

（２）推出了一种客户满意度测度新方法，能从更广泛的客户群体中更有规律地

收集更细致的信息，客户满意度达到了８５６％；

（３）在商标、外观设计和审判的及时性方面实现了所有目标，并在减少专利积

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４）推出了全新的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数字续签服务，３月份收到的所有续

２ 知识产权动态



签中有９２６％是通过测试版服务（计划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正式发布之前的测试版本）

完成的；

（５）为英国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脱离欧盟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框架支持；

（６）制作简短视频支持英国“为脱欧做准备”（Ｇｅｔ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Ｂｒｅｘｉｔ）运动，参与

区域路演以吸引利益相关者和客户，使他们能够就知识产权问题做出明智的决策；

（７）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成功举办了一次国际会议，探讨了人工智能

对商业、法律和经济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影响；

（８）与７万多家企业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接触，被调查的企业中，平均８４％的

企业认为他们能够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做出明智的决定；

（９）推行了新的现代绩效管理方法和新的奖励及表彰计划，以帮助员工在工作

中发挥最佳水平；

（１０）实现了３６％的效率产出，并为位于新港（Ｎｅｗｐｏｒｔ）的总部委托了一份长

期能源解决方案的报告，以实现成为净零组织的目标；

（１１）在２０１９年的员工调查中，总体参与度得分达到６８％，并获得了“黄金人

力投资者奖”（ＧＯ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ｗａｒｄ）以及“健康与福利良好实践奖”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Ｇｏｏ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ｗａｒｄ）。

　　２．商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及审判情况

　　（１）商标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商标需求再创新高。英国知识产权局共计收到１０６９１６份商标

申请，同比增长６４％。其中，通过国内途径提交的申请量为８９８８７份，较上年增长

３１％。通过国内途径提交的申请的增长水平预计在５％左右，但第三季度有所下

降；增长幅度不如前两个财年高（分别为１１４％和２１％）。通过国际途径（ＷＩＰＯ）

收到的申请量高达１７０２５份（又一历史新高），较上年高出２８１％。与国内申请相

似的是，这一增长水平低于前两年（分别为３８２％和１１５％）。

此前的增长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脱欧准备过程中申请策略变化的推

动，更多的申请人通过国内途径或利用国际体系指定英国以寻求其特定保护。尽

管预计随着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过渡期的临近，需求将进一步增长，但总体而言，

这一需求目前处于停滞状态。

　　（２）外观设计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外观设计创新纪录，共有２８１８０份申请，同比增长９９％。其中，

３知识产权动态



通过国内途径提交的申请量为２４２５４份，比上年减少３６％。但是，这一下降被通

过国际途径（２０１８年６月开始实施）提交的申请增长量所抵消，国际申请共计３９２６

份，涨幅为 ６５５％。一些用户已经从国内途径转到了国际途径。整体增长率

（９９％）低于上年的增长率（１７５％）。申请策略的变化和注册费的降低推动了

增长。

　　（３）专利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英国知识产权局收到１９５０３份专利申请，较上年（２０１４１份）减少

３２％。共计１５１４６项检索请求，较上年（１５４９３项）减少２２％；共计１１２８１项审查

请求，比上年（１１８４２项）减少４７％。

英国知识产权局完成了９５％的请求，将检索、发布和审查的周期缩短了２个

月。在２０２０年的前两个月，所有技术领域的检索等待时间（从请求开始检索的时

间）成功地缩短到６个月。

同时，在减少专利积压方面取得了进展，逾期审查减少２４％。

　　（４）审判

在过去一年里，法庭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诉讼中，有

８５％在１２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决，１５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决的达到９４％。

　　３．下一年目标

年报阐明了英国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要实现的目标，即提供卓越的知识产

权服务、创造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环境、使知识产权局成为一个出色的工作场所。

通过确定４个关键优先领域以实现目标。

（１）保障核心服务。为使英国成为创业和业务开展的最佳场所，必须确保知识

产权的按时授予，以满足客户的期望；

（２）支持英国的独立经济和政治未来。跨政府合作，确保在贸易谈判中保持灵

活性，根据国内优先事项发展知识产权体系，并帮助企业了解英国脱欧对知识产权

的影响；

（３）推进转型计划。转变向客户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方式，这对未来提供卓越

的知识产权服务至关重要。确保在日益数字化的环境中，提供的服务能够支持创

新业务，并将客户置于这项工作的核心位置；

（４）了解未来技术对知识产权框架的影响。帮助英国政府解决社会面临的重

４ 知识产权动态



大挑战，释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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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人工智能专利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人工智能（ＡＩ）技术相关专利调查报告，

调查了１９８８至２０１８年日本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的申请现状。

该报告将人工智能核心发明和人工智能应用发明定义为人工智能相关发明，

并将其作为调查对象。其中，人工智能核心发明是指具有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

学或统计信息处理技术为特征的发明，包括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支持向量机、强化

学习和其他机器学习技术，以及知识模型和模糊逻辑等。人工智能应用发明是指

将人工智能核心发明应用于各种技术的发明，例如图像处理、语音处理、自然语言

处理、设备控制及机器人技术、系统诊断／检测／预测／优化等。

　　１．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态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期，受第二次人工智能热潮的影响，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出现

过一段申请热潮，知识基础模型和专家系统等技术广受欢迎，但由于很难提前向计

算机教授所有的活动规则，这种热潮持续一段时间后便结束了；之后近２０年申请

量持续低迷。

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快速增长，２０１８年达到４７００件。

这次增长被认为是受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的影响，计算机性能的提高以及数据通

量的增加，使得人工智能相关理论付诸实践成为可能，包括神经网络在内的机器学

习技术成为热点（其中深度学习技术占据主要地位）。

日本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排名中，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日本电报电话公司（６３６

件），富士通公司（４６８件）和日立制作所（３２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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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报告筛选了２０１８年专利申请量在５０件以上的 ＦＩ小类（日本专利分类体系

ＦｉｌｅＩｎｄｅｘ）进行统计分析。除Ｇ０６Ｎ分类以外，图像处理（Ｇ０６Ｔ）、信息检索和建议

（Ｇ０６Ｆ１６，含ＦＩ修订前的Ｇ０６Ｆ１７／３０）类别的相关专利申请较多。除此之外，商业

（Ｇ０６Ｑ，含 ＦＩ修订前的 Ｇ０６Ｆ１７／６０）、医疗诊断（Ａ６１Ｂ）、一般控制与调节系统

（Ｇ０５Ｂ）、材料分析（Ｇ０１Ｎ）、语音处理（Ｇ１０Ｌ）、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翻译（Ｇ０６Ｆ１７／

２０２８）等类别也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几乎所有主要分类２０１８年的专利申

请量都比２０１０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其中医疗诊断（Ａ６１Ｂ）、一般控制与调节系统

（Ｇ０５Ｂ）、交通控制系统（Ｇ０８Ｇ）、图像处理（Ｇ０６Ｔ）等类别的专利申请量增长速度

极为显著。

　　３．深度学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深度学习（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技术是近年来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的主要原

因，主要包括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和深度强化学习等技术。报告指出，深

度学习相关专利申请自２０１４年起崭露头角，此后数量剧增，２０１８年人工智能相关

发明中有超过一半的发明（２４７４件）提及了深度学习。其中卷积神经网络技术涉

及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２０１８年为１１８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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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Ｊ发布专利制度对关键技术投资的重要性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美国初创企业与发明家促进就业联盟（ＵＳＩＪ）发布了题为《有

效可靠的专利制度对关键技术投资的重要性》的报告，研究了专利密集型行业风险

投资的最新趋势。

该报告分析了美国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７年的风险投资数据，发现流向专利密集型行业

的投资比例显著下降。２００４年，风险投资大部分流向了专利密集型行业。到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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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些专利密集型行业获得的资金份额从２００４年的５０％以上下降至２０１７年的

２８％（２０１６年达到２４５％的低点）。非专利密集型行业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吸引了超过

７０％的风险资本。

图１　不同类型行业每年投入的资金份额

（１）虽然在最近的经济扩张中，风险投资资金总额有所增长，但投资于专利密

集型初创企业的资金份额下降，例如开发医疗设备及用品、药品和生物技术领域关

键技术的初创企业。

（２）近年来，社交网络，消费金融，食品和饮料，餐厅、酒店和休闲服务等专利密

集度较低的行业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

（３）专利密集型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资金份额从２００４年的５０％以上下降到

２０１７年的２８％左右。

（４）数据显示，用于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产品开发公司的资金相对份额急剧下

降。总体而言，该行业的投资资金份额下降了２０％。

（５）风险投资在医药行业的投资资金在其总投资额的占比从２００４年的７％下

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０７９％。２００８年，医疗器械行业的风险投资资金占全部风险投资资

金的近１２％。到２０１５年，这一比例下降至６％以下，并一直保持不变。

（６）开发专利密集型高科技硬件（如计算机硬件和半导体）的企业的投资资金

份额已大幅下降。

（７）事实上，半导体制造业的初创企业目前获得的资金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值

都出现减少，在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这些企业获得的风险资金占比较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８年

少，且绝对值减少了约１０亿美元。

（８）对主要发明家和投资者的采访表明，专利制度的变化正导致风险投资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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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生命科学投资中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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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商标评论》高级记者分析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创新措施

在由知识产权领域知名媒体《世界商标评论》（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Ｒｅｖｉｅｗ，ＷＴＲ）

主办的知识产权局创新排名（ＩＰＯｆｆ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ｋｉｎｇ）第４版中，新加坡知识产

权局（ＩＰＯＳ）超越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首次被评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知识产

权局。该排名是ＷＴＲ的一项年度研究项目，主要根据知识产权局在增值计划、网

络功能和公众宣传工作三个核心领域的表现，结合１００多名律师对知识产权局提

供的服务给出的意见，对５０个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局的创新表现进行评估。２０２０

年８月５日，ＷＴＲ的高级记者 ＴｉｍＬｉｎｃｅ撰文分析了新加坡知识产权局的创新

措施。

　　１．ＩＴ和数字工具

２０１９年４月，ＩＰＯＳ重新设计了在线商标申请表格，简化了界面并减少了专业

术语，并提供了针对商品或服务的预测性建议工具。２０１９年８月，ＩＰＯＳ改进了电

子服务门户网站ＩＰ２ＳＧ的布局，使其更直观和易于访问，并且将推出类似商标的图

像搜索功能。

除此之外，ＩＰＯＳ还推出了全球首个商标申请的移动应用程序 ＩＰＯＳＧｏ（可在

Ａｎｄｒｏｉｄ和ｉＯＳ终端使用），该程序使企业可以快速提交商标申请，并且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使申请人在提交之前就可以预先避免与现有相似商标可能产生的争议。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ＩＰＯＳ引入了一种新的在线申请替代模式，

即企业可以通过ＦｏｒｍＳＧ上传申请表，并以电子方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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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增值计划

针对商标纠纷调解，ＩＰＯＳ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仲裁和调解中心、新加

坡调解中心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合作，参与ＩＰＯＳ程序的品牌所有者可以选择其

中一家机构进行调解。ＩＰＯＳ还启动了增强调解促进计划（ＥＭＰＳ），直接资助调解

各方。另外，目前ＩＰＯＳ正在与新加坡交易所（ＳＧＸ）合作开展一项试点计划———无

形资产披露评估和审计计划（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ｄｉｔＳｃｈｅｍｅ，

ＩＤＥＡＳ），该计划支持上市公司或准备 ＩＰＯ的公司确定其业务的关键无形资产的

价值。

　　３．公众宣传

ＩＰＯＳ定期举办了多种类型的公众宣传活动，例如创新转型未来领导者

（ＦＬＩＮＴ）计划和新加坡知识产权周活动（ＩＰＷＥＥＫ＠ＳＧ），前者旨在提高年轻创新

者和创业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后者则是一个年度全球知识产权大会，２０２０年的知

识产权周将首次以数字方式进行，公众可以注册参加各种免费网络研讨会。除此

之外，ＩＰＯＳ还通过东盟知识产权合作工作组（ＡＷＧＩＰＣ）与其他东盟成员国合作，推

出了ＡＳＥＡＮＴＭＶｉｅｗ和ＡＳＥＡＮＴＭＣｌａｓｓ数据库、《商标实质审查共同准则》、《东盟

地区工业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实质审查共同准则》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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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０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

【摘要】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２０２０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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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内外知识产权趋势以及日本专利局在过去一年的业绩。本文节选了报告中

日本知识产权申请及审查情况，企业的知识产权活动，大学的知识产权活动三个

部分进行介绍。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２０２０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报告指出，

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正从数量向质量稳步转变。

日本大学积极展开合作研究和委托研究，专利审查通过率较高，但从世界大学的

ＰＣＴ国际申请数量排名来看，日本大学排名不高。

　　１．知识产权申请及审查情况

　　（１）专利

①专利申请和ＰＣＴ国际申请

２０１５年以来，日本专利年申请量约为３１万件，２０１９年下降至３０７９６９件。除

２０１４年外，由日本专利局受理的 ＰＣＴ国际申请数量持续增加，２０１９年为５１６５２件

（比上年增长６２％）。报告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研发和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取得了

巨大进展，且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图２　日本专利申请趋势

②专利审查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专利审查申请量保持平稳，２０１９年为２３５１８２件。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日本专利局在２０１４年设定了１０年目标，即到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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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专利授权所需平均时间”（标准审查期限）和“首次审查通知所需平均时间”分

别不超过１４个月和１０个月。２０１９年，分别达到了１４３个月和９５个月。

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专利初审量为２２７２９３件，申请驳回量为５４７７９件，专利授

权量为１７９９１０件。此外，日本专利局作为国际调查组织在２０１９年完成的国际检索

报告数量为５１６６６份，创历史新高。

日本专利年授权量一直在１７万件左右徘徊。专利授权量与专利申请量的比

率（专利授权率）呈上升趋势。报告指出，申请人正在认真选择专利申请，企业的知

识产权战略正在从数量向质量稳步转变。

③专利存活率

日本专利权的存活率在授权５年后为８９％，１０年后降低到５３％，１５年后降低

到１４％。日本国内申请人持有的专利数量正在增加，２０１９年约为 １６９万件，是

２０１０年（１２６万件）的１３倍。外国申请人持有的专利数量也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９年

约为３７万件，是２０１０年（１７万件）的２２倍。

　　（２）实用新型专利

①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及授权量

过去十年中，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持续减少，２０１９年为５２４１件。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量也相应地呈减少趋势，２０１９年为５０３３件。

②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评价报告

由于实用新型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在行使权利时有必要出示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评价报告。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数量相对应，实用新型技术评价报告书的

制成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２０１９年为３５３份，比上年略有回升（５１％）。

　　（３）外观设计

①外观设计注册申请量

２０１０年以来，外观设计注册申请量小幅波动，２０１９年为３１４８９件，比上一年增

长０３％。

②外观设计审查

２０１９年，从外观设计申请到初次审查通知的平均耗时（快速审查时间）为６０

个月，从申请到最终处理的平均耗时为６８个月。此外，２０１９年的初次审查量（快

速审查数量）为３１７４９件，与申请量同样地呈持平趋势，注册量始终低于３万件。

　　（４）商标

①商标注册申请及授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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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标注册申请量持续增加，２０１９年为１９０７７３件；商标注册量在１０万

到１１万之间浮动，２０１９年为１０９８５９件。日本专利局受理的根据《国际商标注册马

德里议定》提交的国际申请数量一直呈增加趋势，但２０１９年（３１３９件）较上年下降

了０８％。

②商标审查

尽管日本专利局通过促进数字化和活用私营机构来提高审查效率，但由于近

年来申请数量的增加，审查时间呈延长趋势。２０１９年，从申请到初次审查通知平均

耗时（快速审查时间）为９９个月，从申请到权利授予的平均耗时为１０９个月。

　　２．企业知识产权活动

随着企业活动的复杂化和全球化，日本企业知识产权活动所处的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此外，由于企业规模和技术领域的差异，知识产权策略也呈现出多样化

的特点。

　　（１）企业知识产权概况

①专利申请和研发经费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７年，国内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随研发经费同步增加。１９８８年以

后增速放缓，２０００年达到高峰（３８７万件）；此后逐渐减少，２０１９年为２４５万件。

２００９年的大幅下降被认为是受２００８年９月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

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２００９年以来，日本企业的海外销售额持续增长，

但２０１２年以来，日本海外专利申请量保持平稳。因此，有必要加强全球知识产权

战略，同时确认日本企业在国外申请的专利能否进一步促进海外业务的开展。从

专利申请排名来看，排名前３０位的企业的申请量约占总量的２５％，排名前３００名

的企业的申请数量占比为６０％。前３０位企业的申请量占比逐年略有下降。２０１７

年，排名１０００位以外的企业的申请数量超过了排名前３０位的企业，２０１９年这一趋

势仍在继续。

②企业排名

从企业２０１９年专利授权量来看，日本国内企业排名第一的是佳能公司（４２６４

件），其次是三菱机电有限公司（３５４３件）和丰田汽车有限公司（２８９８件）。前十名

中，机电设备和汽车制造商占大多数。海外企业中排名前三依次是高通公司（９０４

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７２９件），飞利浦电子公司（６８４件）。排名第四的ＬＧ公司

与上年相比，申请量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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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２０１９年外观设计注册量来看，日本国内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三菱电机

有限公司（４９０件），第二是松下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４３２件），第三是奥卡姆拉

有限公司（３１８件）。此外，排名第八的 ＥＦＵＰＩＫＯ有限公司和排名第九的大金工业

有限公司，排名较上一年均有很大提高。海外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谷歌公司（１５９

件），第二是苹果公司（１２５件），第三是爱惜康公司（９９件）。与２０１８年相比，排名

前五位的企业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翻了一番。此外，国际外观设计注册申请中，授

权数量排名第一的海外企业是飞利浦电子公司（９７件），第二是宝洁公司（５４件），

第三是微软公司（３１件）。

从企业２０１９年商标注册量来看，日本国内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三丽鸥有限公

司（４７０件），第二是花王有限公司（４６８件），第三是资生堂有限公司（３８５件）。海

外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菲利普莫里斯国际有限公司（８１件），第二是亚马逊科技公

司（６３件），第三是强生公司（６１件）。

③日本企业知识产权员工人数和经费

２０１８年，日本知识产权员工数量总体上比往年有所增加。按行业来看，企业知

识产权员工平均数量中，“电动机械制造业”（１６３人）最高，其次是“运输用机械制

造业”（１１７人），远远超过了总体平均水平（５５人）。

２０１８年，日本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经费成本达８０００亿日元。在大多数行业中，

专利申请相关支出占最大比例。

　　（２）企业知识产权活用情况

①工业产权使用费的国际收支

随着日本企业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也变得活跃起来。根据日

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２０１９年日本工业产权使用费的国际收

支盈余约为３４万亿日元。

②专利权的利用

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日本企业专利权数量增加了约２８０００件。２０１８年日本企业在

国内的专利权利用率为４７６％，自２０１４年以来一直低于５０％。此外，以防御目的

利用专利权的比例为３５６％。专利权利用率因行业而异，“其他制造业”中的利用

率最高，其次是“金属产品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２０１８年日本企业在国外的专

利权利用率为４７２％。

③外观设计权的利用

２０１８年外观设计权数量与２０１７年几乎持平。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国内利用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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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左右徘徊，２０１８年为７２２％。以防御目的利用外观设计权的比例约为２５％。

２０１７年日本企业在国外的外观设计权利用率为７１０％。

④商标权的利用

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日本企业商标数量增加了约６０００件，国内利用数量增加了约

１８０００件。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国外的利用率一直略有增加，２０１７年为７８３％。

　　３．日本大学的知识产权活动

日本拥有大量研究资源的大学在知识产权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日本专利局

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大学知识产权总部和技术转让组织（ＴＬＯ），并派遣了知识产权

战略规划师（自２０１９年起实施）、产学合作知识产权顾问（自２０１６年起实施），以及

实施减少或免除专利年费和审查费等措施。

　　（１）合作研究和委托研究

２０１８年，日本大学和其他机构的联合研究项目数量为３２０９２项，比上年增加了

２１８６项。从合作机构类别来看，私营企业合作项目（２７３８９项）最多，其次是独立行

政机构（２１３５项）。此外，２０１８年日本大学获得的合作研究经费金额为８０３２７亿

日元，较上年有所增长。其中金额占比最大的是私营企业（６８４２５亿日元），其次

是独立行政机构（６０４亿日元）。

２０１８年，日本大学接受的委托研究项目为２８２３４项，较上年增加了１１６８项。

从按委托方划分的细目来看，独立行政机构的委托项目（１３００１项）数量最高，其次

是私营企业（７８９１项）。另一方面，２０１８年日本大学获得的委托研究经费总金额

（２２３５５９亿日元）较上年有所增长。其中金额占比最多的是独立行政机构

（１７１４８５亿日元），其次是日本政府（３３８１４亿日元）。

２０１８年，日本大学从私营企业获得的研究经费较上年有所增加，为１０７７１４亿

日元。从分类来看，合作研究项目金额（６８４２５亿日元）占比最大，其次是临床试

验（１９６０１亿日元）。

　　（２）专利申请情况

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近年来日本大学的专利申请量都在７０００件上下浮动，

２０１９年为７６０８件。

２０１９年，日本７８％的大学专利申请通过审查，高于总体平均专利审查通过率。

从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专利申请量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是东京大学（３００件），第

二是东北大学（２６８件），第三是大阪大学（２６３件）。排名前１０位的大学提交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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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在大学提交专利申请总量的占比超过３０％。在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专利授权

量排名中，第一是东京大学（２５５件），第二是东北大学（１７９件），第三是大阪大学

（１７５件）。排名前１０位的大学的专利授权量在所有大学专利授权总量的占比超

过３０％。

从２０１９年大学ＰＣＴ国际申请数量排名来看，前十名中，美国有５所大学，中国

有４所大学。前三十名中，除了中国的７所学校外，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８所大学

也位列其中，这表明亚洲的大学在积极获取国际权利。日本共有三所大学进入前

三十名，其中排名最高的是东京大学，排名第十二。

　　（３）专利权实施数量及收入金额的变化

２０１３年以来，日本大学的专利权实施数量呈稳定增长趋势，到２０１８年增长了

约１７倍，２０１８年为１７００２件，比上年增长７６％。此外，实施专利权等的收入也同

样增加，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８年增长约２倍。２０１８年比上年增加了３８８％，为４４１１亿

日元。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ｎｅｎｊｉ／２０２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特许行政年次报告书２０２０年版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

技术观察

区块链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以德温特创新平台 Ｄ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作为数据来源，借助于

ＥＸＣＥＬ、ＤＤＡ（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Ｄ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ｐａｔ等数据处

理工具，对区块链技术领域的专利进行全球与国内申请态势分析，并进一步对区

块链技术领域的核心技术、高价值专利和重点研究机构进行挖掘与分析。

　　１．概述

根据ＩＤＣ定义，区块链是指记录信息和数据的分布式账本。该账本存储于对

５１知识产权动态



等网络的多个参与者之间，参与者可以使用加密签名将新的交易添加到现有交易

链中，形成安全、连续、不变的链式数据结构；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区块链是一种不

可能被更改的分布式数据。２００８年，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

系统》的文章标志着比特币的诞生，全球区块链行业也就此拉开序幕。发展至今，

区块链已经从１０发展至３０，以数字货币为特征，发展至应用探索阶段。

图３　全球区块链发展阶段

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铺开：从金融、供应链、政务民生、医疗到教

育、知识产权、公益、旅游等产业，场景的深入化和多元化不断加深。然而，区块链

的应用仍旧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各类应用模式仍在发展中演进，仍需持续探索。

各国政府对区块链发展持不同态度。当前，区块链产业在各国的发展阶段和

发展特色各有不同，鼓励技术与政策监管各有侧重。多数国家重视区块链技术在

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少数国家对区块链及加密货币持“积极拥抱”的态度，部分国家

对加密货币明确了监管政策。例如，澳大利亚、韩国、德国、荷兰、塞浦路斯、阿联

酋、马耳他等国积极发展区块链产业，制定了产业总体发展战略；美国、中国、韩国、

英国、澳大利亚及欧盟重视区块链技术研究与应用探索；与此同时，中国、澳大利

亚、法国、瑞士、芬兰、列支敦士登等国家已经陆续制定了区块链监管方面的法规，

明确金融和互联网信息等领域的监管要求。

２０１９年，区块链技术日益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的关注，超过１４个国家和地

区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２０１９年３月，澳大利亚发布国家区块链路线图（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Ｒｏａｄｍａｐ），强调在监管、技术能力、创新、投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合作

等方面促进澳大利亚区块链产业发展；５月，日本修订《支付服务法》和《金融工具

与交易法》，对“加密资产”进行定义；７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数字现代化战略》，提

出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数据安全传输的试验；９月，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发布《德国

联邦政府区块链战略》；１０月，阿联酋发布加密资产监管草案；１１月，欧盟委员会宣

布一项包括区块链技术在内的初创公司投资计划，计划在２０２０年提供１亿欧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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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该行业的公司，预计该基金将进一步吸引私人投资３亿欧元，创建整个欧盟范围

内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我国，“区块链”于２０１６年底首度写入《“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在发布的４个文件中提及区块链。２０１７年初，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

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测试成功。截止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底，国内共有浙江、江苏、贵州、福

建、广东、山东、江西、内蒙古、重庆等９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就区块链发布了指

导意见，多个省份甚至将区块链列入本省“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２４日下午，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

新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性变更”；还强调，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

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

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

共服务；这次不仅仅是对于区块链技术发展带有十足的冲击力，还为区块链技术产

业和关联技术领域所涉及到的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区块链在中国正式上

升到国家战略。

本报告针对区块链相关专利进行检索与分析，并结合相关报道对区块链现状

进行分析，为科技决策和课题研究提供支持。报告中的专利数据来源于美国科睿

唯安公司德温特创新平台Ｄ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通过关键词检索［１］，共计检出相

关专利９１９１项，数据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采用的主要分析工具为 ＤＩ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ＤＡ（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和Ｉｎｃｏｐａｔ等。

［１］ＴＩＤ＝（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ＯＲＡＢＤ＝（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２．技术趋势

　　（１）区块链技术领域专利近五年飞速增长，２０１９年达到峰值

从历年数据可以看出，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始于２１世纪初，自２０１６年开始，专

利申请呈现飞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９年全球关于区块链的专利申请达到峰值３８１９项，

由于专利申请公开及数据库收录存在时滞，因此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数据收录暂时不完

整，仅供参考。

美国是最早开始进入区块链技术领域的国家，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全球专利布局

不断拓展，布局的国家地区数量从６个逐渐增长到３４个。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位

的国家／组织依次为：中国、美国、韩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和英国。中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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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区块链技术专利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２０１６年开始在该领域有专利产出，并在２０１８年专利数量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

第一。

　　（２）中国是该领域最主要的专利技术来源地和专利技术市场地

从专利技术地域分布来看（图 ５），中国申请的专利最多，占全部专利的

５６４７％；其次是美国，专利申请量占总量的２２９８％；韩国以９０５％的份额占据世

界第三位。前三位专利申请量国家／地区专利申请总量约占全部专利的８８５％。

从专利应用市场分布来看（图６），中国和美国位列市场前两位，另外，通过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途径布局专利的比例为１２３９％。

图５　专利技术地域分布 图６　专利市场地域分布

８１ 知识产权动态



　　３．核心技术

　　（１）区块链技术领域专利主要集中在数字信息处理与传输等技术方向

区块链技术主要是对信息和数据进行加密记录，主要应用在金融、供应链、政

务、医疗、公益、旅游等领域。其在专利文献中的分类号主要以 Ｈ０４Ｌ、Ｇ０６Ｑ和

Ｇ０６Ｆ为主，由图７可以看出，主要技术专利占比如下：

Ｈ０４Ｌ０００９：代表数字信息传输中的保密或安全通信装置。有２９０１项专利属

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１３２％；

Ｇ０６Ｑ００２０：代表支付体系结构、方案或协议。有２７４５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

域，占全部专利的１２５％；

Ｈ０４Ｌ００２９：代表数字信息传输中的其他装置、设备、电路和系统。有２６０１项

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１１８％；

Ｇ０６Ｆ００２１：代表防止未授权行为的保护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的安全装置。有

２３４３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１０６％；

Ｇ０６Ｑ００４０：代表专门适用于金融／保险／税务策略／公司或所得税的数据处理

系统或方法。有１９４９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８９％；

Ｇ０６Ｆ００１６：代表通用数字计算机。有１６３７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

利的７４％；

Ｇ０６Ｑ００３０：代表专门适用于商业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例如购物或电子商

务。有１２４０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５６％；

Ｇ０６Ｑ００５０：代表专门适用于特定经营部门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例如公用

事业或旅游。有９４０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４３％；

Ｇ０６Ｑ００１０：代表专门适用于行政或管理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有７８６项专

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３６％；

Ｇ０６Ｆ００１７：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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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４５０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的２０％；

Ｈ０４Ｌ００１２：代表数据交换网络。有４２０项专利属于该技术领域，占全部专利

的１９％；

　　（２）身份认证、智能合约、公钥私钥、共识节点等是区块链技术布局热点

利用ＤＩ平台中的Ｔｈｅｍｅｓｃａｐｅ专利地图文本聚类分析工具，绘制了区块链技术

研发重点领域分布图（图８）。图中不同山峰区域内表示某一特定主题聚集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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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区块链技术领域主要技术方向

专利群，其技术研发重点的重要程度由山峰高度区分，由低到高，依次增强。由图８

可以看出，区块链专利布局的热门领域包括应用领域如身份认证、智能合约、数字

货币／数字资产、支付、医疗健康、金融账本等；以及技术领域如加密安全、公钥私

钥、哈希算法、共识节点、存储介质、操作／服务发送、连接修复等。

图８　区块链技术领域热点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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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该领域高被引专利多是研究资产、交易、数据等的存储与验证

区块链技术领域专利按被引频次进行排序，前１０位专利如表１所示。高被引

专利研究方向主要涉及：虚拟资产交易（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ＳＳＥ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的验证

与记录（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ＡＴＩＯＮ）、数字数据认证核实（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
表１　区块链技术领域ＴＯＰ１０高被引专利

公开号 标题 专利权人／申请人 公开年
施引
专利数

ＵＳ２０１５０３３２２８３Ａ１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Ｉ
Ｄ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ＰＲＯＯＦ
ＯＦＷＯＲＫ，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Ｎａｎ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ＩＰＬＬＣ
（南特控股知识产权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０８

ＵＳ２０１６０２９２６７２Ａ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ＡＴＩＯＮ

ＮａｓｄａｑＩｎｃ．
（纳斯达克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９１

ＵＳ２０１６０２８３９２０Ａ１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ＡＴＡ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ｓｈｅｒＪｕｓｔｉｎ；Ｓａｎｃｈｅｚ
ＭａｘｗｅｌｌＨｅｎｒｙ ２０１６ １７８

ＵＳ２０１６００２８５５２Ａ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ＲＥＡＴ
ＩＮＧＡ ＭＵＬＴＩ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ＰＲＯ
ＴＯＣＯＬＲＵＬＥＳ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区块链技术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５４

ＵＳ２０１６０３２１６５４Ａ１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ＴＯＲ
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 ＢＬＯＣ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ＧＡＬＯＩＳＦＩＥＬＤＳ

ＬＥＳＡＶＩＣＨ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ｅｓａｖｉｃｈＺａｃｈａｒｙＣ． ２０１６ １５１

ＵＳ２０１７０００５８０４Ａ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Ｅ
ＣＵＲＥ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
Ｕ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ＮａｓｄａｑＩｎｃ．
（纳斯达克公司）

２０１７ １３９

ＵＳ２０１６００２７２２９Ａ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Ｅ
ＣＵＲＥＬＹ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ＶＯＴＥＳＩＮ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区块链技术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２３

ＵＳ２０１７０１１６６９３Ａ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ＤＩＧＩＴ
ＡＬＡＳＳＥＴＳＵＳＩＮＧＡ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ＲＩＧＨＴＳＬＥＤＧＥＲ

Ｖｅｒｉ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ｃ．
（Ｖｅｒｉｍａｔｒｉｘ公司） ２０１７ １１９

ＵＳ２０１６０３４２９７７Ａ１
ＤＥＶ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Ｖｅｎｎｄ．ｉｏＰｔｙＬｔｄ
（Ｖｅｎｎｄ．ｉｏ私人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０７

ＵＳ２０１７０１８０１３４Ａ１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万事达卡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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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ＡＴＡ）、存储与检索（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数字签名（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数字资产的分散商业和权利管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ｓ）、安全接收和计

票（ＳＥＣＵＲＥＬＹ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ＶＯＴＥＳ）等方面。

被引频次排名第１位的专利ＵＳ２０１５０３３２２８３Ａ１是来自美国的Ｎａｎ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ＩＰ

ＬＬＣ（南特控股知识产权有限公司）申请的专利，该技术主要涉及通过区块链系统

和方法进行医疗事务验证，即使用医疗保健令牌接收医疗保健事务，包括从医疗保

健历史区块链中获取历史块标识符、接收医疗保健操作的有效性要求、获取验证器

的数字签名、更新医疗保健区块链等。

截至检索日，该项专利被引频次为３０８次。ＩＢＭ、美洲银行、ＷＩＮＫＬＥＶＯＳＳ知识

产权公司、埃森哲全球解决方案有限公司以及阿里巴巴等机构都对该专利进行了

引用。施引专利不仅局限于分布式医疗记录管理、提供医疗服务的跟踪项目等医

疗领域，还包括交易验证、个人身份验证、基于区块链存款证书识别、流程授权和结

算、交易对账方法、区块链工作流处理、安全流程事务的外部验证、数据管理、共享

文档编辑、跟踪资源转移等方向的研究。

　　４．重点机构

　　（１）区块链技术领域专利国外申请人多集中在美国，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机构

是ＩＢＭ

表２为专利申请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外申请人，主要集中在美国（有６家机

构），专利申请量占国外ＴＯＰ１０总量的７１１％；其他４家机构分别来自安提瓜和巴

布达（１家机构）、韩国（２家机构）和爱尔兰（１家机构）。

位列前两位的申请人分别是：美国 ＩＢＭ公司以及安提瓜和巴布达的 ＮＣＨＡＩＮ

控股有限公司，二者的专利申请数量占国外ＴＯＰ１０总量的５８５％。

　　（２）腾讯科技和阿里巴巴是区块链技术领域活跃度最高的国内机构

表３为专利数量排名居前２０位的国内申请人。其中，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均是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在区块链技术领域申请专利，

目前分别申请专利４６２项和３８５项，专利申请量远超其他机构。排在第三位的是

北京瑞策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２０１９年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布局１９０项专利。专

利申请量超过１００项的机构还有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爱城市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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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国外申请人

序号 专利数量／项 国家 专利权人

１ ３８１ 美国
ＩＮ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ＣＯＲＰ
ＩＢＭ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２ １３７ 安提瓜和巴布达
ＮＣＨＡＩＮ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ＬＴＤ
ＮＣＨＡＩＮ控股有限公司

３ ６９ 美国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
万事达卡国际公司

４ ６７ 韩国 ＢＩＺＭＯＤＥＬＩＮＥＣＯＬＴＤ
５ ４２ 美国

ＢＡＮＫ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ＯＲＰ
美洲银行公司

５ ４２ 韩国 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ＯＬ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ＬＴＤ

５ ４２ 美国
ＷＡＬＭＡＲＴＡＰＯＬＬＯＬＬＣ
沃尔玛阿波罗有限责任公司

８ ４０ 爱尔兰
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ＬＴＤ
埃森哲全球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９ ３４ 美国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ＬＬＣ
微软技术许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３１ 美国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ＬＣ

表３　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国内申请人

序号 专利数量／项 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延续时间

１ ４６２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４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 ３８５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３年（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３ １９０ 北京瑞策科技有限公司 １年（２０１９）
４ １７３ 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４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５ １６５ 山东爱城市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６ １１８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７ ８１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４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８ ７１ 杭州复杂美科技有限公司 ４年（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８ ７１ 国家电网公司 ３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１０ ６６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１１ ５９ 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 ３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１２ ５２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１２ ５２ 深圳网心科技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１４ ４８ 全链通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１５ ４５ 北京海益同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年（２０１９）
１６ ３２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３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１７ ３０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１７ ３０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１９ ２５ 现代财富控股有限公司 ３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１９ ２５ 陕西医链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 ３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１９ ２５ 厦门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 ２年（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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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区块链行业解决方案底层完全自主研发，拥有多项核心专利。相较国外

区块链技术的引进，腾讯区块链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将更加安全可控。依托于腾讯

的微信支付、ＱＱ钱包、财付通的分布式系统和海量支付能力、高并发处理能力，以

及超过１２年的支付账户与金融业务经验，方案在高性能、高安全性、高速接入、高

效运营等方面表现出了技术优势。

阿里巴巴自２０１６年开始陆续注册了“蚂蚁区块链”等各类商标，阿里巴巴的区

块链专利基本都来自蚂蚁金服的区块链团队，区块链已经成为蚂蚁金服具有世界

级竞争力的王牌技术。蚂蚁金服区块链的服务涵盖：公益善款溯源、保险赔付溯

源、商品正品溯源、房屋租赁溯源、跨境汇款、医疗电子票据等。

北京瑞策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北京艾摩瑞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于２０１２年

成立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开发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区块链基础

平台，提供从业务咨询、源代码托管、开发者工具到区块链应用市场的一站式服务。

覆盖区块链底层技术、业务数据上链、互联网行业、数据共享、数据交易、区块链金

融等方向。

　　（３）该领域处于各自研究局面，机构间合作甚少

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国内外主要机构从专利合作上看基本都是各自研究各自

发展的局面，合作专利的数量非常少。在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４０位的机构中，有

合作关系的是深圳旺信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合作申请了２项

专利。

图９　专利权人合作图

４２ 知识产权动态



　　５．产业动态

　　（１）全球区块链支出规模强劲，投融资趋于理性

全球区块链支出规模增长，美国规模全球第一。根据ＩＤＣ最新发布的《全球半

年度区块链支出指南》（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Ｓｅｍｉａｎｎｕａｌ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２０１９年

全球区块链的支出将达到近２９亿美元，同比２０１８年１５亿美元支出，预计增长

８８７％。其中美国仍是全球区块链投资最大的区域，占全球支出的比重为３９％。

其次是西欧、中国、亚太（不含中国和日本）和中东欧，占比分别为２４４％、１１２％、

８１％和５２％。

中国作为区块链新兴市场，预计２０２３年市场支出规模将达到２０亿美元。根

据ＩＤＣ统计，２０１８年我国区块链总支出为１６亿美元。２０１９年，随着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

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以来，中国区块链市场将

迎来新的机遇。预计２０１９年将达到２９３亿美元，并且未来四年将持续增长，到

２０２３年有望突破２０亿美元。

近几年各行业的区块链投入逐渐分散，但银行业投入始终位居首位。其次是

离散制造业、零售业、专业服务业和流程制造行业，前五大行业区块链支出占全部

支出的比重达７３０％。

区块链投融资层面，２０１９年市场明显趋于理性。根据ＣＢｉｎｓｉｇｈｔｓ数据，２０１９年

全球区块链投融资笔数为８０６笔，相较２０１８年的８２２笔变化不大；但投融资规模有

明显的下降，２０１９年全球投融资规模约３０７亿美金，较２０１８年的４２６亿美金相

比下降２７９％。地区分布上，２０１９年前两季度的数据显示，４０％的投融资流向美

国。中国占比位列第二，为１５％。

　　（２）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三家国内外机构在区块链领域的落地场景

① 腾讯

腾讯凭借自身在区块链领域的技术优势，已经为多个行业制定了自己的解决

方案。其落地应用包括：

１）区块链电子发票———深圳市税务局携手腾讯落地的区块链电子发票项目

“税务链”，将“资金流、发票流”二流合一，将发票开具与线上支付相结合，打通了

发票申领、开票、报销和报税全流程。解决了“假票真开，真票假开”等传统发票领

域的痛点，同时也更便于税务机关对发票进行审查和追溯。目前深圳市已开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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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１０００万张区块链发票，金额超７０亿元。

２）微企链———微企链是由腾讯区块链技术支撑的安全可靠的供应链金融解

决方案，腾讯将其定义为“供应链金融＋区块链＋ＡＢＳ平台”。微企链在运行不到

一年的时间内，已服务核心企业７１家，接入合作银行１２家，服务领域涵盖地产、能

源、汽车、医药等。完成链上流水达百亿级别，穿透供应商层级大概一两级，与传统

银行贷款相比能降低２到８个点的利率。

３）至信链———至信链由中国网安、腾讯、北明软件联合发起，建立了由电子数

据到电子证据的可信数据通道，为商业机构解决电子数据易篡改问题，为司 法机构

解决电子证据难认定问题。至信链直通司法，可提供高效的证据存储、便捷的证据

采信、广泛的司法业务应用。

４）公益寻人链———腾讯“公益寻人链”已连接“４０４寻亲广告”、“广点通寻

人”、“电脑管家寻人”、“手机管家小管寻人”、“优图寻人”、“微信小程序寻人”等

各个腾讯内部公益平台进行数据互通。丢失孩童的家人只需要在任何一个救助平

台登记信息，可基本实时同步到所有以上救助平台中，从而提升了救助效率和成

功率。

② 阿里巴巴

基于阿里自带的应用场景，其区块链技术已有多个落地案例。比如：

１）天猫———在２０１８年“双十一”大促活动期间，蚂蚁金服与天猫商城以及菜鸟

物流合作，对１５亿件商品进行溯源。目前平台累计交易量超过３亿笔。

２）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公示捐赠资金的流向和全程记

录，公开透明、不可篡改，可提高捐赠人信心、加强具象捐赠感受，实现高公信力的

阳光账本，使公益慈善事业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３）阿里健康———阿里健康在常州市医联体推出的区块链试点，利用区块链技

术解决医疗机构间数据互通。

４）鹊凿———作为阿里原创保护计划的行动之一，支付宝的区块链技术首次应

用在淘宝商家服务平台上，上线了商家可信数字存取证工具“鹊凿”。卖家秀通过

“鹊凿”一键上链，５００万商品图片版权信息１秒登记在链，有效防止了其他平台商

家盗用、侵权。

５）蚂蚁金服跨境汇款———２０１８年６月，蚂蚁金服开通了第一条基于区块链的

跨境通道，实现了香港和菲律宾之间秒级到帐的汇款体验。２０１９年１月，蚂蚁金服

又在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之间开通了第二条通道。除自有场景以外，阿里也推出

了其ＢａａＳ平台———蚂蚁区块链。蚂蚁区块链是蚂蚁金服自主研发的具备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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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隐私保护的金融级区块链技术平台。平台致力于打造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金

融、零售、生活等多场景区块链应用问题。通过更加可靠、安全、高效的平台服务，

使合作伙伴可轻松搭建各类业务场景。

③ ＩＢＭ

基于ＩＢＭ新一代轻量级软件开发、集成、管理和运维的ＩＢＭＰａａＳ云平台，实现

了以下区块链落地场景：

１）沃尔玛＋ＩＢＭ：通过食品追踪的可追溯性，永久性记录每一个供应商的每一

笔交易环节，以不能任意做修改的特点来替代传统纸质追踪和手动检查系统，全程

数字化追踪食品供应链。以期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追踪与治理，从而提升食品体

系的透明度，增强食品真伪判断相关的安全保障，保障食品安全，增强消费者信

用度。

２）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ＩＢＭ：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推出基于区块链的资产托管系

统。该系统以区块链的共享账本、智能合约、隐私保护、共识机制等四大机制为技

术基础，选取了资产委托方、资产管理方、资产托管方、投资顾问、审计方等五种角

色共同参与的资产托管业务场景，实现了托管业务的信息共享和资产使用情况的

监督。

３）意大利证券交易所 ＋ＩＢＭ：构建区块链解决方案以助力欧洲中小企业

（ＳＭＥ）的证券发行过程实现数字化。该系统简化股权信息的跟踪和管理，创建包

含所有股东交易记录的分布式共享注册表，从而帮助发掘新的交易和投资机会。

４）瑞穗金融集团＋ＩＢＭ：实现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即时结算项目的概

念验证，将助力以往需要两到三天的跨国交易结算工作缩短到一天之内。以期实

现国际贸易的安全快速结算。

５）中国银联＋ＩＢＭ：借助ＩＢＭ区块链技术打造跨行银行卡积分通兑平台，优化

与各大银行的结算流程与配置，提高客户忠诚度。在积分兑换环节，作为消费者、

银行，以及商户交易的中心化平台，银联需要跟每家银行进行结算，支出大量的配

置成本用以实现信用验证。区块链技术可以让金融体系间的信任模式不再依赖诸

如银行之类的中介，使得银行业务出现“去中心化”的趋势。银联借助 ＩＢＭ的区块

链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改变传统平台“管理信用”的方式，减少或去掉原来依赖第

三方实现的信任过程以及成本，以期实现交易即结算。未来该平台将允许消费者

与他人交易自己通过购物和其他奖励措施所获得的积分，通过开放银行间的激励

机制以及增加可用的奖励种类来提升客户忠诚度。

７２知识产权动态



　　６．小结

在宏观分析方面，区块链作为新兴技术自２１世纪初开始研究，该技术领域专

利近五年呈现飞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９年全球关于区块链的专利申请达到峰值３８１９

项。全球共有３４个国家／地区在区块链技术领域进行布局，中国专利申请量位居

世界第一，是该领域最主要的专利技术来源地和专利技术市场地。腾讯科技、阿里

巴巴和ＩＢＭ是区块链技术领域活跃度最高的机构，且该领域处于各自研究局面，机

构间合作专利的数量非常少。

从技术领域分析，区块链技术领域专利主要集中在数字信息处理与传输等技

术方向，其在专利文献中的分类号主要以Ｈ０４Ｌ、Ｇ０６Ｑ和Ｇ０６Ｆ为主。布局的热门

领域包括身份认证、智能合约、数字货币／数字资产等应用领域，以及加密安全、公

钥私钥、哈希算法等技术领域。高被引专利研究方向主要涉及虚拟资产交易的验

证与记录、存储与检索、数字签名、安全接收和计票等方面。

在产业落地方面，全球区块链支出规模持续增长，美国是全球区块链投资最大

的区域，中国作为区块链新兴市场，预计２０２３年市场支出规模将突破２０亿美元。

２０１９年，区块链投融资市场趋于理性，规模较２０１８年有所下降。以腾讯科技、阿里

巴巴和ＩＢＭ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巨头纷纷在多个行业制定了解决方案，涉及金融、

供应链、政务民生、医疗、公益等产业。

王静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西北高原所顺利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国标认证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正式通过《科研组织知识

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通过认证的范围覆盖青藏高原脆弱生态保护、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物种进化与

适应机制、高寒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特色作物与牧草新品种培育、藏药现代化的

科学研究。该所成为西北地区第二家、中科院内第十五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也是院内首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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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内部审核检查后通过认证的研究所。

２０１８年，中科院正式启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作为首批知识产权贯标单位，研究所领导高度重视，积极成立知识产权

贯标领导组和工作组，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正式启动贯标工作。贯标工作启动后，

研究所各部门协同配合，通过调研诊断、体系策划、贯标培训、监督检查等一系列的

准备工作，明确了研究所知识产权方针和目标，发布《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于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１日开始运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研究所未能

按照原计划进行内部审核检查，至到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引入国家级专家和中科院专

家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内部审核检查工作，线上视频会议方式简

便、高效，有效梳理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为下一步现场审核认证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１６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西北高原所开展现场审核

认证工作。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对西北高原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高度认可，审

核组认为，西北高原所建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与研究所各工作环节充分融合，与

研究所的工作需求相适应，落实有效，具备很好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顺利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将进一步规范和强化西北高原

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进一步指导研究所通过专利布局，在青藏高原特色资源和

国家公园研究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为促进青藏高原生物事业发展和国家公园建

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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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１日

昆明植物所知识产权贯标开启试运行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试

运行启动会，所长孙航、副所长普诺·白玛丹增、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贯标工作

推进小组成员近４０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科技合作处副处长李志坚主持。

会上，孙航宣读了《知识产权手册颁布令》，并任命普诺·白玛丹增为管理者代

表，要求全所各相关职能部门统一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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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标准要求，探索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全面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水平。普诺·白玛丹增宣读了《知识产权方

针、目标》和《昆明植物研究所关于调整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组织机构的通知》，明确

了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的工作内容及目标。

云南国科智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研究所贯标工作的支撑服务机构，朱卫

东总经理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知识产权保护与运营的重要性，解超华和牛真诚分别

讲解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试运行流程，以及各职能部门职责与分工。并分部

门开展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培训”，详细讲解了相关程序、制度和表单文件，

接下来各职能部门将按照《知识产权管理手册》设定的流程规范启动运行实施及改

进完善，力争今年内完成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第三方审核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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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咨询院举办“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

最新政策解读与实践案例分享”线上培训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举

办“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最新政策解读与实践案例分享”线上培训。中科

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处长田永生主持培训并致辞，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

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秘书长谢小勇、战略咨询院

研究员宋河发、津雅咨询有限公司资深顾问沈亚欣线上授课，近１５０人在线参加

培训。

韩秀成以“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思考”为题，介绍了当前知识产权

工作面临的形势、现状以及未来部署。他指出，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知识

产权工作也必将面临变化。大家应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做好研判。他强调，我国

知识产权事业已取得巨大成就，顶层设计在逐步完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环境显著改善，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风尚已逐步形成。但当前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仍存在不足，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能力、国际影响力仍需提高，应该在

“十四五”时期做好知识产权未来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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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勇做了题为“新时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设计及路径分析”的报告，他

指出，应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分步骤、多路径的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

宋河发以“提高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政策”为题，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

产权管理运用，提高专利质量、内部专业机构建设与权利下放三个方面对相关政策

进行深度解读并提出建议。

沈亚欣以“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国际知名大学案例分享”为题，介绍

了包括知识交流及商业化、项目管理和技术项目评估、衍生公司等领域，涉及发明

披露、专利识别、质量管理、许可谈判、投资评估等多方面内容。

培训学员纷纷表示很受启发。此次培训对从事知识产权的工作人员具有指导

意义，同时也对做好未来知识产权规划部署工作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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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培训会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在所内组织召开了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在线培训会。会议由心理所所长傅小兰研究员主持，心理

所各ＰＩ组组长、应用类研究中心主任、各组和中心的知识产权联络员、所知识产权

委员会委员、贯标项目组成员共计１０２人参会。

培训会上，傅小兰首先做动员讲话，心理所将根据中科院的工作部署，全面推

进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全所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力争在２０２０年

底完成体系认证，使体系在有效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促进心理所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各项工作开展。

随后，心理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任婧和心理所贯标咨询辅导机构孟伟华咨

询师，共同做了题为《心理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培训》的报告。任婧首先向与

会人员简要介绍了贯标工作背景、意义以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

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的形成基础和主要结构，孟伟华对《手册》的内容做了详

细解读。其间，任婧还重点讲解了科研项目管理、科技信息保密和科技成果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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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审查等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两位报告人结合心理学的知识产权特点和心理所知

识产权工作的特点，对体系运行和认证迎审的注意事项进行了深入阐释。会后，收

集了与会人员的有关提问，并做了详细答疑。

在中国科学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总体部署下，心理所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颁布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手册》，标志着心理

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于７月２７日正式运行。心理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穿全所

各部门、全员、全业务。本次培训指导全所各部门和人员在实现各项业务的全流程

工作中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也将服务于心理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各项工

作，促进心理所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并更好地储备未来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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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启动马德里申请在线服务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启动了名为马德里申请助理

（Ｍａｄｒｉ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的在线服务程序，旨在简化国际申请提交手续。Ｍａ

ｄｒｉ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以直观和线性的方式帮助用户完成国际申请信息的填写，

并生成ＰＤＦ格式文件提交，提高了申请文件的质量，且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合规的可

能，大大降低了原属局的审查工作量。该系统从原属国家／地区商标数据库导入数

据，自动填写马德里国际申请的相关信息，包含从联系方式到商品和服务的完整列

表。同时该系统还内置了包括自动验证商品和服务分类及其翻译的功能，从而使

提交国际申请的过程更加有效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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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和 ＣＩＳＡＣ签订曲目数据协议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和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

会（ＣＩＳＡＣ）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集体管理组织（ＣＭＯ）使用ＣＩＳＡＣ的ＣＩＳＮｅｔ国际

曲目数据库，并可与其他 ＣＭＯ共享。ＷＩＰＯＣｏｎｎｅｃｔ是 ＷＩＰＯ为发展中国家 ＣＭＯ

开发的软件工具，专门为提高 ＣＭＯ的国际覆盖率和增加由这些 ＣＭＯ管理其权利

的创作者和发行者的收入而设计。根据该协议，使用ＷＩＰＯＣｏｎｎｅｃｔ的ＣＩＳＡＣ成员

ＣＭＯ将获得增强的解决方案，以利于他们参与ＣＩＳＡＣ的国际信息系统网络。ＷＩＰＯ

与ＣＩＳＡＣ的新伙伴关系是在今年早些时候 ＷＩＰＯ与 ＳＵＩＳＡ（瑞士作者集体管理组

织，ＣＩＳＡＣ成员）就元数据签署协议之后达成的。根据该协议，ＷＩＰＯＣｏｎｎｅｃｔ用户

可以访问由ＳＵＩＳＡ代表ＣＩＳＡＣ管理的用于识别作者、作曲家和出版商的全球系统

（ＩＰ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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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提供中小企业个性化知识产权服务

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４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宣布提供新的支持服务“Ｉｄｅａｓ

Ｐｏｗｅｒｅｄ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帮助中小企业（ＳＭＥｓ）摆脱当前的危机。该服务为小公司提

供量身定制的帮助，以正确使用和利用知识产权，找到注册商标或外观设计的最快

路径，并申请获得免费的知识产权支持和知识产权信息。

在申请使用该项服务之前，用户需填写并提交调查表，以确定其符合欧盟中小

企业的标准。之后ＥＵＩＰＯ会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将其案例与可能合适的服务提

供者匹配。匹配之后，如果用户需要的解决方案是有效争议解决（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ＤＲ），那么ＥＵＩＰＯＥＤＲ案件处理人员将与用户联系并提供帮助，如果

中小企业需要法律咨询，ＥＤＲ将提供免费服务建议；而如果用户需要的解决方案是

无偿服务，ＥＵＩＰＯ将通过电子邮件给用户发送符合条件的无偿服务提供者列表，用

３３知识产权动态



户可以自行选择并联系。最后，ＥＵＩＰＯ会向用户征集有关服务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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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加入 ＷＩＰＯ数字接入服务

２０２０年７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宣布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的

数字接入服务（ＤＡＳ）。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７日起，欧盟知识产权局将成为首次申请受

理局（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ＦｉｒｓｔＦｉｌｉｎｇ），将外观设计的设计优先权文件（ＲＣＤ）纳入数字接入服

务（ＤＡＳ）。ＷＩＰＯ数字接入服务可帮助用户按照巴黎公约的要求，向受理局提供优

先权和类似文件。用户只需请求后续申请受理局（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Ｆｉｌｉｎｇ）可直

接从ＤＡＳ下载文档副本，无需获取和发送多份经认证的纸质申请副本。要使用此

功能，用户需同意ＥＵＩＰＯ向ＷＩＰＯ发送首次提交的ＲＣＤ申请记录。提交在线申请

后，ＥＵＩＰＯ将提供一个 ＤＡＳ代码，用于申请在其他受理局进行的后续申请的优先

权。ＥＵＩＰＯ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作为后续申请受理局，接受ＤＡＳ代码的优先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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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口头审查视频会议数量创新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宣布自２０２０年初以来口头审理视频会

议（ＶＩＣＯ）数量已达１０００例，远远超过了去年的总量（８６７例）。今年５月以来，不

仅口头审理程序大量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异议听证程序也有５０多例通过视频会

议进行。ＥＰＯ自１９９８年开始推行口头审查程序的视频会议形式。当前新型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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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影响了面对面口头审查程序的进行，ＥＰＯ针对这种情况

改进了基础设施以满足大规模口头审查 ＶＩＣＯ的需求，希望在年底之前完成２０００

例ＶＩＣＯ的口头审查程序，并且将ＶＩＣＯ推广为口头审查程序的常规选择。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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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８日

欧洲专利局上线抗击冠状病毒疫情专利信息平台

２０２０年７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了新的抗击冠状病毒信息平台（“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帮助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利用专利信息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该平台发布的首批数据涵盖抗病毒疫苗和药物治疗领域，未来将持续发布更

多如诊断、医疗技术和设备的资源。ＥＰＯ的专利审查员和分析师利用专业知识创

建了多种搜索语句，为科研人员和决策者定位技术领域中最相关文档和创新成果

提供帮助。上述搜索策略特别适合在ＥＰＯ的在线专利搜索系统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上运行。

同时，ＥＰＯ还为申请人提供专利申请快速审查程序，且不限制技术领域。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ｅｐｏ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ｈｅｌ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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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创新经济女性参与度创新高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名为《进展与潜力：２０２０年

美国女发明人和专利权人》（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２０２０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Ｕ．Ｓ．Ｗｏｍｅｎ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Ｐａｔｅｎｔｅｅｓ）的报告，进一步研究了女性参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情况。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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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要发现如下：（１）进入专利制度并保持活跃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２）发明人至少包含一位女性的专利数量从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７％增加到２０１９年底的

２１９％；（３）“女性发明人比率”（女性发明人提交的专利占比）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２．１％

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２８％；（４）授权专利的发明人中，女性所占比例从２０１６年的

１６６％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３％；（５）五年之内再次提交专利的发明人性别差距正

在缩小，最近一批新发明人分析发现，在五年之中，有４６％的女性再次获得专利，而

男性为５２％；（６）在领先的专利申请机构中，３Ｍ公司在女性发明人专利参与率方

面的改善最大：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１５２％增加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１６６％。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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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与创新署资助两项创新创业计划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的大学技术转让部门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ｌａｎｄ

投入共计１５０万英镑支持两项创新创业计划ＴｅｎＵ和ＵＣＩ。ＴｅｎＵ计划汇集十所顶

尖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让办公室负责人分享和发展商业化研究，以期获得社会和

经济利益，包括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帝国学院、鲁汶大学、曼

彻斯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ＵＣＩ计划将

开展大学商业化和创新研究，以期为政府和大学技术转让政策提供依据；该计划还

侧重于研究由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对大学创新能力的

影响，以及大学如何在国民经济复苏中发挥作用等内容。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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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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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拟将三维立体模型纳入
申请受理范围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Ｒｏｓｐａｎｔｅｎｔ）准备实施已通过的《民

法典》修正案，允许以电子三维立体模型的形式提交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

计和商标的申请。同时，此次修正案的通过将有助于提高知识产权申请文件准备

工作的便利性，缩短审查时间，提高审查质量，并减少错误（例如此前需要将三维图

像转换为二维图形以提交申请）。物体的三维模型也可用于权利要求和实用新型

的解释，将提高专有权的保护效果。

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ｒｏｓｐａｔｅｎｔ．ｇｏｖ．ｒｕ／ｅ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２０２０ｒｇｒｕｒｏｓｐａ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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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波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波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生效，其引入了专门的知识产权

法院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新型法庭诉讼。根据该法案，知识产权法院将处理所

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事务，不仅涵盖工业产权、版权和相关权，还包括基于不正当

竞争法的权利以及个人权利，特别是广告和其他商业活动的侵权行为。波兰将在

华沙、格但斯克、波兹南和卢布林市设立４个知识产权初审法院，在华沙和波兹南

设立２个上诉法院。位于华沙的知识产权法院将是处理复杂案件和特定知识产权

事务的唯一法院，例如涉及计算机软件、专利和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植物品种

和商业秘密的案件。新法案还引入了向法院提起某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诉的机

会，有望减少成本并缩短相应程序的时间。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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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增强产业园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实力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为加强产业园区内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实力和拓展国外市

场，韩国知识产权局与产业通商资源部合作推进相关政策，主要包括促进知识产权

研发、战略性研发计划制定、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等。为此，韩国２７个地方知识产权

中心（隶属于韩国知识产权局）与１１个韩国产业园区公团地方部门（隶属于产业通

商资源部）构建了紧密合作体系。以该合作体系为基础，计划为韩国８８个小型产

业园区内的公司（隶属于产业园区公团地方部门）提供知识产权服务，包括国内外

知识产权申请、知识产权培训、问题咨询、知识产权产业化相关的技术开发策划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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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试行申请人参与审查制度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试行申请人参与审查制度，对于融合

技术知识产权，有关申请人在提交参与审查申请后，可与３名审查员一同参与知识

产权审查。制度运行初期，协同审查必须符合以下两点要求：（１）确认有进行三人

协商审查的必要性；（２）知识产权代理人必须出席。同时，在新冠疫情期间可通过

远程视频、电话会议进行协商。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韩国知识产权局新设了融合技术审

查局，并以此为契机正式引入三人协商审查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审查服务质量。本

次试行的申请人参与审查制度与三人协商审查制度相结合，为申请人与审查员之

间提供了意见沟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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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启动创业缺口基金

２０２０年８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研究基金会（ＵＷＭＲＦ）发起了资助

项目（ＢｒｉｄｇｅＧｒａ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用于帮助学生、教师和员工组建基于大学技术的公司，

弥补早期阶段资金的不足。ＵＷＭＲＦ的目标是为该项目筹集４０万美元，帮助初创

企业度过各个发展阶段，包括转化研究、概念验证、规模扩大等。该项目的资金将

分两个阶段发放，第一阶段之后成功的初创企业可以申请第二阶段的资金。参与

团队还可通过ＵＷＭＲＦ的ＥＮＧＡＧＥ导师计划和ＵＷＭＬｕｂａｒ创业中心获得支持。

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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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肯塔基大学与 ＬａｕｎｃｈＢｌｕｅ合作扩展

创新支持计划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美国肯塔基大学技术商业化办公室宣布与种子加速器计划

ＬａｕｎｃｈＢｌｕｅ合作，为有兴趣学习最佳技术商业化途径的研究人员提供专业发展和

体验式学习机会。计划每两周举行一次群组会议，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参与互动

并互相学习；并且每两周还将进行一次个人辅导，以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帮助；研究

人员还可以访问ＬａｕｎｃｈＰａ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的系列视频讲座。该计划帮助研究人员申请小

型企业创新研究（ＳＢＩＲ）资助、创建初创企业或获得技术许可，通过参与客户挖掘来

深入研究客户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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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ｋｎｏｗ．ｕｋｙ．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ｔ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ｋａｃｃ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ｌａｕｎｃｈｂｌｕｅ

原文标题：ＯＴ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ＫＡｃｃｅ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ＬａｕｎｃｈＢｌｕ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３日

９３知识产权动态



英国东北高校联盟启动１７０万英镑初创基金

２０２０年８月 ４日，英国东北四所大学组成的技术转让联盟“北方加速器”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宣布启动一项１７０万英镑的种子基金，用于支持英国北部地

区的初创企业，进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该加速器由杜伦大学、纽卡斯尔大

学、诺森比亚大学和桑德兰大学组成，致力于将大学研究成功转化为初创企业。该

基金正在寻找最具商业前景的构想和高增长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包括医疗、清洁

技术和数据等领域。

许　轶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８／１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１７ｍｆｕｎｄｔｏｂｏｏｓｔｓｔａｒｔｕｐ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ｕｋ／
原文标题：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１．７Ｍｆｕｎｄｔｏｂｏｏｓｔｓｔａｒｔｕｐ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ＵＫ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设立创新工厂

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宣布将设立创新工厂，建立新的团队和流

程用于将大学的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商业化，旨在成为欧洲最有效的大学技术转

让中心之一。创新工厂具备运营，业务发展，金融、法律和资产组合，以及信息和数

字营销四个功能，通过与高校教师和学生创新者合作，确定有可能未来创造价值的

研究，并通过技术许可或成立新的衍生公司来创建获取创新的途径，为学术同行以

及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行业、企业家、被许可人、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以

及企业风险投资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创新工厂将根据曼彻斯特大学的医学生物

与健康、科学与工程和人文学科三个学院的创新，每年创建１５至２０家新的衍生公

司。此外，创新工厂还将与希望获得大学多样化知识产权组合许可的公司签订协

议，以创造显著的增量收入和影响力。

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ｃ．ｕｋ／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ｎｅｗ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
原文标题：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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