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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美国专利商标局研究国家机构知识产权侵权程度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应参议员要求向国会提交了一份

报告，分析专利和商标所有人与美国各州政府、实体之间的侵权纠纷，旨在调查专

利和商标所有人在各州法律未提供充分补救措施的情况下，遭受国家实体侵犯知

识产权的程度，以及这种侵权是否故意或无意。研究认为，各州国家实体侵权行为

已经成为知识产权所有人关注的问题。

ＵＳＰＴＯ研究确定了从１９８５年至今的７８起州政府侵权案例，其中涉及专利侵

权索赔４９起、商标侵权索赔２９起。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废除州政府主权豁免的合

理标准是：在此类案件中要证明其侵犯专利和版权的行为必须是广泛且持续的。

然而，衡量这一标准的指标并不明确，ＵＳＰＴＯ也无法确定侵权是否故意或无意。

ＵＳＰＴＯ指出，当美国州政府或实体涉及专利或商标侵权时，一般而言无法保证权利

人可以获得适当的法律保护或其他补救措施。由于各州法律性质不同，很难对各

州法律的充分性得出一般性结论，但 ＵＳＰＴＯ认为根据州立法，权利人要从国家实

体侵权行为中获得赔偿或补救的障碍可能是巨大的。

ＵＳＰＴＯ邀请公众代表对相关侵权程度和性质等问题进行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１．公立大学

公立大学代表认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豁免权为公立大学带来了好处，美

国大学利用“拜杜法案”类似的机制在推动美国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废

除相关的豁免权，本应用于研发和教育的资金将被用于抵御专利主张实体（ＰＡＥ）

提出的无意义或骚扰性的侵权索赔。此外，大学经常通过向非国有商业实体技术

许可来促进技术商业化，因此，被侵权的专利权人可以起诉这些企业以保障权益。

豁免权还可以使大学避免因研究和实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无意侵权行为而承担的

责任。

　　２．仿制药行业

制药行业代表建议废除豁免权，由于最近州立法的趋势是某些州都将推进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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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生物制药生产［１］。评论认为，州侵权责任的缺失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竞争优

势。首先，国有仿制药企比私有仿制药企提前进入市场，因为针对国有企业的专利

诉讼可能会被迅速驳回。其次，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的风险比私有企业低。在侵权

诉讼中获胜的私有仿制药企进入市场后，如果裁决被推翻，企业依旧会遭受损害，

而同样情况下国有企业只会受到禁令约束。

［１］例如，２０２０年的《加州可负担药品生产法案》（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Ｄｒｕｇ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０），允许加
州进行仿制药生产。

　　３．其他政策考虑

其他代表建议通过废除豁免权以外的机制来解决各州专利和商标侵权问题。

例如，制定激励措施避免各州侵权。另一位评论者表示，继续享有知识产权侵权诉

讼的豁免权使各州能够阻止专利主张实体（ＰＡＥ）的法律挑战，例如，国家和私有企

业可以建立“专利保护交易”，允许各州从企业购买产品并分销，由此，企业的产品

也能够享有豁免权，不仅可以免除销售所产生的专利侵权责任，也能够阻止实际损

害赔偿诉讼。

综上所述，在国家实体侵权问题上，美国各利益方的结论各异。尽管 ＵＳＰＴＯ

并未在报告中得出国家实体侵权问题已严峻到足以废除豁免权的结论，但 ＵＳＰＴＯ

确实也认识到实际国家实体侵权案例可能比已查明的数量还要多。

李秋菊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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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

美国 ＮＳＦ培育 ＩＣｏｒｐｓ中心扩大国家创新网络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宣布新建五个ＩＣｏｒｐｓ中心，以

扩大美国创新网络、迅速推进造福社会的解决方案。每个 ＩＣｏｒｐｓ中心在五年内将

获得３００万美元／年资金资助，由至少八所大学组成的区域联盟组成。ＩＣｏｒｐ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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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术研究人员提供体验式的创业培训。

ＩＣｏｒｐｓ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创新网络的新运营骨干。该网络由大学、ＮＳＦ资

助的研究人员、成熟的企业家、地方和区域创业社区以及其他联邦机构组成，帮助

研究人员将基础研究成果向市场转化。该中心将协同工作，在美国建立和维持多

元化、包容性的创新生态系统。ＩＣｏｒｐｓＴＭ计划［２］成立于２０１１年，将 ＮＳＦ资助的科

学和工程领域的学术研究人员与技术、创业和企业界联系起来，帮助创建国家创新

网络。该项目旨在支持基础科学和工程发现所产生的深层次技术的商业化。

［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ｓｆ．ｇｏｖ／ｎｅｗ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ｃｏｒｐｓ／

ＩＣｏｒｐｓ中心将通过五项职责服务美国需求：（１）创造和实施强化国家创新能

力的工具、资源和培训活动；（２）识别、开发和支持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且有潜力的研

究；（３）从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参与 ＩＣｏｒｐｓ计划的成员中吸取经验，收集、分析、

评估和利用其中的数据和见解；（４）为多元化创新者群体提供机会；（５）在全国范

围内分享和利用有效的创新实践，以提高生活质量。

ＮＳＦ计划在２０２１年秋季发布新的ＩＣｏｒｐｓ中心征集活动，以继续扩大美国创业

教育和技术转化机会。目前宣布的五个 ＩＣｏｒｐｓ中心如下：（１）五大湖地区（ＮＳＦ

２０４８６１２）：由密歇根大学主导，参与机构包括爱荷华州立大学、密歇根理工大学、密

苏里科技大学、普渡大学、阿克伦大学、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托莱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２）大西洋

中部地区（ＮＳＦ２０４４５０２）：由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主导，参与机构包括卡内基·梅

隆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霍华德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弗吉尼亚理

工大学；（３）纽约地区（ＮＳＦ２０４８４９８）：由纽约城市大学主导，参与机构包括哥伦比

亚大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纽约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纽约州

立大学石溪分校、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奥尔巴尼大学；（４）东北地区（ＮＳＦ

２０４８６０２）：由普林斯顿大学主导，参与机构包括特拉华州立大学、理海大学、新泽西

理工学院、罗文大学、罗格斯大学、天普大学、特拉华大学；（５）西部地区（ＮＳＦ

２０４８７０３）：由南加州大学主导，参与机构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新墨西哥大学、

犹他大学。

ＩＣｏｒｐｓ中心以项目运行十年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在项目的初始阶段，负责提

供标准化课程的大学联盟节点（ＩＣｏｒｐｓＮｏｄｅｓ）和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内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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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大学站点（ＩＣｏｒｐｓＳｉｔｅｓ）是分别获得资助的。此次，ＩＣｏｒｐｓ中心提供了一种

更加综合的方法，其中包含从该计划最初的成功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新的运作模

式下，ＮＳＦ将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使ＩＣｏｒｐｓ规模进一步扩展到全美。ＮＳＦ支持的站

点和节点将继续参与国家创新网络，同时ＮＳＦ将向该中心过渡。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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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０日，日本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１》。科学技术指标基

于客观定量数据，从研发费用、研发人才、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研发产出、科技与

创新五个方面系统地介绍日本的科学技术活动，通过１７０个指标分析对比日本和

全球主要国家的情况。

　　１．日本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动向

如表１所示，日本在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１总体排名与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０相同，

但被引频次Ｔｏｐ１０％论文数量下降至第十，日本在多项指标上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位居第三。

表１　日本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动向

指标 日本排名变化 日本 详情

研发经费 第３→第３ １８．０兆日元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

　　　企业　　 第３→第３ １４．２兆日元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

　　　大学　　 第４→第４ ２．１兆日元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第３：德国

　　　公共机构 第４→第４ １．４兆日元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第３：德国

研究人员 第３→第３ ６８．２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

　　　企业　　 第３→第３ ５０．７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

　　　大学　　 第３→第３ １３．６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

　　　公共机构 第３→第３ ３．１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德国

论文数量 第４→第４ ６．６万篇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第３：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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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指标 日本排名变化 日本 详情

被引频次Ｔｏｐ１０％
论文数量

第９→第１０ ０．４万篇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第３：英国、
第４：德国、第５：意大利、第６：澳大
利亚、第７：加拿大、第８：法国、第
９：印度

专利家族数量 第１→第１ ６．２万件 －

高技术产业贸易收支比 第６→第６ ０．７％ 第１：韩国、第２：德国、第３：中国、
第４：法国、第５：英国

中高技术产业贸易收支比 第１→第１ ２．５％ －

向居住国以外的国家提交
的商标申请数量

第６→第６ １３．２万件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第３：德国、
第４：英国、第５：法国

　　２．研发经费

（１）日本大学和公共机构的研发经费增长幅度比其他主要国家要小。美国大

学的研发经费位居首位，中国在２０１２年超过日本（ＯＥＣＤ估算）。２０１３年，中国公

共机构研发经费超过美国，２０１９年位居首位。德国从２０００年中期开始增加，２０１０

年超过日本。

（２）日本、德国、中国和韩国制造业占比较大，法国和英国非制造业占比较大，

美国的制造业占比较大，但非制造业也有一定规模。２０１９年，美国在“信息通信行

业”的企业研发经费最多，日本和德国在“运输设备制造业”企业研发经费最多，法

国和英国在“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企业研发经费最多，中国和韩国在“计算机、电

子、光学产品制造业”企业研发经费最多。

　　３．研发人才

（１）日本大学和公共机构的研究人员数量增幅比其他主要国家要小。中国大

学、公共机构的研究人员规模很大，且增长显著。英国和日本大学仅次于中国，英

国大学研究人员数量呈增长趋势，而日本相对于五年前减少１５％。德国和日本公

共机构仅次于中国，德国公共机构研究人员数量呈增长趋势，而日本相对于五年前

增加２５％。

（２）日本企业高级研究人才的利用率（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的比例）低于

美国。美国几乎所有产业的研究人员中，博士学位持有者的比例（高级研究人才的

利用率）都超过５％，日本这一比例不足５％。

（３）日本女性研究人员数量比例低于其他主要国家，但新招聘的研究人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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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人员的比例在增加。

　　４．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

日本每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减少，最新数据显示，获得博士学位的国家数

量排名分别是美国（９２万）、中国（６１万）、德国（２８万）、日本（１５万）。日本新

入学的男性博士生人数一直在下降，从长期来看，新入学的女性博士生人数一直在

增加，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略有下降。

　　５．研发产出

（１）日本的论文数量基本保持不变，排名由于其他国家／地区的论文数量增加

而有所下降；日本被引频次Ｔｏｐ１０％的论文数量的排名下降较为显著，中国被引频

次Ｔｏｐ１０％的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美国的论文被专利家族引用的数量最多。

（２）日本专利家族数量（向两个及以上国家提出的专利申请）仍然是世界第

一。随着中国市场份额的增加，日本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电气工程领域的市场份额

有所减少。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明专利家族数量来看，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美国第一，

日本第二；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日本第一，美国第二；中国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排名第五，但数量稳步增加。

（３）从技术领域来看，日本在“电气工程”“通用设备”的专利份额较高，美国在

“生物与医疗设备”“生物技术与制药”的专利份额较高，而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

“电气工程”的专利份额较高。相对于十年前，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电气工程”

的专利份额有所增加，而日本的专利份额则有所下降。

　　６．科技与创新

美国是日本技术进出口首选国家／地区。对于美国（非附属公司），中国是最大

的技术出口国，英国是最大的技术进口国。日本的高技术产业贸易进口超过出口，

中高技术产业贸易出口超过进口。日本电子设备在所有行业的总附加值中的比例

有所下降，药品保持稳定，汽车有所增加。日本在技术方面有优势，以引进新产品

和服务形式的国际贸易相对其他主要国家较少。

卢雨欣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原文标题：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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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商业相关发明申请趋势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商业相关发明的最新申请趋势报

告。报告对日本专利申请／审查趋势、各行业领域的申请趋势、人工智能相关发明

在商业领域中的突出表现，以及各国专利申请趋势进行了数据分析，具体内容

如下。

　　１．专利申请／审查趋势

日本商业相关发明的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趋势显著：２０００年出现申请热潮后

下降，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增长，２０１９年申请量达到 １０，７６９件。主要是因为随着产业结

构从“物”向“事”的转变，以解决方案为基础设想的研发日益活跃。此外，由于智

能手机和社交网络（ＳＮＳ）的普及、人工智能（ＡＩ）和物联网（ＩｏＴ）技术的发展，利用

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创建的新服务领域（金融等）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最初低

迷的专利授权率［３］逐年上升，近年来稳定在６５％至７０％，与其他技术领域持平。

［３］专利授权率＝专利授权数量／（专利授权数量 ＋驳回申请数量 ＋最后一次通知书后撤回或放弃申请的数
量）

图１　商业相关发明申请数量变化

　　２．各行业领域的申请趋势

根据各领域商业相关发明申请数量的变化，在２０１９年提交的商业相关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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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中，排名靠前的是：（１）一般服务业［４］（住宿业、餐饮业、房地产业、运输业、

通信业等）；（２）电子商务营销［５］（电子商务、拍卖、市场预测、在线广告等）；（３）管

理与经营［６］（公司内部业务系统、生产管理、库存管理、项目管理、人员配置等）。

［４］“一般服务业”包括近年来流行的汽车共享服务和民宿商务等，反映了智能手机服务与在线服务的多
样化。

［５］“电子商务营销”中专利申请增长的主要是ＡＰＰ和网络拍卖等电子商务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营销
和广告业务的活跃。

［６］２０１５年以来，“管理与经营”的增长率特别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将ＡＩ用于优化公司内部业务系统和库
存管理的发明。

继前三个领域之后，规模较大且近年来申请数量不断增加的是“金融”（包括金

融科技）。近年来，通过智能手机支付和记账应用程序等用户可以轻松享受的金融

服务也在不断增加。尽管第一、第二产业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少，但 ２０１３至

２０１９年的专利申请数量翻了一番左右，其增长趋势显示出 ＩＣＴ技术的应用范围更

加广泛。

表２　各行业领域日本商业相关发明申请数量变化

行业（领域） 对应ＦＩ分类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一般服务业
Ｇ０６Ｑ５０／，９０／，
９９／以下除外 １，０８９１，２８６１，２２４１，０８９１，４１２１，４８６ １，８４９

电子商务营销 Ｇ０６Ｑ３０／ １，１６１１，２５８１，１５０１，２８２１，３６５１，５８０ １，７５４

管理与经营 Ｇ０６Ｑ１０／ ４４１ ５７６ ５９２ ９８６ １，２８９１，５６７ １，８４８

金融 Ｇ０６Ｑ２０／，４０／ ５１９ ５８３ ５４２ ７６９ ８３４ １，０９３ １，１２８

第二产业
（制造业、建筑业等）

Ｇ０６Ｑ５０／０４，
５０／０８ １０３ １１５ １３５ １５１ １７１ １８５ ２５６

能源 Ｇ０６Ｑ５０／０６ １５４ １５３ １７８ ２５８ １７０ ２２９ ２４２

第一产业（农业、
渔业、矿业等）

Ｇ０６Ｑ５０／０２ ５８ ４２ ３５ ５９ ９６ ７７ １５１

教育 Ｇ０６Ｑ５０／２０ ６８ ５６ ６２ ７５ ８６ ９１ ８３

公共服务 Ｇ０６Ｑ５０／２６ ６３ ５９ １０１ ９２ ８１ １０２ １０５

　　３．ＡＩ相关发明与商业相关发明

商业相关发明与ＡＩ（特别是基于数据分析做决策的机器学习技术）高度兼容，

利用ＡＩ来解决商业问题的案例越来越多。从商业相关发明Ｔｏｐ４领域的ＡＩ相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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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申请数量来看，２０１５年以来，所有领域的ＡＩ相关发明数量都在增加，其中最突出

的是“管理与经营”，通过ＡＩ实现目标预测和优化的发明数量正在增长。

图２　ＡＩ相关发明申请数量变化

图３　国家／地区商业相关发明申请数量变化

　　４．国家／地区专利申请趋势

从整体上来看，各个国家／地区的商业相关发明的申请数量呈现增长。其中，

中国申请数量激增，２０１８年超过了５万件；美国申请数量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减少，其主

要原因是２０１４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Ａｌｉｃｅ判决导致商业相关发明专利授权困

难；而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是五大专利局中最少的，报告认为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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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局对商业相关发明创造性的审查实行更严格的判定所致。

王紫薇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ｔｅｎｔ／ｇａｉｙｏ／ｓｅｓａｋｕ／ｂｉｚ＿ｐａｔ．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ビジネス
!

连
"

明の最近の动向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公布２０２２年预算重点支持方向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向国会提交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共计

６６９５亿韩元，相对于２０２１年（６０６０亿韩元）增长１０５％。据悉，韩国知识产权局

“２０２２年预算”在经过国会审议后，将于今年１２月初最终确定。

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１）提供高质量审查和审判服务（９７５亿韩

元）；（２）海外知识产权保护（２４５亿韩元），加强对出口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支

援，扩大国内知识产权保护；（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未来新兴产业专利基础研发

（４００亿韩元），支持以专利为基础的技术自主研发，加大对标准专利的投入；（４）公

益性专利咨询中心等公共预算（２１亿韩元）；（５）加强微小企业［７］知识产权（１９亿

韩元）。

［７］指常年从业者人数不足５人（制造、矿业、建设、运输业不足１０人）的企业。

与２０２１年相比，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等主要事业费增加了７９亿韩元，达到

３６０６亿韩元。韩国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２年重点投资方向如下：

（１）由于专利、论文等技术文献激增，以网上购物为中心的批发零售业商标申

请增加，２０２２年预算将在高质量审查、审判服务方面投入９７５亿韩元，相对于２０２１

年增加１１１亿韩元。

（２）随着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扩散，国际知识产权纠纷风险增加，韩国将

加强对出口企业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支持。２０２２年预算将在知识产权纠纷应

对战略方面投入１３９亿韩元、支持４８０家企业，相对于２０２１年增加２０亿韩元，支持

企业增加９１家。此外，为防范与海外企业的专利纠纷，韩国计划在对海外知识产

权纠纷信息的监测与收集方面投入２３亿韩元，相对于２０２１年增加９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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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了防止微小企业知识产权侵权，２０２２年预算新设了１８亿韩元支援微小

企业商标申请等知识产权保护，１亿韩元用于提高微小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教育及

宣传。

（４）为了实现原材料、零部件、装备领域的技术自立，ＫＩＰＯ将持续为中小、中坚

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研发战略（ＩＰＲ＆Ｄ）支持，同时加强对降低碳排放技术、疫苗开

发等未来核心新兴产业领域研发支持。２０２２年预算将在支持知识产权研发战略方

面投入４００亿韩元，相对于２０２１年增加１６亿韩元。

（５）为确保未来新兴产业的主导权及增加专利使用费收入，２０２２年预算将在

６Ｇ等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支持加强创造优秀的标准专利，预计投入６０亿韩元，以便

减少韩国中小、中坚企业不必要的标准专利使用费支出，计划扩大标准专利分析

工作。

（６）完善公益专利咨询中心服务，保护社会弱势群体。２０２２年预算将投入１９

亿韩元用于公益性的专利咨询中心。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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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

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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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

造性和创新活力，促进了科技事业发展。但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仍然存在政策落

实不到位、项目经费管理刚性偏大、经费拨付机制不完善、间接费用比例偏低、经费

报销难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

一步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量科技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

献，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

（一）简化预算编制。进一步精简合并预算编制科目，按设备费、业务费、劳务

费三大类编制直接费用预算。直接费用中除５０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外，其他费用只

提供基本测算说明，不需要提供明细。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

目列支。合并项目评审和预算评审，项目管理部门在项目评审时同步开展预算评

审。预算评审工作重点是项目预算的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不得

将预算编制细致程度作为评审预算的因素。（项目管理部门负责落实）

（二）下放预算调剂权。设备费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不再由

项目管理部门审批其预算调增。项目承担单位要统筹考虑现有设备配置情况、科

研项目实际需求等，及时办理调剂手续。除设备费外的其他费用调剂权全部由项

目承担单位下放给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

（项目管理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三）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在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行经费

包干制，不再编制项目预算。项目负责人在承诺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

信要求、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支出的基础上，自主决定项目经费使

用。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在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独立法人科研机构

开展经费包干制试点。（项目管理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财政部、单位主管部门负责

落实）

　　二、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

（四）合理确定经费拨付计划。项目管理部门要根据不同类型科研项目特点、

研究进度、资金需求等，合理制定经费拨付计划并及时拨付资金。首笔资金拨付比

例要充分尊重项目负责人意见，切实保障科研活动需要。（项目管理部门负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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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五）加快经费拨付进度。财政部、项目管理部门可在部门预算批复前预拨科

研经费。项目管理部门要加强经费拨付与项目立项的衔接，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

３０日内，将经费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牵头单位要根据项目负责人意见，及时

将经费拨付至项目参与单位。（财政部、项目管理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六）改进结余资金管理。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综合绩效评价后，结余资

金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项目承担单位要将结余资金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直

接支出，优先考虑原项目团队科研需求，并加强结余资金管理，健全结余资金盘活

机制，加快资金使用进度。（项目管理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三、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

（七）提高间接费用比例。间接费用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

例核定，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使用。其中，５００万元以下的部分，间接费用比例

为不超过３０％，５００万元至１０００万元的部分为不超过２５％，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部分

为不超过２０％；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不超过

６０％。项目承担单位可将间接费用全部用于绩效支出，并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

和个人倾斜。（项目管理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八）扩大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将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

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中央级科研院所。允许中央级科研院所从基本科

研业务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经费、有关科研院所创新工程等稳定支持科

研经费中提取不超过２０％作为奖励经费，由单位探索完善科研项目资金激励引导

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奖励经费的使用范围和标准由试点单位自主决定，

在单位内部公示。（中央级科研院所负责落实）

（九）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

确定，其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项目

承担单位、项目管理部门负责落实）

（十）合理核定绩效工资总量。中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结合本单位发展阶

段、类型定位、承担任务、人才结构、所在地区、现有绩效工资实际发放水平（主要依

据上年度事业单位工资统计年报数据确定）、财务状况特别是财政科研项目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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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人员绩效的间接费用等实际情况，向主管部门申报动态调整绩效工资水平，主

管部门综合考虑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保障基础研究人员稳定工资收入、调控不同单

位（岗位、学科）收入差距等因素审批后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备案。分配

绩效工资时，要向承担国家科研任务较多、成效突出的科研人员倾斜。借鉴承担国

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科研人员年薪制的经验，探索对急需紧缺、业内认

可、业绩突出的极少数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财

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单位主管部门负责落实）

（十一）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各单位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规定，对持有的科技成果，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

牌交易、拍卖等市场化方式进行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照法律规定，对

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剩

余部分留归项目承担单位用于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具体分配方式和比例在充分听取本单位科研人员意见基础上进行约定。科技成

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

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等有关部门负责落实）

　　四、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

（十二）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项目承担单位要确保每个项目配有相对

固定的科研财务助理，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经费报销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

科研财务助理所需人力成本费用（含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可由项目承担单

位根据情况通过科研项目经费等渠道统筹解决。（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十三）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项目承担单位因科研活动实际需要，邀请国

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参加由其主办的会议等，对确需负担的城市间交通费、

国际旅费，可在会议费等费用中报销。允许项目承担单位对国内差旅费中的伙食

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和难以取得发票的住宿费实行包干制。（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

实）

（十四）推进科研经费无纸化报销试点。选择部分电子票据接收、入账、归档处

理工作量比较大的中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纳入电子入账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推

广范围，推动科研经费报销数字化、无纸化。（财政部、税务总局、单位主管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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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落实）

（十五）简化科研项目验收结题财务管理。合并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在项目

实施期末实行一次性综合绩效评价。完善项目验收结题评价操作指南，细化明确

预算调剂、设备管理、人员费用等财务、会计、审计方面具体要求，避免有关机构和

人员在项目验收和检查中理解执行政策出现偏差。选择部分创新能力和潜力突

出、创新绩效显著、科研诚信状况良好的中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作为试点单位，

由其出具科研项目经费决算报表作为结题依据，取消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审计。试

点单位对经费决算报表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项目管理部门适时组

织抽查。（科技部、财政部、项目管理部门负责落实）

（十六）优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中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要优化和完善内部

管理规定，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采用特事特办、

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可不进行招标投标程序。项目承担单位依法向财政部申请

变更政府采购方式的，财政部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项目，原则上

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办结。有关部门要研究推动政府采购、招标

投标等有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进一步明确除外条款。（单位主管部门、项目承担

单位、司法部、财政部负责落实）

（十七）改进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方式。对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管理应与行政人员有所区别，对为完成科研项目任务目标、从

科研经费中列支费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按业务类别单独管理，根据需要开展工作。

从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三公”经费统计范围，不受零增

长要求限制。（单位主管部门、财政部负责落实）

　　五、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与支持方式

（十八）拓展财政科研经费投入渠道。发挥财政经费的杠杆效应和导向作用，

引导企业参与，发挥金融资金作用，吸引民间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创业。优化科技创

新类引导基金使用，推动更多具有重大价值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拓宽基础研究

经费投入渠道，促进基础研究与需求导向良性互动。（财政部、科技部、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证监会等负责落实）

（十九）开展顶尖领衔科学家支持方式试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科

技领域，遴选全球顶尖的领衔科学家，给予持续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在确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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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任务范围内，由领衔科学家自主确定研究课题，自主选聘科

研团队，自主安排科研经费使用；３至５年后采取第三方评估、国际同行评议等方

式，对领衔科学家及其团队的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实际贡献，以及聘用领衔科学家

及其团队的单位服务保障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绩效评价，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

革经验。（项目管理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二十）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实行“预算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鼓励地方对新

型研发机构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运行机制，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

院（所）长负责制。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支持方式，给予稳定资金支持，探索实行负面

清单管理，赋予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围绕科研投入、创新产

出质量、成果转化、原创价值、实际贡献、人才集聚和培养等方面进行评估。除特殊

规定外，财政资金支持产生的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由新型研发机构依法取得、自主

决定转化及推广应用。（科技部、财政部负责指导）

　　六、改进科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

（二十一）健全科研绩效管理机制。项目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绩效导向，从

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加强分类绩效评价，对自由探索型、任务导向型等不同类型

科研项目，健全差异化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将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项目调整、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项目承担单位要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引

导科研资源向优秀人才和团队倾斜，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项目管理部门、项

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二十二）强化科研项目经费监督检查。加强审计监督、财会监督与日常监督

的贯通协调，增强监督合力，严肃查处违纪违规问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监

督检查方式，实行随机抽查、检查，推进监督检查数据汇交共享和结果互认。减少

过程检查，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监督检查效率。强化项目承担单

位法人责任，项目承担单位要动态监管经费使用并实时预警提醒，确保经费合理规

范使用；对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失信情况，

纳入信用记录管理，对严重失信行为实行追责和惩戒。探索制定相关负面清单，明

确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禁止性行为，有关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和负面清单进行检查、

评审、验收、审计，对尽职无过错科研人员免予问责。（审计署、财政部、项目管理部

门、单位主管部门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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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组织实施

（二十三）及时清理修改相关规定。有关部门要聚焦科研经费管理相关政策和

改革举措落地“最后一公里”，加快清理修改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不符的

部门规定和办法，科技主管部门要牵头做好督促落实工作。项目承担单位要落实

好科研项目实施和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

权责一致的要求，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及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确保科研自

主权接得住、管得好。（有关部门、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落实）

（二十四）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通过门户网站、新媒体

等多种渠道以及开设专栏等多种方式，加强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相关政策宣传

解读，提高社会知晓度。同时，加大对科研人员、财务人员、科研财务助理、审计人

员等的专题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经办服务能力水平。（科技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

门负责落实）

（二十五）强化政策落实督促指导。有关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提高服务意识，

加强跟踪指导，适时组织开展对项目承担单位科研经费管理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

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推动改革落地见效，国务院办公厅要加强督查。要

适时对有关试点政策举措进行总结评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

（财政部、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落实）

财政部、中央级社科类科研项目主管部门要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和特点，

参照本意见尽快修订中央级社科类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各地区要参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改革完善本地区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１０８／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１１０２．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

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人工智能相关专利调查报告

【摘要】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人工智能（ＡＩ）相关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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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主要从专利申请总体趋势、各个技术领域申请趋势、各个国家／地区

申请趋势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相关发明申请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日本人工

智能相关发明的数量稳步增长；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图像处理领域；中

美人工智能相关发明申请数量较为突出，近年来韩国的申请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显著发展，相关的专利申请在

各个技术领域不断增加。为此，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日本专利局开展了人工智能

（ＡＩ）相关专利情况调查，以揭示日本和世界ＡＩ相关申请的现状。

　　１．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ＡＩ相关发明的范围限定：（１）ＡＩ核心发明：以构成ＡＩ基础的数学或

统计信息处理技术为特点的发明，包括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支持向量机、强化学习

等各种机器学习技术，以及基于知识的模型和模糊逻辑。（２）ＡＩ应用发明：以构成

ＡＩ基础的数学或统计信息处理技术为特点的发明，应用于图像处理、语音处理、自

然语言处理、设备控制及机器人、诊断／检测／预测／优化系统等技术。由此，检索

１９８８至２０１９年日本国内专利申请、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指定国为日本的专利申请，

共得到５２，４６７件。

图４　ＡＩ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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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总体动向

（１）自２０１４年以来，ＡＩ相关的发明数量急剧增加，２０１９年达到约５，０００件。

Ｇ０６Ｎ的相关申请数量也在稳步增加，２０１９年达到约２，１００件。

（２）由于第二次ＡＩ热潮，ＡＩ相关的发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经历了一次申请

热潮，但在此后近２０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图５显示了 Ｇ０６Ｎ下

位分类的数量变化，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Ｇ０６Ｎ３／０２３／１０（神经网络）、Ｇ０６Ｎ５（知识

库）、Ｇ０６Ｎ７（模糊逻辑等）、Ｇ０６Ｎ２０（机器学习；包括 ＦＩ修订前的０６ｎ９９／０、１５０至

１５９）的申请数量都有所增加，但之后开始减少，Ｇ０６Ｎ５和 Ｇ０６Ｎ７的申请数量至今

仍处于低水平。自２０１４年以来申请增长主要是因为第三次ＡＩ热潮中包括了神经

网络的机器学习技术发挥了主导作用。

［８］专利授权率＝专利授权数量／（专利授权数量＋驳回申请数量＋ＦＡ后撤回或放弃的申请数量）

图５　各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

（３）自２００４年以来，ＡＩ相关发明的专利授权率［８］每年都在增加，最近几年一

直稳定在８０％左右。

　　３．ＡＩ相关发明申请技术领域分布

（１）为探究ＡＩ相关发明申请动向，ＪＰＯ调查研究了 ＡＩ发明的主要技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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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ＡＩ相关发明申请共涉及６０个以上 ＦＩ技术分类。除了 Ｇ０６Ｎ以外，Ｇ０６Ｔ

（图像处理技术）是最常见的技术类别。此外，ＡＩ相关发明涉及的技术领域数量也

在增加，正在被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Ｇ０６Ｑ（商业；包括ＦＩ修订前的Ｇ０６Ｆ１７／

６０），Ｇ０６Ｆ１６（信息检索和推荐；包括 ＦＩ修订前的 Ｇ０６Ｆ１７／６０），Ａ６１Ｂ（医疗诊断）、

Ｇ０５Ｂ（控制系统和协调）、Ｇ０１Ｎ（材料分析）、Ｇ１０Ｌ（语音处理）、Ｈ０４Ｎ（视频处

理）等。

（２）在Ｇ０５Ｂ（控制系统和协调）、Ｇ０８Ｇ（交通控制）、Ｇ０６Ｔ（图像处理）、Ｇ０６Ｑ

（商业；包括ＦＩ修订前的Ｇ０６Ｆ１７／６０）、Ｂ２５Ｊ（控制器）和Ｈ０４Ｎ（视频处理）等领域，

ＡＩ相关发明的申请数量稳步增长。报告预测，随着ＡＩ在自动驾驶、工厂自动化和

成像设备等技术中的应用，上述技术领域的申请数量将不断增加。

　　４．重要技术分支：深度学习技术

（１）近年来，ＡＩ相关发明申请增加最多的是深度学习技术。自２０１４年以来，

深度学习相关的ＡＩ发明的数量一直在迅速增加，但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１９年略有下降。

图６　ＡＩ相关发明与深度学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２）深度学习技术中，重要且经常使用的方法包括：卷积神经网（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递归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ＮＮ）或长短期记

忆网络（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ＬＳＴＭ）、深度增强学习（Ｄｅｅｐ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ＲＬ）。ＣＮＮ和ＲＮＮ（或ＬＳＴＭ）从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持续减少或保持不变，

而ＤＲＬ相关发明数量虽少，但持续增加。

（３）ＣＮＮ是动态图像的识别处理，主要涉及Ｇ０６Ｔ（图像处理）和Ｈ０４Ｎ（视频处

理）；ＲＮＮ或 ＬＳＴＭ是语音识别和文本处理，主要涉及 Ｇ１０Ｌ（语音处理）和

０２ 知识产权动态



Ｇ０６Ｆ１７／２０２８（自然语言处理）；ＤＲＬ主要是系统控制和优化，经常用于 Ｇ０５Ｂ（控

制系统和协调）、Ｂ２５Ｊ（控制器）等控制类技术。

图７　三种方法相关发明申请数量（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图８　深度学习技术与ＡＩ相关发明的主要技术类别（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５．专利申请人

图９显示了２０１４至今ＡＩ相关发明方面申请数量最多的申请人。由于主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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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是日本专利，因此，日本公司占主导地位。ＡＩ相关专利主要申请人涉及的技术

类别主要包括视频处理（Ｇ０６Ｔ、Ｈ０４Ｎ）、控制和机器人技术（Ｇ０５Ｂ、Ｂ２５Ｊ、Ｂ２３Ｑ）等。

图９　ＡＩ相关发明主要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

　　６．各国申请动向

（１）２０１８年，中国 Ｇ０６Ｎ的申请数量约１３，８００件，增速大于美国。此外，韩国

的申请数量也快速上升，超过了日本和欧洲。这表明，近年来韩国 ＡＩ相关发明申

请可能已经加速发展。另一方面，２０１８年日本 Ｇ０６Ｎ的申请数量是中美日欧韩五

个国家／地区中最低的。

（２）中国提交Ｇ０６Ｎ的专利申请主要来自大学，大学正在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研

究开发做出重大贡献，而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将取决于将这些研发成果商业化或

实施。

（３）美国微软、谷歌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全球平台运营商积极提交专利申请。这些

公司的业务对日本市场有很大影响，今后应密切关注这些公司的研发和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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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１４年以来，深度学习在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迅速普及。

图１０　主要国家／地区Ｇ０６Ｎ专利申请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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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脑机接口技术全球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脑机接口专利研发情况进行分

析。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探讨脑机接口技术的全球专利研究态势、技术研

发热点、主要国家科研水平、重要专利申请人研发布局。研究发现，近二十年，脑

机接口技术专利数量不断增长，中国和美国是最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天津大学是

最重要的专利申请人，脑电波／神经信号测量和将大脑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数据是

最重要的研究主题。

脑机接口技术（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ＢＣＩ）指在无外周神经系统和肌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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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参与的条件下，人脑通过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直接输出控制信号，进而与外界

环境进行信息交流，该技术涉及神经生理学、信号处理、模式识别、控制理论、计算

机科学和康复医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技术。该技术的成熟应用，给人类提供了一

种可根据不同情境的脑电活动来操控电脑或通信设备的可能，为用意念或思维操

纵外部设备提供了可行手段。随着近年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

促进了ＢＣＩ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医学、计算机和通信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引起国

际普遍关注。

本文调研分析了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脑机接口技术相关专利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和可

视化方法，展现脑机接口技术的专利发展态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为我国相关研发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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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发明专利数据作为

研究对象，利用申请号合并作为专利篇数（件）统计，利用简单同族合并进行专利家

族数（项）统计，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

图１１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申请年度趋势

　　１．脑机接口技术专利年度趋势

近二十年，全球脑机接口相关专利共有２，０３７个专利家族（２，４９０件），专利数

量快速增长（图１１）。２００７年之前，全球脑机接口技术处于萌芽阶段，专利申请量

每年不足３０件；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属于成长期阶段，整体呈现波动增长；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属于全面发展阶段，全球脑机接口技术专利申请总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由于

专利公开授权需要１３年的审查周期，２０１８年之后的统计的专利数量可能不能完

全反应真实专利申请数量。

４２ 知识产权动态



　　２．脑机接口技术专利年度趋势

从专利受理国家布局来看（图 １２），中国是脑机接口专利的主要受理国家，占

比４６％，其后依次是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韩国。从专利来源国来看，脑机接

口相关专利来自中国的最多，其次是美国和韩国（图１３）。

图１２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图１３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国别

对比分析中国、美国和韩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图１４），美国和韩国在脑机接口

专利技术研发上布局较早，２０１０年之前美国是主要来源国。中国脑机接口专利申

请数量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追赶，２０１０年超过美国，２０１６年之后专利数量迅速增长，远

超美国和韩国，展现了强劲的研发势头。此外，我国近二十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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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专利的将近一半（图１４），说明整体上我国脑机接口研究占据主要技术优势。

图１４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重要来源国家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３．脑机接口技术布局

脑机接口专利大致可以分为脑电信号收集、脑电信号处理、控制对象和脑机接

口应用四个部分。结合ＩＰＣ和人工标引对所有专利进行分类计数，脑机接口专利

中脑电信号处理专利最多（３７％），其后依次是控制对象（２７％）、脑电信号收集

（１８％）、脑机接口应用（１８％）。

图１５　脑机接口专利技术构成

脑电信号收集的专利技术主要包括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两种，侵入式脑机接口

（ＣＮ１０７８１４８６５Ａ用于低温植埋的侵入式脑机接口）通过大脑中注入电极和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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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局部场电位、单个神经元的活动和多个神经元活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

（ＣＮ１１１７０８４３６Ａ一种柔性非侵入式光纤传感型脑机接口电极及其制备方法）从大

脑外部收集脑电信号，主要包括Ｐ３００、运动想象和稳态视觉诱发电位。

脑电信号处理专利技术主要涉及预处理、特征提取和特征分类三个过程，预处

理模块尽可能地去除噪声并提高信噪比（ＣＮ１０４６０５８４５Ａ一种基于ＤＩＶＡ模型的脑

电信号处理方法）；特征提取模块可以利用不同的模式识别算法在不同组合的波段

中提取最有价值的脑活动信息，用以表示不同大脑思维的特征，降低原始数据的维

度（ＣＮ１０２３０６３０３Ａ一种基于小训练样本的脑电信号特征提取方法）；特征分类模块

将最重要的特征向量进行分类处理，从而判断用户的脑意识活动，为控制对象传送

易识别的控制指令（ＣＮ１１０９７４２２１Ａ一种基于混合函数相关向量机的混合脑机接口

系统）。

控制对象是指将用户的脑意识转为控制指令，对外界的对象进行操作或控制。

例如机械臂（ＣＮ１０６４９１２５１Ａ一种基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机器臂控制系统及其控制

方法）、假肢（ＣＮ１０５７２２４７９Ｂ用于控制大脑机器接口和神经假肢系统的系统）、智

能轮椅（ＣＮ１０６０７４０２１Ａ基于脑机接口的智能轮椅系统及其动作方法）等。

脑机接口涉及的应用场景包括帮助运动障碍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治疗

（ＣＮ１０５６５３８７３Ａ基于ＦＰＧＡ的运动障碍非侵入式康复的闭环脑机体系统）、干预

机动车驾驶员、飞行员等特殊作业人员的认知和疲劳（ＣＮ１０９１４７２７８Ａ一种基于脑

机接口的司机疲劳驾驶监测装置）、帮助学生提高注意力水平和记忆

（ＵＳ９０５０２００Ｂ２用于使用强化学习的脑机接口控制的系统和方法）、提供人机交互

的游戏体验（ＣＮ１０３３３１０２３Ａ脑电波意念控制游戏机）等。

　　４．脑机接口技术专利权人分布

从专利申请人的角度上来看（图１６），专利申请量Ｔｏｐ１０的机构中，中国机构８

席，美国机构１席，韩国机构１席。高校是脑机接口专利技术研发的主体，Ｔｏｐ１０专

利申请人都是大学。其中，天津大学专利申请量最多（９２项），其后依次是华南理

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韩国大学。

从重要专利申请人的技术布局上来看（表３），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在脑电信号处

理上都有较多布局，此外西安交通大学、韩国大学、东南大学更加重视脑电信号收

集，天津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在控制对象上有较多布局，天津大学和加州大学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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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接口应用上拥有较多专利。

图１６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

表３　脑机接口相关专利Ｔｏｐ１０申请人专利技术布局

申请人 脑电信号收集 脑电信号处理 控制对象 脑机接口应用

天津大学 ２１ ４３ １４ １４

华南理工大学 １１ １９ １５ ４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２ ２０ ５ １

韩国大学 １８ １２ ３ ３

东南大学 １６ ６ ２ 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０ ２４ １ ０

北京工业大学 ３ １８ ０ １

浙江大学 ４ ９ ４ ５

上海大学 ５ ７ ６ １

加州大学 ２ ５ ２ ８

　　５．结论

近二十年，脑机接口技术专利数量总体呈现增长，２００７年之前处于技术萌芽

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处于成长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美国和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受理相关专利最多，全球市场普遍受到重视；中国和美国是最主要的技

术来源国，２０１０年之前美国主导脑机接口技术专利，中国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布局相关

专利，２０１０年专利数量赶超美国，成为最主要的专利来源国；脑机接口技术专利技

术重点布局脑电信号处理、控制对象、脑电信号收集和脑机接口应用；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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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１０机构中，中国机构８席，天津大学的相关专利申请量最多，其后是华南理工大

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除了重点布局的脑电信号处理技术，西安交通大学、韩国大

学、东南大学更加重视脑电信号收集，天津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在控制对象上有较

多布局，天津大学和加州大学在脑机接口应用上拥有较多专利。

吴晓燕（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十三届

中国专利奖评选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国知发运函

字〔２０２１〕１２４号），我院组织参加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评选，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推荐名额

我院作为推荐单位，推荐名额为１７项。各院属单位可通过院里进行推荐，每

个单位限申报１项（优先申报获得过国家发明奖或科技进步奖或突破“卡脖子”技

术难题等方面的核心专利）。要求申报书所填写材料内容属实、完整，不存在任何

涉密内容；并与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发明人确认，均同意参评。院将在各单

位申报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参加中国专利奖的评选。

　　二、申报时间及要求

凡拟通过院里推荐参加中国专利奖评选的项目，请将纸质材料一份和所有申

报材料电子版报送至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纸质材料包括推荐函、

材料确认表和推荐项目理由３个文件，推荐函需要加盖单位公章；申报材料电子版

包括推荐项目理由、申报书、附件、专利授权文本４个文件。

截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前（纸质件以快递寄出日期为准，电子版以收到邮

件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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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关材料下载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及相关附件，详见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

和《中国专利奖申报书》请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下载（下载网

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ｃｏｌ／ｃｏｌ４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其中，申报书请下载２０２１年

修订版，格式不得变更）。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

联系人：梁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２５４，１３６８３２８４２２８

电子材料接收邮箱：ｌ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纸质材料接收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５２号１００８６４（京区单位可通过公

文交换，京外单位请发邮政快递ＥＭＳ）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

中国科学院第二批“意向拍卖专利”公告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开设“意向拍卖专利”网络专栏，集中展示

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意向拍卖的专利成果，结合网络点击量及咨询情况，将组织中

国科学院季度专利拍卖活动。具体拍卖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相关事项公告：

一、专利展示专利成果的详情，请登录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查阅。

二、展示专利仅为意向表示，若由需求或疑义欢迎来电咨询。

张老师：１５５０１０４１１５５

许老师：１８２００５０２６１１

本次公告展示了中国科学院第二批“意向拍卖专利”共计８８件，来自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院３家中科院院属机构。其中，发明专利７７件，实用新型专利１１件，涉及新兴功能

材料、生物医学工程、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本批次“意

向拍卖专利”中，所有的技术均可提供技术支持。

附件：第二批８８件意向拍卖专利信息，下载链接：

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ｃａｓｐａｔｅｎｔ／ｐｍ／ｌｉｓｔ２．ｈｔｍｌ

西安分院举办科技成果转化和 ＳＴＳ项目申报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加强研究所知识产权的运营管理，以

及申报中科院ＳＴＳ区域重点项目的能力，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院地处举办分省院科技成果转化和 ＳＴＳ项目申报培训。因疫情原因，此次培训为

线上视频培训形式。分省院研究所分管领导、科技管理、科技骨干及相关人员在本

单位分会场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专家咨询组成员邹志德老师首先分

享了“知识产权管理运营与应用型研发的融合”，随后中科院长春分院高级工程师

石昕老师结合自己今年申报ＳＴＳ经验与感受分享了“中科院 ＳＴＳ区域重点辣目组

织和申报”。分省院研究所及水保中心近一百人在各分会场参加培训。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０２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

青岛能源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１７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对中国科学院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岛能源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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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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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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

研究所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认证后一个认证周期的有效运行。

研究所将以此次监督审核为契机，从合同管理、技术秘密管理、专利分级管理等方

面不断持续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现知识产权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全方

位规范管理，为明年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再认证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为研究所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９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

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

第二次监督审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天津工业

生物所”）举行了知识产权贯标第二次监督审核会议，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李

曦等审核组成员、天津工业生物所副所长孙际宾、各职能处室、研究单元负责人及

知识产权专员等１００余人参加了本次审核工作。

２０２１年是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国家标准认证后的

最后一次监督审核，本次审核既是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是否持续有效运行的

审核，又是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阶段性总结。经过为期一天的审核工作，中知公司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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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知识产

权穿透式管理扎实深入，知识产权专员队伍不断壮大，管理体系评价改进工作重点

突出，本次审核未发现不符合项，推荐保持认证。

２０２１年也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知公司审核组在肯定天津工业生

物所知识产权工作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对天津工业生物所未来知识产权工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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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未来，天津工业生物所将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穿透式

管理，特别是在立项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重点发力，不断提高知识产权运营能力与

成果转化成效，为推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生物经

济发展而持续努力奋斗。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０５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

空天院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科

技促进发展处联合人事处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为满足多园区职工培训需求，

此次培训采取线下和线上直播同步相结合的方式。相关管理和科研部门负责人、

科研骨干及知识产权联络人员等共计５０余人参加，由科技促进发展处副处长姚海

琴主持培训。

此次培训特邀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主任仇蕾安以《知识产权检索布局及培

训》为题作了专题报告，通过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介绍了专利文献的概

念、优缺点与作用，并结合专利文献分析的三大重点详细讲解了专利检索的目的、

流程步骤、方式方法等。通过实际联网演示操作，让科研人员更直观全面地掌握基

本检索方法，为提升空天院专利撰写质量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此次培训还针对知识产权贯标体系运行进行宣贯。科技促进发展处针对知识

产权贯标中涉及到的管理部门及研究部门具体职责分工进行详细解读说明，围绕

科研人员比较关注的知识产权费用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解析。参会人员表示，

通过参加此次培训，不仅学习了知识产权文献检索的重要性以及实际操作流程，还

了解知识产权费用的类别明细及其相应金额，对科研人员更好地撰写高价值专利

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与帮助。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ｒｃａ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ｚｈｘｗ／２０２１０９／ｔ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６１７９００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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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举办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检索培训

为进一步提升科研人员的专利检索能力，更好地使用所内购置的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

检索账号，９月１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

所”）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处联合所属先进制造所邀请北京合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咨询师张彩霞开展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检索培训。本次培训采用理论和实操相结合

的方式，共１００余名老师和学生参加了培训。

培训从专利检索和专利分析两个方面介绍了 ｉｎｃｏＰａｔ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并表

示在科研开发前，要通过技术调研了解课题的技术现状，避开已有的专利保护；在

申请专利前，要通过查新检索判断是否有必要申请专利，提高授权率，挖掘技术创

新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及时掌握竞争对手或技术领跑者的技术进展情况、

最新技术动向，赢得并保持竞争优势；在科研开发中，遇到技术难题时，要了解别人

是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途径，从而获得技术启发，产生创新灵感；要利用标引分析

进行深度的技术挖掘，准确分析技术研发方向、研发热点、各公司专利布局的异同

等。她还介绍了实用的小技巧来帮助大家提高专利文献阅读的效率、调查专利获

奖情况、分析技术关联性、寻找潜在的技术转让许可对象等。

本次ｉｎｃｏＰａｔ培训班的举办对提升宁波材料所科研人员专利检索能力，做好知

识产权创造、保护、运营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ｔｅｃｈ．ｃａｓ．ｃｎ／ｅｖｅｎ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０９／ｔ２０２１０９０６＿６１９１００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

信息扫描

美国发布最新 ＰＴＡＢ橙皮书专利研究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美国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发布橙皮书专利／生物

专利（ＯｒａｎｇｅＢｏｏｋＰａｔｅｎ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Ｐａｔｅｎｔ）最新数据，分析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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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美国发明法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ｖｅｎｔｓＡｃｔ，简称 ＡＩＡ）［９］框架下针对橙皮书专利

和生物专利提出的无效申请，包括在此期间提交的无效申请数量、立案比例和最终

书面决定。

［９］该法案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正式签署，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６日开始生效。

研究结果：（１）所有ＡＩＡ无效申请中，４％针对橙皮书专利，２％针对生物专利；

（２）近年来，橙皮书和生物专利面临的无效挑战都有所减少；（３）针对橙皮书和生

物专利的无效程序更多采用双方复议（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ＩＰＲ），授权后复议（Ｐｏｓｔ

Ｇｒａ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ＰＧＲ）相对较少；（４）生物专利无效申请立案率（５５％）低于橙皮书专

利（６２％）；（５）橙皮书专利在最终书面决定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ＴＡＢＯ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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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

德国修订专利法加强创新定位

２０２１年８月 １７日，德国颁布“第二专利法现代化法案”（Ｓｅｃｏｎｄ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ｃｔ），针对专利法和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的其他知识产权程序进

行了大量修订，新规定已在《联邦法律公报》上公布。修订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

提供参与诉讼和听证会的选择，可以通过视频会议在线提供证据。这意味着各方

可以在由ＤＰＭＡ确定的合适情况下，通过视频会议参与会话，也可以直接现场参

与。二是制定关于公共假期的统一规则。延长期限的规定将承认适用于至少一个

ＤＰＭＡ地区的所有公共假期。三是考虑申请人群体的长期要求，国际专利申请

（ＰＣＴ申请）将ＤＰＭＡ作为指定局或选定局，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从３０个月延长至

３１个月。据悉，该举措是考虑到该期限对许多申请人评估进入国家阶段的专利申

请决策非常重要，以寻找可能的投资者来营销该发明或做正式准备。上述三项修

正案将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日生效。ＤＰＭＡ将首先建立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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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日起，德国将提高补充保护证书的年费，商标法将与马德里国际商

标保护体系的现行法律保持一致。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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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４日

德国修订专利商标局职能和调整专利费

２０２１年９月７日，德国《联邦法律公报》公布８月３１日颁布的“关于德国专利

商标局（ＤＰＭＡ）最新职能及修订专利费”法案，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生效。该法案

是德国创新举措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创新的保护和促进，并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

的成效。《专利法》（Ｐａｔｅｎｔｇｅｓｅｔｚ）中增加了新的第２６ａ条，扩大了 ＤＰＭＡ的法定职

能：向德国的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以及公众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并在其职权范

围内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欧洲和国际机构进行有效合作。ＤＰＭＡ将进一步

提高在专利审查程序中的效率，以增加专利保护的吸引力，进而提升德国整体经济

的创新能力。ＤＰＭＡ将根据情况适度增加专利费，主要目的是再次加强创新政策

的指导作用，同时兼顾ＤＰＭＡ不断扩大的服务范围，此次专利费调整将于２０２２年７

月１日生效。在费用调整方面，还将增加专利审查人员，以便大大缩减专利审查的

时间。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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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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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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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公布数字化融合产品专利调查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公布数字化融合产品专利调查，以

应对数字化时代转型，了解快速变化的工业社会中的产品交易状况。调查结果显

示，由于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影响和信息通信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韩国今年首次出现三

维虚拟世界技术（Ｍｅｔａｂｕｓ）相关知识产权申请。目前已有１８件成功申请商标，在

审的专利申请包括Ｍｅｔａｂｕｓ游戏软件、Ｍｅｔａｂｕｓ内容提供软件、Ｍｅｔａｂｕｓ软件设计及

开发等产品。其次，制造业与数字化相结合的多功能产品明显增多。多功能产品

的专利申请由 ２０１６年的 ８０１，９７２件增长至 ２０２０年的 １，１２０，３２１件，增长率

２８４％。此外，其他专利申请显著增长的还包括卫生清洁产品和具有数码功能的

宠物产品等。此次调查以已申请或计划申请的产品为主，针对新出现的产品，ＫＩＰＯ

建议申请人在商标注册时谨慎考虑其主要功能或用途，以明确产品的名称或类别，

以免影响注册。据悉，随着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Ｍｅｔａｂｕｓ平台等多种

超链接新产品将引领全球市场，建议韩国企业能够积极关注并尽早获得新产品的

商标权。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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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

韩国促进医药行业知识产权教育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至２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开设线上医药行业专利培训

课程，以培养具有知识产权能力的未来制药人才。受新冠疫情影响，医药产业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为顺应全球知识产权时代的变化，医药发明需要专门的知识产权教

育，因此，韩国开设了医药专利制度定制化的教育课程。该教育课程面向韩国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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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药学大学的１４９名学生，主要课程内容包括《专利法》、医药发明申请及审查、医

药专利维持延长制度纲要及程序、医药专利许可到专利链接制度纲要及程序、医药

专利纠纷及诉讼案例等。通过向医药领域提供相关的专利综合教育，加强学生对

新药开发和权利化所需专利制度的认识，从而提升韩国未来制药行业的专业性及

对知识产权的关注。据悉，韩国今后也将持续运营相关教育课程，培养引领医药产

业的人才，促进其在医药产业竞争力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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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

［１０］该名单目前由１６名来自不同的行业领域的专家证人组成，包括工程、医疗保健、制造业、信息通信和
制药。

新加坡知识产权活动助力经济复苏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４日，新加坡知识产权局（ＩＰＯＳ）举行知识产权周活动，宣布将为

企业提供更多知识产权资源，以促进其业务发展并从大流行中更强大地崛起，并颁

发了ＷＩＰＯＩＰＯＳ创新知识产权奖。该活动总结了新加坡近年来的主要措施：（１）

ＩＰＯＳ通过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和商业咨询公司每周开展一次在线免费的知识产权

业务咨询和法律诊断。（２）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ＳＭＵＹＰＨＳＬ）合作试行了

“知识产权领导人导师计划（ＩＰＭＩＬＥ）”，旨在扩大新加坡知识产权人才库。（３）

“知识产权技能未来研究奖（ＳＦＳＡＩＰ）”将为最多３０人提供５，０００美元的培训津

贴，以培育知识产权能力和行业技能。（４）组建知识产权专家证人名单［１０］，协助处

理知识产权和技术纠纷相关的法庭诉讼或仲裁。（５）推出品牌检索移动应用程序

“ＩＰＯＳＧＯ”，快速检索类似的企业名称、商标、可用域名和社交媒体用户名。（６）加

强区域知识产权合作项目，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７）与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ＣＮＩＰＡ）的“专利审查高速公路（ＰＰＨ）试点”延长至２０２６年８月３１日，专

利申请人只要向ＩＰＯＳ或ＣＮＩＰＡ提交申请，都可以享受专利审查加速。（８）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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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东盟知识产权学院，向所有东盟国家提供知识产权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

李秋菊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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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

印度减免全球教育机构８０％专利费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７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ＰｉｙｕｓｈＧｏｙａｌ）宣布，

印度国内外所有公认的教育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可享受８０％费用减免。此举措意

味着，国内外教育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的总成本［１１］将从４２５，０００卢比（５，７１５美

元）降至８５，０００卢比（１，１４０美元）。该举措将是对大学的巨大鼓励，希望越来越

多的新大学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并期待全球各地的大学从降低的费用中受益。

然而，提议的专利费用减免尚未生效，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ＤＰＩＩＴ）正在采

取必要步骤予以批准。除此之外，印度的专利审查周期由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的７２个月

减少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的１２至２４个月，并考虑是否进一步缩短；此次，印度还将在未

来５２周内向１００万学生普及知识产权意识，提升印度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

［１１］包括申请费、公布费和续展费。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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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日

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公布２０２０许可活动调查

２０２１年８月，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ＡＵＴＭ）公布“２０２０许可活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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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Ｍ２０２０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公布了美国、加拿大主要学术机构和非营

利性研究机构的技术许可和相关活动情况。

２０２０年，美国许可调查的主要结论：（１）２０２０年，研究经费增至８３１亿美元，比

２０１９年（７７２亿美元）增长７６％，在过去五年中增长近２２８％。（２）２０２０年，共有

发明披露２７，１１２项，比２０１９年（２５，３９２项）增加６８％。（３）相关专利增至 ８，７０６

件，同比增长１５６％。（４）美国大学通过小型创业企业推动创新经济，小型、初创

企业许可活动占比超过四分之三。（５）２０２０年，共成立 １，１１７家初创公司，对当地

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近６９％的新企业设在学术机构所在地。

２０２０年，加拿大许可调查的主要结论：（１）技术转移机构共成立１０４家初创公

司，对当地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超过８６％的新企业设在学术机构所在地。（２）与五

年前相比，加拿大机构提交的新的非美国专利申请越来越多。２０２０年，非美国专利

申请占２８１％，而２０１５年占２４％。（３）２０２０年的研究经费创历史新纪录，增长至

６９７亿加元；同时，研究经费更多来自非传统资金渠道，近一半是联邦和工业研究

以外的研发支出。

许　轶　检索，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ａｕｔｍ．ｎｅｔ／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ｎｄｔｏｏｌｓ／ｓｕｒｖｅｙｓ／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

原文标题：ＡＵＴＭ２０２０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ＡＵＴＭ２０２０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

［１２］ＡＦＷＥＲＸ是以空军为中心的计划，将研究人员、企业家与政府联系起来。

美国启动技术商业中心促进太空技术转化

美国新成立的军事部门太空部队（Ｕ．Ｓ．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ｅ）正在启动一个创新中心

ＳｐａｃｅＷＥＲＸ，将有前景的太空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ＳｐａｃｅＷＥＲＸ作为美国空军

指导计划ＡＦＷＥＲＸ［１２］的组成部分，将为太空运营商、实验室工程师和采购专业人

员提供平台，与学术界、工业界建立联系，以加速新兴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据悉，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９日，美国将正式启动ＳｐａｃｅＷＥＲＸ，提供的第一阶段开放主题将聚焦

太空技术，面向小型企业开展技术转让招标，以促进小型企业与专注太空的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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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合作，开发前沿太空技术。通过开放主题，初创企业和研究人员可以推荐有

利于空军或太空部门的技术。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８／１８／ｕｓ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ｅ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ｕｂ／

原文标题：Ｕ．Ｓ．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ｅ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ｕｂ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９日

字节跳动宣布加入开放发明网络社区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７日，字节跳动有限公司（ＢｙｔｅＤａｎｃｅ）加入全球最大的专利非侵

犯性社区开放发明网络（Ｏｐ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ＩＮ）。字节跳动作为全球领先的

短视频、协作和信息平台的制造商，拥有ＴｉｋＴｏｋ、Ｈｅｌｏ、Ｒｅｓｓｏ等国际平台，以及今日

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中国市场特定平台，字节跳动正在加强对开源软件（ＯＳＳ）

的承诺，推动先进基础设施计算系统。据悉，Ｌｉｎｕｘ和其他开源软件是互联网平台

利用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支持技术，字节跳动加入 ＯＩＮ社区表明其对开源协作

创新和专利互不侵犯的承诺，并尽力降低开源软件的全球专利风险。ＯＩＮ社区在

免许可费的基础上相互交叉许可Ｌｉｎｕｘ系统专利，其成员在核心Ｌｉｎｕｘ和相关开源

技术中的专利互不侵犯。相同的，ＯＩＮ拥有的专利将免费许可给任何同意不侵犯

Ｌｉｎｕｘ系统专利的组织。加入ＯＩＮ社区的任何一方均可免费获得 ＯＩＮ专利许可和

成员交叉许可。

李姝影　检索，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ｏｐ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ｂｙｔｅｄａｎｃｅｊｏｉｎｓ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原文标题：ＢｙｔｅＤａｎｃｅＪｏｉｎｓ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

阿里拍卖与 ＩＰ公司合作推出专利估值工具

２０２１年 ８月 ３１日，阿里拍卖（ＡｌｉＡｕｃｔｉｏｎｓ）与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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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ｓｅ）、知识产权评估公司Ｉｎｎｇｏｔ合作推出一项针对阿里拍卖的专利评估服务工

具Ｉｎｔａｎｇｉｏ。Ｉｎｔａｎｇｉｏ将为法院指定的破产公司资产处置管理人提供服务，管理人可

以使用该工具作为即时指南，为阿里拍卖平台上拍卖的专利设定底价。Ｉｎｔａｎｇｉｏ是

第一个公开使用的同类工具，通过不断增长的专利交易数据库提供准确的专利市

场估值，对金融机构、法律和技术界具有重要价值。Ｉｎｔａｎｇｉｏ通过与历史交易进行

比较来估算专利价格。在开发该工具的过程中，Ｒｏｕｓｅ和Ｉｎｎｇｏｔ建立了中国最大的

企业专利拍卖数据库，以便 Ｉｎｔａｎｇｉｏ能够准确估算价格。Ｉｎｔａｎｇｉｏ还提供专利质量

评估指标，利用 Ｉｎｎｇｏｔ的“吸引力”指标［１３］、结合 Ｒｏｕｓｅ的 ＣＩＥＬＡ诉讼数据库［１４］，

对类比的专利进行评分。目前 Ｉｎｔａｎｇｉｏ的服务只对阿里拍卖平台的用户开放，但

Ｒｏｕｓｅ和Ｉｎｎｇｏｔ计划将其应用扩展到阿里巴巴集团的其他应用程序中，以扩大其使

用范围。

［１３］“吸引力”得分主要基于类比专利的专利交易量、许可和诉讼活动进行计算。
［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ｅｌａ．ｃｎ／ｅｎ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ｒｏｕｓｅ．ｃｏｍ／ａｂｏｕ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ｒｏｕｓｅａｎｄｉｎｎｇｏｔｐａｒｔｎｅｒ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ａｌｉｂａｂａ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ｏｎｌ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

原文标题：ＲｏｕｓｅａｎｄＩｎｎｇｏ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ｗｉｔｈＡｌｉｂａｂａ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ｏｎｌ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

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分析软件相关专利最新趋势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分析了２０２１上半年软件相关的专利最新趋势，

认为虽然关于软件专利有效性的争论仍旧激烈，但软件领域正在“吞噬世界”，数字

化转型已成为现实。该文章作者在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Ｃｌａｉｒｖｏｌｅｘ协助下，检索统计

了全球与软件相关的专利申请数据。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美国发明专利中６３％与软件

相关，与２０２０年的６３２％持平；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授权专利中４８９％与软件相关，

与２０２０年的４８２％持平；中国授权专利中４０１％与软件相关，与２０２０年的４０２％

持平。２０２１年上半年，与软件相关的美国发明专利权人前三位是三星、ＩＢＭ和ＬＧ。

此外，据其他统计数据，２０２０年，软件和互联网服务领域的全球并购活动达到１５８０

亿美元，交易超过２７９０笔；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市场，２０２１年约占 ＩＴ总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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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约１６万亿美元），其后依次是欧洲（１９％）和中国（１４％）。

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８／２６／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２０２１６３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ｓ

４８９ｅｐｏ４０１ｃｈｉｎ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ｄ＝１３７１００／
原文标题：Ｉｎ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ｏｆ２０２１，６３％ ｏｆ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４８．９％ ａｔＥＰＯａｎｄ４０．１％

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

Ｐａｔｅｘｉａ：美国仿制药 ＡＮＤＡ申请诉讼减少

２０２１年 ８月 １９日，Ｐａｔｅｘｉａ发布 ２０２１简化新药申请［１５］诉讼报告（ＡＮＤＡ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２１），统计分析了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提交

的１，１７９件ＨａｔｃｈＷａｘｍａｎ／ＡＮＤＡ诉讼案件［１６］。

［１５］简化新药申请（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ＮｅｗＤｒｕ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仿制药生产商在原研药独占期满的前一年开
始，可以提交ＡＮＤＡ申请，用于ＦＤＡ批准仿制药产品。ＡＮＤＡ申请人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可以依靠来自原研
药的临床数据来证明其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加速获得 ＦＤＡ的批准。ＡＮＤＡ诉讼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热门
领域之一。

［１６］“ＨａｔｃｈＷａｘｍａｎ法案”全名为《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恢复法案》（ＤｒｕｇＰｒｉｃ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ｅｎｔＴｅｒ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旨在便于人们更广泛地在市场上获取仿制药和鼓励原研药企业投入研发。

主要结论：（１）过去四年，ＡＮＤＡ相关诉讼案件量下降约３６％，涉案的专利数量

也减少。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大幅下降，平均每月减少４２个案件；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０年下降

幅度较小，平均每月减少２７个案件；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下降幅度最大，平均每月减少

５３个案件。（２）ＡＮＤＡ的下降与近年来地区法院专利诉讼、国际贸易委员会

（ＩＴＣ）、多方审查（ＩＰＲ）活动的增加形成鲜明对比。（３）９２％（１，０８７／１，１７９件）的

案件来自美国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而美国大多数仿制药公司都设立或注册在这

两个州。（４）与其它类型的专利诉讼相比，ＡＮＤＡ案件不太可能以和解告终，大多

数ＡＮＤＡ案件被驳回。

赵颖会　检索，李秋菊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８／２８／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ｉｄ＝１３７１１２／

原文标题：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ｓ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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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４４ 知识产权动态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主办：

承办：

朱月仙

内部资料

张 娴■

李姝影 许 轶

王学昭 赵 萍 马廷灿

■ ■ ■ 

■ ■ ■ 

王小玉■ 陈思宇

ystian

田永生

028-85229796

zhangx@clas ac cn. .

任


	知识产权动态
	页 1

	知识产权动态
	页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