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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ＩＡＭ杂志编辑评论
中国反垄断管理给国外知识产权带来严峻挑战

ＩＡＭ杂志编辑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发表博客文章认为专利权人对中国加大侵权行为打击

力度的做法表示欢迎，也被中国将建立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法院鼓舞，但同时专

利权人也担心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关注知识产权问题可能给欲在中国投资的商家设

置潜在障碍，中国反垄断管理使国外专利权人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表示中国当局将加大力度处理国内外实体知识产权

滥用的问题。２０１４年９月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

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将对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以及窃取商业机密的

行为给予严厉惩罚，而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将被处以包括征收高额罚款在内的

法律惩处，使违法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指出，虽然专利权人将乐于获

悉侵权人将面临更严厉惩罚，但也应当意识到自身活动也可能受到比以前更加严密

的反垄断审查。

微软首席专利律师ＭｉｃｋｙＭｉｎｈａｓ在９月４日的日本知识产权商业代表大会（Ｉ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Ｊａｐａｎ，ＩＰＢＣＪａｐａｎ）上强调了中国竞争监管机构的职责，并建议专利

权人对此密切关注。近日，微软正受到类似的审查，同时据台湾英文旺报（ＷａｎｔＣｈｉ

ｎａＴｉｍｅｓ）报道，高通公司因涉嫌向中国企业收取“过高的”技术许可费，而将面临前所

未有的高达１００亿人民币（１６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葛兰素史克、通用汽车、雀巢

和星巴克也在所调查的外国公司之列（并非全因知识产权相关问题）。

共同承担竞争监管责任的中国政府机构包括：

中国商务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ＭＯＦＣＯＭ）负责合并审查；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ＤＲＣ）

负责定价问题；

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Ｓｔａｔ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ＡＩＣ）负责审查如产品、服务和许可的捆绑销售等在内的相关非定价行为。

文章认为中国反垄断管理给国外专利权人带来了严峻挑战。就中国的专利制度

来说，中国的竞争机制相对年轻，当前的反垄断法在２００８年才施行，最近对国外企业

接二连三的反垄断调查可能是该制度逐渐成熟的表现。事实上，李克强总理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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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坛会议上承诺中国将更加开放地对待外来投资，并尝试缓解外来公司对特殊

审查的恐惧。但该文对中国在经济增长中遇到挫折而再次恢复保护主义政策的可能

情形表示担忧。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以上三个具有监管职责的机构有责任促进中国国

内产业发展之外，反垄断／竞争制度是另一种能够促进发展的途径。强制外国专利权

人以较低的费用许可专利权无疑是减少中国企业前期成本的最佳方法。当前最重要

的是专利权人应该立足中国反垄断全局，并制定具体的应对计划。

许海云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海云　校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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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发明振兴法施行令修订意见征求案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ＭＯＴＩＥ）第

２０１４４４６号公告，就发明振兴法施行令修订事项、修订理由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公布，

并向社会公众广泛征集意见。本轮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１０月２２日，机关、团体及个

人均可按要求向韩国知识产权局呈递修订案意见书。

发明振兴法施行令的修订原因是要发掘其中制约国民经济活动的规定并作改

善。此次修订涉及的具体主要内容如下：

１．专利技术情报中心的注册标准和行政处分标准废止（法案第８条第５、６项与

别表３、别表４删除）。

“专利技术情报中心”的功能与“产业财产权情报提供专门机关”（第８条第３

项）的作用重复，有必要进行调整。

２．放宽对研究记录专门机关的行政处分标准（法案第６条第５项相关别表１的

修订）。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违反事例和公共业务空白，将业务中止的处分标准从３个月

降到２个月。

３．放宽对产业财产权情报提供专门机关的行政处罚标准（法案第８条第４项相

２ 知识产权动态



关别表２的修订）。

将业务中止的处分标准从３个月降到２个月。

４．放宽地方知识产权中心的登录和行政处分标准（法案第９条与其相关别表５，

第９条第３项相关别表６的修订）。

将与地方知识产权中心设立目的的达成无关的电算设备从注册条件中删除。并

将业务中止的处分标准从３个月降到２个月。

５．放宽发明评价机关的指定条件和行政处分标准（法案第１２条和第１４条相关

别表７的修订）。

将实绩评价和类似业务经验从指定条件中删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违反事例和

公共业务空白，将业务中止的处分标准从３个月降到２个月。

６．放宽产业财产权审查机关的指定条件和行政处分标准（法案第１９条和第１９

条第２项相关别表８的修订）。

删除指定条件中的类似业务经历，将业务中止的行政处分标准从３个月降到２

个月。

７．放宽对产业财产权服务专门机关的行政处分（法案第１９条第５项相关别表９

的修订）。

业务中止的行政处分标准从３个月降到２个月。

８．放宽对产业财产权的保护专门机关的行政处分标准（法案第２８条第２项相

关别表１０的修订）。

业务中止的行政处分标准从３个月降到２个月。

９．为了方便注册规定的再探讨，扩大限时条款（法案第２９条第２项目的修订）。

熊　峰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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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

韩媒评论韩国创业环境不成熟、“革新力”偏低

据韩国《亚洲经济》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８日报道，韩国的创业环境不成熟，经济革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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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偏低，比较中日韩三国创业环境，韩国不如中日两国。该报道介绍了韩国创业振兴

院发布的《韩中日创业及风险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报告。韩国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至今

的１４年间，虽有创业支援政策，但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体系并不健全。

作为创业基础的专利申请数量，报道举出２０１２年的数据“韩国以人均０４１件，

总计２０３万件排在世界前列”，但知识产权贸易收支却出现了４９５亿美元的赤字。

报道指出很多专利集中在三星等大型企业的问题应尽早解决。２０１２年中国以总计

６５２万余件专利位列世界第一，虽然知识产权收支出现了１６７亿美元的赤字，但是

中国专利不管是质还是量都优于韩国。２０１２年日本的专利申请件数为３４２万余

件，数量虽然不及中韩多，但知识产权收支却有１２０亿美元的盈余，远超中韩两国。

从创业资金的调度来看，韩国被用作出资和投资的风险资金规模约为５００亿韩

元，其次为日本的４７０亿韩元和中国的１９０亿韩元。韩国虽然在这个方面占有优势，

但上述风险资金只占到韩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０００４％，甚至只有被称作“创业

大国”的美国的１／４０。

从企业并购（Ｍ＆Ａ）来看，中国的Ｍ＆Ａ市场规模较日韩有压倒性优势，甚至达到

了韩国的４０倍。中国ＧＤＰ中Ｍ＆Ａ市场所占份额更是超过了美国。因此，报道认为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创业环境是优于日本和韩国的。

熊　峰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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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３日

英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ＩＰ总结专利诉讼快速结案策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英国知识产权管理网站（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ＩＰ）与知识产权分析人士

召开网络研讨会，就尽快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符合诉讼方的最大利益达成共识。评论

指出，专利诉讼昂贵、冗长且艰巨，严重耗费公司资源。公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

准备证据、证词及审查诉讼文件，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据此该研讨会总结出有助于快

速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９个重要策略。

　　１．重视诉前准备

充足的诉前准备工作是快速结束专利诉讼的关键，涉及针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４ 知识产权动态



关键人员、被诉产品或工艺、对手可能提出的诉求等内容的分析。此项工作对原被告

同样重要。

　　２．选择合适的起诉法院

尽量选择于己有利的管辖法院起诉，选择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是否有丰富

的专利案件审理经验，是否有针对知识产权诉讼的特别诉讼程序，能否及时处理案

件，诉讼费用是否高昂，是否倾向于和解等。

　　３．评估诉讼费用及潜在风险

在诉讼开始前，评估可能产生的费用和潜在的负面风险对于是否采取诉讼途径

解决知识产权纠纷至关重要。

　　４．识别可能提起的反诉

有必要通过调查竞争格局、评估潜在挑战并寻找可靠的解决方案，为可能提起的

反诉做准备。尽早发现潜在反诉并采取应对措施对原被告同样重要。

　　５．重视早期证据开示程序并避免延期

尽职调查（ｄｕｅ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不仅适用于反诉调查，也适用于前期证据开示程序。证

据开示将展示双方实力和诉讼意愿。诉讼方应当避免延期，以免增加诉讼费用。

　　６．提交简易判决动议

预审阶段诉讼方可以考虑是否提交简易判决（ｓｕｍｍａｒ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动议，虽然简

易判决一般不会直接作出有利裁决，但是能够识别因证据不足而不能进行陪审团审

判的诉讼主张，帮助诉讼方查找问题。

　　７．尽早达成和解

诉讼开始后诉讼方应当考虑尽可能达成和解，提早和解并非示弱，因为和解的可

能性会随着诉讼的进行而不断降低。

　　８．合理使用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诉讼中应合理使用双方复审程序（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和授权后复审程序（ｐｏｓｔ

５知识产权动态



ｇｒａｎｔｒｅｖｉｅｗ）等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９．重新设计产品规避纠纷

评论指出，多数诉讼均可通过重新设计产品的方式来避免。重新设计可形成更

具竞争力的产品从而降低风险。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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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研究

软件衍生作品知识产权问题

２０１４年９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针对软件衍生作品的知识

产权管理问题开展研究。报告指出：软件许可方出于不同的市场策略，建立了不同的

许可证框架，各种许可证规定被许可方要遵守义务的严格程度不同。因此，软件开发

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需要关注各种许可证之间是否兼容。

目前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开源软件协议：（１）学术型许可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

ｃｅｎｃｅｓ）：这类许可证包含的条款非常宽松，通常仅要求对涉及的代码进行作者标识；

（２）互惠型许可证（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ｌｉｃｅｎｃｅｓ）：通常规定被许可方需要以相同或兼容的许可

证来发布衍生作品；（３）关联型许可证（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ｉｃｅｎｃｅｓ）：这类许可证的规定与使

用代码的方式相关，在某些使用方式下可能会引发互惠许可证的相关义务。因此，各

种开源软件许可证的性质并不相同，经过自由软件基金会（Ｆｒｅ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认证的所有许可证之间未必一定互相兼容。

非开源软件的许可证意味着许可方不会明确授予被许可方所有权利。涉及自由

使用、修改和分发的权利均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专有许可证（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ｌｉｃｅｎｃｅｓ）规定。

学术型许可证（如ＢＳＤ、ＭＩＴ）与互惠型许可证、关联型许可证以及专有许可证均

互相兼容；关联型许可证（如ＬＧＰＬ）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互惠型许可证兼容，但仅在非

常有限的范围内与学术型许可证和专有许可证兼容；而互惠型许可证（如ＧＰＬ）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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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与同类型的许可证兼容，这意味着需要在同一类型的许可证下发布衍生作品。

使用开源软件存在成本方面的优势。但各种不同的软件组件可能基于不同的许

可证，尽管使用这些组件开发的最终软件产品可能在技术上非常完美，但在法律上并

不可行。许可证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对软件开发存在严重威胁，需要进行相应的管理。

然而，软件开发过程非常复杂，若仅由律师进行管理而缺乏相应的知识产权和许可证

管理人员，可能会失去软件市场化的机会。有鉴于此，被许可方需要选择合适的许可

证来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

最后，为提升软件知识产权的管理水平，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总结出以下几点

实务操作经验：

（１）对被利用的第三方软件代码进行相应的追踪，确认代码获取的来源、作者以

及代码发布的许可证；

（２）为了便于选择具有兼容许可证的代码组件，最终产品的许可策略需尽快确

定；

（３）代码的贡献者及相应规则需查明并逐一确认；

（４）软件开发项目应从法律角度进行全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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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德公司利用专利分类体系开展技术预测

２０１４年９月，美国兰德公司（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发布题为“利用美国专利分类法

进行技术预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Ｕｓ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研究报告，包括技术领域商业化前景预测中的新兴技术识别、特征提取以

及分析评议方法。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的专利分类系统已被用于数以百万计的技术文档分

类。该分类系统不仅是技术描述工具，还是专利审查员认可的所有科技领域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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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工具。某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的迅速增长预示该技术正在传播到新兴或通常

被认为相关性不大的技术领域，同时也是新技术出现和产业化开始的信号。另一方

面，专利持有或投资机构通过自身专利组合的Ｓ曲线可了解：（１）某技术领域中专利

申请机构的申请范围和关注程度；（２）某技术初见端倪时，特定专利申请是在何时出

现。该报告的重要发现如下。

　　１．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可指导分析

特定领域相关专利的大量申请可表征新技术传播到新的且往往相关性不大的领

域。专利申请快速增长是新技术出现和产业化开始的信号。

　　２．Ｓ曲线可用于揭示技术的兴起

当某技术与其他技术的分类或子分类形成越来越强的关联时，就会出现专利申

请或授权量的Ｓ曲线图。根据新出现的某技术分类专利的年度申请量 Ｓ曲线，该报

告定义了技术转移中潜在价值度量指标。该指标可帮助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或私

营企业的技术转移人员寻求专利组合价值最大化或者增大胜诉机会。某技术分类专

利出现的时间点，可分析个人或机构的专利组合是处于该领域的领先还是跟随地位。

通过分析机构专利的技术创新性，对比特定领域领先或跟随地位的机构的特征。技

术传播到新领域的分析提供了预测未来技术可能在哪些领域出现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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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牛津教授评论 ＷＩＰＯ未来改革问题与发展建议

【摘要】２０１７年 ＷＩＰＯ将迎来成立５０周年的里程碑时刻，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

同时ＷＩＰＯ也面临着机构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机构治理改革关乎其未

来发展走向，同时也是联合国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此，国际知名专家牛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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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ＣａｒｏｌｙｎＤｅｅｒｅＢｉｒｋｂｅｃｋ日前发表评论，就 ＷＩＰＯ未来机构治理改革的重

要意义、ＷＩＰＯ机构治理现存问题以及机构治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深入分析并

提出建议，本文就评论的要点予以简要介绍。

到２０１７年，成立于１９６７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就将走过５０年历程。

作为担负激励全球创新使命的知识产权专门机构，ＷＩＰＯ在新环境和新背景下的未

来发展走向始终为各界所关注。２０１４年８月，联合国联合审查组（ＪＩＵ）发布《ＷＩＰＯ

管理及运行审查报告》，指出了目前ＷＩＰＯ机构治理存在的核心问题，并建议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大会对ＷＩＰＯ治理体系及其目前的运行情况进行审查，以强化该组织自

身的治理能力。刚刚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２日召开的第５４届 ＷＩＰＯ成员国大会就多项

机构改革议题达成一致，为全面启动面向未来的机构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机遇。

基于上述背景，日前国际知名学者、政府及机构治理研究专家、牛津大学教授

ＣａｒｏｌｙｎＤｅｅｒｅＢｉｒｋｂｅｃｋ发表专题评论，就 ＷＩＰＯ未来治理改革的重要意义、ＷＩＰＯ机

构治理现存问题以及机构治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建议。

　　１．机构治理对于ＷＩＰＯ的重要性

机构治理关乎ＷＩＰＯ成员国的职权行使及其对 ＷＩＰＯ战略方向的把握。ＷＩＰＯ

机构治理体系涉及本身的法律基础、决策机制以及财务管理等核心事务。

首先，对于ＷＩＰＯ而言，与机构治理相关的制度及事务比以往更加重要且更易引

发争议。在鼓励创新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均将更为经济和可开放获取的知识与技术

研发作为最优先的发展方向，知识产权管理规则及制度日益为决策者和公众所关注，

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强烈要求在该领域决策过程中拥有话语权。

第二，ＷＩＰＯ作为国际知识产权事务磋商首要的多边论坛，确保机构治理同其目

标相适应至关重要。而当前公认的多边机制正受到日益增多的双边、地区协议以及

诸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合作（ＴＴＩＰ）”和“跨太平洋合作（ＴＰＰ）”等跨界谈判的威

胁。作为联合国负责知识产权的关键部门，在准则制定和开发合作所需的多边手段

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及其优先发展方向的协调以及旨在平衡各成员国社会福

祉目标的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等方面，ＷＩＰＯ机制代表着最佳选择，为达到上述预

期，ＷＩＰＯ必须积极致力于相关前沿政策议题。

第三，公众对于国际组织改善其治理能力的期望愈发高涨。尽管，如果按照专业

化水平、财务稳定性以及吸引成员国及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管理的能力等标准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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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其他机构远比ＷＩＰＯ所面临的发展障碍更为严峻，但 ＷＩＰＯ各成员国必须迎

合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确保机构治理能力的提高与完善。

此外由于ＷＩＰＯ当前所存在问题正日益阻碍整个机构的正常运营，所以 ＷＩＰＯ

成员国在应对机构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方面均具有共同的利益。

总之，改进机构治理对于把握知识产权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维护ＷＩＰＯ在相关

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公信力以及确保其作为国际合作多边机制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２．目前ＷＩＰＯ在机构治理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ＷＩＰＯ成员国及相关利益方所指出的ＷＩＰＯ的治理缺陷主要包括：缺乏对成员国

的问责机制和公众透明度，预算审查和内部管理薄弱，在规则及程序制定方面存在由

发达国家主导的倾向，“官僚文化”妨碍了在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过程中对于新方法的

应用，不合理的机构设置影响了协定的谈判和通过进程以及未能有效推动公共利益

非政府组织参与相关事务。

此外，产业界还担心ＷＩＰＯ在财务管理方面的缺陷会使相关经费有被组织占有

的风险，他们认为既然已向ＷＩＰＯ缴纳了相关服务费用，就应当被赋予相应的在ＷＩ

ＰＯ其他事务中的决策权。同时，决策程序过时、会议低效和协定谈判缺乏活力等也

为成员国所诟病。

２０１４年８月，联合国联合审查组（ＪＩＵ）的《ＷＩＰＯ管理及运行审查报告》为ＷＩＰＯ

改进现存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依据。审查报告认为，ＷＩＰＯ组织管理体系过于复杂、许

多部门正式决策过程缺失、过分强调非正式决策机制，这些问题使得整个机构在一系

列重要事务方面难以达成一致。在其他方面，报告特别指出 ＷＩＰＯ需要改进项目和

预算委员会（ＰＢＣ）的权力交接以及事关重要战略性问题的政策制定。

尽管，在诸多问题上成员国无法达成一致主要是因为各成员国及其内部相关群

体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着不同的利益，但分歧反复产生则同时反映了 ＷＩＰＯ在机构治

理方面所存在的深层问题。总之，ＷＩＰＯ薄弱的治理体系加剧了其在推动相关实质

性问题及解决紧张局面方面的挑战。

　　３．ＷＩＰＯ机构治理改革的挑战性

ＷＩＰＯ所面对的治理的挑战性十分严峻，这主要源于其机构治理在政治、技术以

及机构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复杂性。

自创立至今，ＷＩＰＯ所处的环境和形式都发生了剧变。同时，其创建之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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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知识产权协定管理和技术服务的职能也已大大扩展和多样化，ＷＩＰＯ目前还

承担着处理复杂和高度政治化的相关政策及法律事务的职责。此外，自身的规模也

不断扩大（人员规模已由１９９２年的５４４人增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９６人），预算规模也已超

过６．７亿瑞士法郎（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财年）。

自从知识产权法律设立至今，知识产权决策制定不仅受到相关利益者的高度关

注，而且在消费者与知识创造者这两个完全相对立的利益方之间的权益争议始终存

在。

对于知识产权管理者而言，正面临着技术的迅速变化、商业模式的多元化、知识

产权政策手段的多样化以及在众多领域法律与技术、创新实践的交叉融合，由此导致

了创新生态的演化速度大大超过了决策者能力提升的步伐。

ＷＩＰＯ面对着管理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利益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寻

求发达国家要求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知识产权应当被更

广泛地应用之间的平衡就成为 ＷＩＰＯ的持久使命。尽管，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话语

权方面，ＷＩＰＯ没有像其他国际经济组织面临同样的组织结构问题，但发展中国家日

益寻求解决在ＷＩＰＯ准则制定及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基于ＰＣＴ框架，通过收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费用实现经费自给的运营模

式也使得ＷＩＰＯ的财务管理一直备受质疑。随着知识产权利益相关者的不断增多，

ＷＩＰＯ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协调传统利益方和新的利益方以及不同公共科研

机构与公共利益社会团体之间的权益。

此外，伴随相关知识产权协定的不断发展，其治理体系的逐步演化也使得ＷＩＰＯ

成为联合国内部管理体系最为复杂的机构之一。

　　４．ＷＩＰＯ未来机构治理改革优先关注的问题

关于ＷＩＰＯ的治理，各成员国首要深思的问题是促进共同利益领域的国际合作

以及致力于利益分歧领域争端的解决和利益的平衡。具体涉及以下６方面的问题：

（１）提升决策制定过程的效率、增加透明度。主要是如何改进ＷＩＰＯ会议成效问

题，具体涉及：决策制定过程、主席的推选、会议文件管理以及主席报告及工作总结的

法律地位等。上述相关事项可以通过修订 ＷＩＰＯ一般会议议程规则来完成（ＷＩＰＯ

一般会议议程的最近一次修订时间是１９７９年）。

（２）完善ＷＩＰＯ监督审查机制，确保组织职责的贯彻落实。

（３）研究和制定在 ＷＩＰＯ各项事务及其参与的事项（不仅仅包括以观察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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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活动）中同地区团体和协调方进行磋商的指导方针以及与不同利益方合作的

相关政策。

（４）设计制定ＷＩＰＯ机构负责人在整个任期内关于其总体绩效的反馈及审核程

序。

（５）应对ＷＩＰＯ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核心挑战，尤其是其机构治理体系及职权的复

杂性问题。各成员国应当认真考虑关于精简机构治理体系的提议；设立专门的执行

机构；对计划及预算委员会（ＰＢＣ）及其外设机构的职能进行审查；持续关注正在开展

的主要发展事务，包括落实“发展议程监测及协调机制”；针对高层决策制定及重要

问题和紧张局势的研讨，优化ＷＩＰＯ委员会内部结构。ＷＩＰＯ各成员国同时还应当就

充分认识其职权开展建设性、前瞻性的对话。

（６）就ＷＩＰＯ的财务管理达成共识，特别是关于其核心收益（不仅包括服务收

益，还包括政府资助、信托基金以及其他潜在合作方和捐赠方的资助）的管理、收益

的可持续性以及收益对于ＷＩＰＯ战略方向和各成员国及不同相关利益方职责的影响

问题。

总之，在ＷＩＰＯ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各成员国应当积极应对挑战、迎接机遇，共同

致力于构建面向未来崭新发展阶段的机构治理体系。

张树良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９／２６／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ｉｐｏ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５０

ｙｅａｒｓａｔｉｍｅ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牽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ＩＰＷａｔｃｈ＋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ｓ＆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ｂ０６７６６８７ｅ６ＷＥＥＫＬＹ＿ＳＵＭＭＡＲＹ＆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ｅｍａｉｌ＆ｕｔｍ＿ｔｅｒｍ＝０＿ｂ７８６８５６９６ｂ

ｂ０６７６６８７ｅ６３５２１４４０６５＃ｂｉｏ

原文标题：ＩｎｓｉｄｅＶｉｅｗ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ＩＰＯ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ｘｔ５０Ｙｅａｒｓ：

ＡＴｉｍｅ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

技术观察

主要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知识产权分析

【摘要】本研究以小麦、水稻、大豆三种作物的分子育种技术为研究对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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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数据库和 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平台数据，借助

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Ｉ、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技术功效矩阵分析以及中国科学

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等工具，对其进行了国际专利申请与保护态势分析，揭示了

我国在该领域面临的潜在知识产权风险，并针对相关研究的布局与策略给出了

建议。

种子是粮食生产的源头，在促进粮食增产的诸多科技因素中，作物品种改良是最

重要推动力之一。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组学和系统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以及基

因组测序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转基因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等分子育种技术［１］

逐渐成为当前作物育种的重要途径，分子育种产业也已成为国际农业科技与经济竞

争的焦点。

本研究针对小麦、水稻和大豆三种主要作物分子育种技术开展知识产权分析，以

期全面揭示分子育种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本研究以德温特创新索引（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ＩＩ）数据库和 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平台数据［２］为数据源，利用

“关键词＋ＩＰＣ分类号”的方式构建了检索策略，并综合利用自动检索和人工判读的

方法，确定了精确的分析数据集合。数据更新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数据分

析利用了 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公司的 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ＤＡ）和 ＴＩ，Ｄｉａｌｏｇ公司的

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以及专利技术功效矩阵分析等。

［１］由于分子模块设计育种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转基因育种技术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
种技术进行了专利分析。

［２］数据库涵盖了世界４０多个专利受理机构的专利文献，数据采集具有普遍代表性。
［３］专利中无明确名称的品系或植株均归为种质资源。

根据转基因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的技术流程及特点，本研究将作物分

子育种技术进行了二级技术分类。其中一级分类包括“基因挖掘”、“转基因技术”、

“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品种”以及“其他技术”５种技术构成；针对每种技术构成进
一步细分了关键技术要素，形成了二级技术分类。其中“转基因技术”进一步细分为

载体系统、遗传转化、筛选、种质资源创制［３］等技术要素；“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分为

分子标记和技术方法；“品种”包含转基因品种和标记辅助选择品种；ＲＮＡ干扰、芯片
技术、基因组编辑等技术统称为“其他技术”（图１）。

　　１．国际专利申请宏观态势

　　（１）专利申请数量及年度变化

通过数据库检索并经人工判读，本研究获取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相关专利申

３１知识产权动态



图１　主要农作物分子育种技术要素组成

请数量分别为：小麦３４３３项［４］（１８５１８件），水稻４８６６项（２２５９５件），大豆４７０３项

（１８３２５件）。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相关专利申请量的年度变化趋势非常相似（图

２）：专利申请活动起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至中期，专利申请活

动开始活跃，数量波动上升；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２００７年左右，专利申请数量大幅

增加，２００７年之后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下降。由于专利申请与公开之间存在１８个月

的时滞，因此２０１２与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仅供参考（下同）。

［４］ＤＩＩ专利数据库中专利记录是以专利家族为单位进行组织的，其一“项”专利技术是一个专利家族，如果该项
专利技术在多个国家提交申请，则在统计分析中，一项专利对应多“件”专利。在进行专利分析时，本报告对专利

的“项”数和“件”数做了区分，并进行了标识。

图２　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

　　（２）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约在全球４０个国家／地区有专利申请，跨国布局态势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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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其中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专局、中国、澳大利亚的受理量位居前五，

具体排名因作物的不同略有差异（图３）。美国是最受关注的市场，其受理的大豆分

子育种专利的数量占全球大豆分子育种专利申请总量的三分之一多，小麦、水稻专利

受理量的相应占比超过２０％。我国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地区，近三年相关专利受理

量占我国相关专利受理总量的比例均超过了３５％。在以专利为载体的三种作物分

子育种技术的国际流动中，美国处于明显的技术输出地位，中国则处于技术输入地

位。

图３　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３）主要申请机构

杜邦、巴斯夫、孟山都、先正达和拜耳等大型跨国公司是相关专利申请的主要力

量（表１），这５家企业在三种作物分子育种领域的专利合计申请量分别占三种作物

专利申请总量的６１５％（大豆），５６８％（小麦）和４７６％（水稻）。此外，美国生物酶

厂商Ｖｅｒｅｎｉｕｍ公司［５］在三种作物育种技术专利申请上也具有较突出的优势。在大

豆分子育种领域，企业的表现更为突出，全球大豆分子育种技术专利申请量位居前

１０的机构均为企业，除上述５家企业外，还包括史坦恩、陶氏益农等。在水稻分子育

种技术领域，日本烟草公司具有一定研发优势。上述跨国公司对相关技术采取了多

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基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保护。

［５］该公司已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被巴斯夫公司收购。

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相关专利申请中也占据一定的地位，其中澳大利亚科工组织、

日本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和日本农业食品综合研究机构的表现较为突出。与这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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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比，我国机构在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上的排名相对靠后，主要申请机构有农科院作

科所、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南京农大、中科院植物所、深圳华大基因、华中农大、浙江大

学和东北农大。在三种作物中，我国机构在水稻分子育种领域的优势相对突出，大豆

方面的劣势较为明显（表２）。
表１　跨国公司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排名

专利申请
机构

所属
国家

小麦 水稻 大豆

申请量
排名

申请国家／
地区数量

申请量
排名

申请国家／
地区数量

申请量
排名

申请国家／
地区数量

杜　邦 美国 １ ２７ １ ２９ １ ３０

巴斯夫 德国 ２ ２６ ２ ２７ ３ ２１

孟山都 美国 ３ ２３ ３ ２５ ２ ２７

先正达 瑞士 ４ ３６ ４ ２８ ４ ２７

拜　耳 德国 ５ ２７ ５ ２６ ６ ２５

美国Ｖｅｒｅｎｉｕｍ公司 美国 ６ １６ １０ １６ ８ １５

陶氏益农 美国 ７ ２１ ８ ２１ ７ ２２

日本烟草公司 日本 ２６ １３ ７ １４ ５５ １２

史坦恩 德国 － － － － ５ ５
注：“－”表示未进入专利申请量前１０排名。

表２　科研机构和大学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排名

专利申请
机构

所属
国家

小麦 水稻 大豆

申请量
排名

申请国家／
地区数量

申请量
排名

申请国家／
地区数量

申请量
排名

申请国家／
地区数量

澳大利亚科工组织 澳大利亚 ８ ２２ １６ ２０ １５ ２１

日本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 日本 ９ １７ ６ ２０ １８ １５

日本农业食品综合研究机构 日本 １８ １３ ９ １７ ４１ １１

农科院作科所 中国 ２０ ３ ７９ １ ６３ ２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中国 ３７ ５ １８ ７ １９ ５

南京农大 中国 ４６ ２ ５６ ２ ６５ １

中科院植物所 中国 ５４ ２ ３５ ２ １８０ １

深圳华大基因 中国 ７５ １ ２３ ３ － －

华中农大 中国 ９０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１ ９

浙江大学 中国 ４２９ １ ２５ ６ ３５５ １

东北农大 中国 － － － － ８８ １
注：“－”表示未进入申请量前１０排名。

　　２．在华专利申请分析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向我国提交的相关专利申请逐渐增多，２０１０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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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申请高峰。其中杜邦、巴斯夫、孟山都、先正达和拜耳在我国的专利申请活动

较为活跃，均进入在华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这些公司非常注重在我国的专利保护，

有效专利维持时间长，在审专利数量较多，且很少有因未缴费、主动放弃或专利期满

而出现专利失效的情况，相对而言我国机构因专利未缴费而失效的情况较为多见

（表３）。
表３　主要机构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及法律状态（单位：件）

机构 授权 审中 撤回 未缴 驳回

小麦

巴斯夫 ４０（２０．９％）１１３（５９．２％）２９（１５．２％） ２（１．０％） ７（３．７％）
杜邦 １７（１９．３％） ４８（５４．５％） １９（２１．６％） ０ ２（２．３％）

农科院作科所 ３７（５３．６％） ９（１３％） ７（１０．１％） １２（１７．４％） ４（５．８％）
先正达 １４（２０．９％） １６（２３．９％） ２８（４１．８％） ５（７．５％） ４（５．９％）
孟山都 １７（２６．６％） ２３（３５．９％） ２１（３２．８％） ０ ３（４．７％）
拜耳 １５（３０％） ２０（４０％） ７（１４％） １（２％） ７（１４％）

南京农大 １９（５０％） ８（２１．１％） ２（５．３％） ９（２３．７％） ０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１９（５４．３％） ９（２５．７％） ４（１１．４％） ３（８．６％） ０
中科院植物所 １７（５６．７％） ０ １（３．３％） ８（２６．７％） ４（１３．３％）
深圳华大基因 ２２（８４．６％） ４（１５．４％） ０ ０ ０

水稻

巴斯夫 ４１（２１．４％）１２０（６２．５％）２３（１１．９％） １（０．０５％） ７（３．６％）
华中农大 ５５（５６．１％） １９（１９．４％） １０（１０．２％） １３（１３．３％） １（１％）
浙江大学 １７（１７．９％） １３（１３．７％） ２４（２５．３％） ６（６．３％） ３５（３６．８％）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５９（６２．８％） １９（２０％） １０（１０．６％） ４（４．３％） ２（２．１％）
深圳华大基因 ６７（９１．８％） ６（８．２％） ０ ０ ０
先正达 ２２（２７．８％） ２０（２５．３％） ２５（３１．６％） ４（５．１％） ６（７．６％）
杜邦 １７（１９．１％） ４７（５２．８％） ２１（２３．６％） ０ ２（２．２％）
孟山都 ２２（２９．３％） ２９（３８．６％） ２１（２８％） ０ ３（４％）

中科院植物所 ３３（６１％） １１（２０．４％） １（１．９％） ５（９．３％） ４（７．４％）
中国农大 ３１（６３．３％） ９（１８．４％） ４（８．２％） ５（１０．２％） ０

大豆

杜邦 ２０（２１．３％） ４６（４８．９％） ２３（２４．５％） ３（３．２％） ０
巴斯夫 １９（２１．１％） ３８（４２．２％） ２６（２８．９％） ７（７．８％） ０
孟山都 ２５（２９．４％） ３４（４０％） １９（２２．４％） ６（７．１％） １（１．２％）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３４（６４．２％） ９（１７％） ５（９．４％） ３（５．７％） ２（３．８％）
先正达 ９（２１．４％） １３（３１％） １７（４０．５％） ２（４．８％） ０
拜耳 ８（２２．９％） １６（４５．７％） ５（１４．３％） ４（１１．４％） ２（５．７％）

陶氏益农 ２（６．７％） ２６（８６．７％） ２（６．７５％） ０ ０
农科院作科所 １６（５９．３％） ７（２５．９％） ２（７．４％） １（３．７％） １（３．７％）
南京农大 １３（５６．５％） ６（２６．１％） ３（１３％） １（４．３％） ０
东北农大 １１（６１．１％） ３（１６．７％） １（５．６％） ３（１６．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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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专利技术布局与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１）专利技术布局

从技术功效角度分析，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挖掘是目前三种作物分子育种领域

研发的热点。在小麦和水稻的相关专利申请中，基因挖掘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占比分

别为６０％和５８％；在大豆专利申请中，品种专利申请量最多，占比约为４０％。大豆在

基因挖掘方面的专利申请量仅次于品种，占比约为３９％。在育种方法上，三种作物

均是转基因技术专利申请量较多，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专利申请量相对较少；而且

在品种专利申请中，几乎都是转基因品种（图４）。

图４　三种作物专利申请量的技术分布

小麦和水稻两种作物的专利技术布局较为相似，主要集中在抗生物胁迫、生长发

育及品质相关的基因挖掘方面。其中，抗生物胁迫相关专利涉及抗病和抗虫等性状

的基因分离、载体构建、遗传转化及转基因品种培育等；生长发育相关专利包括育性、

生育期、根系和株高等性状的基因分离、载体构建、分子标记开发和种质资源创制；品

质相关的专利涉及淀粉、蛋白、氨基酸、脂肪酸等相关基因的鉴定、载体构建和种质资

源创制（图５、图６）。

在大豆分子育种的技术布局中，转基因品种专利申请量最多，主要涉及抗生物胁

迫（主要是抗虫且以转Ｂｔ基因为主）和抗除草剂性状（主要是草甘膦）。在基因挖掘

专利中，涉及品质改良的最多，主要包括脂肪酸、油含量和维生素等（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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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小麦分子育种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

图６　水稻分子育种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

图７　大豆分子育种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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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核心专利的技术演进分析

利用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专利强度指标［６］遴选出１１件小麦抗病分子育种技术的核心专

利［７］，并通过研读专利内容分析了该技术的演进过程（图８）。可以看出，小麦抗病基

图８　小麦抗病分子育种相关核心专利的技术演进

［６］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数据库提供了专利强度（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分析指标，该指标是根据专利权利要求数量、引用先前技
术文献数量、专利被引用次数、专利及专利申请案的家族情况、专利申请时长、专利年龄、专利诉讼等十余个专利

价值相关指标计算得到，可用于专利重要程度，专利维护决策、诉讼风险的确定、优先权结果以及与其他专利的比

较等多方面的评价。专利强度分０～１０，依次为０～１０ｔｈ，１０ｔｈ～２０ｔｈ，……，９０ｔｈ～１００ｔｈ。
［７］指经过人工判读后专利强度排名前５或者强度大于８０％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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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核酸序列、载体系统和种质资源创制等转基因技术相关的核心专利主要分布在

１９９１至２００１年，分子标记开发及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的核心专利集中出现在２００３至

２０１１年［８］。其中，上世纪９０年代小麦抗病分子育种相关的核心技术主要由大型跨

国公司掌控，其专利布局已覆盖基因挖掘、技术开发、种质资源创制等整个技术链条；

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分子标记的兴起及其在育种中的广泛应用，包括抗病基因／ＱＴＬ的

分子标记及相关育种技术方法在内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技术研发逐渐活跃，相

关核心专利被科研机构和大学掌握。

［８］时间均为优先权年，其中部分专利虽然申请时间较晚，但其所在的专利家族中存在较早的申请成员，故其优
先权年采用最早的日期。

从大豆抗除草剂分子育种核心专利的技术演进分析可知（图９），该领域的核心

专利主要集中在基因／核酸序列、载体系统和转基因品种上，而且这些核心专利都掌

握在先正达、杜邦、孟山都和拜耳等大型跨国公司手中。从发展历程上来看，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该领域的研发重点是遗传转化技术；在９０年代中期，研发重

点转向了载体系统相关技术；从９０年代末开始，重要农艺性状相关基因的挖掘和转

基因品种的培育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分子标记开发及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方法虽然也

有涉及，但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核心技术。

　　（３）知识产权风险分析

从种业创新价值链上看（表４），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在创新价值链的上、

中、下游均有布局，其中基础研究集中于基因／核酸序列的鉴定和克隆，技术开发集中

在载体系统的构建及改进，品种培育包括转基因种质资源创制和转基因品种的选育。

我国机构的研发活动侧重创新价值链的上游，在基因／核酸序列研究方面的申请量较

多，在技术开发和品种培育上的专利较少，价值链不完整。经过判读分析核心专利，

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的核心专利被跨国大公司所把持，我国分子育种技术市场化

发展面临较高风险。

　　４．小结

（１）主要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的发展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该技术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该技术已趋于成熟。其中，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

挖掘和转基因技术是分子育种技术领域研发的热点，在大豆相关专利中，转基因品种

专利数量最多。

（２）作物分子育种技术专利的跨国布局已经形成，美国是全球最受重视的技术

市场，中国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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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大豆抗除草剂分子育种核心专利的技术演进

（３）杜邦、孟山都、拜耳、巴斯夫、先正达等大型跨国公司在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

术上占有绝对优势，此外德国史坦恩公司、日本烟草公司分别在大豆和水稻分子育种

技术上也具有一定优势。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已建立起覆盖上中下游的完整的技术研

发体系，并对相关技术采取了多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４）我国在基因挖掘等基础研究以及水稻育种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尚未真

正建立起覆盖基因挖掘—技术开发—品种培育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化技术体系，分

子育种技术研发集中于科研机构和高校，企业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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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三种作物分子育种技术知识产权风险分析［９］

技术内容

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 品种培育

基因／
核酸
序列

分
子
标
记

载体
系统

遗传
转化

筛选
技术
方法

其
他
技
术

种质
资源
创制

转基
因品
种

标记
辅助
选择
品种

小
麦

申请数量（项）

申请人

主要申请人
（总申请量／
基础专利量）

在华主要
申请人
（项）

我国主要申请
人（总申请量
／基础专利量）

杜邦
（６１２／５２５）

巴斯夫
（２９２／１９９）

孟山都
（２４１／１５９）

巴斯夫（１７３）
杜邦 （９０）
农科院作科
所（６６）
农科院作科
所（６６／１５）
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
（４２／２８）
南京农大
（３８／６）

２０４６ １９０ ４７３ ６８ ５７ １７ １４４ ３７７ １２８ ８
８０８ ８７ ２７８ ５０ ４８ １７ １３０ ２４９ ６４ ９

４３１ ２８ ５７ ４ ４ ３ １９ ３６ ３８ ０

２１２ ４ ３０ １ ２ ０ ２ ３２ ２０ ０

１１２ ４ ５３ ７ ４ ２ １２ ３４ １５ ０

１２９ ３ １７ ０ １ ０ １ ２０ ６ ０
６７ ２ ６ １ ０ ２ ５ ７ １ ０

３３ １７ ８ ６ ５ １ ０ ４ ０ １

３３ １７ ８ ６ ５ １ ０ ４ ０ １

３６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１５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水
稻

申请数量（项）

申请人

主要申请人
（总申请量／
基础专利量）

在华主要
申请人
（项）

我国主要申请
人（总申请量
／基础专利量）

杜邦
（５９１／５１６）
巴斯夫
（２８８／１９３）
孟山都
（２３７／１５１）
巴斯夫（１７３）

农科院遗传
发育所（９９）

华中农大（９８）
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
（１０２／２９）
华中农大
（９９／７）
浙江大学
（９５／１）

２８３８ ２５５ ７９９ ８５ ６６ ３８ １９２ ５０３ １６０ ５
１００９ １２０ ３９０ ６８ ６１ ３０ １６１ ３４１ ９８ ６

４４９ １ ５０ ５ ６ １ １９ ３５ １０ ０

２１６ ０ ３１ ０ ２ ０ ２ ２４ １９ ０

１１１ １ ７０ ５ ４ １ １１ ３１ ５ ０

１３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７ ６ ０

８０ １ １２ ０ ０ １ ２ ３ ０ ０

７８ ３ １１ １ ２ ３ ０ １ １ １

８３ １ １２ ０ ０ １ ２ ３ ０ ０

７９ ３ １１ １ ２ ３ ０ １ １ １

３４ １ １１ ０ ３ １ ４ ４ ０ ０

［９］该处的数量统计以“项”为单位，与前述的以“件”为单位的统计，排名顺序略有差异。

３２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４）

技术内容

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 品种培育

基因／
核酸
序列

分
子
标
记

载体
系统

遗传
转化

筛选
技术
方法

其
他
技
术

种质
资源
创制

转基
因品
种

标记
辅助
选择
品种

大
豆

申请数量（项）

申请人

主要申请人
（总申请量）

在华主要
申请人
（项）

我国主要申请
人（总申请量）

杜邦（１１１７）
巴斯夫（６７２）
孟山都（４３５）
杜邦 （８２）
巴斯夫（８１）
孟山都（７５）
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５９）
农科院作科
所（２７）
南京农大
（２３）

１７５０ １５３ ３４６ １３２ １３ ２１ ９５ ３２１ １８５８ ２３
７４７ ９２ ２３０ １１２ １４ １４ ７３ ２０４ ８７ ４
４４５ ４８ ４１ １１ ２ ５ １５ ４６ ５２２ ２
１４７ １５ ３７ １７ ４ ７ １４ ３８ ４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４１６ １９
５６ ３ ４ ０ ０ ２ １ １５ １ ０
５３ ０ ７ ２ ０ ０ ３ １７ ０ ０
４０ １ ６ ５ ２ ５ ６ ８ ３ ０

５２ ２ ４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３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２ ３ ３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董　瑜，杨艳萍，袁建霞，邢　颖，唐果媛
（院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医药健康领域项目群启动会召开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ＳＴＳ）“中小城市及农村普惠
健康服务网络”、“医药研发及临床实验室服务网络”项目群启动会议在苏州医工所

召开。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出席会议并讲话。深圳先进院副院长吕建成、上海药物

所副所长叶阳、新疆理化所副所长阿吉艾克拜尔·艾萨等出席会议，各项目负责人及

主要研究骨干参加会议。会议由科发局副局长段子渊主持。

施尔畏副院长指出“中小城市及农村普惠健康服务网络”要考虑地域、城乡的差

异，兼顾中小城市和农村，通过不同区域示范互相验证并及时调整模型及量表，为下

一步更大范围的应用示范打好基础。“医药研发及临床实验室服务网络”要做好线

上和线下、物理和虚拟、院内和院外网络建设，努力构建“爱看、爱用、管用”的专业服

务网络。施院长对每个项目实施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来自深圳先进院、心理所、上海药物所、新疆理化所、成都生物所、昆明动物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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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生物物理所、上海巴斯德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及科发局生物技术处、高技术

处和科技合作处的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许海云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４０９／ｔ２０１４０９３０＿４２１８７８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为促进中科院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为院内知识产权人员提供系统全面的培

训，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１至２６日在北京举办，１００余位院属

单位主管知识产权工作的科研和管理骨干参加了培训。培训班由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主办，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院科技促进发

展局陈文开副局长出席开班仪式并作《中国科学院ＳＴＳ网络计划及知识产权管理工

作》的报告，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穆荣平主任作《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

理》的报告，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李锡玲副主任主持开班仪式。

陈文开副局长首先总结了我院科技促进发展总体情况，重点介绍了科技服务网

络计划的起源、纲要、发展需求、服务主题及重大产出目标，同时总结了我院知识产权

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重点管理工作。穆荣平主

任重点介绍了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如何将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及科研

项目的立项、实施、结题和成果推广应用紧密结合，提高科研和创新活动的效率，保护

科研和创新活动的成果。

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和中国技术交易所的１５位知识产权专家授

课，培训内容涉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利检索与信息利用、专利申请与审查、专利申

请的复审与专利权的无效宣告程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科研

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与管理规范、知识产权经营模式与策略、专

利技术的价值评估、知识产权投资与融资、知识产权许可与技术合同、专利行政执法、

《专利合作条约》体系概述及审查程序、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分析报告的撰写、微电子

所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及知识产权专员考试相关事宜介绍等。

培训班采用课堂授课、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样化培训方式，使学员在６天时

间内对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和转移转化工作相关知识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在

培训中心和培训班班委会的组织下，培训班为学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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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员之间的沟通和持续交流。

许海云　摘编自

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ｍ．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ｋｙｄｔ／２０１４０９／ｔ２０１４０９３０＿４２１８３０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即时检测与健康监测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由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医院管理协会ＰＯＣＴ专业委员会、首

都医科大学、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的即时检测与健康监测

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陈文开副局长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

联盟以形成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为目标，通过建立“需求来自临床，产品服务临

床”的产品研发模式，搭建涵盖即时检测与健康监测物联网技术体系的关键共性技

术平台和人才培训体系，解决制约我国即时检测与健康监测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关键

理论、关键技术、关键工艺的策略和路径，促进先进技术向企业转移，为即时检测产业

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组织、资源、技术和人才保障。

按照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科技服务网络（ＳＴＳ）计划”，

以实现“四个率先”为目标，恪守“三个面向”的价值取向，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

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建立劳动、知识、技术顺畅转变

为社会财富的通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全体人民。ＰＯＣＴ产品研发与第三方高

端医学检测，是“ＳＴＳ计划”首批支持并启动的重大项目之一，拟联合企业从家用、临

床和第三方等三个层面进行检测服务网络建设和核心技术研发，为医学检测技术服

务市场提供新型技术与服务运营模式。

许海云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ｙｗｚｇｚｄｔ／２０１４０９／ｔ２０１４０９１５＿４２０３４１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信息扫描

国际商会发布２０１４年知识产权路线图

国际商会（ＩＣＣ）发布了２０１４年知识产权路线图，全面简洁地概述了当今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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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的关键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管理和许可、专利质量、统一和简化商标规定、包装

商标的限制、非传统商标和创新。该版路线图更好地反映了企业将知识产权当作为

企业、消费者和社会创造价值的资产的理念，在绪论部分以及商标、商业秘密、域名、

互联网执法、知识产权诉讼、假冒伪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各部分都有较

大更新。

许海云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ｏｄｅ／２６７７

原文标题：ＩＣＣＩＰＲｏａｄｍａｐ２０１４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

ＷＩＰＯ推出多语种术语免费数据库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推出名为 ＷＩＰＯＰｅａｒｌ的数据库，

免费提供多语种科技术语，促进科技术语在不同语种间准确一致地表达，使科技知识

更容易查找和分享。该数据库将涵盖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申请、商标、工业品外观设

计以及ＷＩＰＯ管理的其他条约所涉及的术语。目前已收录基于１０种语言的超过

９００００条术语和１５０００条概念，后续还将定期增加。ＷＩＰＯＰｅａｒｌ提供强大的搜索功

能，可选择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按主题或缩写检索以及模糊、精确和布尔搜索功能。

用户可获得搜索结果的快速列表，并通过“概念图”显示与正在浏览的概念在语言和

主题上相关的其他概念。

许海云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４／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２．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ＷＩＰＯＰｅａｒｌ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ａＦｒｅｅ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

世卫组织主张抗击埃博拉为先解决专利问题在后

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声明如果能够证明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安

全性，疫苗可在１１月份批量生产。ＷＨＯ认为截至目前疫苗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成

为获取潜在疗法和疫苗的障碍，并表示当务之急是找到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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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总干事Ｋｉｅｎｙ指出ＷＨＯ尚未评估这些新药品的知识产权状况，但指出可能已

经存在相关专利申请。无国界医生组织（Ｄｏ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ｒｄｅｒｓ）呼吁不应让治疗费

用因专利而增长到不可承受的程度，应当通过专利权人授权或者政府公共健康安全

保障措施，将相关专利及其他专有技术许可给有能力迅速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

许海云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９／０６／ｗｈｏｆｉｇｈｔｅｂｏｌａｎｏｗｓｏｌｖｅｐａｔ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ｌａｔｅｒ／牽

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ｆｅｅｄｂｕｒｎｅｒ＆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ｆｅｅｄ＆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Ｆｅｅｄ％３Ａ＋ｉｐｗａｔｃｈ＋

％２８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Ｗａｔｃｈ％２９

原文标题：ＷＨＯ：ＦｉｇｈｔＥｂｏｌａＮｏｗ，ＳｏｌｖｅＰａｔ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Ｌａｔｅ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美专利复审法官评价 ＡＩＡ新复审程序影响

２０１４年９月，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ｌ

Ｂｏａｒｄ，ＰＴＡＢ）的代理副审判长ＳｃｏｔｔＢｏａｌｉｃｋ法官就《美国发明法案》（ＡＩＡ）对专利诉

讼的影响作了进一步阐释。Ｂｏａｌｉｃｋ指出截至今年９月，ＰＴＡＢ收到将近２０００份专利

授权后的复审申请，其中双方复审程序（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申请占据大部，将近１７５０

份，有关商业方法专利的复审申请超过２００份。目前有３４８份复审申请已结案，共涉

及约１１０００项权利要求，其中约５０００项权利要求的专利性被提起异议。被异议的权

利要求中，３３４４项权利要求起诉至法院，１７３９项最终被维持。Ｂｏａｌｉｃｋ称这些统计数

据将有助于评估ＡＩＡ法案的影响。

许海云　检索，许　轶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ａ４ａ７９３７ｆ６ａ１０４２１９９ｅｃｂ

ａ２９ｃ６５６４ｆ８９ｃ＆ｖｌ＝１８４６５００９５０

原文标题：Ｎｏｔｓｏｄｅａｄｌｙ牽ＰＴＡＢｊｕｄｇ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ｍｏｒｅｓｔａｔｓｏｎｒｅｅｘａｍ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

洛迦诺协定在日本生效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ＬｏｃａｒｎｏＡｇｒｅｅ

８２ 知识产权动态



ｍｅ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在日本生效。日

本专利局表示，今后将通过参与和筹划国际设计分类的重新策定，努力为日本国民带

来更多便利；日本加入协定有利于在今后国际设计分类修订时结合本国设计产业实

际反映意见。

熊　峰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０９／２０１４０９２４００１／２０１４０９２４００１．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意匠の国际分类を定めるロカルノ协定」が我が国で
#$

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扩大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了让公众和企业等在专利申请时能更容易地找到海外在先技

术资料，从２０１４年９月开始通过专利情报网（ＫＩＰＲＩ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ｒｉｓ．ｏｒ．ｋｒ／），扩

大了日本专利文献检索范围。一方面提供韩语检索服务，另一方面在检索结果和目

录中提供的检索类别也将增加，如检索类别在申请人、申请时间等基础上增添了国际

申请、国际公开、优先权要求信息等类别。

熊　峰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牽ａ＝ｕｓｅｒ．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１．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１＆ｐｇ＝１＆ｎｐｐ＝１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２＿０１＿０１＿０２＆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
＆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３９５９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３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警示须预防智能电网专利纷争扩大化

据全球市场研究公司Ｆｒｏｓ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预计，全球智能电网市场将以每年２８％的增
幅，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８９亿伏增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５２亿伏。韩国今年将致力于推进智能电
表和能源储存的普及工作，并在未来３年内进一步扩大国家智能电网。最近三星电
子拿到了伊拉克智能电表订单、ＳＫ集团也成为德国ＥＳＳ供应商等事例表明，韩国企
业在智能电网海外市场成果显著。但随着智能电网国内外市场份额的增长，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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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纷争也不断增多。专利分析公司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曾在２０１３年报告书中表示，ＡＢＢ、松
下、西门子等企业为了事先预防智能电网专利纷争，会预先分析国外的核心专利技

术，做回避性设计和改良。韩国知识产权局电力技术审查科长提到，韩国 ＬＳ集团为
应对专利纷争，已建立电气·电力联属公司统合应对组，并表示这十分鼓舞人心。

熊　峰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９８６３ｃａ６ｂ３０ｄ５９９６８０ｃ５ｃｂ３ｂｃ４ｆｃｆ９９８

ｃ８ｃ２ａ９ｅｄ１ｃ５８１．ｅ３４ＲａｈｙＴｂｘｍＲｂ４０ＬａｘｙＰａｈａＲａｈｅＲｅ０牽ａ＝ｕｓｅｒ．ｎｅｗ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ｂｏａｒｄ＿ｉｄ＝ｐｒｅｓｓ＆ｃ＝１００３＆ｃｐ＝１＆ｐｇ＝１＆ｎｐｐ＝１０＆ｓｅｑ＝１４００５＆

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２＿０１＿０１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

韩国新药技术首次出口日本

韩国ＪＷ中外制药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日在日本棱镜制药公司支付新药技术专
利费的条件下，与其签订了许可转让合约。此前，韩国的制药公司虽然在新药技术领

域出口过临床阶段的新药备用物品，但是从外国企业收取基础技术的专利使用费还

是第一次。此次，ＪＷ中外制药公司向棱镜制药公司提供的“信号通路抑制”专利是
抗癌制剂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技术，并且已经在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的主要国家／地
区取得了专利授权。制药界相关人士表示，“ＪＷ所持有的基本技术让人们看到了新
药开发的可能性。韩国制药公司的基础技术开发也会更加发达”。

熊　峰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ｊｐ／ｈｌ牽ａ＝２０１４０９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ｃｎｉｐｐｏｕｋｒ

原文标题：韩国の新
%

技术を初めて日本に输出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３日

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签署迄今最大宗许可协议

２０１４年９月 ２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ＬＡＮＬ）与投资公司 Ａｌｌｉｅｄ
Ｍｉｎｄｓ的子公司Ｗｈｉｔｅｗｏｏ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签署了量子加密技术的许可协议，执行
期为２０年，是ＬＡＮＬ迄今为止最大宗的许可交易。该许可用于推进ＬＡＮＬ的量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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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专利的实施，并延伸至此后２０年ＬＡＮＬ加密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当前的随机数生
成器实际使用的数学公式，容易被先进计算机破解，ＬＡＮＬ的加密技术根据光的量子
特性来产生随机数，并迅速制定加密密钥，使得入侵者难以预测。

许海云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９／１０／ｌｏｓａｌａｍｏ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ｓｉｇｎｓｉｔ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ｄｅａｌｆｏｒ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原文标题：ＬｏｓＡｌａｍｏ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ｓｉｇｎｓｉｔｓｂｉｇｇｅｓｔ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ｄｅａｌｆｏｒ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０日

美康奈尔大学欲联合科研和产业界解决食品行业问题

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起一项由食品产业成员、大学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参与的从农

场到餐桌的食品系统问题的行动。康奈尔大学研究所食品系统行业合作伙伴计划

（ＣＩＦＳＩＰＰ）聚集了来自１２个学科６０多名教职员工，寻求解决当前的粮食系统的问
题。如公司需要寻求生产安全、持久和低加工程序的食品，康奈尔大学教师团队可以

参与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ＣＩＦＳＩＰＰ将分配研究人员到定制合作下包括康奈尔大学
纽约国家食品风险中心在内的各个场所，向企业家提供食品加工、食品安全和法规遵

从等方面的指导。

许海云　检索，李姝影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９／１０／ｃｏｒｎｅｌ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ｉｌｌｐａｉ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ｆ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原文标题：Ｃｏｒｎｅｌ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ｉｌｌｐａｉ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ｆ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美夏威夷大学创建创新中心支持创业

美国夏威夷大学（ＵＨ）创建向大学技术投资并促进初创企业取得成功的创新中
心———ＸＬＲ８ＵＨ概念证明中心（ＰＯＣＣ）。中心将寻求具有商业前景的ＵＨ研究，支持
有才华的ＵＨ企业家，并把他们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广泛的发明家网络和企业网络。
成功的初创企业可获得来自于夏威夷大学基金会管理的创业资金更多的资助。学生

和教职员加入ＸＬＲ８ＵＨ需要参加一项由太平洋亚洲创业中心（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ｓｉａｎ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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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开展的企业和商业化教育活动，该中心还为ＵＨ学生和教职员各
自制定了创业项目。

许海云　检索，李姝影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９／１０／ｕ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原文标题：Ｕ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大学或正成为生物医药领域专利流氓新滋生地

加州大学哈斯丁斯法学院（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ａｗ）的一
篇研究论文指出在专利流氓大量涌入高技术领域的同时，生物制药行业也危在旦夕。

该文认为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尚未实施专利的仓储地，为了获得

更多收入，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向专利流氓出售专利，至少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大学明确

提出参与这类交易。此外，专利流氓的手段更为复杂。非执业实体（ＮＰＥｓ）将寻求除
技术企业之外的专利来源，预计将开始转向其他产业，潜在并长期关注技术转移办公

室许可专利或分拆新兴企业；专利主张实体（ＰＡＥｓ）利用其在五大主要研究机构技术
转移办公室寻求的制药领域专利组合来对抗目前在市场上的产品，据报道其所获得

的符合要求的几十件专利中，包括新药物的有效成分、治疗方法、筛选方法以及制备

方法等。

许海云　检索，李姝影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９／０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

ｎｅｗ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ｏｌｌｔａｒｇｅｔ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ｐａｔｅｎｔｓ／
原文标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ｎｅｗ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ｏｌｌｔａｒｇｅｔ：

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ｐａｔ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大学尝试技术转移资金众筹

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开始向公众筹资促进技术转移，越来越多的大学通
过创建和管理技术转移资金众筹平台，开展独立的筹资活动。虽然收益丰厚，但这些

自主筹资方式仍面临着自身管理障碍、行政合规和金融风险。由此，技术转移策略通

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ａｃｔｉｃｓ）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邀请３位专家就“大学资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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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问题参与网络研讨会议。

许海云　检索，李姝影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９／１０／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原文标题：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美律师预测３Ｄ打印技术可能爆发新的专利大战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美国知识产权律师就３Ｄ打印技术可能面临的专利问题展开
讨论。Ｆｉｎｎｅｇａ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ＪｏｈｎＨｏｒｎｉｃｋ认为大多数人尚未充分认识３Ｄ打
印技术对专利态势可能造成的影响，并预言３Ｄ打印技术可能因为权利难以执行而
使知识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多数律师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的进

入，３Ｄ打印技术诉讼风险也越来越大，一系列相关技术开始聚集在３Ｄ打印平台技术
周围，可能爆发类似于近年移动设备出现的专利大战。但是 Ｈｏｒｎｉｃｋ强调大规模的
诉讼爆发还有待时日，在市场和公司成长到足够规模之前，纷争暂时不会出现。

许海云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ｂｌｏｇ／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牽ｇ＝ａｃ５ｅ９８１ｃ１８４２４８７１

ａｃａ８ｂ６ｃｃｃ１７ｂ５ａ６ｆ
原文标题：Ｄｏｎｔｂ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ｔｏｓｅｅａｎｅｗｐａｔｅｎｔｗａｒｂｒｅａｋｏｕｔｉｎ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ｓｐａ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

松下强化知识产权一揽子管理

日本松下集团在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２日发表声明称，将集中集团内部知识产权相关
业务，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成立的推动集团企业化的新公司“松下ＩＰ管理”将于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份正式营运。该公司主要职能是处理集团内部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
和诉讼预防，目的是促进集团事业部的战略发展。

松下公司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的调查中，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国际专
利申请大户。设立新公司有助于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效率，扩大与业务贡献密切相关

的“外向型知识产权活用”，目的是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

熊　峰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ｊｐ／ｈｌ牽ａ＝２０１４０９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ｉｔ＿ｍｏｎｏｉｓｔｉｎｄ

原文标题：パナソニツクが知财の一括管理とビヅネス化を推进する新会社を
#

足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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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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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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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求函，说明

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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