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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０年全球创新指数》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２０年全球创新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０，ＧＩＩ）。

报告显示，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对全球创新长期积累的增

长造成了严重压力，可能对一些创新活动造成阻碍，但是同时也可能助推其他一些

方面的创造力，特别是在卫生部门。

２０２０年ＧＩＩ的主题是“谁为创新出资”？一个关键问题是：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危机

的经济后果将如何影响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其他传统的创新融资来源。许多政

府正在制定紧急一揽子救助计划，以缓解居家令造成的影响，并面对迫在眉睫的经

济衰退。但是２０２０年ＧＩＩ建议，新一轮的支持必须优先考虑，并随即扩大对创新的

支持，特别是对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支持，它们在获得一揽子救助计划时面临

障碍。

ＧＩＩ在相关的全球经济体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年度排名中显示，名列前茅者的

排名同比保持稳定，但随着一批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

逐年在创新排名中取得显著进步，创新核心区域逐渐东移。

瑞士、瑞典、美国、英国和荷兰领跑创新排名，韩国首次成为第二个进入前十的

亚洲经济体（新加坡排名第八）。前十名以高收入经济体为主。

表１　２０２０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１．瑞士（２０１９年第一名） １１．中国香港（１３）

２．瑞典（２） １２．法国（１６）

３．美国（３） １３．以色列（１０）

４．英国（５） １４．中国（１４）

５．荷兰（４） １５．爱尔兰（１２）

６．丹麦（７） １６．日本（１５）

７．芬兰（６） １７．加拿大（１７）

８．新加坡（８） １８．卢森堡（１８）

９．德国（９） １９．奥地利（２１）

１０．韩国（１１） ２０．挪威（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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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创新格局正在转移

２０２０年ＧＩＩ显示，创新地理分布继续转移。在过去几年中，印度、中国、菲律宾

和越南是ＧＩＩ创新排名进步最大的经济体，这四个经济体现均已跻身前５０位。

ＧＩＩ中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仍然几乎全部来自高收入组别，中国（第１４位）仍然

是ＧＩＩ前３０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第３３位）紧随其后。

印度（第４８位）和菲律宾（第５０位）首次进入前５０名。菲律宾取得了有史以

来的最高排名，它在２０１４年还只是排名第１００位。越南领跑中等偏下收入组别，连

续两年排名第４２位，它在２０１４年排名第７１位。印度尼西亚（第８５位）进入这一

组别前十。坦桑尼亚在低收入组别中居首（第８８位）。

　　２．２０２０年ＧＩＩ的新研究结论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危机对创新格局产生了冲击。２０１８年，研究与开发支出经过

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的强劲反弹后，增长了５．２％，明显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速。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的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２０２０年ＧＩＩ主题“谁为创新出资”的背景下，ＧＩＩ的一项研究结论是：用于

资助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正在枯竭。北美、亚洲和欧洲的风险投资交易显著下行。

创新融资短缺将产生不均衡的影响，处于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公司、研发密集型初

创企业以及处于风险投资热点地区之外的国家会感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这一大流行对科学和创新系统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来显现，但有积极的

迹象表明，国际科学合作在加强。同时，也有对于重大研究项目会被中断，创新的

过程中出现国际封锁的担忧。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危机已经助推了许多新兴和传统部门的创新，如卫生、教育、

旅游和零售业。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犯罪和执法》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了《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犯罪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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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该报告展示了知识产权犯罪的范围，知识产权犯罪统计数据，假冒的范围和

规模，并重点介绍了英国及海外面临的新兴的假冒和盗版威胁。

报告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的扩张为走出

经济困境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英国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

贸易国，就需要在知识产权方面做两件事：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在经济中的作用；

通过减少网上、实体市场和供应链中的假冒产品来减少对知识产权的攻击行为。

报告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调查工作的进行，但仍然有８１％的地方当局对调查做出了回应。在调查中所涉及

的各种产品中，香烟和烟草是英国报道最多的假冒商品，紧随其后的是服装。

图１是贸易调查的十大假冒／盗版产品，图２是假冒／盗版产品前十销售地点。

图１　贸易调查的十大假冒／盗版产品

图２　假冒／盗版产品前十销售地点

　　１．知识产权犯罪的范围

２０２０年初，随着实物交易环境的封锁，几乎所有不涉及基本物资的交易都转移

到了网上。在线交易更加强调合法性的界限，在非法在线交易中，客户和供应商在

３知识产权动态



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知识产权犯罪。

　　２．知识产权犯罪统计

根据英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９年根据《商标法》（ＴＭＡ）有４０１人被裁定犯

罪，根据１９８８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ＣＤＰＡ）被裁定的有２３人，而去年则分

别为４６１人和２５人。

　　３．假冒的范围和规模

２０１９年期间，英国跨行业反假冒组织（ＡＣＧ）成员报告指出，来自中国、中国香

港、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新加坡、马其顿、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区的空运、海运

和陆运进入英国的实物产品数量增加。报告认为这些商品对消费者是危险的，并

损害企业。它们包括电器产品，如充电器和电池、头发用具、家居用品、玩具、奢侈

品、快速消费品、服装、鞋类和服饰。通过在线或在实体位置，例如市场、批发和零

售商店场所、社交媒体平台出售。

报告认为，尽管进入英国国内市场的大多数假冒产品都来自英国以外的地方，

但曼彻斯特、莱斯特和伯明翰等当地成熟的制造场所仍是假冒产品的来源。

图３　２０１９年查获的抵达英国的消费品和奢侈品的路径

　　４．发展／新兴趋势

电子商务的持续增长对英国国内犯罪企业和消费者获得的假冒商品具有重

大影响。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仍然是品牌保护团队关注的焦点，因为它们可以减轻

不安全假冒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风险。

４ 知识产权动态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ＯＣＧ）和个人在英国各地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助存储

设施。

英国成为发往欧洲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假冒商品中转站。

　　５．其他新兴趋势／威胁

在线：通过在主要的在线市场和站点上使用未经授权的版权图像来掩盖假

冒产品的销售。

价格：构建复杂的假冒网络，并以接近全价的价格出售高质量的假冒产品，

使消费者相信他们购买的是正品货。

数量：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加快了假冒产品在英国 ＣｈｅｅｔｈａｍＨｉｌｌ的大量进口

和分发。

资金：相对而言，用于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府资金较少，这限制了边防部

队可以拦截的货物数量。贸易标准还表明，面对优先事项相互竞争以及缺乏用于

关键资源（例如人员和安全存储以扣押被扣押物）的资金，因而缺乏可用资源来应

对越来越多的投诉所带来的影响。

赵颖会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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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６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年８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０》，从

研发经费、研发人才、高等教育及科技人才、研发产出、科技与创新这五个方面，通

过约１８０项指标对日本及全球主要国家的科技活动情况进行对比。

　　１．研发支出情况

（１）２０１８年日本的研发支出总额为１７９万亿日元（据经合组织ＯＥＣＤ估算），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５知识产权动态



（２）全球主要国家均以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比最大。

（３）从研发支出在各类机构中的增长幅度来看，亚洲的企业研发支出增长较

快，欧美则是大学和非营利团体增长较快。对各国比较后发现，中国在各类机构的

增长都最为显著，其次是韩国。

（４）在大学的研发支出中，多数国家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占比较大，而中国则

在应用研究支出占比较大。日本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占比无太大变化，美国和法

国呈减少趋势，中国则呈增加趋势。

（５）日本企业的基础研究支出在医药品制造业占比最大，在运输机械制造业增

长明显。

　　２．研发人才情况

（１）２０１９年日本的研发人员达６７．８万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全球主要国家

中企业研究人员占比均最大。

（２）日本企业的高级研发人才利用率（研究人员中持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较美

国低，多数企业不足５％。

（３）日本制造业录用博士学位持有者的比率增加，非制造业则处于停滞状态。

（４）从日本大学研究人员的任期情况来看，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各

专业领域中，固定任期的女性研究人员都比男性研究人员多。

　　３．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情况

日本在职博士课程在籍者增加，非在职博士课程在籍者减少。２０１６年，全球约

有４２０万学生在异国接受高等教育。

　　４．研发产出情况

（１）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期间日本发表的论文数量与１０年前相比略有减少，且随着其

他国家及地区发表的论文数量增加，排名有所下降，继中国、美国、德国后排名第

四。中国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日本在高关注度论文（排名前１０％的高被引论

文数、排名前１％的高被引论文数）排名中显著下降，为第九名。

（２）从专利家族数量来看，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美国排名第一，日本排名第二。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日本超越美国排名第一。日本专利家族数量增加并非

在单个国家／地区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加，而是在多个国家数量增加的结果。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专利家族数量排名第五，数量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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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全球的专利家族的国际合作情况来看，由两国或三国以上的国家合作提

出的专利家族数量不断增长，可见专利家族的国际合作关系日益紧密。但日本国

际合作的专利家族比率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低的，为３８％，尤其是三国以上的国

际合作专利家族仅占了０７％，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数值较低。

（４）为调查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该报告分析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专利家族引用论

文的信息。从引用论文的专利家族数量来看，日本排名全球第二。但是，日本的专

利家族中引用论文的比率仅为８５％，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引用科学成果的比率

较小。此外，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被专利家族引用的论文数量来看，日本的论文被引数

量较多，仅次于美国。

（５）日本的专利家族中，引用日本论文最多的领域是物理学（５６％）和材料科

学（４８．２％）。其他如环境与地球科学（１２．９％）、基础生命科学（１５．４％）、临床医

学（１５．５％）被日本专利家族引用的比率相对较低。报告认为日本的科学知识可能

并没有被日本技术所充分利用。

　　５．科技与创新情况

（１）日本的高科技产业贸易收支比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偏低。而在中高科技产

业，日本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贸易收支比为２．５９（出口大于进口）。日本

中高科技产业贸易收支比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骤减之后，一直呈缓慢减少趋势。

（２）从主要国家的跨国商标申请数量和跨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最新数据来看，跨

国专利申请数量比跨国商标申请数量多的国家只有日本一个。反之，跨国商标申

请数量比跨国专利申请数量多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法国、韩国和德国。可见日本

虽然在技术上有优势，但在引入新产品及新服务的发展方式方面，可能比其他主要

国家弱。

（３）日本大学和私营企业的合作研究项目数量及获得的研究经费正在急速增

长。２０１８年大学和私营企业的合作研究项目有２．８万项，获得研究经费７０１亿日

元。其中从大企业获得的经费最多，为５４７亿日元。合作研究所获得的研究经费，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每年增长１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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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东盟知识产权趋势报告

２０２０年８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ＪＥＴＲＯ）公开了６月与日本专利局线上召开

的东盟（ＡＳＥＡＮ）知识产权趋势报告会的主要内容，介绍了东盟知识产权制度的发

展现状及打击假冒产品的措施。

　　１．东盟各国加盟国际申请相关条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马来西亚加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紧

接着除缅甸以外的东盟成员国相继加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越南加入《海牙协

定》；除缅甸以外的东盟成员国都已加入《专利合作条约》。如今，东盟地区知识产

权国际申请的障碍已大幅减小，近年来，东盟在专利和商标国际申请方面取得了进

展，下一步将着手改善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的情况。

　　２．中国和韩国在东盟申请增加

从东盟主要国家的商标申请情况来看，中国和韩国在东盟主要国家的申请数

量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在东盟六国，中国的商标申请数量均高于日本。韩国企业

在越南的专利及外观设计申请数量显著增长。

　　３．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带来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一方面加快了东盟各国知识产权局普及知识产权相关

手续的线上办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贩售口罩、酒精消毒液的假冒产品的现象，因

此人们很担心医院等地方会出现人为导致的感染扩大。报告指出，今后政府和企

业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打击假冒产品。

　　４．新加坡缩短审查时间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正致力于优化知识产权相关的若干程序。尤其值得瞩目的

是，快速审查的范围正不断扩大。过去，新加坡仅将某些技术领域（例如金融科技

和人工智能）指定为专利快速审查的对象。但从２０２０年５月专利快速通道开通以

来，快速审查对象不再有技术领域限制。此外，“１２个月授权”计划将新兴技术的

审查时间缩短到了约１２个月，这可能是考虑到了审查速度将影响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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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印度尼西亚或将废除专利实施义务

专利实施义务是指专利权人有义务在授予专利后的３６个月内根据印度尼西

亚授予的专利权进行制造。如若不履行此义务，则该专利授权将被撤销，或被第三

方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强制许可使用。该义务受到国外多方面的批判。

因此，印度尼西亚正就废除《专利法》第２０条关于专利实施义务展开审议，目前由

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审议工作已暂停。但是，印度尼西亚国内也有很多研究人

员反对取消此义务。

　　６．湄公河地区需注意审查延时和翻译错误

报告指出，在泰国，化学领域的专利授权平均用时为１０．５年，制药领域为１２．１

年（截至２０１９年）。但泰国的专利审查员人数从２０１５年的 ２４人已经增加到了

２０１９年的１０６人，审查延迟的问题也将逐渐得到改善。此外，在湄公河地区提交申

请时也需要注意翻译是否准确。例如，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

书》，以泰国为指定国提出商标申请时，泰国知识产权局会将英文的商品和服务译

为泰文，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翻译错误导致审查无法顺利进行。一旦发现翻译

错误，需要在公示后６０天以内请求审查员进行修正。除泰国以外，越南也需要注

意这类问题。

　　７．缅甸颁布知识产权法

缅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通过了外观设计法和商标法，３月通过了专利法，５月通过

了著作权法，但以上法案均尚未实行。缅甸预计将在知识产权局设立之时实行商

标法，并在六个月后实行外观设计法和著作权法，一年后实行专利法。此外，在知

识产权局成立之前，将设有一段时期仅优先考虑注册和先前使用的商标申请。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申请内容完整，则将知识产权局的成立日视为申请日。值得注意

的是，只有在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缅甸才进行商标驳回相对理由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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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提出经济低迷期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建议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１日，美国Ｐｏｌｓｉｎｅｌｌｉ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部长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Ｗｏｏｌ

ｌｅｙ及律所股东 ＣｏｒｅｙＭ．Ｃａｓｅｙ针对经济低迷时期，企业在面临收入和资源减少时

如何评估和最大化利用知识产权资产方面提出三条建议。

文章指出，在经济不稳定时期，知识产权（ＩＰ）是一种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工

具。当把知识产权视为一种真正的资产时，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评估和最大化

利用这些优势，特别是在具有挑战性的经济时期。

　　１．提高专利诉讼和战略制定的效率

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可以通过与外部法律顾问合作，简化企业专利组合和战略

的开发和维护，从而实现价值和收益的最大化。外部法律顾问除了担任在起草、开

发和维护专利组合方面的传统角色外，还可以就申请策略提供有价值的战略建议，

包括确定最重要的发明，并建议企业应在哪些国家和司法管辖区申请专利。对个

体企业需求和目标的客观评估有助于制定战略，确定最具影响力的市场，从而简化

全球范围内的申请，以节省成本。另一种选择可能是与某一特定管辖区内的公司

进行合作，从而分散成本并为个体企业节约资金。这种类型的协议可能包括外国

合伙人支付特定司法管辖区内的知识产权维持费用。

在财务困难时期，内部法律顾问可以在以下特定领域寻求潜在的节约成本和

提高生产力的方法：

（１）在经济动荡时期，内部法律顾问可以向外部律师寻求帮助，以确定可以在

可控价格下完成的工作领域（例如通过替代费用安排、费用上限等）；

（２）在不需要大量内部资源的情况下，内部法律顾问可以依靠外部法律顾问继

续开发大型专利组合；

（３）外部法律顾问可能会通过处理一些通常由内部法律顾问完成的日常工作

来介入他们的工作，尤其是考虑到招聘冻结和竞争内部客户需求；

（４）外部律师及其相关资源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更有效地执行现有技术以及可

实施性检索和审查；

（５）这些合作领域促进了项目的交流和实时跟踪。因此，这种关系使企业能够

控制内部法律顾问的人员和成本，同时仍能产生大量满足质量要求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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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知识产权组合审查和审计

内部法律顾问对现有的知识产权组合进行客观评估，包括知识产权挖掘和知

识产权审计，这是另外一种可以使价值最大化和增加额外收入的方法。知识产权

所有者应关注当前的专利和商标组合，以评估潜在的优势和劣势。例如，持续维护

国内外的知识产权资产的成本很高，外部法律顾问可以进行挖掘工作，以确定哪些

专利和商标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放弃。这种内部估价和评估过程可能会创造更多

的经济机会：

（１）不再使用的资产可以进行捆绑并有偿许可给第三方；

（２）在某些情况下，知识产权可以作为贷款的抵押品；

（３）另一个选择可能是将知识产权出售给投资者，通过协商获得继续使用该技

术的许可；

（４）对于被认定为没有足够价值的资产，可以予以放弃，为企业节约不必要的、

无效的成本。

　　３．制定知识产权诉讼及相关程序的战略

内部法律顾问可以提高效率的另一个领域是知识产权诉讼和相关程序。经济

衰退往往会促使人们更积极地主张知识产权。有人认为，现在是保护创新投资的

最重要时期之一，无论是通过实施企业自己的知识产权，还是通过挑战竞争对手的

知识产权。从经济衰退中崛起的公司，如拥有更强大的知识产权地位和组合，将有

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实现收入最大化的一个策略，特别是在有诉讼资金的

情况下，可能是与外部法律顾问进行合作，发起一个申请强制执行判决的诉讼。如

果被告对他们的辩护不乐观，可能会和解，而不是打官司，而且可能会以更有利的

条款来达成和解。此外，执法还可以用来增加许可收入。

除了传统的知识产权诉讼外，内部法律顾问还应通过其他的知识产权纠纷解

决途径，包括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ＴＣ）程序和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的多方

审查（ＩＰＲ）程序。这些途径允许向竞争对手的专利发起挑战，这可能会干扰企业的

战略，从而潜在地提供新的机会和收入来源。通过挑战竞争对手的专利，企业可以

消除其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的潜在障碍。ＩＴＣ程序通常比诉讼程序执

行进度更快，这是应对国外竞争的一种有效策略。同样，ＩＰＲ程序也为解决美国的

专利纠纷提供了一种更为便利和更具成本效益的策略。一个深思熟虑的、具战略

性的知识产权组合实施方法，无论是通过诉讼还是其他途径，都可以提高效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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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释放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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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韩国正式实行《发明振兴法》修正案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发明振兴法》修正案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起开始正式实

行。根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商业秘密保护法》，修正案实施后，不正当竞争行为以

及经营型商业秘密相关的纠纷也可通过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如表２所示，修正案实施后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对象范围扩大，仿制

他人花费时间和金钱制造的商品，交易过程中盗用他人创意以获得竞争优势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以及侵犯其他企业经营战略、投标计划、客户名单等经营型商业秘

密的相关纠纷，都可通过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处理。

表２　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对象范围变化

修正前 修正后

工业产权；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外观
设计；职务发明；技术型商业秘密

工业产权；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外观设计；职务发
明；商业秘密（包括经营型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
行为

１９９５年，韩国知识产权局根据《发明振兴法》设立了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委员

会。工业产权纠纷调解制度规定需在三个月内完成调解程序并免除申请费用，具

有可在纠纷早期解决问题的优点。与此同时，所有程序均以非公开形式进行，调解

达成后与法院的和解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事项时，可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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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各行业知识产权使用情况报告

【摘要】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各行业对知识产权使用情况

的报告，分析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英国对知识产权利用最充分的行业，并评估了这些

行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

知识产权（ＩＰ）是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新者实现研发回报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２０２０年９月，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了英国各行业对知识产

权使用情况报告（Ｕ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ｒｏｓｓＵ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目的是确

定英国哪些行业相对更充分地利用了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著作权，以及这些行

业在就业、产出和商品出口方面对英国经济的贡献。

报告借鉴了两个对知识产权跨行业使用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一项是由欧盟知

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联合开展的，另一项是由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进行的。这两项研究确定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标准是判断每千名员工

的知识产权使用量是否高于平均水平，通过确定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获得注册知

识产权的分布情况，然后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确定感兴趣的行业。除此之外，与著作

权相关行业（未注册的知识产权）的经济贡献也在分析范围内，并遵循ＥＵＩＰＯ／ＥＰＯ

建立的方法。

另外，为了确定行业对知识产权的使用程度，报告将使用注册知识产权的行业

分为高、中、低三类，并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的方法根据行业活动对著作

权的依赖程度将其分为核心、相互依赖性、部分和非专门支持性四类，并确定了著

作权密集型行业。

　　１．英国各行业对注册知识产权的使用情况

如表３，在英国６１６个行业中，５８６个（９５％）都拥有注册商标，是三类注册知识

产权中最高的。由于商标能为品牌提供一定的保护，因此大多数行业至少有一个

注册到英国企业名下的商标。

３１知识产权动态



表３　各等级知识产权使用率的行业分布情况（按知识产权类别划分）

知识产权使用率 专利 商标 外观设计

涉及行业数量 ３６０ ５８６ ３８８

高于平均水平（高或中） ６４ １１６ ７５

高 １７ ２５ １８

中 ４７ ９１ ５７

低 ２８４ ４６４ ３０２

未分类（无员工数据） １２ ３６ １１

表４列出了专利使用率高的行业，其中７５％以上都是制造业。
表４　高专利使用率行业

标准行业分类
（ＳＩＣ） ＳＩＣ描述 每１０００名员工

拥有的专利数
员工数

６４２０ 控股公司的活动 ６１．２６ ３１６７

３０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运输设备的制造 ５５．３１ １０６７

２８１１ 发动机和涡轮机制造，飞机、车辆和循环发动机除外 ４８．８２ １６７３３

２８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专用机械的制造 ４７．４４ ８６００

７２１１ 生物技术研究与实验开发 ４５．１８ ８１３３

２３１１ 平板玻璃的制造 ４４．４４ ９００

３２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制造 ３９．２３ ２１９３３

２１１０ 基本药品生产 ２７．９７ ５１６７

２３４４ 其他技术陶瓷产品的制造 ２５．７１ ４６７

２６１１ 电子零件制造 ２２．３３ １３５６７

２７９０ 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 ２１．１５ ９４３３

７２１９ 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其他研究和实验开发 １７．４４ １１５８００

２３４２ 陶瓷卫生洁具的制造 １５．８８ ５６７

２３５２ 石灰和石膏的制造 １４．２１ ６３３

１３９５ 非织造布制造和由非织造布制成的物品，服装除外 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５１ 炸药的制造 １３．８５ ８６７

２６７０ 光学仪器和摄影器材的制造 １３．８３ ４７００

各行业商标使用情况表明具有极高和极低知识产权使用率的行业数量非常

少。其中，商标使用率排名最高的行业是“１１０２用葡萄制造葡萄酒”，每１０００名员

工就拥有３３３０个商标，这被认为是极端的异常情况。表５列出了每１０００名员工中

商标使用率最高的２５个行业以及统计数据中的员工总数。由于排名最高的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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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在知识产权强度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能还会影响商标使用情况的分布，

因此某种程度上它们可被视为离群值，而其余行业分布则非常平缓。

表５　高商标使用率行业

标准行业
分类（ＳＩＣ） ＳＩＣ描述 每１０００名员工

拥有的商标数
员工数

１１０２ 用葡萄制造葡萄酒 ３３３０ １００

６４２０ 控股公司的活动 ８４１ ３１６７

５８２１ 电脑游戏发行 ６７２ １４６７

５８１２ 发布目录和邮件列表 ４６１ ９００

７７４０ 租赁知识产权和类似产品，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除外 ３９０ ３１３３

２１１０ 基本药品生产 ３４１ ５１６７

２４３２ 冷轧窄带 ３４０ １００

３２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制造 ２４６ ２１９３３

６３９９ 其他信息服务活动 ２４５ １０１００

３２４０ 游戏和玩具的制造 １８９ ４２６７

４６１９ 代理销售各种商品 １８５ ４２３３

１３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纺织品制造 １７７ ２１００

３０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运输设备制造 １６６ １０６７

１３９５ 非织造布制造和由非织造布制成的物品，服装除外 １６３ １０００

５８１９ 其他出版活动 １６０ １８７００

４７８２ 通过摊位和市场零售纺织品，服装和鞋类 １５９ ６３３

４６３５ 烟草制品批发 １５５ １４００

０８９９ 其他采矿和采石业 １５４ １２３３

１４１１ 皮革服装的制造 １５０ ２６７

４６１７ 从事食品、饮料和烟草销售的代理商 １４９ ４８３３

１４１９ 其他穿戴式服装及配件的制造 １４９ ７２００

５８２９ 其他软件发行 １４２ １０９６７

２０１５ 化肥和氮化合物的制造 １４１ ２１００

１０８６ 均质食品和营养食品生产 １３９ ６３３

６３１２ 门户网站 １２８ ８５６７

英国各行业外观设计使用情况的分布和其他专利、商标等一致，其分布显示少

数行业的外观设计使用率极高，而大量行业的外观设计使用率为中到低。表６列

出了１３个外观设计使用率高的行业，其中９个行业属于制造业。与专利和商标一

样，外观设计使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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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高外观设计使用率行业

标准行业
分类（ＳＩＣ） ＳＩＣ描述 每１０００名员工拥

有的外观设计数
员工数

２５７１ 餐具的制造 ３６５ ３６７

１６２２ 拼花地板制造 ９０ １００

７７４０ 租赁知识产权和类似产品，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除外 ８０ ３１３３

２６８０ 磁性和光学介质的制造 ７５ １３３

３２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制造业 ６３ ２１９３３

３２４０ 游戏和玩具的制造 ５５ ４２６７

６４２０ 控股公司的活动 ４９ ３１６７

４６３５ 烟草制品批发 ４６ １４００

１１０７ 软饮料生产；矿泉水和其他瓶装水的生产 ４０ ９７６７

１６２９ 其他木材产品的制造；软木、稻草和编织材料制品生产 ３４ ６４３３

４６４２ 服装和鞋类批发 ３１ ４０７６７

２０１７ 初级形式的合成橡胶生产 ３０ ２００

２４３２ 冷轧窄带 ３０ １００

２１１０ 基本药品生产 ２９ ５１６７

１５１２ 箱包、手袋等产品，马具和背带的制造 ２９ ２７６７

３０９９ 其他未另分类的运输设备的制造 ２８ １０６７

２７５１ 家用电器的制造 ２７ ８０３３

３２３０ 体育用品的制造 ２７ ５４６７

　　２．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与经济

本节以英国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为基础，根据英国国民账户计算和分析

了注册知识产权使用率高或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或著作权密集型行业在非金融

总增加值（ＧＶＡ）、就业和出口方面对英国经济的贡献。

　　（１）就业

英国就业总人数的１５５％（４５０万）来自于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

业，５１％（１５０万）来自于知识产权使用率高的行业。图４展示了英国知识产权使

用率高或高于平均水平（使用率高或中）的行业占英国就业人数的比例。

与专利和外观设计相比，商标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中，员工占比较高，

这反映出相对于专利和外观设计，商标在各个行业使用更为广泛。商标使用率高

的行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０４％（１２万），商标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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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行业的员工占比

就业人数占７８％（２３０万）。

专利使用率高的行业雇用了０７％（２１万）的员工，专利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

的行业员工占３９％（１１０万）。高外观设计使用率行业的员工数占就业人数的

０４％（１１万），外观设计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员工占３９％（１１０万）。

另外，英国就业总人数的７％（２００万）来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分类

中的著作权密集型行业。其中，核心著作权产业占绝大多数，６３％（１８０万）来自

这些行业。相互依赖性著作权产业占总就业人数的０４％（１２万），部分著作权产

业占０２％（７万）。

　　（２）非金融商业经济总增加值（ＧＶＡ）

图５显示了英国 ＧＶＡ的比例归因于知识产权使用率高或高于平均水平的

行业。

图５　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行业的非金融商业经济ＧＶＡ份额

根据年度商业调查，至少有一项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占英国

ＧＶＡ产出（２９８５亿英镑）的２６９％，高知识产权使用率的行业对 ＧＶＡ贡献率为

１５０％（１６６５亿英镑）。此外，商标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在非金融商业经济

７１知识产权动态



ＧＶＡ中所占份额相对较高，这反映出拥有商标的行业和企业数量远远超过专利或

外观设计。表７列出了每项知识产权对经济产出的绝对贡献。
表７　按知识产权类型划分的非金融商业经济ＧＶＡ（十亿英镑）

专利 商标 外观设计 著作权

高 ８．８ ９．８ ８．１ １４９

高于平均水平（高和中） ７９．７ １４６．５ ７９．７ １５６．８

　　（３）出口价值

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在英国商品出口额中占很大份额。商品

出口总值的５２１％（１５９７亿英镑）来自至少一项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

行业，１２１％（３７１亿英镑）来自高知识产权使用率行业。另外，专利使用率高于平

均水平的行业对商品出口价值的贡献最大，反映出专利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

业集中在制造业。

图６说明了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对英国商品出口价值的重要

性。高专利使用率行业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７４％（２２８亿英镑），高于平均水

平的行业占３９３％（１２０６亿英镑），在所有知识产权类型中占比最高。高商标使用

率行业对商品出口总值的贡献率为３４％（１０５亿英镑），商标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

的行业占出口总额的１７２％（５２９亿英镑）。高外观设计使用率行业占商品出口总

额的３４％（１０５亿英镑），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占２３８％（７２９亿英镑）。

图６　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行业的商品出口总额占比

　　（４）著作权密集型产业的经济贡献

本节根据著作权密集型行业占非金融业务 ＧＶＡ、就业和出口价值的百分比分

析了该行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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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７，著作权密集型行业占英国ＧＶＡ产出的１４％（１５６８亿英镑），其中核心

著作权产业占１３３％（１４９０亿英镑），相互依赖性著作权产业占０６％（６７亿英

镑），部分著作权产业占０１％（１２亿英镑）。最后，著作权密集型产业在英国商品

出口额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只有４８％（１４７亿英镑）的商品出口总值来自著作权

密集型产业，其中２５％（７６亿英镑）来自核心产业，１６％（４９亿英镑）来自相互依

赖性产业，０７％（２３亿英镑）来自部分产业。

图７　著作权密集型产业的经济贡献

　　３．结论

报告基于以往研究的基础来识别英国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

以及少数知识产权使用率明显较高的行业，从而更准确地估计这些产业对英国经

济的贡献，并加深对行业内知识产权使用情况的理解，以帮助制定英国国内相关

政策。

最后，报告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一是从国家层面对

行业进行分类，只考虑了英国经济的特点；二是由于分析的重点主要是英国国内的

情况，没有考虑国外申请人在英国拥有知识产权或英国公司在国外的知识产权所

有权情况。

邓文鼎　编译，朱月仙　罗　梅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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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柔性显示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柔性显示技术因具有轻薄、可弯曲、易携带等特点，成为显示行业的大热

趋势。本文以柔性显示技术为研究对象，基于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分析了全球

柔性显示技术的专利态势，有助于了解全球柔性显示技术的发展概貌。

柔性显示技术主要应用柔性电子技术，将柔性显示介质的电子元件与材料安

装在有柔性或可弯曲的基板上，使得显示器具有能够弯曲或卷曲成任意形状的特

性，有轻、薄且方便携带等特点。目前研究较多的实现柔性显示的主要技术包括：

液晶显示（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ＬＣＤ）、有机电致发光（Ｏｒｇａｎｉｃ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Ｄｅ

ｖｉｃｅｓ，ＯＬＥＤ）、电泳显示（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ＰＤ）。其中，ＯＬＥＤ是目前为止最

为理想的柔性显示技术［１］。

［１］王雅林．柔性显示技术发展综述［Ｊ］．电子测试，２０１９（０８）：１１３１１４．
［２］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特别是２０２０年的数据大幅度小于实际数据。
所以，本文后面涉及年份的分析，如没有特殊说明，一般都是截至 ２０１９年。“近 ３年”一般选取的是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

本文以柔性显示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利用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

利数据库，对全球柔性显示技术专利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以期客观地展现柔性显示

技术的专利发展现状，为我国柔性显示技术领域的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数据检索时间是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共检索到２３２６９件专利（１０３９９项专利

族）。通过人工核查，去除部分噪音，最终保留２２７１９件专利（１０３５７项专利族）用

于分析。主要借助Ｅｘｃｅｌ对下载的专利著录项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Ｉｎｃｏｐａｔ分析功

能对柔性显示技术领域进行分析。

　　１．发展态势分析

专利申请的时间趋势能够较直观地反映出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变化及

发展趋势。全球柔性显示技术专利申请年度趋势如图８所示［２］。由图８可以看

出，从１９７７２０１９年，全球范围内公开的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数量整体呈阶梯式

上升态势。可以看出，早在１９７７年就已经出现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是由

日本的Ｓｅｉｋｏ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Ｌｔｄ于１９７７年申请的“具有柔性显示面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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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电子装置”（ＪＰ５４０２８１７２Ａ），专利将面板设置为柔性，旨在提供耐冲性。但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柔性显示技术并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

根据图８，全球柔性显示技术的专利申请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

期、缓慢发展期以及快速发展期。

　　（１）萌芽期（１９７７２０００年）

１９７７２０００年，柔性显示技术进展缓慢，相关技术专利年申请量一直未超过３０

项。该时期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主要申请国家为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等国家。

　　（２）缓慢发展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柔性显示技术的专利申请开始缓慢提升，全球相关专利申请

量由２００１年的４７项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２８项，２０１０年申请数量有所回落（１５９项）。

　　（３）快速发展期（２０１１至今）

近年来，随着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柔性显示技术不断被应用到

新款手机或电脑上，进而促进柔性显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进入２０１１年后，

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年申请量开始迅速增长，增长速度相比缓慢发展期显著提

升。２０１１年，全球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仅有 ２００多项，２０１８年激增到

１７６０项，２０１９年有些许回落（１５１１项），主要是由于２０１９年的专利申请尚未完全公

开。所以，从总体趋势上来看，全球柔性显示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热潮在未来几年将

会维持，年度专利申请量有望继续攀升。

图８　柔性显性技术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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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柔性显示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１）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通过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的国家／地区分布分析，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技术

领域有关国家／地区间的专利数量差距，发现该技术领域的主要贡献国家／地区及

其贡献情况。柔性显示技术在全球的专利申请人共涉及３６个国家／地区。图９给

出了柔性显示技术全球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概况。

由图９可知，柔性显示技术专利申请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

四个国家的相关专利申请占全球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９３．５％，反映出柔性显示技

术的地域集中度明显较高，专利申请主要由上述４个国家产生。

具体来看，中国专利申请量达５６０６项，数量排名第一，占比超过全球专利申请

总量的５０％。这与中国申请人数量庞大、手机等电子产品普及、研发厂商众多有直

接关系。韩国以２５８１项相关专利申请占据第二名的位置，其相关企业技术发展较

为成熟，如韩国的三星、ＬＧ公司在柔性显示技术上具有优势。日本（８４０项）和美

国（６６６项）分别排名第三、第四，与中国、韩国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图９　柔性显示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２）技术流向分析

企业申请专利是对其（潜在）销售市场的保护，因此企业在某个国家／地区的专

利布局与企业对该国／地区的市场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图１０是全球柔性显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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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地区技术流向。横坐标表示技术输出地，纵坐标表示技术输入地。技术

输出地即专利申请人所在国家／地区，技术输入地即专利公开国家／地区。图中气

泡大小与数值对应专利申请数量。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多数申请国家／地区主要在其本国／本地区进行专利布局。

除去在本国／本地区的专利布局外，中国申请人的对外专利申请主要是流向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美国、欧专局（ＥＰＯ）和韩国；韩国申请人的对外专利申请主要

是流向美国、中国、ＷＩＰＯ、ＥＰＯ、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申请人的对外专利申请

主要是流向美国、ＷＩＰＯ、中国和韩国；美国申请人的对外专利申请主要是流向 ＷＩ

ＰＯ、日本、中国、中国台湾地区、ＥＰＯ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申请人的对外专利申请

主要是流向美国，向其他国家／地区的申请量均比较少，对外布局比较分散。

可以看出，除去本地区专利布局外，技术输入最多的国家／地区有美国、欧洲、

中国、日本、韩国等，是申请人对外布局的重点区域，说明这些区域的柔性显示市场

未来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促使申请人争相布局。总体来看，中国、日本、韩

国、美国等既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地，也是主要技术输入地，柔性显示技术研发实力

与市场发展前景都比较好。

图１０　柔性显示技术主要申请地区与申请目的地

结合上述主要申请地区与申请目的地的分析，进一步对中国、韩国、日本以及

美国四个主要技术来源地之间的技术流动进行了分析（如图１１所示），可以看出：

①中国相关专利申请体量最大，但是国外专利技术布局相对较少，其中以美国为

主；②韩国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流向美国，专利申请量占比达４４７％，其次是中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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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２３３％；③日本相关专利申请流向美国最多，占比达２１３％；④美国相关专利

申请流向各国较为均匀。

图１１　柔性显示技术主要国家专利技术流向

　　３．柔性显示技术全球专利主要申请人分析

　　（１）主要申请人及其申请活跃度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分析，能够得到该领域的主要竞争者及其竞争情况，同时对

专利申请人的地域归属进行分析，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在地域中专利贡献的分布模

式。对柔性显性技术的专利申请人进行统计，通过人工核查，合并部分主要申请

人，如维信诺公司包括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昆山工

研院新型平板显示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等，得出排名前１５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如图

１２所示，整条条形图表示其专利申请总量。结合表８可知，全球拥有柔性显示技术

专利数量最多的专利权人是韩国的三星，专利族数量共１０２２项；其次是韩国的ＬＧ

公司和中国的京东方，分别拥有专利族数量８２５项和７８５项。从专利申请人所属

国家来看，在全球专利数量前１５的专利申请人中，中国占１０席，韩国和日本各占２

席，美国占１席。通过与主要申请国家／地区分布相结合可知，在中国，柔性显示技

术的研发由多家公司参与，其中较具优势的是京东方、华星光电与维信诺；韩国、日

本、美国主要集中于少数公司。

其次，从近三年专利申请量与占比来看，中国主要申请人在柔性显示技术领域

非常活跃，除了柔宇科技与联想，其他主要申请人近三年的专利申请量基本超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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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总量的５０％，特别是努比亚和维沃，近三年专利占比超过９０％，这两家公司从

２０１６年开始申请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近年来非常注重柔性显示技术的研发，并

生产了相关的产品，如努比亚２０１９年发布了首创柔性屏“腕机”概念的努比亚 α

（ｎｕｂｉａα）。除此之外，韩国的三星、ＬＧ近三年专利申请占比虽然不高，但是这两家

公司在该领域技术基础较为雄厚，并处于稳定发展阶段。

综合而言，韩国三星与ＬＧ在柔性显示技术领域相对具有较大传统优势，并保

持了稳定的发展，而中国近年来在柔性显示技术领域非常活跃，且研发由多家公司

参与。

图１２　柔性显性技术主要申请人

表８　主要申请人与活跃度

主要申请人 专利总量（项） 近三年申请量 近三年申请占比

三星（韩国） １０２２ ２５６ ２５．０５％

ＬＧ（韩国） ８２５ １８４ ２２．３０％

京东方（中国） ７８５ ４３４ ５５．２９％

华星光电（中国） ７０９ ６００ ８４．６３％

维信诺（中国） ５７５ ４４２ ７６．８７％

柔宇科技（中国） ３２２ １５１ ４６．８９％

天马微电子（中国） ２８９ ２０５ ７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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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主要申请人 专利总量（项） 近三年申请量 近三年申请占比

ＯＰＰＯ（中国） ２７３ ２０７ ７５．８２％

努比亚（中国） ２３４ ２３０ ９８．２９％

维沃（中国） １３９ １２７ ９１．３７％

联想（中国） １１７ ３５ ２９．９１％

和辉光电（中国） ９３ ５７ ６１．２９％

苹果公司（美国） ８４ ２６ ３０．９５％

日本显示（日本） ７８ ４９ ６２．８２％

东友（日本） ７１ ３２ ４５．０７％

　　（２）主要申请人专利布局

专利申请的价值是通过专利组合的方式来体现的，零散的专利申请往往会给

后来者的绕道设计留下空间，所以专利布局尤为重要。其中需要分析申请哪些国

家／地区的专利，即专利的地域性，需要考虑产品的生产地、销售地等因素，判断在

哪些国家／地区申请专利。所以主要专利申请人在主要国家／地区的专利布局能较

直观反映专利申请人利害相关的地域维度，如何构建严密高效的专利保护网，最终

形成对企业有利格局的专利组合。表９给出了柔性显示技术领域重要专利申请人

的专利申请保护区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三星、ＬＧ公司不仅在专利申请数量上

具有优势，而且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地区都对其柔性显示技术申请了专利保护。

美国的苹果公司以及日本的日本显示公司与东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虽然专利申

请数量较少，但是都很注重国外专利保护，在主要的国家／地区都进行了较多的专

利布局。相比之下，我国的主要专利申请人，目前仍然主要都是以国内为主战场，

除了京东方与柔宇科技在国外有一定专利申请外，其余主要专利申请人基本上没

有对柔性显示技术进行国外专利布局。可见，国内专利权人的全球专利保护意识

还有待提升。

表９　主要申请人专利申请保护区域

主要申请人
专利总量
（项）

中国 美国 韩国 ＷＩＰＯ日本 中国
台湾

ＥＰＯ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三星（韩国） １０２２ ６９ ５６０ ２４９ ３７ １２ １４ ７５

ＬＧ（韩国） ８２６ ４５ ２１０ ４６５ ４９ ６ ５ ３４ ３ ８ ０

京东方（中国） ７８５ ７４０ ９ ３ ２５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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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主要申请人
专利总量
（项）

中国 美国 韩国 ＷＩＰＯ日本 中国
台湾

ＥＰＯ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华星光电（中国） ７０８ ６９２ １４ ３ ０

维信诺（中国） ５７５ ５６６ ４ ５

柔宇科技（中国） ３２２ １１７ ２９ １２ １１１ ２２ ３ ２１ ２

天马（中国） ２８９ ２８９

ＯＰＰＯ（中国） ２７３ ２６９ １ ２ １

努比亚（中国） ２３４ ２３４

维沃（中国） １３９ １３９

联想（中国） １１７ １０３ １３ １

和辉光电（中国） ９３ ９１ ２

ＡＰＰＬＥ（美国） ８４ ２ ７４ ６ １

日本显示（日本） ７８ １９ １ １１ ４７

东友（日本） ７１ １ １１ ４５ １２ ２

　　４．柔性显示技术全球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国际专利分析号（ＩＰＣ）包含了专利的技术信息，通过对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

基于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分析柔性显示技术相关专利主要涉及的

技术领域和技术重点等。

表１０列出了柔性显示技术专利申请量不少于１００项的前２３位技术领域（基

于ＩＰＣ大组）及其申请情况。可以看出，柔性显示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技

术方向：（１）柔性显示装置，主要分类号包括：Ｇ０９Ｆ９、Ｇ０６Ｆ３、Ｇ０６Ｆ１、Ｇ０２Ｆ１等；（２）

工艺与设备，主要分类号包括：Ｈ０１Ｌ５１、Ｈ０１Ｌ２７、Ｈ０１Ｌ２１、Ｈ０５Ｋ７等；（３）柔性显示

材料，主要分类号为：Ｃ０８Ｊ５、Ｂ３２Ｂ２７、Ｂ３２Ｂ７等。

表１０　柔性显示技术专利申请技术领域及其申请概况

ＩＰＣ
分类号

专利
申请量
（项）

技术领域 涉及年份
近三年
申请占比

Ｇ０９Ｆ９ ３３３７
采用选择或组合单个部件在支架上建立信息的可
变信息的指示装置（其中可变信息永久性的连接
在可动支架上的入Ｇ０９Ｆ１１／００）

１９７７２０２０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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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ＩＰＣ
分类号

专利
申请量
（项）

技术领域 涉及年份
近三年
申请占比

Ｈ０１Ｌ５１ １９９８

使用有机材料作有源部分或使用有机材料与其他
材料的组合作有源部分的固态器件；专门适用于
制造或处理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工艺方法或设备
（由在一个公共衬底中或其上形成的多个组件组
成的器件入 Ｈ０１Ｌ２７／２８；使用有机材料的热电器
件入Ｈ０１Ｌ３５／００，Ｈ０１Ｌ３７／００；使用有机材料的压
电、电致伸缩或磁致伸缩元件入Ｈ０１Ｌ４１／００）

１９９４２０２０ ６１％

Ｈ０１Ｌ２７ １８２１

由在一个共用衬底内或其上形成的多个半导体或
其他固态组件组成的器件（其零部件入 Ｈ０１Ｌ２３／
００，Ｈ０１Ｌ２９／００至Ｈ０１Ｌ５１／００；由多个单个固态器
件组成的组装件入Ｈ０１Ｌ２５／００）

１９９４２０２０ ６９％

Ｇ０６Ｆ３ １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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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接口装置

１９７９２０２０ ４６％

Ｇ０６Ｆ１ １３９７
不包括在 Ｇ０６Ｆ３／００至 Ｇ０６Ｆ１３／００和 Ｇ０６Ｆ２１／００
各组的数据处理设备的零部件（通用程序存储计
算机的结构入Ｇ０６Ｆ１５／７６）〔１，２００６．０１〕）

１９８９２０２０ ５９％

Ｇ０２Ｆ１ １３９０
控制来自独立光源的光的强度、颜色、相位、偏振
或方向的器件或装置，例如，转换、选通或调制；非
线性光学

１９７７２０２０ ３５％

Ｈ０４Ｍ１ １０７９
分局设备，例如用户使用的（交换机提供的用户
服务或设备入 Ｈ０４Ｍ３／００；预付费电话硬币箱入
Ｈ０４Ｍ１７／００；电流供给装置入Ｈ０４Ｍ１９／０８）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 ７３％

Ｈ０１Ｌ２１ ５１５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半导体或固体器件或其部
件的方法或设备

１９９９２０２０ ４５％

Ｇ０９Ｇ３ ４７０ 仅考虑与除阴极射线管以外的目视指示器连接的
控制装置和电路

１９８９２０２０ ４１％

Ｈ０５Ｂ３３ ３２９ 电致发光光源 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５０％
Ｈ０５Ｋ５ ２８４ 用于电设备的机壳、箱柜或拉屉 １９８５２０２０ ７６％
Ｈ０５Ｋ１ ２５６ 印刷电路 １９８２２０２０ ４８％

Ｇ０９Ｇ５ ２０９ 阴极射线管指示器及其他目标指示器通用的目视
指示器的控制装置或电路

１９８２２０２０ ２３％

Ｈ０１Ｌ２９ １７５

专门适用于整流、放大、振荡或切换，并具有至少
一个电位跃变势垒或表面势垒的半导体器件；具
有至少一个电位跃变势垒或表面势垒，例如 ＰＮ
结耗尽层或载流子集结层的电容器或电阻器；半
导体本体或其电极的零部件（Ｈ０１Ｌ３１／００至
Ｈ０１Ｌ４７／００，Ｈ０１Ｌ５１／０５优先；除半导体或其电极
之外的零部件入 Ｈ０１Ｌ２３／００；由在一个共用衬底
内或其上形成的多个固态组件组成的器件入
Ｈ０１Ｌ２７／００）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 ３７％

Ｂ３２Ｂ２７ １６５ 实质上由合成树脂组成的层状产品 １９８４２０２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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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ＩＰＣ
分类号

专利
申请量
（项）

技术领域 涉及年份
近三年
申请占比

Ｇ０２Ｂ５ １５１ 除透镜外的光学元件（光波导入 Ｇ０２Ｂ６／００；光学
逻辑元件入Ｇ０２Ｆ３／００） １９８４２０２０ ５６％

Ｈ０５Ｋ７ １４５ 对各种不同类型电设备通用的结构零部件（机
壳、箱柜或拉屉入Ｈ０５Ｋ５／００） １９９８２０２０ ５７％

Ｈ０４Ｎ５ １２１ 电视系统的零部件（扫描部件或其与供电电压产
生的组合入Ｈ０４Ｎ３／００） １９９２２０２０ ５６％

Ｃ０８Ｊ５ １１５ 含有高分子物质的制品或成形材料的制造（半透
膜的制造入Ｂ０１Ｄ６７／００至Ｂ０１Ｄ７１／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５０％

Ｂ３２Ｂ７ １１４

以薄层之间的联系为特征的层状产品；特征在于
薄层之间特征的相对方位，或者薄层之间可测量
参数的相对值的层状产品，即包含具有不同物理
性质、化学性质或物理化学性质的薄层的产品，或
以薄层之间的相互连接为特征的薄层产品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 ６９％

Ｈ０１Ｌ２３ １１２ 半导体或其他固态器件的零部件（Ｈ０１Ｌ２５／００优
先）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７９％

Ｈ０５Ｋ３ １１０ 用于制造印刷电路的设备或方法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３５％

Ｆ１６Ｃ１１ １０９ 枢轴；枢轴连接（转向拉杆系连接装置的布置入
Ｂ６２Ｄ７／１６）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９９％

　　５．小结

本文对全球柔性显示技术专利态势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全球柔性显示技

术专利年申请量于２０１１年后呈快速增长态势，全球将继续保持柔性显示技术的研

发热潮，日本和美国前期专利布局较多，中国起步相对较晚，但增长速度远快于其

他国家。

中国开始柔性显示技术研发的时候，全球相关专利申请已开始进入缓慢增长

期，但后期发力较足，２０１５年后增长速度明显。

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既是柔性显示领域主要的技术输出地，也是主要技术

输入地，柔性显示技术研发实力与市场发展前景都比较好。从其技术流向来看，我

国专利申请体量虽然最大，但是国外专利技术布局相对较少；韩国主要流向美国，

专利申请量占比达４４７％，其次是中国，占比为２３３％；日本技术流向美国居多，占

比达２１３％；美国技术流向各国较为均匀。

韩国的三星与ＬＧ公司在柔性显示技术领域相对具有较大传统优势并保持稳

定的发展，而我国不少企业近年来在柔性显示技术领域则非常活跃，但在国外市场

的专利布局仍然较弱。

９２知识产权动态



我国柔性显示技术的研发参与公司较多，其中较具优势的是京东方、华星光电

与维信诺；而韩国、日本、美国则主要集中于少数公司，且很注重国外专利保护，在

主要的国家／地区都进行了专利布局。而我国的主要专利申请人，目前仍然以国内

为主战场，国内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全球保护意识亟待提升！

欧桂燕　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天津工业生物所顺利通过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监督审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实施运行情况进行了首次监督审核，研究所所长马延

和、副所长孙际宾，各职能处室、研究单元负责人及知识产权专员等６０余人参加了

本次审核的首末次会。

审核组首先与管理者代表就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了

深入的沟通与交流，随后根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相

关要求，对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细致审核。审核组一致认为，天津工业生物所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运行良好有效，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工作扎实，全体人员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较高，管理体系评价改进工作有效实施，本次审核未发现不符合项，推荐保

持认证。

末次会议上，马延和对中知认证公司的辛勤工作与指导表示感谢，并对研究所

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知识产权是贯穿科学、技术与产

业的核心产品，在当前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建设背景下，研究所要进一步优

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加强专利战略布局，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价值，提高知识产权

创造与运用能力，大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升级。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１０４０１５／ｔｔｘｗ／２０２００９／ｔ２０２００９１１＿５６９５８２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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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所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宣贯会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组织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贯标宣贯会，所长徐瑚珊、副所长胡正国、贯标工作组成员、相关科研／支撑部门

负责人和所级知识产权专员６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胡正国主持。

宣贯会上，徐瑚珊宣读了《知识产权手册颁布令》，并任命胡正国为管理者代

表，要求全所各相关部门统一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

准要求，探索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胡正国宣读了《知识产权

方针、目标》文件，明确了研究所各部门知识产权体系运行工作的具体分工和职责。

成果转化与产业处处长李国宏就所内知识产权贯标节点、进展等情况进行了汇报，

并对下一步体系运行期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说明。

会议还邀请了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起草人之一韩奎国对体系标准进行了解读。随后，贯标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分部门

开展了体系贯标实操培训。

近代物理所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３２家贯标单位之一，正在全面推动贯标工

作。各部门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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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ｚｂ．ｃａｓ．ｃｎ／ｑｙｃｘ／２０２００８／ｔ２０２００８２８＿５６７９３７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

成都山地所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启动与培训会

近日，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召开贯彻国家标准《科研组织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启动与培训会。会议邀请中科院科技政策与

管理科学研究所刘海波研究员和上海硅酸盐所科技产业处王凤艳专员授课，贯标

辅导机构四川九鼎天元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廖、李芳明等到会介绍贯标相关

情况。成都山地所副所长陈晓清、苏立君出席会议，相关职能与业务部门负责人、

１３知识产权动态



代表以及所级知识产权专员、研究生等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科技处副处长

刘琴主持。

苏立君作了动员讲话，强调了贯标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知识产权工作是研究

所创新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发布和实施将极大地

推动山地所知识产权规范化管理，降低风险，引导研究所建立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还将极大激发广

大科研人员创新活动。同时要求各部门积极参与、全力投入。

刘海波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作了重点讲解，从标准制定背景、与企

标学标的区别以及各章节重点条款做了阐释。王凤艳介绍了上海硅酸盐所贯标工

作经验。与会专员就贯标如何更好地开展进行了讨论，表达了对贯标工作的支持，

并就部分工作提出了工作建议。

陈晓清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贯标工作是系统工程，涉及科研项目管理、人员管

理、资产管理、信息管理以及成果管理等方面，要求各实验室、中心以及管理、支撑

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同时要求大家分配好时间，做到日常工作和贯标两不耽

误、两促进。他指出，知识产权贯标不是一次性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山地所要以贯

标为契机，通过规范化、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设，使知识产权管理更科学、更安全、更

高效，为研究所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会议期间，所领导为研究所２０余位知识产权专员颁发了聘书。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ｂ．ｃａｓ．ｃｎ／ｓｙｇｚｄｔ／２０２００９／ｔ２０２００９２１＿５７００２７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

西安光机所发布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文件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综合科研处在祖

同楼二楼报告厅组织召开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讲培训会。参加会议的有四

大研究部所属的２６个科研单元以及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有关的１０个管理支撑部

门的知识产权贯标工作人员。

培训会由综合科研处马苑馨主持，并邀请了氢智汇知识产权机构刘海燕老师

做线上视频指导。马苑馨总体介绍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施要求以及贯标

２３ 知识产权动态



工作整体安排，并现场向各部门发放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文件。刘海燕依次介绍

了体系文件中各部门与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内容、职责以及需要填写的表单，并用

实际案例详细指导了表单填写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现场安排了交流答疑环节。

知识产权管理是科研组织创新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科研组织科技成果转

化的关键环节。伴随着国家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科学院及所

属科研机构正在深入贯彻落实 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ＩＰ／ＸＧＳＣ２０２０Ａ０）（以下简称《手册》）正是依

据上述标准并结合研究所实际情况编制的。《手册》是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工

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首个知识产权系统性管理文件，阐明了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

方针目标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标准和要求，是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的行为准则。

《手册》对各部门与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科研项目

进行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进行了指导，首批进入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项目应严格

执行相关要求，其余项目参照执行。《手册》的记录表单尽量贴合原有的相关管理

模板，可操作性强，同时能起到规范管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目的。此次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文件修改过程中，广泛听取并征求了各部门的意见，确保体系运行的适

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文件的发布是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

志，也是研究所今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将进一步规范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加强研究所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

权质量和效益提升，服务研究所创新发展。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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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

合肥研究院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为在合肥研究院范围内建立一支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队伍，有效

开展后续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外审工作，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科技促进发展处组织举办了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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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知识产权贯标部门联络人、各研究中心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覆盖项目知识产

权专员等１０２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邵烨博士、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部部长张恒君博士进行现场

授课。

科技促进发展处处长邓国庆首先做了开班讲话，指出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目前正处于试运行阶段，计划于９月末开展体系内审工作。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内审是运行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是落实与实现知识产权目

标的有力工具。通过内部审核，能够发现新的需求，得到更多的改进机会。他希望

学员们能够扎实学习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理论知识，提高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成为一名合格的内审员。

邵烨给大家深入解读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标

准。邵烨是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国家首批注册审核员，具有１０年以上知识产权从业

经验。他通过对常见问题与典型案例分析，让学员们认识到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

性，以及各部门需要制定的方针和目标。

张恒君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认证与审核实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

与管理评审的实施》２门课程，让学员们明确了体系内审的含义及具体流程，知晓

如何准确、有效开展体系内审工作。

科技促进发展处知识产权办公室组织了内审员资格考试，通过考试的学员获

得“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证书”，并将在研究院知识产权体系建设中

发挥重要作用。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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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光机所举办２０２０年度

所级知识产权专员培训和考试

为贯彻《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对科研项目知识产

权全过程管理有关要求，加强本所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举办２０２０年度所级知识产权专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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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及专员资格考试。院级、所级知识产权专员，各研究部室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

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知识产权专员，部门知识产权联系人共 ７０余人参加

培训。

文献情报中心首席情报专家赵亚娟研究员以《支撑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的专

利导航》为题，介绍了专利导航的应用场景、工作内容，着重阐述了科研项目知识产

权全过程管理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管理要点。郑丽丽、陈启梅两位老师分别围绕专

利申请文件撰写、专利申请前的检索分析为题作报告，赵萍老师带领与会人员进行

了构建专利检索式的实战练习。本次培训内容环环相扣、干货满满、急科研人员之

所需，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培训结束后，组织了２０２０年度所级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有４０名职工参加

了考试。

为提升知识产权专员培养质量、切实提升专员实战能力，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专

员培训采取线上课程和线下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并邀请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专家

定向开发培训课程，本次培训和考试得到所属部门的积极响应，收到良好效果。长

春光机所将继续为知识产权专员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创造健康稳定的学习成长

环境。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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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行业合作有助解决
在线假冒和盗版问题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两份报告显示，行业主导的谅解备忘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ｏＵ）能够有效解决网上销售假冒商品的问题并防

止他人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网站上投放广告。公布的报告重点关注了２０１１年“互联

网销售假冒商品谅解备忘录”和２０１８年“在线广告和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的运作

情况。对２０１１年谅解备忘录评估显示：２０１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期间，行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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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网上市场假冒商品方面有持续的合作；对２０１８年谅解备忘录评估表明：谅解

备忘录使品牌商意识到他们的广告可能最终会出现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网站上，并

且自谅解备忘录推出以来，欧洲企业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网站上投放广告的比例下

降了１２％。这两份谅解备忘录的做法为签署方设定了标准，并促使其他利益相关

者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假冒和盗版。

邓文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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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包容性和多样性》报告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包容性和多样

性》报告（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２０１９２０２０）。报告概述了ＵＫＩＰＯ的内部

组织结构、在包容性和多样性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未来重点关注的事项。报告指

出，不少国家将知识产权列为国家战略性优先领域。报告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

员工展示思想的多样性，可以确保能更好地反映其服务的社会。包容性的文化和

环境，才能培养敬业和积极进取的人才。报告指出，ＵＫＩＰＯ正在创造一个属于全体

员工的、包容、开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ＵＫＩＰＯ接受思想的多样性并重视每个员

工的差异，给所有人公平的机会。同时专注于嵌入“ＯｎｅＩＰＯ”的文化，以实现包容

性、多样性的组织转型。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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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成立国家扩大创新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成立新的国家扩大创新委员

会（ＮＣＥＡＩ），以推动美国的发明、创新和创业。ＮＣＥＡＩ的诞生源于 ＵＳＰＴＯ２０１８年

ＳＵＣＣＥＳＳ法案研究中提出的一项建议。这项研究评估了女性、少数族裔和退伍军

人作为美国授权专利发明人的参与情况，并提议建立一个理事会，促进创新的包容

性，促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作为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发展和参与。

ＮＣＥＡＩ由企业、学术机构、非营利组织、专业人士和政府组织的领导组成，将通

过鼓励不同人群、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上的人多方参与，帮助 ＵＳＰＴＯ制定全面的

国家战略，以建立一个更加多样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创新生态系统。

邓文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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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推进科研加速计划

２０２０年９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宣布创建融合加速器（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计划，以整合多学科的研究和创新过程，并将研究和发现向有效解决方

案过渡。该计划旨在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大和完善 ＮＳＦ的工作，以支持基

础科学探索，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包括来自行业、基金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

他部门的利益相关者。ＮＳＦ将投资超过２８００万美元，来推动９个研究团队的工作，

这些团队将应对国家级的社会挑战，专注于开放知识网络、人工智能和未来工作以

及国家人才生态系统等领域，将研究和发现转化为具有影响力的解决方案。

未来两年，这些进入研究第二阶段的团队将继续依据融合加速器的基本思路，

包括利用创新流程、整合多学科研究和跨领域合作伙伴关系来开发解决方案原型，

并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模型，以便在ＮＳＦ的支持之外继续发挥作用。

邓文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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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地区启动创新者虚拟训练营

２０２０年８月，美国芝加哥的研究和创新中心发现伙伴学院（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Ｉ）正在为那些试图将自己的技术想法推向市场的企业家们发起一个虚

拟的训练营。这个为期７周的项目将招募１１个团队，由来自芝加哥研究型大学的

学生和教职员工组成，这些大学包括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伊利诺伊理工大

学、西北大学、德保罗大学等，来自社区的企业家也可以参加虚拟训练营。参与者

将获得训练营的支持以扩大他们的网络并将他们的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该项

目是国家科学基金会ＩＣｏｒｐｓ项目的扩展。

ＤＰＩ执行董事ＢｉｌｌＪａｃｋｓｏｎ指出，ＤＰＩ将与芝加哥合作大学以及更广泛社区的企

业家一起，扩大ＩＣｏｒｐｓ项目在芝加哥的影响力，将研究从实验室转移到市场需要

各方齐心协力，ＤＰＩ首先将为更多企业家提供支持，让他们追求能够创造高工资工

作和社会影响的商业变革。

邓文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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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０日

日本专利局将开展活用设计思维的
知识产权支持项目

２０２０年９月，日本专利局计划开展“活用设计思维的知识产权支持项目”，以

便在应用设计思维构建理想的新型知识产权制度时，提供基于专业知识的支持。

日本专利局于９月１１日公开向私营企业招募该项目的实施者。该项目旨在通过

使公司和个人的创意与现有知识产权相匹配，来支持知识产权成果商业化。在该

项目中，日本专利局委托的私营企业将进行具体事例的调查并匹配特定的案例，将

至今为止未能利用知识产权的个人以及小团队的想法和产品，用知识产权制度加

以保护并进行传播。同时需要整理并普及相关信息，使得不具备知识产权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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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来也能更好地进行实践。为此，被委托的私营企业应基于专业知识进行讨论

并为创新对象提供支持。日本专利局为该项目设定的预算规模为一千万日元（含

税）。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ｎｅｗｓ／ｃｈｏｔａｔｓｕ／ｋｏｂｏ／２０２００９１１＿ｄｅｓｉｇｎ．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デザイン思考を活用した知财の活用支援事业」にる企画

竞争（委皏先の公募）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传染病相关专利申请趋势报告

２０２０年８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与传染病相关的专利申请

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传染病相关专利家族的申请量自１９９０到２００４年逐渐增加，

最高达到了约６０００项。２００６年以后先是逐渐减少，之后又呈增长趋势，到２０１５年

达到了约５２００项。从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５年各国及地区申请所占比例来看，美国提交的

申请占了将近一半，为４９５％，其次是德国（１２２％），英国（９７％），日本（９３％），

法国（８５％），中国（７０％）。

与欧美和中国不同，日本在局部消毒剂、抗菌剂、抗寄生虫剂方面的专利申请

相对较多。此外，日本提交的专利申请中，流感相关专利比例比其他国家要高。报

告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抗流感药物使用国，且开发了第一种抗

流感药物，可见日本在该领域相对具有优势。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ｗｐ／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ｃｏｌｕｍｎ＿２０２０＿２．ｐｄｆ

原文标题：感染症に
"

する特许出愿动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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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简化外观设计申请程序要求

近期，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已大幅简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程序的要求，并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正式施行。此后在申请字体设计的专利时，允许以ＴＴＦ字体文

件格式提交，不需要额外再制作设计图片。ＴＴＦ是在字体设计时所必需的代表性

字体文件格式，在变化文字大小时可保持其字体形态不变。此前在开发制作字体

后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时，需要额外制作并提交设计图片，新政策实施后，可节约制

作设计图片的时间和费用。与此同时，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时，针对基于３Ｄ立体设

计文件格式（３ＤＳ、ＤＷＧ、ＤＷＦ、ＩＧＥＳ、３ＤＭ）提交的图片，允许用２Ｄ平面设计文件格

式（ＴＩＦＦ、ＪＰＥＧ）对图片进行修改。此前在申请修改外观设计专利图片时，要求提

交与申请专利时相同格式的文件，今后将取消该限制，申请人可依据个人情况选择

合适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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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４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修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

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在第２７届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上联合有关

部门发布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修正方案。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知识产权是

国家间经济、技术竞争的核心对象，本次修正方案通过改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

系，搞活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营造对知识产权进行二次投资的良性环境。为修改知

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韩国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三大战略：（１）提升知识产权价值评

估服务质量；（２）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价值评估服务；（３）促进公正价值评估以及

民营知识产权评估服务业的发展。

新政策的实行将使韩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得合理评估，并构建以知识产权价

值评估为基础的良性循环体系，为韩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韩国政府表示通

过该措施，计划到２０２４年将韩国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市场规模扩展至每年２万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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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数据库规模扩充至２０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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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５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海外企业支援优秀案例集

为保护与加强出口企业的权利，２０２０年８月，韩国知识产权局与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共同发布了《海外知识产权中心企业支援优秀案例集》。其中收录了

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韩国海外知识产权中心支援韩国企业在中国、泰国、越南、美国、德

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８个国家内保护知识产权的成功案例。具体阐明了海

外知识产权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韩国企业通过海外知识产权中心可以获得的相

应支援。例如：新产品上市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战略；商标注册后的管

理要领；未经授权恶意使用本地商标；侵犯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产品的海外市场流

通；入驻网上购物平台后收到警告函等。通过该案例集，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以

及纠纷对象的特征作为解决方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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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２日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智能商标”计划试运行

为了帮助打击假冒产品，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开始与行业和

政府合作伙伴试用“智能商标”计划，期望将其作为识别和验证正品产品和销售渠

道的有效工具，使消费者确信他们从合法来源购买了正品。

智能商标是一个使用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平台，企业可以将某些产品及其销售

渠道和商标用途链接到其在澳大利亚商标注册簿上发布的注册商标，以验证合法

性。目前正在试用的平台包括３个主要步骤：（１）商标所有者向澳大利亚知识产权

局提交某些产品信息和／或域名地址；（２）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通过将商标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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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详细信息链接到澳大利亚商标注册簿来存储信息并认证商标；（３）经认证

后，信任徽章会显示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的相关网站上。信任徽章将链接已注

册商标的详细信息以及网站已通过验证的信息，消费者可以通过参考信任徽章以

数字方式验证智能商标。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ｎｄａｑ．ｃｏｍ／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９８１７７６／ｃｏｍｂａｔ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ｅｒｓｓｍａｒｔ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ｂｙ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原文标题：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ｏｍｂａｔ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ｅｒｓ：Ｓｍａｒｔ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ｙＩ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开展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计划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新加坡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Ｓ）和新加坡商业联合会（ＳＢＦ）正式

宣布了精通知识产权的企业劳动力计划（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ｆｏｒＩＰＳａｖｖ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ＷＩＳＥ），该计划旨在帮助新加坡企业通过知识产权发现新的商机并获得新的

能力，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ＷＩＳＥ将在２０１９年推出的知识

产权技能框架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支持，以提高员工的知识产权素养和管

理水平。企业还将具备知识和技能，以识别新的商机，保护无形的商业资产并最大

程度地降低知识产权侵权引起的高昂诉讼风险。自２０２０年４月以来，制造业、信

息通信和教育领域的多家公司已经参与了该试点计划，并将在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完

成计划中的内容。

这项新计划是ＩＰＯＳ与ＳＢＦ之间持续合作关系的一部分。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

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ＭＯＵ），重申 ＩＰＯＳ和 ＳＢＦ将继续致力于帮助新加坡公司

创建、使用和获取知识产权的竞争优势。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ｇ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牽ｉｄ＝５６４０８＆ｌａｎｇ＝ｅｎ

原文标题：ＩＰＯＳａｎｄＳＢＦ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ｏＨｅｌ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ｍｅｒｇ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ｆｒｏｍＣＯＶＩＤ１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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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知识产权周拟探讨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
知识产权挑战

据新加坡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Ｓ）官方网站消息，由ＩＰＯＳ组织的全球会议新加坡知

识产权周（ＩＰＷｅｅｋ＠ＳＧ）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７日通过线上方式进行，重点

讨论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在帮助企业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方

面所起的作用。此外，业界领先企业和全球知识产权局的负责人将在知识产权周

会议期间讨论企业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来改善现金流，增加新的业务收

入来源，并减少在疫情危机中因知识产权侵权而付出昂贵诉讼费的风险。

２０２０新加坡知识产权周的参会者包括中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美国等知识产

权局和组织负责人以及 ＯＮＥ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乐高集团、Ｒａｚｅｒ和 ＺｏｕｋＧｒｏｕｐ等业界

领先的公司，同时会议还将首次设立“人类创新奖”，以表彰新加坡公司在抗击ＣＯ

ＶＩＤ１９中的七项创新，包括将ＣＯＶＩＤ１９检测试剂盒、口罩、诊断试剂盒、拭子盒和

自洁消毒剂推向市场。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ｇ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牽ｉｄ＝５５３９０＆ｌａｎｇ＝ｅｎ

原文标题：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ＰＷｅｅｋ（２５２７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ｔｏＴａｃｋｌ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Ｐ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ＰＯ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０日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ＣＯＶＩＤ１９期间创新者对专利检索需求提升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带来的挑战，创新者对专利检索能力

提升的需求日益增加。２０２０年８月，菲律宾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ＰＨＬ）官方网站指出，

为了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并帮助社会更好地应对新常态，在对创新需求日益增

加的情况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邀请ＩＰＯＰＨＬ开展培训，以帮助他们掌握专利检

索技术，更好地利用专利信息资源。专利检索研讨会是ＩＰＯＰＨＬ的一项常规活动，

ＩＰＯＰＨＬ的专家向参与者展示如何开展专利搜索查询，选择最适合其创新的专利数

据库以及制定自己独特的搜索策略。科学家和发明人通过实施专利搜索，避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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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研发，并以在先研究的专利申请文件为基础，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新的创新。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ｇ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牽ｉｄ＝５６３９８＆ｌａｎｇ＝ｅｎ

原文标题：Ｓｃｈｏｏ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Ｓｅｅｋ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ＵｐｓｋｉｌｌｉｎｇＡｍｉｄＮｅｅｄｆｏｒ

ＣＯＶＩ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ＰＯＰＨ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日

非洲首个知识产权合作项目
确定总体计划与未来活动

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非洲第一个以知识产权为重点的合作项目 ＡｆｒＩＰＩ举行了成

立项目指导委员会（ＰＳＣ）会议，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ＡＲＩＰＯ）、非洲知识产权组

织（ＯＡＰＩ）、非洲联盟委员会（ＡＵＣ）、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作为

该项目的合作伙伴讨论并批准了２０２１年ＡｆｒＩＰＩ的总体计划和未来活动。

ＡｆｒＩＰＩ将于２０２０年全面投入运营，由欧盟委员会和ＥＵＩＰＯ资助并由ＥＵＩＰＯ管

理，在未来四年中将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ＡｆＣＦＴＡ）的活动并促进大陆经济一

体化，旨在强化国家和区域的知识产权机构和执法体系，提高企业和其他经济参与

者的知识产权利益。ＡｆｒＩＰＩ将支持非洲和欧盟的地理标志（ＧＩ）注册，为 ＯＡＰＩ和

ＡＲＩＰＯ成员国制定知识产权指南，并为知识产权审查员提供有关国际框架（例如

《海牙协定》）的培训。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ｕｉｐｏｅｕｆ．ｅｕ／ｅｎ／ａｆｒｉｐｉ／ｎｅｗｓ／ａｆｒｉｐｉｅｎｄｏｒｓ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ａｆｒｉｃａ

原文标题：ＡｆｒＩＰＩｅｎｄｏｒｓ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

美犹他大学推出生命科学新创业孵化器

２０２０年８月，美国犹他大学技术与风险商业化中心（ＴＶＣ）和生物技术公司Ｒｅ

ｃｕｒｓｉｏｎ共同推出新创业孵化器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Ｌａｂ，并宣布了首批接受合作计划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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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Ｌａｂ是同类计划中第一个孵化器与加速器混合的计划，专注于发展医疗保

健领域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业务，将起到识别、支持和加速犹他州生命科学与医疗保

健初创企业的作用。

入驻孵化器的创业者将有机会使用配备了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工具、实验室以

及现代办公和网络设备的设施。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Ｌａｂ还将提供研讨会、各类指导和非稀释

性资金，以解决代表性不足的创始人（ｕｎｄ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ｆｏｕｎｄｅｒｓ）所面临的机会

缺口。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ｖｃ．ｕｔａｈ．ｅｄｕ／ｎｅｗｓ／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ｌａｂｂｒｉｎｇｓ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ｕｔａｈ／

原文标题：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ＵＴＡＨＬＡＵＮＣＨＲＥＧＩＯＮ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

美律所提出被许可人在破产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美国 ＦａｒｅｌｌａＢｒａｕｎ＋Ｍａｒｔｅ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ｅｗｉｓ指出在经济动荡时期，许可方破产的情况下被许可人可以采取三条措施保护

其被许可的知识产权。文章指出，为了减轻可能因许可人的破产而使被许可人失

去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而造成的损失，《破产法》第３６５（ｎ）条明确规定知识产权被

许可人的权利不能由于许可方根据第３６５（ａ）条法规拒绝许可而单方面中断。三条

措施是：（１）跟踪许可方的偿付能力状态，被许可人应保持警惕，密切关注许可方发

出的破产前警告信号；（２）仔细考虑拒绝许可证的选择，如果许可证仍有重大义务

需要双方履行，被许可人应评估其是否能够根据第３６５条保留其关键权利；（３）确

认许可证已正确记录，如果许可证本身需要根据非破产法进行记录，被许可人应确

保他们已向适当的实体提交了任何必要的记录。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８／１９／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ｓｌｉｃｅｎｓｅｅｓｃａｎｔａｋｅ

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ｉｐ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ｉｄ＝１２４３３３／
原文标题：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ｓＬｉｃｅｎｓｅｅｓＣａｎＴａｋ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ＩＰ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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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中心承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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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中心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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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允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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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中心发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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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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