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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动态 1

政策规划

中国

习近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 11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

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

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

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就这个问

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

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

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我们要认清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的形势和任务，总结成绩，查找不足，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强调，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署推动了一系列

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行动、规划，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坚

决依法惩处侵犯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总的看，我国知识产权事业

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要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明确目标、任务、举措和实施蓝图。要坚持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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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人民利益至上、公正合理保护，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和

激励创新兼得。要加强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在严格执行民法典相

关规定的同时，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筹推进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

反垄断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修订工作，增强法律之间的一致性。要加强地理标

志、商业秘密等领域立法。要强化民事司法保护，研究制定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

律的诉讼规范。要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和效率，提升公信力。要促进知识产权

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要完善刑事

法律和司法解释，加大刑事打击力度。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舆论关注、侵权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要重拳出击、整治到底、震慑

到位。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

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

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要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

体制，增强系统保护能力。要统筹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

工作，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要形成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体系，让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要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化、智能化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要鼓励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机制，

推动诚信体系建设。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

产权的意识。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在知识产权领域部署推动了一系列改革，要继续抓好落实。要研究实行差别化

的产业和区域知识产权政策，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要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

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时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

等领域保护办法。要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健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完善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抓紧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要健全知识产权

评估体系，改进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研究制定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相关制度。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要坚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

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

和标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要讲好中国知

识产权故事，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要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合作，倡导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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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要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要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

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保护，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要

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正当有力的制约

手段。要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用，完善跨境司法协作安排。要

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责任，强化知识产权工作相关协调机制，

重视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工作合力，坚决打击假冒侵权行为，坚决克服

地方保护主义。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加强学习，熟悉业务，增强

新形势下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领，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

的台阶。

李姝影 摘编

来源：

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9580928?channel=weixin&from=timeline&i

sappinstalled=0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四款修改为：“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

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

应用的新设计。”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

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

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

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

三、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九条。

四、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鼓励被授予

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使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合理分享创新收益。”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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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专利权，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构成垄断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处理。”

六、删除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

将第二款修改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完整、准确、及时发布专利信息，提供专利基础数据，定期出版专利公报，

促进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

七、在第二十四条中增加一项，作为第一项：“（一）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

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

八、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

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九、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

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

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

有优先权。”

十、将第三十条修改为：“申请人要求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优先权的，应当

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第一次提出申请之日起十六个月内，提交第

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要求外观设计专利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

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

优先权。”

十一、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

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

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

权的期限为十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五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自发明专利申请日起满四年，且自实质审查请求之日起满三年后授予发明

专利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就发明专利在授权过程中的

不合理延迟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但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理延迟除外。

“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相关

发明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补偿期

限不超过五年，新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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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将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中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修改为“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

十四、将第六章的章名修改为“专利实施的特别许可”。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专利公共服务，促进

专利实施和运用。”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条：“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并明确许可使用费支付方

式、标准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实行开放许可。就实用新型、外

观设计专利提出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

“专利权人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由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予以公告。开放许可声明被公告撤回的，不影响在先给予的开放许可的效

力。”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意愿实施开放许

可的专利的，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并依照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

准支付许可使用费后，即获得专利实施许可。

“开放许可实施期间，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相应给予减免。

“实行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可以与被许可人就许可使用费进行协商后给予普

通许可，但不得就该专利给予独占或者排他许可。”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当事人就实施开放许可发生纠纷的，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

行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九、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六条，将第二款修改为：“专利侵权纠纷涉

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

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

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

权纠纷的证据；专利权人、利害关系人或者被控侵权人也可以主动出具专利权评

价报告。”

二十、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为：“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外，由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

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处

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一、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九条，修改为：“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根

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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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

“（二）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三）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

“（四）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

“（五）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时，可以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所列措施。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两款规定的职权时，

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专利权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

“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专

利侵权纠纷，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合并处理；对跨区

域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请求上级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

理。”

二十三、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七十一条，修改为：“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

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

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

理确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万元以

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

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

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

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二十四、将第六十六条改为第七十二条，修改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

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妨碍其实现权利的行为，

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措施。”

二十五、将第六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三条，修改为：“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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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

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二十六、将第六十八条改为第七十四条，修改为：“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

为三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以及侵权人之日

起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

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利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使

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药品上市审评审批过程中，药品上

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

产生纠纷的，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

方案是否落入他人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作出判决。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规

定的期限内，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作出是否暂停批准相关药品上市的决定。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就申请注册的

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行政裁决。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药品上市许可审批

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阶段专利权纠纷解决的具体衔接办法，报国务院同意后实

施。”

二十八、删除第七十二条。

二十九、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九条，第七十四条改为第八十条，将其中

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本决定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18/c_1126624476.htm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0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办案指南》
《查处假冒专利行为和办理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案件

指南》《专利行政保护复议与应诉指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加强专

利执法指导工作，统一执法标准，强化专利权保护，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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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了《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办案指南》《查处假冒专利行为和办理专利标识标注

不规范案件指南》《专利行政保护复议与应诉指引》。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大力推进专利行政保护规范化建设，先后制定《专

利侵权判定和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指南(试行)》《专利行政执法操作指南（试行）》

《专利侵权行为认定指南（试行）》《专利行政执法证据规则（试行）》《专利纠纷

行政调解指引（试行）》《专利执法行政复议指南（试行）》《专利执法行政应诉指

引（试行）》《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案件办理指南（试行）》等一系列办案规范性

文件，有效规范了执法工作，全面提升了办案水平。这些文件印发后也得到地方

局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好评。

2018年，中央明确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对商标专利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

具体包括制定商标专利执法的检验、鉴定和其他相关标准。此次指南（指引）的

修订，既是落实机构改革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执法业务指导的现实需要，也是

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具体举措。三个指南（指引）对已有的

专利执法系列文件进行了及时地汇总、整合、修改，对执法办案部门实践中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升，从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办案、查处假冒专利行为

和办理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案件、专利行政保护复议与应诉三个方面更好地指导、

规范执法办案部门专利行政执法保护工作。三个指南（指引）均包括正文与相关

文书表格，共计 22万余字。

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一步加强商标专利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通过

标准制定、案例指导、行政答复、开展培训等一系列工作不断完善业务指导体系，

提升执法保护水平，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zscqgz/1150245.htm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1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指引》

2020年 11月 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

作指引》。全文内容如下。

为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

（国知发服字〔2019〕46号），织好知识产权服务网，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信息公

共服务节点、网点作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

特制定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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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主体

本指引所称服务主体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各类节点、网点。

节点是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所属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国家级、

省级和部分区域中心城市节点构成全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主干网络；节点负

责面向所在区域提供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辐射、支撑区域内服务网点。

网点是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信息服务机构，包括技术与创新

支持中心（TISC）、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以及其他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情报机构、公共图书馆、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机构、行业组织、市场化服务

机构网点等。网点联接依托主干网络，主要面向社会公众、创新创业主体以及特

定领域或特定行业提供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供给。

在保证基础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具备相应资质和

服务能力的节点、网点提供低成本专业化公共服务。

二、服务原则

（一）基础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积极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围绕

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需求，主动面向重点产业、重大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

化等提供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支持。

（二）便利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明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事项，明

确可提供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内容，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单位网

站等向社会公布，保障服务的针对性、可及性、便利性。

（三）规范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工作制度和规范，

积极推广应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数据采集和加工、信息利用、信息服务等方面

的规范和指引，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四）创新服务。各类节点、网点应当利用新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

服务，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反馈机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水平。

三、服务重点

（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各类节点应当发挥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

服务体系主渠道作用，面向政府部门、创新创业主体、社会公众等提供知识产权

信息基础性支撑服务，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积极宣传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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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相关政策，发挥节点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开展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节点、网点间交流协作。

1．国家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主要承担全国性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

析技能提升指导、公益培训、信息咨询等工作，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信息基础分析

工具开发等基础性工作。

2．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主要在省（区、市）知识产权局支持下

参与构建本地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对地市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

点进行业务指导，参与地方特色化、差异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聚焦区域重点产

业，开发本地专题数据库，开展知识产权宏观数据统计、产业知识产权发展态势

分析等，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分析支撑，协助省（区、市）知识产权局

做好区域内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资源的统筹工作。支持鼓励具备数据加工能力的省

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参与国家重点行业领域知识产权数据加工等基础

工作。

3．区域中心城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主要推动区域创新主体知识产

权信息利用能力提升，加强知识产权政策宣传，协调区域内公共服务网点，根据

地区需求提供个性化、特色化区域信息公共服务，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便

利化、普及化、精准化，促进知识产权信息与当地产业、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二）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高校国

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按照相关建设实施办法要求开展工作。其他各类网点应

当结合本单位工作基础，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融入日常工作，根据服务对象

的共性需求和特点，针对性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1．高校类服务网点应当发挥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信息公

共服务纳入日常教学、科研管理，面向高校师生开设知识产权信息利用课程，举

办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培训，增强高校师生知识产权意识，探索建立知识产权

素养教育人才档案。积极服务高校科技创新、学科建设、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

促进高校发挥创新源头作用。鼓励支持有服务能力的高校网点扩大服务范围，服

务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发挥专业与学科优势，开展行业专利信息分析。

2．科研院所、科技情报机构类服务网点应当将知识产权信息利用贯穿于本

单位科技项目的立项、研发、产出成果等全流程，推动提升研发起点，促进研发

成果形成高质量知识产权，助力研发成果转化。在做好本单位服务的同时，鼓励

支持有服务能力的科研院所、科技情报机构类网点扩大服务范围，积极服务地方

经济和产业发展；发挥专业与学科优势，开展行业专利信息分析。

3．公共图书馆类服务网点应当发挥场地资源齐备、受众广泛等优势，结合

参考咨询等职能工作，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咨询服务，通过举办展览、讲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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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公开课、阅读推广等活动，增强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推动知识产权基础知

识传播。

4．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机构类服

务网点应当发挥生产要素聚集优势，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深度融入园区技术

转化、企业创新、产业发展。积极为园区内企业和服务机构搭建对接交流平台，

推进产学研合作和整合创新资源。

5．行业组织类服务网点尤其是知识产权领域行业组织应当加强横向合作，

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将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融入行业服务，建立行业专题数

据库，重点面向成员（会员）单位开展信息利用培训、信息推送等服务。

6．市场化服务机构类服务网点应当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与知识

产权专业服务相融合，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服务对象多层次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需求。鼓励支持市场化服务机构向社会免费或者低成本提供公益性信息服务。

四、服务内容

（一）基础性服务。各节点、网点应当根据自身基础和条件，向服务对象免

费提供相应的基础服务。

1．开展知识产权公益培训、公益讲座等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知识产权基础

知识和信息利用方法技能。

2．指导服务对象进行基础性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查询和分析。

3．通过节点、网点协作开展知识产权文献传递。

4．通过电话、网络、窗口等途径开展知识产权文献信息、信息分析利用相

关咨询服务。

5．传播知识产权信息，推广公益性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成果。

6．充分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单位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资源，向创新

主体和社会公众进行推广。

7．其他基础性服务。

（二）专业化服务。鼓励各节点、网点根据机构性质、资源优势、服务能力

和服务对象需求，提供低成本专业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1．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各类知识产权专业检索和分析服务。

2．面向特定技术领域创新需求，提供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建设服务。

3．面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各类主体，结合实际需求，开

展区域规划、产业规划、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人才管理等专利导航服务。

4．面向国家和地方重点产业、企业等市场主体开展专利预警服务。

5．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特别是确权、维权、交易、转化等提供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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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信息服务支撑。

6．面向多层次、多样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需求，开发特色化知识产权信息

应用工具。

7．其他专业化服务。

五、服务保障

（一）加强资源保障。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应当在服

务机制、数据资源、规范建设、培训工作等方面为节点、网点提供指导和支持；

通过组织实施公共服务项目等形式，支持引导节点、网点提供高质量知识产权信

息公共服务产品。国家知识产权局、省（区、市）局、地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应当在知识产权专项经费中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预算项目。协调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对行业内服务网点提供政策、资源支持。各类节点、网点应当根据知识

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定位、目标，做好人员、服务系统和数据资源、硬件、场地等

基础服务保障。

（二）加强互联共享。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推动

特色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丰富服务功能；与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各省

市平台、区域内相关服务平台加强互联共享，打破信息和服务孤岛，形成叠加服

务效能；健全完善需求供给对接渠道，共享专题数据库、分析工具等服务资源，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三）加强交流协作。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样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经验

交流机制、服务协作机制、服务资源和成果共享机制，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节点、

网点工作交流，建立节点、网点间联系渠道，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等搭

建服务协作、资源和成果共享平台。

（四）重视服务反馈。鼓励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加强区域知识产权信

息公共服务效能评估，通过常态化评估促进节点、网点服务质量和效能提升。各

节点、网点应当设置专门渠道收集和接收相关意见、建议，根据服务效果反馈主

动改进服务，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五）加强宣传推广。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应当积极总结实践经验，

挖掘报送区域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等途径和

方式，对各地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优秀实践》，发挥优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实践的示范、引导作用。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s://www.cnipa.gov.cn/art/2020/11/6/art_75_154666.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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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中欧启动 PCT/ISA专利试点项目

欧洲专利局（EPO）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之间为期两年的

PCT/ISA专利试点项目将于 2020年 12月 1日开始实施。该项目使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民和居民在根据《专利合作条约》（PCT）以英语提交国际申请时，可选

择 EPO作为国际检索单位（ISA）。该试点项目将对以 CNIPA或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国际局（IB）为受理局的申请人开放，最初 12个月的申请总数限制在 2500件，

接下来的 12个月限制在 3000件。

在过渡阶段，将 CNIPA作为受理局提交国际申请并选择 EPO作为 ISA的申

请人需要以欧元直接向 EPO支付国际检索费，计划不久将使参与试点的申请人

能在提交申请时向 CNIPA支付这笔费用。如果 PCT申请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民或居民，并且由 EPO作为 ISA 进行了国际检索，则也可以向 EPO提交国际

初步审查请求。根据 PCT第二章，申请人应直接向 EPO支付相应的费用。

EPO提供国际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为申请人提供了发明可专利性的明确

评估，使其能及时、明智地决定是否进入 PCT下的各个国家/地区阶段，特别是

欧洲阶段。此外，希望加快申请速度的中国申请人可以通过 EPO的国际检索报

告和书面意见更早进入欧洲阶段，要求提早处理，并且无需额外的欧洲检索就可

以审查其文件。

邓文鼎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1020.html

原文标题：Joint communiqué EPO-CNIPA pilot starts on 01 December, 2020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2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脱欧过渡期后知识产权法修改概要

【摘要】2020 年 10 月 28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有关知识产权系统在

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将如何运作的关键信息，以及对英国知识产权法进行的修改。

报告详细介绍了英国脱离欧盟后，英国知识产权法中代理的使用与要求、英国服务

地址、知识产权变更三部分内容的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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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28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发布有关知识产权系统在

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将如何运作的关键信息，概述了 2021年 1月 1日之后英

国为确保顺利脱离欧盟知识产权体系，将对其知识产权法进行的修改。

1. 代理的使用和要求

从 2021年 1月 1日起，英国律师将无法在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的新

申请或新诉讼中代表客户，英国商标权利人将需要任命一名欧洲经济区（EEA）

律师，以代表他们进行新的申请和诉讼。但是，《脱欧协议》（WA）表明英国律

师可继续代表客户处理在过渡时期结束时仍在进行的案件。

2. 英国服务地址

英国知识产权局正考虑在过渡期结束时对服务地址（AfS）的规则进行修改，

并就删除欧洲经济区一事发表了征求意见书，这意味着只有英国及其海峡群岛的

AfS可以接受新的申请和提出有争议程序的新请求。服务地址的任何变更将适用

于所有注册的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设计）。

3. 知识产权变更

（1）商标

根据脱欧协议，英国知识产权局将从 2021年 1月 1日起把已注册的欧盟商

标（EUTM）转换为对应的英国商标，每一项权利都将：

 记录在英国商标注册簿上；

 具有与根据英国法律申请并注册的商标同等的法律地位；

 保留原始 EUTM申请日期；

 保留原始的优先权或英国在先日期；

 可以与原始 EUTM分开成为完全独立的英国商标，允许异议、转让、许

可或续展。

用户无需为此权利提出申请或支付申请费，同时不会获得英国注册证书，但

是可以在 GOV.UK上访问有关商标的详细信息，并可进行屏幕截图以证明权利。

在过渡期结束时未注册 EUTM 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将有 9个月的时间在英国申

请相同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将需要支付英国申请费，并且该申请需遵守英国

的审查和公布要求。

（2）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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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脱欧协议，英国知识产权局将在 2021年 1月 1日把注册式共同体外观

设计（RCD）转换成一个重新注册的设计，每一项权利都将：

 记录在英国外观设计注册簿中；

 具有与根据英国法律申请并注册的外观设计同等的法律地位；

 保留原始 RCD提交日期；

 保留原始优先权日期；

 可以与原始 RCD分开成为完全独立的英国设计，允许异议、转让、许可

或续展。

与商标类似，用户无需为此权利提出申请或支付申请费，且不会获得英国注

册证书，但可通过屏幕截图证明自己的权利。同样，在过渡期结束时拥有尚未获

得注册或已推迟发布的 RCD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将有 9个月的时间在英国申

请同样的保护，并需支付英国申请费，该申请也将受到英国审查要求的约束。

（3）国际商标和外观设计

根据脱欧协议，欧盟国际商标和外观设计将继续在英国获得保护。英国知识

产权局将于 2021年 1月 1日把在过渡期结束时受保护的每个欧盟国际商标转换

为一个对应的英国商标，并为国际外观设计重新注册英国外观设计。

（4）未注册外观设计

在过渡期结束之前的未注册欧共体外观设计（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s），将在三年剩余时间内继续受到保护。从 2021年 1月 1日起，英国法律

将提供补充的未注册外观设计（SUD），SUD提供与 RCD类似的保护，但仅限

于英国。SUD将通过首先在英国或其他具备资格的国家/地区披露而建立，而在

欧盟首次披露不会建立 SUD权利。

（5）专利

由于欧洲专利局（EPO）不是欧盟机构，退出欧盟并不影响目前的欧洲专利

制度，覆盖英国的现有欧洲专利也不受影响，因此用户可以通过英国知识产权局

直接向 EPO申请欧洲专利，使用欧洲专利公约（EPC）在欧洲 30多个国家获得

专利保护。并且设在英国的欧洲专利律师能够继续在 EPO代表申请人。

（6）补充保护证书（SPCs）

SPCs是授予在某一国家（而非欧盟范围）的权利，脱欧协议可以确保在过

渡期结束时未决的 SPCs申请将在当前框架下进行核查，并且将提供与现有 SPCs

同等水平的保护，同时用户可以通过继续向 UKIPO提交申请来获得 SPCs。

（7）受北爱尔兰协议影响对 SPCs的更改

由于市场营销许可的法规变更，SPCs申请流程将进行更改，并于 2021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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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起生效。用户需要检查其营销授权是否对整个英国有效，或仅对北爱尔兰

或大不列颠有效。此外，SPCs的申请必须在首次授权后的六个月内提交给英国

知识产权局。

（8）英国与欧洲经济区的平行贸易

在过渡期之后，经权利人或经权利人同意在英国市场投放的商品中的知识产

权，不再被视为在欧洲经济区中已用尽。这意味着，将这些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

品从英国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区的企业可能需要获得权利人的同意。同时，在过

渡期之后，经权利人或经权利人同意，将其投放到欧洲经济区市场的商品中的知

识产权在英国将继续被视为已用尽，这意味着从欧洲经济区向英国的平行进口将

不受影响。

（9）受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区的行动

用户需检查当前是否将合法的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区，这

些带有商标的商品已经在英国市场上投放，并且当前不需要权利人的出口许可。

但用户可能需要联系权利人，以获得在 2021年 1月 1日之后继续出口这些商品

的许可。此外，知识产权权利人可能不允许其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平行出口到

欧洲经济区。用户可能需要根据与知识产权所有人的讨论结果来审查自身的业务

安排。

（10）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动

拥有知识产权（商标、专利、外观设计或著作权）的企业，如果其受知识产

权保护的商品从英国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区，则可能希望寻求法律建议。考虑在

2020年 1月 1 日后是否允许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从英国平行出口到欧洲经济

区。

（11）著作权

英国大多数版权作品（例如书籍，电影和音乐）仍将在欧盟和英国受到保护，

因为英国仍将继续参与国际版权条约。出于同样的原因，欧盟的版权作品将继续

在英国受到保护，这适用于 2021年 1月 1日之前和之后的作品。此外，当前欧

盟成员国独有的跨境版权安排将在过渡期结束时停止。其中包括在线内容服务的

跨境可移植性、卫星广播的版权许可、数据库权利的对等保护、孤儿作品的特例

授权。

（12）地理标志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负责本国农业、食品和地理标志产

品（GIs）。日前已发布指南，包括将于 2021年 1月 1日生效的新英国地理标志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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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鼎 编译，罗 梅 校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intellectual-property-after-1-january-2021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after 1 January 2021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9日

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2020年 11月 26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包括《统一专利法院协议（UPCA）》

在内的批准法案草案。欧洲专利局（EPO）认为，这将有助于在欧盟成员国建立

统一的诉讼制度，使欧洲的创新和投资更具吸引力，促进经济复苏。

德国统一专利法院（UPC）法案将于 2020年末提交德国上议院批准，一旦

通过，预计 2021年成立统一专利法院，2022年开始运行。统一专利和统一专利

法院作为统一专利一揽子计划的组成部分，将补充和巩固欧洲现有的集中专利授

权制度：（1）通过向 EPO提交一份申请，可在多达 25个欧盟成员国获得统一的

专利保护，申请程序更简单、高效。（2）统一专利法院将是一个对 EPO授权专

利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法院，这将有助于全欧洲范围内的专利执法，提高法律确定

性，降低诉讼成本。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1126b.html

原文标题：German Bundestag approves ratification bill on the Unified Patent Court Agreement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3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审查制度改革目标

2020年 11月 16日，日本专利局召开知识产权会议并发布了专利审查改革

目标。针对日本当前专利审查制度现状，制定了 2030年日本专利审查制度改革

的方向性目标，以应对当前多样化的知识产权战略，满足专利申请和审查多样化

的用户需求，解决审查负担过重、人手紧缺、财政吃紧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下专利

申请骤减等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1. 推进专利审查制度创新

通过专利审查的“创新”，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审查资源，为用户提供真正的

“世界最快、最高品质”：①对用户提供价值的重新评估：根据用户的目的进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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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审查，确保审查质量；与用户合作开展高效且适当的审查，提高便利性。②

追求审查过程的更高效率：现有技术调查的“创新”，进一步完善检索工具，利用

概念检索、相似度排序筛选等手段提高检索效率；专利文本撰写的创新，例如倡

导简单易懂、整理要点的撰写形式，强调独立权利要求，简化冗余；检索外包的

“创新”；质量管理的“创新”，包括扎根用户需求、将品质管理落实到每个流程、

推进检查的自动化以及审查量的合理规划。

外观设计审查制度：①业务高效化和提高审查质量的措施：审查工具的系统

化（例如改善审查系统中的现有外观设计调查等），活用民间资源（例如建设有

效检索外观设计信息的数据库），以实现各种业务的高效化，缩短审查结果的等

待时间。②早期审查制度：专利申请受理后，在一定适用条件下，缩短专利审查

时间。③对日本企业海外发展的支援：利用商标的国际注册制度加入海牙协定，

加强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审查实务的研修；通过数字访问服务（DAS），实现外观

设计优先权文件的电子交换。④提升外观设计注册手续的便利性。⑤提高公众对

外观设计的认识：普及外观设计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促进创新创造和品牌构筑

等。

商标审查制度：由于近年来商标申请增加，从首次商标审查通知到注册的时

间有延迟的倾向。日本政府计划，到 2022 年末，首次审查通知时间缩短至 6.5

个月，注册所需时间为 8个月。为此，日本将利用 IN 对策（商标申请合理化）

和 OUT对策（加快商标审查处理），缩短审查时间，并保持申请数量和审查处理

数量的均衡。

2. 新冠疫情下制度改善事项

此次讨论的制度改善事项：①在线审判。无效审判等口头审理可以在线进行

修正讨论。②探讨将包括个人使用在内的、将仿制品带入日本国内的海外经营者

的行为纳入商标法的管制对象。③讨论在灾害等特殊时期，免除专利费等因缴纳

时间延期产生的附加手续费。④重新评估商标国际注册申请手续费，讨论从现行

的 2阶段缴纳转为 1阶段缴纳等程序简化政策。

灾害时的救济制度：①允许文件在事后追加签名或盖章。②明确救济的具体

条件。③明确灾害发生的各个阶段和特殊应对。④灵活处理简化手续。⑤调整由

于灾害增加的手续费。

3.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产业产权制度和开放创新

（1）加强国际合作：①与 44个国家合作，提高专利审查效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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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与外国海关、警察局等合作，减少国外日本品牌的仿制品。③派遣国际研修指

导教官。④在外国事务所配置调查员。

（2）支援中小企业、大学、公共研发机构、新兴企业知识产权事业，促进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①构建促进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全面支援中

小企业从知识产权获取到战略性活用。②推广大学和公共研发机构等的研究成果，

向大学、公共研发机构派遣知识产权专家，支持其开展涉及知识产权战略等知识

产权管理，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③以发掘大学发明和启发研究人员为目的，派

遣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④中小企业费用减免制度。

（3）促进企业间、企业与学校、政府与学校等跨界开放创新：开放创新的

阻碍因素之一是大企业在法律层面上对于技术交易合同认识不足。日本专利局将

提出新的合同形式以解决该问题，促进开放创新的示范合同的多样化，探讨促进

企业间协作、开放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匹配机制。

卢雨欣 编译

来源：

https://www.jpo.go.jp/resources/shingikai/sangyo-kouzou/shousai/kihonmondai_shoi/document/02

-shiryou/02-02.pdf

原文标题：ウィズコロナ／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における産業財産権行政の在り方～審査制度

の在り方、今後の知財政策・制度改正の方向性～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6日

日本专利局修订专利法实施条例及国际申请法
实施条例

2020年 6月 25日，为配合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PCT实施细则）的修订，

日本专利局发布修订部分专利法实施条例及国际申请法实施条例的公告。本次修

订主要包括两点：（1）在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时如果有错误提交的地方，申请之后

可以提交材料补充说明。如果是具有优先权要求的国际专利申请，可以通过引用

申请中的内容来适当补充说明，以保持申请日期不变。（2）根据 PCT实施细则

中关于政府部门中电子通信手段中断的规定，国际申请法实施条例为申请人制定

了新的补救措施，适用于系统停止服务等政府方面的原因导致手续无法完成的情

况。修订后的实施条例将于 2020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行。

谢金秀 编译

来源：

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syoreikaisei/kyoryokujoyaku/tokkyohou_20200625.html

https://www.jpo.go.jp/system/laws/rule/syoreikaisei/kyoryokujoyaku/tokkyohou_20200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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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特許法施行規則及び特許協力条約に基づく国際出願等に関する法律施行規則の

一部を改正する省令（令和 2年 6月 25日経済産業省令第 59号）

检索日期：2020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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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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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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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原文标题：산업재산권분쟁조정위원회,부정경쟁행위및영업비밀침해사건도신청가능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17日

韩国实行专利法与实用新型法新规

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根据《专利合作条约》修改的专利法与实用新型法的

实施细则新规于 2020年 7月 1日起实行。主要内容如下：（1）按照新规，申请

国际专利提交的清单、说明图纸等有误时，允许进行修改。此前由于没有相关的

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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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修正流程，在提交的国际知识产权申请材料有误时，需要重新提交申请。（2）

在国际检索报告出具过程中，对于需修改或增删的部分，缴纳额外的手续费后，

可改为用新修正的申请清单接受国际调查。此次在修改专利和实用新型法规定的

同时，也将改进落实现行制度时产生的部分问题。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向法院提

交申请，要求转让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给他人。但依据现行法律，转让时需要提

交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发明人全员的签名或盖章确认资料。韩国知识产权局考虑

到部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并非直接从发明人处获得知识产权的使用权，获取初始

发明人的签名或印章有一定困难，知识产权人可根据法院决定，转移知识产权时

不提交相关确认资料。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

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

308

原文标题：국제특허출원시잘못제출된부분구제가능해진다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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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1&board_id=press

原文标题：9.1.부터디자인출원보다쉽게바뀐다!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4日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0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0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08
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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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修正案

2020年 9月 24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法系列提案，主

要包括商标法、外观设计法、防止不正当竞争与保护商业秘密法、专利法等修改。

同步实行法定赔偿制度与损害赔偿额限制制度，借以合理化商标权侵犯的损

失赔偿额。国会通过了由创意窃取引发的损失赔偿金额最多可达认证金额的三倍

制度，以及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纠正进行公开等修正案。创意窃取行为引发

的中小企业损失也被纳入侵害经营秘密损失赔偿制度中。与此同时，将不履行不

正当竞争行为纠正建议的行为进行公开，提高行政调查以及市场纠正的实效性。

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行政调查期间，在当事人向产业财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

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可暂停行政调查，纠纷调解达成后终止行政调查，实现早

期纠纷解决。国会还通过了对《专利法》的部分修正，在受害者未提交诉讼的情

况下也可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处罚。此前只有在权利所有人提起诉讼时才可

以进行侵犯知识产权搜查，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

=18461

原文标题：상표·디자인침해,아이디어탈취에대한 3배배상도입등지식재산보호법률국

회통과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5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立法保护虚拟图像外观设计

2020年 12月 3日，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为保护虚拟图像外观设计，将进

一步推进修改外观设计保护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市场上涌现了大量的增

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新技术融合的新型数字产品。外观设计在世

界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新技术外观设计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据韩国设计振兴

院《2019产业设计统计调查》，2018年，韩国外观设计的经济价值为 124.3万亿

韩元，AR、VR、物联网等 18个核心产业群经济总价值为 56.9万亿韩元，其中，

新技术外观设计的经济价值为 17.2万亿韩元，占 31.6%。

现行外观设计保护法只保护实际印刷在物品上的图像，虚拟的图像无法申请

外观设计专利。因此，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将虚拟图像外观设计纳入保护对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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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可进行单独的保护，并将虚拟图像外观设计网络传输、利用记录媒体（USB

和 CD）拷贝后转让、租赁等纳入利用外观设计权的行为中。该外观设计保护法

修正案计划于明年上半年进行国会表决。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

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

585

原文标题：증강ㆍ가상현실속디자인도보호된다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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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20-rg-ru-rospatent-gotov-rassmatrivat-zayavki-v-vide-3d

-modeley

原文标题：Rospatent is ready to consider applications in the form of 3D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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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583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583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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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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petosevic.com/resources/news/2020/07/4307

原文标题：POLAND INTRODUCES SPECIALIZED IP COURTS, NEW TYPES OF COURT

ACTIONS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16日

研究报告

欧美

欧盟委员会发布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促进经济复苏

2020年 11月 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新的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以帮

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SME）充分利用其发明和创造，造福欧盟经济和社

会。该行动计划旨在使欧盟创意和创新产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加快欧洲绿色和

数字转型。此外，新冠疫情危机还突显了欧洲对关键创新和技术的依赖，新的行

动计划在应对这些挑战的同时，将确保危机来临之时可以获取关键的知识产权。

新的行动计划包括以下五个关键领域的措施。

1.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行动计划提出升级一系列现有的知识产权工具使其适应数字时代，包括改进

专利药品和植物新品种保护产品的补充保护证书（SPC），以及使欧盟外观设计

保护实现现代化。加强对农业地理标志（GI）的保护，同时考虑在欧盟范围内建

立非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体系的可行性。欧盟委员会还发起了以“解决新技术（如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对知识产权制度影响”为主题的行业对话。为确保企业能够

使用快速、有效和价格实惠的保护工具，减少当前制度中持续存在的分散性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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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行动计划呼吁欧盟成员国尽快推广统一的专利制度，为整个欧盟的专利保

护和实施提供一站式服务。

2. 促进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和利用

欧洲的创新者和创造者，尤其是中小型企业（SME），通常没有意识到将知

识产权整合到企业战略中的好处，例如，只有 9%的中小企业申请了知识产权保

护。为了帮助小型企业利用其无形资产，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将通过一项

首年 2000万欧元的财政援助方案，帮助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更好地管理

和利用知识产权资产。此外，欧盟委员会将向欧盟资助的研究和创新项目的所有

参与者提供知识产权建议和帮助，并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以提升整个研发界

知识产权的价值。欧盟委员会还提出将推进知识产权融资。

3. 促进知识产权共享

该行动计划旨在保护无形资产，但也寻求获得经济和社会所依赖的关键无形

资产的机会。欧盟委员会认识到知识产权制度在应对卫生紧急情况（如持续的冠

状病毒大流行）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议采取措施，在危机时期促进

关键知识产权的共享，和确保投资回报。此外，欧盟委员会还致力于改善版权基

础设施，采取行动更好地利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数据。它还将致力于提高标准必

要专利许可（SEP）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因为这些是欧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方面，例如推出车联网和其他物联网产品。

4. 打击假冒伪劣，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假冒和盗版产品的进口额占欧盟 GDP的 6.8%。欧盟委员会将促进平衡有效

的知识产权执法。例如，提出建立欧盟反伪工具箱作为即将出台的《数字服务法

案（Digital Services Act）》的补充措施，以促进和加强知识产权所有人、中介机

构（如网上市场）和执法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推广最佳实践，以及使用适当的

工具和新技术。

5. 维护全球公平竞争环境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占欧盟商品出口的 93%，但其在第三国运营时仍面临巨

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欧盟委员会将加强其作为知识产权全球标准制定者

的地位，增加对第三国参与者不公平行为的应对措施，例如商业间谍活动或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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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合作背景下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邓文鼎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187

原文标题：Commission adopts Action Pla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strengthen EU'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26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分析欧盟企业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

2020年 10月 14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报告，分析了 2014至

2015年间欧盟企业多种类型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并进一步解析了相关影响

因素。

知识产权不仅是保护研发投资成果的关键工具，也是控制最终产品和服务的

市场营销并使其货币化的关键机制。在一项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中，应用多种类

型的知识产权可以帮助获取知识资产的各方面内容，并通过提高回报来激励创新。

报告调查分析了 2014至 2015年期间同时应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欧盟企业。

报告中的组合应用多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意味着至少使用以下两种不同类型的知

识产权，包括专利、注册商标或注册外观设计，还有一些其他保护创新的方式，

如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为进一步了解影响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的相关因素，

报告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报告还分析了不同企业规模、不同行

业和总部设在不同成员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组合应用情况上的差异。

报告的研究对象样本由 63286家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共持有 76202件欧洲专

利，98257个欧盟商标（EUTMs）以及 21676件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RCDs），

共占同期欧盟企业向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EPO）提交知识产权的 48.2%。

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8.3%的样本企业申请了一种以上的知识产权，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申

请量占样本中所有知识产权申请量的 35.7%。1%的样本企业申请了全部三种知

识产权（专利、商标和注册外观设计），占所有企业 EUIPO和 EPO知识产权注

册数量的 16.8%。这些数据表明了欧盟企业知识产权高度集中化。

（2）在欧盟 2014至 2015年间所有注册的外观设计和专利中，有一半来自

样本企业。此外，45%的外观设计申请来自于同时申请商标的企业。而商标申请

显示出一种不同的模式，即大多数商标（近 80%）是由只申请商标而未申请外观

设计和专利的企业所提交的。

（3）专利是最常与其他权利一起使用的知识产权。同时申请商标和专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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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每个商标申请了近 4件专利；同时申请外观设计和专利的企业为每一件外

观设计申请了 6.5件专利。同一企业申请的外观设计和商标，平均每件外观设计

有 1.5个商标。

（4）拥有多项知识产权的企业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占据了样本企业 31.9%

的就业人数和 35.5%的营业额。申请了全部三种知识产权的企业就业人数占总量

的 14.1%，营业额占总量的 16%。

表 2 欧盟 28国企业知识产权组合申请情况

知识产权组合申请
企业占比

（%）

知识产权占比

（%）

就业人数

（样本占比（%））

营业额

（样本占比（%））

仅包含商标 72.8% 38.4%
仅包含外观设计 10.5% 5.1%
仅包含专利 8.4% 20.8%
同时申请 8.3% 35.7% 31.9% 35.5%

商标、外观设计 4.7% 8.5%
商标、专利 1.9% 7.1%

专利、外观设计 0.8% 3.3%
商标、外观设计、专利 1.0% 16.8% 14.1% 16.0%

数量 63286 196135

（5）企业规模是影响知识产权组合应用的重要因素。企业规模越大，组合

应用多种知识产权的可能性就越大。超过 20%的大型企业申请了一种以上的知识

产权，而中小企业仅占 7%。大型企业提交的所有知识产权中超过 64%是同时提

交的，而中小企业提交的知识产权中只有 20%是同时提交的。

表 3 知识产权组合申请占比（按企业规模划分）

规模 企业占比（%） 企业数量 知识产权占比（%） 知识产权数量

大型 21.7 1983 64.4 49714
中小型 7.1 2250 19.8 12435
中型 10.6 1046 24.7 5902
小型 6.4 676 15.5 3006

微小型 4.6 528 18.1 3527
（不确定） 4.6 1031 14.0 7872
欧盟28国 8.3 5264 35.7 70021

（6）报告还显示了行业之间的显著差异。结果表明，15%的“制造业和采矿

业”企业均拥有多类知识产权，而只有 6%的“服务、商业和公用事业”企业组合应

用多类知识产权。报告认为考虑到这些行业申请的专利相对较少，这种结果并不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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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罗 梅 校译

来源：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

/reports/2020_IPR_Bundles/2020_Use_of_IPR_bundles_by_EU_firms_2014_2015_Full_EN.pdf

原文标题：Use of IPR bundles by EU firms 2014-2015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6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认知与行为研究报告

2020年 11月，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了 2020 年欧洲知识产权认

知与行为研究报告，旨在收集欧洲人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尊重知识产权的程度，

以及对知识产权概念的认识。报告对 15岁及以上的欧盟居民进行了 25636次访

谈，主要的调查结论如下。

1. 欧洲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理解程度高

（1）80%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或相当了解知识产权的含义，这一比例与 2017

年相比增加了 2个百分点。购买假冒商品（70%）或故意浏览网上盗版内容（73%）

的人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远低于平均水平，这表明对知识产权了解程度低的人更有

可能侵犯知识产权。

（2）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在欧洲得到肯定。受访者（98%）一致认为，发

明人、创作者和表演艺术家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利、并从他们的作品获得报酬是至

关重要。其中，90%受访者认为知识产权有助于提高和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3）仅 4%受访者认为知识产权对自己有利，大部分认为知识产权对著名艺

术家和大公司最有利。

2. 欧洲普遍认为假冒商品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1）83%受访者认为购买假冒商品会破坏企业形象和损失就业机会。只有

15%受访者可以接受购买假冒的奢侈品。

（2）受访者在过去 12个月内故意购买假冒商品的比例从 2017年的 7%下降

至 2020年的 5%。10%的年轻受访者曾故意购买假冒商品。

（3）受访者在过去 12个月内曾怀疑购买产品的真假的比例从 2017年的 37%

下降至 2020年的 33%。9%的受访者表示被误导购买了假冒商品，其中，年轻受

访者的比例明显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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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负担的正品价格仍然是促使消费者停止购买假冒商品的主要原因。

46%的年轻受访者表示受到惩罚也是促使其停止购买假冒商品的一个重要因素。

（5）对负面影响的认识与是否购买假冒商品相关。

3. 欧洲普遍反对使用在线盗版内容

（1）使用非法资源获取数字内容供个人使用的接受率急剧下降。超过 25%

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没有合法的替代途径，通过非法资源获取在线内容是可以接

受的。

（2）为合法资源付费已变得更为普遍。从实际付费访问在线合法来源内容

的比例显著增长来看，数字内容更倾向于使用合法来源。42%的受访者从互联网

服务中付费访问、下载或流媒体版权保护的内容，与 2013年相比，这一比例增

加了一倍多。

（3）受访者使用非法途径访问数字内容的比例小幅下降。

（4）受访者最常提到的促使其停止使用盗版在线内容的因素是从合法渠道

获得价格实惠的内容，其次是受到惩罚的风险，以及更好地了解知识产权侵权对

创作者造成的伤害。

4. 欧洲对合法途径获取在线内容的认识不断提升

（1）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意识到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电影、音乐和电

视剧。受访者对合法途径获取数字内容的认识明显高于三年前。

（2）89%的受访者认为只要价格合理，更倾向于通过授权平台访问/下载/

浏览媒体内容。

（3）相比 2013年，受访者认为合法途径提供的内容质量和多样性都优于非

法来源的比例显著上升。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

/Perception_study_2020/Perception_study_full_en.pdf

原文标题：EUROPEAN CITIZEN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ERCEPTION,

AWARENESS, AND BEHAVIOUR– 2020 s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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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商标申请策略

【摘要】2020年 9月 24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商标申请策略报告，系统梳

理了企业申请商标注册应考虑的事项，包括注册商标的重要性、商标应包括的内容、

商标用途、域名注册等。

在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中，品牌与企业灵魂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专利、外观设

计和著作权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商标却不是，除非在固定周期后不使用或不更

新它们。这一特点使商标成为知识产权与商业世界关系的核心。2020年 9月 24

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商标申请策略报告，系统梳理了企业在申请商标

注册时应考虑的事项。

1. 注册商标的重要性

消费者都了解品牌的力量，其采购决定显然会受到商标和品牌所代表的声誉

的影响。因此，专有使用名称、符号和口号是关键性的商业工具。中小企业需要

意识到，尽管法律没有规定，但专有使用权必须得到保护。因此，注册商标的第

一个原因是确保没有人可以在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其商标来从事

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

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吸引投资者。在商业计划书中包括有关知识产权资产的信

息，如商标、专利或著作权，将增加获得融资的可能性。金融机构、投资方或银

行倾向于投资拥有有效保护和执行的注册商标的公司。

最后，注册商标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商标可以为所有者所用。品牌是有价值

的无形资产。业务发展得越好，品牌会越有价值。例如，通过对品牌进行财务评

估，可以作为担保获得银行贷款，甚至可以出售或许可品牌，以换取许可费。将

企业的名称或符号注册为商标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可以保护企业建立在质量和

价值上的声誉，让客户联想到品牌。注册商标可以赋予申请人使用商标的专有权，

并能在商业世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商标应包括的内容

营销专家和平面设计师可以就商标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建议。商标应该吸引

眼球，一致性强，适应不同的媒体和市场，易于识别和拥有多种语言发音。除了

这些商业视角之外，还必须考虑同样重要的法律和管理需求。首先要确定的是申

请人自己想要的标记类型。最常见的标记类型是文字商标和图形商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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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图形表示要求”。这意味着可以注册声音、全息图或多媒体标记作为商标。

其次，重要的是要确保标记不是描述性的。要使商标注册成功，不能只包括

对企业销售产品的描述，不能仅仅是描述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文字或符号。

这样的描述每个人都可以用。例如，“ice”或“creamy”不能作为冰淇淋公司的商标。

苹果对水果店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商标，但它是电脑的一个很好的商标。

一旦有了一个明确、非描述性的标记，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区别性。客户

需要明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商标，所以它不能是普通的或不独特的。例如，像

“最好”或“快乐”这样的简单语句不能作为商标。

如果商标是描述性的或缺乏区别性，知识产权局可以拒绝申请者的申请，费

用也不会退还。

3. 商标的用途

不能抽象地注册商标。商标必须始终与企业销售的特定产品或服务相关联，

并且必须在申请书中指定产品或服务类别。例如，如果申请人有一家销售服装的

公司，则需要在申请中指定。这就决定了商标的保护范围，并允许在不相似的产

品上注册相似商标。

使用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的在线申请表申请商标时，可以从已批准的

商品和服务列表中进行搜索和选择。可以使用“Goods and services builder”（一种

在申请前准备清单的工具），也可以使用 TMclass来创建清单，将其导出到申请，

下载它们以备将来使用，甚至可以翻译成所有欧盟成员国语言。

在为商标选择产品或服务清单时，请仔细考虑选择并找到平衡点。重要的是，

一旦提交申请，就无法添加任何新产品或服务类别。申请人需要考虑将来可能会

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如果企业现在销售服装，但将来可能还会销售香水，则应

在申请中涵盖“服装”和“香水”。同时，类别也需要保持合理。申请的成本可能会

随着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缩小规格范围，还可以减少与已有商标

发生冲突的风险。

4. 判断商标是否可用

如果其他人已经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注册了商标，那么此商标就不能

再用了。

EUIPO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商标数据库 TMview，允许在申请商标之前搜索类

似的商标。该数据库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约 60个知识产权局的信息，其中包括所

有欧盟成员国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局，可在线获取超过 4000万个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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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寻找可能有冲突的商标。搜索无需花费任何费用，而且找到的信息对申

请人至关重要。如果已经存在一个类似的商标，此项申请可能会遭到异议，申请

人可能会失去商标、时间和金钱。

5. 域名注册

预计到 2040年，95%的销售额将通过网络实现。随着在线销售额的增长，

现在的企业显然需要在线业务。品牌将是影响潜在客户进入搜索引擎或社交媒体

平台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网站对应的域名应该与商标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商标申请是公开的，域名有时会被恶意抢注。同时注册商标

和域名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

为了降低域名抢注的风险，“.eu”域名的注册管理机构 EURid和 EUIPO最近

加强了合作。正因如此，来自 EUIPO的商标申请人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检查是否

有一个等效的“.eu”域名可用，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注册它。欧盟商标的所有者和

申请人可以选择一旦有“.eu”域名与其欧盟商标（申请）相同，立刻收到提醒。欧

盟商标持有人收到此类警告后，可以更快地得到通知，并可能更早地采取适当行

动。

6. 准确定位市场

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国际品牌战略，以帮助企业拓

展国际市场。商标权具有属地性，这意味着它们是以地域为基础授予的。在本国

拥有的商标保护，并不能使品牌在其他国家受到保护。申请人应在当前以及未来

的销售地保护其商标。

通过欧盟商标（在所有 27个欧盟成员国有效）或通过国际商标注册它（可

以在多达 122个国家/地区提供保护）来扩展保护范围。

当商标国际化时，应该考虑得更全面并兼顾现实。欧盟或国际保护不是免费

的，因此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评估未来市场、企业资源以及竞争对手的战略地

位等。

7. 申请方法

在线提交欧盟商标申请是最好的方法。申请人也可以通过邮寄或使用特殊快

递服务，但电子申报更安全、快捷。申请欧盟商标时，建议使用 5步快速申请表

（Fast Track application form）。申请人可以被引导一步一步地完成程序，这样就

可以避免因犯错误而减慢注册过程。在开始之前，申请人需确保已经准备好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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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格式的商标标志，并且清楚地列出了产品和服务清单。在申请过程中，申请人

将在用户区（User Area）开设一个账户，这是一个可以与 EUIPO 进行自由沟通

的渠道。如果检测到错误或必须告诉申请人相关申请的某些信息，将向用户发送

正式通信，说明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

8. 申请遭到异议

在商标申请被 EUIPO 审核和批准后，将会公布以征求异议。这使得商标权

持有人能够保护其早期商标免受新的欧盟商标冲突申请的侵害。

如果其他人已经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注册了相同或相似的商标，申请

人的商标有可能在发布后的 3个月内遭到异议，申请人必须对异议通知逐一答复。

申请人可以尝试与对手达成协议，但如果不成功，EUIPO将做出裁决。

如果裁决对对手有利，对于那些与对手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和服务而言，

商标将不会被注册，申请费也无法退还。

如果裁决对申请人有利，商标将可以继续注册。一旦注册，申请人有权反对

在欧盟任何地方申请其他相同或类似商标的注册。EUIPO 将通知可能发生冲突

的新欧盟商标的申请。异议审判程序经常需要专家的建议。

9. 寻求专家建议

EUIPO 为欧盟公民提供服务和工具，帮助他们成功注册商标，但不能在发

生冲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建议。如果申请人需要专业的建议，可能需要联系知

识产权方面的律师专家。

EUIPO 最近推出了一项服务，方便来自欧洲各地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专

家提供免费、个性化的咨询服务。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所有在欧

盟注册的中小企业均可就任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申请免

费的一对一法律咨询，例如：

（1）了解哪些知识产权（商标、专利、设计等）对申请人自身来说是最好

的；

（2）准备商标、专利或外观设计申请；

（3）如何用知识产权获取收益；

（4）解决争端，处理异议等问题。

10.商标注册后的注意事项

商标所有人有责任反对他人试图注册相同或类似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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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IPO 不是执法机构，所以无法提供有关强制执行商标的法律意见，但为

欧盟商标申请和注册提供了一个名为 TMview的免费搜索工具，商标所有人可以

在其中配置自动监视警报，并在欧盟及其他地区的知识产权局收到潜在冲突商标

申请时收到通知。商标所有人还可通过监控市场、检查媒体、商业出版物和互联

网，确保没有人在市场上使用其商标或其他令人困惑的相似商标。

查看 EUIPO知识产权执法门户网站，该网站旨在帮助执法机构识别假冒商

品，并考虑在需要时向相应国的海关当局申请侵权保护。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uropean-ip-helpdesk-bulletin-no3-trademark

原文标题：Important Things to Consider When Applying for a Trademark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2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 2019年度报告

2020年 6月 30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了《2019年度报告（Annual Review

2019）》，重点总结了 2019年 6月通过的 2023年战略规划（SP2023）五项目标的

实施进展。该计划旨在确保 EPO的可持续发展，并继续提供推动创新和促进增

长的高质量专利服务。

报告指出，2019年欧洲专利局处理的专利申请数量创下新的记录。2019年

欧洲专利局共收到 181406件专利申请，比 2018年增长 4.0%，公开了 137787件

欧洲专利（图 1），比 2018年增长 8.0%，检索、审查和异议处理的效率都在不断

提高。另外，2019年欧洲专利局在减少积压方面也作出了重大努力。

图 1 欧洲专利局专利发布数量（2015至 2019年）

报告重点总结了 SP2023计划所取得的进展。该计划旨在确保欧洲专利局能



知识产权动态 35

够可持续发展，并继续提供高质量的专利服务，以促进创新和发展。SP2023计

划的五个目标被作为项目组合实施，并由欧洲专利局新的公司治理服务

（Corporate Governance Service）中的项目管理办公室协调执行。

目标一旨在建立集思广益的机构，包括建立人才通道和发起新的雇主品牌宣

传活动，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为了培养年轻人才和工作人员，欧洲专利局在

2019年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比如接待 51 名新的泛欧海豹实习生（Pan European

Seal trainees），为工作人员开办在线学习平台等。

目标二项目致力于 IT系统的简化和现代化。2019年，欧洲专利局为所有员

工配备笔记本电脑，以便更灵活的办公。另外，在多次升级并加强其 IT 安全性

的基础上，欧洲专利局着手将其专利授予流程的后台系统数字化，旨在降低成本

和增强服务。除此之外，在 2019年底欧洲专利局还完成了无纸化搜索试点工作。

目标三侧重于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欧洲专利局在 2019年采取了更具

咨询性的方法，与用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另外，该组织还加强了欧洲专利局常

设顾问委员会（Standing Advisory Committee before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简

称 SACEPO）工作组的作用，并进行了“协作质量改进”（CQI）试验，该试验由

450名审查员组成，共进行了 7700多次咨询，文件质量提高了 28％，随后启动

了一个完整的 SP2023项目。

目标四是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欧洲专利网络。2019年欧洲专利局大

幅扩大了地域覆盖范围，目前其产品和服务的潜在覆盖范围已达到 19亿居民，

分布在 38个成员国、2个推广国、4个认证国和 8个强化伙伴关系。另外，欧洲

专利局还于 2019年与中国知识产权局（CNIPA）达成协议，启动一项为期两年

的试点计划，允许中国知识产权局作为其国际检索机构（ISA）受理中国申请人

的国际申请。

目标五侧重于确保欧洲专利局的长期可持续性。报告指出，SP2023项目将

致力于在 2020年实现减排。另外，欧洲专利局还委托外部顾问评估其长期财务

可持续性，揭示了 20年来的巨大资金缺口，专利局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加强治理，欧洲专利局还与上诉委员会和安理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获得

它们的支持，并采取综合办法管理风险和业务连续性等。

许海云 检索，邓文鼎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0630a.html

原文标题：EPO’s Annual Review 2019 published: progress made on strategic plan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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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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ve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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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万亿欧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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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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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yste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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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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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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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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is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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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C2F0871212671851C125859F0040BCCA

/$FILE/additive_manufacturing_study_en.pdf

原文标题：Patents an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rends in 3D printing technologies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1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专利商业化
记分牌报告

2020年 11月 24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专利商业

化记分牌报告。研究表明，欧洲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Universities and Public

Research Organisations，以下简称 UNI/PROs）将发明专利作为商业化的主要工具。

报告针对 2007至 2018年向 EPO提出专利申请的欧洲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

调查研究了其发明专利、商业化模式以及专利市场转化面临的挑战。研究认为，

欧洲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生产了大量可转化至产业界的科学知识，在欧洲创新生

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报告通过评估其利用专利制度的方式，将为决策者进一

步开发欧洲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经济潜力提供全面和可靠的证据。主要研究结

论如下。

1. 欧洲 UNI/PROs的专利发明特点

（1）UNI/PROs 利用欧洲专利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和利用发明专利，主

要途径是让新技术走出实验室、扩大生产规模、进入市场，从而实现创收。

（2）超过四分之三的有效发明专利完全来自 UNI/PROs，24%来自与其他组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C2F0871212671851C12585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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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合作。合作研发的发明专利一半以上是与 UNI/PROs共同完成的。大约 37%

的发明专利是面向产品的，超过四分之一（26%）是纯粹面向过程或方法的，两

者兼备的占比 37%。

（3）UNI/PROs的大部分发明专利尚未达到市场成熟度，其中，13%仍处于

研究阶段，44%处于开发阶段，43%处于实施和运营阶段。大学致力于基础研究，

而公共研究机构更注重应用研究。

（4）“促进技术转让或许可”是欧洲专利维持最重要的动机，其次是“防止他

人模仿”和“促进合作研发或其他类型的合作”。对于 UNI/PROs来说，专利发挥

了各种创造价值的作用。

2. 欧洲 UNI/PROs专利商业化利用

（1）由 UNI/PROs 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被积极利用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

（36%）。

（2）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商业化存在差异。机械工程和其他领域专利商业

化占比最高（42%），其次是仪器（40%）、电气工程（38%）和化工（31%）。

（3）德国利用发明专利的比例最高（39%），其次是南欧和东欧（37%）、

北欧和西欧（34%）。

（4）各行业与重大突破性创新相关的专利发明更有可能被商业化。成功实

现商业化的发明中，35%来自相关行业前 10%的专利技术创新。

（5）成功的专利商业化与发明专利的开发利用阶段密切相关。成功实施的

发明专利中，高达三分之二（67%）已进入实施和运营阶段，29%尚处于开发阶

段，4%仍处于研究阶段。

（6）许可是大学（83%）和公共研究机构（70%）首选的商业化渠道，其

次是研发合作和转让。公共研究机构更倾向于研发合作和建立合资公司。

（7）商业化利用（91%）和创收（89%）是促使 UNI/PROs利用发明专利最

重要的原因，其次是面向技术的支持，例如，支持发明的实际使用、后续开发和

促进研发合作。

（8）中小企业（41%）和大型企业（39%）是 UNI/PROs专利商业化最重要

的合作伙伴。大多数合作伙伴（74%）来自同一国家，跨国的合作伙伴仅占 27%。

3. 专利商业化面临的挑战

（1）公共研究机构向 EPO申请的发明专利中，计划开发但尚未实现商业化

的比例为 42%。这些发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没有经过概念验证，例如，研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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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 63%，处于还未发现商业机会的阶段占比 55%。研究证实，概念验证是

发明专利成功商业化的关键步骤。

（2）发明专利未能商业化的主要障碍还包括未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缺

乏资源以及缺少商业潜力。尽职调查（3%）和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3%）

最少被提及。

（3）谈判的成本和复杂性被认为是 UNI/PROs成功利用发明专利面临的主

要挑战，其次是识别合作伙伴或联系人（30%）、缺少内部资源（17%）、难以吸

引潜在合作伙伴（14%）、需要披露非专利技术（14%）以及缺乏有效的知识产

权保护（5%）。

（4）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是 UNI/PROs利用发明专利的主要问题，报告调

查了受访者寻找合作伙伴的主要渠道：个人网络（92%）和现有的商业和研究合

作伙伴（71%）是最常用的渠道，其次是商业展览会和会议（49%），专利数据

库（21%）和互联网交易平台（15%）的使用频率较低，但可能提高寻找合适合

作伙伴的机会。经纪人或顾问（39%）、专利律师或律师事务所（24%）也是利

用专利发明重要的渠道。

4. 欧洲技术转让和技术转移办公室（TTO/TLO）

（1）欧洲 UNI/PROs四分之三的发明专利由专利权人下属的技术转移或许

可办公室（TTO/TLO）负责管理，南欧和东欧的比例达到 93%。

（2）TTO/TLO 的规模各不相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56%）拥有 10 名或

以下的员工，28%拥有 11至 50名员工，16%拥有 50名以上的员工。

（3）52%的发明专利由 3名或以下的 TTO/TLO专家处理，约三分之一的专

利发明由 4至 10名专家处理，仅 15%的专利发明由 10名以上的专家处理。

（4）机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战略对 UNI/PROs来说至关重要。据调查，欧

洲绝大多数发明专利（78%）都来自于具有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战略的 TTO/TLO。

（5）欧洲绝大多数发明专利（64%）进行了尽职调查，这一比例在北欧和

西欧为 66%，东欧为 71%，德国（56%）相对较低。

（6）TTO/TLO 的资源仅能满足 37%的发明专利。南欧和东欧的 TTO/TLO

规模往往较小，资源明显不足。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1124.html

原文标题：New EPO study: European patents preferred tool for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inventions developed by Europe's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research organisations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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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

2020年 10月 15日，美国白宫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以下称《战

略》），概述了美国将如何促进和维护对国家安全以及经济优势至关重要的相关技

术方面的竞争优势，并详细介绍了美国为保持全球关键与新兴技术的领导力而采

取的两个必要的战略支柱。

1. 支柱一：推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

《战略》指出，推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NSIB）建设需要对各个方面进行

持续、长期的投资，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先进的技术队伍；将

早期研发转化为有利于创新的法规；风险资本；政府、学术界和私营机构的合作；

与盟友和伙伴合作等。

将考虑采取以下优先行动以促进科技与环境的发展（排列无特定顺序）：

（1）培养高质量的科技劳动力；

（2）吸引和留住发明家和创新者；

（3）利用私人资本和专业知识进行建设和创新；

（4）迅速推进发明和创新；

（5）减少阻碍创新和产业增长的繁琐规章、政策和程序；

（6）领导全球范围内反映民主价值观和利益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治理模式

的制定；

（7）支持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发展，包括学术机构、实验室、配套基础设

施、风险投资资金、支持性企业和工业；

（8）提高美国政府预算中研发资金的优先权；

（9）在政府内部开发和采用先进的应用技术，提高政府作为私营机构客户

的吸引力；

（10）鼓励公私合作；

（11）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建立强大且持久的技术伙伴关系，并推广民

主价值观和原则；

（12）与私营部门合作并进行正面宣传，以提高公众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接

受度；

（13）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采取类似行动。

2. 支柱二：保护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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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认为，保持和提高美国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导地位的第二种方法是

保护其在国内以及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优势。美国不容忍知识产权的窃取行

为、对开放科学规范的利用或对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经济侵略。与盟友以及合

作伙伴的关系基于公平、互惠的原则并遵守协议。保护美国技术优势的途径之一

是在薄弱领域加强规则制定，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并确保共同原则优先；

另一个途径是保护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建设，这需要公司、行业、大学和政府机

构之间的国内和国际合作。美国还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对各自国家安全创新基地

的袭击开展防御。

将考虑采取以下优先行动（排列无特定顺序）：

（1）确保竞争对手不使用非法手段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发成果或技术；

（2）在技术开发的早期阶段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安全设计；

（3）在平衡国外研究人员宝贵贡献的同时，通过加强学术机构、实验室和

产业的研发安全来保护研发工作的完整性；

（4）确保基于出口法律和法规以及多边出口制度，对关键与新兴技术的某

些方面进行充分控制；

（5）让盟友和合作伙伴制定自己的程序，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所执行的程序；

（6）与私营部门合作，了解他们当下对关键与新兴技术的理解以及未来战

略规划；

（7）评估全球科技政策、能力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可能如何影响或破坏

美国的战略和计划；

（8）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并鼓励盟友和合作伙伴也这样做；

（9）向主要利益相关者传达保护技术优势的重要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

供实际援助。

3. 结语

《战略》指出，美国将在最高优先级的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在高优先级的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做出贡献，并管理其他

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技术风险。最终通过推进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和保护技

术优势两大战略支柱，保持美国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赵颖会 编译，罗 梅 校译

来源：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National-Strategy-for-CET.pdf

原文标题：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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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政策报告

2020年 10月 6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了题为“人工智能和知

识产权政策公众观点”的报告。该报告全面审视了利益相关者对人工智能（AI）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政策，以及数据库

保护的问题。

USPTO的一个关键职能是保持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在新兴

技术（包括 AI）领域。为实现这一目标，USPTO一直与人工智能相关高新技术

领域的专家积极合作，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知识产权的理解和可靠性。为此，

USPTO于 2019年 8月和 10月先后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的意见征求书，

寻求利益相关者反馈各种专利政策问题，例如人工智能对发明人和所有权、资格、

公开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水平的影响。

USPTO组成的专家小组审查反馈意见后，将意见归纳总结为以下主题。

1. 一般主题

（1）许多意见都提到人工智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由于这一术语的定义

范围很广，不少评论建议谨慎对待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具体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

（2）大多数意见反馈者虽然没有提供人工智能的定义，但他们一致认为，

目前的技术水平仅限于“狭义”人工智能。狭义人工智能系统是指在定义明确的领

域（如图像识别、翻译等）执行单个任务的系统。大多数人认为广义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的概念，即类似于或超越人类拥有的智力，只是

一种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出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3）基于大多数人认同广义人工智能尚未到来的观点，多数意见表明，如

果没有人工干预，当前的人工智能既不能发明也不能创作。意见认为，人类仍然

是人工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当前状态来评估知

识产权法律是否需要修改的重要考虑因素。

（4）在所有知识产权话题中，大多数意见反馈者普遍认为，现有的美国知

识产权法已正确校准以应对 AI的发展。但是，对于所有新的知识产权类别是否

都有利于构建更强大的知识产权系统还未得出统一论断。

2. 专利主题

（1）大多数意见反馈者认为，人工智能可被视为计算机实现发明创新的最

佳子集。因此，多数人认为 USPTO当前的指南，特别是有关专利主题资格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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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实现发明创新公开的内容有能力指导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一些意见反馈

者强调，按照美国法典第 35卷第 112（a）条的要求，可能很难实现某些人工智

能发明（即教会公众制造和使用），并提出了该主题供 USPTO进一步探索。

（2）大多数意见反馈者都认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将影响美国专利商标局和

法院评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法律假设标准，该标准对于确定是否应授予专

利权至关重要。

（3）尽管多数人未就人工智能对现有技术的影响（即专利申请提交时的已

知知识）达成共识，但许多问题已提交给 USPTO进行进一步审议，包括人工智

能可能会导致现有技术的扩散、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以及在数量增加的情况下

难以找到相关的现有技术。

3. 其他知识产权主题

（1）虽大多数意见反馈者指出，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在著作权、商标、商业

秘密和数据领域得到正确校准，且许多人认为，现有的商法原则可能在人工智能

的发展后，充分弥补知识产权法留下的任何空白（例如合同法）。

（2）特别是在商标方面，大多数意见反馈者都认为人工智能将提高商标申

请审查的效率，甚至在专利审查方面也普遍存在这种观点。

（3）许多意见表明，根据美国法典第 17卷第 106（1）条，使用受著作权

保护的材料来“培训”人工智能可能会侵犯著作权所有者的复制权，并且存在非侵

权合理使用的争议。

（4）大多数意见反馈者表示，现有的合理使用规定不需要修改，因为合理

使用是一种灵活的原则，能够适应人工智能背景下著作权作品的使用。

（5）关于商业秘密和数据问题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涉及偏见、透明

度、隐私等问题，还探讨了人工智能的进步是否需要专门的知识产权数据权利系

统。

邓文鼎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releases-report-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te

llectual-property

原文标题：USPTO releases repor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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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人工智能专利扩散报告

2020年 10月 27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人工智能发明：追

踪美国人工智能专利扩散》报告（Inventing AI Tracing the Diffus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U.S. Patents）。报告显示，（1）从 2002到 2018年，美国人工智

能专利的年申请量增长超过 100%，从每年 3万件增加到 6万多件，所有含人工

智能的专利申请所占份额从 9%上升到近 16%；（2）活跃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明

人和专利权人比例从 1976 年的 1%上升到 2018 年的 25%；（3）排名前 30 位的

人工智能公司大多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也有特例，如美国银行、波音和通用

电气。

报告使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算法来确定 1976至 2018年发布的所有美国人工

智能专利申请。该方法能灵活地从专利文档的文本中学习，不受特定分类号和关

键字的过度限制，从而提高了识别人工智能专利的准确性。

1. 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报告指出，专利申请量的增长标志着有价值的新技术出现，这些申请量反映

了投资者和创新者的眼光，他们利用新技术进行创新，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显示出

了这种增长趋势。图 2显示了从 1976到 2018年公开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及其

在所有公开专利申请中所占份额的长期趋势。由于美国发明人保护法（AIPA）

在 1999年底及其实施期所作的修订，2002年后份额开始增长。从 2002到 2018

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和份额普遍增长，其中人工智能专利的年申请量增长了

100%以上，从 3万件增长到了 6万多件。虽然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总量

在这段时间内也有所增加，但人工智能申请的占比出现了显著增长，从 2002年

的 9%增长到 2018年的近 16%。

图 2 美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1976-2018）



知识产权动态 45

图 3显示了 1990至 2018年公开的人工智能组件技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是

规划/控制和知识处理。它们是最通用的人工智能组件技术，其他组件技术（例

如机器学习）的专利通常包括规划/控制或知识处理的元素。

自 2012年以来，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显著增加。这两

种人工智能技术都是 AlexNet 在 2012 年取得成功的关键，AlexNet 是 2010

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分水岭，它改变了图像识

别和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的技术轨迹。

人工智能硬件以及计算机视觉的专利申请量同步增长。这两种组件技术专利

申请的紧密联系可能反映了图像识别的进步以及计算能力和性能需求之间的相

互影响。专用硬件包括计算机处理器和专用内存加速器，人工智能的其他应用（例

如自动驾驶汽车）也涉及专用硬件。

图 3 美国人工智能组件技术专利申请量（1990-2018）

2. 人工智能在技术之间的扩散

对于每件专利申请，USPTO都会审查其技术内容，并根据主题将专利划分

到特定的技术分组。当前系统具有 600多个子类，涵盖了大量主题，包括化学、

电子、机械和材料等。图 4显示了从 1976年开始人工智能的技术扩散情况。与

专利申请总量的增长类似，人工智能正在朝更大的技术范围扩散。1976 年，人

工智能的专利出现在约 10％的技术子类中，到 2018年，已扩大到 42%以上的技

术子类中。

人工智能组件技术分成了三个具有不同扩散率的集群，第一个集群是知识处

理和规划/控制，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扩散到各个专利技术类别中，反映了这些人

工智能组件在各技术领域的普遍适用性；第二个集群（视觉、机器学习和人工智

能硬件）扩散速度较慢，但仍在增加；第三个集群（进化计算、语音和自然语言

处理）的扩散速度最慢，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一直徘徊在 5％左右，直到最近



知识产权动态 46

才扩散到近 10％的技术子类中。这些集群表明人工智能组件技术之间相互依赖，

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这些模式背后的影响因素。

图 4 人工智能及其组件专利在所有专利技术子类的分布（1976-2018）

3. 人工智能在发明人和专利权人之间的扩散

图 5显示了从 1976到 2018年至少获得一件人工智能专利的美国个人发明人

和专利权人占比。这一比例的增长表明有更多的发明人和专利权人在其发明中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个人发明人和机构专利权人占比总体同步增长。获人工智能专

利的个人发明人占比在 1976年仅为 1％，到 2018年增长到 25％，即 2018年所

有个人发明人专利中有 25％的专利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从 2009年开始，使用

人工智能的个人发明人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机构。这意味着扩散不仅发生在机构

之间，而且发生在个人间，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在其工作中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图 5 拥有人工智能专利的美国发明人和专利权人占比（1976-2018）

图 6列出了拥有人工智能专利的美国前 30强公司。根据授权专利记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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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公司持有 1976至 2018年授予的所有人工智能专利的 29％。前 30名公司大多

属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也有例外，如通用电气、波音和美国银行。

图 6 美国人工智能专利权人机构 30强（1976-2018）

4. 展望

人工智能在技术、发明人和专利权人之间的分布表明，人工智能对美国发明

越来越重要。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像电力或半导体一样具有革命性，部分取决于创

新者和公司能否将人工智能发明成功地融入现有的和新的产品、流程和服务中。

报告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这种潜力。

邓文鼎 编译，罗 梅 校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OCE-DH-AI.pdf

原文标题：Inventing AI Tracing the diffus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U.S. patents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9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 2020财年绩效与责任报告

【摘要】2020年 11月，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了 2020财年绩效与责任报

告，重点介绍了USPTO在 2020年的成就、计划和财务绩效，公布了 2020财年 USPTO

《2018-2020年战略规划》实施情况和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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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了 2020 财年绩效与责任报告（2020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PAR）。该报告向公众在内的利益相关者

展示了 USPTO在推动美国知识产权体系成为全球标准的过程中为提高透明度和

改善问责制所做的努力，该报告共分为 5个部分。

1. 管理层的决策与分析

第一部分介绍了 USPTO 2020财年绩效亮点，并公布了 USPTO《2018-2022

年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表 4）。主要亮点如下。

 发布可靠的知识产权；

 根据当前和预计工作量协调专利和商标审查；

 现代化信息技术；

 提升客户体验；

 促进以任务为导向、质量为中心的员工文化；

 保护海外知识产权；

 监督并帮助国会和法院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维持可持续的融资模式；

 制定知识产权政策。

表 4 USPTO 2018-2022年战略规划执行情况

在未来几年中，USPTO将继续朝着三个战略目标和一个相关任务的管理目



知识产权动态 49

标努力，这四个主要目标也与美国商务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表 5汇总了 2015-2020财年关键战略目标执行情况。

报告指出，USPTO运营模式与机构的绩效目标、生产能力、资金可用性、

公众对 USPTO的服务需求密不可分。目前，USPTO正在转型期，转型的目标是

提高商业价值，支持 USPTO完成使命。报告还指出 USPTO在未来几年的挑战

是稳定和持续的资金、对信息技术的依赖以及法律问题。

表 5 2015-2020财年关键战略目标执行结果

2. 绩效信息

绩效部分详细介绍了 USPTO根据《2018-2022 年战略规划》制定的每个战

略目标的实施情况。为了实现《2018-2022年战略规划》的战略使命和目标，USPTO

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战略绩效框架和季度平衡记分卡，用于指导和监督目标、举措、

绩效措施和指标的落实。

2020财年，USPTO共制定了 10 项关键绩效测度指标，并为每个测度指标

制定了年度绩效目标。2020年，USPTO完成或超额完成的目标共计 10项（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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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0财年战略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战略目标
关键绩效指标目

标数量

关键绩效指标数

量

已完成的关键绩

效指标数量

未完成的关键绩

效指标数量

目标1 4 2 2 -

目标2 4 6 6 -

目标3 2 2 2 -

管理目标 4 - - -

合计 14 10 10 -

（1）目标 1：优化专利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2020财年，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意见通知时间为 14.8个月，专利平均总审查

时间为 23.3个月（表 7）。USPTO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分析，简化了流程，并采

用了有利于专利申请提交的措施：继续强调在专利审查层面对审查员案卷先入先

出的管理，通过数据分析，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更好地确定审查的优先次序，

同时提高效率，以加快申请阶段整体专利审查进程。

表 7 2016-2020财年专利和商标申请数量和审查时间变化情况

申请和审查情况 2016财年 2017财年 2018财年 2019财年 2020财年

专利申请量（件） 650411 650350 647572 666843 653311

专利申请量变动百分比（%） 5.2% 0.0% （0.4）% 3.0% （2.0）%

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月）
16.2 16.3 15.8 14.7 14.8

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变动百分比（%）
（6.4）% 0.6% （3.1）% （7.0）% 0.7%

专利平均总审查时间（月） 25.3 24.2 23.8 23.8 23.3

专利总审查时间变动百分比

（%）
（4.9）% （4.3）% （1.7）% 0.0% （2.1）%

商标申请量（件） 530270 594107 638847 673233 738112

商标申请量变动百分比（%） 5.2% 12.0% 7.5% 5.4% 9.6%

商标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月）
3.1 2.7 3.4 2.6 3.0

商标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变动百分比（%）
6.9% （12.9）% 25.9% （23.5）% 15.4%

商标总审查时间（月） 9.8 9.5 9.6 9.3 9.5

商标总审查意见时间变动百

分比（%）
（3.0）% （3.1）% 1.1% （3.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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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改进目标：①优化专利申请审查的时效：使审查能力与工作负载保持一

致，从国际审查合作中获得价值，确定并提供其他加速专利申请的试点；②发布

高度可靠的专利：细化审查标准，实现专利质量预期和目标，开发人工智能专利

程序，提高专利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运用最佳现有技术的能力，提供清晰高效的

专利审查指南，提升技术和法律培训的内容、交付和及时性；③通过业务效率促

进创新：加大对专利客户的关注度，留住和利用人才，提供专业帮助，参加客户

合作会议；④加强 PTAB的运行：加强 PTAB程序的一致性、透明度和确定性，

支持 PTAB程序的实施。

（2）目标 2：优化商标质量，提高审查及时性

商标审查以优化商标质量和时效性为战略目标。从 2007年开始，首次审查

意见通知时间不到 3.5个月，商标平均注册时间少于 12个月。2020财年，首次

审查意见通知时间为 3个月，商标平均总审查时间为 9.5个月（表 7）。

未来改进目标包括：①优化商标审查时限，达到商标申请审查最佳时限标准；

②保证优质商标；③提高业务效率：提供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以加强运作，使用商

业智能和数据分析来指导决策，保护商标注册的诚信，提升客户体验，开展商标

教育和推广，提供商标法律服务，加强与全球同行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④强化

TTAB的运行。

（3）目标 3：提高在美国和全球的领导力，改善全球知识产权政策、执法

和保护

USPTO根据法规授权就国际国内知识产权问题以及相关协议向美国商务部

和联邦机构提供指导。通过项目和研究，与全球知识产权办公室和国际政府间组

织就涉及知识产权的事项进行交涉：代表美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进

行引领谈判；协助美国贸易代表（USTR）谈判和实施国际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

条款；就所有知识产权政策事项向商务部长和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包括专利、

外观、设计、版权、商标、植物新品种和商业秘密等领域；对知识产权相关事宜

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使用和执行方面的教育计划（表 8）。

表 8 IP保护和执法最佳实践培训人数（含外国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者，人次）

财年 目标 实际

2015 6300 5283
2016 5000 4975
2017 5000 4134
2018 5000 7242
2019 4500 9854
2020 5000 10688
2021 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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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改进目标包括：①加强国内知识产权政策和意识方面的教育和领导：就

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的各领域关键问题提供国内政策制定方案和指导，推动人工

智能发展，加快新冠疫情应急资源中心建设，推出专利合作市场平台（Patents 4

Partnerships Marketplace Platform），发布关于标准基本专利补救措施的政策声明，

与互联网政策特别小组（Internet Policy Task Force）合作，促进多方参与知识产

权制度的立法工作等；②加强国际知识产权政策和意识方面的教育和领导：就知

识产权执法和保护的各领域关键问题提供国际政策制定方案和指导；就谈判知识

产权协定和贸易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条款的遵守情况，向政府当局提供领导、支

持和意见；领导WIPO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行政工作，改善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

执法、保护和合作等。

（4）管理目标：实现组织卓越

USPTO认为，要实现组织目标和倡议，需要通过协作管理实现强有力的多

元化领导。实现组织卓越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建立一种以高质量客户体验、健全

的资源管理、可靠的员工队伍规划、稳定和现代化的 IT 系统和服务为基础的使

命导向文化至关重要。

未来改进目标：①加强人力资本管理，培养员工敬业度：继续优化绩效文化；

培养一支注重结果和反馈的员工队伍；利用最佳实践来吸引、招募和留住人才；

增加社交媒体宣传；启动职业辅导计划；提升就业机会；继续加强 USPTO远程

工作环境；改进领导发展计划；启动新兴领导者计划等。②优化 IT交付的速度、

质量和成本效益，实现业务价值：持续的网络安全警戒；利用商标信息技术；加

强开放数据；改进现代分析基础设施；加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高级分析；开

发机器人自动化处理等。③确保财务可持续性，以促进 USPTO高效运作。④加

强 USPTO与利益相关者以及广大公众的互动：提交行动报告；发布进度和可行

性报告；拓展创新；启动扩大美国创新的全国委员会；增加专利无偿服务项目；

建立专利商标资源中心；建立发明者援助中心；支持政府推广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STEM）；与区域办事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协作；增加获得资源的机

会等。

3. 金融部分

USPTO首席财务官 Jay Hoffman在该部分以公开信的形式强调了 USPTO整

体财务的情况，并向美国公众提供提高透明度和改善问责制的成果。它推出了一

个全面的财务和业绩活动，推进该机构的知识产权使命，以促进美国的创新、竞

争力和经济增长。另外，报告还提供了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现金流量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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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独立审计员报告

这部分涉及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审计的结果，并未发现任何不合规

的情况。

5. 其他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财务报表审计的总结和管理保证相关内容。对 USPTO

面临管理挑战，以及优化工作空间以满足员工需求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SPTOFY20PAR.pdf

原文标题：USPTO annual report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 (PAR) for 2020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9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9-2020年报

2020年 7月 16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9-2020财年年报，总结了英国

知识产权局在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期间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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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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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续签中有 92.6%是通过测试版服务（计划于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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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Ready for Brex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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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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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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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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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Investors in People Award）以及“健康与福利良好实践奖”

（Health and Wellbeing Good Practice Award）。

2. 商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及审判情况

（1）商标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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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其中，通过国内途径提交的申请量为 89887份，较上年

增长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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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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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与

国内申请相似的是，这一增长水平低于前两年（分别为 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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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年，外观设计创新纪录，共有 28180份申请，同比增长 9.9%。其

中，通过国内途径提交的申请量为 24254份，比上年减少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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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低于上年的增长率（17.5%）。申请策略的变化和注册费的降低

推动了增长。

（3）专利

2019-2020年，英国知识产权局收到 19503份专利申请，较上年（2014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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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3.2%。共计 15146项检索请求，较上年（15493项）减少 2.2%；共计 11281

项审查请求，比上年（11842项）减少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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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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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挑战，释放创新。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po-annual-report-and-accounts-2019-to-2020?utm_

source=53406d05-1929-4935-a78b-2f156425774&utm_medium=email&utm

_campaign=govuk-notifications&utm_content=immediate

原文标题：IPO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9 to 2020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17日



知识产权动态 56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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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年包容性和

多样性报告（Inclusion and Diversity Report for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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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IPO”

的文化，以实现包容性、多样性的组织转型。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clusion-and-diversity-report-for-2019-2020/inclusi

on-and-diversity-report-for-2019-2020--2

原文标题：Inclusion and diversity report for 2019-2020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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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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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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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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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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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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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不同类型行业每年投入的资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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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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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关键的生命科学投资中流失。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www.usij.org/research/2020/8/3/usij-releases-report-on-the-importance-of-an-effective-and

-reliable-patent-system-to-critical-technologies

原文标题：USIJ Releases Report on The Importance of an Effective and Reliable Patent System to

Critical Technologies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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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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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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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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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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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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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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个月和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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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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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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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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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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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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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个月，从申请到最终处理的平均耗时为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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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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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个月，从申请到权利授予的平均耗时为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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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万件）；此后逐渐减少，2019年为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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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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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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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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人）最高，其次是“运输

用机械制造业”（11.7人），远远超过了总体平均水平（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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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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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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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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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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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左右徘徊，2018年为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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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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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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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约 18000件。自 2013年以来，国外的利用率一直略有增加，2017年为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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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27 亿日元，较上年有所增长。其中金额占比最大的是私营企业（684.25

亿日元），其次是独立行政机构（60.4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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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59亿日元）较上年有所增长。其中金额占比最多的是独立行政机构

（1714.85亿日元），其次是日本政府（338.14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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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4

亿日元。从分类来看，合作研究项目金额（684.25亿日元）占比最大，其次是临

床试验（196.01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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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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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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倍，2018年为 17002件，比上年增长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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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为

44.11亿日元。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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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 2020年版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1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19年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关系
调查报告

2020年 6月 1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2019年度日本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

的关系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人们对知识创造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

技术创新的期望日益提高，相关制度研究也在积极进行中。在此背景下，日本专

利局针对国内外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以及知识产权策略进行了调查和实例分析，

用作讨论工业产权制度和政策制定的参考，旨在建立能促进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

的知识产权制度。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 知识产权活动的组织体制和知识产权活用

根据 2019年日本知识产权活动调查的结果，对知识产权管理权力下放的重

要因素分析后发现，在员工数量多，研发支出高的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通常不

堪重负，很少有高管人员兼任首席知识产权官（CIPO），导致员工或部门经理被

任命为 CIPO的倾向很高。当 CIPO兼任其他职务时，对专利保护积极性没有明

显影响；当 CIPO未兼任其他职务时，会主动活用专利，通过授权其他公司实施

来收取许可费；当 CIPO兼任研发业务时，则会在保护知识产权不被侵犯的前提

下主动活用专利。此外，知识产权业务经验对保护专利的积极性有正面影响。

2. 高校联合专利申请趋势

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nenji/202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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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 2017年由高校提交的专利申请中，高校联合专利申请（即多个申

请人参与的专利申请）数量大于高校独立专利申请数量，联合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和企业合作的联合申请数量较多。从联合申请人的组合来看，

“仅有高校联合的申请人”的审查请求率、专利授权率在各个组合中最低。报告认

为企业等非高校机构和高校联合申请专利会使得审查请求和授权专利增加。高校

与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被引用量较高，表明高校与企业合作更能产生高质量专利。

报告发现，国际专利分类（IPC）中，联合专利申请在生活必需品这一类别的专

利申请量呈增长趋势。

3. 高校联合专利申请与知识产权活动

日本的研发经费仅占全球总研发经费的 7.8%，远低于美国和中国，高校从

企业等民营机构获得的合作研发经费也远低于美国、中国和德国。对高校联合专

利申请及申请人分析后发现，与高校合作的申请人所在行业中，申请数最多的是

综合化学及化学纤维、汽车、其他电气设备和其他化学。对高校知识产权活动调

查后发现，与企业等机构相比，高校知识产权活动水平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不足，

企业申请专利更多的是自行使用，而高校更多的是授权许可给其他方使用。

4. 各国知识产权经济研究趋势

报告整理了 2019年 9月召开的欧洲知识产权政策会议（EPIP）上的报告论

文，包括三个主题：成熟的数字 IP、竞争政策中的 IP、产品责任对创新的影响，

四个小组讨论：知识产权中的权利用尽问题，全球知识产权理想制度，专利侵权

禁令，知识产权、政策与政治。EPIP 中发表的知识产权实证研究主题包括专利

制度改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专利对产品价格及股票的影响、科学对专利价值的

影响、引用与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等。在 EPIP报告中，不少研究通过机器学习

方法来处理知识产权数据，发现了各项数据的特征和联系。报告指出，这是近年

来随着实证研究工具的发展所形成的新研究趋势。报告发现，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主要研究了知识产权密集行业的经济贡献，专利审查和专利质量与

诉讼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品牌投资的商业意义等。此外，还进行了有关专利

和商标的权利、诉讼和交易的各种数据库的汇编和分析。欧洲专利局（EPO）分

析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宏观经济的贡献，高增长中小型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利

用状况以及主要技术趋势。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onota/keizai_yakuwari.html

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sonota/keizai_yakuwar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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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令和元年度我が国の知的財産制度が経済に果たす役割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检索日期：2020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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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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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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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6F17/20-28）等类别也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几乎所有主要分



知识产权动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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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ea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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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ystem/patent/gaiyo/sesaku/ai/ai_shutsugan_chosa.html

原文标题：AI関連発明の出願状況調査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7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引领管理策略走向成功的知识产权策略》

【摘要】2020年 6月 22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引领管理策略走向成功的知识产权

策略事例集》。该事例集汇总了利用知识产权来增强竞争力的公司在管理中活用知识

产权的事例，并分别从管理策略和知识产权策略的角度，对汇总事例进行了详细的

分类。本文摘选了事例集的部分内容，介绍了管理环境的变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所

需要的管理方向，以管理策略和知识产权策略的角度进行的事例分类。

2020年 6月 22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引领管理策略走向成功的知识产权

策略事例集》。该报告介绍了利用知识产权来增强竞争力的公司是如何在管理中

活用知识产权的。日本专利局通过听证调查，总结了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

这些企业的策略有助于解决创新创造，增强商业竞争力以及强化组织和企业基础

等管理问题。

1. 管理环境的变化

该报告指出，在充斥着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管理环境下，

以可持续发展为使命的企业在制定及实施管理策略时，有必要密切注意以下 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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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同时采取相应措施。

1 对 SDGs和 ESG投资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增加

联合国在 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如今被广泛接受。而环境

社会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ESG）作为一项管理投资，已成为企

业利益相关者寻求长期且稳定投资的重要判断材料。因此，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目

标纳入企业管理并吸引 ESG投资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 产业结构的变化

进入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时代，即使在以前被认为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无关的

行业中，也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对为消费者提供新移动服务的自动驾驶技术及

提高生产率的工场自动化技术等技术做出响应。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为加快

对此类变化的响应，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比如有必要跨越以往的行业界限，在不

同行业之间进行协作，预防或及早解决与不同行业发生的纠纷。及时应对此类产

业结构的变化是重要的问题。

3 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的扩大

近年来，在知识产权和数据价值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企业资产中无形资产的

比例迅速增加。投资无形资产对于企业价值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已成为当前

企业管理的重要管理问题。

4 全球化的进展

在国内市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为寻求大市场而扩展到

海外市场，企业活动的全球化也在加速。在全球化的企业活动中，如何平衡全球

统一标准与各个国家本地需求的关系，如何构建企业的全球化体制以高效地推进

企业活动等问题，都需要不同的管理决策。因此，如何管理全球化的企业活动是

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

2.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向

该报告指出，为了快速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并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既需

要实现“创新创造”又需要实现“增强商业竞争力”的目标。为了使二者兼容，有必

要强化执行管理策略的组织，并为加速企业活动奠定基础。同时，为了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构建并执行知识产权策略，有效活用知识产权至关重要。

在该报告中，将事例中试图解决的管理问题，即实现知识产权策略目标所需

要解决的管理问题，归类为“以管理策略角度分类的事例”，将知识产权部门具体

的知识产权活动，归类为“以知识产权策略角度分类的事例”。这两个事例分类的

大分类中都设有小分类，但是在小分类中描述的活动可以属于多个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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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管理策略角度进行的事例分类简介

该事例集从管理策略的角度出发，将事例大致分为 3类：（1）有利于创新创

造的知识产权策略;（2）有利于增强商业竞争力的知识产权策略;（3）有利于强

化组织及企业基础的知识产权策略。

（1）有利于创新创造的知识产权策略

1 通过开放式创新来创造业务

通过开放式创新来创造业务，是指在近年来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由于利

用传统的内部开发来创造新业务已经到达极限，故通过引进竞争企业、新兴企业、

大学等拥有的技术实现创新创造业务。

2 通过推广平台策略来创造业务

通过推广平台策略来创造业务，其中平台策略是指通过将顾客等相关人员放

到同一平台上，由此来创建业务生态系统的一种商业模型。

3 创造解决方案业务

创造解决方案业务是指脱离传统的商品销售业务，发展为解决客户问题的业

务，即创建解决方案的业务。以往知识产权部门很少直接参与解决客户问题，但

近年来部分企业的知识产权部门一直在积极参与，以期及早发现新的解决方案的

关键，并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组合。

（2）有利于增强商业竞争力的知识产权策略

1 增强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指具有竞争优势的内部能力，核心技术为核心竞争力提供技术

支持。从确保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提高和深化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

2 开展全球业务

开展全球业务包括出口、许可、战略联盟、收购和建立当地子公司。该报告

将收购归类到了“通过企业并购扩展业务组合”的类别中。

3 通过企业并购扩展业务组合

通过并购扩展业务组合是指，通过从外部并购企业来扩展自身业务。并购也

可以是出于扩大已有的业务规模，该报告对此类并购不作讨论。

（3）有利于强化组织及企业基础的知识产权策略

1 提高品牌价值

提升品牌价值不仅可以为客户展现更好的形象，在与其他企业进行业务竞争

时取得优势，还可以强化组织及企业基础，从而更容易筹集资金和保障人力资源。

基于崇高的管理理念的企业活动可以提高品牌价值。

2 通过数字转型来增强业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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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转型来增强业务基础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来增强企业的业

务基础。近年来，知识产权部门利用知识产权信息等增强企业业务基础的计划备

受关注。

3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知识产权策略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设对于提高国际社会对企业的信任，以及赢得全球投资

者的高度评价至关重要，是企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

4. 以知识产权策略角度进行的事例分类简介

该报告从知识产权策略的角度出发，将事例大致分为以下 3个类别：（1）有

关知识产权网络建设和管理的知识产权策略；（2）有关知识产权利用的知识产权

策略；（3）有关强化企业基础的知识产权策略。

（1）有关知识产权网络建设和管理的知识产权策略

1 挖掘客户价值的知识产权策略

客户价值是指客户认为适合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对客户没有价值的高性能和

高质量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带来高收益。通过找出对客户真正有价值的性能和

质量（挖掘客户价值），增加客户价值从而提高盈利能力。同时，知识产权部门

应该适当保护客户价值。

2 实行公开-保密策略的知识产权策略

公开-保密策略是指为扩大企业利益，选择保密技术或利用专利权等进行保

护的保密策略或选择向其他企业公开、授予许可的公开策略。

3 知识产权组合策略

知识产权组合可以有效保护具有多种知识产权的产品或服务。

4 促进全球化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产权策略

对于全球扩张的企业而言，有效管理包括海内外整个集团的知识产权至关重

要。全球知识产权管理不只是总公司或分公司拥有和管理知识产权的简单问题，

它需要确保总公司知识产权部门的想法（原则）与分公司共享，并在分公司之间

保持一致的活动标准。

（2）有关知识产权利用的知识产权策略

1 有关行使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策略

行使知识产权是指对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市场进入、制造或出口假冒产品等

的行为，通过活用知识产权提起诉讼，申请海关制止等行为，阻止竞争对手进入

市场以及分销假冒产品。

2 有关知识产权许可的知识产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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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许可是指通过将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积极出售或许可给其他公司

来获取利益。

3 有关降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风险的知识产权策略

降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风险，是指通过使用企业拥有的专利，保护

企业自身的业务，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业务。该报告指出，从广义上讲，不仅

是企业所拥有的专利必须受到保护，而且由企业的知识产权部门支持的合作伙伴

的知识产权活动也应如此。

4 有关标准化策略联动的知识产权策略

标准化策略联动的知识产权策略是指，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标准必要专利为

代表的，将标准与知识产权结为一体的策略。

5 有关数据利用的知识产权策略

数据利用是指对通过对物联网等途径获得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创造新的业务。

知识产权部门正在逐渐将数据视为广义的知识产权。

（3）有关强化企业基础的知识产权策略

1 知识产权信息的分析及利用

知识产权信息的分析及利用是指，通过分析以专利信息为中心的知识产权信

息和商业信息，辅助制定管理策略。日语中称之为 IP全景（IP landscape）。在该

报告中，将知识产权信息形成的知识产权报告向外界公开传播，也被归类为知识

产权信息的一种分析和利用。

2 加强知识产权策略执行组织

加强知识产权策略执行组织是指灵活地检查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以便根据

商业环境的最新变化执行新的知识产权策略。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upport/example/document/chizai_senryaku_2020/all.pdf

原文标题：経営戦略を成功に導く知財戦略【実践事例集】

检索日期：2020年 6月 23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2020年专利审查质量评价报告》

为提高专利审查工作的质量、倾听用户的评价与反馈，自 2012年起，日本

专利局开始针对审查工作质量进行用户评价调查。2020年 9月 28日，日本专利

局发布本年度的专利审查质量评价调查报告。该调查于今年首次采用线上问卷的

形式，用户回答率接近九成。

调查结果显示，97.3%的用户认为日本国内专利审查总体质量达到了一般及

https://www.jpo.go.jp/support/example/document/chizai_senryaku_2020/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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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97.2%的用户认为 PCT国际审查总体质量达到了一般及以上。日本专利局

分析调查结果后发现，“审查判断的均一性”和“日本专利法第 29条第 2项有关创

造性的运用”等问题还有待改善。此外，从用户对中日美欧韩五局的评价来看，

日本专利局在现有技术调查方面还有待提高。中国知识产权局在拒绝通知理由的

易懂性、现有技术调查、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方面获得的支持较多，在面试时

与审查员的交流方面获得的支持较少。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user/2020-tokkyo.html

原文标题：令和 2年度特許審査の質についてのユーザー評価調査報告書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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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万亿日元（据经合组织 OECD估

算），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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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jpo.go.jp/resources/report/user/2020-tokk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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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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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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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5年美国排名第一，日本排名第二。但

2003-2005年和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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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中国专利家族数量排名第五，数量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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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尤其是三国以

上的国际合作专利家族仅占了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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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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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引用科学成

果的比率较小。此外，从 2008-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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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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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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mext.go.jp/b_menu/houdou/2020/1422310_00002.htm

原文标题：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科学技術指標 2020」報告書の公表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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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其次是德国（12.2%），英国（9.7%），

日本（9.3%），法国（8.5%），中国（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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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content/uploads/column_2020_2.pdf

原文标题：感染症に関する特許出願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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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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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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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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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得到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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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biz/areareports/2020/784b856d74efe819.html

原文标题：ジェトロと特許庁、海外もつなぎASEAN知財動向報告会をオンラインで開催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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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 2021年知识产权强企预算案

2020 年 9 月 9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向国会提交 2021 年预算案，总计 6060

亿韩元。其中，潜力中小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支援（138亿韩元）；海外知识产权

保护（218亿韩元）；应对新冠疫情等知识产权相关研究开发（286亿韩元）；知

识产权价值评估（96亿韩元）；知识产权相关担保贷款支援（93亿韩元）；标准

专利申请与必要性认证（39亿韩元）；国民参与预算（42亿韩元）。2021年预算

案中知识产权申请、保护等主要预算增长至 3511亿韩元，与 2020年相比增长了

235亿韩元。重点方向如下。

（1）由于专利和论文等技术文献、批发和零售企业（主要是在线购物）的

商标申请数量激增，计划投入 764亿韩元以提供高质量审查审判服务。

（2）借助知识产权强企创造计划，预计在 2021年支持 820家企业发展，帮

助高出口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3）为使由于恶意先占韩国品牌以及假冒商品流通导致的知识产权损害最

小化，将海外网络假冒商品流通应对国家名单由中国向东南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扩大，并计划在俄罗斯新建海外知识产权中心。同时，加强韩企对国际知识产权

纠纷的应对能力。

（4）为获得民事、刑事诉讼所需的早期证据，支持对商业秘密泄露受害企

业的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进行数字取证。

（5）为实现材料零件设备加工领域的技术独立，持续支援适合中小企业的

定制化知识产权战略。

（6）加强对中小企业风投融资的支持。同时加大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支

持，帮助中小企业开展专利抵押融资。

（7）新设 3个国民参与预算项目。包括：支持高级离职员工进行知识产权

创业；支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制定产业经济发展战略；改

善初中高发明教育中心教学环境。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

=18448

原文标题：'강한 특허'로 무장한 중소기업 세계시장 선점 돕는다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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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交易振兴措施

2020年 10月 29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交易振兴措施。在第四

次工业革命时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以及不同技术的融合加速了创新的发展，因

而更加体现出知识产权交易的重要性。韩国知识产权局指出，当前韩国政府研发

预算的 70%拨给了韩国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但其技术交易规模还不足美国大学

的 6%。据韩国产业部统计数据，2018年韩国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技术交易规模

为 1897亿韩元，美国为 32000亿韩元。

为振兴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改善知识产权交易环境，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了

三大战略，12项任务。主要内容如下：

（1）韩国发明振兴会下属知识产权交易所将指定有潜力的民营交易机构共

同参与全过程的知识产权交易，为交易提供运营咨询，提升民营交易机构的专业

性（计划在未来 5年内培养 36家专业机构）。

（2）为了在研发早期阶段，即在专利的审查阶段就可进行交易，韩国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网站（KIPRIS）将提供“期望交易”选项，引导进行知识产权交

易。

（3）构建“创意交易平台”，企业可在平台上购买消费者所提创意。从小创

意出发营造知识产权交易的良好环境。促进引入“变相投标人方式”[1]的知识产权

拍卖制度。

（4）构建韩国技术保障基金、发明振兴会、知识产权战略院、国防科学研

究所等交易相关公共机构的合作体系，结合各机构的强项，打造合作型知识产权

交易系统。

（5）灵活应用母基金（Fund of Funds, FOF），构建知识产权交易支持基金，

计划在 2021年实现 1200亿韩元的规模，用于投资购买大学与研究所知识产权的

企业，增加知识产权交易需求。

（6）为扩大企业获取体验后付款的知识产权交易方式，提供标准合同订立

与会计核算服务支援。

（7）加强对知识产权转让后使用权独占性的保障，搞活知识产权交易。

（8）完善促进知识产权交易的相关法律和制度。例如将大学与公共研究机

构预计放弃的知识产权转回给发明人，以方便发明人继续努力实现该知识产权的

商业化。

（9）整合按部门分散管理的知识产权交易信息，创建准确的信息数据库。

[1] 变相投标人方式：将私人协议和拍卖相结合的交易方式，即与意向购买者签订临时合同并公开后，在没

有竞标人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确立合同，在有竞标人的情况下签订临时合同的意向购买者可优先以最高价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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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参与者提供相应的培训与交流机会。

（11）进一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保护。

（12）完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将商标、外观设计侵权纳入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范畴，加强特别司法监管。

韩国知识产权局指出，本次措施制定的目的在于改善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条

件、法律和制度环境，以期进一步搞活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提升韩国企业的技术

竞争力。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2&pg=1&

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

&seq=18515

原文标题：특허청,“지식재산거래활성화대책”발표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0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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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GII）。

报告显示，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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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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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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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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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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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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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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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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强劲反弹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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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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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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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PO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20》

2020年 12月 7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20》（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0）。统计显示，2019年商标和工

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增加，专利申请量呈现罕见的下降趋势。主要内容如下。

1. 专利

2019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量为 140万件，其次是美国

（621,453）、日本（307,969）、韩国（218,975）和欧洲（181,479）。这五大主管

局受理的申请数量占世界总量的 84.7%。韩国（+4.3%）、欧洲（+4.1%）和美国

（+4.1%）受理的申请量均有增长，而中国（-9.2%）和日本（-1.8%）有所下降。

中国的申请量近 24年来首次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优化专利申请结构、提高

专利申请质量上的监管加强，使居民专利申请量下降了 10.8%。

2019年，亚洲各主管局受理的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量的近三分之二（65%），

较 2009年的 50.9%增幅显著，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北美受理的

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量的 20.4%，欧洲占比 11.3%，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以及大洋洲占比 3.3%。

在海外申请专利方面，美国居民专利申请量继续领先，2019年，美国居民

向海外提交了 236,032件同等专利申请，其次是日本（206,758）、德国（104,736）、

中国（84,279）和韩国（76,824）。

2019年，全球有效专利数量增长了 7%，约 1,500万件。美国（310万）有

效专利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国（270万）和日本（210万）。美国有超过一半的有

效专利来自国外，而日本国内的有效专利约占 80%。

2. 商标

2019年，全球约有 1,150万件商标申请，涵盖 1,520万个类别。申请中指定

的类数 2019年增长了 5.9%，连续十年实现增长。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申请活

https://www.wipo.int/trademark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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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数量最多（780万），其次是美国（672,681）、日本（546,244）、伊朗（454,925）

和欧洲（407,712）。

亚洲各主管局占 2019年商标申请活动总量的 70.6%，高于 2009年的 38.7%。

欧洲的份额从 2009年的 36%下降到 2019年的 15.4%。北美占 2019年世界总量

的 5.7%，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拉比地区以及大洋洲占比 8.3%。

2019年，全球约有 5,820万件有效商标注册，比 2018 年增长了 15.2%。其

中，仅中国就有 2,520万件，其次是美国（280万）和印度（200万）。

3. 工业品外观设计

2019年，全球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约 104万件，其中包含 136万项外观设

计，同比增长 1.3%。2019年，中国受理外观设计申请 711,617项，占世界总量

的 52.3%，其次是欧洲（113,319）、韩国（69,360）、美国（49,848项）以及土耳

其（46,202）。

2019 年，亚洲各主管局外观设计申请量占全球申请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68.4%），其次是欧洲（24.3%）和北美（4.2%）。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以及大洋洲占比为 3.1%。

全球有效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总量增长了 7.3%，约 410万项。有效注册量

最多的国家是中国（180万）、韩国（358,803）、美国（357,959）和日本（261,669）。

4. 植物新品种

2019年，中国受理植物新品种申请 7,834件，较 2018年增长了 36%，占全

球植物新品种申请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位列中国之后的是欧洲（3,525）、美国

（1,590）、乌克兰（1,238）和日本（822）。2019 年排名前五的主管局中，中国

（+36%）和乌克兰（+1.1%）的申请量有所增长，日本（-6.6%）、美国（-1.2%）

和欧洲（-0.8%）申请量出现下降。

5. 地理标志

2019年，全球共有约 55,800 个有效地理标志。德国（14,289）有效地理标

志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国（7,834）、匈牙利（6,494）和捷克（6,071）。与“葡萄

酒和烈酒”相关的有效地理标志约占 2019年全球总量的 56.6%，其次是农产品和

食物（34.2%）以及手工艺品（3.5%）。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20/article_0027.html

https://www.upov.int/portal/index.htm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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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2019年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增加；专利

申请呈现罕见的下降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8日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研究
澳企亚洲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经验

2020年 10月 21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IPAustralia）发布了《澳大利亚

企业在亚洲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经验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有关澳大利亚企业

在向中国和东盟市场出口时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报告由

澳大利亚出口理事会代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和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

（DISER）完成。

报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在线工具调查 118名参与者，第二阶段使

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 16个案例。这两个阶段的参与者大多是中小型企业中表现

出色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出口商代表。

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被认为是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最普遍的司法管辖区。报告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务的扩张并引发了中小企业进军东盟市场的兴趣。表

10列出了 58位受访者所涉及的各国家/地区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或争议情况。在

中国涉及了知识产权问题或争议的受访者数量最多（14个），是排名第二的越南

的两倍多；其后依次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没有知

识产权相关问题或争议的受访者达 37个（64%）。

表 10 受访者知识产权问题或争议发生地

国家/地区 受访者占比 受访者数量

没有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或争议 64% 37
中国 24% 14
越南 8% 5

印度尼西亚 7% 4
马来西亚 3% 2
菲律宾 3% 2
新加坡 3% 2
泰国 3% 2

其他（请说明） 7% 4

（2）积极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大大减少知识产权侵权事件的发生，

包括通过传统的知识产权注册途径和其他创新的商业策略，还包括考虑外国司法

管辖区业务伙伴的价值。表 11显示了受访者为保护其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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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措施。共有 40名受访者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5%）

拥有知识产权战略，14名受访者（35%）拥有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律师，9名受

访者（23%）拥有海外知识产权律师，显示出对国内市场的重视程度更高。此外，

只有 5名受访者（13%）使用了申请代理服务。

表 11 受访者针对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受访者占比 受访者数量

知识产权战略（在商业目标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 55% 22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律师 35% 14

在出口市场注册和使用网络域名 33% 13
监测知识产权申请情况以防潜在的侵权 28% 11

海外知识产权律师 23% 9
通过保密或商业秘密协议 20% 8

本地知识产权代表，如申请代理人（在澳大利亚或相关

司法管辖区）
13% 5

上述均无 10% 4
利用二维码或类似技术验证出处 3% 1

其他 3% 1

（3）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因此无论在时间还是金钱方面都缺乏有效

管理其知识产权的必要资源。所以，必须考虑对中小企业进行有效的宣传，以使

其更容易开展相关工作。

表 12 受访者常用的知识产权信息来源

案例研究 信息来源

1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澳大利亚工业和商业协会

2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律师

3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谷歌搜索

4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5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律师、内部人力资源

6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7 知识产权律师

8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9 商业指导、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律师

10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谷歌搜索

11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律师

12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法律资源

13 过去的工作经验

14 部分来自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主要是国内外律师

15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商业顾问

16 主要是律师，有时来源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4）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是受访者最常用的知识产权相关信息来源（表

12）。表 13显示了受访者使用澳大利亚政府知识产权服务的情况。其中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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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网站最受欢迎，有 39个受访者（40%）选择，其次是 20个受访者（20%）

选择的澳大利亚工业部以及出口支持服务部门，只有 9位受访者（9%）选择了

中国知识产权顾问服务。

表 13 受访者利用澳大利亚政府知识产权服务情况

澳大利亚政府知识产权服务使用情况 受访者占比 受访者数量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40% 39
澳大利亚工业部 20% 20

出口支持服务部门，包括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州政府等 20% 20
中国知识产权顾问 9% 9

以上均无 48% 47
其他 3% 3

（5）报告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在企业的商业计划中应更为突出，尤其是在

向中国和东盟出口时。此外，中小企业在整个业务生命周期中，从知识产权登记

前到事后维护和监控，都需要更多的信息。报告提出了以下四项建议：

 尽早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商业化战略的一部分；

 协助出口商了解合作伙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用；

 与志同道合的组织建立知识产权网络；

 提供丰富的交互式知识产权信息。

这四项建议为解决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实际指导。综合来看，这些建议

旨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在出口商预先规划阶段的重要性。此外，应充分利用澳大

利亚知识产权局网站。

邓文鼎 编译，罗 梅，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ipaustralia.gov.au/sites/default/files/reports_publications/study_into_the

_experience_of_australian_firms_enforcing_ip_rights_in_asia.pdf

原文标题：Study into the experience of Australian firms enforcing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sia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2日

兰德公司发布 21世纪中国创新倾向报告

2020 年 12 月 3 日，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21 世纪中国创新倾向》

（China’s Propensity for Innov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报告，旨在更好地理解中

国的创新倾向，从而评估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轨迹。

1. 主要内容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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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出了评估中国创新体系的概念框架、衡量创新倾向的指标，选取了制

药、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三个案例研究进行分析，并展望了中

国未来的创新倾向。

报告认为，虽然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同时也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但体制

方面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在创新框架内，中国创新体制的多个方面均表现突出，

中国在指导发展政策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与其他 OECD 国家相比，中国继续

自上而下地引导创新。此外，中国具备成为一个创新大国（甚至可能成为创新引

领国家）所需的诸多要素。研究分析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会处于创新资产

不断增长的阶段，而中国的创新倾向是否能激发内部创新动力，将决定中国未来

的创新趋势。

2. 主要研究结论

（1）研究构建了影响创新潜力和创新倾向的概念框架，识别出中国创新体

系相关的主要因素。

（2）通过分析现有的学术文献、纸媒和网络媒体中的相关文献，开展技术

领域的案例研究，获取了评估中国创新倾向的相关指标。

（3）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制药行业的创新倾向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在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领域存在早期优势，但国家政策和政治考量限

制并抑制了当下的创新。

（4）对专利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在学术出版物方面发展迅速，

相对于美国专利在经济利基市场的广泛探索，中国专利申请显示出更聚焦于重点

领域的特点。

（5）中国领导层的主要政策推力是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因此，并

不能仅假设制度结构与先前的创新案例相似，需要理性看待创新体系的本质。

3. 主要建议

（1）建议监测中国个别技术领域和行业的发展。从行业、区域和国家层面

更全面地考虑中国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更有利于全面研判中国未来的创新成就。

（2）通过区分早期或先兆指标，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崛起为创新大国的路径，

为研究中国创新体系提供说明书。

（3）考察中国创新的重要活动、影响因素和创新地区，并将其纳入同一个

框架综合考虑；针对中国创新倾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提出评价维度；选择分析的

“仪表板”，观察中国创新体系的特点和趋势。

安晓慧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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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208-1.html

原文标题：China's Propensity for Innov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5日

Bush Institute和 Opus Faveo联合发布美国大学
创新影响力报告

2020年 6月 17日，布什研究所（Bush Institute）和 OpusFaveo 创新发展咨

询公司（Opus Faveo Innovation Development）联合发布美国大学创新影响力报告。

报告根据总体创新产出和将研究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力，对美国 195所研究型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创新影响力进行了排名，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 概要

报告指出，美国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加强在提升国家一流大学和其他

研究机构创新影响方面的投入。对研究机构而言，这一投入意味着要优先考虑研

究，增加优秀科研人员的自主权，建立高效、以成果为中心的技术转让业务，灌

输创新和创业文化，并与周围的商业和创新社区合作。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要

投入更多的研究资源，更加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包括高技能移民。

该报告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创新影响力进行了新的排名。发布排

名的目的是突出表现优异的机构——特别是在创新影响生产力方面表现突出的

机构——以便其他机构、决策者和其他领导者能够从中学习。

报告中，创新影响力指的是将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

研究成果扩散到学术界之外，直接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技术进步。报告研究

了某些大学在产生创新影响力方面比其他大学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研究支出越高，产生创新影响的生产力就越低。

（2）大城市的大学往往比小城市的大学产生更多的创新影响力。

（3）在移民人口比例较大的大城市的大学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创新影响力，

而不受大城市人口的影响。

（4）大学技术转移部门的规模、专业背景和政策对创新影响力有着非常广

泛的影响。

（5）由行业合作伙伴资助的研究支出份额与创新影响力呈负相关。

2. 排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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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包括 195 所院校，基于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简称 AUTM）2013年至 2017年的数据，加上

专利引用、学术论文引用、毕业生人数和来自公开网站的其他大学属性等数据。

计算每所大学的综合创新影响力得分，由九个变量组成，分为四大类：

（1）商业化影响力

①公开的新专利

②新的许可

③许可收入

（2）创业影响力

①分拆公司的数量

②分拆公司的许可

（3）研究影响力

①论文引用数量

②专利引用

（4）教学影响力

①新 STEM博士毕业生

②新 STEM学士和硕士毕业生

3. 政策建议

报告为那些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影响力的大学领导层提供了七点建

议：

（1）优先考虑研究发展；

（2）努力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教师科研人员；

（3）开展高效、以成果为中心的技术转让业务；

（4）全校范围内灌输创新和创业文化；

（5）与周围的商业和创新社区紧密合作；

（6）避免过度依赖行业资助的研究经费；

（7）监测、量化和透明地披露创新影响结果。

报告为决策者、商界领袖、慈善家和社区提供了五点建议：

（1）增加公共部门对大学研究的支持；

（2）了解机构在创新方面的差异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

（3）努力争夺人才——包括移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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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集成的物理空间，将研究人员与企业家、投资者和其他潜在的非

学术合作伙伴联系起来；

（5）支持技术转让业务和其他促进创新影响力的因素。

许海云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s://www.bushcenter.org/publications/resources-reports/reports/universities-innovation-impact.

html

原文标题：The Innovation Impact of U.S. Universities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日

管理创新

欧美

欧盟委员会发起第三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公众咨询

2020年 10月 29日，欧盟委员会发起关于“第三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

的公众咨询，目的是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引起最高关注的第三国，并更

新“优先国家”清单。公众咨询帮助欧盟委员会将其工作和资源集中在优先国家和

关注的特定领域，以期改善全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环境。公众咨询的结果还

有助于权利人在优先国家从事商业活动时了解其知识产权的潜在风险，从而使他

们可以构建商业策略并采取行动来保护知识产权。

据悉，公众咨询的内容主要涉及：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了解每个国家

/地区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的有效性，如存在的法律问题和实际挑战等；

过去两年中各国家取得的进展，如新的立法、行政决定、重组、机构改革、新的

知识产权战略、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培训方案、与权利持有人的合作以及

提高知识产权的预算额度等。咨询以英语、法语和德语提供，将于 2020年 11月

16日结束。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public-consultation-state-intellectual-property-third-countries

原文标题：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Sta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ird Countries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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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通过数字教育提案支持知识产权教育网络

2020年 11月 30日，欧盟通过了欧洲知识社会数字教育的相关提案，为未

来几年欧洲数字教育制定了路线图，欧盟 27国教育部长表示将支持知识产权教

育网络。该提案多次提到知识产权在未来数字教育中的重要性，已正式公布由欧

盟知识产权局（EUIPO）进行管理，鼓励 EUIPO在全欧洲协同增效上发挥作用，

提供适当的数字 IP资源、教育培训和学生活动等。该网络由欧洲各国教育部、

知识产权办公室和其他教育利益相关者组成，共同促进欧洲年轻人的创意、创新、

创业精神和数字化活动。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web/observatory/news?p_p_id=csnews_

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

n-1&p_p_col_count=2&categoryId=news&journalId=8398294&journalRelatedId=manual/

原文标题：EU Education Ministers confirm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IP in Education network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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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First Fi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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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ice of

Second Fi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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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588112

原文标题：EUIPO joins the WIPO Digital Access Service (DAS)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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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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ed for Busi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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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EDR），那么 EUIPO E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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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personalised-ip-support-service-euipo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online-services/ip-support

原文标题：Personalised IP Support Service by EUIPO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4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中小企业联盟实施中小企业
联合支持计划

2020年 9月，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和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European

Digital SMEAlliance）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旨在制定和实施联合计划以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该合作协议包括一系列培训计划，例如网络研讨会和多种培训模块，

以及共同设计的中小型企业指南，以激发企业知识产权创新意识。

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是欧洲最大的中小型 ICT 企业网络，代表约 20000

个数字中小企业。联合协议作为欧盟知识产权局 2025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旨

在促进中小企业在其业务中得到支持。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uipo-teams-european-sme-alliance

原文标题：EUIPO Teams up with European SMEAlliance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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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会计师和审计师联合会
合作支持中小企业

2020年 9月，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与欧洲中小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

联合会（EFAA）签署了一项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的合作协议。EUIPO在 EFAA

的帮助下接触中小企业，宣传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两个组织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

的互补作用。长期以来，知识产权被认为是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为持有人在全

球市场上提供了竞争优势。当企业主经营业务需要建议时，通常会求助于信任的

会计师，因此该合作可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正确阶段指导中小企业用户处理知识产

权问题。

该合作协议涵盖各种活动，例如在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中促进知识产权的保

护和利益，举办活动和专门的联合网络研讨会，以强调知识产权在中小企业业务

中的重要性。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uipo-teams-european-sme-alliance

原文标题：EUIPO Teams up with European SMEAlliance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研究内容自动识别技术
对知识产权的影响

2020年 11月 10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了《内容自动识别：

现有技术及其对知识产权的影响》（Automated Content Recognition: ‘Exist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IP’）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并分析了支

持不同识别等级的内容自动识别（ACR）技术，包括哈希算法、水印、指纹等。

报告显示，ACR技术的用途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保护或管理知识产权的范围，

这些技术对于许多业务和安全应用程序至关重要，并且可以应对主要的社会挑战。

报告的第二部分会在 2021年第二季度之前完成，将关注 ACR技术对知识产

权的当前和潜在影响，并探讨以下五个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案例：探查电子商务

市场上的知识产权侵权情况；用于检测正品或假冒产品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识

别 3D打印文件和产品的解决方案；保护和管理内容共享服务知识产权的解决方

案；识别直播流中受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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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鼎 编译

来源：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

/reports/2020_Automated_Content_Recognition/2020_Automated_Content_Recognition_Discussi

on_Paper_Full_EN.pdf

原文标题：Automated Content Recognition: ‘Exist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IP’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2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推出 GIview地理标志检索数据库

2020年 11月 24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推出全新地理标志检索数

据库 GIview，可检索受欧盟保护的所有地理标志（GI）。对消费者、生产者和知

识产权专业人员来说，GIview 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可对在欧盟注册的地理标

志数据提供单点访问。它还涵盖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在欧盟一级受保护的非欧盟

地理标志以及在非欧盟国家受保护的欧盟地理标志的详细信息。该数据库由

EUIPO 进行开发和维护，目前已正式启动，并将持续更新。地理标志是欧盟重

要的经济资产，是整个欧盟知识产权体系的一部分。根据 EUIPO和 EPO的研究，

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整个欧盟提供了近 40万个工作岗位，为欧盟的

GDP贡献了超过 200亿欧元。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giview-new-euipo-search-database-geographical-indications

原文标题：GIview: New EUIPO Search Database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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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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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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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常规选择。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0717.html

原文标题：Record numbers of oral proceedings by VICO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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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launches-new-platform-help-researchers-fight-against-coron

avirus

原文标题：EPO Launches New Platform to Help Research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onavirus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16日

欧洲专利局专利保护范围延伸至摩尔多瓦

2015年，欧洲专利局与摩尔多瓦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AGEPI）签署了

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发明人能够将其欧洲专

利的保护范围延伸至摩尔多瓦共和国。2020年 11月，欧洲专利局局长 António

Campinos和 AGEPI 局长 Viorel Iustin举行会议，讨论了双边合作的最新进展，

特别是欧洲专利的生效。同时双方续签了合作协议，这意味着该协议至少将在未

来五年内继续生效。欧洲专利保护范围延伸至摩尔多瓦，为专利申请人带来了好

处，同时增加了摩尔多瓦经济的吸引力，促进了外国投资。该协议还允许 AGEPI

集中资源支持地方创新者，特别是大学和中小企业，以培育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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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1102.html

原文标题：Five years of European patents validated in Moldova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8日

欧美专利局合作加强创新者支持

2020年 10月，欧洲专利局（EPO）局长 António Campinos与美国专利商标

局（USPTO）局长 Andrei Iancu会见，双方就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采取的新措施以及根据 2019年 10月签署的关于双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开展的联

合活动进展进行了深入探讨。谅解备忘录涉及的领域包括：加强专利数据获取、

提高专利质量和专利权可靠性的工具和程序；工作共享的新概念以及旨在使办公

室工作人员和用户都受益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工具。EPO和 USPTO双方提出希望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便在关键时刻支持创新者，提供最佳服务并建立真正支

持创新的专利制度。此次会议还提出推进合作专利分类（CPC）项目，该工具目

前已被全球约 30个机构使用。EPO和 USPTO已经使用机器学习系统将检索文

件准确分配给最适合的专利审查员，从而提高了质量和效率，并降低了专利申请

管理的成本。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1008a.html

原文标题：EPO-USPTO co-operation to support innovators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8日

EPO与 LESI联合推进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利用

继欧洲专利局（EPO）与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Licensing Executives

Society International，LESI）于 2019年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于 2020年 11月

16日的视频会议上签署了 2020-2021年首个联合工作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为高

增长技术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研究机构和顾问）提供知识产权培

训和资源，主要目的是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帮助世界各地的创新者更好地利用欧

洲专利制度。该计划将促进全球创新，使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商业成功和增长的基

础资产。EPO和 LESI的合作将覆盖包括会议、培训、研讨会和联合出版物等 30

多项活动，并将围绕未来的联合活动协调核心举措。本次工作计划突出了数字活

动和资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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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1116.html

原文标题：EPO and LESI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9日

美国墨西哥启动平行专利授权计划

2020年 12月 7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墨西哥专利局（IMPI）宣

布启动平行专利授权计划（Parallel Patent Grant，PPG）。根据新的工作共享协议，

IMPI将加快向已经获得相应美国专利的企业和个人授予墨西哥专利，使美国专

利持有者更容易和快捷地获得墨西哥专利授权，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加快两国受理

的大部分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USPTO相关负责人表示，PPG是美国全球共享

合作、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革命性发展的措施，这将为增加创新、进一步改善国

际专利制度开启新的合作方式。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and-mexican-institute-industrial-property-an

nounce-launch-parallel

原文标题：USPTO and Mexica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nounce launch of Parallel

Patent Grant Initiative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9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COVID-19临时专利申请延期收费试
点计划

2020 年 9 月 16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宣布了一项针对用于对抗

COVID-19 疫情发明的临时专利申请延期收费试点计划，该计划将从 2020 年 9

月 17日开始，为期 12个月。根据试点计划，申请人可以推迟支付临时专利申请

的申请费，直到提交相应的非临时申请。为了促进传播和合作，申请人必须同意

在 USPTO网站上公开临时申请中披露的技术主题。通过公开披露，申请人可以

在保护专利权的同时，为公众对抗 COVID-19做出贡献。若要获得该计划的资格，

临时申请中披露的主题必须与对抗 COVID-19相关的产品或过程相关，并且必须

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使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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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鼎 编译

来源：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announces-covid-19-deferred-fee-provisional

-patent-application-pilot

原文标题：USPTO announces COVID-19 deferred-fee 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pilot

program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7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快速上诉试点计划

2020年 7月 2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推出快速通道上诉试点计划

（Fast-Track Appeals Pilot Program）。快速上诉试点计划于 2020年 7月 2日起生

效。该计划下，上诉人只需提出要求对其单方面上诉进行快速复审的申请。专利

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将在请求获得批准、单方上诉进入试点计划之日起

6个月内做出决定。获得快速通道的资格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该申请必须

是原创的发明、外观和植物专利的非临时申请。（2）快速通道的上诉必须是已提

出上诉申请且美国专利商标局已发出 PTAB备案通知的单方面上诉（即上诉待

PTAB审理）。（3）上诉人必须通过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电子备案系统，根据 37 CFR

41.3提交请愿书，分别通过申请号和申诉号识别申请和申诉，并寻求快速审查。

（4）申诉人需随申请书支付 400美元的申请费。试点计划预期一年，期间每季

度通过批准的申请数量上限为 125个。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s://www.uspto.gov/patents-application-process/patent-trial-and-appeal-board/fast-track-appeal

s-pilot-program

原文标题：Fast-Track Appeals Pilot Program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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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PTO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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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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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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nsf.gov/news/special_reports/announcements/090320.jsp

原文标题：Accelerating research to impact society at scale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5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调整商标官费

2020年 11月 17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商标官费调整通知，

提出将重新调整《Leahy-Smith美国发明法》（AIA）授权的某些商标费用，并将

于 2021 年 1 月 2 日开始生效。USPTO 新增或调整了与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

（TTAB）申请相关的 16项费用（电子申请 8项、纸件申请 8项）：（1）10项费

用（电子类 5项/纸质类 5项）均有增长，特别是复议申请费、异议申请费、撤

销申请费以及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延期提交异议申请费。（2）新增 6项申请费用

（电子类 3项/纸质类 3项）。此次官费调整的总体目标是从商标和 TTAB的收费

中收回全部成本（包括相关的行政成本）。USPTO预计，此次调整将使 5年内的

商标申请费收入增加 21%，申诉费增加 73%，TTAB费增加 58%，从而加快相关

服务的成本回收。USPTO通过协调费用与成本来促进商标的有效运作，进而实

现其战略目标。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11/17/2020-25222/trademark-fee-adjustment

原文标题：USPTO Publishes Final Rule Codifying Significant Trademark Fee Increases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22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0至 2021年工作计划

2020年 7 月 9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0至 2021年工作计划，概述了

英国知识产权局 2019至 2020年的主要活动与 2020至 2021年的目标，旨在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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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和创新性的国家。2019 至 2020年的工作亮点包括：

（1）通过了一项用户战略，该战略提出了英国知识产权局对用户的态度以及向

以用户为中心转型的计划。（2）推出了数字化自动完成调查的客户满意度评估方

法。（3）处理了创纪录数量的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4）12个月或更短的时间

内发出超过 85％的法院最终决定，15个月内发出超过 92％的最终决定。（5）增

强了面向用户以及内部关键业务的 IT 系统功能，可保证 99.5％核心工作时间的

使用。（6）针对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推出了数字续签服务。（7）开发了搜索商

标和设计的 AI工具，并且正在为使用该技术的用户开发和测试新平台。

2020至 2021年计划的优先事项为：（1）提供核心服务（2）支持英国的独

立经济和政治未来（3）推进转型计划（4）确定未来技术可能对知识产权框架产

生的影响。英国知识产权局指出理解和嵌入正确的文化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corporate-plan-2020-to-2

021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Corporate Plan 2020 to 2021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10日

日韩

第十届日本-东盟专利局局长会谈举行

2020年 7月 8日，日本专利局与东南亚国家联盟[2]成员国知识产权局，以视

频会议的形式召开了第 10届日本－东盟专利局局长会谈。本次会谈，各方就开

设日本－东盟专利专家会议讨论先进技术领域的专利审查标准和专利翻译事宜

达成共识。此外，各方还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合作：在先进技术领域，由东亚

和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对每个国家的专利审查制度进行研究；合作加盟

或运用国际申请制度（马德里协议/海牙协议）；加强在人才培育、审查业务管理

方面的合作；加强在知识产权商业化、提升知识产权意识方面的合作。此外，日

本专利局局长松永明指出创新是解决新冠病毒的一种手段，日本和东盟国家应该

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共同努力促进创新。各方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

识。

[2]简称东盟（ASEAN），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

国、越南共 10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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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7/20200709001/20200709001.html

原文标题：日 ASEAN特許専門家会合を立ち上げることに合意しました

ー第 10回日 ASEAN特許庁長官会合の結果ー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13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国际申请补充说明提交规定

日本专利局发布新修订的国际申请法实施细则于 2020年 7月 1日起实行，

该规定在国际专利申请提交时如果发现错误，可以再次提交补充说明。2020年 6

月 25日，日本专利局发布国际申请法实施细则关于提交补充说明的规定。规定

指出，受理部门发现申请中存在错误或材料不足时，可要求申请人完善手续。申

请人可以提交补充说明，或直接引用之前提交的申请。提交补充说明会导致申请

日期变更为受理补充说明时的日期，直接引用则不会。完善手续应在受理部门提

出要求后两个月内完成。申请人也可以在提交申请后两个月之内主动提交补充说

明。因补充说明导致申请日期发生变更的情况，申请人可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

申请无视补充内容，即申请通过后申请日期不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受

理部门将通过引用进行补充的情况视作提交补充说明，会引起申请日期的变更。

谢金秀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ystem/patent/pct/tetuzuki/meisai-hoju.html

原文标题：規則 20.5の 2に基づく明細書等の補充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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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7/20200709001/20200709001.html
https://www.jpo.go.jp/system/patent/pct/tetuzuki/meisai-hoj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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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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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の活用支援事業」に係る企画競争（委託先の公

募）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1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19年商标申请统计

2020年 11月 6日，日本专利局举办了第六次商标制度小组委员会，并于会

上发布了 2019年商标申请数量统计数据，主要内容涉及：（1）2019年日本国内

商标与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呈增长趋势，国内商标申请量较上年增长 3%，国际商

标申请量增长 9%；（2）服务行业的商标申请量增长幅度较大；（3）中小企业及

个人的商标申请数量显著增长，占日本国内申请总量的 70%左右；（4）非日本本

土申请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量增长尤为突出，近 5年增长了约

5倍；（5）日本国内申请人申请外国商标的数量也在增多。其中，申请中国商标

的数量显著增长。

卢雨欣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resources/shingikai/sangyo-kouzou/shousai/shohyo_shoi/document/

t_mark_paper06new/shiryou1.pdf

原文标题：産業構造審議会 知的財産分科会 第 6回商標制度小委員会 議事次第・配布資

料一覧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5日

日本专利局支援中小企业打击国外侵权产品

2020年 10月，日本专利局称，为保护本国中小企业在海外的正当权利，日

本专利局将支援本国企业打击国外侵权产品，支援对象为在国外已取得知识产权

的中小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占 2/3以上的企业团体等。日本专利局的支援方式发

包括：发放补助金；协助调查侵权产品的流通路径以及制造商；以调查结果为基

础，出具对侵权企业、个人的警告书；进行行政侦查揭露并禁止侵权品通过海关；

删除贩卖侵权产品的网站等。

日本专利局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中小企业开始进入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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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外国侵权产品的意识也日益提升。对此，日本专利局认为，中小企业在对应

国家取得知识产权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维权活动费用高昂，对中小企业而言负

担较大。为此，日本专利局决定联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卢雨欣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upport/chusho/shien_kaigaishingai

原文标题：海外で見つけた模倣品の対策を支援します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3日

日本专利局调整国际专利申请官费

2020年 12月 1日，日本专利局发布关于调整国际专利申请官费的通知。新

的收费标准将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始生效。调整范围包括：（1）国际专利申请

费（30 页之内）从 152100日元调整为 1536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9646元），超

过 30页的费用不变（每页 1700日元，约合人民币 107元）；（2）线上进行申请

时的申请费优惠额从 34300日元调整为 34600日元（约合人民币 2173元）；（3）

国际预备审查请求手续费从 22900日元调整为 23100日元（约合人民币 1451元）；

（4）其他国家专利局的国际检索费发生了变化：欧洲专利局（EP）由 221900

日元调整为 221100日元（约合人民币 13885元），新加坡专利局（SG）由 173600

日元调整为 174000日元（约合人民币 10927元）。

卢雨欣 编译

来源：

https://www.jpo.go.jp/system/patent/pct/tesuryo/pct_tesuukaitei.html

原文标题：国際出願関係手数料改定のお知らせ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2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计划大幅改进中小企业的
手续费减免制度

2020年 6月 15日，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为支持中小企业顺利获得知识产

权、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费和注册费的减免，计划大幅改进中小企业的手

续费减免制度，不需要申请和证明资料便可自动减免手续费。目前韩国知识产权

局为中小企业提供减免 30%的知识产权申请费、审查申请费、授权后最初九年知

识产权费的政策。但是中小企业必须在缴纳申请费、注册费等每个阶段的手续费

https://www.jpo.go.jp/support/chusho/shien_kaigaishingai.html
https://www.jpo.go.jp/system/patent/pct/tesuryo/pct_tesuukait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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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交减免申请，同时还要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中小企业联合会）等部门获

取中小企业身份证明。为简化手续，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了新方案，打通了产业

通商资源部与中小企业的数据库，可通过系统直接确认中小企业身份并提供减免。

新制度实行后，中小企业便可自动享受手续费减免，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和减

免申请。与此同时，新制度还可以防止因证明材料未提交或者误提交而导致的知

识产权申请延迟，方便中小企业迅速获得知识产权。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

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61

原文标题：중견기업의특허수수료감면절차대폭개선

检索日期：2020年 6月 21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金融投资推进战略

2020年 7月 2日，在韩国第 109 届国政悬案调查协调会议上，韩国知识产

权局发布了促进知识产权金融投资战略，计划至 2024年将创造 1.3万亿韩元的

价值。本次推进战略为在新冠疫情中发展受影响的韩国经济，提供了新的知识产

权金融投资方式，支持创新企业创业和发展的同时，给韩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韩国政府联合金融相关部门发表了四大促进知识产权金融投资战略，主要内容如

下：为知识产权投资市场提供高品质知识产权；根据投资者意向，上市多种知识

产权投资产品；吸引海外资本投资韩国知识产权金融产品；为打造亲民型投资市

场夯实基础。韩国政府希望通过本次战略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韩国的知识产权

金融投资规模扩大至 1.3万亿韩元，与此同时，将知识产权金融商业发展为新型

产业，创造 2万多个技术创新型职位，为韩国经济创新打下基础。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

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

317

原文标题：지식재산에투자하는시대가열린다!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3日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61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261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17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17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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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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

=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

ryu=&st=&c=1003&seq=18382

原文标题：산업단지 중소기업의 지식재산 역량 강화 위해 특허청‧산업부 뭉쳤다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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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毅 编译

来源：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

=&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

03&seq=18363

原文标题：특허청, 출원인과 소통하는 협의심사 시범 실시!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4日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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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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1&board_id=press

原文标题：특허청,지식재산가치평가체계전면적으로손질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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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1&board_id=press

原文标题：수출기업의지재권보호전략,아는만큼보인다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2日

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https://www.kipo.go.kr/mobile/BoardApp/MSilgukApp?c=1001&board_i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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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利申请“临时清单”制度初见成效

2020年 11月 23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专利申请“临时清单”[3]实施进展，

统计显示该制度在韩国企业中被广泛应用。韩国知识产权局自 3月 30日修改了

《专利法》和《实用新型法》，开始执行“临时清单”制度后，共受理“临时清单”

专利申请 2534件，平均每月 360件。利用“临时清单”制度最多的技术领域是电

子通信技术（21%），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14%）和医疗（9%）。按照申请人类

型划分，使用该制度最多的是大企业（39%），其次是中小企业（30%）和个人

（20%）。其中，大企业充分利用“临时清单”制度，相对更倾向于提交外语技术

资料，据统计，979件大企业“临时清单”申请中，514件（53%）提交的是外语

技术资料。“临时清单”制度允许直接提交外语研究材料（包括研究论文等）作为

清单，进一步简化了清单格式要求，为研发较多的企业及研究所的专利申请带来

便利。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

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566

原文标题：특허 ‘임시명세서’제도,산업계이용활발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25日

韩国超级电容器专利申请活跃

2020年 11月 23日，韩国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显示，韩国超级电容器专利

申请活跃。超级电容器作为未来环保新能源的能量储存装置，全球市场规模由

2017年的 31.36亿美元上升至 141.16亿美元。据统计，韩国近 10年超级电容器

技术专利申请的方向中，电极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为 548件（56%），模块及

外壳相关技术 229件（23%），电解质相关技术 116件（12%）。从申请人类型来

看，韩国申请超级电容器相关专利的国内企业占比 39%，国内大学、研究所占比

36%，外国企业占比 21%，外国大学、研究所占比 3%。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

超级电容器作为新一代能源存储装置的需求可能增大，将推进产业界、学界和政

府的持续合作和积极投资。

[3] “临时清单”制度：专利申请时，可以不按照之前规定的申请格式来填写技术相关内容，在技术研发后，

可以直接通过提交研究笔记等自由形式来申请专利，从而缩短专利申请时间。

https://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566
https://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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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

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

563

原文标题：친환경에너지저장창고,슈퍼커패시터출원활발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25日

其他

WI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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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rid Application Assistant）的在线服务程序，旨在简化国际申请提交手续。

Madrid Application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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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madrid/en/news/2020/news_0014.html

原文标题：New Madrid System Online Service Makes Filing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Easier for

Users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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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 Net国际曲目数据库，并可与其他 CMO共享。WIPO Conn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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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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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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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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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agip-news.com/news.aspx?id=55375&lang=en

原文标题：WIPO and CISAC Announce New Repertoire Data Agreement to Suppor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6日

WIPO术语数据库新增 2019冠状病毒病术语

2020年 9月 22日，WIPO Pearl术语数据库添加了以十种语言提供的约 1500

个与 2019冠状病毒病有关的新术语，还提供一套基准术语及其多种语言的同义

词，为以冠状病毒新疗法和诊断方法为目标的创新者提供帮助。这些术语主要取

自生物学、医学（特别是流行病学和诊断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每个术语都以阿

拉伯文、德文、俄文、法文、韩文、葡萄牙文、日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提

供，旨在帮助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关键术语在不同语言之间保持一致性和

清晰度。2019冠状病毒病术语集还与 PATENTSCOPE相关联，从词汇表或WIPO

Pearl应用程序（语言搜索或概念图搜索）中启动一键式搜索，可以方便地搜索

到包含以上十种语言中任一语言所提供的这些术语的任何专利。

赵颖会 摘编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20/article_0021.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8日

WIPO公布全球出版业 2019年度调查结果

2020年 10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了对全球出版业进行 2019

年年度调查的初步结果，调查结果如下：（1）共有 17个国家报告了商业和教育

出版部门产生的销售和许可收入总额。2019年这些收入总额达 641亿美元。美

国报告的净收入最多（235亿美元），其次是日本（161亿美元）、韩国（62亿美

元）、德国（56亿美元）和英国（54亿美元）；（2）七个国家报告了 2019年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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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部门收入按销售渠道细分的情况，即实体店、在线和其他类别的收入情况。

在线销售收入占整个商业出版部门总收入一半以上的国家是瑞典（50.1%）和英

国（55.2%）。美国的商业出版总收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网上销售（43.5%）。

对于大多数报告 2019年此类数据的国家而言，实体店渠道产生的收入依然在商

业出版总收入占据的比例最高。

赵颖会 摘编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20/article_0025.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8日

WIPO推出专利数据库索引新工具

2020 年 11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 WIPO

INSPIRE（专业化专利信息报告索引），该平台可免费提供多个专利数据库全面、

公正且结构化的报告。WIPO INSPIRE将商业专利数据库的信息集中在一起，有

助于创新者、服务提供商、专利局和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就数据库

的选择做出更明智的决策。WIPO INSPIRE为新手和专家级专利信息用户提供了

一系列易于使用的功能，包括：四个或四个以内专利数据库的功能比较；一个交

互式的全球数据库覆盖地图，使用户一目了然地确定专利数据库对特定司法管辖

区的覆盖范围。另外，WIPO INSPIRE 还与WIPO 的专利注册簿门户和 eTISC[4]

集成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无缝的环境来获取有关专利数据库和专利注册的

信息，并有机会与专利信息专家进行互动并讨论这些工具。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tisc/en/news/2020/news_0004.html

原文标题：WIPO Expands its Suite of Online Services for Innovators with New Patent

Information Too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2日

《世界知识产权挑战论坛（IP20+）联合声明》通过

2020年 10月 26日，世界知识产权挑战论坛（IP20+）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

开，这是二十国集团（G20）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首次边会活动。在该论坛上，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卫生组织（WHO）与 G20参加国/地区的知识产

[4] eTISC为WIPO建立的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知识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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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机构代表共同确认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达成了克服流行病等全球危机的共识，

并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挑战论坛（IP20+）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包

括：（1）知识产权和财务措施相关的信息交换；（2）鼓励共享科学、技术的知识

产权信息；（3）检查与知识产权局的运作和程序相关的措施；（4）分享使用数字

技术的经验；（5）支援WIPO发挥作用；（6）促进 G20参与国/地区的知识产权

局之间的合作；（7）继续举办 IP20+会议。

卢雨欣 编译

来源：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10/20201027003/20201027003.html

原文标题：G20初の知的財産に関するサイドイベント（IP20+）が開催されました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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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feiters-smart-trade-mark-

initiative-by-ip-australia

原文标题：Australia: Combatting counterfeiters: Smart Trade Mark initiative by IPAustralia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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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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orce for IP-Savvy Enterprises

Initi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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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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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p-news.com/news.aspx?id=56408&lang=en

原文标题：IPOS and SBF Announce Program to Help Businesses Improve IP Management,

Emerge Stronger from COVID-19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7日

新加坡知识产权周拟探讨 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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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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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Championship、乐高集团、Razer 和 Zouk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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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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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抗击 COVID-19中的七项创新，包括将 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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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p-news.com/news.aspx?id=55390&lang=en

原文标题：Virtual IPWeek (25-27 August 2020) to Tackle COVID-19 Related IP Challenges –

IPOS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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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pi-endorses-intellectual-property-cooperation-plan-africa

原文标题：AfrIPI endors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operation plan in Africa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0日

ICC知识产权路线图 2020发布

2020年 11月，国际商会（ICC）发布了第 14版知识产权路线图（2020），

新版路线图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 100多名知识产权专家的意见，并将被翻译成多

种语言，以确保世界各地的商业界都能使用。新版路线图全面概述了商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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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和法律专家面临的主要知识产权问题，涵盖了包括人工智能、可持续

创新、盗版和假冒对商业运营构成的持续威胁在内的新兴知识产权问题。

新版路线图解释了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因供应链中断、供应短缺和需求

激增导致盗版和假冒行为加剧的现象，并强调了私营企业和政府在未来应对知识

产权问题方面开展合作的必要性。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0/article_0026.html

原文标题：14th edition of the ICC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admap Published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0日

转移转化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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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www.nsf.gov/news/special_reports/announcements/090320.jsp

原文标题：Accelerating research to impact society at scale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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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验室专注内部技术创新

近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宣布其实验室为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盟（FLC）

的特许成员。作为其他联邦实验室、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研究合作伙伴，它将使职

员获得专利和许可证，并使他们从该机构工作期间开发的知识产权中获利。

CIA实验室将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开发、测试和工程设计，以应对新的挑战；

并调整、改进现有解决方案，以新的方式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问题。实验室涉及

广泛的研究领域，包括先进材料和制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生物

科学和生物技术；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技术；虚拟和增强现实；高性能和量子计

算；未来无线和电信技术以及机器人、自主和人机界面系统。

邓文鼎 编译

来源：

https://fedtechmagazine.com/article/2020/10/cia-unveils-lab-focus-house-technology-innovation

原文标题：CIA Unveils Lab to Focus on In-Hou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4日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资助小企业创新和研发商业化

2020年 9月 18日，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基于联邦和州技术（FAST）

合作计划资助 24个项目，单个项目资金高达 12.5万美元，为以研发为重点的小

型企业提供专门培训、指导和技术援助。FAST计划的资助为期一年，以帮助受

资助人建立创新生态系统。目前仅允许每个州和地区提出一个申请，候选人需要

得到该地区州长的认可。申请由小型企业创新研究（SBIR）和小型企业技术转

让（STTR）的评审小组进行评估。根据每个州 SBIR 第一阶段的资助数量，匹

配不同级别的配套资金。今年的资助范围包括州和地方经济发展实体、小型企业

技术开发中心、妇女商业中心、采购技术援助中心、孵化器、加速器等，为开发

高风险技术的小型企业提供支持。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sbir.gov/node/1821935

原文标题：SBAAwards Up to $3 Million in Federal and State Technology Partnership (FAST)

Grants to Organizations Supporting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R&D Commercialization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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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启动 COVID-19快速获取
许可计划

2020年 6月，美国能源部（DOE）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启动了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快速访问许可计划，旨在加速创新部署，以

应对COVID-19大流行。ORNL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正在创建不断增长的发明组合。

该计划将允许美国的公司和大学等实体在一年内免费获得这些选定技术的非排

他性许可。参加活动的公司必须展示出使用该技术解决与 COVID-19有关的问题

的计划，必须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快速地将产品商业化。对于需要排他许可以支

持大型开发投资的公司，将提供替代许可证，例如诊断平台、药物输送系统、疗

法和疫苗。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s://www.newswise.com/coronavirus/ornl-launches-rapid-access-licensing-program-to-speed-u

p-covid-19-solutions/?article_id=733462

原文标题：ORNL launches rapid access licensing program to speed up COVID-19 solutions

检索日期：2020年 6月 28日

美国布朗大学推出学生经营的风投基金

2020年 7月 1日，罗德岛创新（Rhode Island Inno）报道，在不到两年内，

布朗大学由两位校友发起的第一支由学生管理的风险基金 Van Wickle，对涉及的

学生及支持的公司都产生了巨大影响。Van Wickle投资基金是由布朗大学和罗德

岛设计学院（RISD）学生或校友开办的初创公司。该基金为每个初创企业投资

10,000至 25,000美元。所获利润都将返还给该基金，以便其可以继续投资于未

来的企业。Van Winkle 的共同创始人 Sophie Starck 和 John Diorio 在一年级基于

布朗创业计划创立了该基金。他们意识到，尽管大学为学生创业提供了很多资源，

但有兴趣涉足风险投资的学生却缺乏相关的资源。Van Wickle 联席董事 Ved
Narayan表示，该基金可作为风投或创业的入门学习，既是一笔实际的资金，也

是风险投资人的教育平台。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7/01/brown-us-student-run-vc-fund-is-off-to-a-great-start/

原文标题：Brown U’s student-run VC fund is off to a great start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3日



知识产权动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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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Grant Pro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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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M Lubar创业中

心获得支持。

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8/12/uw-milwaukee-research-foundation-creates-gap-fund-t

o-support-university-start-ups/

原文标题：UW-Milwaukee Research Foundation creates gap fund to support university start-ups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17日

美国肯塔基大学与 Launch B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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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 B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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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Pad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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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uknow.uky.edu/research/otc-announces-enhanced-ukaccel-program-partnership-launch-blue

原文标题：OTCAnnounces Enhanced UKAccel Program in Partnership With Launch Blue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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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大学成立慈善风险基金

2020年 9月 9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旗下的加速蓝色基金（Accelerate Blue Fund）

最近宣布获得亚马逊投资 20万美元，旨在帮助开发前景光明的技术并将其商业

化。密歇根大学加速蓝色基金于 2019年 10月获得密歇根大学董事会的批准，计

划对网络安全、法律技术、移动性、人工智能、移动性和体育、气候技术等领域

的初创企业进行 2.5万至 25 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加速蓝色基金的目标是支持企

业领导者，加快密歇根大学初创企业的商业成功，并缩小获得额外风险投资的差

距。对融资数据的分析显示，美国中西部的初创企业获得首笔 50万美元投资所

需的时间，要比美国东部和西部的类似公司长近两年。加速蓝色基金将帮助初创

公司克服这一早期投资缺口，使它们扩大规模得以成长，并为该地区经济的多元

化做出贡献。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9/09/new-philanthropic-venture-fund-at-u-michigan-snags-a

mazon-investment/

原文标题：New philanthropic venture fund at U Michigan snags Amazon investment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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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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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rps项目的扩展。

DPI 执行董事 Bill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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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r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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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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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鼎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8/19/discovery-partners-institute-launches-virtual-boot-cam

p-for-chicago-area-innovators/

原文标题：Discovery Partners Institute launches virtual boot camp for Chicago-area innovators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0日

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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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ursion共同推出新创业孵化器 Altitude Lab，并宣布了首批接受合作计划的

公司。Altitude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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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itude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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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represented founders）所面临的机

会缺口。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tvc.utah.edu/news/altitude-lab-brings-new-generation-of-biotech-development-to-utah/

原文标题：RECURSI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UTAH LAUNCH REGION’S LARGEST

LIFE SCIENCE INCUBATOR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7日

美国犹他大学设立一站式商业化办公室

2020年 10月 7日，美国犹他大学成立了创新、风险投资、外展和技术中心

（PIVOT），在一个集成式中心内整合多个接触点，将技术转让与企业和其他相

关职能结合在一起，旨在推动犹他州的创新和经济发展。

PIVOT 中心以大学技术与商业化中心（TVC）的工作为基础，支持犹他大

学的员工通过技术许可和创业将技术推向市场。PIVOT 将征求利益相关者的反

馈意见，提供集成战略，优化技术转移流程，不仅使大学受益，而且使整个地区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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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10/07/u-of-utah-launches-new-one-stop-office-to-boost-innov

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statewide/

原文标题：U of Utah launches new one-stop office to boost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ewide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2日

美国布法罗大学启动首项初创企业风投基金

2020年 10 月，美国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管理的首个针对初

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进行了首笔投资，对布法罗自动化公司（Buffalo

Automation）进行了 25 万美元的投资，旨在将该大学开发的技术商业化。布法

罗自动化公司是一家由前布法罗大学学生创建的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主要

专注于自主海上航行技术。风险投资公司 Varia Ventures将配合布法罗大学的投

资，为布法罗自动化公司提供总计 50万美元的资金。布法罗创新种子基金是布

法罗大学创新中心的产品，该中心提供了各种资源来帮助大学初创企业将其技术

推向市场。初始资金是由州长 Andrew M. Cuomo通过“布法罗十亿美元倡议”而

获得的 1000万美元奖励。为了确保布法罗大学对初创企业的持续支持，布法罗

创新种子基金的任何货币收益都将汇入该大学的创业计划中，继续投资于新兴的

创新创业公司。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10/21/u-at-buffalo-launches-its-first-vc-fund-for-

university-start-ups/

原文标题：U at Buffalo launches its first VC fund for university start-ups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6日

美国代顿大学支持企业家转化大学技术

2020年 10 月，美国代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技术与创业伙伴关系

办公室启动了一项名为 Propel Dayton的新计划。该计划的创建旨在支持代顿大

学教职工将其技术商业化，同时帮助有抱负的企业家基于代顿大学的技术创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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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业。Propel Dayton计划将为参与者提供各种资源，例如业务指导、与经验丰

富的企业家取得联系、制定商业计划的建议，将帮助参与者发掘商业机会，之后

他们将进入前加速器计划，为全面启动初创企业做准备。代顿大学技术和创业伙

伴关系主管Mathew Willenbrink指出，科技创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该

计划可以为当地企业家提供机会和资源，以利用本地研发的技术创造新的业务。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10/28/u-of-dayton-launches-program-to-support-

entrepreneurs-in-taking-university-technologies-to-market/

原文标题：U of Dayton launches program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in taking university

technologies to market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31日

哈佛与麻省理工联合推出
“难攻克技术”风投基金

2020年 10 月，哈佛大学投资了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名为“The Engine”的
大型风险投资基金，该基金专注于投资研究并解决全球主要问题的初创企业。这

类企业涉及的“难攻克技术”由于研发时间较长，因此不太可能从风险投资公司获

得资金。哈佛大学将作为新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投资 2500万美元，麻省理工学院

投资 3500万美元。该基金的目标为 2.5亿美元，目前已筹集到 2.3亿美元，并有

望成为美国最大的由大学主导的风险投资基金。该基金将为选定的初创企业提供

高达 300万美元的资金。 “难攻克技术”涉及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和农业、先进

计算系统（如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领域。这些项目一直都得到政府的支持，而

目前已准备好基于项目创办企业。目前该基金尚未宣布哪些公司将获得第一轮的

投资，但会根据能否获得社会回报或风险回报进行选择。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11/04/harvard-signs-onto-mit-tough-tech-venture-fund-to-the

-tune-of-25m/#more-50964

原文标题：Harvard signs onto MIT “tough tech” venture fund to the tune of $25M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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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孵化器与大学 TTO合作加快早期药物创新

2020年 12月 1日，技术转移中心网站（Tech Transfer Central）报道了虚拟

孵化器与大学 TTO合作支持早期药物创新的全新模式。新虚拟孵化器 Autobahn

Labs于 2020年 6月正式成立，旨在为早期研究提供所需的资金和资源以促进转

化研究。其设计并实施了一条加速路径，通过与顶尖科学家和 TTO领导者合作，

识别并降低具有重大治疗潜力的早期研究项目的风险，以获得最有前景的药物创

新。该模式比传统的风险融资更早地进行投资，并提供智力、资金和物质资本，

有效地推进新发现从概念到临床前候选药的过程。此外，Autobahn Labs还将与

大学签署一份合作协议，该协议既界定了双方的关系，也提出了基于教职员工的

研究创建多家新公司的预先协商条款。新公司的所有权将由大学、教师创始人和

Autobahn Labs共同拥有。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12/01/new-virtual-incubator-puts-all-the-pieces-together-to-s

peed-therapies-to-market/

原文标题：New virtual incubator puts all the pieces together to speed therapies to market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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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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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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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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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07/22/research-england-funds-two-uk-programs-to-boost-tech

-transfer-and-innovation/

原文标题：Research England funds two UK programs to boost tech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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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ern Accelera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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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accelerator-launches-1-7m-fund-to-boost-start

-up-activity-in-north-east-uk/

原文标题：Northern Accelerator launches £1.7M fund to boost start-up activity in North East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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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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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

https://www.manchester.ac.uk/discover/news/the-university-of-manchester-launches-its-innovatio

n-factory/

原文标题：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launches its Innovation Factory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13日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提高创业激励

2020年 10月 2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更新

了发明人创业奖励计划，并改变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商业收入分配方式，旨在

促进发明创新的商业化。此前，员工获得其发明所产生的所有净许可收入（扣除

费用和成本后）的最高上限是 50000英镑，高于这个值则是净收入的 80%。该条

件现在适用于发明，而非人员，这意味着拥有多项技术且每项技术的净许可收入

低于 50000英镑的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组）将始终获得 100%的收入。

当许可收入达到数百万英镑时，分配方式更为清晰。根据更新后的计划，每

项发明创造的净收入超过 100万英镑时，发明人则将获得 60%的净许可收入。启

动“创始人选择试点计划”（Founders Choice pilot scheme），提高初创企业创始人

股权份额自由选择度。其他政策变化将通过帝国理工学院创新有限公司（Imperial

College Innovations Ltd，ICIL）的专利和许可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知识产权

的影响力。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

来源：https://www.imperial.ac.uk/news/205653/imperial-updates-reward-scheme-entrepreneurial-staff/

原文标题：Imperial College London boosts incentives for academic

entrepreneurs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3日

爱尔兰科克大学开展 TTO品牌重塑

2020年 10月，据技术转移中心网站（Tech Transfer Central）报道，爱尔兰

科克大学（UCC）创新总监 Rich Ferrie推动技术转让办公室重组并开展品牌重塑，

以推动更广泛的创新活动。技术转让办公室改组并重新命名为 UCC创新（UCC

Innovation）。改组后的部门拥有扁平化的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增强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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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者的能力，缩短指挥链，并且比多层系统反应更敏捷。

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划定了明确的职责范围，并将团队分为四个关键领域：（1）

UCC技术：作为目前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品牌，涉及确定 UCC研究产生的突破性

技术，在具有商业相关性时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寻找资金支持以及开发知识产

权以实现许可或启动初创企业；（2）UCC商业孵化器：该计划为研究人员领导

的初创企业和衍生公司提供支持；（3）IGNITE孵化：一项国际企业孵化计划，

旨在支持新近毕业的企业家，使他们将想法转化为业务；（4）UCC咨询：顾问

团队为所有从事咨询工作的学术人员提供全面的服务。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0/10/14/university-college-cork-rebrands-tto-to-embrace-wider-

innovation-activity/

原文标题：University College Cork rebrands TTO to embrace wider innovation activity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8日

执法与维权

WIPO推出全球知识产权司法判决免费数据库

2020年 9月 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推出了WIPO Lex-Judgments

数据库，可免费查阅世界各地与知识产权法有关的主要司法判决，为全球化世界

中的知识产权争议裁决提供重要支持。WIPO Lex-Judgments 收录了所有已编目

的判决书的可检索书目详情，涵盖来自 10个国家的 400多份文件，以中文、阿

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英文提供。其中包括客体、发布机构、程序类

型、相关立法、关键词和摘要，以及判决书原文的全文。由于WIPO Lex-Judgments

集成到了 WIPO Lex，因此还可以针对判决中引用的国家法律和国际条约，与

WIPO Lex中所载的国家法律和国际条约进行交叉引用。

赵颖会 摘编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20/article_0022.html

原文标题：产权组织推出新的全球知识产权司法判决免费数据库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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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反“域名抢注”服务突破五万件

截至 2020年 11月 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已经处理了基于统一

域名争议解决政策（UDRP）的投诉 5 万件，共涉及近 9.1万个域名和来自 180

多个国家的当事人。2020年 1月至 10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WIPO仲

裁与调解中心处理了 3,405起域名抢注案件，与 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 11%。在

这些案件中，如果有资质的外部专家审查认定域名已经被注册且将被恶意使用

（即域名抢注行为），该域名将被转交至持有商标的投诉方。该制度有利于保护

全球消费者。目前，WIPO服务的互联网域名涵盖了广泛的在线商务领域，包括

了<hmrc-uk.com>、<godrejcareer.com>、<givebackgeico.com>、<tencentweibo.com>、

<cvsheath.com>、<plfizer.com>、<facebookloginhelp.net>、<freddofrog.com>、

<paypalogin.com>、<ladygaga.mobi>和<liomessi.com>等知名品牌。

邓文鼎 摘编

来源：https://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20/article_0026.html

原文标题：产权组织的反“域名抢注”服务：已受理第五万起案件，案量在 2019冠状病毒病

爆发期间还在增长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3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颠覆性技术知识产权侵权和执法观察
文件

2020年 9月，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了 2020年知识产权侵权和执

法技术观察讨论文件，旨在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 3D打印、纳米技术、人工智

能、增强现实、区块链和机器人等六项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技

术在未来对知识产权侵权、保护和执法的影响。

报告指出，要了解一项新技术的影响，重要的不仅是了解技术本身，还包括

该技术有关的市场状况、社会意义和相关的法律问题。此外还应考虑到，所有新

兴和颠覆性技术既可能以有利于知识产权的方式使用，也可能被用作侵犯知识产

权的工具。

报告就以下问题开展了讨论：技术的关键特征；确定基本信息资源；技术对

社会、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案例；面临的知识产权威胁和挑战；

调查和执法机会。报告汇总专家意见后，提出了 10个重要观点。

（1）六项技术发展迅速，但尚未充分发挥潜能。

（2）所有技术将在不同程度和形式上对劳动力、经济和世界贸易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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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3）对技术应用的预测范围从显著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例如质量更高的产

品和服务）到重大威胁和反乌托邦愿景（例如与失业或大规模监视有关）。

（4）所有技术的一个关键特点是过程自动化的潜力，包括货物生产、政府

和商业活动的建立和管理。

（5）所有技术都存在关于技术本身创新的可保护性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系

统产生的创新的可保护性，或 3D打印基础文件的可保护性。

（6）某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可以使知识产权保护更加

有效，并提供更高质量的注册和文档系统。

（7）所有这些技术都可以被知识产权侵权者应用，使假冒产品的生产、销

售和分销更加有效（例如，使用机器人进行更廉价的生产，使用本地 3D打印设

备进行生产，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呈现更具吸引力的产品等）或以其他侵犯知识产

权的方式使用技术（例如，商标所有者无法在基于区块链的替代域名系统中行使

其权利，以及增强现实应用程序中的著作权侵权）。

（8）大多数技术（3D打印技术可能除外）可作为知识产权执法的工具（例

如，保护供应链完整性、更轻松地个性化产品和识别假冒产品、改进执法部门的

调查使海关风险分析更加有效、或提高通知和没收程序的有效性）。

（9）这些技术共有的特点是，由于技术的复杂性、生成的大量数据以及信

息的高可靠性，为法律制度中的证据搜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10）总体观察：所有技术都已证明它们是影响企业、经济、政府管理和人

类日常生活的新兴且颠覆性的重要技术，并已证明其对知识产权构成潜在的挑战

和机遇。

邓文鼎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

/reports/2020_Tech_Watch_paper/2020_IP_Infringement_and_Enforcement_Tech_Watch_Discuss

ion_Paper_Full_EN.pdf

原文标题：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nd Enforcement TechWatch Discussion Paper 2020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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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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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分析了 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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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cross UK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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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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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列出了专利使用率高的行业，其中 75%

以上都是制造业。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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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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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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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就拥有 3330个商标，这被认为是极端的异常情况。表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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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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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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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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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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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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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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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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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行业的员工占比

（1）就业

英国就业总人数的 15.5%（450万）来自于知识产权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

行业，5.1%（150万）来自于知识产权使用率高的行业。图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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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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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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万），商标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

就业人数占 7.8%（230万）。

专利使用率高的行业雇用了 0.7%（21万）的员工，专利使用率高于平均水

平的行业员工占 3.9%（110万）。高外观设计使用率行业的员工数占就业人数的

0.4%（11万），外观设计使用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员工占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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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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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万），部分著作

权产业占 0.2%（7万）。

（2）非金融商业经济总增加值（GVA）

图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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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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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高知识产权使用率的行业对 GVA贡献率为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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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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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列出了每项知识产权对经济产出的绝对贡献。

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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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动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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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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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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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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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28亿英镑），高于平

均水平的行业占 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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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5亿英镑），商标使用率高于

平均水平的行业占出口总额的 17.2%（529亿英镑）。高外观设计使用率行业占商

品出口总额的 3.4%（105亿英镑），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占 23.8%（729亿英镑）。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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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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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490 亿英镑），相互依赖性著作权产业占 0.6%（67

亿英镑），部分著作权产业占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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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47亿英镑）的商品出口总值来

自著作权密集型产业，其中 2.5%（76亿英镑）来自核心产业，1.6%（49亿英镑）

来自相互依赖性产业，0.7%（23亿英镑）来自部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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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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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se-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cross-uk-industri

es/use-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cross-uk-industries

原文标题：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cross UK industries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0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犯罪和企业执法指南

2020年 6月 16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犯罪和企业执法指南，其

中包括对知识产权侵权的介绍，被指控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应采取的措施，应对知

识产权侵权的方法以及侵犯知识产权带来的企业风险。

1. 知识产权侵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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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权利人的许可或同意，利用、抄袭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的产品、创作或发明，都属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知识产权侵权主要包括版权侵

权、专利侵权、外观设计侵权和商标侵权。

侵权范围从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到销售假药或盗版软件，复制电影并在网

上公开到销售包括服装、化妆品和 DVD在内的假冒商品。这些行为都将构成民

事侵权。但就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而言，如果上述行为是在商业过程中实施的，

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2. 被指控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应对措施

如果企业/个人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可能希望通过民事法庭对其提

起诉讼。其他方法也可以用来解决争端，包括调解、使用“勒令停止通知函”或通

过协议来使用他人的权利。企业/个人要对已证实的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电话或类似方式收到侵犯版权的通知，被通知方

应该花时间了解该指控并尝试确定索赔的有效性。如果收到其他侵权通知，被通

知方应尽快向相关代理人或律师寻求专业意见。

3. 应对知识产权侵权：经济适用的司法途径

（1）知识产权调解

调解是一种不诉诸法庭的廉价快捷的解决争端的方式，结果通常对各方都有

利。在开始法律程序之前，法院希望被告方已经尝试通过调解来解决面临的纠纷。

（2）知识产权志愿法律服务

知识产权志愿法律服务为知识产权纠纷中无法提供诉讼资金和无法满足选

择标准的原告和被告提供知识产权咨询和法律支持。这项服务由知识产权组织提

供，包括特许专利律师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Patent Attorneys，简称 CIPA）、

特许商标律师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Trade Mark Attorneys，简称 CITMA）、

知识产权律师协会（IP Lawyers’Association，简称 IPLA）、知识产权大律师（IP Bar）

和律师协会（Law Society）。

（3）知识产权企业法庭

知识产权企业法庭（IntellectualPropertyEnterpriseCourt，简称 IPEC）旨在帮

助中小企业和个人以更经济实惠的方式诉诸司法。IPEC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

包括注册商标、注册外观设计、专利和版权。

（4）版权裁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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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裁判所是根据《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 1988》（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设立的独立裁判所。主要作用是裁决收藏协会和其业务中版权

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商业许可纠纷。

（5）知识产权调查和起诉

通常由当地贸易标准管理局开展知识产权调查和提起诉讼。个人或组织也可

以进行私人调查和起诉。

4. 企业的风险

侵犯知识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犯罪，会威胁到合法企业及其员工，并削弱

消费者的信心。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在工作环境中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涉及侵

权的企业可能会面临许多风险。如果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和负责人将承担法

律责任，并面临民事或刑事诉讼的风险。

许海云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p-crime-and-enforcement-for-businesses/ip-crime-a

nd-enforcement-for-businesses#contents

原文标题：IP crime and enforcement for businesses

检索日期：2020年 6月 16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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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年知识产权犯罪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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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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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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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是贸易调查的十大假冒/盗版产品，图 14是假冒/盗版产品前十销售地

点。

图 13 贸易调查的十大假冒/盗版产品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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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裁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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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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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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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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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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tham H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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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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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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nnual-ip-crime-and-enforcement-report-2019-to-20

20/ip-crime-and-enforcement-report-2019-to-2020

原文标题：Annual IP crime and enforcement report: 2019 to 2020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6日

韩国全面调整知识产权审判体系

2020 年 7 月 14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审判院宣布全面调整部门体系，将 11

个审判部门调整为 36个新部门，分别处理社会热点关注案件、利害关系者较多

案件、法律技术疑难复杂案件、专业技术案件。审判长将对各个部门进行监督，

促进部门相互间的讨论，提高判断标准的统一性。每个审判部设有 1名审判长和

2名审判员，从而加强了审判部的独立性，落实了 3人合议审判制度。为在不增

员的前提下提高审判体系工作效率，具有审查、审判、诉讼经验的科长级审判员

亦可获得审判长资格。知识产权审判院原来按照行政和技术领域划分为 11个审

判部门，共有局长级审判长 11名、科长级以下审判员 96名，每位审判长平均管

理 9名审判员。该体系上下管理制度森严，对于审判员 3人合议审判制度，以及

提升审判的公正性、独立性有一定不利影响。伴随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提高，口头

审理的需求增多，为提高知识产权审判的公正性、独立性，韩国知识产权局进行

了此次审判体系的改革。

罗 毅 编译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

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38

原文标题：특허심판원,심판부전면개편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14日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38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1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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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与WIPO加强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合作

2020年 10月 26日，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SIMC）宣布与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的仲裁和调解中心（WIPO中心）合作，促进调解在知识产权和技术领域的使

用。根据协议，WIPO中心和 SIMC将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携手合作：一是案件

管理，这两个机构可能会利用各自的优势帮助企业成功解决纠纷；另一个领域是

提高对调解的认识和教育，将其作为解决知识产权和技术相关纠纷的重要工具。

鉴于技术的日益普及，这种合作是对迫切需要解决知识产权和技术领域出现

的多种形式纠纷的回应。包括与知识产权、许可、特许经营和分销协议、研发以

及技术转让协议有关的分歧。许多纠纷发生在亚洲，通常具有很高的风险和价值。

为了减少知识产权和技术相关纠纷带来的负面影响，两个机构将利用各自以往的

处理记录探索协同效应。迄今为止，WIPO中心已处理了 740多个调解、仲裁和

专家裁决案件，其中大多数案件是近年来提交的，SIMC也已进行了约 130项调

解。

邓文鼎 编译

来源：https://simc.com.sg/blog/2020/10/26/simc-welcomes-new-collaboration-with-world

-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to-tackle-ip-and-tech-disputes/

原文标题：SIMC welcomes new collaboration with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o

tackle IP and tech disputes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9日

技术观察

转基因作物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 incoPat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转基因作物的专利研发情况进行分

析。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探讨转基因作物的全球专利研究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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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基因作物专利数量不断增长，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是研发热点；美国是最主要

的技术来源国，主导转基因作物专利研发；孟山都、先锋种业、stine 种子农场、先

正达是最主要的专利申请人，重点改良作物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重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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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人口增多、耕地和水资源减少、自然灾害频发使得全球粮食问

题越发突出，以杂交、转基因、基因编辑等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作物研究不断

发展，其中，农业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业逐渐成熟。转基因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将

其它生物的遗传物质加入原有作物基因，并将不良基因移除，以增加产量、改善

品质，提高抗旱、抗寒及其它特性。全球商业种植的农业转基因作物经过 24年

发展已逐渐成熟，主要国家对商业种植农业转基因作物的态度由争议逐步转向接

受。全球已有 67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转基因作物种植或进口。据国际农业生物技

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统计，2018年，全球 26个国家种植了 1.917亿公顷

转基因作物，主要国家转基因作物的平均应用率接近饱和（美国 93.3%、巴西 93%、

阿根廷接近 100%、加拿大 92.5%、印度 95%），各国新批 87项转基因作物，涉

及 70个品种。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全球转基因作物专利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

展现转基因作物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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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授权的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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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3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1日，检索日期为 2020年 4月 10日。

1. 专利申请趋势

近二十年，全球授权转基因作物专利共计 9583项（10990件）。专利申请趋

势如图 16中折线图所示，从总体来看，专利申请数量呈现增长趋势，2010年出

现一次较大的增长，2011年回落，2012年快速增长至 849项，而后缓慢增长至

2016年的 898项，2017年开始专利数量出现下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利授

权时间较长（平均 3年），2017年及之后申请的专利可能还未得到授权，不能完

全反应出近三年的专利数量。

图 16 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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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利国家分布

从专利来源国家分布来看（图 17），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主要来自美国，专

利占比达到 67.63%，主导了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的研发，中国排名第二，占比

12.41%。此外，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是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的研

发国家。

图 17 专利主要来源国家（单位：项）

对比美国和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16），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主要由美国

主导，因此专利申请趋势与总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000-2010 年处于增长期，

2010-2016处于稳定期，而后专利申请数量开始下滑；中国前期的专利申请量较

小，2010年开始快速上升，2015年达到顶峰（186项），是同年美国专利的 37.5%。

总体来看中国在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研发上还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从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来看（图 18），美国市场是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布

局最多的区域，其次是中国（12%），此外，阿根廷、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主要的

专利技术输入国，其本身的专利技术研发实力一般，但是其市场受到重视。欧洲、

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市场也是专利布局的重要区域。

图 18 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单位：件）

分析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重要来源国和受理国家矩阵（表 19）可知，美国

专利申请人除了在本国申请专利，还布局了阿根廷、加拿大、欧专局、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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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海外专利占比 21.98%。中国专利 97.17%布局本地市场，还有少数专利布

局美国等。欧洲国家主要布局美国、阿根廷和欧洲市场。从中国受理的专利来看，

除了本地专利，还有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少量专利。

表 19 专利来源国和受理国矩阵分析

来源国专利

数受理国/
地区

美国 中国 德国 瑞士 韩国 比利时 澳大利亚 荷兰 法国 日本

美国 5640 17 148 372 9 38 60 67 55 27
中国 79 1166 15 11 3 15 5 6 1 3

阿根廷 413 6 163 58 6 34 10 13 16 3
EPO 176 3 100 21 5 34 11 11 15 17

加拿大 275 4 29 27 0 6 6 3 5 7
韩国 46 0 2 7 316 3 2 3 2 2

澳大利亚 165 1 10 0 0 1 39 0 5 8
日本 91 0 1 0 5 0 1 0 0 38
德国 48 0 47 10 0 13 2 2 9 3

墨西哥 85 0 4 7 0 14 2 8 0 2

3. 重要转基因作物

分析转基因作物主要涉及的类型，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专利最多，两

者之和占据全部专利的 54.43%，其他专利数量超过 100项的转基因作物还有水

稻、棉花、小麦、油菜、拟南芥、烟草（图 19）。

对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的标题和摘要做关键词聚类分析，其中抗虫出现在

519项专利中，其次是抗除草剂、耐旱、耐盐、优化脂肪代谢、抗病、抗细菌、

优化淀粉含量、耐寒、抗真菌等。

图 19 主要转基因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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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转基因作物重要改良性能

序号 关键词 专利数（项）

1 抗虫 519
2 抗除草剂 300
3 耐旱 279
4 耐盐 270
5 优化脂肪代谢 218
6 抗病 178
7 抗细菌 133
8 优化淀粉含量 133
9 耐寒 131
10 抗真菌 117
11 雄性不育 94
12 线虫抗性 71
13 重金属耐受 41
14 热耐受 38

5. 重要专利申请人

表 21展示了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重要专利申请人。从国别来看，专利数量

大于 100项的 12家领先专利申请机构中有 9家来自美国，中国 2家，德国 2家，

瑞士 1家，来自美国的专利申请机构在相关领域具有明显技术优势；从专利申请

人类型来看，这 12位专利申请机构中，大型跨国企业占据 10席，是转基因作物

相关专利研发的主体；专利数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美国孟山都公司和美国先锋公

司的专利数量占全球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 27.43%和 18.85%，远超排名其后的机

构，在该领域形成主导优势；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人以高校和研究所为主，在研

发实力上与国外的专利申请人差距较大。需要说明的是，农业巨头近年来存在较

多合并、收购等商业事件，本文以专利申请人为研究对象，为了客观反映企业的

专利研发情况，未对专利进行合并处理。

图 20 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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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分析可以了解技术的垄断程度。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

申请机构中，申请量前 4位机构的专利输出量占全球申请总量的 53.99%，前 10

位占 63.92%，前 20位占 70.50%，前 30位占 74.24%，前 50位占 78.90%（图 20）。

可见，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集中掌握在少数机构（前四）手中，这与转基因技术

研发难度相对较大，需要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的机构才能推动有关。

表 21 转基因作物重要专利申请人

排名 专利申请人 专利（项）

1 美国孟山都公司 2629
2 美国先锋种业公司 1806
3 美国stine种子农场公司 519
4 瑞士先正达公司 466
5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233
6 德国拜耳公司 216
7 德国巴斯夫公司 213
8 美国MS技术公司 190
9 美国Agrigentics公司 179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 179
11 美国杜邦公司 169
12 中国科学院 166
15 中国农业大学 54
15 南京农业大学 54
31 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28
31 山东农业大学 28
34 浙江大学 25
38 华中农业大学 23
42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2
74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1）孟山都重要专利分析

成立于 1901年的孟山都公司是一家美国跨国农业公司，在全球 66个国家和

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生产包括玉米、大豆和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以及果蔬种子。其

生产的旗舰产品 Roundup是全球知名的草甘膦除草剂。该公司也是全球转基因

种子的领先生产商。2018年 6月，全球化工巨头拜耳（Bayer）完成对孟山都的

收购，拜耳的公司名将继续保留，但孟山都将不再是个公司名，被收购的产品将

会保留各自的品牌名，并成为拜耳产品组合的组成部分。摩根士丹利此前估计，

合并后的公司将占据约 28%的全球农用化学品市场、约 36%的美国玉米种子市

场和 28%的大豆种子市场。

从转基因作物种类来看，孟山都公司申请的转基因大豆专利最多，有 1312

项，转基因玉米 863项，转基因棉花 107项，转基因油菜 23项。本文通过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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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次数筛选出专利申请人的核心专利，分析发现孟山都公司申请的转基因农

作物具有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谢等优良性状，此

外雄性不育的技术可以保证其重组基因不会向自然作物扩散。

表 22 孟山都公司重要转基因大豆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主要内容

ATCC保
藏号

改良性状

US6960707B2 1354 大豆品种S010364 PAT-6182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脂肪

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谢

US6953876B2 1351 大豆品种0037357 PTA-5729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US7632985B2 1592
大豆事件

MON89788及其检

测方法

PTA-6708 耐受草甘膦除草剂

US6982367B2 1360 大豆品种0509244 PTA-6688
雄性不育，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改良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谢

US6969787B2 1352 大豆品种S030160 PTA-6366
雄性不育，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改良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谢

US6967263B2 1351 大豆品种SN79525 PTA-5714 雄性不育，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US6958436B2 1346 大豆品种SE90346 PTA-5715 雄性不育，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US6972354B2 1341 大豆品种0509245 PTA-6711
雄性不育，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改良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谢

US6972353B2 1330 大豆品种0491737 PTA-6363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脂肪

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谢

US6972355B2 1317 大豆品种0509240 PTA-6687
雄性不育，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改良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代谢

表 23 孟山都公司重要转基因玉米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主要内容 ATCC保藏号 改良性状

US7151204B2 178

编码叶绿体定位的果

糖-1，6-二磷酸

(F16BP)醛缩酶的玉

米核基因的启动子

产生转基因植物的有价值

的新工具

US7473826B1 131 玉米品种I351729 PTA-9595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或害虫抗性，抗病

性，修饰的脂肪酸代谢和修

饰的碳水化合物

US7872183B2 130 玉米品种CV605722 PTA-10865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或害虫抗性，抗病

性，修饰的脂肪酸代谢和修

饰的碳水化合物

US8035006B2 128 玉米品种CV112211 PTA-10641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或害虫抗性，抗病

性，修饰的脂肪酸代谢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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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碳水化合物

US8969677B2 127
玉米新品种

CV721761
PTA-121477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或害虫抗性，抗病

性，修饰的脂肪酸代谢和修

饰的碳水化合物

US6825400B2 89
包含事件

PV-ZMGT32(NK603)
的玉米植物

PTA-2478
产生草甘膦耐受性的转化

事件

US7351888B1 81 玉米品种I226218 PTA-7973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抗性，抗病性，蜡

质淀粉，改性脂肪酸代谢，

改性植酸代谢，改性碳水化

合物代谢和改性蛋白质代

谢

US7250564B1 68

将品种I294213的第

一植物与品种

I217345的第二植物

杂交产生玉米杂交种

CH956311

PTA-7859和
PTA-8211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抗性，抗病性，蜡

质淀粉，改性脂肪酸代谢，

改性植酸代谢，改性碳水化

合物代谢和改性玉米醇溶

蛋白含量

US8420908B2 63

将品种CV995128的
第一植物与品种

I285291的第二植物

杂交而产生玉米杂交

种CH594494

PTA-11307和
PTA-7994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抗性，抗病性，蜡

质淀粉，修饰脂肪酸代谢，

修饰植酸代谢，修饰碳水化

合物代谢和修饰蛋白质代

谢的性状

US7429696B1 62

将品种I294213的第

一种植物与品种

I249526的第二种植

物杂交产生玉米杂交

种CH052066

PTA-7859和
PTA-8767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

性，昆虫抗性，抗病性，蜡

质淀粉，修饰脂肪酸代谢，

修饰植酸代谢，修饰碳水化

合物代谢和修饰蛋白质代

谢

孟山都开发的转基因大豆主要具有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脂肪酸和碳

水化合物代谢等优良性状（表 22），转基因玉米具有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性、

昆虫抗性、抗病性、蜡质淀粉、修饰脂肪酸代谢、修饰植酸代谢、修饰碳水化合

物代谢和修饰蛋白质代谢的优良性状（表 23），转基因棉花具有雄性不育性、除

草剂耐受性、昆虫或害虫抗性、抗病性、修饰的脂肪酸代谢、修饰的碳水化合物

代谢和修饰的棉纤维特性（表 24），转基因油菜针对除草剂耐受性、抗昆虫或害

虫、抗病、改良的脂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谢方面进行改良（表 25）。

此外，孟山都还研制了耐干旱、耐寒性、增加甘氨酸 -甜菜碱含量

（US7410800B2）和抗虫特性（AU2012200658B2）的转基因甜菜；抗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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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6916970B2）的转基因苜蓿等。

表 24 孟山都公司重要转基因棉花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主要内容

ATCC保藏

号
改良性状

US7223907B2 87

棉花事件

MON15985及
其组合物和检

测方法

PTA-2516 抗虫

US8735661B2 25
棉花转基因事

件MON88701
及其使用方法

PTA-11754 耐受麦草畏和草铵膦除草剂

US7253345B1 12
一种棉花品种

450001G
PTA-8086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性，昆虫

或害虫抗性，抗病性，修饰的脂肪

酸代谢，修饰的碳水化合物代谢和

修饰的棉纤维特性。

US8269075B2 10
棉花品种

09R999B2R2
PTA-12922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性，昆虫

或害虫抗性，抗病性，修饰的脂肪

酸代谢，修饰的碳水化合物代谢和

修饰的棉纤维特性。

US8252987B2 9
棉花品种

09R643B2R2
PTA-12934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性，昆虫

或害虫抗性，抗病性，修饰的脂肪

酸代谢，修饰的碳水化合物代谢和

修饰的棉纤维特性。

表 25 孟山都公司重要转基油菜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主要内容

ATCC保藏

号
改良性状

US8071848B2 24
春油菜

SCV218328的
植株和种子

PTA-10008
雄性不育，除草剂耐受性，抗昆虫

或害虫，抗病，具有改良的脂肪酸

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谢

US8138394B2 21
春油菜

SCV431158的
植株和种子

PTA-10626
雄性不育，除草剂耐受性，抗昆虫

或害虫，抗病，具有改良的脂肪酸

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谢

US8143488B2 17
春油菜

SCV470336的
植株和种子

PTA-10628
雄性不育，除草剂耐受性，抗昆虫

或害虫，抗病，具有改良的脂肪酸

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谢

US8153865B2 17
春油菜

SCV152154的
植株和种子

PTA-10625
雄性不育，除草剂耐受性，抗昆虫

或害虫，抗病，具有改良的脂肪酸

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谢

US8148611B2 16
春油菜

SCV453784的
植株和种子

PTA-10627
雄性不育，除草剂耐受性，抗昆虫

或害虫，抗病，具有改良的脂肪酸

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谢

（2）先锋种业重要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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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种业成立于 1926年，1999年被杜邦全资收购，杜邦先锋成为世界上第

二大种子公司，第一大玉米种子生产商，拥有全球 60%以上的玉米种质资源，在

全球设有 110个研发中心，覆盖 25个国家。陶氏益农公司是领先世界的五大农

药跨国公司之一，除了拥有种类丰富的农作物保护产品，还大力发展种子、健康

油、动物健康等业务。2017年 8月，陶氏化学和杜邦公司完成了平等合并交易，

组成了名为“陶氏杜邦”（ DowDuPont）的全球性新公司。2019年 6月 3日，陶

氏杜邦分拆为三家分别从事农业、特种产品和化学材料业务的独立上市公司，其

中科迪华农业科技继承了杜邦先锋、陶氏益农等资产，将成为一家专注于农业科

技的全球公司。

表 26 先锋种业公司重要转基大豆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保护内容

ATCC保
藏号

改良性状

US6610910B1 112 大豆品种93B86 PTA-4577 高产量和抗病性

US6605755B1 49 大豆品种92B12 PTA-4510 高产量和抗病性

US6605761B1 45 大豆品种92B38 PTA-4575 高产量、抗病害和抗除草剂

US7169979B2 44 大豆品种XB35C06 PTA-7902 抗除草剂，害虫或昆虫抗性，抗病

US6605760B1 37 大豆品种94B73 PTA-4578 高产量，高出苗率，抗除草剂和抗病

US6573433B1 34 大豆品种93B67 PTA-4487 高产量、抗病害和抗除草剂

US6613965B1 32 大豆品种94B54 PTA-4514 高产量、抗病害和抗除草剂

US6580018B1 30 大豆品种91B33 PTA-4498 成熟的农艺性状和抗病性

US7470833B2 29 大豆品种XB23L07 PTA-9248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US6605757B1 27 大豆品种95B96 PTA-4515 高产量、抗病害和抗除草剂

表 27 先锋种业公司重要转基玉米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标题

ATCC保藏

号
改良性状

US6967269B1 80 玉米自交系PH8JR PTA6357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抗病性和蜡质淀粉

US7825309B1 57

将品种

GE46433353的第

一植物与品种

GE7383338的第二

植物杂交得到玉米

品种36H43

PTA-11173
和

PTA-11170

雄性不育，位点特异性重组，非生

物胁迫耐受性，改变的磷，改变的

抗氧化剂，改变的脂肪酸，改变的

必需氨基酸，改变的碳水化合物，

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和疾病抗性

的性状

US7053283B2 54
一种杂交玉米

36W66
PTA-6996

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和病害抗

性，改变的磷，抗氧化剂，脂肪

酸，必需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

US6747196B1 52 玉米自交系PH3RC PTA-4672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抗病性和蜡质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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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7435883B2 46 玉米自交系PH8JR PTA-6357

除草剂耐受性；抗虫；对细菌，

真菌，线虫或病毒性疾病的抗

性；产量提高；蜡质淀粉；改善

了营养质量；雄性不育和恢复雄

性生育力

US6906251B1 45 玉米自交系PH5DP PTA-4872
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抗病性和

蜡质淀粉；

US7312385B2 44 玉米自交系PHCPR PTA-7055

雄性不育，位点特异性重组，非生

物胁迫耐受性，改变的磷，改变的

抗氧化剂，改变的脂肪酸，改变的

必需氨基酸，改变的碳水化合物，

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和疾病抗性

的性状

US7288643B2 43
玉米事件TC1507
及其检测方法

抗昆虫

US7638688B2 43
一种玉米杂交种

X5M895
PTA-10438

雄性不育，位点特异性重组，提高

的转化能力，非生物胁迫耐受性，

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对细菌，

真菌，线虫或病毒性疾病的抗性，

改变的磷，改变的抗氧化剂，改变

的脂肪酸，改变的必需氨基酸和改

变的碳水化合物

US6784349B1 42
玉米自交系

PH8CW
PTA4684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抗病性和蜡质淀粉

从转基因作物种类来看，先锋种业公司申请的转基因玉米专利最多为 927项，

转基因大豆 565项，转基因油菜 41项。转基因大豆注重高产量、高出苗率、抗

除草剂和抗病性能；转基因玉米注重非生物胁迫耐受性、磷耐受性、抗氧化剂、

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和疾病抗性、改良脂肪酸、改良必需氨基酸、改良碳水化

合物的优良性状。转基因油菜重视非生物胁迫耐受性、磷耐受、抗氧化剂、改良

脂肪酸、改良必需氨基酸、改良碳水化合物、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和疾病抗性。

表 28 先锋种业公司重要转基油菜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标题 ATCC保藏号 改良性状

US7456339B2 52 45H72油菜 PTA-9078 除草剂，昆虫，害虫或病害抗性

US7351882B2 51 45H24油菜 PTA-8681 除草剂，昆虫，害虫或病害抗性

US8859858B1 5
油菜品系

NS6265
PTA-121327

雄性不育，位点特异性重组，非生物胁

迫耐受性，改变的磷，改变的抗氧化剂，

改变的脂肪酸，改变的必需氨基酸，改

变的碳水化合物，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和疾病抗性

US7335817B2 4
一种油菜

品系45H25
PTA-8682 除草剂，昆虫，害虫或病害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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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9629323B2 4
杂交油菜

46M34
PTA-122191

雄性不育，位点特异性重组，非生物胁

迫耐受性，改变的磷，改变的抗氧化剂，

改变的脂肪酸，改变的必需氨基酸，改

变的碳水化合物，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和疾病抗性

（3）斯泰种业重要专利分析

斯泰种业是美国最大的私人种子公司，斯泰本人从上世纪 60年代就开始研

究大豆育种，之后又加入玉米育种，申请了 900多项专利。美国每年种植的三分

之二大豆种子的基因由斯泰公司研发，斯泰大豆和玉米种子基因在南美洲和全球

其他市场也有很大影响力。

斯泰种业近二十年的授权专利中转基因大豆专利 518项，转基因玉米专利 1

项。大豆转基因改造注重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脂肪酸代谢和改良碳水化

合物代谢的特性，转基因玉米专利具备草甘膦除草剂耐受特性（US8759618B2）。

表 29 斯泰种业公司重要转基因大豆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标题 ATCC保藏号 改良性状

US6982367B2 1360
大豆品种

0509244
PTA-6688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6960707B2 1354
大豆品种

S010364
PTA-6182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6969787B2 1352
大豆品种

S030160
PTA-6366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6972354B2 1341
大豆品种

0509245
PTA-6711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6972353B2 1330
大豆品种

0491737
PTA-6363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6972355B2 1317
大豆品种

0509240
PTA-6687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6982366B2 171
大豆品种

0509239
PTA-6686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6979761B2 138
大豆品种

S030159
PTA-6485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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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7799973B2 30
大豆品种

26074414
PTA-10721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US7196252B1 27
大豆品种

5834401
PTA-7880

抗除草剂、抗虫、抗病、改良的脂

肪酸代谢或改良的碳水化合物代

谢

（4）先正达重要专利分析

2000年 11月，Astra Zeneca 的农化业务（捷利康农化公司）和诺华的作物

保护和种子业务分别从原公司中独立出来，合并组建了先正达公司（Syngenta）。

先正达后来成为全球第一大农药（全球市场 20%）、第三大种子（全球市场 8%）

农化高科技公司，其在全球 9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19个生产供应基地和 107个

研发中心，研发人员达到 5000多人，拥有全球顶尖的原创农药开发以及新型种

子研发、育种技术。2017年 6月，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宣布完成对先正达的收购，

获得了世界一流的农药和种子研发技术及能力，对于提高我国农业技术水平和研

发能力，进而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安全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表 30 先正达公司重要转基因大豆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保护内容 ATCC保藏号 改良性状

US7491873B1 17
大豆品种

S06-02JR423003
PTA-9566

除草剂抗性，昆虫抗性，抗病性和

雄性不育性

US7304217B1 11
大豆品种

BA922834
PTA-8523

昆虫抗性，抗病性，线虫抗性或病

毒抗性

US7485782B1 9
大豆品种

S06-02JR409114
PTA-9571

除草剂抗性，线虫抗性，昆虫抗性，

抗病性和雄性不育性

US7718853B1 7
大豆品种

S07-03JR103829
PTA-10646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性，昆虫

或害虫抗性，抗病性，真菌抗性，

修饰的脂肪酸代谢和修饰的碳水化

合物代谢

US8716563B2 7
大豆品种

WN0912882
PTA-12629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耐受性，昆虫

或害虫抗性，抗病性，真菌抗性，

修饰的脂肪酸代谢，修饰的碳水化

合物代谢，胁迫耐受性和修饰的营

养缺陷耐受性

先正达公司转基因大豆专利 208项，转基因玉米专利 147项，大豆主要关注

除草剂耐受性、昆虫或害虫抗性、抗病性、真菌抗性、修饰脂肪酸代谢、修饰碳

水化合物代谢、胁迫耐受性和修饰营养缺陷耐受性的特性，玉米关注除草剂抗性、

抗昆虫、抗细菌、抗真菌和抗病毒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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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先正达公司重要转基因大豆专利

公开号
被引

次数
标题 ATCC保藏号 改良性状

US7030295B2 48
修饰的Cry3A
毒素及其编码

核酸序列

抗昆虫

US6759579B2 23
玉米自交系

NP2171
PTA-2886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和对细菌性，真菌性或病毒性疾

病的抗性

US6706955B2 18
玉米自交系

NP2276
PTA-4002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和对细菌性，真菌性或病毒性疾

病的抗性

US7230167B2 18
修饰的Cry3A
毒素及其编码

核酸序列

抗昆虫

US7368641B2 13
玉米自交系

G06-NP2414
-

雄性不育性，除草剂抗性，昆虫抗

性，抗病性和蜡质淀粉

（5）我国重要专利分析

中国申请人的相关专利涉及特殊性状基因序列和转基因方法的技术主题较

多，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性状改良比较注重粒长、粒重、每穗粒数增加、谷粒品质、

耐热、抗虫、提高脂肪酸含量等，技术特征比较具体，专利保护范围较为狭窄，

与国外农业生物技术企业对比，专利转化价值较弱。

表 32 我国重要转基因作物专利

公开号 申请人 标题 改良性状

CN103906839B
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

用于增加植物的农学性状

的SPL16组合物和方法

改善谷粒长宽比、谷粒

产量、增加的谷粒品

质。

US9284572B2
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

植物耐热基因JAZ5A及其

应用
耐热

CN104286014B

北京大北农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大北农

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杀虫蛋白的用途 抗虫

US9434955B2
中科院亚热带农

业研究所

水稻粒形和叶形相关蛋白

及其编码基因和应用

粒长、粒重、每穗粒数

增加，叶片卷曲等表型

CN101818157B
安徽省农业科学

院水稻研究所

一种人工设计的Bt抗虫基

因及其应用
抗虫

CN106701789B
中国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

编码苏云金芽孢杆菌晶体

蛋白质的基因及其的应用
抗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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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02191267B
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

利用半胱氨酸蛋白酶增强

植物介导的昆虫RNA干扰
抗虫

US9096678B2 武汉大学
水稻抗褐飞虱基因及其应

用
抗虫

CN102070706B
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

与种子脂肪酸合成相关的

蛋白AtL1L及其编码基因

与应用

提高植物(特别是油料

作物)的脂肪酸含量及

相关性状的改良

CN103739686B
中国农业科学院

油料作物研究所

与植物产量提高和品质改

良相关的蛋白及编码基因

与应用

提高种子单株产量、百

粒重、种子大小、脂肪

含量，以及株高

5.小结

近二十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相关专利数量不断增长，相关专利技术研发竞

争愈加激烈。根据来源国专利数量统计，美国相关专利产出独占鳌头，占全球专

利的 67.63%，在转基因作物领域具有主导优势；我国作为技术原创国的专利申

请量占比 12.41%，2010年之后专利数量有明显增长，但是与美国的差距仍然非

常明显。我国广阔的市场受到转基因作物技术研发机构的青睐，我国的国家知识

产权局相关专利授权量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专利商标局。

目前全球转基因作物专利主要由美国孟山都、美国先锋种业、美国 stine种

子农场、瑞士先正达等公司垄断，这四家公司的专利占据全球的 53.99%，都在

抗虫、抗病、抗除草剂和脂肪和碳水代谢优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专利布局。国内

申请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等虽有一定的专利申请分布，但与孟山都和

先锋种业的差距较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主体是我国相关专利增长的主要贡献

者，企业研发力量则较弱。

吴晓燕（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 分析撰写

区块链技术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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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A（Derwent Data Analyzer）、DI（Derwent Innov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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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动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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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发展至 3.0，以数字货币为特征，发展至应用探索

阶段。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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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chain Roadm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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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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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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通过关键词检索[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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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went Innovation）、DDA（Derwent Data Analyzer）和 Incopa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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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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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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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ID=(blockchain) OR ABD=(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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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区块链技术专利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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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中国申请的专利最多，占全部专利的

56.47%；其次是美国，专利申请量占总量的 22.98%；韩国以 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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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

从专利应用市场分布来看（图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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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

图 23 专利技术地域分布

图 24 专利市场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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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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可以看出，主要技术专利占比如下：

H04L-0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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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G06Q-0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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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04L-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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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06F-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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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G06Q-0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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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06F-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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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G06Q-0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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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G06Q-0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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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G06Q-0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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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G06F-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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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04L-0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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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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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区块链技术领域主要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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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图中不同山峰区域内表示某一特定主题聚集的

相应专利群，其技术研发重点的重要程度由山峰高度区分，由高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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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区块链技术领域热点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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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所示。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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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专利研究方向主要涉及：虚拟资产交易（VIRTUALASSET TRANSACTIONS）

的验证与记录（VALIDATION AND RECORDATION）、数字数据认证核实

（AUTHENT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DIGITAL DATA）、存储与检索

（STORAGEAND RETRIEVAL）、数字签名（DIGITAL SIGNATURES）、数字资

产的分散商业和权利管理（Decentralizing Commerce and Rights Management for

Digital Assets）、安全接收和计票（SECURELY RECEIVING AND COUNTING

VOTES）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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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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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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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CARE TRANSACTION

VALIDATION VIA BLOCKCHAIN

PROOF-OF-WORK, SYSTEMSAND

METHODS

Nant Holdings IP LLC

（南特控股知识产权有

限公司）

2015 308

US20160292672A1

SYSTEMSAND METHODS OF

BLOCKCHAIN TRANSACTION

RECORDATION

Nasdaq Inc.

（纳斯达克公司）
2016 191

US20160283920A1

AUTHENTICATIONAND VERIFICATION

OF DIGITAL DATAUTILIZ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Fisher Justin；Sanchez

Maxwell Henry
2016 178

US20160028552A1

SYSTEMAND METHOD FOR CREATING

AMULTI-BRANCHED BLOCKCHAIN

WITH CONFIGURABLE PROTOCOL

RULES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区块链技术公司）

2016 154

US20160321654A1

METHODAND SYSTEM FOR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BLOCKCHAIN

BLOCKS USING GALOIS FIELDS

LESAVICH Stephen；

Lesavich Zachary C.
201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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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20170005804A1

SYSTEMSAND METHODS OF SECURE

PROVENANCE FOR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DATABASES

Nasdaq Inc.

（纳斯达克公司）
2017 139

US20160027229A1

SYSTEMAND METHOD FOR SECURELY

RECEIVINGAND COUNTING VOTES IN

AN ELECTION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区块链技术公司）

2016 123

US20170116693A1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Decentralizing

Commerce and Rights Management for

Digital Assets Using a Blockchain Rights

Ledger

Verimatrix Inc.

（Verimatrix公司）
2017 119

US20160342977A1
DEVICE, METHODAND SYSTEM FOR

VIRTUALASSET TRANSACTIONS

Vennd.io Pty Ltd

（Vennd.io私人有限公

司）

2016 107

US20170180134A1

METHODAND SYSTEM FOR

BLOCKCHAIN VARIANT USING DIGITAL

SIGNATURES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万事达卡国际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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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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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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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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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BUSINESS MACHINES CORP
IBM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2 137
安提瓜和巴布

达

NCHAIN HOLDINGS LTD
NCHAIN控股有限公司

3 69 美国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

万事达卡国际公司

4 67 韩国 BIZMODELINE CO LTD

5 42 美国
BANK OF AMERICA CORP

美洲银行公司

5 42 韩国 DIGITAL GOLD EXCHANGE CO LTD
5 42 美国 WALMART APOLLO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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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阿波罗有限责任公司

8 40 爱尔兰
ACCENTURE GLOBAL SOLUTIONS LTD

埃森哲全球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9 34 美国
MICROSOFT TECHNOLOGY LICENSING LLC

微软技术许可有限责任公司

10 31 美国 CAPITAL ONE SERVICES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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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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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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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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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2 385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年（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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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5 165 山东爱城市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年（2019-2020）
6 118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年（2019-2020）
7 8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4年（2017-2020）
8 71 杭州复杂美科技有限公司 4年（2017-2020）
8 71 国家电网公司 3年（2018-2020）
10 66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年（2018-2019）
11 59 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 3年（2018-2020）
12 52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年（2018-2019）
12 52 深圳网心科技有限公司 2年（2018-2019）
14 48 全链通有限公司 2年（2018-2019）
15 45 北京海益同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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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年（2016-2018）
17 30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年（2018-2019）
17 30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年（2018-2019）
19 25 现代财富控股有限公司 3年（2016-2018）
19 25 陕西医链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 3年（2018-2020）
19 25 厦门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 2年（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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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专利权人合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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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Semiannual Blockchain Spending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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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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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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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1%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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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亿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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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亿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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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支出的比重达到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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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亿美金，较 2018 年的 42.6

亿美金相比下降 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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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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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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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亿件商品进行溯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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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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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IBM

基于 IBM新一代轻量级软件开发、集成、管理和运维的 IBM Pa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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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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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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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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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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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有机电致发光（Organic Light-Emitting

Devices，OLED）、电泳显示（Electrophoretic Display，EPD）。其中，OLED 是

目前为止最为理想的柔性显示技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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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图 8可以看

出，从 1977-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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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ko Instruments & Electronics Ltd于1977年申请的“具有柔性显示面

板的便携式电子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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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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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雅林.柔性显示技术发展综述[J].电子测试,2019(08):113-1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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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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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柔性显性技术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1）萌芽期（1977-2000年）

1977-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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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0年）

2001-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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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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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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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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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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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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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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是全球柔性显示

技术主要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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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0 柔性显示技术主要申请地区与申请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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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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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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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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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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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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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其次是

中国，占比为 23.3%；③日本相关专利申请流向美国最多，占比达 21.3%；④美

国相关专利申请流向各国较为均匀。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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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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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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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所示，整条条形图表示其专利申请总量。

图 32 柔性显性技术主要申请人

结合表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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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专利族数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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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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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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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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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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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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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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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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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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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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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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202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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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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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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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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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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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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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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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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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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2020 41%

H05B33 329 电致发光光源 1991-2020 50%
H05K5 284 用于电设备的机壳、箱柜或拉屉 1985-2020 76%
H05K1 256 印刷电路 198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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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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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020 37%

B32B27 165 实质上由合成树脂组成的层状产品 1984-202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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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202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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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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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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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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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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2020 69%

H01L23 112
半导体或其他固态器件的零部件（H01L25/00优

先）
2002-2020 79%

H05K3 110 用于制造印刷电路的设备或方法 1983-2020 35%

F16C11 109
枢轴；枢轴连接（转向拉杆系连接装置的布置入

B62D7/16）
20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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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其次是中国，占比为 23.3%；日本技术流向

美国居多，占比达 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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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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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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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多尔药物专利分析

【摘要】阿比多尔是一种抗病毒药物。研究证明，阿比多尔在体内、体外均具有明显

的抗流感病毒作用。本文从专利信息角度对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进行申请趋势、

专利权人及技术方向等多维分析，梳理出阿比多尔药物相关的国内外专利布局概况

以及我国专利权人面临的竞争格局，以期为我国药物研发攻关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阿比多尔（阿比朵尔，Arbidol）是一种抗病毒药物，由前苏联药物化学研究

中心研制开发，于 1993年在俄罗斯首次上市。主要用于治疗 A类、B类流感病

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阿比多尔的药理作用是通过激活 2，5-寡聚腺苷酸合成酶，

特异性抑制病毒囊膜和宿主细胞膜的融合，从而阻断病毒的复制。研究证明，阿

比多尔在体内、体外均具有明显的抗流感病毒作用。此外阿比多尔还具有抗氧化、

免疫刺激和诱导作用，对培养细胞、动物和人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阿比多尔能

够诱导产生干扰素，对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有显著的活化作用，具有非特异性防

御能力。本文从专利信息角度对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进行申请趋势、专利权人

及技术方向等多维分析，梳理出阿比多尔药物相关的国内外专利布局概况以及我

国专利权人面临的竞争格局，以期为我国药物研发攻关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1. 阿比多尔应用

阿比多尔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已有 10余年的临床应用经验，被俄罗斯

国家药典委员会推荐给成年人和儿童作为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的治疗

药和预防药。2004年，俄罗斯对服役军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预防性应用阿

比多尔可以减少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还可降低病毒和细菌混合性肺炎的发生率

[8]。近些年有较多研究证明其对 SARS-CoV及 MERS-CoV冠状病毒均有一定的

抑制活性[9,10]作用。根据阿比多尔对 SARS和MERS的病毒病原体活性有抑制作

用，而它们也同属于β属冠状病毒，且与 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结构上非常相似，

推测阿比多尔可以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最新发布的《武汉协和医院处置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中加入了琦效（盐酸阿比多尔片）的用药推荐。

2. 申请趋势

本文综合使用 Cortellis、Pubchem和 Incopat等多个数据库，截至 2020年 2

[8] 张菊,方峰.非核苷类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的研究进展[J].中国循证儿科杂志,2011,6(04):308-312.
[9] 王霞,葛斌,高王非.广谱抗病毒药盐酸阿比朵尔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房,2010,21(45):4300-4302.
[10] 关文达,杜秋伶,江海明,等.阿比多尔与连花清瘟胶囊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体内外抑制作用比较

[J].广东医学,2018,39(23):3454-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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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日，通过药物检索和专利检索相结合的检索策略，经过判读获得与阿比多

尔药物密切相关专利 85件。

图 33 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从图 33展示的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的申请概况分析可知，1986年的俄罗

斯专利 RU2008004C1为阿比多尔的基础专利，由前苏联药物化学中心与全苏科

研化学制药研究所、列宁格勒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卫生研究所（现名圣彼得堡流行

病与微生物研究所）共同申请，该专利披露了阿比多尔最初的研发目的是为了预

防和治疗流感病毒 B，一年后，他们发现该药物具有干扰素-诱导和免疫调节

（immunostimulating）活性，申请了专利 RU2033157C1。1988-2002年这段时间

为阿比多尔专利空白期。阿比多尔上市后从 2003年开始引领了研发热潮。2003

年，受 SARS疫情的影响，我国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和吉

林省吴太感康药业有限公司开始布局阿比多尔抗 SARS病毒用途、制剂和组合物

方面的专利。2004-2008年，阿比多尔药物专利申请平稳，年申请量维持在 5件

左右。随着阿比多尔核心专利的到期，全球药物研发机构开始布局阿比多尔外围

专利，2009-2011年进入了专利申请高峰期。2014年我国爆发了全国性的流感病

毒，中国机构开始增加专利申请量。受专利公开滞后影响，近 3年的专利申请量

仅供参考。

3. 主要申请人

阿比多尔相关专利的受理国家/地区有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乌克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欧洲专利局等，专利申请机构主要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乌克

兰。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埃科比奥法姆有限公司、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大学、湖北丽益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的主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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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见表 39。

表 39 阿比多尔全球主要专利申请人

申请人 专利件数 申请人 专利件数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
有限公司

4 埃科比奥法姆有限公司 3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3 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
武汉大学 3 湖北丽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

石家庄中硕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 圣彼得堡流行病与微生物研

究所

2

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 武汉中有药业有限公司 2
山东金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制药厂

2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2 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2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2

阿比多尔的国外专利申请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机构和个人，布局技术

集中在阿比多尔的用途方向，见图 34。

图 34 阿比多尔国外专利布局

4. 中国专利分析

阿比多尔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较多，主要集中在用途和组合物专利布局，另

外，还涉及制备、剂型、晶型、盐、中间体、类似物等相关专利布局，见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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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阿比多尔中国专利布局方向

如表 40所示，在治疗冠状病毒及肺炎用途方面，我国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

术（石家庄）有限公司布局了阿比多尔在预防和治疗 SARS病毒药物中的用途，

该专利于 2019年未缴失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机构联合申请了盐酸

阿比多尔在制备预防和治疗抗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药物中的应用，武

汉大学申请了治疗肺炎用途专利，这两件专利撤回失效。

表 40 阿比多尔治疗冠状病毒及肺炎用途的中国专利

标题 公开号 申请日 申请人 法律状态

盐酸阿比多尔在制备

预防和治疗抗中东呼

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

毒的药物中的应用

CN106074506A 2016/6/13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

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

撤回失效

阿比朵尔在制备预防

和治疗SARS病毒药

物中的用途

CN100344284C 2003/6/5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

术(石家庄)有限公司
未缴失效

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病

毒感染药物的用途
CN1994299A 2006/12/18 武汉大学 撤回失效

在制备方向，仅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有效，威海贯标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专利处于审中状态，其

他专利均无效，见表 41。

表 41 阿比多尔中国制备专利

标题 公开号 申请日 申请人 法律状态

一种盐酸阿比朵尔的

精制方法
CN107793346A 2017/11/24

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审中

一种盐酸阿比朵尔的

制备方法
CN106083691A 2016/8/22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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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朵尔片剂 CN105030710A 2015/9/8
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审中

一种盐酸阿比朵尔的

制备方法
CN102351778A 2011/8/17

湖北华龙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失效

一种甲磺酸阿比朵尔

的合成方法
CN102260205A 2011/9/1

湖北丽益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失效

盐酸阿比朵尔片的制

备方法及其质量控制

方法

CN102091048A 2009/12/9 汪昌瑞 失效

一种阿比多尔颗粒制

剂及其流化床包衣制

备方法

CN101249076A 2008/4/3 徐向兵 失效

一种阿比多尔颗粒及

其制备方法
CN101066248A 2007/5/28

江苏涟水制药有限公

司
失效

阿比朵尔包合物 CN100344283C 2003/4/8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

术(石家庄)有限公司
失效

一种阿比多尔制剂及

其制备方法
CN1742720A 2005/9/20

江苏吴中苏药医药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失效

5. 中国市场分析

我国有 6家企业可生产多种制剂的阿比多尔药品，包括片剂、颗粒、胶囊、

分散片等，见表 42。其中，具有“原料制剂一体化”优势的江苏吴中医药公司市

场占比最高。目前，石药集团和江苏吴中医药已经捐赠该药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

表 42 国产阿比多尔药物

序号 药品名称 生产厂家 批准文号

1 盐酸阿比多尔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373
2 盐酸阿比多尔片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国药准字H20060723
3 盐酸阿比多尔 石家庄中硕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1863
4 盐酸阿比多尔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国药准字H20060018
5 盐酸阿比多尔颗粒 江苏涟水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0500
6 盐酸阿比多尔胶囊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0023
7 盐酸阿比多尔分散片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0993

6. 小结

阿比多尔由前苏联药物化学研究中心研制开发，其核心专利已经过期。药物

上市后，全球研发机构从 2003年开始外围专利布局，专利申请量随着 SARS、

流感等疫情的爆发有升高趋势，在疫情过后相对平稳。

从专利布局的集中度看，阿比多尔相关专利的申请机构主要来自俄罗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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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乌克兰。开发新用途专利和相应的组合物是近年的布局重点，单个机构的专

利申请量不大，集中度处于中等水平。

从国内机构的专利布局看，国内申请人数量和申请量占比都较高，主要布局

重点在于用途拓展和新型组合物，治疗冠状病毒及肺炎用途方面也布局了少量专

利，但均已失效。

综合分析，我国企业生产阿比多尔并不存在专利壁垒，但在药物新用途方面

的布局相对比较薄弱，具有潜在风险，应加强对于药物用途的专利布局。

赵 萍，郑丽丽，赵亚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聚乳酸专利全球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 IncoPat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聚乳酸全球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分析。

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探讨聚乳酸专利研究态势、主要国家的科研水平、重要

专利申请人的研发布局和技术研发热点。研究发现，近 20年来，聚乳酸专利数量呈

现快速增长；中国是聚乳酸最重要的专利来源国和受理国，其次是日本；专利申请

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主要来自日本和中国，中国研究机构进入该领域较晚，但近十

年活跃度较高；聚乳酸专利技术主要布局应用、制备和改性，其中纺织、医用是最

主要的应用场景。

随着人们对可持续材料的日益关注，各国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规范不

可降解材料的使用，如美国塑料袋收费新法的确立、新西兰塑料微珠个护产品禁

令、欧洲发布新修订与食品接触的塑料制品法规、澳大利亚发布减少海洋废弃物

的草案，以及中国工信部实施《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吉林省质检院

制定《生物降解塑料零售包装通用技术要求》等。与此同时，世界新兴市场正在

崛起，消费者对环保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科研工作者正努力研发具有更好性能

的环保材料。

聚乳酸（polylactic acid，PLA）是一种新型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其原料来源

于可再生植物资源，如玉米、小麦、木薯等农作物。废弃后的聚乳酸可在土壤中

微生物和水的作用下完全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而后经植物光合作用，水和二氧

化碳可再形成淀粉类物质，又可为聚乳酸的合成提供原料，从而实现“源于自然，

归于自然”的碳循环。因此，聚乳酸的合成不仅摆脱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满足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是一个低能耗的过程，符合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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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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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水平。本文通过调研分析聚乳酸专利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

展现聚乳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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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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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年限，检索日期为 2020年 9月 13

日。

1．专利申请趋势

截至 2020年 9月 13日，在 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共检索到聚乳酸专利 8545

项（16194件），国内外专利申请总体趋势如图 36所示。从全球专利申请趋势来

看，聚乳酸专利申请起始于 1925年的旁压聚乳酸隔膜装置（US1560443A），1925

至 1971年专利年增长量均在 20项及以下；1972至 1993年，每年的专利申请量

增加至 20至 50项；1993年起，全球聚乳酸专利申请量开始逐年缓慢增长；2002

年开始，聚乳酸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每年专利申请量达到 100项以上。随着我

国限塑令的开展，我国聚乳酸技术的研发也受到了各企业和科研院校的关注与支

持。与全球聚乳酸专利申请趋势相比，我国聚乳酸专利出现时间较晚，第一项专

利出现在 1989年，2006年之前专利申请量均在 50项以下，2006年开始我国聚

乳酸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与全球聚乳酸专利申请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由于专利

公开时间的滞后，2018年、2019年、2020年有部分专利申请没有公开，故图中

近三年专利申请数量不能完全反应实际专利申请量。

图 36 全球与中国聚乳酸专利申请趋势

2．专利区域分布

通过分析聚乳酸专利申请在全球分布的情况，可以了解该项技术在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目标与潜在市场。由图 37可知，中国和日本是聚乳酸专利申请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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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分别占比 38.0%和 18.4%；其次是美国、韩国、欧洲，这也是聚乳酸的

主要市场。

图 37 聚乳酸专利全球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从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来看（图 38），中国是聚乳酸技术最主要的专利来

源国家，其次是日本，再次是美国、韩国和德国等，与专利受理国别分布情况基

本一致。

图 38 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通过我国聚乳酸专利的申请人省市分布来分析各个城市聚乳酸研发实力，由

图 39可知，江苏省是我国聚乳酸专利申请量最高的省份，为 758项；其次是上

海、浙江、广东、山东、安徽和北京；再次是吉林、四川和河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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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中国聚乳酸专利来源地区分布

3．重要专利申请人

对聚乳酸专利申请人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各申请人在此技术领域的发展情况

以及技术实力（表 43）。日本的 UNITIKA 公司和 TORAY公司的拥有聚乳酸专

利申请量最多，分别拥有 189项和 188项相关专利；其次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山东理工大学、日本 TEIJIN 公司和东华大学，聚乳酸专利申请量

均为 100项以上。专利数量排名前十的专利申请人中日本企业占 5席，中国机构

占 5席（3所高校、1个研究所、4家企业），可见中国和日本在聚乳酸技术创新

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表 43 全球聚乳酸 TOP10专利申请人

聚乳酸全球重要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趋势如图 40所示，由于聚乳酸全球专利

申请量排名前 10的申请人在 1992年以前没有进行相关专利的申请，因此只统计

了 1992年至今的专利数据。日本 SHIMADZU 公司进入该领域最早，但是在 2003

年之后就没有再申请聚乳酸相关专利，其研发中心可能已经发生转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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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IKA公司、日本 TORAY公司、日本 KANEBO公司在 2000至 2010年活跃

度较高，近几年的活跃度较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山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黑龙江鑫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大学进入该领域较晚，但是在

2010年专利申请数量较多，活跃度较高。

图 40 聚乳酸全球重要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趋势

4．专利技术解析

对聚乳酸专利申请的 IPC分类号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表 44），使用无机

物或非高分子有机物作为配料（C08K、C08J）对聚乳酸进行改性是研究的热点，

其中涉及用碳-碳不饱和键以外的反应得到的高分子化合物（C08G）。此外，塑

料的成型或连接（B29C）是聚乳酸工艺方面专利分布的重点，医用材料（A61K）

是聚乳酸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

表 44 聚乳酸重要 IPC分类号

IPC（小类） 专利申请量/项 中文注释

C08L 4507 高分子化合物的组合物

C08K 2404 使用无机物或非高分子有机物作为配料

C08G 2030 用碳-碳不饱和键以外的反应得到的高分子化合物

C08J 1825 加工；配料的一般工艺过程

B29C 1121
塑料的成型或连接；塑性状态材料的成型，不包含在其他类

目中的；已成型产品的后处理，例如修整

D01F 769
制作人造长丝、线、纤维、鬃或带子的化学特征；专用于生

产碳纤维的设备

A61K 580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

A61L 492
材料或消毒的一般方法或装置；空气的灭菌、消毒或除臭；

绷带、敷料、吸收垫或外科用品的化学方面；绷带、敷料、

吸收垫或外科用品的材料

B32B 452
层状产品，即由扁平的或非扁平的薄层，例如泡沫状的、蜂

窝状的薄层构成的产品

DO1D 318 制作化学长丝、线、纤维、鬃或带子的机械方法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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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详细地揭示全球聚乳酸技术分布，本研究将聚乳酸专利进行分类分

析（图 41）。其中，聚乳酸的应用类专利数量最多（3920项），其次是制备和改

性的技术专利，分别是 3239项和 1386项。聚乳酸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乳酸直接

脱水缩聚和丙交酯开环聚合（主要工艺路线），其改性技术包括改善其加工性能

（染色性、相容性）、机械性能（韧性、刚性、延展性）、功能性（抗菌、耐热、

阻燃）等。聚乳酸主要被应用于纺织（15%）、医用（13%）、工程（6%）、农用

（3%）等领域，纺织领域主要包括服装、家居与装饰等；医用材料包括手术缝

合线、骨科材料、美容材料、缓释药物等；工程材料领域主要包括了包装材料、

建筑材料、电子产品、3D打印材料等；农用材料主要是农用地膜。

图 41 聚乳酸专利重要技术构成

5．小结

本文通过对聚乳酸全球专利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近 20年来，

聚乳酸专利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中国进入该领域较晚，2006年后专利数量呈现

爆发式增长，成为聚乳酸最重要的专利来源国和受理国，专利申请数量和受理数

量都排名第二的是日本；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专利申请人中 5个来自日本，5

个来自中国，日本的化工材料公司进入该领域较早，但近十年活跃度不高，我国

的研究机构近十年活跃度较高，成为近十年聚乳酸技术研发的主力；聚乳酸专利

技术主要布局应用、制备和改性技术，聚乳酸应用场景广泛，其中纺织、医用是

重要技术研发领域。

吴晓燕，孙裕彤（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 分析撰写

先进制造领域重点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先进制造技术是集机械工程技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等多种

技术为一体，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精密制造、微纳制造、网络协同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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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关键技术的发展对于我国制造业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了解先进制

造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解析其技术主题，对我国制造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

文利用德温特创新平台 DI(Derwent Innovation)、德温特数据分析器 DDA等，分析了

先进制造及重点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趋势、主要优先权国家/地区分布、主要专利权人，

以及主要技术发展方向等。

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技术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

快，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日新月异。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加

速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刻不容缓。《中国制造 2025》《中国先进制造技术 2030年路

线图》等提出重点发展成形制造、智能制造、精密制造、微纳制造等先进制造关

键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是集机械工程技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等多种

技术为一体。智能型工业机器人具有识别功能或更进一步增加自适应、自学习功

能，能在较为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包括焊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喷漆机器人、

码垛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等多种类型，在工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增

材制造俗称 3D打印，融合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材料加工与成型技术，通过软件

与数控系统将专用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以及医用生物材料，按照挤压、烧结、

熔融、光固化、喷射等方式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精密制造技术是指零件

毛坯成形后余量小或无余量、零件毛坯加工后精度达亚微米级的生产技术总称，

是全球各国现代高新技术竞争的重要支撑技术。微纳加工技术是尺度为亚毫米、

微米和纳米量级元件以及系统集成与应用技术，其主要发展方向是微纳器件与系

统（MEMS和 NEMS）。网络协同制造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各种集成技术将

串行工作变为并行工程，将供应链内及跨供应链间的各环节紧密连接，实现产品

全生命周期内资源的最充分利用。

本文选取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精密制造、微纳制造、网络协同制造

等 5个先进制造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进行专利分析，研究先进制造技术发展趋势

和技术领域分布，为我国在这一优势技术领域中的研发决策、产业化布局提供参

考。本文基于 DI专利数据库，以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精密制造、微纳

制造、网络协同制造 5个技术领域的相关关键词，结合 IPC分类号制定检索策略，

在数据库中检索得到 2010-2020年间先进制造技术同族专利 292910项（数据检

索时间 2020年 11月）。

1 专利申请趋势

近十年来，先进制造技术相关专利数量发展趋势如图 42 所示。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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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进制造领域的专利数量一致保持稳步的增长趋势，每年的专利数量增长

5000项左右[11]。2010年，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 9790项，2018年达到

峰 46586项，2010-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21.53%，说明先进制造技术一直受到

广泛关注。

图 42 基于最早优先权年的先进制造技术专利发展趋势（2010-2020）

2010-2020年，先进制造领域重点技术专利数量见图 43，精密制造技术专利

数量最多，为 166550项，远远高于其他先进制造技术领域。2010年，精密制造

技术优先权专利数量 6038 项，2019 年专利数量达到最高 25407 项，2010-2019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17.31%。增材制造技术优先权专利数量排名第 2（53651项），

2010年增材制造技术专利只有 447项，但此后增长迅速，到 2018年已达到 11058

项，2010-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49.34%。微纳制造技术优先权专利数量为 45232

项，2010 年优先权专利数量为 2595 项，2011-2015 年专利数量 4000 项左右，

2016-2018 年专利数量 5000 项左右。智能工业机器人技术优先权专利数量为

24401 项，2010-2014 年增长速度相对平稳，2015-2018 年增长速度较快，2018

年专利数量达到了 5017项。网络协同制造技术专利数量仅 3076项。说明精密制

造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增材制造技术迅猛发展，微纳制造技术相对平稳，智能工

业机器人技术也在稳步发展，网络协同制造技术属于比较新兴的技术领域。

图 43 先进制造领域重点技术专利数量（2010-2020）

[11] 因专利从申请到公开会有一定的时滞，2019和 2020年数据仅供参考。



知识产权动态 187

2 主要优先权国家/地区

图 44 展现了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TOP10 国家/地区的专利数量对比。中国以

244394项专利族排在首位，占专利总量的 82.32%，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地区，说

明中国在先进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很强，其次是日本（49030）和美国（32479）。

排在第 4和 5位的是德国和韩国，专利数量都在 1万项以上。可见中、日、美、

德、韩是先进制造技术专利领域的主要技术来源国家。

图 44 先进制造技术优先权专利 TOP10国家/地区分布

表 45 为基于最早优先权年的先进制造技术 TOP10国家/地区分布，中国每

年的专利数量都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地区，2010年中国的专利数量为 5135项，比

其他国家/地区的专利总和还高，日本和美国的专利数量分别为 1625 项和 1216

项。中国的专利数量增长迅猛，2010-2018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28.28%。日本

2010-2012 年专利数量都在 1600 项以上，但此后有所下降，到 2018 年为 1486

项。美国 2010年专利数量为 1216 项，此后每年都基本保持增长趋势，2017 年

达到最高峰。

表 45 先进制造技术优先权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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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为中美日先进制造重点技术专利分布对比图，中国在 5个先进制造重

点技术方向的专利数量都遥遥领先美国和日本。美国除精密制造技术外，其他技

术上的专利数量都领先日本。

图 45 中美日先进制造重点技术专利分布对比

3 主要专利权人

图 46为先进制造技术主要的专利权人。TOP15专利权人中，日本占有 6个

席位，日本三菱以 2752项专利位居首位，日本天田和佳能排在第 3位和第 4位，

专利都在 1000项以上。德国占有 2个席位，德国博世和西门子，专利数量分别

为 1530项和 911项。中国占有 4个席位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1048）、清华大

学（992）、西安交通大学（973）和浙江大学（832）。美国占有 2个席位，美国

通用和惠普分别为 939项和 897项。韩国占有 1席，韩国三星以 978项专利排名

第 7。日本的专利权人在先进制造技术上更具实力，且都是大型知名企业，在行

业界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主要专利权人是大学，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到

TOP15。

图 46 先进制造技术 TOP15主要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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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专利地图的主要研究方向

基于德温特创新数据库的专利地图，本文分析了先进制造领域 5个重点技术

2010-2020年间的主要研究主题方向。

（1）2010-2020年，智能工业机器人技术研究主题方向包括巡逻监测机器人、

喷涂机器人、智能焊接机器人、高效研磨机器人、智能装配机器人、高效送料机

器人、智能机械臂、机器人无线通讯系统、通讯控制系统、人机智能交互、机器

学习、图像信息处理、制造产品线智能化等。

（2）2010-2020年，增材制造技术研究主题方向包括 3D打印材料制备、3D

打印陶瓷粉末、3D打印金属粉末、3D合金粉末、3D打印粉末喷涂设备、激光

溶覆、增材制造工艺、三维实体、层状材料堆积、增材制造在牙齿、骨移植、干

细胞等医学领域的应用等。

图 47 智能工业机器人技术专利地图（2010-2020）

图 48 增材制造技术专利地图（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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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2020年，精密制造技术研究主题方向包括精密研磨抛光、齿轮砂

轮、精密切削加工、激光加工、合金材料添加制造、精密焊接、精密钻头、沟槽

工具、精密机械工具、螺丝精密调整、不锈钢管框架、精密制造模具等。

（4）2010-2020年，微纳制造技术研究主题方向包括金纳米粒子制备、石墨

烯氧化物制备、碳纳米管、纳米氧化钛、纳米碳酸钙、量子点、纳米氧化锌、纳

米银、金属纳米粒子制备、微机电传感器、微机电系统（MEMS）、微流体芯片、

硅基刻蚀、压印设备、薄膜制备、锂离子电池电极等。

（5）2010-2020年，网络协同制造技术研究主题方向包括虚拟工厂云平台、

虚拟网络、化工厂协作控制系统、云制造资源服务、云制造用户服务管理与评估、

供应链协作、生产线规划与协同、工业数据监测与存储、智能监测车辆、信号输

出、图像信息处理等。

图 49 精密制造技术专利地图（2018-2020）

图 50 微纳制造技术专利地图（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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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网络协同制造技术专利地图（2010-2020）

5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一致保持稳步的增长趋势，

2010-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21.53%，每年的专利数量增长 5000项左右。重点

技术方向上，精密制造技术专利数量最多，远远高于其他技术方向，精密制造技

术已经相对成熟；增材制造技术优先权专利数量排名第 2，增长迅速，2010-2018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49.34%，增材制造技术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微纳制造技术优

先权专利数量排名第 3，技术发展相对平稳；智能工业机器人技术专利增长速度

相对平稳；网络协同制造技术属于比较新兴的技术领域。

从国家/地区专利分布来看，中、日、美、德、韩是先进制造技术专利领域

的主要技术来源国家。中国以 244394项专利族排在第一，占专利总量的 82.32%，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地区，中国总体技术实力强劲。排在第 2和 3位的是日本和

美国，专利数量为 3万项以上。排在第 4和 5位的是德国和韩国，专利数量在 1

万项以上。中国在 5个先进制造重点技术方向的专利数量都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日

本。美国除精密制造重点技术外，其他技术方向都领先日本。

TOP15专利权人中，日本占有 6个席位，日本三菱以 2752项专利排名第一，

德国占有 2个席位，中国 4个席位，美国 2个席位，韩国 1席。日本的专利权人

在先进制造技术上更具实力，且都是大型知名企业，在行业界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中国的专利权人主要是大学，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到 TOP15。

智能工业机器人技术研究主题方向为巡逻、喷涂、智能、研磨、装配、送料

等各种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主题方向为各种 3D打印材料制备、增材制造方法

和工艺、以及增材制造在医学领域的应用等。精密制造技术主题方向为研磨、抛

光、切削、焊接、刻蚀等各种精密加工和制造等。微纳制造领域研究主题方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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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与石墨烯的制备与应用，以及微机电系统（MEMS）、微流体芯片、硅

基刻蚀、薄膜制备等。网络协同制造技术主题方向为网络协同云平台、云制造、

供应链协作等。

冯瑞华，姜 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专家视点

EPO-IEA研究：电池创新在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
作用

2020年 9月 22 日，欧洲专利局（EPO）和国际能源署（IEA）的一项联合

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至 2018年间，全球电池和其他蓄电技术的专利活动以年

均 14%的速度增长，是所有技术领域平均增速的 4倍。

提高电力储存能力对发展清洁能源技术而言具有关键作用。开发出更好、更

便宜的电力储存装置是未来的一项重要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设想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要实现全球气候和可持续能源目标，到2040

年，全球将需要近 10000千兆瓦时的电池和其他形式的电力储存装置，将是目前

市场规模的 50倍。

1. 电力储存创新发展迅速

报告以国际专利族（IPF）为衡量标准，介绍了 2000年至 2018年间电力储

存创新的主要趋势。每个专利族都代表了一项已在全球两个或两个以上专利局提

交了专利申请的高价值发明。由于专利申请是在产品上市前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

提交的，因此通常被视为未来技术趋势的早期指标。

自 2000年以来，全球各地的企业在电力储存领域已提交了超过 6.5万项专

利族。专利族每年的数量急剧增加，从 2005年的约 1500项增长到 2018年的 7000

多项。自 2005年以来，电力储存领域专利族年平均增长率为 14%，远远超过同

期所有技术领域专利族的年平均增长率（3.5%）。

2000年至 2018年间，电力储存专利中约 90%涉及电池发明专利，远远超过

了电力（9%）、热能（5%）和机械（3%）这三种电力储存解决方案。电池技术

是近年来唯一保持强劲增长趋势的领域，2018年专利申请量再创新高，凸显了

其在电力储存创新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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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还表明，自 2005年以来，在便携式电子产品和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

地位的锂离子技术推动了电池创新的发展。2018年，锂离子电池的发明占电池

相关专利活动的 45%，而基于其他化学成分的电池相关专利活动仅占 7%。

2011年，电动汽车已超越电子产品，成为锂离子电池相关发明的最大增长

动力。电动汽车电池组的改进对固定设备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其中包括电网

管理。

报告还显示，在过去十年中，电池制造以及与电池相关的工程技术开发领域

的专利活动增长了 3倍。2018年，这两个领域合计占电池相关专利活动的 47%，

清楚地表明了该行业的成熟以及发展高效批量生产的重要性。

此外，包括超级电容器和氧化还原液流电池在内的其他储存技术也在迅速崛

起，有望解决锂离子电池的某些弱点。

2. 亚洲企业处于领先地位

报告显示，亚洲企业在全球电池技术竞争中遥遥领先，日本和韩国企业处于

领先地位。在全球与电池有关的前 10位专利申请人中，亚洲企业占据 9席。在

前 25位申请人中亚洲企业占了 2/3，其次是欧洲的 6家企业和美国的 2家企业。

2000年至 2018年间，前 5名申请人（三星、松下、LG、丰田和博世）共产生了

1/4以上的专利。

虽然电池技术的创新仍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公司，但在美国和欧洲，小

型公司、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中小企业递交的电池

技术相关专利族占总量的 34.4%，大学/研究机构占 13.8%。在欧洲，这一数据分

别为 15.9%和 12.7%，日本则是 3.4%和 3.5%，以及韩国为 4.6%和 9.0%。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0922.html

原文标题：EPO-IEA study: rapid rise in battery innovation playing key role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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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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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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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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https://ec.europa.eu/growth/content/new-commission-reports-show-industry-cooperation-has-led-p

rogress-tackling-online_en

原文标题：New Commission reports show industry cooperation has led to progress in tackling

online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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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Potential: 2020 Update on U.S. Women

Inventor-Patente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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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增加到 2019年

底的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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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授权专利的发明人中，女性所占比例从

2016年的 16.6％增加到 2019年的 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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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16年的 15.2％增加到 2007-2019

年的 16.6％。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releases-updated-study-participation-women-

us-innovation-econom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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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USPTO releases updated study on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U.S. innovation

economy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7日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COVID-19期间创新者对专利检索需求提升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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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p-news.com/news.aspx?id=56398&lang=en

原文标题：Schools, Researchers Seek Patent Search Upskilling Amid Need for COVID

innovations - IPOPHL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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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 C.

Woolley及律所股东 Core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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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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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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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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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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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释放企业价值。

朱月仙 检索，安晓慧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s://www.ipwatchdog.com/2020/08/21/tips-maximizing-unlocking-additional-revenue-streams-

economic-downturn/id=124462/

原文标题：Tips for Maximizing and Unlocking Additional Revenue Streams During an Economic

Downturn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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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ella Bra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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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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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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steps-licensees-can-take-to-protect-their-ip-rights-i

n-bankruptcy/id=124333/

原文标题：Three Steps Licensees Can Take to Protect Their IP Rights in Bankruptcy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4日

英律师解析英国脱欧后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要点

2020年 9月 9日，英国 Pinsent Mason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Florian Traub发表

文章解析英国脱欧后并购交易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要点，建议参与并购的企业了

解并考虑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对相关知识产权出售和收购的潜在影响，并开展尽

职调查，以评估英国脱欧后对商标、外观设计、专利和其他专有技术以及域名等

数字资产的影响。

1. 商标

在过渡期内，欧盟商标（EUTM）继续在英国生效。当过渡期于 2020年 12

月 31日结束后，英国将不再受欧盟商标法规的约束，EUTM将不再在英国受到

保护。但在过渡期结束时，将在英国境内自动授予等效的“克隆”权利，从而为注

册所有人提供两个注册商标：一个覆盖欧盟的其余区域，另一个等效于英国。同

样，将欧盟指定为生效区域的国际注册，在英国将自动授予同等的“克隆”权利。

2. 外观设计

欧盟外观设计将以与 EUTM类似的方式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英国脱欧最

重大的影响是，从过渡期结束起，英国的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RCD）和非注册

式欧盟外观设计（UCD）将不再受到保护。从过渡期结束起，RCD和 UCD的持

有人将自动成为英国对等的外观设计权的持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脱欧之日仍

待处理的 EUTM和 RCD申请将不会被自动克隆，申请人将有 9个月的时间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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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交申请。一旦在英国被授予了“克隆”权利，则必须在英国积极使用它们，否

则可能会丧失权利。

3. 专利

专利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英国脱欧的影响。英国退出欧盟后，英国知识产权局

授予的国家专利和欧洲专利局授予并在英国获得授权的欧洲专利将继续在英国

生效。最重要的是，英国将继续作为《巴黎公约》的成员，这意味着在英国申请

专利保护的申请人仍然有可能随后在其他国家/地区要求该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4. 网站域名

英国脱欧影响了英国组织以“.eu”为基础的域名的所有权，因英国退出欧盟成

为“第三国”，欧盟委员会已经确认，在过渡时期，“.eu”顶级域名的欧盟监管框架

将继续适用于英国。但是，在过渡期结束后，除非有新协议规定可继续使用，否

则与“.eu”域名有关的欧盟规则将不再适用于英国。

5. 其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业务

买方应审查目标公司加入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知识

产权许可协议中“地域”的定义会产生影响，因为过渡期届满后，如果将“地域”一

词定义为欧盟，则可能不再包括英国。英国脱欧还可能影响特许权使用费，因为

以“净销售额”支付的款项可能要缴纳额外的关税。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pinsentmasons.com/out-law/analysis/ma-brexit-ip-due-diligence

原文标题：M&A: what good Brexit-related IP due diligence looks like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3日

巴西律师解析巴西商标共同所有权变化

2020 年 9 月 12 日，巴西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Daniel Law 的律师 Isabella

Cardozo等人发表文章解析巴西加入《马德里议定书》后该国商标共有权的主要

变化。根据巴西专利商标局（BPTO）第 245/2019号决议，新申请以及在决议生

效前已申请或授权的商标都有可能拥有共同所有权。具体变化如下：（1）转让：

对于新商标，在申请时可以共有；对于已经以单一所有人申请的商标，只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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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才能共有；此外，还可以选择部分转让。（2）停用和驳回：关于不使用请求，

即使只有一个共同所有权人提供使用证据，也将对所有共同所有权人有效；如果

由于正当理由而没有使用商标，所有共有人都必须说明理由；如果商标是以共有

人的名义提交的，这将不会阻止 BPTO审查员以其中一位共同所有人在先提出的

相同申请驳回它。

赵颖会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watchdog.com/2020/09/12/co-ownership-trademarks-brazil-key-changes/id=12510

4/

原文标题：Co-ownership of Trademarks in Brazil: Key Changes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18日

《世界商标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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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rademark Review，

WTR）主办的知识产权局创新排名（IP Office Innovation Ran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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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L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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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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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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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ngible Disclosure Evaluation and

Audit Sche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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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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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EAN TMView和 ASEAN TMCl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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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文鼎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governmentpolicy/innovation-the-singapore-ip-office-spo

tlight-non-core-tools-and-services

原文标题：Innovation at the Singapore IP Office: spotlight on non-core tools and services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6日

IAM：大型 NPE时代来临超出 Big Tech预期

2020年 6月初，Fortress公司宣布已向 Finjan公司发出正式收购要约，针对

这一事件，《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IAM撰文指出大型 NPE时代已经到来，大

型科技公司（Big Tech）需要反击。

IAM认为交易成功后，Fortress 公司拥有的专利数量将会增加。Finjan 公司

比其他大多数公司都能更好地适应严峻的环境，达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交易——

尤其是与 Symantec 公司达成 6500万美元的协议——并且还通过 2016年的融资

稳固了资产负债表。Fortress 公司的专利也经受住了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

https://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governmentpolicy/innovation-the-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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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B）对其有效性的质疑，证明了其专利质量高，可以获得正式许可。但该

公司仍不得不应对源源不断的地方法院案件，而且能变现的投资组合较小，因此

无法完全进入许可行业的大联盟。

Fortress公司不仅仅收购陷入困境的非执业实体（NPEs），还拥有 NXP和丑

闻缠身的 Theranos 等公司的投资组合，并收购了 DivX和 SiOnyx 等拥有大量知

识产权的公司。英特尔（Intel）和苹果（Apple）公司已对 Fortress公司提起诉讼，

声称其囤积专利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在一个相似案例中，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经受住了 Capital One公司的挑战，这表明苹果和英特尔可能难以坚

持这一举措，这突显了 Fortress公司现在对专利市场造成的影响。

Fortress公司有着雄厚的资金储备——据传其知识产权专项基金接近10亿美

元——以及一支相当专业的团队。但自 2013年《美国发明法案》（AIA）获得通

过以后，美国专利法往众多硅谷人青睐的方向发展，因此该公司的蓬勃发展并非

巧合。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大型 NPE时代。这些机构自诩拥有

足够多的资源来应对 PTAB的众多挑战，并且他们的投资组合中有足够多的专利，

因此即使有一个专利被淘汰了，他们也有足够的信心去争取更多的专利。他们还

拥有资源和专有知识，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多个司法管辖区发起主张活动，这使他

们能够同时在许多市场向顽固的被许可方施压。

从规模上看，Fortress 等公司正沿着 21 世纪初 Intelligent Ventures公司开辟

的道路前行。与 Intelligent Ventures 公司不同的是，这些新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准

备起诉。他们团队更为紧凑——员工名册上只有几十人而不是数百人——而且关

注点很少偏离收购和盈利。

由于当前的经济不确定性促使更多的资产进入市场，加上权益所有人的整体

环境有所改善，这些大型 NPE拥有继续增长的良好条件。虽然大型科技公司和

其他潜在的许可人可能已经能够让 Finjan这类公司离开，但 Fortress等公司则完

全是另一回事，他们可以与资金雄厚的公司进行直接接触，这是许多小型 NPE

无法做到的。

许海云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s://www.iam-media.com/litigation/message-big-tech-the-aia-has-given-us-the-mega-npe-so-be

-careful-what-you-wish

原文标题：The era of the mega-NPE is upon us and that wasn't part of Big Tech's plans

检索日期：2020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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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管理动态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暨中科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联席会议

2020年第一次会议召开

2020年 7月 16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暨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联席会议 2020年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张亚平副院长主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

长雷筱云，科技部成果与区域司副司长黄圣彪，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

发展规划局局长谢鹏云等理事会成员单位代表，以及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代表和

基金专家参加会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科技部成果与区域司、

中科院机关、院内部分研究所的相关领导与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IP 中心”）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 IP 中心刘会洲主任的工

作进展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2019-2020年度工

作内容及经费使用方案》。经讨论，会议对 IP中心近一年来，在推进全院知识产

权运营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探索，以及取得的进展和成绩给予了肯定，并对 IP

中心及全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

会议指出，IP 中心要加强与院内外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做好全院专利

集中运营工作，形成品牌效应，并为先导专项和弘光专项等院重大项目做好知识

产权服务；要进一步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把为其它院属单位服务作为重要内

容，在实践中提升服务能力，带动全院知识产权转化运营工作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联席会议 2020年第

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同意了 2019年 7月 24日（上次联席会议）以来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进展、2020年度弘光专项的遴选情况和专项行动评

估工作方案，听取了 2020年度弘光候选项目的情况介绍和各项目的尽职调查情

况汇报，对候选项目进行了质疑和评审。会议充分肯定了弘光专项已取得的成效，

并对今后的弘光专项工作提出了要求。

会议强调，要通过弘光专项，继续引导研究所和科研人员“以正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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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成果转化，转变科研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与资本和市场的紧密结合，营造

有利的投融资环境和产品市场开拓环境，把我院的先进技术转移出去形成产品，

再形成被市场认可的商品，并在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上产生重要的影响。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2007/t20200722_4753879.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4日

中科院 16项专利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

2020年 7月 1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

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单位共获得中国专利银奖 2项，优秀奖 14项，研究所孵化

企业首次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1项，这也是中科院研究所孵化企业首次获得金奖。

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用于费-托合成的气-液-固三相悬浮床反应器及其

应用（ZL200710161575.1）”获得中国专利金奖；过程工程研究所“一种水性聚氨

酯弹性分散体及其制备方法（ZL201310004147.3）”和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3D

打印方法（ZL201510604994.2）”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一种

甲醇一步法制取烃类产品的工艺（ZL200610048298.9）”等 14项专利获得中国专

利优秀奖。

本届中国专利奖通过推荐和初步遴选，共有 2400余项专利参评，共评选出

中国专利金奖 3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10项；中国专利银奖 58项，中国外观

设计银奖 15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696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60项。获奖专利

在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专利文本的撰写质量、权利的稳定性和产生的技术创新作

用方面表现突出。

表 46 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中科院获奖情况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

项

1 ZL201310004147.3
一种水性聚氨

酯弹性分散体

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优美特（北

京）环境材料科技股

份公司

张冬海,陈运法,张
建森,罗楠

银

奖

2 ZL201510604994.2 3D打印方法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

赖毓霄,李龙,秦岭,
王新峦,张鹏

银

奖

3 ZL200610048298.9
一种甲醇一步

法制取烃类产

品的工艺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化学研究所,赛鼎工

程有限公司,云南煤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文怀,张庆庚,胡
津仙,潘国平,程建

斌,袁斌,杨挺,张
侃,张建得,方勇

优

秀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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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L200710190996.7
梯次循环接种

温控堆肥的方

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王一明,林先贵

优

秀

奖

5 ZL201110141137.5

一种噪声功率

谱估计与语音

活动性检测方

法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

所,北京中科信利技

术有限公司

应冬文,颜永红,付
强,潘接林,李军锋

优

秀

奖

6 ZL201110273781.8
一种解决改机

问题的限定分

配调度方法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

史海波,刘昶,姚丽

丽,孙德厂,韩忠华

优

秀

奖

7 ZL201210418613.8

一类氟取代的

环状胺类化合

物及其制备方

法、药物组合物

和用途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

柳红,章海燕,周宇,
傅燕,蒋华良,唐希

灿,陈凯先

优

秀

奖

8 ZL201210512025.0

一种同步交联

改性聚偏氟乙

烯微孔膜的制

备方法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刘富,薛立新,陶咪

咪

优

秀

奖

9 ZL201210586070.0
一种不锈钢板

的激光拼焊方

法及固定装置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

赵伟芳,林学春,侯
玮,于海娟,李晋闽

优

秀

奖

10 ZL201280000857.2

一种基于毛细

管电泳的依诺

肝素钠精细结

构测定方法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康经武,展学强

优

秀

奖

11 ZL201410315874.6

一种多功能综

合集成高精度

智能微震监测

系统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

力学研究所,武汉海

震科技有限公司

陈炳瑞,冯夏庭,符
启卿,李贤

优

秀

奖

12 ZL201510079182.0
一种超高速飞

行器的热防护

与减阻系统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

究所

张文武,向树红,郭
春海,童靖宇,张天

润,杨旸,宋涛

优

秀

奖

13 ZL201510407906.X
米级大口径偏

振片全频段面

形加工方法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魏朝阳,邵建达,徐
学科,易葵,顾昊金,

程鑫

优

秀

奖

14 ZL201610011210.X

一种利用沉水

植被草皮恢复

沉水植物群落

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

陈开宁,古小治,孙
淑云,黄蔚,刘淼

优

秀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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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ZL201610782485.3

一种基于过渡

区域的蒙特卡

罗与确定论耦

合粒子输运方

法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

吴宜灿,胡丽琴,龙
鹏程,郝丽娟,宋婧

优

秀

奖

16 ZL201710888808.1

一种用于碳化

硅素坯连接的

粘结剂及其制

备方法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

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

张舸,崔聪聪,张学

军,董斌超,曹琪,包
建勋

优

秀

奖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2007/t20200717_4753425.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1日

中科院 6家院属机构获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2020年 9月 2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及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交流研讨活动在济南举行。34家机构正式获批

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第三批在华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牌并签署 TISC服务协议。其中，中国科学院 6家院属机构入选：中

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

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WIPO中国办事处代表刘华、教育部一级巡视员高润生，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和公共服务司、国际合作司、专利局相关领导，全

国共计 102 家 TISC 入选机构和 60 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代表等

约 270人参加了会议。

TISC 是 WIPO 发展议程框架下的项目。在华 TISC 由 WIPO 和国家知识产

权局共同推广，旨在帮助中国知识产权和创新用户提升技术信息检索能力，增强

技术创新能力。201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与 WIPO正式签订《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在华建设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的谅解备忘录》，计

划到 2021年底，分批次在华建设 100 家左右 TISC 机构，形成覆盖全国、分布

合理的 TISC网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创新支撑。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las.cas.cn/xwzx2016/gzdt2016/202009/t20200929_5709786.html

http://www.whb.cas.cn/xw/gzdt/202009/t20200927_5707011.html

http://www.clas.cas.cn/xwzx2016/gzdt2016/202009/t20200929_5709786.html
http://www.whb.cas.cn/xw/gzdt/202009/t20200927_5707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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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gfw.cnipa.gov.cn:8010/PatentCMS_Center/info/1615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3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网举办新版知识产权在线分析系统
培训

为更好地满足我院知识产权专员的专利信息获取和分析需求，在科技促进发

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部署下，中科院知识产权网对原“知识产权在线分析系统”

进行了升级改进，面向全院知识产权专员提供服务。新版“知识产权在线分析系

统”集成了 incoPat专利分析平台，可提供丰富便捷的专利检索查询与在线分析功

能。为帮助知识产权专员们尽快熟悉并使用系统，中科院知识产权网于 2020年

7月 7日组织召开了新版知识产权在线分析系统培训视频会，近 300名中科院知

识产权专员参加了培训。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副处长陈浩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张娴主持。

陈浩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我院 2019年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了

未来继续深化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

稳步推进院知识产权贯标等工作重点。随后，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网络与信息系统

部主任文奕介绍了新版知识产权在线分析系统的建设情况和使用事项，详细说明

了账号获取方式和用户权限规则等。

会议邀请了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两位知识产权专家讲授 incoPat专利

数据库操作实务，包括 incoPat专利数据库数据收录情况、专利检索、专利分析、

导航库、智能库和监视预警等主要功能。培训授课采用理论知识教学和案例示范

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知识产权专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讲授和解惑，

受到了知识产权专员们的一致好评。

陈浩对本次培训活动进行了简要总结，鼓励知识产权专员们充分利用新版知

识产权在线分析系统以及中科院知识产权网等资源便利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并且

号召我院更多人员能够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专员的培训学习与考核。陈浩还对知识

产权在线分析平台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相关部署。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092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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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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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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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sd.cn/gzdt/202008/t20200802_5649075.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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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骨干培训班
在昆明举办

为进一步加强院所两级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与运营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和高价值专利培育，受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委托，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

专项项目组于 2020年 9月 23至 25日在昆明举办 2020年度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

骨干培训班。本次培训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员主要是院属单位科

技处、开发处、转移转化办等相关处室人员。

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四川大学等单位的 8位专家，从国际发

展、管理应用、政策法规、检索布局等角度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导向、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激励和保障高水平创新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法框架与关键概念解读、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

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管理、专利的定义挖掘与布局、知识产权合同与起草谈判、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与分析、知识产权投融资与典型案例分析。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知识与案例分析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除了主题培训报告，

在交流研讨环节，学员们还围绕单位发展情况进行经验分享，对提升学员们知识

产权管理和运用能力具有重要帮助。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专项项目组依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创新发展所管理。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48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3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副局长徐治江一行
赴宁波材料所调研

2020年 10月 19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副局长徐治江一行来访中

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调研知识产权工作，浙江省知识产权发展处

处长林敏和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金珊等陪同调研。

徐治江一行首先参观了宁波材料所展厅，了解了宁波材料所的历史沿革、科

技成果、科研平台、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并对宁波材料所扎根地方，为区域经

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肯定。参观结束后，双方举行了座谈交流会，宁波材

料所所长黄政仁、副所长杨甦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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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徐治江从制度建设、机构设置、高质量专利培育、知识产权贯标、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等方面详细了解了宁波材料所在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方面的

工作进展及具体工作举措，并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奖励激励机制、知识

产权运用转化等与黄政仁、杨甦开展了深入的交流。黄政仁表示，知识产权工作

非常重要，通过知识产权分析布局，可以帮助科研团队厘清自身技术的优劣势，

为布局学科方向、构建核心竞争力提供有效支撑，通过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原创科技成果，促进科技发展。杨甦就如何推进知识产权运

营转化提出了多项建议。

徐治江充分肯定了宁波材料所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激励创新、保护创新，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宁波材料所今后进一

步通过有效的运营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能力，为市场和企业输出有潜力

有价值的科技成果，使其转化成为先进生产力。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nitech.cas.cn/news/cyhz/202010/t20201021_5720209.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调研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2020年 10月 21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副司长吕海波、四川

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副主任王明冬等一行 9 人访问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

报中心，实地调研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工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技术与创

新支持中心（TISC）建设情况，双方举行交流座谈会。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纪委

书记房俊民研究员，以及科技处、战略情报部、网络与信息系统部、信息服务部、

区域发展咨询部、学科咨询服务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人

员参加座谈会。房俊民主持会议。

房俊民首先陪同吕海波一行参观了成都中心多媒体电子阅读大厅，观看了成

都中心创新发展视频短片，介绍了成都中心近年取得的科技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

服务成果。座谈会上，战略情报部副主任、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张娴

研究员具体汇报了成都中心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内容、主要成效与服务产品，

以及成都中心 TISC工作建设进展、运行计划及相关建议。吕海波等详细询问了

中科院知识产权网建设与运行、知识产权情报分析研究产品利用等情况，对成都

中心在知识产权信息化建设、知识产权分析评议领域的长期专业性研究和服务予

以充分肯定。双方还围绕知识产权大数据建设、情报研究产品共享、智库运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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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las.cas.cn/xwzx2016/gzdt2016/202010/t20201023_5721132.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3日

知识产权运营与能源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2020年 11月 11日至 12日，以“知识产权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

十二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专交会”）在大连举行。期间，

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全国科

学院联盟中科院能源分会、洁净能源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主办的知识产权运营与能

源产业创新发展论坛暨全国科学院联盟中国科学院能源分会第六届年会、洁净能

源知识产权联盟第三届年会召开。

会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万晟佳音知

识产权有限公司（厦门）、助天科技有限公司、大连东方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分别围绕知识产权运营和能源产业发展等话题作了主旨报告。会议探讨

了能源科技的发展以及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运营等问题。

此外，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能源化工分中

心）还搭建了专交会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运营生态展区。展区吸引了国内外百余家

参展商及科研院所参展，通过实物展品、模型、展板等多种形式，重点展示了以

能源产业为基础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链和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工作。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huanbo.cas.cn/sjdt/202011/t20201117_4767138.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上海硅酸盐所获第二届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2020年 10月 20日，第十七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第二

届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颁奖仪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荣获第二届上海

知识产权创新奖（运用），上海硅酸盐所所长宋力昕代表研究所参会并领奖。上

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通过视频致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任总干事邓鸿森通

过视频对获奖单位表示祝贺，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和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出

席开幕式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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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硅酸盐所围绕先进制造、能源、信息、环境与健康、军民融合

等重点领域，聚焦“三重大”产出，进行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工作，开展了知识产

权规划与布局、专利导航、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等工作，强化了高技术成果的知识

产权保护，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实施与转化。

此次国际论坛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承办，主题为“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56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3日

广州能源研究所发明专利获第六届广东省专利金奖

2020年 11月 13日上午，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

大会，对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广东获奖项目和第六届、第七届广东省专利奖获

奖单位和个人进行公开表彰。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马隆龙研究员、陈伦刚

研究员等人完成的发明专利“一种秸秆生产交通燃料用油的方法”获第六届广东

省专利金奖，张琦研究员代表项目组出席大会并领奖。

“一种秸秆生产交通燃料用油的方法”采用汽提－水解工艺分级降解秸秆中

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分子，获得初步产物糠醛和乙酰丙酸，并使之进一步反应生

成含碳-碳双键、碳-氧双键等不饱和结构的燃料中间体，在负载金属催化剂的作

用下经过一系列还原反应最终得到 5-20碳链长度的烃类化合物。这一技术路线

获得的烃类化合物产率可高达 10%，经过炼制可用作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的替

代品或添加剂。这一技术路线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以秸秆为原材料的汽、柴、航

油生产，提升了生物质燃料品位，产品性能和碳数分布与石油燃料一致，不需要

更换当前发动机和燃油系统，可直接使用，有效解决了传统技术中生物质原料利

用率低、转化效率低、产物单一品质低、原料适用性差、应用推广难等瓶颈问题。

该技术路线将原料碳利用率提高 30%以上，燃料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

际 ASTM-D7566标准。在该技术路线中，10吨秸秆生产 1吨航油并联产 0.25吨

乙酰丙酸，系统能效达 36.8%，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项目组建成了生物汽油中试示范工程和百吨级规模的生物航油中试示范系

统，完成了技术的稳定可靠性测试验证，为商业化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2016年该专利技术在深圳中环油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工业装置运行，以甘

蔗渣、秸秆为原料进行轻烷烃油生产；同年在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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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化学品工业生产运行，利用该发明中的水解和加氢技术对现有的生产线进行了

升级改造，实现了以玉米芯为原料生产木糖醇。2016至 2019年底，各企业使用

该专利产品累计销售额为 95014.9万元，出口额为 42283.76万元，利税额为 3188

万元。

随后，项目组以知识产权和技术许可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分别于 2017年与

哈尔滨良大实业有限公司、2019年与湖南天华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

企业进行技术推广及应用。2020年以技术许可作价并授与克拉玛依市森禾智慧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非独占的技术使用权。此外，项目组还与国家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该专利为农林废弃物的高值利用和交通能源结构优化提供了新途径，在技术

创新、原料利用及油品品质提升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并显著促进了可持续性航空

燃料的商业化进程，具有极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潜在效益。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giec.cas.cn/ttxw2016/202011/t20201113_5749256.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广州能源所专利导航成果发布暨技术路演举办

2020年 11月 20日，广州能源所三大领域专利导航成果发布暨技术路演在

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举行。此次活动在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

河基地的支持下，由广州能源所、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广州市天河区科

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单位主办，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广东股权交易中心、

广州恒成智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发展部副部长柯

锐鹏，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镇华等嘉宾以及投资机构、企事业单位代表

出席了本次活动。广州能源所科技处副处长汪丛伟及相关科研人员参会。

在活动中，广州能源所与恒成智道公司联合发布了《农林废弃物制备生物航

油联产高值化学品产业专利导航报告》《大型半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通讯平台专

利导航报告》《城镇及工业有机固废高效热解技术及大型化装备专利导航报告》3

份专利导航成果。本次报告围绕广州能源所的三项技术成果展开导航分析，对相

关技术形势作了深入了解，调查研究了专利布局现状、主要竞争态势和潜在风险，

提出了完善专利布局方案、开展技术合作等建议，为研究所的研发导向、技术风

险规避、专利布局保护等决策提供了新思路。

在技术路演环节，生物质催化转化研究室李宇萍研究员、海洋能研究室王振

鹏副研究员、城乡矿山集成技术研究室李德念副研究员三位技术负责人，分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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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废弃物制备航油联产化学品、波浪能养殖旅游通讯一体化平台、城镇及工业

有机固废高效热解技术及大型化装备的技术展开路演，系统介绍了技术优势、工

程应用现状、投资回收期、投融资需求等，现场与投资人接洽。

本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掘研究所重点领域专利和技术价值，引导科研团队通过

社会投融资渠道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81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4日

工程热物理所召开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交流会

2020年 10月 27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及成果转

化交流会。研究所党委书记黄从利、党委副书记张家元出席会议，相关职能部门、

科研部门负责人以及知识产权人员共 40余人参加会议。

首先，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崔勇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内审情况进行了总结，肯定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一年后取得的提升，

同时也为研究所后续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提出宝贵建议。

随后，稼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鹏律师为大家做了《科技成果转化实务》

的讲座。曹律师用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讲述了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关系，

和大家分享了他在服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感悟，并就成果转化过程中

高质量专利的作用，以及国资监管、人员激励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通过本次会议，大家对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工作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

有助于推动研究所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进一步做好风险防控、扎实推进。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iet.cas.cn/xwdt/zhxw/202010/t20201030_5724525.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长春分院“知识产权工程师”创新创业培训班
成功举办

2020年 12月 10日至 11日，由长春分院主办、长春技术转移中心承办的科

技领军人才系列课程暨吉林省“知识产权工程师”创新创业培训班在长春举行。来

自长春分院机关、长春光机所、长春应化所、东北地理所、长春技术转移中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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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孵化企业，长春新区科技局、长春市南关区科技局、吉林市科技局推荐企业的

科技管理人员、技术研发人员参加了线下实训，同时在线上进行了同步直播培训，

1700多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两天的培训过程中，来自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的许瀚律师讲解了产业专利

宏观分析内容和方法、专利信息检索的方法，并现场进行了专利信息分析等操作

案例的演示，介绍了专利挖掘方法、专利交底书撰写技巧等内容，以知识讲授+

课堂案例练习及点评相结合的方式，侧重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真实问题，许律

师在课后进行了悉心的问题解答与指导，学员反馈良好，培训取得了预期效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95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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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250-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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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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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iomp.cas.cn/xwdt/zhxw/202009/t20200909_5690142.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1日

电工所举办 2020年度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及专员考试

2020 年 10 月 12 日，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33250-2016）对科研项目知识产权过程管理有关要求，加强研究所知识产

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电工所举办 2020年度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及专员资格考试，

全所职工和学生共 130余人参加。

会议邀请北京瀚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郭文浩作《专利申请与文件撰写》专

题报告。报告从专利申请基础知识、专利挖掘、技术交底材料的撰写、申请文件

的撰写和专利质量识别等五个方面，结合近年来电工所专利申请情况，重点对专

利申请过程中新颖性与创造性、技术交底书撰写的完整性与规范性、专利质量的

核心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了讲解。

会议还邀请了北京超凡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裴素英作《专利检索和应

用》专题报告。报告介绍了专利检索的概念，演示了专利检索的基本要素和步骤，

讲解了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专利检索方法并进行了专利检索示例。

培训结束后，29名职工参加了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

本次培训和考试得到电工所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切实提升了科研人员在专利

申请方面的综合能力，壮大了所内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并收到良好效果。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53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3日

微生物所举办知识产权专员培训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为切实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33250-2016）要求，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人才专业能力，更好地利用专利

检索工具助力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布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举办 2020年度

知识产权专员培训（专题一），各部门 60余人参加了培训。

会议邀请智慧芽公司资深知识产权管理咨询顾问谢彬老师做了《专利信息助

力科研项目管理》专题报告，对科研项目各阶段中如何利用专利检索系统辅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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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做了诠释。还邀请智慧芽生命科学产品专家谢彬博士做了《生物学科专利

检索实例》分享，介绍了如何利用智慧芽 Bio序列数据库轻松完成专利文献信息

检索。

本年度知识产权专员培训计划开设三个专题，计划利用三次培训，从专利申

请文件撰写、保护范围构建及科研项目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提高研究所

知识产权人才专业技能。本次培训作为专题一，列入中科院继续教育网培训项目。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im.cas.cn/xwzx2018/jqyw/202010/t20201028_5723382.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等离子体所举办 CRAFT项目专利撰写实务讲座

为进一步推进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项目（CRAFT）的知识产

权工作，学习了解专利申请程序、掌握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技巧、提高项目专利

的授权率，2020年 11月 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 CRAFT 项目工程办组织举办了“CRAFT 专利的基础知识及申请实务”

讲座，邀请了北京科迪生专利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张乾桢进行授课。讲座由

CRAFT项目工程办副主任韩效锋主持，项目各课题 60余名科研人员与研究生参

加。

等离子体所副所长陆坤在发言中指出，科研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有知识产权

检索、导航和布局的意识，通过此次讲座的学习，让科研人员能对项目产生的现

有研究成果进行及时地分析总结，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以实现最大范

围的保护。

张乾桢主要从基于项目的专利挖掘策略、专利申请撰写中的若干问题、如何

克服创造性问题获得授权这三个方面对专利撰写实务进行全面地介绍。他解释了

专利挖掘的概念和意义、讲解专利挖掘如何做以及基于项目任务进行挖掘的方法，

并结合多件申请撰写材料的实际案例阐述根据项目的进展优先进行专利挖掘和

布局的重要性。此外，张乾桢就多年审查专利文件的经验详细讲解专利撰写文件

需注意的问题，并对各类问题予以实例讲述解决的方法。讲座过程中，大家认真

听讲，详细记录，并在结束时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的疑问与老师交流。

讲座后，参会人员交流讨论，对 CRAFT项目的专利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hf.cas.cn/xwzx/gzdt/202011/t20201109_5742436.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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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举办知识产权课堂

2020年 11月 20日，青岛能源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与保密办公室联合

举办“技术秘密与专利保护的协同布局保护”专题培训，特邀请济南圣达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生化部部长王志坤来所讲课，研究所知识产权专员、涉密人员和相

关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王志坤围绕专利保护关键点、专利布局策略、技术秘密保护等重点内容，结

合“泡腾剂辅料”“复合蛋白酶”“音响设备”“芳砜纶”等实际案例对技术秘密与专利

保护的协同布局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技术秘密的确定、标识、权利要求技术范

围、与国家秘密的区别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

此次培训内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较高关注，进一步加深了科研人员对技术秘

密与专利的保护布局策略的了解，有效地提升了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后期，研究所将围绕专利侵权、技术秘密保护等科研人员关心的问题开展系列系

统性培训。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qibebt.cas.cn/xwzx/zhxw/202011/t20201124_5777435.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4日

植物所举办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技能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所专利申请质量及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能力，2020年 11

月 3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举办了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技能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律师、资深专利代理师、知识产

权司法鉴定人关畅和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黄星晔分别就“知识

产权的范畴与专利申请中的常见问题”和“专利信息在科研创新中的运用”进行了

详细讲解。植物所副所长杨秀红、相关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等 70余人参加会议。

关畅从专利申请时机、专利保护对象、技术交底书的重要性、审查意见的解

读、专利快速授权的方法、专利布局及国际专利申请技巧等方面，结合丰富的典

型案例，深入解析了专利申请中的常见问题。黄星晔从专利检索、分析、布局、

价值评估及运营等方面，详细讲解了专利信息在科研创新中的运用。

此次培训内容充实、主题明确、信息量大。与会人员表示，通过本次培训深

入学习了专利检索、撰写规范等实用内容，充分认识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在科研创

新中的重要作用。杨秀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研究所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希望通过系列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全所科技人员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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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意识和专利撰写能力，提升专利布局能力，培育更多高质量、高价值的专利，

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bjb.cas.cn/rcjy2016/202011/t20201104_5736621.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成都文献中心承担的
2019年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通过验收评审

2020年 10月 20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的 2019年四

川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面向四川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决策支撑情报研

究与信息服务”在成都通过验收评审。评审会由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组

织召开，由四川大学法学院杨志敏教授等 5人组成专家验收组。中科院成都文献

情报中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项目负责人张娴研究员与项目组部分

成员参加了会议。

张娴代表项目组进行汇报，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果、实施成

效和组织管理等情况。该项目构建了集知识产权领域前沿跟踪监测、战略决策参

考咨询、新媒体移动终端服务为一体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与决策咨询模式，服务

四川省政产学研服等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信息需求。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汇报，审议了相关材料，进行了现场质询和充分评议。

专家组认为，该项目高质量地完成了目标任务，研究成果产出扎实、服务成效好，

为满足四川省创新主体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专家组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并

且建议相关工作能够持续长效地开展下去。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las.cas.cn/xwzx2016/kyhd2016/202010/t20201026_5722299.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知识产权贯标

中科院 4家院属机构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

2020年 11月-12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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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 4家院属机构通过《科研组织知识

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先后向心理研究所、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签发了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明其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各研究所全部学科领域方向的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其中，心理所是国内心理学

科技开发领域首家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机构。昆明植物所是云南省

首家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科研机构。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psych.cas.cn/xwzx/zhxw/202011/t20201130_5803639.html

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88

http://www.cdb.cas.cn/sygzdt/202012/t20201208_5813448.html

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94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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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250-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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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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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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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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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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光机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2020年 6月 28-29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依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GB/T 33250-2016）对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监督审核。

受疫情所限，审核组采用远程审核方式对管理层和 14个部门进行了审核。所务

会成员及全所管理、支撑、研究系统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首末次会。

在监督审核首次会议上，审核组组长王萌对本次监督审核的目的、内容作了

说明。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最高管理者贾平所长表示，长春光机所重视

知识产权工作，希望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促进研究所的创新发展和

提升员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求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审核组开展审核工作。

审核组在各相关部门的协助配合下，通过沟通询问和调阅资料等方式对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对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和执行

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在末次会议上，审核组对长春光机所实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所做的努力和取

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有效，领导

重视度高，员工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高效务实，并对长春光机所内部审

核与管理评审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审核组本次审核未发现不符合项，认为长春

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符合标准要求，运行有效并持续改进，推荐保持认证注

册资格。

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孙守红助理表示，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监督审核是对本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促进和鞭策，感谢审核组细致的工作和

指导，长春光机所将按照《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标准要求，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和效益，促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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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新发展。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iomp.cas.cn/xwdt/zhxw/202006/t20200630_5613804.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7月 21日

工程热物理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2020年 11月 17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工程热物理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进行 2020年度监督审核。研究所所长朱俊强、相关职能部门及科研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审核的首末次会议。

审核组以沟通询问和调阅资料等方式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策划、运行

以及内审和管理评审等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审核。本次审核中未发现不符合项，

审核组认为工程热物理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符合标准要求，管理制度完善、体系

运行有效并持续改进，领导的高度重视使得全员知识产权意识较高、成果转移转

化成绩突出，推荐保持认证注册资格。

末次会上，朱俊强对审核组认真细致的审核工作，及其对研究所的肯定和建

议表示感谢，并强调知识产权是研究所科研创新的重要产出，是研究所创新发展

的重要基础，工程热物理所将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知识产权质量，促进

研究所创新发展和成果转化。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82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4日

广州能源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工作年度审核

2020年 10月 19日至 21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广州

能源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了 2020年度审核工作。科技处处长黄宏宇、

副处长汪丛伟，以及各职能部门和研究室负责贯标工作的人员共 40余人参加了

会议。

审核组抽检了管理层、科技处、财务处、办公室、产业管理中心等 4个职能

部门和生物质能生化转化研究室等 11个研究室的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运行情况，

对研究室项目组人员管理、知识产权检索报告的周期和检索方式、专利布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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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入离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优化建议。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认为研究所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33250-2016）工作的要求，并能够规范地融入到日常管理中，具备高度的

适宜性和有效性。

广州能源所自 2017年 7月启动贯标工作，于 2019年 12月 22日通过了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范围覆盖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方面工作。《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有

效实施提升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科研项目立项质量，有效降低了知识产

权风险，有利于研究所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化。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gzb.cas.cn/zhxw2017/gznyyjs/202010/t20201023_5721247.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入试运行阶段

2020年 7月 10日，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体系文件通过院务会审批，正式颁

布生效，标志着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变革取得新突破，管理体系进入试运行

阶段。

合肥研究院于 2018 年被中国科学院确定为《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33250-2016）首批贯标的 32家试点单位之一。自签订任务书以来，合肥

研究院建立了相应的贯标工作机制，同时全面推进一系列工作，包括公开招募遴

选专利代理合格供应商；开展线上问卷与实地调研相结合摸底研究院知识产权现

状，形成诊断报告；结合标准具体要求，制定知识产权方针及目标，完成《知识

产权手册》、《知识产权程序文件》、记录表单和覆盖项目台账等策划报告。

其中《知识产权手册》是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合

肥研究院 16字知识产权方针，即“鼓励创造、注重质量、加强保护、促进转化”，

阐明了合肥研究院知识产权的短、中长期目标，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标准和

具体的工作要求等。

推行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建设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旨在将

国家标准融入到科研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并通过体系的持续运行与改进，实

现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增强科研组织的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知识产权能力、

增强核心竞争力。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hf.cas.cn/xwzx1/jxxw/202007/t20200714_56246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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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2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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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25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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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hf.cas.cn/xwzx/gzdt/202008/t20200831_5680072.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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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研究院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

2020年 11月 11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签发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等离子体物理与核聚变

研究、大气光学研究、纳米科学和材料物理研究、环境光学和环境遥感监测技术

研究、离子束生物工程研究、强磁场科学与技术研究、低温超导磁体与超导节能

技术研究、应用激光技术研究、智能传感系统研究、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先进核

能科技及其安全技术研究领域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2020年 11月 4日至 5日，由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开展现场审核认证工作。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对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高度认可，一致认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建立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与研究院各工作环节充分融合，且有效落实，具备很好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此次顺利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有利于推动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知识产权管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从创造到运

用的全过程管理，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朱月仙 检索

来源：http://www.hf.cas.cn/xwzx/gzdt/202011/t20201116_5749659.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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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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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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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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规范》（GB/T 33250-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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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17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1日

青岛能源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2020年 11月 2日至 3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对中国科学院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进行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现场审核，研究所顺利通过知识



知识产权动态 227

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党委副书记许辉、各职能部门知识产权联系员以及研究

组知识产权专员参与了本次监督审核工作。

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对研究所 2020年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

行情况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细致审查，审核组通过问询、记录审查、资料验证以

及现场查看等方式，对研究所的日常管理、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材料进行了全

面审核与评估。专家组一致评价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已充分融入到实际日常工作中，已初步建立了全面、规范、有效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

此次监督审核的通过，标志着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持续有效。研究

所将以此次监督审核为契机，不断持续改进和完善提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研

究所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syb.cas.cn/xwzx/xtdt/202011/t20201105_5739713.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青海盐湖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2020年 11月 25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青海盐湖所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开展监督审核。吴志坚所长、王永晏书记及受审核管理、支撑、科研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首末次会。

青海盐湖所于 2019年 11月通过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认证，经过一年的体系运行，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个环节均

有所提升。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派出由三名审核员组成的审核组，通过沟通询问

和调阅资料等方式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策划、运行以及内审和管理评审等过程进

行了认真审核，并与管理者代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审核组认为，

青海盐湖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良好，审核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青海盐湖

所顺利通过了本次监督审核，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被推荐保持认证。

本次顺利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肯定了青海盐湖所的知识产权管

理水平，有利于促进全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的运行，青海盐湖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工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

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86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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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业生物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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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25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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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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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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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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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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250-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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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SC-2020-A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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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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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opt.cas.cn/gb2019/xwzx/snxw/202009/t20200903_5683937.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9月 21日

西安光机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根据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工作计划，2020年 11月 19-20日，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工作在研究所顺利开展。西安光机所特邀科技促进发

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崔勇老师、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主任杜

伟等院内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专家指导开展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工

作。副所长谢小平、机关相关部门、四大部所属各研究单元负责人和知识产权专

员/联络员近 60人参加了内审首、末次会议。会议由综合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工

作）汪欢主持。

此次内部审核依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手

册》以及研究所相关制度要求，结合研究所知识产权的目标任务，对研究所管理

层代表、管理、支撑部门和各研究室进行了全面审核。两天时间里，各相关部门

予以积极配合，分别接受了审核专家的资料检查及现场问询，并认真听取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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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建议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末次会上审核专家对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行现状给予了肯定，同时

也针对部分不完善事项提出了改进建议。此次内部审核顺利通过，研究所将针对

审核指出的问题尽快改正完善，为下一步顺利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做好充

分的准备。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opt.cas.cn/gb2019/xwzx/snxw/202011/t20201126_5784832.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2月 14日

西北高原所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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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250-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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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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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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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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15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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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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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psych.cas.cn/xwzx/zhxw/202008/t20200803_5649469.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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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组织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首次管理评审会

2020年 10月 26日，为系统评估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的适宜性、充分性

和有效性，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召开了体系运行后的首次管理评审会议。心理

所各职能部门、研究室负责人、体系内审员共 18人参加本次会议。心理所所长

傅小兰主持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对心理所知识产权工作方针和目标进行评议，一致认可心理所

知识产权工作方针和目标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和研究所发展需求。随后，各职能

部门、研究室分别对本部门的知识产权工作职责、体系运行以来的职责履行情况、

目标完成情况、问题和改进计划做了汇报，对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的问题共同进行

了研讨。知识产权办公室对最近一次的体系内审结果进行了汇报，并对各部门的

体系工作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改进措施建议。

傅小兰在总结讲话中，肯定了本次管理评审会的效果，并动员各部门协调资

源，积极配合，做好后续认证准备工作。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psych.cas.cn/xwzx/zhxw/202010/t20201030_5724974.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新疆生地所举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内审员培训班

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推动知识产权贯标和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2020年 10月 14至 16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举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培训班。培训由中科院科技促

进发展局主办、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新疆生地所协办，研究所 60
余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知识产权专员参加。

新疆生地所所长张元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在“十四五”即将开局的新形势下，

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将迎来新局面，希望以此次贯标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知识产权的全过程管理，推动研究所的创新发展。

培训邀请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海波、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曦、天津

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王津晶等，培训围绕国家知识产权局对

科研机构贯标工作部署介绍、《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解读、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建立与文件编写、内审管评和认证实务、内审实操练习、研究所贯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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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介绍等内容展开。

在内审实操过程中，学员们分成三组对研究所职能部门和科研团队进行内审，

通过热烈讨论和专家点评，学员们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及内审流程加深了理解，

对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意义和必要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培训最后，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组织了内审员资格考试，通过考

试的学员将获得“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证书”，并将在研究所知识产

权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1154

检索日期：2020年 10月 23日

新疆生地所成为新疆首个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的科研机构

2020年 11月 3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签发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荒漠化防治、干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旅游产业、增生成矿系统的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是新疆首

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科研机构。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于 2018年 12月 25日召开了贯标启动会，并成立了

知识产权办公室、贯标工作领导小组和贯标工作组，所领导高度重视，职能部门

和科研团队密切协作充分参与。通过知识产权体系调研诊断、体系策划、文件编

写，明确了研究所知识产权方针、目标，最终确定了《知识产权手册》，初步建

立了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于 2020年 5月 1日开始试运行。通过内审

员培训、内部审核与管理评审等一系列准备，于 2020年 10月 23日向中知（北

京）认证有限公司提出认证申请。2020年 10月 29至 30日，中知（北京）认证

有限公司对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覆盖的部门和团队进行了

现场审核，并根据现场审核情况，批准通过认证审核。

通过贯彻《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运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促进了研究所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egi.cas.cn/xwdt/zhxw_163362/202011/t20201103_5736262.html

检索日期：2020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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