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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Ｇ７集团知识产权对话联合声明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９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七国集团［１］（Ｇ７）知识产权

局负责人对话联合声明，讨论与知识产权（ＩＰ）交叉的领域并承诺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ＷＩＰＯ）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为创新创造者和投资者

提供了信心和确定性，Ｇ７致力于营造一个平衡的国际知识产权环境，以相互支持

的方式鼓励创新创造、造福社会，以及 ＣＯＶＩＤ１９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主要内容

如下。

［１］七国集团（ＧｒｏｕｐｏｆＳｅｖｅｎ，简称Ｇ７）是一个由世界七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组织，目前成员为美国、
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日本。

　　１．知识产权与公共卫生

有效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发展以及让所有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可负

担的疫苗、诊断、药品和其他医疗技术至关重要。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要确保所

有人都能公平获得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在知识产权范围内，这些因

素包括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在共同商定的条件下自愿进行技术转让。Ｇ７支持在

各大洲加快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的制造能力，鼓励在自愿许可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伙伴关

系，以双方商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Ｇ７还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就知识

产权与公共卫生的交叉问题进行建设性参与。

　　２．知识产权和未来技术

Ｇ７意识到灵活的国际知识产权框架有助于支持和鼓励未来技术，同时需要确

保该框架灵活应对新兴挑战和机遇。Ｇ７支持制定共同应对技术变革的方法，并将

与来自商业、技术和研究领域的专家合作以建立理解。Ｇ７注意到知识产权政策的

发展与人工智能（ＡＩ）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人工智能行业（包括技术初创企业和研

究机构）接触，加深Ｇ７对ＡＩ理解的重要性。Ｇ７将共同探讨ＩＰ框架如何能够有效

地支持Ａ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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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知识产权执法的最佳实践

Ｇ７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全球领先。Ｇ７通过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协同，协商解

决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并认识到知识产权执法环境的重要性。Ｇ７将努力改善全球

知识产权执法框架，确保知识产权所有人行使权利的成本效益。Ｇ７还将与合作伙

伴合作，让消费者了解识别和报告侵权商品或内容的可用机制；了解购买正版商品

或内容的好处；以及购买侵权商品或内容的危害。Ｇ７还将努力解决电子商务中的

知识产权挑战，确保消费者规避网上销售侵权内容或假冒产品相关的风险。

　　４．Ｇ７在ＷＩＰＯ的合作

ＷＩＰＯ必须成为一个满足知识产权界需求、具有前瞻性和适应性的组织。Ｇ７

支持并鼓励ＷＩＰＯ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知识产权在创新创造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还

支持利用知识产权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倡议。Ｇ７的目标是使全球知识

产权领导集体保持一致，开展全球辩论，加深全球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制定政策措

施来支持发展，作为平衡全球知识产权体系的一部分。Ｇ７将鼓励ＷＩＰＯ在多边讨

论中进一步加强合作，帮助世界更好地重建。Ｇ７鼓励ＷＩＰＯ在前沿技术领域制定

具体且有影响力的举措，并为其提供适当的资源，研究知识产权的未来。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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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１日

欧盟发布气候中和转型关键创新和技术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ＪＲＣ）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发布了《世界领先研发投资者：为气候中和铺平道路》（Ｗｏｒｌ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ｏｐ

Ｒ＆Ｄ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Ｐ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的报告，重点关注其在实现气

２ 知识产权动态



候中和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该报告延续了对全球Ｔｏｐ２０００研发投资者知识产权（ＩＰ）组合的联合分析，探

讨了其在低碳技术开发和商业化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重视与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此次报告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技术创新，以

应对新的气候中和目标。要点如下。

（１）全球研发和专利活动仍然高度集中在全球 Ｔｏｐ２０００研发投资者中，占全

球私营部门商业研发支出的８７％，占所有技术专利申请的６３％。商业化阶段的集

中度要低得多，领先研发投资者仅拥有６％的商标。研发投资、专利和商标都高度

集中在数百家公司手中，其中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处于领先地

位，日本和欧盟（ＥＵ２７）公司最近开始落后于中国公司。“计算机与电子”“制药”

“运输设备”等行业在研发投资和专利申请方面占主导地位。从知识产权组合来

看，关键行业存在差异：“运输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计算机与电子”领域的公

司主要依靠专利来保护其产品，而“食品”“电信”“制药”领域使用商标多于专利。

（２）８０％以上的世界经济体国家（包括欧盟２７国）已在其政策中宣布到本世纪

中叶实现碳中和，这还需要开发和大规模推广新的低碳技术。世界领先研发投资

者是全球气候相关创新的关键贡献者，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８年，其拥有全球７０％的气候变

化减缓和适应技术专利以及１０％以上的全球气候相关商标，这比其在所有领域的

专利（占比６３％）和商标（占比６％）贡献更大。然而，其他年轻发明人开发了更多

的激进创新，因此更有可能产生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颠覆性发现。

（３）各领域发展存在一定差异。电力生产、运输和建筑行业大量投资与气候相

关的创新，但信息和通信技术（ＩＣＴ）等其他领域在低碳创新方面的投资很少，主要

贡献集中在人工智能（ＡＩ）等使能技术。亚洲国家专注于实现气候中和的少数关键

技术（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氢能），表现出明显的专业化：日本公司在氢能方面

领先，韩国公司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方面领先，中国公司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领先。相

反，总部位于欧盟的公司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专业化，而是对所有与气候相关的技术

保持等同、广泛的技术基础。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并不专

注于气候相关技术的某一特定领域。

（４）从数字革命在发明阶段对气候相关创新的潜在贡献来看，２０％的气候相关

专利涉及数字技术，这表明数字技术在碳密集型经济部门实现绿色转型方面具有

巨大潜力。然而，６０％的气候相关商标与ＩＣＴ相关，远高于其他领域与ＩＣＴ相关的

３知识产权动态



平均占比（约３０％）。因此，使用数字技术来应对气候相关问题在商业化阶段尤为

普遍。

（５）与美国和亚洲相比，欧盟公司的董事会性别均衡程度更高，女性代表至少

占２６％。目前，法国公司董事会的性别比例最平衡。研究发现，专利申请发明人的

性别差距巨大，且不同国家和领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女性发明专利比例最

高的公司位于西班牙（３７％）、美国（２９％）和比利时（２６％）。“制药”“生物技术”

“化学”领域的发明人团队的性别平衡程度最高。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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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２１财年绩效与责任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２０２１财年绩效与责任报告》

（２０２１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Ｒ），主要向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展示

了ＵＳＰＴＯ在２０２１年的成就、未来计划和财务绩效，公布了２０２１财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战略规划》的实施和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部分“管理的决策与分析”介绍了 ２０２１财年 ＵＳＰＴＯ绩效，并公布了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主要亮点包括：（１）颁发可靠的知识产权；

（２）使专利和商标审查能力与当前和预计的工作量保持一致；（３）信息技术现代

化；（４）增强客户体验；（５）推广以使命为导向、注重质量的员工文化；（６）保护海外

知识产权；（７）监测并帮助国会和法院解决动态知识产权问题；（８）维持可持续的

筹资模式；（９）制定知识产权政策。２０２１财年，ＵＳＰＴＯ为四个战略目标共制定了１４

个执行目标、９项关键绩效指标以及对应的年度绩效目标。ＵＳＰＴＯ在２０２１财年完

成了７项绩效指标（表１）。

４ 知识产权动态



表１　２０２１财年战略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战略目标
执行目标
数量

关键绩效
指标总数

已完成的关键
绩效指标个数

未完成的关键
绩效指标个数

Ⅰ．优化专利质量和审查及时性 ４ ２ １ １

Ⅱ．优化商标质量和审查及时性 ４ ５ ４ １

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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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２ －

Ⅳ．实现组织卓越 ４ － － －

合计 １４ ９ ７ ２

第二部分“绩效”详细介绍了每个战略目标的实施情况（表２），并制定了未来

改进目标。

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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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财年 ２０１８财年 ２０１９财年 ２０２０财年 ２０２１财年

专利申请量（件） ６５０，３５０ ６４７，５７２ ６６６，８４３ ６５３，３１１ ６５０，７０３

专利申请量变动百分比（％） ０．０％ （０．４）％ ３．０％ （２．０）％ （０．４）％

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月） １６．２ １６．３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６．９

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变动百分比（％） （６．４）％ ０．６％ （７．０）％ ０．７％ １４．２％

专利平均总审查时间（月） ２５．３ ２４．２ ２３．８ ２３．３ ２３．３

专利总审查时间变动百分比（％） （４．９）％ （４．３）％ ０．０％ （２．１）％ ０．０％

商标申请量（件） ５３０，２７０ ５９４，１０７ ６７３，２３３ ７３８，１１２ ９４３，９２８

商标申请量变动百分比（％） ５．２％ １２．０％ ５．４％ ９．６％ ２７．９％

商标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月） ３．１ ２．７ ２．６ ３．０ ６．３

商标平均首次审查意见时间
变动百分比（％） ６．９％ ２５．９％ （２３．５）％ １５．４％ １１０．０％

商标总审查时间（月） ９．８ ９．５ ９．３ ９．５ １１．２

商标总审查意见时间变动百分比（％）（３．０）％ （３．１）％ （３．１）％ ２．２％ １７．９％

　　１．优化专利质量和审查及时性

改进目标：①优化专利申请审查时效：使审查能力与工作负荷相匹配；从国际

审查合作中获得价值，识别并提供额外诉讼选择机会。②发布高度可靠的专利：提

高专利审查员获取最佳现有技术的能力，探索新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提升技术和

法律培训的内容、交付和及时性，利用专利质量数据来识别待提升的领域。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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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效率促进创新：改善客户申请专利的体验，为 ＵＳＰＴＯ开发面向专利的人工智

能程序，留住和利用人才；协调外联，评估其对专利生态系统的影响。④加强专利

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的运行：提高ＰＴＡＢ程序的一致性、透明性和确定性。

　　２．优化商标质量和审查及时性

改进目标：①优化商标申请审查时效。②发布优质商标。③提升业务效率：ＩＴ

现代化以增强运营；使用商业智能和数据分析来指导决策；保护登记册的完整性；

实施《商标现代化法案（ＴＭＡ）》；改善客户体验；发布关于商标的训练营；通过法学

院扩大商标公益性法律服务；与全球同行和利益相关者合作。④加强商标审判和

上诉委员会（ＴＴＡＢ）的运行。

３．提高美国在国内和全球的领导力，改善全球知识产权政策、执法和保护

改进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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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指导；参与美国其他政府机构、利

益相关者和国会改善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提供国内各级知识产权教育，包括美国

政府机构、利益相关者、公众、州和地方社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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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局提供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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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组织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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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最

佳实践来吸引、招募和留住敬业、多元化、以任务为中心、有才能的员工；继续加强

远程工作环境；提高领导能力，以更好地发展、维持、领导和促进机构多样化员工队

伍的参与和宣传等。②优化ＩＴ交付的速度、质量和成本效益，以实现业务价值：将

项目转化为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倡议；由端到端地加强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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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的互动：启动扩大美国创新的全国委员会；继续法学院诊所认证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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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商标援助中

心；加强支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教育和推广工作；与区域办事处建立战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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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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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定推进大学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与日本工业产权信息和培训中心

（ＩＮＰＩＴ）、产业技术环境局联合制定推进大学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以强化对大

学知识产权支持政策的目标，实现从大学的“种子”技术发展到社会实施的无缝支

援。主要内容如下。

　　１．支援大学制定知识产权经营战略

　　（１）创设产学合作、创业顾问

加强“项目陪跑型支援”，充分利用 ＩＮＰＩＴ此前产学合作活动积累的知识产权

支持经验，向推进产学合作项目的大学及企业派遣知识产权专家，推动研究成果从

理论走向社会实践。加强“咨询、人才培育型支援”，提供产学合作相关咨询，帮助

其解决问题，提高产学合作工作人员的水平。

　　（２）整合ＪＰＯ和ＩＮＰＩＴ的知识产权专家派遣

ＪＰＯ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专家派遣，ＩＮＰＩＴ实施产学研合作、创业顾问派遣，

推进双方在下一个中期计划（２０２４年）之前完成整合、统一实施，构建无缝连接的

支援体系。

　　（３）推进产业技术环境局与ＪＰＯ／ＩＮＰＩＴ的政策合作

加强区域开放式创新中心遴选制度（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ＵＢ）与ＪＰＯ／ＩＮＰＩＴ专家派遣

项目的合作，对于在遴选制度中入选的中心，将通过以下合作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的

支持：考虑在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专家的派遣中对客户提供优惠措施；“种子”技术可

以成为产学合作、创业顾问的对象，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提供配套支持与知识产权

专家，以及知识产权运用咨询。

推进在公共、私营部门发现年轻研究人员项目（ＷａｋａＳｕｐｐｏｒｔ项目），与 Ｊ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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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ＰＩＴ专家派遣合作，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专家在派遣中发掘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

并鼓励其申请ＷａｋａＳｕｐｐｏｒｔ项目，促进项目之间的合作。此外，将ＷａｋａＳｕｐｐｏｒｔ项

目的匹配支持和联合研究阶段纳入产学合作和创业顾问的范围，将通过公开征集

提供陪伴支持。

　　２．培育知识产权人才

　　（１）提高大学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

ＪＰＯ和ＩＮＰＩＴ根据需要派遣和介绍讲师参加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ＵＢ和ＷａｋａＳｕｐｐｏｒｔ

项目的研讨会和培训会议。与产业技术环境局合作，ＪＰＯ／ＩＮＰＩＴ专家派遣将利用

“产学政合作加强联合研究指南”，并对ＪＰＯ即将制定的“促进开放式创新的示范合

同（大学编）”进行宣传，以提升大学相关人员对产学合作的理解，提高知识产权意

识。创建和传播内容，提高知识产权基础知识。ＪＰＯ和ＩＮＰＩＴ将提供实际有效的内

容，通过ＩＰｅＰｌａｔ发布消息，并与产业技术环境局合作，通过大学的产学合作中心

传播。

　　（２）提高支援型人员的技能

与产业技术环境局合作，培养ＪＰＯ／ＩＮＰＩＴ专家派遣的支援型人才，提高其专业

技能，使其能够灵活应用产学合作等方面的最新措施。

　　３．加强对专利授权的支持

ＪＰＯ加强对大学初创企业专利授权的支持，成立国际性的ＩＰ权利化支援项目，

资助大学创业实现商业化的费用，包括向国外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的费用、翻

译费用、国外申请代理费用。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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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预算计划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日，韩国国会投票通过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预算计划，最终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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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７亿韩元，与２０２１年相比同期增长１５６％（６，０６０亿韩元）。韩国将以“强专

利”为中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涉及高质量审查和审判（９７５亿韩元），海外知

识产权保护（２５５亿韩元），ＣＯＶＩＤ１９等未来新兴产业专利技术研发（４００亿韩元），

公益性专利咨询中心（１９亿韩元），加强小型企业知识产权（２６亿韩元）。２０２２年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等主要事业费预算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加２１１亿韩元，达到３，７３８

亿韩元。

２０２２年预算具体内容：（１）提供高质量审查、审判服务和审判支援；（２）加强应

对韩国出口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及扩大国内知识产权保护；（３）为技术自立提供

专利技术基础研发支持；（４）支持标准专利创造加强对外投资。

２０２２年重点投资方向：（１）支持高质量审查和审判服务预算由２０２１年的８６４

亿韩元增至９７５亿韩元（增加１１１亿韩元）；（２）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战略支持由

２０２１年的１０９亿韩元增至１４９亿韩元（增加４０亿韩元），支援企业由３８９家扩大到

４８０家；（３）新设国家核心技术专利管理体系（新增１６亿韩元），以防止韩国核心技

术未经审查海外泄露；（４）强化小型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新增２６亿韩元），支持其商

标申请、知识产权宣传教育以及防止侵权；（５）为实现原材料、零部件、装备领域的

技术独立，韩国将持续支持中小、中坚企业的专利基础涉及的专利战略，预算由

２０２１年的３８４亿韩元增至４００亿韩元（增加１６亿韩元），知识产权研发战略项目由

５２６个增至５４８个，同时将扩大对降低碳排放技术、疫苗开发等未来核心产业领域

的研发支援；（６）为确保未来新产业的主导权及增加专利费收入，韩国将扩大６Ｇ等

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优秀标准专利创造的支持，该部分预算总金额由２０２１年的３９

亿韩元增至６０亿韩元，同时，为避免韩国中小、中坚企业不必要的标准专利使用费

支出，韩国计划扩大标准专利分析事业；（７）为培养符合地区、产业的知识产权专业

人才，扩大了各区域的知识产权重点大学，预算由２０２１年的１８亿韩元增至２４亿韩

元（增加６亿韩元），重点大学由３所增至４所；（８）强化提供免费的“公益知识产权

咨询中心”服务，预算由２０２１年的１６亿韩元增至１９亿韩元（增加３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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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日，为深入落实《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全面强

化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进一步加

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建设提出指导意见。要点如下。

（１）指导思想和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统筹协调和多方

联动，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完善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指导工作体系，加强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和支撑保障，统筹推进知识产权

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切实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有效促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多方联动、问题导向、重点突破。政府部

门牵头整合行业协会、服务机构、企业等各方优势资源，聚焦企业海外维权的痛点

难点问题，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发力，持续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

作体系，切实加大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力度。

（２）工作目标：力争到２０２５年，横向互联、纵向互通、央地协同、合作共享的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基本建立，便捷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

制初步形成，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服

务网络更为完善，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

对能力明显提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

平，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

（３）主要内容：健全工作体系，丰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工作网络．加强指导

服务，提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水平。强化信息服务，优化海外知识产权动态发

布机制。加强专业建设，提升市场主体应对海外纠纷能力。加强组织保障，夯实海

外纠纷应对机制建设基础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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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全球绿色技术专利系列报告

【摘要】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全球绿色技术专利系

列报告，涵盖了海上风电、低碳氢、绿色汽车、先进核电、洪水和海岸防御、碳捕获

利用和封存、绿色建筑和热泵７大领域。

英国政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于２０１９年６月制定了到２０５０年实现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的目标，后续相继发布了《能源白皮书》《工业脱碳战略》《绿色工业革命

十点计划》。本报告是基于《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涵盖的主要技术领域开展的

系列研究，主要分析了７大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数据，检索自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全球专利

数据库ＰａｔｅｎｔＳｉｇｈｔ。报告内容如下。

［２］海上风电主要关注一般风电和海上风电。
［３］ＲＳＩ是指某个国家在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相对强度，即某个国家特定技术领域专利数量占所有技术领域
全部专利数量的比例，与全球该特定技术领域专利占比进行比较。

　　１．海上风电［２］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范围内风力发电相关的有效专利家族数量１６，９１６项，全

球专利活动有所增加。这些专利所涵盖的技术包括风能专用技术（如风力涡轮机

叶片）、风力发电技术（如电网优化）。从全球布局来看，中国最为突出，其后依次是

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从风力发电Ｔｏｐ１０的专利申请来源国的相对专业化指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简称ＲＳＩ）［３］来看，英国的专利相对强度较高，这表明

英国发明人正在积极创造更多的风力发电专利。全球专利申请人中专利申请数量

最多的是中国国家电网、美国通用电气和丹麦维斯塔斯，中国大学也较为活跃。

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３４％。中国国家电网和金风

科技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间增长显著。风能领域机器和电子相关专利占比相当，备用

电源技术（１５４％）占比较大。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英国风力发电有效专利数量２，０４５

项，２０１１年之前提交的有效专利家族数量持续递增，此后有所下降。英国风电领域

活跃的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占比５８％，维斯塔斯和西门子能源有效专利数量最多，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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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利权人的两倍以上。近年来，英国每年发明的专利数量相当稳定。报告以海

上风电作为重点领域进行分析，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０年，全球海上风电相关的有效专利家

族数量１，１４９项，２０１６年开始大幅增长。英国在该领域的专利强度较高。Ｔｏｐ２０

专利申请人的有效活跃专利家族数量较为平均，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３５％。维斯

塔斯和西门子能源在海上风电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通用电气。英国政府计

划将开发海上浮动风力发电能力，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与浮动海上技术相关的专

利活动。

［４］低碳氢既关注氢能，又特别关注低碳氢能。
［５］绿色汽车涵盖汽车、公共交通、航运和航空。本研究更环保的车辆，并特别侧重于喷气零概念（零排放飞
机）。

　　２．低碳氢［４］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范围内氢能相关的有效专利家族数量是１５，５９４项，全球

专利活动显著增加，自２０１４年一直在加速，过去十年中，每年提交的氢能专利数量

几乎翻了三倍。全球范围内，美国、中国和日本是氢能专利保护水平最高的国家。

欧洲范围内，德国专利保护绝对水平略高于其他国家。从氢能技术 Ｔｏｐ１０的专利

申请国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来看，德国专利相对强度较高。汽车行业公司在氢能领

域拥有大量活跃的专利家族，这表明氢能汽车可能是这项技术重要的终端应用。

丰田汽车是该领域的主导者，拥有近８００个活跃专利家族，是本田汽车（约３５０个）

的两倍多，中国科学院位居第６，英国智能能源公司位居第１０。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数量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３２％。据悉，英国智能能源等公司将在开发低

碳氢能技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帮助英国在２０３０年前实现低碳能源生产的５ＧＷ

目标。

　　３．绿色汽车［５］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范围内绿色汽车的有效专利家族数量是２５９，６４１项，每

年申请的专利数量都大幅增加，近年来增速加快，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８年，每年提交的有效

专利家族数量增加了近六倍，这反映了全球为开发可持续的交通解决方案所做的

努力。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英国专利申请人的活跃专利家族数量有所增加，英国大部

分活跃专利申请的发明人来自德国、美国和日本，德国发明人表现突出，汽车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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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公司的投资组合最大，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２９％。绿色汽车领域，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专利保护最多的市场，其后依次是日本、

德国和韩国，这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相对市场规模和普遍的专利倾向。从绿色汽车

技术Ｔｏｐ１０的专利申请国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来看，德国是这一领域最专业的国家。

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中，汽车公司占比较大，大部分专利与电池技术相关。零排放飞

机［６］领域的专利活动正在加速，为实现航空净零排放的目标，每年提交的相关专利

申请数量稳步增加。该领域目前有３１，６２７个活跃的专利家族，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８年，每

年提交的有效专利族数量翻了一番。

［６］英国政府成立了喷气式飞机零排放委员会，以帮助开发新技术，实现零排放航空。通过以下组合实现这一
目标：系统效率；可持续航空燃料；零排放飞行；市场和清除；影响消费者。

［７］先进核电既着眼于核电，也着眼于小型和先进模块化反应堆（ＳＭＲ和ＡＭＲ）。

　　４．先进核电［７］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范围内核电相关的有效专利家族数量是１４，７３５项，专利

数量逐年增加，２０１８年专利家族数量是２００１年的十倍多，这表明核电技术领域正

在不断发展。全球专利格局表明，大多数核电专利在中国很活跃，其后依次是日

本、美国和韩国。与其他技术领域相比，俄罗斯在核能领域表现更为活跃。从核电

技术Ｔｏｐ１０的专利申请国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来看，法国是最专业的国家，英国具有

一定的专业水平。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６５％。全

球专利申请人中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是中国核工业集团、韩国电力能源、日本日

立。核电领域１３％专利与反应堆技术相关，与信息和电子相关的发明较少。２００１

至２０１３年，英国核电有效专利数量１，４４０项，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有所减少，与２００３

至２０１３年相比增速放缓。英国核电领域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占比６５％，法国电力集团

（ＥＤＦ）和美国西屋电气有效专利数量最多。报告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ＳＭＲ）和先

进模块化反应堆（ＡＭＲ）作为重点领域分析，每年提交的相关有效专利家族数量

１，８５５项，近期出现增长，韩国显示出了更专业化的水平。纵观英国核电格局，劳斯

莱斯和托卡马克能源等公司在近年来处于英国发明活动增长的最前沿。劳斯莱斯

正在开发英国境内使用的ＳＭＲ，而托卡马克能源公司专注于开发核聚变技术。

　　５．洪水和海岸防御［８］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范围内洪水和海岸防御有关的专利家族数量是２３，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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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专利数量逐年增加。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８年，每年申请的活跃专利家族数量增加了近

六倍。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专利家族数量最多，世界其他地区一半以上的防洪和

海岸防御相关专利家族在中国受到保护，其后依次是韩国和日本，相对而言，美国

并没有预期的突出。从洪水和海岸防御专利Ｔｏｐ１０的专利申请国的相对专业化指

数来看，韩国是该领域最专业的国家，英国专业化并不突出。洪水与海岸防御领域

几乎由中国公司主导。中国电力拥有近８００项活跃的专利家族，并在水电市场较

为活跃，很大一部分专利与水电、筑坝相关。该领域近四分之三的专利与建筑领域

相关。英国洪水与海岸防御有效专利家族数量是５１２项，规模较小，但总体上随时

间有所增加。

［８］洪水和海岸防御包括坝、堤坝、海堤和导流明渠。
［９］碳捕获、利用和封存（ＣＣＵＳ）着眼于碳捕获和储存（ＣＣＳ），并特别侧重于碳捕获和利用／使用（ＣＣＵ）。
ＣＣＵＳ是这两个过程的组合，其中捕获、使用二氧化碳，然后存储任何未使用的碳。

　　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９］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范围内碳捕获和储存（ＣＣＳ）相关的专利家族数量是

７，４４１项，每年提交的活跃专利家族数量大幅增加，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８年几乎增加了四

倍，这一领域的创新不断增长。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和美国占有重要地位，欧

洲、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和日本都有明显的专利活动。从 ＣＣＳ技术 Ｔｏｐ１０的

专利申请国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来看，澳大利亚是最专业的国家，英国具有一定的

专业水平。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占全部专利家族总量的２６％，化工和

能源公司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埃克森美孚数量最多，法国石油研究所（ＩＦＰＥＮ）拥

有多项专利。ＣＣＳ相关专利约有１７％集中在气体分离，２８％专注于二氧化碳吸

收剂。英国ＣＣＳ有效专利家族数量 １，１９８项，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０年有所增加，２０１０年

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英国的专利活动是由英国以外的美国和日本占据主导，

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占有效专利总量的３６％，三菱重工在英国的有效专利数量最为

突出。报告以ＣＣＵＳ作为重点领域进行分析，每年提交的相关有效专利家族数量

１，３５４项，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８年，专利技术创新相对稳定，与 ＣＣＳ整体的趋势相同，中

美专业化特色显著，美国通用电气（ＧＥ）是这一领域最主要的专利权人。ＣＣＳ领

域迅速发展，英国政府正在投资开发 ＣＣＵＳ设施，专利活动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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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绿色建筑和热泵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范围内绿色建筑和热泵相关的有效专利家族数量９９，８５７

项，每年提交的有效专利家族数量增加４００％。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５２，５８１项）

是最活跃的国家，其后依次是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和加拿大。从绿色建筑和热泵

专利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国的专利专业化指数来看，英国专利相对强度较高。从Ｔｏｐ２０

专利申请人中，电气行业运营的公司占据重要地位，智能家居技术等可能是与绿色

建筑相关技术的重点领域。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约占专利家族总量的

１８％。４６％的绿色建筑专利与电子产品有关，１７％与供暖相关，仅５４％与建筑物

直接相关，这表明绿色建筑的发展更侧重于电子产品的使用、家庭供暖。英国绿色

建筑相关专利家族数量７，２７１项，每年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一直在增加。英国绿

色建筑领域专利申请较为活跃的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表现并不突出。荷兰飞

利浦照明在这一领域专利家族数量最多，专注于节能照明产品。近年来，全球热泵

领域专利申请显著增加，反映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发增长趋势，但英国与热泵直接

相关的专利相对较少。

英国政府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开发低碳建筑，而增加使用热泵等低碳技术

可能是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２．７亿英镑绿色热网基金（ＧＨＮＦ）计划将

支持低碳热网项目的商业化，并可能支持从２０２２年起在推广集中供热的热网时使

用的低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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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全球二氧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

专利研发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 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收录的专利数据，对二氧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

（ＣＣＵＳ）技术专利研发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探讨ＣＣＵ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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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ＵＳ专利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中国、美国和日本是

最主要的技术来源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申请人，燃烧后碳

捕获和ＣＯ２转化为化学品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面对日渐明显的温室效应，科学家不断呼吁全球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我国已明确表态和承诺，将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２０３０年前二氧化

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要实现双碳目标，需采取包括

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低碳技术加速研发推广、低碳发

展体制机制健全、生态碳汇增加等措施。碳捕获、利用与封存（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ＣＵＳ）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之一，受到世界各国

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研发力度，在 ＣＯ２驱油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在

产业化方面还存在困难。随着技术的进步及成本的降低，ＣＣＵＳ前景光明。

本文调研分析了２００１至２０２１年全球碳捕获、利用和封存相关专利文献，运用

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展现ＣＣＵＳ技术的专利发展态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为我国

相关研发工作的开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信息。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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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申请号合并后按照专利篇数（件）统计，

进行简单同族合并后按照专利家族数（项）统计，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１．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全球共申请ＣＣＵＳ技术１５，７２５项（２８，５９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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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４年，数量保持２５０至３００项左右，２００６年，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关

注，ＣＣＵＳ专利申请进入快速增长阶段，２０１２年达到阶段性高峰（１，４７２项），２０１３

至２０１５年，专利数量有所下降（可能是技术瓶颈期），２０１６年《巴黎协定》生效，

ＣＣＵＳ专利申请数量再次增长，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达到１，４００项左右。由于专利授权

公开需要２至３年的审查周期，因此２０１９年及之后的专利数量不能完全反应实际

专利申请情况。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碳中和政策出台，ＣＣＵＳ技术专利研发将继续

保持热度。从专利技术构成来看，ＣＣＵＳ主要来自碳捕获技术，碳封存和碳利用专

利数量逐年增长，前期（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２年）ＣＣＵＳ增长主要来自于碳捕获技术专利数

量增长，而后期（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年）专利数量增长中，碳封存和碳利用发挥了重要作

用（图１）。

图１　ＣＣＵＳ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２．专利技术解析

从专利数量来看（图２），近二十年ＣＣＵＳ技术专利以ＣＯ２捕获为主（６１％），其

次是ＣＯ２转化利用（２６％）和ＣＯ２封存（１２％），ＣＯ２运输（１％）相对较少。

ＣＯ２捕获从源头分为直接空气捕获和排放点捕获。空气中二氧化碳丰富但浓

度低，直接空气捕获技术难度较大，当前专利数量较少（５６１项），主要申请人有液

空、林德等，纳米载体、金属复合吸附纤维等是研究的热点。排放点二氧化碳浓度

高更易捕获，根据工艺过程分为燃烧前、过程中、燃烧后和富氧燃烧。燃烧前捕获

是将化石燃料气化成合成气，然后通过变换反应将 ＣＯ转化为 ＣＯ２，再通过溶剂吸

收等方法将Ｈ２和ＣＯ２分离对ＣＯ２进行收集，主要技术研发机构包括空气化工、林

德和液空等，甲烷重整、加压气化、变压吸附是研究重点。过程中捕获是指燃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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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ＣＵＳ技术构成

程中将二氧化碳与其他燃烧气体分离和二氧化碳纯化，沼气净化、高炉煤气是技术

研发重点；富氧燃烧技术采用纯氧或者富氧将化石燃料进行燃烧，燃烧后的主要产

物为ＣＯ２、水和一些惰性组分，水蒸气冷凝后，通过低温闪蒸提纯 ＣＯ２，ＣＯ２浓度可

达８０％～９８ｖｏｌ％，提高了ＣＯ２捕集率，富氧燃烧的主要研究机构有东南大学、中国

华能等；燃烧后捕获的专利数量最多，占所有碳捕获专利的７１７４％，主要专利申请

人包括三菱、东芝、阿尔斯通等，技术热点包括胺类等化学吸收、物理吸附、膜分离

等，吸收配方和吸收工艺是主要的技术创新方向。

ＣＯ２运输技术主要将捕获的二氧化碳转运到封存地点或者转化利用的地方，

二氧化碳运输专利相对较少，主要涉及二氧化碳压缩和固定、管道运输和船舶运输

等，主要研究机构包括韩国海洋研究所和大宇造船等。

ＣＯ２封存技术主要是以地质封存利用为主，生物封存作为补充。地质封存利

用包括驱油、驱气、驱水、驱铀等矿质资源和增强地热等。ＣＯ２驱油专利数量最多，

降低粘度、降低最小混相压力、提高采收率等是研究重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

国石油大学是主要研究机构。ＣＯ２驱气主要利用ＣＯ２驱替煤层气、天然气、页岩气

等储藏气，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大、太原理工大学是主要研究机构。ＣＯ２还可用

于驱替铀等其他矿藏、开采地热能等封存利用方法。将 ＣＯ２与金属元素进行螯合

矿化、注入近海岩层以及封存于深层海底也是ＣＯ２封存主要方向之一。

ＣＯ２转化利用是碳循环的重要环节，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化工利用，比如ＣＯ２转

化成化学品、共聚物材料、建筑材料等，生物转化主要用于植物温室种植和藻类吸

收利用，此外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进行天然产物等物质萃取，作为溶剂也是专利技

术研发的关注方向。转化成化学品是 ＣＯ２转化利用的最主要方向，产物涉及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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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纯碱、小苏打等无机物，甲烷、甲醇、甲酸等单碳平台化学品，也包括乙醇、尿

素、碳酸酯、烷烃类、水杨酸等复杂化学原料，光催化还原、环加成反应、电化学还原

是主要技术路径，该领域研究者众多，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中国

石化是主要研究机构。

［１０］Ａｉ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Ｉｎｃ，美国
［１１］ＬｉｎｄｅＧｒｏｕｐ，德国
［１２］Ａｉｒｌｉｑｕｉｄ，法国
［１３］ＢｏｃＧｒｏｕｐＩｎｃ，美国
［１４］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美国
［１５］ＢＡＳＦ，德国
［１６］ＤｏｗＤｕＰｏｎｔ，美国
［１７］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ｈｅａｖ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日本
［１８］Ｔｏｓｈｉｂ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日本
［１９］Ａｌｓｔｏｍｓａ，法国
［２０］ｋｏｒｅ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韩国
［２１］Ｄａｅｗｏｏ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ｔｄ，韩国
［２２］ｋｏｒｅ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韩国

表３　ＣＣＵＳ技术解析

环节 技术分支 主要专利申请人 技术热点聚类

ＣＯ２捕获
（９６６１）

燃烧前碳捕获
（２３１）

空气化工［１０］（１９）、林德公
司［１１］（１３）、液空公司［１２］（１３）

合成气、甲烷重整、加压气化、
变压吸附、吸附剂、空气液化

富氧燃烧（１７２）
东南大学（９）、中国华能（５）、
林德公司（５）、爱德华兹［１３］

（５）、空气化工（５）

高炉煤气、氧气系统、循环流
化床、催化重整、变压吸附

工艺过程碳捕获
（１１９１）

埃克森美［１４］（４８）、巴斯夫［１５］

（３８）、陶氏杜邦［１６］（３４）
沼气净化、高炉煤气、吸附剂、
气体分离膜、混合基质膜

燃烧后碳捕获
（６８６７）

三菱［１７］（３０６）、东芝［１８］（２０２）、
阿尔斯通［１９］（１４７）

碱土金属、化学吸收、吸附、膜
分离、胺类、钙循环、氨水

直接空气 ＣＯ２
捕获（５６１）

液空公司 （２３）、林德公司
（２０）、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１９）、
ｋｉｌｉｍａｎｊａｒｏｅｎｅｒｇｙ（１９）

离子交换膜、纳米载体、吸附
纤维、光催化、金属复合纤维、
分子筛、吸附剂

未明确（６３９） — —

ＣＯ２运输
（１４０）

ＣＯ２管道输运技
术（１６） 韩国海洋研究所［２０］（４） —

ＣＯ２船舶输运技
术（２７） 大宇造船［２１］（６） —

压缩和固定方法
（６５） 韩国海洋研究所［２２］（５） —

其他运输方式
（３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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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环节 技术分支 主要专利申请人 技术热点聚类

ＣＯ２封存
（１９１２）

ＣＯ２驱油利用与
封存技术（５９４）

中国石油 （５６）、中国石化
（５５）、中国石油大学（５１）

最小混相压力、油回收、表面
活性剂、采收率、强化采油

ＣＯ２驱气利用与
封存技术（３２５）

中国石油大学（２６）、中国矿大
（２０）、太原理工大学（１７）

瓦斯抽采、海底天然气、超临
界二氧化碳、天然气水合物

ＣＯ２驱水利用与
封存技术（１６） — —

ＣＯ２ 开采地热
（９０）

西安交通大学（６）、中国石油
大学（４）、ａｎｔｉＧｉｕｎｉｏＧｕｉｄｏ（４）

地热发电、碳酸亚铁、超临界
二氧化碳

ＣＯ２驱替铀等其
他矿采（１０２）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９）、宁工程技术大学（５）

压裂、浸出采铀、液体二氧化
碳、硫化氢、深部高应力

ＣＯ２螯合／矿化
封存技术（２１２）

蓝星公司［２３］（１３）、卡勒拉公
司［２４］（１１）、壳牌公司［２５］（８）

骨架材料、螯合剂、矿物碳酸
化、高温二氧化碳、高矿度地
层水

ＣＯ２海底封存技
术（１００）

三菱（１０）、中国石油大学（６）、
大宇造船（５）

海洋地质、深层海水、超临界、
海底天然气、珊瑚养殖

其他地质封存技
术（４３５）

中国石化（２３）、中国石油大学
（１８）、中国石油（１７）

二氧化碳井、煤层、压裂、加压
二氧化碳、酸性气体、液态二
氧化碳

生物固碳等其他
封存技术（３８） — —

ＣＯ２转化
利用（４０１２）

ＣＯ２转化化学品
（２６７７）

中科院（１１０）、中国石化（７８）、
巴斯夫（３５）、大连理工（３２）

甲烷、碳酸氢钠、碳酸酯、甲
醇、加氢、光催化还原、环加成
反应、电化学还原

ＣＯ２共聚
物材料（１６８） 中科院（８）、河南工程学院（８）

亚烷基碳酸酯、碳酸环已烯
酯、一维聚合、塑料包装、过渡
金属络合

ＣＯ２转化为
建筑材料（２４１）

苏州负碳谷材料科技公司
（１０）、卡勒拉公司（８）

碳酸氢盐、混凝土、水泥砖、水
混合流体

ＣＯ２生物转化
利用（５８７）

南阳东仑生物光碳科技公司
（１３）、中科院 （９）、本田公
司［２６］（８）

盐生杜氏藻、光生物反应器、
园艺设施、植物组织培养

ＣＯ２超临界
萃取（２８５）

国立中兴大学（７）、华南理工
大学（６）

超临界萃取、活性分散染料、
二氧化碳流体、番茄红素、天
然产物

作为溶剂等
其他应用（５４） — —

［２３］ＢｌｕｅＰｌａｎ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美国
［２４］Ｃａｌｅ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澳大利亚
［２５］Ｓｈｅｌｌ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ｎｙ，美国
［２６］ＨｏｎｄａＭｏｔｏｒＣｏＬｔ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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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国家分布

从专利受理情况来看（图３），中国受理的 ＣＣＵＳ专利最多（占比１９％），美国

（１５％）和日本（１１％）紧随其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欧洲专利局（ＥＰＯ）、

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都布局了相关专利。从专利来源来看（图４），中国

和美国是主要来源国，两者之和占所有专利的５１％，其后依次是日本、韩国、德国、

法国等。

图３　ＣＣＵＳ相关专利受理国家／地区

图４　ＣＣＵＳ相关专利Ｔｏｐ１５专利申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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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要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年度趋势发现（图５），美国和日本在ＣＣＵＳ专利

技术研发方面布局较早，２０１０年之前是主要的专利来源国，美国和日本分别在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开始相关专利数量有所下降。韩国和德国早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专利数量逐年增长，后期（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缓慢下降。中国早期专利数量较少，２００９

年专利数量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２０１１年赶超日本，２０１４年赶超美国，其后一直

是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成为全球ＣＣＵＳ专利的主要增长动力。

图５　主要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年度趋势

从技术布局来看（图６），碳捕获技术是主要来源国的研究重点，专利占比都超

过了５０％，日本碳捕获专利高达７５％，德国和中国较为重视碳利用技术，专利占比

３４％和３２％，中国和美国在碳封存上也布局了一定专利，占比为１６％和１５％，韩国

碳运输专利占比４％。

图６　主要专利申请国主要技术布局

具体来说，五个主要国家在燃烧后碳捕获和 ＣＯ２转化为化学品方面都有较多

的专利布局，中国在ＣＯ２驱气利用、ＣＯ２转化为建筑材料、ＣＯ２超临界萃取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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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专利数量较多，美国在工艺过程ＣＯ２捕获、直接空气碳捕获和螯合矿化方面专利

数量略有优势，中国和美国在ＣＯ２驱油和ＣＯ２生物转化方面也都较为重视，日本、

韩国和德国相对而言专利总量较小，没有显现出特别的优势（图７）。

图７　主要专利申请国专利技术构成

图８　ＣＣＵＳ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

　　４．专利申请人

从ＣＣＵＳ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来看（图８），专利申请量 Ｔｏｐ１０机构中，中国和

日本各占３席、法国２席，美国和韩国各１席。能源和化工企业是ＣＣＵＳ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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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主体，占据８席，研究所占２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申请的ＣＣＵＳ相关专利

数量最多（２８４项），其后是中国科学院、日本三菱等。

从专利申请人的技术分布来看（图９），燃烧后 ＣＯ２捕获是排名前９位的专利

申请人都关注的方向，中国石化集团重点关注ＣＯ２驱油利用与封存、ＣＯ２转化化学

品，中国科学院主要布局ＣＯ２转化为化学品，三菱、东芝、阿尔斯通、埃克森美孚和

日立这些能源日化公司重点关注ＣＯ２捕获技术特别是燃烧后ＣＯ２捕获和工艺工程

ＣＯ２捕获，三菱、日立和液空还较为关注直接空气 ＣＯ２捕集，中国石油大学主要关

注ＣＯ２驱油和驱气利用和地质封存。

图９　重要专利申请人技术解析

　　５．小结

２００１至２０２１年，全球共申请 ＣＣＵＳ专利１５，７２５项，２００６年进入快速增长，经

历阶段性下降后，２０１６年后保持平稳增长。ＣＣＵＳ技术专利以ＣＯ２捕获为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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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燃烧后碳捕获专利居多，化学吸收、物理吸附和膜分离是主要研究方向；ＣＯ２封

存以地质封存为主，其中利用ＣＯ２驱替石油、天然气、地热和其他矿采是 ＣＯ２的主

要封存利用方式；ＣＯ２转化利用方面以ＣＯ２转化化学品为主，还可用于制造聚合物

材料、建筑材料、生物转化利用等。近二十年ＣＣＵＳ技术主要来自中美日韩德，美国

和日本发展较早，中国专利数量在２００９年后快速增长，２０１４年赶超美国成为全球

第一。燃烧后碳捕获和ＣＯ２转化为化学品是五国共同的关注点，此外，中国在ＣＯ２
驱气利用、ＣＯ２转化为建筑材料、ＣＯ２超临界萃取利用方面专利数量较多，美国在工

艺过程ＣＯ２捕获、直接空气碳捕获和螯合矿化方面专利数量略有优势。专利申请

人方面，能源和化工企业是 ＣＣＵＳ专利技术研发的主体，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申请

ＣＣＵＳ专利最多，重点关注燃烧后ＣＯ２捕获、ＣＯ２驱油利用和ＣＯ２转化为化学品，中

国科学院主要布局ＣＯ２转化为化学品，其他能源日化公司重点关注 ＣＯ２捕获技术

特别是燃烧后ＣＯ２捕获和工艺工程ＣＯ２捕获，三菱、日立和液空还较为关注直接空

气ＣＯ２捕获，中国石油大学主要关注ＣＯ２驱油和驱气利用和地质封存。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吴晓燕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关于开展２０２１年度科技合作和知识产权

相关工作统计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单位开展科技合作和知识产权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提升管理水平，科技促进发展局对院属单位２０２１年度科技合作和知识产权工作情

况进行统计。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填报主体和统计内容

为配合新一代ＡＲＰ系统，已对２０２１年度科技合作成效统计模块和知识产权统

计模块进行更新和优化，请填报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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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技合作工作

１．科技合作统计工作的填报主体为院属各研究所和各分院（含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和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下同）。

２．２０２１年度科技合作统计主要包括７张表格（详见附件１），分别是：表１．研

究所科技合作工作统计表；表２．新增转移转化项目统计表；表３．中国科学院科技

合作项目绩效统计表；表４．社会效益统计表；表５．科技副职工作情况统计表；表６．

与大学、其他科研机构、大型企业（集团）合作情况统计表；表７．被采纳的咨询报告

情况统计表。其中，各研究所填报表１、２、４、６、７；各分院填报表３和５。

　　（二）知识产权工作

１．知识产权统计年报的填报主体为院属各研究所和各转制单位。

２．２０２１年度知识产权统计年报主要包括７张表格和６个附件（详见附件２），

分别是：表１．机构概况；表２．知识产权概况；表３．知识产权人员情况；表４．知识产

权经费支出情况；表５．知识产权培训情况；表６．专利基本情况；表７．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总体情况；附件１．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总结；附件２．研究所知识产权委员会

名单；附件３．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附件４．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励政

策；附件５．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年度工作备案表；附件６．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清单。

　　二、统计数据报送方式及时间要求

　　（一）科技合作统计

１．本年度科技合作统计数据主要通过各单位新一代ＡＲＰ系统采集（路径：新

一代ＡＲＰ系统数据填报与统计管理平台科技合作成效模块）。

２．各研究所的统计数据，须经所属分院审核，要求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前通

过ＡＲＰ科技合作管理系统完成提交，并将纸质材料２份同时报送相关分院；各分院

负责的统计数据（附件１中表３的统计数据除外）要求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前直接

通过ＡＲＰ科技合作管理系统提交科技促进发展局，并将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及汇

集的研究所材料１份报送科技促进发展局科技合作处（请发 ＥＭＳ邮政快递，收件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５２号，邮编：１００８６４，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４８６）。

３．科技促进发展局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前将２０２１年度新增转移转化项目信

息（附件１中表２的统计数据）反馈给各分院；各分院按照附件１中表３的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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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调查统计，要求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前将电子版数据录入ＡＲＰ科技合作

管理系统。

４．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网承担科技合作统计数据的核对工作，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负责ＡＲＰ填报系统的技术支撑，共同保障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知识产权工作

１．院属研究所通过新一代ＡＲＰ知识产权管理系统（路径：新一代ＡＲＰ系统知

识产权年度统计院统计年报）填报本年度知识产权统计数据，并导出打印纸质文

档１份，加盖单位公章。填报时请注意采用２０２１年新模板。

２．转制单位从院知识产权网（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下载新版统计年报模板，填报

数据发送至ｉｐｏｆｆｉｃｅ＠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并打印纸质文档１份，加盖单位公章。

３．各单位纸质文档应与电子版内容保持一致。电子版数据报送截止日期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纸质文档（统计年报）请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前报送至科技促进

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请发ＥＭＳ邮政快递，收件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５２

号，邮编：１００８６４，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２５４／７７４０）。

４．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知识产权统计数据的核对工作，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负责ＡＲＰ填报系统的技术支撑，共同保障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联系人、联系方式

　　（一）科技合作工作

科发局科技合作处（业务咨询）

单耀莹，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４８６，ｙｙｓｈａｎ＠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网（数据核查）

高明月，１８２０２６９２９１９，ｇａｏｍｙ＠ｃａｓｍｈ．ｃｏｍ．ｃｎ

杨　抑，１３４８８６８６４０３，ｙａｎｇｙ＠ｃａｓｍｈ．ｃｏｍ．ｃｎ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技术支持）

王佳宜，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８１４，ｗａｎｇｊｙ＠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二）知识产权工作

科发局知识产权管理处（业务咨询）

梁　栋，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２５４，ｌ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数据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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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０２８８５２２８８４６，ｘｕｙ＠ｃｌａｓ．ａｃ．ｃｎ

张　娴，０２８８５２２９７９６，ｚｈａｎｇｘ＠ｃｌａｓ．ａｃ．ｃｎ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技术支持）

秦　颖，０１０５８８１２１７７，１３６９３３４８１８６，ｑｉｎｙｉｎｇ＠ｃｎｉｃ．ｃｎ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认真填报统计数据，实事

求是，按时完成统计任务。请务必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出现

数据误报、错报、瞒报、漏报，或与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系统”填报数据不

一致等情况。

附件：

１．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统计年报（２０２１年）

（下载链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ｕｐｌｏａｄ／ｆｉｌｅ／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１．ｘｌｓ）

２．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统计年报（２０２１年）

（下载链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ｕｐｌｏａｄ／ｆｉｌｅ／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２．ｘｌｓ）

广州能源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０日上午，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对中国科学

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能源所”）开展第二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

审核。科技处处长白羽、各职能部门和研究室相关人员共 ３０余人参加了审核

会议。

在两天半的审核中，审核组对广州能源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策划、运行等过程

进行了认真审核，抽检了管理层、科技处等４个职能部门和太阳能研究室等１０个

研究室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运行情况，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审

核组对广州能源所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体系运行良好，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工作要求，未发现不符合项，可

以通过本次监督审核。同时，审核组专家对知识产权检索报告的检索方式、横向合

同知识产权管控程序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白羽代表研究所对审核组专家的工作表

示感谢，并表示研究所将继续推进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和服务工作。广

州能源所自２０１７年７月启动贯标工作，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日通过体系认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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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首个贯标认证周期，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科研项目立项质量，为

项目申报、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等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和保障。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ｉｅｃ．ｃａｓ．ｃｎ／ｚｈｘｗ２０１６／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６２９７８０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知识产权贯标首次监督审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第一次现场监督审

核。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最高管理者所长孙航、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组和推进

小组成员，以及研究组知识产权专员参加了本次审核工作。

孙航代表研究所对中知公司审核组莅临指导和审核表示感谢，要求涉及的相

关部门和人员全力配合审核组开展工作，并希望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

行提升全所师生员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研究所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促进知

识产权的转移转化和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审核组组长李政介绍了首次监督审核

工作流程，审核组组员胡治中就知识产权的风险与维权策略进行了详细解读。

审核组通过询问沟通、调阅资料、现场查看等方式对研究所一年来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细致审查。审核组认为，昆明植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运行有效，审核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本次监督审核结论为直接推荐保持认证。

同时审核组专家围绕知识产权辅助数据库功能挖掘、知识产权特色运营模式探索

等方面提出了六条改进性建议。研究所将以此次监督审核为契机，不断持续改进

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逐步提高知识产权运营能力与成果转化成效。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１１１／ｔ２０２１１１２９＿６２７３４１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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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所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会议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６日，为了评价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充分性、适宜性和运

行的有效性，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日常管理活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水生所”）召开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体系内部审核会议。所内科研部门、管理

部门和支撑部门知识产权工作内审员共１４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科研业务处处长兼审核组组长贺锋主持。他感谢各部门内审人员对水

生所科研质量体系建设工作的支持，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知识产权的全过程管理的

必要性。随后，各内审员对２０２１年研究所科研、管理、支撑等共计２６个部门的知

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评定，对运行中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知识产权内审员是研究所内部关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是否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的专业审核人员，他们在研究所的知识产权贯标及体系建设中发挥重

要作用。２０１９年３月，水生所与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

训中心合作培训出６７名水生所内审员。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４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空天院开展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工作

为推进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建设，根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要求，科技促进发展处于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２６日组织开展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工作。

空天院副院长付琨出席首次会并作动员讲话，相关职能部门和科研部门知识

产权负责人以及内审组成员等近４０人参会，会议由科技促进发展处处长滕启治主

持。付琨对审核专家及空天院各部门的协同配合表示感谢。他指出，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知识产权贯标是管理创新基础性工作，也是科技成

果转化的关键环节。自今年４月空天院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启动以来，在科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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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处的有序推动下，顺利完成知识产权制度和保护体系的关键部署，知识产权贯

标体系于８月１８日正式运行，实现了从“０”到“１”的突破。他表示，空天院体量大

且园区分散，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并运行管理体系，离不开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他希

望各部门进一步齐心协力，不断增强知识产权意识，针对内审中发现的问题，认真

分析原因，积极开展纠正工作，采取预防措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工作，确保后

续工作按计划完成，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体系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

此次内审工作覆盖了新技术园区、中关村园区、奥运园区、怀柔园区四个京区

园区，共分为４个审核小组，对空天院管理层、体系内相关的１８个科研和管理部门

开展了内部检查和审核。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ｒｃａ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ｚｈｘｗ／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６２８７２６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微生物所召开知识产权培训暨知识产权贯标监督审核动员会

为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提高研究所知识产权人才专业运营能力，

同时为知识产权体系监督审核做准备，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以下简称“微生物所”）由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处组织全所知识产权专员及管

理部门负责人举办了“保创新，促发展”知识产权培训暨知识产权贯标监督审核动

员会，研究所党委书记王丽萍出席了会议。

王丽萍书记表示，知识产权是推动研究所科技创新的基础源泉，对知识产权的

运营管理是做好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自去年贯标以来，我所知识产权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王书记殷切希望在座的知识产权专员们持续加强学习，不断

提升专业业务管理能力，切实增强研究所的科技创新实力。

会议培训环节，由北京智专北斗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

国家知识产权营公共服务平台副总经理马天旗，为全所知识产权专员进行了《高价

值专利培育与运营典型案例》的工作培训，以丰富的案例从多角度诠释了如何在科

技研发过程中做好对于高价值专利的培育。会议还邀请了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曦结合研究所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科研组织 ＩＰＭＳ认证监审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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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常见问题》的培训。会议现场热烈，收到了全所各研究组和管理部门的一致好

评。此次会议还为４０多位满足学时并通过知识产权专员考试的科研人员颁发了

研究所知识产权专员证书，同时对２０２０年度优秀知识产权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２０１８／ｊｑｙｗ／２０２１１２／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６＿６２８８７６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遗传发育所举办知识产权贯标内审员培训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３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专项项目组与中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联合开展了“科研组

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简称“贯标”）内审员培训。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

海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心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

主任任婧、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资深审核员李文辉、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

司战略发展部主任邢文超等专家为研究所各相关管理部门、研究中心和研究组知

识产权管理员等６０余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培训。会议由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杨

婧艺老师主持，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总监解超华、国科智融总经

理助理张玉敏、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曦、遗传发育所商务法务部主

管方红曼、吴海燕参加培训会议。培训课程结束后，研究所５８名学员参加了中科

院内审员考试。

培训专家围绕“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对标准进行了解读，对贯标流程

进行了详细介绍，分享了贯标经验，内容丰富多彩，深入浅出，提高了学员对科研组

织知识产权管理的认识。这次培训明确了贯标是不断实践学习的过程，内审员考

试绝不是终点，是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立的起点，也为研究所打造一支知

识产权管理人才队伍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１１１／ｔ２０２１１１３０＿６２８１２５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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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国际商标协会发布２０２２２０２５战略规划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国际商标协会（ＩＮＴＡ）发布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战略计划（２０２２

２０２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以指导ＩＮＴＡ未来四年的举措。该计划对全球知识产权界的

优先政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例如防伪和执法、品牌限制和协调等，进一步扩大

ＩＮＴＡ的职责范围，包括关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社会问题以及其对品牌、专业人士

和公众的影响。

主要内容包括。战略方向一：促进和加强品牌价值。ＩＮＴＡ将在品牌整个生命

周期中向政策制定者、消费者、企业家和企业倡导品牌价值。具体措施包括：（１）保

证知识产权注册和执行系统的协调、简化、可访问性和完整性；（２）保证对商标及其

补充性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执法；（３）品牌价值评估与商业化；（４）促进创新与变

革，以确保知识产权在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下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有效保护品牌所

有者和消费者。战略方向二：通过品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ＩＮＴＡ将继续展示品牌

服务对于品牌所有者、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利益的关注。具体目标包括：（１）促进多

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２）提升透明度和信任；（３）通过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ＥＳＧ）和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提高品牌战略认识。战略方向三：支持知识产权专

业人士的发展。ＩＮＴＡ将在知识产权从业者整个生命周期中引入专业和个人发展

的综合平台；帮助个人影响和适应行业变化，培养实质性和动态技能；关注从业者

的需求，改善体验。

赵颖会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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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通过欧盟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１日，欧洲议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以４５４赞成票、９４反对票

和２３弃权票通过了“欧盟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并就欧盟即将

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的举措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要点包括：（１）促进知识产权利用：欧洲为实现绿色和数字转型的目标，必须更

好地保护专利和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以开发新一代技术，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重新站稳脚跟。然而，目前欧洲只有约９％的中小企业利用知识产权，未来欧洲需

要通过建议、资金和用户友好的系统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以充分保护其知识产

权。（２）启动统一专利制度：统一专利制度生效后，欧洲将建立具有统一效力的专

利制度和专利法院，允许所有成员国通过提交单一专利申请来保护发明。它是欧

洲工业复苏的关键工具，旨在使欧洲发明人（个人、中小企业或机构）的专利申请更

有效、成本更低。欧洲议会呼吁２５个成员国迅速批准该协议，并号召尚未参与的

成员国效仿。（３）打击假冒和盗版：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海关当局、欧洲刑警组

织、国际刑警组织和执法当局应更紧密地合作，限制危险品的数量，打击假冒和盗

版商品。欧洲议会还建议使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帮助打击这些犯罪。

（４）非农业产品地理标志（ＧＩ）：欧洲议会支持欧盟委员会评估非农业产品（如玻璃

器皿、纺织品和工业品）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可行性，预计最迟将在２０２１年底前

看到ＧＩ的立法提案，这不仅有利于消费者、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还对农村和欠发

达地区的就业和旅游业产生积极影响，帮助欧盟在危机后复苏。（５）知识产权政策

制定面临的新挑战：与人工智能（ＡＩ）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欧洲议会

呼吁为保护人工智能产生的发明制定明确的标准。议会还鼓励成员国加快使用欧

盟版权指令。欧洲议会强调知识产权在激励研究和保护新药等创新产品方面的关

键作用，并强调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至关重要。因此，欧洲议会敦促欧盟委员会

和成员国加大力度，支持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自愿许可，以提高全球获取可负担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医疗产品的机会，解决全球生产和供应短缺问题。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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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领先指标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领先

指标报告，该报告有助于早期衡量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未来趋势，以便对其趋势

变化做出更快的反应。领先指标包括：（１）未加权指数（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ｅｓ）衡量知

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中是否存在经济衰退现象；（２）加权指数（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ｅｓ）反映

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经济重要性；（３）领先扩散指数（Ｌｅａ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对于识别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转折的早期迹象非常重要，提前预警时间的

中位数为６个月。

研究以欧盟四个最大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例进行实证分

析。相关结论：（１）扩散指数显示了经济衰退或复苏的阶段：２００９和２０２０年的危机

波及大多数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目前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已进入复苏阶段。（２）欧盟四大成员国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周期存在相关的

差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欧盟平均水平的所有指标在２０２１年６月都达到了

最高年率，但德国是在２００９年。所有知识产权指标均在２００９年达到这一时期的最

低年率。（３）几乎所有扩散指数（德国加权扩散指数除外）都在２０２１年上半年达到

峰值。预计到年底，四国的变化速度将放缓。ＥＵＩＰＯ研究认为：领先扩散指数是法

国的首选指标；加权扩散指数最适合欧盟和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外观设计专利密

集型产业。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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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ＯＫＩＰＯ发布计算机实施／软件发明比较研究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联合发布计

算机实施发明／软件发明比较研究报告，旨在让申请人和从业人员深入了解计算机

实施发明／软件发明的审查实践。该研究概述并比较了“计算机实施”或“软件相

关”发明的审查方法，重点介绍了ＥＰＯ和ＫＩＰＯ的专家分析的１０个实例，包括人工

智能（ＡＩ）、图形用户界面（ＧＵＩ）、语音处理、电子商务和电信等。ＥＰＯ和ＫＩＰＯ适用

的法律对授予软件相关发明专利权的规定提出了大致相似的实质性审查要求：（１）

权利要求保护的发明应属于可专利性主题；（２）发明的步骤必须是具有新颖性和创

造性（即非显而易见）。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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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是指保护对实施一项标准至关重要的技术的专利。如果不使用受这些ＳＥＰｓ保护的
方法或设备，制造商（或标准的“实施者”）很难创建符合标准的产品。标准和专利可以跨越多个学科和部门。

ＳＥＰｓ持有者和实施者基于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条款（ＦＲＡＮＤ）获取这种专利技术，对于确保市场有效运作至
关重要。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标准必要专利征集意见通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７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２７］征

集意见通知，将为ＳＥＰｓ框架如何支持创新以及是否需要改变提供咨询信息，旨在

更好地了解当前的 ＳＥＰｓ框架如何鼓励创新和促进竞争。此次征求的信息包括：

（１）ＳＥＰｓ、创新和竞争之间的联系和关联；（２）市场的运作以及许可人和被许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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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否存在失衡；（３）ＳＥＰｓ生态系统的透明度；（４）ＳＥＰｓ许可效率、专利框架的

运作和ＦＲＡＮＤ诉讼。英国政府制定了创新战略以实现创新驱动引领增长的长期

计划，其中ＳＥＰｓ发挥着重要作用。ＵＫＩＰＯ希望确保英国的框架保持稳健并继续被

视为全球最好的框架之一，同时与全球发展、围绕ＳＥＰｓ和ＦＲＡＮＤ许可的挑战保持

同步。意见征集将帮助ＵＫＩＰＯ更好地了解知识产权框架如何支持ＳＥＰｓ生态系统，

同时确保所有相关实体之间实现公平平衡，最大程度地使英国创新受益。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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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 ＦＲＡＮＤ标准必要专利谈判与补救措施

联合政策声明草案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美国司法部（ＤＯＪ）、美国专利和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所（ＮＩＳＴ）联合发布“关于以合理和非歧视性或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承

诺下（ＦＲＡＮＤ）开展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许可谈判与补救措施的政策声明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该草案提供一个促进 ＳＥＰｓ所有者和潜在

被许可人之间诚信许可谈判的框架，并讨论了 ＦＲＡＮＤ承诺下 ＳＥＰｓ受到侵犯时可

采取的补救措施，主要概述了 ＳＥＰｓ专利权人和实施者进行诚信谈判的步骤，如果

谈判失败，法院应分析考虑每个案件的相关事实。

草案邀请利益相关方就１１个问题开展意见征询：（１）是否应修订２０１９年关于

ＦＲＡＮＤ自愿承诺约束的ＳＥＰｓ补救措施的政策声明？（２）修订草案是否适当平衡

了专利权人和实施者在自愿协商达成一致过程中的利益，且符合评估侵权补救措

施的现行法律框架？（３）修订草案是否考虑了当前美国对竞争的关注，即市场权利

的延伸可能超出《关于促进美国经济竞争的行政命令》中确定的专利范围？（４）禁

令救济在ＦＲＡＮＤ承诺约束下ＳＥＰｓ谈判中否是一个重要因素？（５）ＳＥＰｓ许可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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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否存在其他挑战？应提供或交换哪些信息提高谈判的效率和透明度？（６）小

企业和小发明者是否受到ＳＥＰｓ许可效率低下的影响？如何提高拥有或寻求 ＳＥＰｓ

许可的小企业和小发明者的许可效率和透明度？（７）修订草案提出的许可事项是

否给ＦＲＡＮＤ许可诚信谈判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还有其他改进方式吗？如何更

好地支持标准制定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８）修订草案会对标准制定组织和标准

制定过程的贡献者产生哪些其他影响？（９）修订草案讨论了潜在被许可人何时愿

意或不愿意接受ＦＲＡＮＤ许可的实际情况，是否还有补充？（１０）法院、其他机构或

在许可谈判中是否使用了之前行政部门关于 ＳＥＰｓ的政策声明？这些政策声明的

利用对许可过程、结果或决议有什么影响？（１１）美国政府是否可以提供或开发一

些资源或信息，以帮助企业了解ＦＲＡＮＤ自愿承诺下的ＳＥＰｓ许可？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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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ＧＡＯ建议国防部改进知识产权处理方式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美国政府问责局（ＧＡＯ）发布关于美国国防部（ＤＯＤ）获取

和许可知识产权活动的调查报告，研究建议ＤＯＤ采取更多行动来改善其知识产权

处理方式。ＤＯＤ为其尖端武器系统获取和授权知识产权，例如，计算机软件、技术

数据、用户手册等，但由于ＤＯＤ无法获得运行和维护这些系统所需的知识产权，这

可能导致成本激增。目前，ＤＯＤ正在采取措施改进，例如，通过聘请知识产权专家

小组和确定部门内部各组织具体的知识产权职责。ＧＡＯ调查显示 ＤＯＤ新建的专

家小组ＩＰＣａｄｒｅ履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资金和人员配置、项目支持方式、专

业知识（知识产权评估确定价值、财务分析）。ＤＯＤ目前正在开展试点项目来研究

估值策略。据此，ＧＡＯ建议ＤＯＤ应确定整个国防部所需的协作、人员配置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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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知识产权专家提出的方法。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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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中日韩专利审判实践比较研究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中日韩专利审判实践比较研究报

告，该研究是在中日韩审判与上诉联合专家会议（ＪＥＧＴＡ）的基础上，为了推动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和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在专利审

判领域的合作，开展了促进信息交流和制度实施差异的分析研究以增进彼此了解。

该研究针对中日韩审判制度、实务与实施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加深人们对各

国审查制度的了解。相关比较内容包括：（１）口头审理比较研究；（２）专利纠纷解

决、专利权范围判断等行政制度比较；（３）专利无效审判实践比较；（４）驳回上诉审

理程序的比较。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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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标准专利指南２．０》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宣布发布《标准专利指南２．０（以

下简称“指南２．０”）。《标准专利指南》在２０１６年由 ＫＩＰＯ首次发行，旨在帮助企

业、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等研究人员理解标准专利的概念，自行制定标准专利。时

隔５年，指南２．０以通信技术的标准化事例为例，补充了研发标准化各个阶段的１２

种标准专利战略，通过真实的企业诉讼事例来说明利用标准专利时的相关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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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同时，在指南中增加标准化机构（非官方标准化机构）的动向信息，提供更加多

元的标准专利信息统计数据。

标准专利是指针对５Ｇ、ＷｉＦｉ、蓝牙等标准化技术的专利，由于生产、销售、利用

标准技术产品必须先获得标准专利，因此，确保标准专利战略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

竞争力。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加速了技术融合，智能手机、物联网、自动驾

驶汽车等利用标准技术的产业领域扩大，标准专利也变得越发重要。ＫＩＰＯ表示

《标准专利指南２．０》是相关企业、机构理解和利用标准专利的重要资料，此次修订

版指南有望成为强化韩国标准专利竞争力的基石。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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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ＰＯ：韩国商标申请增势迅猛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商标申请统计数据和申请人

调查问卷结果，商标申请数量增长迅猛，与２０１１年相比翻了一番。主要结论：（１）

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的韩国商标申请数量（１７７，８０４件）超过了２０１１年全年商标申请数

量（１７２，９５８件）。美国、中国、欧洲的商标申请也在增长，据悉，美国２０２１年上半年

的商标申请数量同比增长５６．５％，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商标申请增加（占

２０２１年上半年美国商标总申请量的２９％）；与美国不同，韩国商标申请数量的增加

主要是韩国国内个人商标申请带动的。（２）韩国商标申请数量增加主要是个人申

请数量和新申请人数量的增长。２０２０年，韩国商标个人申请数量增长率达２１％，

超过１１万件。２０２０年，韩国国内新增申请人同比增长１６．６％，其中，个人申请人同

比增长３１．８％。据悉，韩国商标申请数量和新申请人的增加主要原因是对商标制

度的认识提升，问卷调查也显示，５０．８％的受访者认为“对商标权重要性的认识提

升”。（３）商标申请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３０．３％受访者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提前申

请商标，２４．４％在产品上市前申请；而服务业是３６．２％受访者在注册企业后再申请

商标，１６．６％在注册的同时申请商标。７１．２％受访者表示商标申请后需要立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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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也说明快速审查非常必要。随着申请数量的增加，审查所需时间也在不断增

加，缩短商标审查时间的需求也将提高，这将是ＫＩＰＯ未来需要面临的巨大的难题。

姚梦楠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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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２８］“Ｐｕｂｌｉｓｈｏｒｐｅｒｉｓｈ”：学术研究人员必须快速而持续地发表研究论文，以便能够留在学术界或者能走得
更远。

澳大利亚宣布２亿美元资助促进大学技术转移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大学提供超过２亿美元的资助计划，以推

动澳大利亚成为技术商业化的中心。澳大利亚将根据大学的“商业化成熟度”选出

４所大学，具体将考虑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研发资金、知识产权管理、对希望将其技

术推向市场的教职员工进行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受资助的大学将获得５０００万美

元，用于帮助学生和教职员工开发的技术商业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防、太空、食品饮

料、清洁能源和医疗技术领域。澳大利亚总理表示希望通过该计划鼓励大学从常

见的“论文发表心态”（ＰｕｂｌｉｓｈｏｒＰｅｒｉｓｈ）［２８］转变为“将基础研究用于解决具有现实

应用和商业潜力的技术研发问题”。这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认识到大学在国家

整体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赵颖会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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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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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发布２０２１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基准调查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国际权威知识产权媒体《知识产权资产管理》（ＩＡＭ）发布

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２９］的基准调查报告。主要结论：（１）ＥＰＯ为申请人提供

的专利质量和服务方面最好，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 ＥＰＯ专利质量“优秀”；

（２）ＵＳＰＴＯ吸引了最多的负面评价，但美国专利在商业方面的性价比较好，ＣＮＩＰＡ

的质量有所提高，与ＵＳＰＴＯ的质量差距正在缩小；（３）日本和韩国不是国际专利诉

讼的热点地区，可能限制了 ＪＰＯ和 ＫＩＰＯ的专利价值，只有６％的受访者认为其专

利具有“极好”的价值；（４）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期间专利申请减少，其中，ＪＰＯ和ＫＩＰＯ

专利申请数量受影响最大，预计未来专利申请水平不会减少；（５）ＩＰ５从专利数量到

质量的转变，将更加强调ＳＥＰｓ／ＦＲＡＮＤ［３０］重大诉讼的发生地；（６）资金资源是解释

专利维持策略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

［２９］ＩＰ５是由美国商务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日本特许厅（ＪＰＯ），韩国知识产权
局（ＫＩＰＯ）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组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利局，也是为全球专利制度提供动力的
引擎。

［３０］ＳＥＰｓ是指标准必要专利，ＦＲＡＮＤ是国际标准组织（ＳＳＯｓ）在对标准的专利权利的限制中公平、合理、不带
歧视性的条款，通常在欧洲、美国使用。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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