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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事实与数据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事实与数据

２０２１（ＩＰ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２０２１）》。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全球创新企业和个人克服

了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的影响，推动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等全球知识产权服务量创

下新纪录。主要结论如下。

　　１．知识产权申请活动实现了增长，创新活动和全球化运营越来越重要

通过ＷＩＰＯ《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提交的专利国际申请量是衡量创新活动广

泛使用的一项指标。２０２１年，专利国际申请量（２７７，５００件）增长了０９％，达到有

史以来最高。亚洲作为专利国际申请的最大来源地体现了其领先地位，其专利申

请占比由２０１１年的３８５％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５４１％。

ＷＩＰＯ全球商标（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和外观设计（工业品外观设计国

际注册海牙体系）申请体系———用于保护和推广品牌以及手机等产品的外观和触

感———均取得了两位数增长，创下了新纪录。ＷＩＰＯ反域名抢注和仲裁与调解活动

量也同样创下新高。

　　２．ＰＣＴ国际专利体系

２０２１年，中国（６９，５４０件，同比增长０９％）仍然是ＰＣＴ申请最多的申请国家。

其后依次是美国（５９，５７０件，＋１９％）、日本（５０，２６０件，－０６％）、韩国（２０，６７８

件，＋３２％）和德国（１７，３２２件，－６４％）。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６，９５２件）是２０２１年的最大 ＰＣＴ申请人。紧随其后的是

美国高通（３，９３１件）、韩国三星（３，０４１件）、韩国ＬＧ（２，８８５件）和日本三菱（２，６７３

件）。前十大申请人中，高通２０２１年已公布申请数量增长最快（＋８０９％），从２０２０

年的第５位跃至２０２１年的第２位，其中与数字通信有关的申请量几乎翻了一番。

２０２１年，加利福尼亚大学（５５１件）继续在教育机构ＰＣＴ申请中位居榜首。浙

江大学（３０６件）位列第２，其后是麻省理工学院（２２７件）、清华大学（２０１件）和斯

坦福大学（１９４件）。前十大高校中，中国和美国各占４席，日本和新加坡各占１席。

１知识产权动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首次跻身前十。

计算机技术ＰＣＴ申请占比（９９％）最大，其后依次是数字通信（９％）、医疗技

术（７１％）、电气机械（６９％）和测量（４６％）。２０２１年，排名前十的技术领域中有

６个出现增长，药品（＋１２８％）增速最快，其后依次是生物技术（＋９５％）、计算机

技术（＋７２％）和数字通信（＋６９％）。随着 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蔓延，这些领域的

增长证明了卫生相关技术的活力以及数字技术的进步。

　　３．国际商标体系（马德里体系）

２０２１年，ＷＩＰＯ国际商标申请量激增１４４％，达到７３，１００件，是２００５年以来

同比增长最快的一年。２０２１年，美国申请人（１３，２７６件）利用ＷＩＰＯ马德里体系提

交的商标国际申请数量最多，其后依次是德国（８，７９９件）、中国（５，２７２件）、法国

（４，８８８件）和英国（４，２１５件）。２０２１年，前十大原属地中有７个出现了两位数的

增长，美国（＋３２５％）、法国（＋３０７％）和德国（＋１８％）增长率最快。除前十大

原属地外，加拿大（＋４９４％）、挪威（＋４９８％）、芬兰（＋４３２％）和瑞典

（＋４２５％）增长强劲。

２０２１年，法国欧莱雅以１７１件马德里申请超过瑞士诺华，成为第一大商标申请

人。德国ＡＤＰ高斯曼（１２０件）占据第２，其后是英国葛兰素（１１０件）、中国华为

（９８件）和瑞士诺华（９４件）。２０２１年，欧莱雅申请量比２０２０年增长了５５件，从第

５位跃至首位。

ＷＩＰＯ受理的国际申请中，指定最多的类别涵盖计算机软硬件及其他电气或电

子装置等，占２０２１年总量的１０７％，其次是涵盖商业服务（８４％）和技术服务类别

（７７％）。在前十大类中，技术服务（＋３０９％）和商业服务（＋２５１％）增长最快。

　　４．国际外观设计体系（海牙体系）

通过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保护工业品外观设计的需求继前一年

大幅下降后出现反弹。２０２１年，国际申请中包含的外观设计数量增长了２０８％，

达到２２，４８０项，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２０２１年，德国仍然是国际外观设

计体系最大的申请国（４，４６９项），其后依次是美国（２，６１０项）、意大利（２，０５１项）、

瑞士（１，８２６项）和法国（１，５８４项）。在前五大来源地中，法国（＋６９４％）和意大

利（＋６６６％）２０２１年增长最快，意大利从２０２０年的第５位升至２０２１年的第３位，

法国从第８位升至第５位。

２ 知识产权动态



韩国三星以公布申请的８６２项外观设计连续第５年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荷

兰飞利浦（６７８项）、美国宝洁（６６５项）、韩国ＬＧ（６５５项）和德国大众（４０３项）。

２０２１年，外观设计中，与运输工具相关的占比最大（９７％），其次是录音和通

讯设备（９６％）、包装和容器（８２％）、家具（６９％）和照明设备（６５％）。在前十

大类中，服装（＋７６％）２０２１年增长强劲。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２．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创新活动克服大流行病的干扰———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申请

服务量创下新纪录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４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高校研究机构

国家安全与投资指南

２０２２年１月４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高等教育和研究密集型机构

国家安全和投资指南（简称“指南”），帮助高等教育机构、其他研究机构和该领域

的投资者与其他合作方收购、出售或开发符合条件的实体或资产时，了解英国

《２０２１年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２１，简称ＮＳＩ

法案）。主要内容如下。

　　１．指南概要

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４日生效，具体规定：政府可以审查

和干预任何人（包括企业和投资者）涉及的可能损害英国国家安全的收购。政府可

以对收购施加条件，或者在必要时取消或阻止收购。如果政府有理由怀疑某项收

购已经或可能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无论收购已经完成或进行中，都可以要求进行

评估。

指南在ＮＳＩ法案基础上，为大学、大学衍生机构（例如运营公司）、研究机构、与

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的公司等实体提供国家安全和投资指导，涉及土地、

有形资产、动产以及具有工业、商业或其他经济价值的创意、信息或技术（知识产

３知识产权动态



权）等资产。指南列出１７个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的经济敏感领域，分别是先进

材料、先进机器人、人工智能、民用核能、通信、计算硬件、政府主要供应商、密码认

证、数据基础设施、国防、能源、军民两用、量子技术、卫星和空间技术、紧急服务供

应商、合成生物学、运输。

　　２．常见收购情景分析

　　（１）参与大学研究

私营公司、政府和其他组织经常在早期阶段（商业前阶段）通过合作或其他协

议参与大学和其他组织的研究，包括：①合同或资助研究；②资助研究职位；③资助

研究主题。如果某实体通过这些协议获得了对大学或研究机构资产的控制权，例

如大学知识产权许可（独占或普通许可）、研究资助等，都属于ＮＳＩ法案规定的收购

情形。虽然没有强制性的通知要求，英国政府只要有理由怀疑已经或可能引起国

家安全风险，可以要求对已完成或计划中的收购进行评估。

　　（２）成立或组建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通常是不同研究组织与公共或私人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项目。如果

在成立或组建研究中心的过程中，收购了资产或实体并掌握了控制权，若政府有理

由怀疑已经或可能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政府可以要求进行评估。

　　（３）成立大学或研究机构分拆公司

大学或研究机构分拆公司是开发大学研究的商业化应用而创建的公司。分拆

后，通常大学会保留部分公司的股份或知识产权所有权。若公司被并购或分拆获

得了对大学或研究机构资产的控制权，如果政府有理由怀疑已经或可能引起国家

安全风险，政府可以要求进行评估。如果已建分拆公司随后被另一方收购，例如通

过贸易出售、合并或投资，这也属于 ＮＳＩ法案范畴。如果分拆公司属于１７个敏感

经济领域之一，则可能需要将收购情形按要求通知政府。

　　（４）资助大学员工或学生项目

博士和其他学术人员的资助可以来自包括行业、学术机构以及公共和慈善资

助等不同渠道。公司资助员工或学生开展研究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可能

因协议而异：①知识产权归学生所有；②知识产权归大学所有；③知识产权根据雇

佣合同归资助机构所有，由个人转让给公司。如果公司或其他人获得了在英国产

生的知识产权的控制权，例如实施专利，这也属于ＮＳＩ法案范畴。任何涉及未来在

４ 知识产权动态



英国产生的知识产权控制的协议也属于ＮＳＩ法案范畴。但只有当政府有理由怀疑

已经或可能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时，政府才能要求对已完成或计划中的收购进行

评估。

　　（５）捐赠给学术机构

许多校友和其他各方向大学和相关组织捐赠。大学通常在接受捐赠前公开进

行尽职调查。捐赠可能包括捐款或资助，通常必须符合：捐赠不会给捐赠者带来任

何商业价值，项目的倡议由受资助大学推动，该大学将保留对产生的任何研究或知

识产权的所有权。由于未涉及资产或实体的控制，捐赠和研究捐赠不在 ＮＳＩ法案

范畴，但大学应确保接受捐赠的程序健全和透明。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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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２０２２年美国科学与工程状况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ＮＳＢ）发布２０２２年美国科学与工程

（Ｓ＆Ｅ）状况报告，提供了相关深入分析数据和信息，涉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ＳＴＥＭ）各级教育，ＳＴＥＭ劳动力，美国和国际研发绩效，美国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发

明、知识转移和创新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看法与意识。要点如下。

全球研发绩效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其中美国的研发绩效最高（２０１９年占全

球研发的２７％），其后依次是中国（２２％）、日本（７％）、德国（６％）和韩国（４％）。

研发绩效的全球集中度继续由美欧转移到东亚和南亚国家。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正在增加Ｓ＆Ｅ出版、专利活动和知识与

技术密集型（ＫＴＩ）产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科学与技术（Ｓ＆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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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邦政府资助研发的绝对金额有所增加，但美国政府资助的研发总额

比例约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１％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１％。

美国 ＳＴＥＭ劳动力占美国总劳动力的２３％，其中男性、白人、亚洲人和外国

工人的比例高于这些群体在美国总人口的比例。

获得科学与工程学位的学生和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 ＳＴＥＭ工作者中，黑人

和西班牙裔的比例不足。然而，他们在没有学士学位的 ＳＴＥＭ工作者中所占的比

例与其在美国劳动力中的比例相似。

Ｋ１２阶段的ＳＴＥＭ教育与学生成绩在人口和社会经济类别以及地理区域之

间的差异、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都是美国ＳＴＥＭ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

美国授予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全球最多。美国Ｓ＆Ｅ博士生中很大一部分

是国际学生；国际学生获得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数学和统计学领域博士学位

超过一半以上。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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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 ２７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日本工业产权信息和培训中心

（ＩＮＰＩＴ）与中小企业厅共同制定了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旨

在加强促进知识产权运用的支持措施，实现知识产权运用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提高

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知识产权运用水平。计划提出强化 ＩＮＰＩＴ作为知识产权管

理支援核心机构的职能，推进中小企业厅与日本专利局、ＩＮＰＩＴ之间的政策合作。

要点如下。

　　１．为知识产权活用制定规划管理战略

　　（１）加强建设ＩＮＰＩＴ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

加快支援业务的建设，为愿意利用知识产权解决经营难题的中小企业提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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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管理专家团队进行“陪跑型支援”；促进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工具的使用，知识

产权综合支援窗口致力于发现并推广便于中小企业使用的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工

具；提高对初创企业的支援效率，研究将ＪＰＯ的知识产权战略构建支援事业（ＩＰＡＳ）

移交给ＩＮＰＩＴ，以便有效地实施加速支援项目；派遣区域品牌设计专家，通过打造本

土品牌振兴商业。

　　（２）中小企业厅与ＪＰＯ的政策合作

除了提供合作相关的咨询以解决市场发展等问题外，双方还将加强网上合作

咨询制度；针对那些需要规划知识产权战略的企业，日本将提供业务和知识产权综

合支援窗口，支持入选的企业；通过中小企业厅的创业支援和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

口，各机构可共享联系方式，并建立支持创业的知识产权咨询体制；ＩＮＰＩＴ和中小企

业厅将在分享知识的同时，计划制定适用于解决公司经营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的

培训内容，并考虑面向中小企业提供相关培训。

　　２．知识产权交易合理合规

加强中小企业厅与 ＪＰＯ的政策合作，推进分包商与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之

间的合作，促进两个机构支援顾问的相互交流，共同支持解决知识产权交易中的问

题；加强对知识产权交易的宣传，通过 ＩＮＰＩＴ的知识产权电子学习服务平台（ＩＰ

ｅＰｌａｔ）提供知识产权交易指南、合同模版，以及关于合同收益等知识产权问题的视

频解说。

　　３．知识产权融资支援

ＪＰＯ和ＩＮＰＩＴ创建和普及知识产权评估利用模型，制订利用知识产权评估的指

南和模版，有助于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可行性评估，在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积极

利用指南和模版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４．知识产权海外发展支援

ＪＰＯ将加强对专利权利保护的支持，增加国外专利申请的补贴，除了传统的申

请费用外，还将资助范围扩大到审查请求和临时答复费用；加强中小企业厅与 ＪＰＯ

的合作，考虑对日本品牌发展支援项目的入选企业给予国外专利申请补贴等优惠

措施；推动海外扩张和知识产权创造；计划在 ＪＰＯ和 ＩＮＰＩＴ建立联络点，为企业海

外发展提供建议并迅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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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加强合作

ＩＮＰＩＴ考虑参加中小企业厅 ＤＸ平台，并主办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的网络会议，

通过与ＩＮＰＩＴ和中小企业签订谅解备忘录，以加强组织间合作。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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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２年工作计划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８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工作计划，强调构建

适应数字转型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构建创造、应用和保护

知识产权的良好循环生态环境。内容如下。

　　１．促进优质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１）利用知识产权数据推进数字化增长战略。通过专利大数据分析，在增强现

实（ＡＲ）等重点新兴产业中发现有前景的技术，支持韩国未来研发方向。抢占６Ｇ

通信等国际标准制定的重要领域，构建“标准专利战略地图”，获得有望创造标准专

利的技术。在制定国家和私营部门研发战略时，制定《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和利用促

进法》，促进知识产权数据的使用。

（２）通过创造核心专利和原创专利，支持专利技术创业和发展。加强对系统半

导体、未来汽车、生物健康等主要技术领域的专利研发支援，资助由２０２１年的３８５

亿韩元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４００亿韩元。加强对“２０３０青年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产

业化资金支持，由２０２１年的５４７亿韩元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８１０亿韩元（含贷款２００

亿、投资６１０亿），企业在进行知识产权担保贷款价值评估时可享受费用减免。帮

助小微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支援知识产权申请等项目。

（３）激活知识产权金融及交易，促进商业化。扩大对优质知识产权投资的 ＩＰ

基金运营，对新知识产权的直接投资基金为４００亿韩元，对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地

方创新企业投资基金为１２５亿韩元。对于拥有优质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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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时，加强对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费用的支持。知识产权金融相

关价值评价支援金额由２０２１年的８８亿韩元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０７亿韩元，支援企

业数量由２１００家增长至２５００家。

　　２．构建公正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１）构建适应环境变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随着数字经济的核心资产数据

保护制度的实行，韩国将制定对非法获取和使用数据造成损失的行政救济方案。

（２）加强国内外知识产纠纷应对支援。增强中小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能

力，分析纠纷信息，为企业提供纠纷高风险技术领域和专利信息。为保护海外韩国

企业的商标权，监督海外恶意抢注的相关国家。同时加强纠纷应对支援，支援范围

由２０２１年的９９家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１０家。

（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为杜绝网络伪造商品，韩国将加强对社交网

络销售假冒产品的管控。为强化技术保护的执行力，韩国将技术泄露全面纳入知

识产权局技术警察的调查范围，还将推进罚款征收等制度。

　　３．提供有信度的审查、审判服务

（１）提供高质量审查服务。通过分析国内外产业及专利动向，扩大制定支持各

产业革新的针对性审查政策（截至２０２５年适用于所有技术领域）。扩大对半导体、

人工智能（ＡＩ）、疫苗等国家核心技术领域的三人协商审查制度，新设相关制度以强

化专利审判的司法地位。扩展发明设计的定义，赋予数字环境中出现的新型技术

和外观设计知识产权。引入标准文字体商标申请制度，提升商标申请人的便利性。

（２）提高知识产权服务的质量。引进 ＡＩ技术进行专利检索和分类，提高审查

质量，同时引入ＡＩ机器人。对受影响区域的中小企业减免３０％的个人、法人知识

产权手续费；手续费的返还申请期限由３年延长至５年。

　　４．构建面向未来的知识产权基础

（１）加强区域知识产权力量。提高区域知识产权实力，提供区域龙头产业专利

分析、代表品牌及外观设计开发战略。优先为区域特色产业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费

用支援，为产业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咨询。

（２）培育专业知识产权人才。为培养区域产业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增加各区

域的知识产权重点大学，新设强化未来新技术领域学科及产业知识产权培训课程。

推进专利代理人与律师共同代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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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拓展全球知识产权合作。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中，在新设 ＡＩ创造发明的

国际规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讨论虚拟环境商标及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改善方案，

分析主要贸易协定（ＣＰＴＰＰ、ＲＣＥＰ等）中知识产权相关条款对韩国贸易结构的影

响，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贸易环境的变化。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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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专利和商业秘密战略指南

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 ２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专利和商业秘密战略

（ＩＰＭＩＸ）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旨在制定最佳的技术保护战略。在专利和商
业秘密［１］保护中，不是仅以其中一类来保护研发成果，而是以是否容易被模仿等为

标准，适当地选择和组合专利和商业秘密，以确保对成果进行全面保护。

［１］专利是在技术公开的前提下，对该技术享有２０年的独占使用权；商业秘密是只要持有者能够将其作为秘
密进行管理，便可不受期限限制以非公开状态使用。

该指南比较分析了专利和商业秘密的优缺点，总结了在选择技术保护手段时

应考虑的标准，如逆向工程的可能性、技术公开时存在的问题、经营战略等。该指

南还包括了专利和商业秘密的选择、组合案例等，将重点放在研究实际中更好理解

并运用的相关概念上。同时，指南还针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介绍了保护各个生产流程、产

品的方法和相关制度，为疫苗研发企业制定技术保护战略提供参考。

　　案例１：产品→专利保护、工程技术→商业秘密管理

Ｇ公司是一家从事微生物研究的企业，在发现其他公司的纠纷消息后，该公司
决定制定自身的技术保护战略，对产品化准备阶段的微生物分阶段申请专利保护，

由于分离和确认新微生物的工程技术一经公布，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即使被盗

用，也很难证明或行使权利，所以Ｇ公司决定将其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由此，Ｇ

公司将微生物作为商业秘密进行管理，并确立了技术保护战略。

　　案例２：商业秘密管理→变更经营战略→专利收购

生物风险投资公司Ｑ开发了一个检验药物效能的模型。Ｑ公司一直将这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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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为了扩大业务，需要引进投资。随着市场对该技术的

兴趣不断增长，专利需求也随之增加。对此，Ｑ公司修改了技术保护战略，并与现

有投资者和股东协商后将其专利化。通过专利化，提高了专利使用费，将专利许可

作为一种新商业模式，拓展了商业经营战略，更好地吸引后续投资。

该指南可以通过ＫＩＰＯ主页中的“ＣＯＶＩＤ１９专利信息导航（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

ｎｃｏｖ）”和知识产权保护综合门户网站（ｗｗｗ．ｉｐｎａｖｉ．ｏｒ．ｋｒ）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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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申请创历史新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统计数据，２０２１年韩国知识产

权（专利、实用新型、设计、商标）申请量总计５９２，６１５件（表１），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

加了６３％，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主要结论如下。

从知识产权申请类型来看，２０２１年，韩国商标申请数量最多（２８５，８２１件），增

长率达到１０８％，其次是专利（２３７，９９８件），增长率达到５０％。尽管 ＣＯＶＩＤ１９

长期持续，但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专利申请的平均增长率（７７％）大幅超过了过去十年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的平均增长率（３６％）。

从申请人类别来看，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主导了２０２１年整体知识产权申请的

增加。２０２１年，中小初创企业的知识产权申请量为１８３，７９６件，同比增长１１％，与

大型企业（－０８％）、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６１％）、个人（＋４３％）相比也明显

偏高。其中，初创企业共申请了６２，８４５件，是整体平均增加率（６３％）的３倍以

上，达到了１９８％。

国外专利申请自２０１８年以后整体呈下降，但２０２１年大幅反弹，达到５１７万

件，同比增加１１７％。

从专利申请技术领域分布来看，２０２１年专利申请增长率前五的技术领域分别

是人工智能（１４４％）、移动购物（１３９％）、视频通信（９５％）、电梯／包装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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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生命工程（７３％）。
表１　韩国知识产权申请动向

类别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申请量 增长率

整体（增长率）
４５７，９５５
（－１３％）

４８０，２４５
（４９％）

５１０，９６８
（６４％）

５５７，２５６
（９１％） ５９２，６１５ ６３％

中小初创企业 １１８，８９９ １２７，２１３ １３９，９９３ １６５，５５３ １８３，７９６ １１０％

初创企业 ３８，０８７ ３９，０４９ ４４，９０４ ５２，４５２ ６２，８４５ １９８％

大型企业 ４６，８２３ ４６，６７９ ５０，７６４ ５１，９９０ ５１，５７４ －０８％

大学、公共研究机构 ２９，６３３ ２９，６３１ ２９，１９３ ３０，８０４ ３２，６９１ ６１％

个人 ５１，０２６ １６１，２６７ １７２，９５１ １９４，１７０ ２０２，５７０ ４．３％

外国人 ７８，０４１ ８３，０８４ ８４，４３３ ７９，２００ ８７，０５５ ９．９％

其他 ３３，５３３ ３２，３７１ ３３，６３４ ３５，５３９ ３４，９２９ －１．７％

表２　韩国专利申请动向

类别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申请量 增长率

整体（增长率）
２０４，７７５
（－１．９％）

２０９，９９２
（２．５％）

２１８，９７５
（４．３％）

２２６，７５９
（３．６％） ２３７，９９８ ５．０％

中小初创企业 ４４，７１５ ４６，６５２ ５０，４９３ ５７，４３８ ６２，８４３ ９．４％

初创企业 １８，９５４ １９，３２０ ２１，５４３ ２４，８７４ ２８，７５９ １５．６％

大型企业 ３３，２０７ ３３，６９３ ３７，５３８ ３７，５３６ ３７，３２２ －０．６％

大学、公共研究机构 ２７，３０９ ２７，２１８ ２６，９４４ ２７，９４７ ３０，０２０ ８．６％

个人 ４０，２７２ ４１，０９６ ４３，１３０ ４３，５４４ ４１，２９８ －５．２％

外国人 ４６，０２５ ４７，８０９ ４７，５１８ ４６，３０６ ５１，７３５ １１．７％

其他 １３，２４７ １３，５２４ １３，３５２ １３，９８８ １４，７８０ ５．７％

商标申请方面，服务业类的增长率为１８４％，与商品类（５４％）相比增长势头

明显。从各领域来看，以数字广播通信、软件开发、社交网络（ＳＮＳ）、网上购物中心

等服务行业为中心的商标申请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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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智库发布中美量子技术产业基础评估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中美量子技术产业基础评估报告》

（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ａｓｅｓｉｎＱｕａｎｔ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制

定了一套灵活且广泛适用的指标评估国家量子产业基础，以中美为例试图量化国

家在量子技术的科学研究、政府活动、私营企业活动和技术实力，并提出了保持量

子产业基础实力的建议。

　　１．量子技术产业基础评估指标体系

量子技术产业基础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科学研究、政府活动、私营企业和技

术四个维度，研究具体制定了３１项指标（表３）。评估将采用定量定性混合方法，大

多数量化指标将基于大数据分析进行收集。

表３　量子技术产业基础评估指标体系

要素 维度 评价指标

科学研究

研究活动

研究活动增长率

研究活动的机构集聚

全球科学影响力

与政府优先事项的主
题一致性

国内外研究合作程度

技术泄露风险

论文产出数量

论文产出年均增长率

学术机构的数量

论文产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ＨＨＩ）

全球高被引论文占比

论文产出高被引研究的机构数量

与政府战略高相关或低相关的主题论文产出占比

国内合作机构的平均数量

与其他国家合作产出的百分比

论文产出由战略竞争国资助或合作的百分比

与战略竞争国军事机构合作的国内作者数量

政府活动

政府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增长

研发投入稳定性

研发投入来源的广度

研发投入总额

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

政府多年投入承诺的数量和持续性

重要资金来源的数量

按产出论文数量计算的资助机构的Ｈ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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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要素 维度 评价指标

私营企业

量子技术公司分布
情况

量子技术企业专业度

国外供应链的依赖性

企业总量

按规模统计的企业分布

按年龄统计的企业分布

按风险投资或收入统计的企业分布

按生产链统计的企业分布

量子技术企业占比

对国外关键材料、部件或服务的依赖

对战略竞争国的依赖

技术

创新潜力

技术实力

技术开发方法的广度

按领域统计的专利申请数量

专利权人数量

专利申请增长率

关键技术性能

正在开发或生产不同技术的数量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子领域数量

部署可量化技术路线图的技术数量

　　２．主要结论和建议

（１）美国目前是大多数量子技术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ＱＩＳ）

的整体科研成果广泛、稳定，在各个应用领域都处于或接近全球领先水平。美国是

开放式ＱＩＳ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并有望在２０２１财年多个机构的ＱＩＳ研发投入达到

７１亿美元。美国的量子技术部署目前是由私营部门推动，企业都在追求各种技术

方法和应用，但没有明确的技术领导者。美国在量子计算和传感技术方面处于领

先地位，但在量子通信相对落后。

（２）中国量子技术能力正在迅速发展。中国在量子技术的各个应用领域都有

很多研究产出。目前还不能确定中美在这一领域的研发投入差距。中国的量子技

术研发集中在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并已经显现出快速的技术进步。中国在高影响

力的科学论文产出方面处于领先，并在量子通信方面表现出技术实力。

（３）量子技术的最终应用及其时间表仍然高度不确定。

（４）报告建议，美国应继续为量子技术提供广泛的政府研发支持，并在活跃的

私人投资领域相互补充。美国应监测主要量子技术公司的相关项目、初创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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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专利所有权状况、产业基础关键要素的国际流动（关键部件、材料、专业技术

人员和终端产品等），尽可能提供帮助和保护。目前不要对量子计算机或量子通信

系统实施出口管制。定期重新评估快速变化的量子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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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发布２０２１年全球领先专利权人排名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美国专利数据库供应商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发布２０２１年美国专利授

权５０强和全球领先２５０强专利权人排名。研究发现，２０２１年美国专利授权量比

２０２０年下降约７％，是过去十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专利授权数量从２０２０年的

３５２，０００件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３２７，３２９件；在此期间，美国已公布的专利申请量也略有

下降（约为１％），从２０２０年的４１３，１７３件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４１０，０９３件。重点趋势

如下。

　　１．中国崛起，其他国家出现衰退

２０２１年，全球公司中美国专利授权量减少了８％至１２％，中国公司以１０％的增

长脱颖而出，从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７９２件增加至２０２１年的２０，６７９件。目前，共有４家

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前５０强，分别是华为（排名第５）、京东方（排名第１１）、蚂蚁集团

旗下创新先进技术有限公司（排名第４３）、广东 Ｏｐｐｏ（排名第４９）。美国公司专利

授权量下降８３％，与全球总体降幅相匹配。美国专利授权前十国家中，美国在创

新方面领先于国际同行，占２０２１年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专利授权总量的一半

以上，其授权量（１５０，８０１）比日本（４７，１０５）多出６９％，其后依次是韩国（２１，２６４）、

中国（２０，６７９）、德国（１４，６６３）。

　　２．领先专利权人

美国老牌领军企业ＩＢＭ再次位居榜首，２０２１年ＩＢＭ专利授权量（８，６８２）略低

５１知识产权动态



于２０２０年（９，１３０）。三星电子（６，３６６）和佳能（３，０２１）分别位居第２、３位，其后

依次是台积电、华为、英特尔、苹果、ＬＧ电子、微软和高通。相对于２０２０年，台积

电和华为是２０２１年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各自在榜单上升了４位。２０２０年

上榜公司２０２１年获得更多专利授权量的是美光科技（＋１７％）、ＥＭＣＩＰ控股公司

（＋１４％）和惠普（＋５％）。亚马逊排名从２０２０年的第１１位下滑至２０２１年的第

１４位。

　　３．供应链、人工智能（ＡＩ）和电子烟专利

与２０２０年相同，２０２１年最大的专利活动类别是基于生物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２０１７至２０２１年的复合年增长率（ＣＡＧＲ）为５４％。这一热门的计算机领域以脑生

物学为灵感，其中包括ＩＢＭ、谷歌、三星、微软和英特尔等大型科技公司。另一个领

域是开花植物领域，见证了新的大豆、玉米和番茄品种等，五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ＣＡＧＲ）为４２％。其他领域包括：电子吸烟装置（＋４０％）、机器学习（＋３９％）、量子

计算（＋３６％）、开采石油、天然气或水的钻碳（＋３６％）、计算机辅助设计（＋３１％）、

无线网络协议（＋２８％）、显示器（＋２８％）以及存储、控制或检测装载或输送物品

（＋２７％）。

　　４．三星领先全球控股公司

全球专利权人方面，韩国三星电子（９０，４１６项专利家族）在２０２１年 ＩＦＩ全球

２５０强中名列前茅。如果算上公司实体，美国７０家公司进入全球２５０强，日本（５１

家）位居第２，中国（４６家）位居第３。中国在专利领域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在前

１０名中占据了６席，而美国只占据了１席（ＩＢＭ排名第８）。中国科学院（７８，４１５

项）排名第２，美的集团（５８，４９５项）排名第３，华为（４８，３０７项）排名第４。日本佳

能（４０，７０６项）排名第９，松下（３７，５３８项）排名第１０。

考虑投资组合的规模，中国在全球２５０强的专利家族总量中占有近三分之一

或２９％，美国和日本各占２４％和１９％。报告分析认为，美国和日本的投资组合更

强大、成熟，但中国已经兴起了一种重视知识产权的研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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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ｌｙｔｉｃｓ盘点标准必要专利年度亮点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０日，ＩＰｌｙｔｉｃｓ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ＴｉｍＰｏｈｌｍａｎｎ撰文盘点欧洲

及其他地区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年度亮点。研究发现，在美国反垄断政策重新达

成一致的背景下，例如，最近启动的欧盟与美国联合技术竞争政策对话、美国最近

恢复了反垄断政策的做法，仅遏制ＳＥＰ持有人在单个公司潜在的滥用行为，这将有

可能影响欧盟的竞争法执法意图。主要观点如下。

　　１．５Ｇ等支持ＳＥＰ技术标准的发展有增无减

２０２１年，尽管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继续面临 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但

５Ｇ等ＳＥＰ技术标准的发展仍在继续。２０２１年，３ＧＰＰ会议上提交了涉及２Ｇ、３Ｇ、

４Ｇ和５Ｇ等超过１０万项技术标准。其中，大规模、复杂的通信技术相关发明和标

准产生了大量的ＳＥＰ。截至２０２１年，自我声明的ＳＥＰ家族累计数量已超过７２，０００

个，在短短十年内增加了五倍。过去十年中自我声明至少１０个同族专利的ＳＥＰ持

有人的数量由２０１０年的９９家增加至２０２１年的２６１家。ＳＥＰ新持有人数量的增加

主要是来自中国和韩国，主要开发智能手机、网络设备、计算机芯片、半导体以及音

频和视频技术。与此同时，欧洲 ５Ｇ网络的部署正在加速。据悉，欧洲的 ５Ｇ

实施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东亚和北美），因此欧盟委员会在其数字指

图１　提交的２Ｇ，３Ｇ，４Ｇ，５Ｇ标准贡献数量［２］

［２］数据来自ＩＰＩｙｔｉｃｓ平台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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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针中为推出５Ｇ制定了目标：实现“数字十年”的愿景。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５Ｇ网

络已在２４个欧盟成员国（２７国）中推出，并且参与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２．汽车ＳＥＰ之战

汽车行业是智能手机和计算机设备行业以外最早依赖连接标准（４Ｇ／５Ｇ或

ＷｉＦｉ）的行业之一。更广泛的交通部门将广泛利用连通性进行动态交通管理、智

能停车和基础设施，以支持将自动驾驶汽车融入道路交通。如何以及由谁产生和

货币化基于连接的新收入来源是当今汽车行业面临的关键问题。由于通信技术行

业与传统汽车价值链中的传统企业之间的行业规范存在差异，因此，应对这些问题

尤其具有挑战性，传统汽车价值链中的企业历来在知识产权、商业模式和价值分配

方面采用不同的方法。

在此背景下，德国法院一直是ＳＥＰ诉讼的主要“汽车战场”。ＳＥＰ持有人、许可

方和标准实施者（汽车行业）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关于ＳＥＰ在价值链中的哪个位置应

该被许可。大多数ＳＥＰ所有者的目标是与原始设备制造商（ＯＥＭ）签署许可协议，

而几家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更希望专利许可问题能在供应链的上游得到解

决。由于这些参与者意见不一，ＳＥＰ的使用费在汽车供应链的定价谈判中并没有

得到充分反映。现在的问题是，谁将不得不支付 ＳＥＰ使用费？ＯＥＭ或其供应商？

对此，戴姆勒和大陆集团已敦促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介入，阻止他们认为违反欧盟

竞争法的行为，而德国鼓励德国法院向欧洲法院寻求指导，说明作为标准一部分的

专利技术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应该被许可。

　　３．全球许可条款

中国法院越来越积极地寻求对 ＳＥＰ许可纠纷的管辖权，进一步加剧了关于解

决ＳＥＰ许可冲突的适当场所的冲突。这种演变导致不同国家的法院请求和发布越

来越多禁令。

　　４．规范标准必要专利

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２０年底发布了一项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强调“需要一个更清

晰、可预测的框架”来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并继续推进计划，包括支持行业主

导的举措和可能的改革。欧盟委员会关于审查其横向指南的后续步骤将受到密切

关注，以寻找未来欧盟竞争政策和标准必要专利领域执法实践的迹象。《数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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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和相关声明被广泛视为欧洲正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收紧竞争政策。

　　５．德国专利改革

专利法领域，２０２１年的主要焦点是德国专利法改革。２０２１年６月，德国议会

通过了《德国专利法》（“ＰａｔＧ”），包括对专利侵权案件中的禁令救济规则的修订。

德国目前是ＳＥＰ持有人可以对不愿意的ＳＥＰ被许可人提出禁令的主要地区。在这

种情况下，德国专利改革可能会对专利持有人获得禁令救济的机会产生重大限制，

由此引发的重大争议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范畴。然而，专家认为，通过的修正案

对ＳＥＰ案件中禁令救济的可用性几乎没有影响。欧洲竞争法已经规定，只有在侵

权人不愿意获得ＦＲＡＮＤ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对ＳＥＰ的侵权人实施禁令救济。这些

ＳＥＰ许可纠纷和监管或立法改革讨论发生在关于ＳＥＰ应如何在智能手机世界之外

进行许可的更广泛讨论中。欧洲产业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双方都占有重要

地位，并将密切关注欧洲市场的进一步纠纷、法院判决和监管。

　　６．欧洲在ＳＥＰ上规划自己的道路

在争夺全球ＳＥＰ许可生态系统影响力的更大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欧洲未

来的演变至关重要。虽然与美国相比，欧盟在这方面的战略仍然相对克制（美国上

届政府对中国主要科技公司实施的出口管理条例仍然有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

研究院目前正在评估美国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以遏制中国对 ＩＣＴ标准制定的

影响），欧盟最近在数字时代的举措表明，欧盟决心“加强其数字主权并制定标准，

而不是遵循其他国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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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十四五”规划

实施年度推进计划》印发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为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和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加快建

设知识产权强国，明确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制定本计划。

　　一、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一）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规章

１．推进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推进制定《商标代理

管理办法》。推进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研究论证。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进一步修改研究论证。做好地理标志专门立法论证。（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

部、知识产权局负责）

２．推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作

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

法》，推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中央宣传部负责）

３．推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农业农村部、林草局、

知识产权局负责）

４．推进《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管理条例》立法进程。（生态环境部负

责）

５．推进《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立法进程。（中医药局、卫生健康委、知识

产权局负责）

６．推进修改《国防专利条例》。（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科工局、知识产权

局负责）

７．研究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特别程序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

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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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推进修改《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完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查指

南》。（农业农村部负责）

９．推进修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商务部、中央宣传部、市场监管总局、

知识产权局负责）

　　（二）改革完善知识产权重大政策

１０．研究制定知识产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财政部、知识产权局负责）

１１．制定出台知识产权有关分项规划。（知识产权局负责）

１２．制定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负责）

１３．制定《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最高人民法

院负责）

１４．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并组织实施。（知识

产权局、中央宣传部、司法部负责）

１５．扎实开展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核算和发布工作。（统计局、知识产权局

负责）

１６．制定出台关于推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知识产权

局、中科院、中国科协负责）

１７．深化知识产权强省强市建设，优化央地合作会商机制，面向省、市、县、园区

及企业、高校、科研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工作，促进区域知识产权协调

发展。（知识产权局负责）

１８．探索推进外观设计制度改革。（知识产权局负责）

１９．推动出台《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知识产权工作的措施》《军用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工作暂行规则》。（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国防科

工局、知识产权局负责）

　　（三）完善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

２０．研究制定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

护规则。（中央宣传部、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１．研究制定信息技术开源知识产权合规标准、开源社区代码贡献规则标准

等，开展行业开源知识产权风险及合规问题研究，加强行业开源知识产权合规评估

与培训。（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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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研究完善国有文艺院团、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

措施。加强数字文化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评价、权益分配和维

护机制。（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负责）

２３．加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数字版权保护

的融合创新研究。（广电总局负责）

　　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一）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２４．全面总结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年试点工作成效和问题，加强对知

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的指导，研究完善知识产权上诉机制。持续推进知识

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工作，探索建立涉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民行交叉案件协调办

理机制，持续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负

责）

２５．制定《关于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

审理药品专利链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负责）

２６．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

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法治秩序。（最高人民法院负责）

２７．制定《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最高人民法院负责）

２８．推广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深入推进知识

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

２９．制定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和立案追诉标准，制定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公诉工作证据审查指引》。适时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

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０．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开展“昆仑”专项行动。（公安部负责）

　　（二）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３１．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区域的专利、商标、版权执法力度，加强网络交易知识产

权保护。（中央宣传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２．依法办理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和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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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请求。有序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健全跨部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协作机制。强化驰名商标全链条保护，加大对知名品牌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产

权局负责）

３３．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深入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

项整治，严厉打击仿冒混淆、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３４．指导各地持续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园区、企业、指导站）建设，推动建立

国家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３５．制定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深化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使用核准改革。加强特殊标志、官方标志和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知识产权

局、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３６．加强著作权登记、集体管理等服务监管，深化对大型网站版权的重点监管。

（中央宣传部负责）

３７．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专项行动和冬奥会版权专项整治。（中央宣

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负责）

３８．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加强“互联网 ＋旅游”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健

全线上线下维权机制，配合开展网络表演、网络音乐、网络动漫市场知识产权执法

行动。（文化和旅游部负责）

３９．强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加大重点渠道、关键环节侵权打击力度，开展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龙腾行动”、寄递渠道知识产权保护“蓝网行动”、出口转运货

物知识产权保护“净网行动”。加大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海关保护力度。发布中国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年度报告和典型案例。（海关总署负责）

４０．研究出台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套牌侵权的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种业领

域侵权行为。（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

局、知识产权局负责）

４１．修订《林草植物新品种保护行政执法办法》，发布２０２１中国林草知识产权

和林草植物新品种保护年度报告。（林草局负责）

４２．督促寄递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持续打击违法寄递侵犯知识产权物品的

行为。（邮政局负责）

　　（三）加强保护长效机制建设

４３．研究制定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计划。（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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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局负责）

４４．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布局，２０２１年新建２０家左右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２０２２年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区

域产业布局。（知识产权局负责）

４５．启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知识产权局负责）

４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建设，推广实施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

标准。（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４７．推进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试点，细化知识产权领域公共信用信息

具体条目。（知识产权局负责）

４８．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指导制度建设。评选发布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指导

案例、典型案例和优秀案例。制定出台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建立完善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技术调查官制度。推动知识产权鉴定标准的制定工作。进一步构建完

善支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才队伍体系，建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培训师资队伍。

（知识产权局负责）

４９．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评估。（知识产权

局、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负责）

５０．大力培育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畅通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

调解对接渠道，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贸促会负责）

５１．健全知识产权行政确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促进审查授权标准、

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有机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中央宣传部、知识产权

局负责）

５２．持续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开展软件使用情况年度核查。重点开展教育、

医疗等特定行业和民营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逐步扩大软件正版化核查内容与范

围，进一步完善软件正版化考核机制，探索实施软件正版化激励举措，开展行业培

训，提升企业软件正版化意识。（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管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５３．完善部门间联合挂牌督办、督导检查、线索通报等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共

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强化对侵权假冒的追踪溯源和链条式治理。（中央宣

传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４．健全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制度，加强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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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行为的管理。（中央宣传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林草局、知识产权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５５．开展生物遗传资源调查、评估和保护工作，推进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调查和编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６．依托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知识产权保护培训。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文化和旅游部负责）

５７．加快推进中国国际知识产权仲裁委员会建设。（贸促会负责）

５８．推进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中心建设，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构

建研究。（中医药局负责）

　　三、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

　　（一）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质量

５９．优化“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指标，强化质量导向，制定推动知识产权高质

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加强知识产权质量统计监测和反馈，推动地方全面取消对专

利商标申请阶段的资助。严厉打击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和不以

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知识产权局负责）

６０．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加强智能化审查技术应用，完善审查

绿色通道，建立和完善专利、商标全流程审查质量管控机制。贯彻实施《商标审查

审理指南》，全面实施商标注册审签机制改革。（知识产权局负责）

６１．深入落实《关于推进中央企业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

中央企业加强高价值专利创造、保护和运用。（国资委、知识产权局负责）

６２．推进林草植物新品种测试体系建设，加快测试指南制定进度，完善林草植

物新品种现场审查专家库建设。（林草局负责）

　　（二）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

６３．印发《关于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推进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推广

实施专利导航指南系列国家标准，围绕重点领域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知识产

权局负责）

６４．推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推广国际标准化组织创

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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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专利评估指引、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等国家标准制修订。（市场监管总

局、知识产权局负责）

６６．持续强化知识产权服务业监管，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分级分类评价工作，

全面推行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审批告知承诺改革。（知识产权局负责）

６７．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推动产业集群品牌和区域品牌商标化，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的通知》，推动开展商标品牌指导站建设。（知识

产权局负责）

６８．启动实施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知识产权局、农业农村部负责）

６９．深入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农业农村部、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７０．深入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

局负责）

７１．推动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知识产权的声明制度和监管机制。（知识

产权局、科技部负责）

７２．深入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工作，贯彻落实高校、科研组织知识产

权高质量发展政策文件，加强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建立完善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

度和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开展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指导开

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教育部、科技部、

财政部、知识产权局、中科院、中国科协按职责分工负责）

７３．加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全周期的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探索开展科技计划

专利预警和导航服务，建设国家科技成果库。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完

善技术合同认定和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科技部负责）

７４．推动林草专利和优良植物新品种转化运用，加强林草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库

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林草局负责）

７５．推进中科院院属单位开展贯标工作，建立以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为核心的

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实施知识产权规范管理的内审制度和外审制度。继续开展知

识产权全流程服务与市场化运营工作。（中科院负责）

７６．完成知识产权军民融合试点工作，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知识产权

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负责）

７７．推进落实《促进国防工业科技成果民用转化的实施意见》，出台《国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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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知识产权转化目录（第七批）》。完善军贸出口、国际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审查机

制。（国防科工局、财政部、知识产权局负责）

　　（三）促进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

７８．加快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重点城市建设，在重点产业领域和产业集聚区

布局建设一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制定完善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机制政策，

健全运营交易规则，加强运营平台监管，对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城市实行全过程绩

效管理。（财政部、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７９．推进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园区（基地）、示范单位创建和国家版权创新

发展基地试点工作。完善版权展会授权交易体系，建设专业性、专门化国家版权交

易中心（贸易基地）。（中央宣传部负责）

８０．推进知识产权质押信息平台建设。（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知识产权局负

责）

８１．规范探索知识产权融资模式创新，鼓励企业投保知识产权相关保险，鼓励

融资担保机构开发适合知识产权的担保产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新

模式。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开展相关担保信息与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

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共享互通，推进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信息统一查询。（中央宣传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８２．完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和转让许可备案管理制度，加强数据采集分析和披

露利用。（知识产权局负责）

８３．健全知识产权评估体系，修订完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准则。落实专利开放

许可制度，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财政部、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８４．引导企业做好知识产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执行知识

产权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规范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中央宣传部、财政部、证监

会、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８５．建设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基地，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

展。（商务部、知识产权局负责）

　　四、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

８６．落实《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实施意

见》，持续配合做好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知识产权评价工作，做好评价结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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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负责）

８７．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商标注册管理平台等信息化项目立项建设。

分层分类指导省级、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完成１００家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首期建设目标，推动开展第二期在华

ＴＩＳＣ建设。开展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备案工作，实现全国３１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全覆盖。（知识产权局负责）

８８．继续整合优化各类服务窗口，实现“一站式”服务。优化国家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网和新一代地方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做好宣传推广，持续推进业务服务、政

务服务和信息服务“一网通办”。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受理大厅和受理窗口公共服务

协调机制的作用，推进窗口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知识产权局负责）

８９．提高公共服务的规范化、均等性水平，发布《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事项

清单》（第一版），进一步统筹发布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健全清单管理制度。推

动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业务办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加强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信

用体系建设等工作的协同推进力度，开展承诺事项事中事后抽查。推广应用《知识

产权基础信息数据规范》。（知识产权局、人民银行负责）

９０．加快建设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修订并发布《高校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完成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达到１００家的目

标。（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负责）

９１．加大知识产权数据开放共享，扩大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开放范围，优化相关

服务系统，提升用户体验度。推广应用《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利用指引》。（知识产权

局负责）

９２．推广应用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在重点技术领域开展专利技术

导航。（国防科工局负责）

　　五、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境

　　（一）大力倡导知识产权文化理念

９３．组织办好世界知识产权日、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

品交易会、中国（无锡）国际设计博览会、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中国网络版权保护

与发展大会、国际版权论坛等大型活动。（中央宣传部、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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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普及和普法，深化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工作。继续

开展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活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司法部、知识产权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９５．依托全国科普日、全国科技活动周等重点科普活动，开展知识产权科普工

作，积极推动知识产权科普资源建设。（科技部、中国科协负责）

　　（二）夯实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基础

９６．推动论证设置知识产权专业学位相关工作。（教育部、知识产权局负责）

９７．制定全国知识产权专业能力提升培训计划。开发一批精品课程，利用中国

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平台，扎实推进知识产权网络培训。开展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

理人员轮训。（知识产权局负责）

９８．深入开展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培训，做好知识产权专业职称评

价工作。（知识产权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９９．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引进培养支持力度。在中央管理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考核中，注意了解知识产权等相关工作的成效。继续指导有关部门加强干部知

识产权培训工作。（中央组织部、知识产权局负责）

１００．支持高校设置知识产权相关专业，实施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

划”，打造一批知识产权“金专”“金课”，支持高校实施知识产权相关新文科研究与

改革实践项目。通过“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岗位设置等引导鼓励知识产权理论创

新。（教育部负责）

　　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１０１．积极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深

化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

国际规则和标准。加强对外宣传，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

知识产权培训。（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知识

产权局、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０２．继续推进《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保护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条约》等谈判进

程，推动《马拉喀什条约》国内落实工作，加快推进我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

注册海牙协定》工作。（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司法部、商务部、广电总局、知识产权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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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推动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知识产权章节和中欧地

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继续推进中日韩、中国—挪威、中国—以色列等在谈自贸

协定中知识产权议题谈判，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进程。（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林草局、知识产权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１０４．加强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建设，强化海外知识产权信息

供给服务，加大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力度。（知识产权局、贸促会

负责）

１０５．强化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维权援助，探索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

险防控体系。（中央宣传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０６．重点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展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状况调查，研究建立针对相关国家的保护状况评估机制。持续推动重点国家和地

区知识产权风险评价项目并定期发布报告，编制重点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国

别指南，发布重点国家年度知识产权相关诉讼调查报告及典型案例等。（知识产权

局、商务部、贸促会负责）

１０７．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务实合作，向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提供专利检索、审查和培训等多样化服务，推进信息和数据资源领

域合作。视情召开“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

外交部、商务部负责）

１０８．深度参与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中美欧日韩、中日韩、中蒙俄、中国—

东盟等小多边知识产权合作，加强与各方政策和业务规则交流，支持产业界积极参

与相关合作机制，主办好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会和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机

制会议。加强与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知识产权合作磋商。强

化知识产权审查业务合作，优化“专利审查高速路”国际合作网络。（商务部、知识

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０９．深入推进与各国执法部门、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等的多双边知识

产权执法合作和交流。建立海关跨境合作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海关执法信息情报

交换共享。（公安部、海关总署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１０．实施我国自主数字版权保护与应急广播技术标准海外推广与应用项目，

开展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标准宣传推广。（广电总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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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强组织保障

１１１．制定《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研究

建立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施动态调整机制，开展年度监测，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开

展督促检查，纳入相关工作评价。（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

１１２．制定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知识产权实施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１１３．制定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林业和草原年度推进计划。（林草局负责）

１１４．编制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年度评价报告。（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

１１５．强化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建设，加强对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

施的研究支撑。（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

上述各项任务分工中，由多个部门负责的，列第一位的部门为牵头部门，其他

为参与部门。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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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防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

基本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首个《防不正当竞争和商业

秘密保护基本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随着企业间竞争加剧，不断发生挖走核心人

员、网络黑客、商业间谍等商业秘密泄露事件。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半导体等

尖端技术军民两用，相关企业在技术、经营上的商业秘密流失海外，威胁着韩国的

国家经济安全。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出现、加速和扩张了经济活动联网，不正当竞争

行为也变得多样化，因此，韩国急需制定相应的对策。

　　１．商业秘密保护的基本计划

（１）对掌握国家经济和安全核心技术的企业，要先发制人、加强保护支援。聘

请从事核心技术研究的退休技术人才担任专利审查官，防止因核心人才跳槽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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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泄露商业秘密。与此同时，计划还通过放宽商业秘密出境证明要求［３］、新设商业

间谍规定和制定诉讼时效特例等措施来防止海外泄露。

（２）扩大ＫＩＰＯ技术警察的调查范围，涵盖擅自泄露商业秘密和非法持有等全

部技术领域，并增加数字化数据恢复等专业人员以扩充调查力量。为尽快解决商

业秘密纠纷，完善证据收集制度，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通过集中管理商业秘密

民事、刑事诉讼来强化审判的专业性。此外，推进因侵犯商业秘密而发生的非法利

益回收工作，提高对法人有组织泄露行为的罚款，并引入没收制度等。

（３）建立商业秘密管理体系和派遣商业秘密保护专家，以帮助保护相对薄弱的

大学等。韩国为支持企业和大学利用其专利和商业秘密，加强对其研究开发成果

的战略保护，开展方法论教育。

　　２．防不正当竞争的基本计划

（１）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按照类型重新分类，为灵活应对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韩国将完善法律体系。研究在元宇宙、非同质化代币（ＮＦＴ）［４］等数字环境中诋

毁竞争企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促进制度完善。

［３］取消“对商业秘密持有人的不当利益或损害”的要求。
［４］ＮＦＴ，全称为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Ｔｏｋｅｎ，指非同质化代币，是用于表示数字资产（包括图片和视频剪辑形式）的唯
一加密货币令牌，可以买卖。

（２）制定针对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新出现的数据及发布权进行保护的“行政调查方

针”，并将“数据的保护措施不力行为”纳入技术警察的调查范围。同时，为确保不

正当竞争行为行政调查的实效性，将推进引入“纠正命令及不履行命令的罚款制

度”。

（３）为制定基本计划，２０２１年４月成立了产业界、学界、法律界等３０多名民间

委员会组成的推进团，根据讨论和实际调查结果为基础制定政策课题。该计划将

从２０２２年开始，为促进基本计划的实施，韩国将每年制定并实施详细计划。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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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欧盟委员会发布２０２１年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

【摘要】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布《２０２１年欧

盟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Ｔｈｅ２０２１ＥＵ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研究发现，欧盟企业在健康、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领域的研发投入

有所增加，在绿色高价值专利技术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绿色专利方面仍处于领

先地位，这不仅符合欧盟新产业和创新政策优先重点发展方向，还显示了欧盟气

候中和的转型战略。

报告分析了２０２０年全球研发研发投入最多的２５００家公司［５］，总投资９０８９亿

欧元，约占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总额的９０％。报告主要从公司的研发投资、专利组合

和其他财务绩效指标，重点关注欧盟公司和全球同行的比较。主要结论如下。

［５］样本公司分布在全球３９个国家／地区，拥有２５００家母公司和８０多万家子公司，２０２０年，各自研发投入均
超过３６５０万欧元。主要包括４０１家欧盟公司（２０３％）、７７９家美国公司（３７８％）、５９７家中国公司（１５５％）、
２９３家日本公司（１２２％），以及４３０家其他国家公司（１４２％）。

　　１．２０２０年全球研发投资连续１１年显著增长

２０２０年，２５００家公司研发投资较 ２０１９年增长 ６０％，增幅远低于 ２０１９年

（９２％）。与研发投资不同，大部分财务指标都受到影响，尤其是营业利润、净销售

图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各国家／地区研发投资水平和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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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资本支出。中国（１８１％）和美国（９１％）的公司研发投资增长率最高，而欧盟

公司的研发投资下降了２２％，打破了过去几年的增长（２０１９年６０％），日本公司

的研发投资增长了０９％，其他国家／地区增加了３０％。

２．ＣＯＶＩＤ１９推动了ＩＣＴ和健康产业快速发展，但对汽车、航空航天与国防产

业造成了严重打击

全球研发增长主要由ＩＣＴ服务（１５５％）推动，其次是健康（１２８％）和 ＩＣＴ生

产（５７％）。大多数产业的研发投资都出现了下降，特别是受ＣＯＶＩＤ１９影响较大

的行业：航空航天与国防（－１７０％）、汽车（－４３％）、化工（－３４％）。

　　３．企业研发领域集中化影响欧盟整体研发投入

汽车是欧盟最大的研发领域，占欧盟研发总量的３４％，但由于其研发投资减少

了７２％，影响了欧盟整体研发投资。航空航天与国防（－２２６％）、化工

（－３７％）、工业（－６１％）和 ＩＣＴ生产（－３８％）等大多数领域也经历了研发投

资的减少。只有健康（１０３％）和ＩＣＴ服务（７２％）显示研发增长。

图３　２０２０年主要国家／地区各领域的研发投资份额

法国（－８％）、意大利（－１３７％）和芬兰（－９０％）公司的研发投资下降幅度

最大。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研发投资国家，由于其在健康和 ＩＣＴ领域公司的强劲表

４３ 知识产权动态



现，其研发投资仅出现小幅下降（－０３％）。研发投资增长的欧盟国家包括丹麦

（＋６０％）、比利时（＋１０３％）和奥地利（＋１２４％）。

　　４．全球技术竞赛重塑世界主要地区的研发专业化格局

近年来的全球技术竞赛越来越集中在 ＩＣＴ生产（２２９％）、健康（２０８％）、ＩＣＴ

服务（１８６％）和汽车（１５３％），占全球总研发投入的７７４％。过去十年持续的研

发趋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地的研发专业化，欧盟保持了稳定的研发投资产

业组合（严重依赖汽车产业），而中美提升了ＩＣＴ产业的专业化程度，美国还增加了

健康领域的比例。与２０１１年相比，２０２０年，欧盟公司在汽车行业的投资是美国同

行的３２倍，健康、ＩＣＴ生产、ＩＣＴ服务领域分别减少了２５倍、３３倍和７９倍；中

国公司在ＩＣＴ服务的研发投资几乎是欧盟同行的２倍、ＩＣＴ生产增长４２％。

欧美健康领域的主要差距是制药和生物技术：欧盟公司在制药领域的研发增

速略高于美国同行，但其总体研发水平仍然远落后于美国（是美国的一半）；美国公

司在生物技术的研发增长明显更高。欧中ＩＣＴ领域的主要差距是软件和计算机服

务、技术硬件和设备。过去十年，中国在研发投资上超过了欧洲。

这些调查揭示了欧盟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１）保持在汽车产业的领导地位，

正面临着电动汽车转型、数字技术日益融合的双重挑战。（２）重建一个强大的健康

产业，并将重点放在支持新药开发的生物技术上。（３）追赶 ＩＣＴ技术，扭转过去十

年的趋势，将数字技术的好处带给整个欧盟经济，特别是利用其巨大的潜力来帮助

解决环境问题。（４）确保关键技术领域的战略自主权，将关键的市场部分留在内

部，以保证供应的安全性和基本供应链的稳定性。

　　５．欧盟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存在结构性的研发强度差距

产业结构的差异还体现在区域间研发强度的差异上。研究观察结构性因素

（产业相对规模）和内在因素（产业内研发强度差异）表明，欧盟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大部分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影响下加剧。研究认

为，欧盟处理结构性差距需要有针对性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增加高研发强度行业的

欧盟公司的数量和规模，同时认识到现有的个别公司在研发方面接近其竞争对手

的实力。

　　６．高科技公司取代传统行业公司，在全球研发排名中占据更多位置

全球产业研发投入最重要的发展是出现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和领先态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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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公司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取代了欧盟和日本的传统公司。与五年前各国在汽

车运输、健康、ＩＣＴ生产、ＩＣＴ服务和工业的关键领域对比，美国公司在健康和 ＩＣＴ

领域呈现增长，中国公司在健康、ＩＣＴ生产、ＩＣＴ服务和工业均有所增加，欧盟和日

本公司除了工业之外四个关键领域均下降。

　　７．欧盟专利活动揭示其在提高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投资吸引力

欧盟在工业方面具有基础优势，拥有更均衡的公司组合，特别是与美国相比，

欧盟公司呈现多样化，美国的研发投资集中在少数高科技领域。在全球研发份额

方面，欧盟公司在汽车、航空航天与国防以及化工领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中国

公司相比，欧盟的整体研发投资多出３０％。欧盟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

分布更为广泛。研究分析了公司专利的发明人所在地区，欧盟公司比其他同行更

有可能从国外获得研发投入。欧盟公司国外专利活动较多，其国外专利发明人占

比２７５％，美国和中国这一占比分别为１８％和１２１％，这与健康和 ＩＣＴ领域基本

类似。欧盟汽车领域世界领先，国内外发展平衡：欧盟公司和国外公司的专利活动

均高度活跃。研究认为，根据欧盟新的工业和创新政策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数字

和绿色转型的背景下，欧盟在提高其研发能力、重振其工业基础方面具有潜在的

机会。

［６］能源密集型产业包括水泥、陶瓷、化学品、化肥、玻璃、石灰、炼油和钢铁的生产或加工。
［７］专业化指数：绿色专利的数量在该地区的专利组合中占总专利的份额。
［８］高价值专利指的是在多个国家／地区申请的专利。

　　８．专利分析显示欧盟在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绿色技术方面的定位

该报告对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八个能源密集型产业［６］（ＥＩＩ）的绿色发明专利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绿色专利稳步增长，欧盟显示出最高的专业化指数［７］。综合来看，

欧盟公司在发展绿色技术的竞赛中仅次于美国：（１）高价值专利［８］方面，欧盟

（５７％）接近美国（５８％）；（２）受国际保护的发明份额方面，欧盟（２３％）接近美国

（３３％）；（３）在与商品生产或加工相关的ＥＩＩ发明份额方面，欧盟（３５％）接近美国

（３７％）。进一步分析特定能源密集型产业相关的绿色专利，欧盟在石油炼制和石

灰方面表现出专业性，在石油炼制和钢铁方面的绿色发明组合中份额较高。化工

占欧盟绿色发明的３８％；日本在水泥行业的绿色发明活动领先，在玻璃行业也非常

突出。中国和韩国在陶瓷和化学品领域排名靠前。欧盟在化肥和石灰行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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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领先研发投资者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上不断改进做法

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领先研发投资者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践有所改善，欧盟公

司在能源和化工领域具有相对优势。能源密集型行业中的领先研发投资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关注和研发投资之间显著关联，特别关注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体面工

作和经济增长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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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 ＩＴＩＦ发布２０２１全球能源创新指数

【摘要】２０２２年 １月 １０日，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Ｆ）发布 ２０２１年全球能源创新指数

（ＧＥＩＩ），通过低碳能源研发和示范（ＲＤ＆Ｄ）公共投资、清洁能源技术（ＣＥＴｓ）高

价值专利、早期风险投资、清洁能源公司退市、清洁能源技术出口、清洁能源消

费、有效碳价（ＥＣＲ）审查全球总体表现。

ＧＥＩＩ报告讨论每个指标全球的总体表现与差距，并总结了各国政府和私营部

门致力于缩小这些差距的措施。报告认为全球在关键气候解决方案上取得进展，

但从知识发展和传播、创业生态系统、贸易、市场准备和技术采用以及国家公共政

策等关键指标显示，全球能源创新体系处于薄弱状态。

主要结论：（１）自巴黎会议以来，全球已经在一些关键的气候解决方案上取得

了进展。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大幅下降，电动汽车电池成本也呈现下降。（２）

低碳能源研发和示范（ＲＤ＆Ｄ）的公共投资自２０１５年以来适度增长（＋２９％），大部

分投资都流向了应用更广泛的技术集合，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尤其是对未来脱碳

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并未获得同等规模的研发投资。（３）清洁能源高价值专利数

量呈现下降，国际合作发明的比例仍然很低。（４）清洁能源技术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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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落后于全球ＧＤＰ增长率（＋１３％）。（５）清洁能源消费正在上升，但速度不

足以抵消化石燃料消费的增长。（６）绝大多数的有效碳价都低于６０欧元的基准，

无法促进主要经济体各领域的清洁能源转型。（７）唯一的亮点是创业生态系统，早

期风险资本投资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增长了１６５％，尽管大部分增长进入了汽车领域。

图４　２０１５年以来全球清洁能源创新体系指标变化

　　１．低碳能源研发公共投资

ＧＥＩＩ涵盖的３４个国家中只有智利、新西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实现了低碳

能源研发投资翻一番的目标。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最近一年包括丹麦和芬兰在内的１０

个国家的实际研发投资低于２０１５年。

全球低碳能源ＲＤ＆Ｄ公共投资组合中，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是主要的

类别，占２０２０年总投资的６４％。尽管太阳能、风能部署显著增加，但化石燃料的消

费并没有减退，且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不平衡。虽然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公共研

发下降，但能源效率却相反，主要的增长来自交通领域投资———增加了近一倍（从

２０１５年的１６亿美元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３０亿美元）。建筑是能源排放的主要驱动

力，而工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排放源，全球对建筑、电器和设备以及工业能效的投

资小幅增长。氢能和燃料电池以及碳捕集与封存（ＣＣＳ）作为新兴技术，是目前公

共研发投资水平最低的技术类别，仅占２０２０年公共研发总投资的８％，占私人研发

投资的很小部分（不到４％）。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全球上市公司在能源领域的私人研

发投资小幅增长（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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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清洁能源技术的高价值专利

中等水平研发投资的专利申请趋于平稳。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高价值专利数量［９］

基本持平，极高价值专利数量［１０］在２０１８年急剧下降。相对于所有高价值专利，

ＣＥＴｓ专利的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０％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

８％），表明能源以外的领域更受发明人关注。丹麦在这一指标上一直处于领先，

２０１８年，ＣＥＴｓ专利占丹麦所有高价值专利总量的２１％。

［９］ＧＥＩＩ报告中高价值专利指的是发明人在至少两个主要司法管辖区申请的专利数量。
［１０］极高价值专利指的是发明人在四个或以上司法管辖区申请的专利数量。

储能虽然是公共研发投资最少的类别，但电池是低碳能源专利数量占比最大

的领域，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约７５００项授权专利，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大幅增长。道路运

输是另一个主要类别，专利数量一直保持高位。从２０１０到２０１８年，可再生能源专

利数量下降了近一半，公共研发投资和早期风险投资也出现了下降。ＣＣＳ或碳捕

获、利用和储存（ＣＣＵＳ）、电力传输和分配以及氢能、燃料电池技术的公共研发投资

水平较低，与这些类别的专利数量较少相关。

清洁能源技术专利的国际合作发明仍然很少。日本和韩国拥有较多的 ＣＥＴｓ

专利，但其国际合作发明率也一直最低。美国（２１％）、中国（１２％）、德国（１４％）和

巴西（７％）的比率也较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比利时、

卢森堡、捷克斯洛伐克、瑞士）以及印度，国际合作发明占比较高（至少超过５０％）。

　　３．早期风险投资

近年来，资金已重新流向了清洁技术初创企业。２０２０年，清洁能源初创企业的

早期风险投资增加了近三倍，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２０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３１７亿

美元。

早期的风险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大规模的工业领域。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风险投资

增加了１９７亿美元，其中大部分（１８７亿美元）都流向了交通运输（电动、共享出行

和自动驾驶交通），其占２０２０年投资总额的７８％，显著高于２０１５年的４９％。相比

之下，之前吸引大量风险投资的清洁电力行业（地热、水力和海洋发电、核能、太阳

能和风能）仅占２０２０年投资的３％。从绝对值来看，这些行业总共吸引了９亿美元

风险投资，不到２０１５年（３０亿美元）的三分之一。２０２０年，早期对ＣＣＳ／ＣＣＵＳ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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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储能、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的风险投资占全球风险投资的１０７％，是２０１５

年（５１％）的两倍多。按绝对值计算，这三项技术的风险投资从２０１５年的６亿美

元跃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３４亿美元，增幅超过５００％。

中美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风险投资竞赛加速了创新。中美两国早期在交通运输

领域的投资迅速上升，中国在交通领域的早期风险投资占比甚至高于美国，每年超

过９５％。中国对电动汽车和其他零排放汽车的初创企业投资显著多于美国，而美

国更倾向于其他清洁交通初创企业，例如使能技术和电动汽车平台。２０２０年，中国

电动汽车市场份额达到５４％，高于美国（２２％），与美国相比，中国拥有相对完整

的电池制造供应链。

　　４．清洁能源公司的成功退出

成功退出标志着公司的增长潜力和高质量创新。通过私募股权交易、并购

（Ｍ＆Ａ）或首次公开发行（ＩＰＯ）成功退出的清洁能源公司数量一直在稳步增加。

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并购占了成功退市的一半以上。太阳能技术公司占全球退市份额

最高，但氢能和燃料电池、储能和运输公司退出的数量增长最快，表明这些技术在

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得到广泛应用。

　　５．清洁能源技术出口

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渐进式创新是能源领域良好创新系统的重要特征。与２０１５

年相比，２０２０年全球 ＣＥＴｓ出口名义价值增长了 ８％，但同期全球 ＧＤＰ增长

了１３％。

太阳能是最大的 ＣＥＴｓ出口类别，２０２０年占全球总量的 ４１％，其次是风能

（２０％）。多年来，中国一直主导着太阳能技术的出口，稳定地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

一。太阳能和风能在清洁能源出口的份额从 ２０１５年的 ５９％上升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６１％。尽管ＣＣＵＳ（１６％）和储能和电动动力系统（１５％）分别排名第二、三位（各占

约５００亿美元的出口额），但其获得的公共研发和风险投资的投资相对较少。此

外，氢能和燃料电池的出口额略低于６０亿美元（２％）。

［１１］出口占ＧＤＰ的百分比。

丹麦ＧＥＩＩ的出口倾向［１１］最高，２０２０年为１６％，与２０１５年的２４％相比呈现

下降。中欧国家ＣＥＴｓ出口占 ＧＤＰ的百分比较高，尤其是 ＣＣＵＳ、能源效率和储能

技术。中欧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很强的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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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清洁能源消费

清洁能源消费通过对 ＣＥＴｓ供应方的需求拉动来推动创新。清洁能源消费的

绝对值在增长，但是其增长速度并没有超过能源总需求，这意味着化石燃料消费在

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虽然有所下降，但在继续增长。从２０１０到２０１９年，清洁能源消

费增长了２３６艾焦耳，而化石燃料消费增长了５２６艾焦耳。

全球大部分清洁能源消费来自水电和核能等相对成熟的技术。太阳能和风能

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主要局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中国和印度。

　　７．有效碳价

ＥＣＲ用于碳定价的标准测度，由三部分组成：燃料消费税、碳税和可交易的碳

排放许可证。ＯＥＣＤ研究提出，２０２０年每吨二氧化碳达到６０欧元 ＥＣＲ，表明该国

家有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但 ＧＥＩＩ显示，各国当前 ＥＣＲ远低于

这一基准：２０１８年，４４个ＯＥＣＤ和Ｇ２０国家中不到１９％的国家能达到每吨二氧化

碳６０欧元或以上。各国在交通运输领域ＥＣＲ总体表现通常最好，电力和工业部门

ＥＣＲ最低。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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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

技术观察

单原子催化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分析了单原子催化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主要

技术类别、主要申请国家、主要申请人及主要发明人。通过分析发现，单原子催

化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增长；单原子催化专利主要集中在单原子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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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制备与活化、电极、无机化合物或非金属的电解生产、废气废水污染物的处

理等技术类别；中国在单原子催化领域拥有绝对优势；中国科学院是单原子催化

领域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单原子催化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

研究团队。

［１２］ＱｉａｏＢｏｔａｏ，ＷａｎｇＡｉｑｉ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Ａｔｏｍ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ｔ１／ＦｅＯｘ［Ｊ］．
Ｎａｔｕｒ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３（８）：６３４６４１．
［１３］李惠惠，张圆正，代云容，等．单原子光催化剂的合成、表征及在环境与能源领域的应用［Ｊ］．材料导报，
２０２０，３４（３）：３０５６３０６８．
［１４］续晶华，刘清港，杨小峰，等．单原子催化剂在二氧化碳还原转化中的应用及展望［Ｊ］．中国科学：化学，
２０１８，４８（０２）：１０８１１３．

催化技术在能源转化、石油化工、环境污染控制、精细化工等诸多领域发挥着

巨大作用，单原子催化剂是一种活性组分完全以单原子形式存在的负载型催化剂，

单原子催化剂可最大限度提高金属特别是贵金属原子利用率，降低成本，提高反应

活性和选择性。２０１１年，张涛院士及其课题组［１２］首次成功制备出Ｐｔ１／ＦｅＯｘ单原子

催化剂，该催化剂在ＣＯ氧化和ＣＯ选择性氧化反应中具备很高的催化活性和稳定

性，张涛院士课题组由此提出了单原子催化的概念，引发了国际上对单原子催化的

研究热潮。单原子催化剂现已应用于能源转换、环境保护等领域［１３，１４］，拥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单原子催化专利文献，运用专利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展

现单原子催化专利的发展趋势和研发活动特点，以期为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工作

的开展提供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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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策略为：ＴＩ＝（ｍｏｎｏａｔｏｍ 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ＯＲＴＩ＝（ｍｏｎａｔｏｍ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ＯＲＴＩ＝（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ａｔｏｍ 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ＯＲＴＩＡＢ＝（ｍｏｎｏａｔｏｍ（３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ＯＲＴＩＡＢ＝（ｍｏｎａｔｏｍ（３Ｎ）ｃａｔａｌｙｓ）ＯＲＴＩＡＢ＝（ｓｉｎｇｌｅ（３Ｎ）ａｔｏｍ

（３Ｎ）ｃａｔａｌｙｓ）。本文将专利类型限定为发明专利，进行简单同族合并及筛选，并

基于专利族数（项）进行统计，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２年１月４日。本文主要分析统计自

２０１１年张涛院士团队提出“单原子催化”概念之后该领域的专利态势。

　　１．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１１至２０２１年，全球单原子催化专利申请共计６１０项。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

能够较直观地反映出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与发展趋势（图５）。由图可知，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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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原子催化概念在２０１１年首次提出，但与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于２０１３年才出现，

有一定的滞后性。随后２０１４年有１项相关专利，２０１５年有４项相关专利，２０１６年

有９项相关专利，增长较为缓慢，此后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逐年增加，特别是自

２０１７年后大幅增长。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１８个月时滞，截至检索日，２０２０

和２０２１年还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

图５　单原子催化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２．主要技术类别及功效

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包含了专利的技术信息，通过对单原子催化领域相关专

利所属的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了解单原子催化领域相关专利涉及

的主要技术领域和技术重点。表４列出了单原子催化专利申请量排名前１０的ＩＰＣ

分类号（大组），这些分类号（大组）涵盖了５６５项专利族，大约占全部分析专利的

９２６％。从表４中可以看出，申请量占比最高的三个分类号是 Ｂ０１Ｊ２３、Ｂ０１Ｊ２７和

Ｂ０１Ｊ３７，主要涉及金属或金属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催化剂，包含卤素、硫、硒、碲、磷

或氮的元素或化合物的催化剂、包含碳化合物的催化剂以及催化剂制备和活化的

一般方法。近三年（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１年）申请量占比超过９０％的ＩＰＣ分类号（大组）有

以下４个：

（１）Ｃ２５Ｂ１１：电极或不包含在其他位置的电极的制造。比如将单原子催化剂

用于电还原 ＣＯ２气体扩散电极，可以显著提高电还原 ＣＯ２反应生成 ＣＯ的法拉第

效率，增强产物的选择性。

（２）Ｃ２５Ｂ１：无机化合物或非金属的电解生产。单原子催化剂具有高的活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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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密度，高的贵金属利用率，在电催化的氢气析出、氧气还原及氧气析出等反应中

表现出优异的性能。

（３）Ｃ０２Ｆ１：指水、废水或污水的处理 Ｃ０２Ｆ３／００至 Ｃ０２Ｆ９／００优先。该类专利

是将单原子催化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比如可利用单原子催化剂选择性降解水中

的污染物，也可将其作为废水处理絮凝剂来使用。

（４）Ｃ０２Ｆ１０１：污染物的性质。例如，可将单原子催化剂用于高浓度难降解有机

工业废水膜处理，降解水体中草甘膦等。

表４　单原子催化专利主要ＩＰＣ分类号及其申请量

ＩＰＣ分类号
（大组）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三年

申请量占比

Ｂ０１Ｊ２３ ２８１ 不包含在Ｂ０１Ｊ２１／００组中的，包含金属或金属氧化物或
氢氧化物的催化剂（Ｂ０１Ｊ２１／１６优先） ７３．９％

Ｂ０１Ｊ２７ ２００ 包含卤素、硫、硒、碲、磷或氮的元素或化合物的催化剂；
包含碳化合物的催化剂

８３．７％

Ｂ０１Ｊ３７ １８３ 制备催化剂的一般方法；催化剂活化的一般方法 ８２．４％

Ｂ０１Ｊ３５ １４４ 一般以其形态或物理性质为特征的催化剂 ８５．０％

Ｈ０１Ｍ４ ８７ 电极 ７４．２％

Ｃ２５Ｂ１１ ８０ 电极；不包含在其他位置的电极的制造 ９１．４％

Ｃ２５Ｂ１ ６８ 无机化合物或非金属的电解生产 ９１．５％

Ｂ０１Ｄ５３ ６０

气体或蒸气的分离；从气体中回收挥发性溶剂的蒸气；废
气例如发动机废气、烟气、烟雾、烟道气或气溶胶的化学
或生物净化（通过冷凝作用回收挥发性溶剂入 Ｂ０１Ｄ５／
００；升华入Ｂ０１Ｄ７／００；冷凝阱，冷挡板入Ｂ０１Ｄ８／００；难凝
聚的气体和空气用液化方法分离入Ｆ２５Ｊ３／００）

７１．７％

Ｃ０２Ｆ１ ４６ 水、废水或污水的处理Ｃ０２Ｆ３／００至Ｃ０２Ｆ９／００优先 ９７．８％

Ｃ０２Ｆ１０１ ４３ 污染物的性质 ９７．７％

可以发现，申请量占比最高的专利与单原子催化剂的制备有关，而近三年来申

请量占比超过９０％的专利都注重单原子催化剂的应用，尤其是将单原子催化剂用

于污水处理、电解水制氢等与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化密切相关的场景，单原子催化剂

凭借其独特的几何结构、活性中心配位不饱和及中心金属电子结构可调控等特性，

在诸多化学反应中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性能，开始在环境与能源等领域崭露头角。

通过分析专利功效，有助于了解技术的主要应用特征。图６给出了单原子催

化领域专利的主要功效，单原子催化专利排名前５的功效分别是复杂性降低、稳定

性提高、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催化提高。单原子催化剂具有均匀单一的活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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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稳定、易分离等特点，能够降低反应复杂性以及提高反应稳定性，单原子催化

剂中活性成分的原子利用率可达１００％，大幅度减少贵金属的使用量，降低成本，显

著提高反应效率，增大催化活性面积，从而实现较高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

图６　单原子催化领域专利主要功效

图７　中韩美单原子催化专利申请情况

　　３．主要申请国家

图７展示了单原子催化领域，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韩国、美国

的专利申请总量为６０１项，占比９８５％。图７显示，中国是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申

请最多的国家。图８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中、韩、美三国专利申请随年份变化的情

况。中国不仅是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还是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

申请最早的国家，２０１３年，中国申请了首项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随后３年中国申

请量增长缓慢，２０１７年开始迅速增长。韩国和美国则分别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申请

了本国首项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但韩国和美国的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增长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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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无论是从专利申请总量还是从专利申请增长趋势来看，中国在单原子催化

相关领域处于国际主导。

图８　中韩美单原子催化专利申请变化对比

图９　中韩美单原子催化专利技术布局

通过观察主要国家专利 ＩＰＣ分类号的占比，分析其专利技术专题布局上的差

异。图９是中、韩、美三国单原子催化专利技术 ＩＰＣ分类号（大组）占比。Ｂ０１Ｊ２３、

Ｂ０１Ｊ３７、Ｂ０１Ｊ３５是单原子催化专利的主要技术类别。中国约有５００％的专利属于

这三个技术方向，而韩国的比例约为 ７７７％，美国约为 ７８５％。另外，中国在

Ｂ０１Ｊ２７相关专利中的占比相对其他国家较大，约为１７８％，韩国约为３３％，而美

国尚未在该技术类别进行专利布局。此外，韩国和美国在其他技术领域布局上有

一定空白，比如韩国在Ｃ０２Ｆ１、Ｃ０２Ｆ１０１等类别没有布局，而美国在Ｂ０１Ｊ２７、Ｃ２５Ｂ１、

Ｂ０１Ｄ５３、Ｃ０２Ｆ１、Ｃ０２Ｆ１０１等类别没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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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主要专利申请人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分析，可以得到该领域的主要技术研发力量和研发情况。

通过人工核查、合并主要申请人，得到专利申请量不少于１０项的主要专利申请人

（图１０）。单原子催化的专利申请全部被中国机构包揽。其中，中国科学院（１１１

项）以绝对优势排名第１，其后依次是北京氦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３２项）和天津大

学（２３项）；北京化工大学（２３项）、联科华技术有限公司（１２项）、浙江大学（１２

项）、清华大学（１０项）和江南大学（１０项）都是重点研发机构。单原子催化领域的

研发主力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单原子催化领域８个主要的专利申请机构中，高校

和科研院所占６席，仅有北京氦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联科华技术有限公司２家

企业。

图１０　单原子催化专利主要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申请趋势（图１１）反映机构对技术的关注程度。单原子催化概念

最先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张涛院士课题组在２０１１年提出，中国科

学院也在２０１３年最早申请了单原子催化的相关专利，近五年专利申请数量保持在

每年２０项左右。北京氦舶科技有限公司虽然凭借３２项单原子催化相关专利排名

第２，但都是在２０１９年申请的，该企业官方网站最新报道仍停留在２０１８年，近期发

展情况不明。而另一家企业联科华技术有限公司，近三年单原子催化有关专利年

申请量逐年增长，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该企业成立于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吴宇恩教授是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吴宇恩教授在单原子催化领域有扎实的

研究基础，表明单原子催化领域已经开始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趋势，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研究人员开始重视产业化，这对单原子催化剂的工业化制备和应用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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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单原子催化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图１２中，Ｂ０１Ｊ２３、Ｂ０１Ｊ２７、Ｂ０１Ｊ３７是各个主要专利申请人单原子催化专利的主

要技术类别。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在专利技术构成上比较接近，技术布局较

均衡；北京氦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大学在Ｂ０１Ｄ５３有更多布局，表明其注重将

单原子催化剂用于废气治理、生物净化等环境保护领域；浙江大学在 Ｃ２５Ｂ１１和

Ｃ２５Ｂ１有更多布局，表明其重视单原子催化剂在能源转化等领域的应用，比如使用

单原子催化剂电解水制氢等；联科华技术有限公司在Ｃ０２Ｆ１有更多布局，这说明使

用单原子催化技术进行水处理是该企业的一项核心业务。

图１２　单原子催化主要专利权人技术类别

８４ 知识产权动态



　　５．主要专利发明人

统计分析专利发明人，可以发现该技术领域的主要研究团队和研究人员。图

１３给出了单原子催化申请专利数量前１５的专利发明人。单原子催化申请专利数

量最多的发明人是郎嘉良（３２项），其后依次是黄翟（３０项）和张涛院士（２６项）。

单原子催化专利的主要专利发明人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团队，比如，郎嘉良、黄翟、赵

刚、郭文雅、关朝阳、丁辉都属于北京氦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涛、王爱琴、乔波涛

都属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黄红峰、赵超、吴宇波都属于联

科华技术有限公司；李亚栋、王定胜都属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

图１３　单原子催化专利主要发明人

　　６．小结

本文聚焦单原子催化相关技术专利分析，主要结论：（１）单原子催化是一个正

在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专利数量持续增长，特别是２０１７年以来增长迅速。中国

是进入单原子催化技术领域最早的国家，也是单原子催化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最多

的国家，处于领先地位；（２）单原子催化专利主要集中在单原子催化剂的制备与活

化、电极、无机化合物或非金属的电解生产、废气废水等污染物的处理等技术类别，

表明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不断加深单原子催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已经

开始逐步探索单原子催化剂在环境保护、能源转化等方面的实际应用；（３）中国的

研究机构是单原子催化技术领域的中坚力量，中国科学院扮演了核心角色，是单原

子催化领域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研究机构；北京氦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科华技

术有限公司是单原子催化领域的重点研发企业；（４）中国学者在单原子催化领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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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领地位，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团队，有利于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单原子催化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科学家提出、逐渐被国内外认可、中国科学家

处于引领地位的原创性概念之一，在环境保护、能源转化等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现已成为催化和材料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值得深入研究下去。此外，中国

应提升科研机构成果的转移转化成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加深产学研合作的力

度，持续保持我国在单原子催化领域的优势与引领地位。

刘佳程　马廷灿（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３项（人）获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表彰全国知识产

权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９９个“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先进集体”和９７

名“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中国科学院３项（人）获全国知识产权

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综

合科研处被授予“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先进集体”称号，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和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文献情报与编辑部副

研究员葛飞荣获“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１／１２／９／ａｒｔ＿５４１＿１７２０３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半导体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半导体所”）通过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获得《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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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覆盖光发射器件及应用、光探测器件及应用、光无

源器件及应用、激光器及应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集成光电子器件、微电子器件与

集成电路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

半导体所作为中科院第二批开展贯标工作的单位之一，高度重视知识产权贯

标工作，成立以所长为组长，分管知识产权所领导为副组长的贯标工作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在各职能部门及各课题组协同配合下，经过组织策划、调查诊断、体系

构建、文件编写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半导体所确定了研究所知识产权方针———紧

扣国家半导体领域重大需求，围绕半导体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自主创新，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半导体所正

式发布《知识产权管理手册》，开始试运行。

体系运行期间，半导体所通过开展了体系文件宣贯、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一

系列工作，不断完善体系，使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渗透到科研工作各环节中，更好地

为科研服务。经过３个月的试运行，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半导体所向中知（北京）认证有

限公司正式提出认证申请。经现场认证，审核组认为，半导体所建立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与研究所各工作环节充分融合，与研究所的工作需求相适应，落实有效，具

备很好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５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苏州医工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苏州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苏州医

工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获得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覆盖医用光学、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康

复工程方向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

苏州医工所高度知识产权工作，于２０２１年初自愿申报并入选中科院第二批贯

标单位，２０２１年４月成立贯标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正式启动贯标工作，由唐玉国所

长担任最高管理者，由分管知识产权工作的武晓东副所长担任管理者代表。在各

管理部门和科研部门的全力配合下，经过调研诊断、体系策划、文件编写、发布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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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准备系列工作，建立起一套适用苏州医工所科研实际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

借助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线上和线下并行管理。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苏州医工所正式发布《知识产权手册》和《文件控制程序》，

开始试运行。体系运行期间，通过开展知识产权专员培训、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

一系列工作，不断完善体系，提升体系适宜性和有效性，使知识产权管理融入到科

研工作各环节，更好地服务于科研产出。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初，苏州医工所向中知（北

京）认证有限公司正式提出认证申请。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一致认为苏州医工所

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符合《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的要求，与研究

所各工作环节充分融合，与研究所的工作需求相适应，知识产权体系运行有效，批

准通过认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５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理化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首次监督审核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９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五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中国科

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理化所”）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

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通过认证以来开展首次监督审核，以评价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的

持续符合性和有效性，及确定是否推荐保持认证。理化所王树涛副所长、职能部门

负责人和科研团队知识产权专员等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审核会议。

本次审核的部门包括管理层、综合处、技术发展处、保密处、条件保障部、人事

处、教育处、财务处、低温材料及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光电信息材料与器件研究中

心、激光物理与技术研究中心和生物材料与应用技术研究中心。经过审核组专家

一整天细致深入的审核，未发现不符合项，直接推荐保持认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６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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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荣获２０２１年度优秀知识产权战略信息

二等奖

２０２２年１月５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了

２０２１年度知识产权战略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和优秀知识产权战略信息评选结果，共

评出知识产权战略信息工作先进个人１０名，优秀知识产权战略信息１２篇，其中一

等奖２篇、二等奖４篇、三等奖６篇。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技术

转移与知识产权处供稿的《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打造引领创新发展的新型研

发机构》获得优秀战略信息二等奖。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打造引领创新发展的新型研发机构》主要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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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产权管

理方面的经验，并结合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高质量氧化锌靶材原料和助力康复机器

人产业发展的上肢康复机器人运动机构设计这两个案例总结了宁波材料所在提升

知识产权质量、助推科技成果转化运用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ｔｅｃｈ．ｃａｓ．ｃｎ／ｎｅｗｓ／ｃｙｈｚ／２０２２０１／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１＿６３３９１４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宁波材料所与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

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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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宁波材料所所

长黄政仁、副所长杨盨，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金珊、总工程师胡晓峰及相关处室

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促进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优化高价值知识产

权培育机制、打造高能级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积极谋划产业专利大数据

中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链工程和强企行动、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建立合作交流机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建立“研发 ＋转化 ＋孵化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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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协同创新模式，推动知识产权与经济、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发展，构建宁波

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促进宁波知识产权向更高质量创造、更高水平保护、更高效

益运用方向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６５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工作年度交流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程热物理研究

所”）召开知识产权工作年度交流会。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家元出席会议，科

技发展处处长白鹭主持会议，各实验室负责人以及知识产权人员共近３０人参加

会议。

首先，知识产权主管徐圆圆对研究所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工作整体情况和２０２２年

工作安排进行了介绍。研究所于２０１９年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

认证，近几年在知识产权的基础管理、宣传培训以及与科研创新过程相融合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知识产权整体水平逐年提升。２０２２年研究所将

在之前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实验室的发展阶段开展分层分类管理，为

知识产权体系的新一轮认证做好准备。

各实验室负责人和部分专员代表交流了本部门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的收获和

思考，特别是在各种对外合作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问题。理清研究所

与合作单位之间的知识产权归属，及时保护好研究所的创新成果，都需要实验室提

前做好规划和防范。

张家元总结指出，知识产权是科研创新的技术载体和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科

研创新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成果转化和应用，实验室应当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提前

做好知识产权的顶层设计，发挥知识产权的价值，为成果转化保驾护航。知识产权

专员是实验室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力量，实验室应提供工作平台并给予充分

支持，使知识产权专员有动力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验室。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ｅｔ．ｃａｓ．ｃｎ／ｎｅｗｓ／ｚｈ／２０２２０２／ｔ２０２２０２１４＿６３５５３０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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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所举办知识产权培训活动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３日，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所邀请厦门纳佰杰知识产权咨询机构

两位专业导师马林、许静到所开展知识产权培训。研究所知识产权专员、部分职工

及学生参加了培训，宁波站通过视频连线参加。在培训班上，马林结合“ＴＲＩＺ”创新

理论为大家介绍了创新的思维、方法和规律，强调了创新思维对于专利研发的重要

性。许静介绍了国内外专利基础知识、申请实务以及专利检索的一些常用方法等。

培训采用课堂授课、案例分析、互动交流等多样化的培训方式，课堂上大家踊跃提

问，表现出对创新思维、专利撰写和检索的浓厚兴趣。通过此次培训班，加深了对

专利基础知识的了解，进一步深化了对知识产权工作的认识，有助于研究所知识产

权工作的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ｕｅ．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０１／ｔ２０２２０１２４＿６３４７２９５．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信息扫描

ＥＵＩＰＯ上诉委员会通过２０２１２０２６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上诉委员会（ＢｏＡ）主席团通过了

ＢｏＡ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提交的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６），获得各成员和观察员的积

极反馈和全面支持。该行动计划确定了 ＢｏＡ在未来几年将采取的方向和系列

举措。

行动计划包括５个重点领域和１９项关键举措：（１）优化业务效率和效能，实现

组织卓越：①升级ＩＴ工具，利用新技术开发新工具；②确保所有程序的及时性，并使

案件得到积极的管理；③加强电子检索案例法数据库的功能；④通过简化和协调流

程和程序，实现工作方法的现代化；⑤通过改善知识的获取、管理和共享，创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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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知识中心。（２）通过促进一致和连贯决策实践来提高质量，增强内外用户的一

致性、法律确定性和更大的可预测性：⑥制定一致性的合作方法；⑦优化董事会的

作用和功能，使其成为促进ＢｏＡ实践一致性和连贯性的代理人；⑧提高整个博鳌亚

洲论坛的法律辩论水平；⑨建立强化质量阅读（“ＥＱＲ”）系统。（３）提高透明度，确

保对审计署工作的问责和监督：⑩进一步提高ＢｏＡ对个人上诉的透明度；瑏瑡与广大

公众建立系统而清晰的沟通渠道；瑏瑢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相关案例法事项的定期

和结构化讨论中来。（４）扩大和拓宽 ＥＵＩＰＯ对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案的使用：瑏瑣建

立ＥＵＩＰＯ调解中心；瑏瑤通过确保及时性和精简管理，使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有效；

瑏瑥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沟通战略，扩大调解文化；瑏瑦通过优化和定制 ＡＤＲ环

境，提高ＡＤＲ意识和能力建设。（５）启用网络参与：瑏瑧支持和加强欧盟合作网络，

以实现更大的融合；瑏瑨与国际组织建立合作；瑏瑩巩固与非欧盟国际组织上诉机构的

合作。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ｕｉｐｏ．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ｔｕｎｎｅｌｗｅｂ／ｓｅｃｕｒｅ／ｗｅｂｄａｖ／ｇｕｅｓ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ｄｆｓ／ａｂｏｕｔ＿ｅｕｉｐｏ／ｂｏａｒｄｓ＿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ＢＯＡ＿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２０２１２０２６＿ｅｎ．ｐｄｆ

原文标题：ＥＵＩＰＯＢｏａｒｄｓ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Ａｄｏｐｔ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ｆｏｒ２０２１ｔｏ２０２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６日

ＥＵＩＰＯ发布拉丁美洲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经济绩效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拉丁美洲国家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绩效报告。报告对五个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智利、乌拉圭）的知

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涵盖商标、专利、外观设计和版权

密集型产业。主要结论：（１）拉丁美洲国家的知识产权申请数量各异，但各国在商

标、专利和外观设计的每年每百万人口的平均数量排名与人均 ＧＤＰ相吻合。（２）

除墨西哥以外，非居民注册的知识产权比例都很高。除智利外，国内申请比例最低

的是专利，比例最高的是商标。（３）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 ＧＤＰ的贡献从阿根廷

的４２％到秘鲁的５５％不等，且商标对 ＧＤＰ和就业的贡献最大。（４）拉丁美洲，墨

西哥外观设计密集型产业对ＧＤＰ和出口的贡献最高，主要由机动车和零部件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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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带动。阿根廷版权密集型产业对ＧＤＰ和就业的贡献最高。矿业对秘鲁和智利的

ＧＤＰ和出口贡献非常显著，这些产业在秘鲁是商标和专利密集型产业，在智利是商

标密集型产业。乌拉圭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商品出口的贡献最低。

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ｕｉｐｏ．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ｔｕｎｎｅｌｗｅｂ／ｓｅｃｕｒｅ／ｗｅｂｄａｖ／ｇｕｅｓ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２２＿ＩＰ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ＬＡＴＡＭ／２０２２＿ＩＰ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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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９日

ＥＰＯ驳回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的专利申请上诉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上诉委员会宣布驳回专利申请中指定

人工智能系统ＤＡＢＵＳ为发明人的上诉决定，同时还拒绝了“当没有人被认定为发

明人时，自然人由于是人工智能系统 ＤＡＢＵＳ的所有者和创造者而拥有欧洲专利

权”的上诉请求。《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第８１条规定，申请人必须指定发明人。

根据ＥＰＣ第６０（１）条规定，欧洲专利权属于发明人或其权利继承人。此次上诉请

求的争议在于：当专利申请人提交专利时，是否可以指定不具备法律能力的人工智

能机器为发明人。根据 ＥＰＣ规定，专利申请必须满足指定发明人这一形式要求，

ＥＰＯ据此驳回了专利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发明人不符合这一要求：只有人类发

明人才能成为欧洲专利申请指定的发明人，且指定机器为发明人不能向申请人转

让任何权利。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ｓｅｌａｗａｐｐｅａｌ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１２２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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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ａｒｄｏｆＡｐｐｅａ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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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中小企业基金保护绿色和数字转型中的知识产权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欧盟委员会（ＥＣ）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推出了新的

欧盟中小企业基金，为欧盟中小企业提供４７００万欧元，帮助其保护知识产权。这

是第二个欧盟中小企业基金，首次涵盖专利，将支持欧盟中小企业在未来三年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进行ＣＯＶＩＤ１９复苏和绿色、数字化转型。

该基金提供的支持包括：（１）报销成员国收取的知识产权扫描服务费的９０％，

该服务是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需求进行广泛的评估，同时考虑其无形资产的创

新潜力；（２）报销欧盟各类知识产权局（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比

荷卢知识产权局）收取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注册费用的７５％；（３）报销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收取的国际商标和外观设计保护费用的５０％；（４）报销２０２２年国家专利局专

利注册费的５０％；（５）从２０２３年起，提供进一步的服务，例如部分报销专利现有技

术检索、专利申请的费用；由知识产权律师收取的私人知识产权咨询（专利注册、许

可协议、知识产权估值、替代性争议解决费用等）。

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ｅｎ／ｉｐ＿２２＿１８１

原文标题：４７ｍｉｌ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ＥＵＳ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新专利公共检索工具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推出新的专利公共检索工具，

可针对所有美国专利和已公布的专利申请提供更方便、远程和强大的全文检索。

该检索工具是ＵＳＰＴＯ审查员用于识别现有技术的免费云平台，它基于先进的专利

端到端（ＰＥ２Ｅ）检索工具，结合了ＵＳＰＴＯ计划于２０２２年９月停用的四个现有检索

工具的功能：公共审查员的自动检索工具（ＰｕｂＥＡＳＴ）、基于公共网络的审查员搜索

工具（ＰｕｂＷＥＳＴ）、专利全文和图像数据库（ＰａｔＦＴ），以及专利申请全文和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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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ＡｐｐＦＴ）。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使用新工具进行远程检索，并且在布局、突出

显示、标记、注释、全文检索质量、实用性方面有所提高。ＵＳＰＴＯ同时还推出了一个

新的专利公开检索网页［１５］，其中包括常见问题解答、培训资源和其他信息，以帮助

用户过渡到新工具。

［１５］ｈｔｔｐｓ：／／ｐｐｕｂｓ．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ｐｕｂｗｅｂａｐｐ／ｓｔａｔｉｃ／ｐａｇｅｓ／ｌａｎｄｉｎｇ．ｈｔｍｌ

赵颖会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ｎｅｗｓｕｐｄａｔｅｓ／ｕｓｐｔｏ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

ｐａｔ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ａｎｄｗｅｂｐ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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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５日

美国众议院议员提出微电子促进能源创新法案草案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美国众议院公布了两党合作的“微电子研究促进能源创新

法案（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草案，该法案草案将授权

能源部推动微电子的研发。微电子制造已被证明是推动建立２１世纪经济发展的

重要行业，投资这项创新技术不仅会刺激经济增长，还会加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国内供应链和国家安全。随着全球半导体短缺，微电子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此次美国立法是为了确保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该

法案要求美国能源部建立微电子开发、示范和商业应用计划，以推动国家在微电子

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建立多达四个微电子科学研究中心，开展任务驱动型研究，以

解决微电子设计、开发和制造方面的基础性挑战，并促进研究成果向产业转化。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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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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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权局发布《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战略计划》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４日，美国版权局（ＴｈｅＵ．Ｓ．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ｃｅ）发布了《２０２２２０２６

年战略计划》，旨在通过扩大美国版权局的服务范围、改进数据和技术的整合，并继

续为整个版权界提供专业知识来造福公众。要点包括：（１）促进版权制度被尽可能

多的公众（包括个人和小型实体）所理解和使用；（２）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持续改进

和更新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３）提供公正的专业咨询，致力于通过制定规

则和研究、对拟议的立法和协议提供技术咨询，制定和应用最新、公平的版权法和

政策；（４）加强数据的利用，版权局将在决策和绩效衡量中加强数据的开发和使用，

并用于推进版权知识的发展。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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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明专利授权全球百强榜单

２０２２年 １月，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协会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ｗｎ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ＰＯ）相继发布２０２１年度美国专利授权全球３００强机构和全球１００强

大学和研究机构榜单。２０２１年，美国专利授权量３２７，７９８件，比２０２０年（３５２，４６９

件）下降了近７％。ＩＢＭ位居榜首（８，５４０件），其后依次是三星电子（８，５１７件），ＬＧ

（４，３８８件）、佳能（３，４００件）、华为（２，９５５件）。排名前十的非美国机构还包括台

湾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２，８０７件，排名７）、丰田（２，７５３件，排名８）和索尼（２，６２４

件，总排名１０）。２０２１年，进入Ｔｏｐ１５的机构包括高通、京东方和亚马逊。２０２１年，

美国发明专利授权全球百强大学和研究机构榜单中，美国加州大学位居首位（６７１

件），其后依次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４１９件）、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４１８件）、Ｍ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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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件）。中国科学院（２４５件）超过哈佛大学（２１０件）和斯坦福大学（２０５件）排

名第８。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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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５日

英国发布２０２２２０２７年知识产权反侵权战略

２０２２年２月４日，英国发布２０２２２０２７年知识产权反侵权战略。作为英国首个

知识产权反侵权战略，该战略涉及英国在未来五年内应对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行

为的措施，阐述了英国在知识产权侵权方面建立长期高效合作伙伴关系所需的基

本程序和结构。

该战略重点关注三个主题，致力于使英国知识产权和英国企业在国际上拥有

的权利在世界上得到最好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树立黄金标准的愿景。主要包括：

（１）伙伴关系：协调英国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英国将提供明确的步骤来识别

和处理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行为，确保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执法途径有效地锁定目

标以产生最大影响。（２）领导力：继续成为知识产权执法的世界领导者。英国将推

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支持创新创造，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适合企业创业和

发展的地方。英国已经认识到一个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环境的重要性，并将

通过在国内外建立一个黄金标准框架来实现这一目标。（３）教育：向消费者和企业

赋予权力，提高其对知识产权犯罪和侵权及其相关风险的认识和理解。英国将通

过帮助消费者识别和举报侵权商品，帮助其了解购买正版商品的好处以及购买侵

１６知识产权动态



权商品的危害来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政府将支持企业了解和保护其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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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公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预算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公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预算１５４１亿日

元，相对于２０２１年的１５６２亿日元有所减少。为实现世界领先的专利管理，ＪＰＯ将

继续削减开支，促进程序和审查制度的数字化转型，并优先支持以创新创造为目的

的知识产权活动与管理。

ＪＰＯ将通过强化审查制度和专利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世界上最快、最高质

量的审查，具体预算为：（１）实现世界上最快、最高质量的审查（２９１３亿日元）；（２）

加强审查系统以应对商标申请的大幅增加：更新信息系统，提高运营效率（３７８１亿

日元）；（３）通过人工智能（ＡＩ）将审查系统数字化（２６亿日元）。通过创新提高竞

争力，日本将重点支持中小型企业（ＳＭＥｓ）和大学等知识产权活动，进而支持知识

产权管理的普及和实践，这将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价值提升，具体预算为：

（１）扩大对中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的支援（１０８亿日元和１０７６亿

日元补贴），提供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咨询，促进中小企业 ＩＰ融资，支持创业公

司构建ＩＰ战略，支援中小企业海外申请补助；（２）扩大对大学知识产权活动的支持

（３４亿日元和１０７６亿日元补贴）；（３）普及知识产权管理和支持实践（７９亿日

元），推进最新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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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人工智能技术动向调查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动向调查报告。

主要结论：（１）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５年，日本人工智能的国内市场年平均增长率（ＣＡＧＲ）将

保持在２５５％，到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４９０９８１亿日元。（２）全球人工智能ＰＣＴ申请数

量整体呈增长，美国专利申请人以５０６％位居第一，其后依次是欧洲（１７８％）、中

国（１１０％）和日本（７８％）；专利家族申请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专利申请人的

申请量增长显著（４０６％），其后依次是美国（３５０％）、欧洲（９０％）、韩国

（５６％）、日本（４３％）、加拿大（１４％）。（３）主要技术领域中，其他机器学习等方

法、神经网络模型均呈上升趋势，监督学习、遗传模型专利家族数量微增；神经网络

模型主要是以中国、美国和欧洲为主，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国增长显著；演绎相关技术、其

他模拟方法和其他知识库模型均呈上升趋势，连续模拟、专家系统专利家族数量近

年来有所增长，连续模拟专利家族申请数量中国占压倒性优势（接近７０％），２０１５

年以后增长显著。（４）相关论文发表量在２０１７年之前基本保持平稳，此后持续增

加；从研究人员所属机构来源国来看，欧洲（２４％）和中国（２４％）不相上下，随后是

美国（１２％）、韩国（３％）、加拿大（２％）和日本（２％）；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欧洲和中国

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２０１８年后欧洲一直保持在首位，美国也在增加；被引频次最

多的Ｔｏｐ１０论文中，欧洲入选４篇，美国入选３篇（第１和第２）；被引频次Ｔｏｐ１０研

究人员中，欧洲入选４人，美国入选２人（第１和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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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ｇｉｄｏｕｈｏｕｋｏｋｕ／ｔｏｋｋｙ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ｎｅｅｄｓ＿２０２１＿ａｉ．ｐｄｆ
原文标题：ニ

!

ズ即
%

型技术动向调
&

「ＡＩ
#

技术
!

演绎と
'

纳の融合
!

」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产学合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产学合作报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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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查结论：（１）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研发经费收入总额为３６８９亿日元（包括共同研

究、委托研究、临床试验、知识产权），比上一年增加２０６亿日元，同比增长５９％。

（２）来自民间企业的研究经费为１２２４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３８亿日元，同比增长

３２％。其中，通过共同研究获得的研究经费 ８４７亿日元，约占总研究经费的

６９２％。（３）与民间企业的共同研究经费为８４７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５０亿日元，

同比增长６３％。其中，单件收入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上的共同研究经费４６６亿日元，比

上一年增加５４亿日元，同比增长１３２％；平均单件收入２９４１万日元，比上一年增

加２２１万日元，同比增长８１％。（４）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收入为５６亿日元，比上一

年增加４１亿日元，同比增长７９％。其中，专利权收入为４０３亿日元，约占知识

产权收入总额的７２６％。

王紫薇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ａ＿ｍｅｎｕ／ｓｈｉｎｋｏｕ／ｓａｎｇａｋｕ／１４１３７３０＿０００１３．ｈｔｍ

原文标题：令和２年度 大学等における产学连携等
(

施状癋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３日

［１６］根据专利披露限制，当企业或研究人员在申请发明和技术时，日本政府将审查该技术是否有可能被用于
海外军事目的。如果确定该技术与国家安全有关，该申请将不对外公开，同时也不允许在国外获得专利。

日本将立法限制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专利公开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６日，日经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２０２２年向国会提交经

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审议。该法案将成为岸田政府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支柱，其

框架将于２０２２年１月公布，２月内阁做出决定，计划于２０２３年开始运行。该法案

的四大支柱是使供应链更具弹性，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促进先进

和重要技术领域的公私合作，以及专利申请的非公开制度，这将减少其他国家滥用

技术的风险以及对经济和生计的威胁。根据该法案，日本政府将限制有潜在军事

用途的技术专利的公开，并向申请人和企业提供经济补偿。日本专利制度以公开

披露原则为基础，专利申请在１８个月后向公众公开，外国政府、企业、恐怖分子都

可以获取。为此，日本国家安全局（ＮＳＳ）和防卫省等跨部委成立专人小组进行专

利审查［１６］。目前的审查集中在与核武器开发相关的铀浓缩技术等军事和量子等

尖端技术领域。报道称，目前日本政府考虑限制公开的专利数量为每年几十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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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申请人在随后的２０年左右通过公开专利并被第三方利用而本应获得的

许可费。日本政府根据现有同类专利的平均收入额进行计算，一般的许可费率行

情是销售额的３％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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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促进国防专利技术的民间转让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与韩国防卫事业厅签署促进国防

专利技术贸易和商业化协议，旨在推动建立与部委合作的国防专利技术贸易和商

业化支持体系，促进建立优势互补的国防专利技术合作交易体系，为引进国防专利

技术的企业提供一站式交易服务。韩国专利战略开发院将对研发对象（国防技术）

有关的技术、专利以及论文进行分析后，提出研发方向，防止对国防研发课题的重

复投入，支持国防研发专利成果的创造。韩国发明振兴会发现需要引进国防专利

技术的企业后，将为其寻找并推荐最佳的专利技术，并为促成交易提供中介支持。

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为国防专利技术转让提供必要的技术帮助咨询和技术支持，

并为受让企业提供技术转让和后续研发支持。韩国防卫事业厅和韩国知识产权局

将为国防专利技术交易合作体系的良好运营提供预算和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韩国还将推进韩国防卫事业厅（国防科学研究所）的国防技术交易

市场和韩国知识产权局（韩国发明振兴会）的知识产权交易网站（ＩＰＭａｒｋｅｔ）上注

册的技术相关需求及供给信息的对接和分享。一旦建立这样的合作体系后，韩国

将向企业推介国防领域的优秀专利，在发掘、引进国防专利技术需求，提供中介、后

续研发支援等提供全过程、综合、一站式服务。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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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活跃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韩国知识产权（ＫＩＰＯ）网站公布，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

（ＩＰ５）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的水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１，４６９件）与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

（１，１２３件）相比增长３１％。据悉，水电解制氢技术是实现碳中和、进入氢能经济的

关键技术。韩国政府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发布“２０５０碳中和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将可

再生能源发电比重扩大至３０％。由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受天气影响较大，

需要储存超过当前电网需求量的剩余电能。水电解制氢技术是生产和储藏剩余能

源的关键技术。

据ＫＩＰＯ统计，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中，日本专利申请量最多，达 １９７４件

（４４３％），其后依次是美国（６３７件，１４３％）、中国（６１７件，１３８％）和韩国（５４９

件，１２３％）。中国２０１４年开始专利申请量剧增，超过韩国。韩国能源技术研究院

和三星进入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韩国国内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方面还较为薄弱，在向

海外出口水力发电装置时，需确保海外专利的同时，与跨国企业进行许可、技术开

发合作等。

根据电解质种类，可将水电解制氢分为碱性、高分子电解质和固体氧化物３种

类型。ＩＰ５专利申请中，碱性电解水技术申请达 ２４４３件，市场占有率最高

（５４８％），碱性电解水技术最早开发，技术成熟、设备便宜、可降解，且商业化潜力

高。韩国高分子电解质技术申请的比率为 ４２４％，高于美国（４０７％）、日本

（３９２％）、欧盟（３００％）和中国（２８８％）。韩国能源技术研究院、三星、ＳＫ创新

等电池相关企业是韩国在该领域主要的申请人。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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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融资支持韩企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扶持效果显著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网站公布知识产权（ＩＰ）融资支持

韩企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扶持效果显著。据悉，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ＫＩＰＯ通过知识产

权融资为９家韩企共提供了２９１亿韩元，以促进与疫苗、疗法和诊断试剂盒相关的

中小企业商业化和发展。调查显示，韩国通过 ＩＰ金融已向３家新冠肺炎治疗剂开

发企业支援了１１５亿韩元，向１家疫苗开发企业支援了２０亿韩元，向５家诊断工具

生产企业支援了１５６亿韩元。这是ＫＩＰＯ以新冠肺炎疫情企业为对象、开展快速支

援、扩大支援规模所取得的成果。从２０２０年２月开始，韩国知识产权局优先为新

冠肺炎疫情应对企业提供ＩＰ价值评估，以支持ＩＰ金融，并与银行界合作以迅速推

进贷款审查。此外，通过母基金专利账户持续扩大 ＩＰ投资规模。母基金专利账户

子基金投资规模由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５２亿韩元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０８８亿韩元。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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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通过法案修订主要知识产权立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新加坡公布２０２１知识产权修订条例草案，对专利法、商标

法、外观设计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和２０１４年地理标志法等知识产权法规进行了

修改。

改进方向包括：确保增强营商便利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立法和程序的清晰

度。主要修改内容：（１）改善营商便利性：简化非英语的国际专利申请的行政程序；

允许受理部分国家商标申请；改变了商标申请的截止日期后的救济措施；引入异议

机制，以促进纠正可能影响第三方利益的知识产权申请或注册中的错误。（２）提高

运营效率：改进专利审查程序，减少程序周转和处理时间；简化专利审查程序，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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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工作；为保护植物新品种引入新型合作审查模式；从主要立法转向附属立

法的技术和实施条例，为今后提高实施效率奠定基础。（３）提高立法和程序的清晰

性：改善公众对专利文件的获取方式；修订《专利法》，审查授权在附属立法规定之

外，还可以就提交专利申请的方式发布实践指导；明确已失效的商标被继续视为

“现有商标”的期限。

赵颖会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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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技术转移新政策或加重 ＴＴＯ负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技术转移博客邀请专家针对美国能源部（ＤＯＥ）最新国内

制造要求及其给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带来的影响进行解读。美国能源部的新政

策要求由能源部资助的研发所产生的发明必须在美国“大量制造”，鼓励在国内生

产由能源部资金开发的产品，并要求在被许可人发生重大变化（如所有权的变化）

时，将在获得ＤＯＥ书面批准之前中止知识产权权利。此外，技术转让项目必须在

许可或产品创造之前提交制造计划供ＤＯＥ批准。新政策的基础是根据 ＢａｙｈＤｏｌｅ

法案做出的“特殊情况规定”，即美国优先条款，要求除提供豁免情况之外由国内制

造，以振兴和重建美国制造能力。该指导文件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生效，要求在

ＤＯＥ新发布大多数研发资助机会中实施。根据这一规则，能源部正在将国内制造

的要求扩大到非独占许可人和国内市场以外的使用和销售。当任何承包商或其他

受让人经历了“相当于控制性权益的所有权变化”时，除非能源部对该变化提供书

面批准，否则权利将被中止。当实体“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转让发明的所有权

或专属权利”时，这一要求也会发挥作用。

该政策颁布之前，ＴＴＯ就对遵守规则的负担感到担忧。ＢａｙｈＤｏｌｅ联盟在２０２１

年８月致信能源部，称承包商和被许可人对审批程序的不确定性将阻碍联邦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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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商业化。ＴＴＯ正在研究如何遵守这一政策，某些项目正决定完全拒绝对

ＤＯＥ资助的发明进行许可。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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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孟菲斯大学推出专利到产品创业计划

美国孟菲斯大学推出“专利到产品”计划（Ｐａｔｅｎｔｓ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２Ｐ），该计划是与

非营利性创业中心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的合作项目，旨在聘请全职博士后，利用大学开发的知

识产权创业。该计划为博士后创业者提供两年职位约１００万美元资助，以及其他

创业启动资源。计划将在美国范围内寻找５名候选人，被选中的候选人将获得大

学两年博士后职位，并获得工资、福利、校内实验室、导师指导等大学资源，创业资

金以及知识产权的许可权。此外，该大学还允许其直接与大学知识产权开发的研

究人员和实验室联系，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为其提供导师、顾问和融资渠道。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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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为当地企业家提供知识产权和技术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Ｆｌｏｒｉｄａ，简称ＵＳＦ）

试图通过争取当地企业家将其知识产权（ＩＰ）商业化，来促进区域初创企业并创造

就业机会。ＵＳＦ提供大学的创新中心和创业孵化器，例如，初创公司等通过 ＵＳ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利用大学的资源来进一步促进发展，并欢迎该州任何孵化器的企业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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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佛罗里达大学的专利、版权和大数据集。２０２１年，ＵＳＦ在其三个校区获得了１１１

项专利、１８７项披露和９８项许可协议，目前已拥有包括谷歌、埃克森美孚和雷神等

在内的１０００多家技术许可客户，大部分专利涉及医疗保健、科技和海洋科学领域。

据悉，ＵＳＦ的模式是由大学进行信息披露、申请专利、版权和相关数据集，为商业化

做好准备，此外，大学帮助企业家获取资金，从而获得相应的股权等。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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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重点行业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趋势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知识产权资产管理（ＩＡＭ）邀请ＩＰ行业内高层管理人员深

入探讨了２０２１年电信、汽车、半导体、软件和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五个关键行业的

专利发展趋势和未来预期。

主要结论：（１）电信行业近期关于ＦＲＡＮＤ和ＳＥＰ等政策探讨较多，例如，美国

司法部、ＮＩＳＴ和ＵＳＰＴＯ联合发布新的政策声明草案，反诉禁令（ＡＳＩ）的兴衰。（２）

汽车行业专利许可谈判数量增加，这意味着该行业的专利诉讼增加的趋势可能会

持续。（３）半导体行业一直是２０２１年最引人注目的行业之一，人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关注其对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另值得关注的是该领域的持续整

合，正在进行的大型并购交易包括 Ｎｖｉｄｉａ和 Ａｒｍ、ＡＭＤ和 Ｘｉｌｉｎｘ、ＳＫＨｙｎｉｘ和 Ｉｎｔｅｌ

Ｆｌａｓｈ之间的联合。芯片制造商在整合过程中，半导体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许可也在

不断增加。（４）软件与人工智能的可专利性仍然是软件密集型行业（包括人工智能

领域）的主要关注点。（５）生命科学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并不全是专利，商业秘

密对于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可能更重要。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ｆｒａｎｄ／ｔｈｅ２０２１ｔｒｅｎｄｓｓｈａｐｅｄｔｈｅｉｐ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ｉｖｅｍａｊ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原文标题：Ｔｈｅ２０２１ｔｒｅｎｄｓｔｈａｔｓｈａｐｅｄｔｈｅＩＰ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ｆｉｖｅｍａｊ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１日

０７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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