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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和疗法专利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和疗法专

利报告》。研究发现，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交的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专利申请与公司提交

的几乎一样多，其中，中国和美国创新者针对防治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和治疗技术的专

利申请最为活跃。主要结论如下。

　　１．迄今为止，与ＣＯＶＩＤ１９有关的专利申请活动异常活跃

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专利申请５，２９３件，其中治疗相关专利

１，４６５件和疫苗开发相关专利４１７件。相比之下，１９４１至２０１１年流感疫苗相关专

利申请仅５００多件，ＳＡＲＳ相关专利也不到１，０００件，且没有出现任何候选疫苗。

　　２．专利申请活动主要集中在ＣＮＩＰＡ、ＷＩＰＯ和ＵＳＰＴＯ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和疗法涉及全球市场，现阶段疗法和疫苗的专利申请分别涉及

３１个和１９个国家／地区。大部分专利申请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ＰＣＴ体系和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此外，相对疫苗专

利申请，印度和韩国受理了更多的疗法专利。

　　３．企业界和学术界对专利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专利申请人来自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的比例与企业基本持平，高校和公共研

究机构的疫苗相关专利占申请总量的４４％，占疗法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４１％，企

业的这一比例分别为４９％和４４％。学术界在专利技术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个人发明人等创新者都对专利技

术活动的贡献显著。

　　４．中国目前是疫苗相关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国

疫苗领域专利申请前五大申请人来源地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韩国。治

疗领域，中国、美国、印度、韩国和俄罗斯是申请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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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专利申请策略侧重于通过ＰＣＴ体系进行国际保护

根据检索现有专利数据，专利申请策略模式各不相同。一些申请人只注重国

内知识产权保护，其他申请人已经通过提交欧洲专利（ＥＰ）和 ＰＣＴ申请，在多个司

法管辖区和相关市场寻求专利保护。目前，ＰＣＴ体系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居第

二。随着ＰＣＴ申请在不同司法管辖区进入国家阶段，未来的申请策略可能会发生

变化。

　　６．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的开发涉及传统和新型平台

为开发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人们已经探索了多种疫苗平台，包括：（１）传统平台，

如减毒活疫苗和灭活／杀死的全病毒疫苗、蛋白质亚单位疫苗和病毒样颗粒

（ＶＬＰ）；（２）新型平台，包括基于腺病毒载体、基于ＤＮＡ和 ｍＲＮＡ的疫苗。与新型

疫苗技术平台相比，传统疫苗平台（基于蛋白质、减毒活、灭活、ＶＬＰ）的专利申请更

多。其中，蛋白质亚单位疫苗占比最大（４６％）。新型疫苗技术的贡献较低，但

３５％的专利申请涉及病毒载体（２３％）或 ＲＮＡ（１２％），表明新型平台的发展势头

良好。

　　７．ＣＯＶＩＤ１９疗法已在多个方面发展

２０２０年１月至 ２０２１年 ９月，大量的专利文件和临床试验探索了多种开发

ＣＯＶＩＤ１９疗法的策略。根据截至２０２１年９月底对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米尔肯

研究所、ＲＡＰＳＣＯＶＩＤ１９追踪数据和美国临床试验数据的综合分析，６３种独特的

候选药物已进入第３期临床试验（或２／３期），其中一些已获得批准。小分子药物

（５４％）和生物药物（３６％）是主要治疗药物类型［１］。

［１］小分子，包括合成化合物或从植物中提取和纯化的天然产物；生物药物，包括抗体、非抗体肽／蛋白质、基于
细胞的疗法和基于核酸的疗法。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治疗药物大多属于这两类。

　　８．只有五分之一的专利申请是由一个以上的申请人提出的

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防治 ＣＯＶＩＤ１９非常重要。由多个申请人共同申请的

合作专利数量在专利申请中并不显著。但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或疗法领域，每５件专

利申请中只有１件是由一个以上的专利申请人提交（４１７件疫苗专利家族中有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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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１４６５件疗法中有２８９件）。

　　９．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和制造方面的合作更高

尽管当前专利合作申请的比例不高，未来很有可能增加，但更高水平的合作发

生在药物开发生命周期的上游，而且在临床试验阶段已经比较明显。研究发现，许

可、开发和营销协议是用于促进疫苗和疗法的研发和分销的合作形式。合作包括

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和大学。这种合作存在于大型制药公司和相对较小

的生物技术公司之间，以及大学和商业组织之间，还包括不同地区的大型制药公司

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ｃｓ／ｐｕｂｄｏｃｓ／ｅｎ／ｗｉｐｏｐｕｂ１０７５ｅｎ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ｐｄｆ

原文标题：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ｌａｔｅｄ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１日

欧盟发布欧洲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化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欧盟发布欧洲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化报告，探讨了欧洲２１

所大学的知识产权（ＩＰ）管理实践，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和研究商业化的模式、流程

以及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为理解大学的知识产权管理以及知识产权利用提供了

重要启示。

　　１．知识产权管理和研究商业化的模型和过程

受调查的大多数欧洲大学采用的是线性模型，侧重于保护和销售研究成果。

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通常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关注终端商业化，研究认为有必要

更好地与产业界互动、更多地关注ＩＰ价值创造和利用，而不仅仅是收入；在这样的

知识产权管理利用模式中，知识产权除了保护功能外，还将是技术迭代的工具和推

动者。

　　２．知识产权管理面临的四大挑战

四大挑战包括：（１）缺乏用于概念验证的资金；（２）ＴＴＯ的资源限制，ＴＴＯ主要

３知识产权动态



关注的是专利申请过程，而不是与产业界的互动；（３）ＴＴＯ合作的技术和产业范围

广泛，很难充分了解市场需求；（４）大学在国际合作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３．不同国家与大学在知识产权利用方面具有巨大差异

对公立大学而言，知识产权利用指的是利用知识产权创造持续价值，同时为利

益相关者实现公平、合理的价值获取。不同国家与大学在知识产权利用方面存在

差异：（１）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具有差异，例如，一些大学还处于基础阶段，而另一

些大学则较强，可利用其拥有的资源高效工作。（２）是否有教师豁免直接影响到

ＴＴＯ对知识产权问题的掌控程度。（３）拥有知识产权的实体也存在差异，由于具体

研究项目的资金和合同可能涉及多个参与者。（４）各个国家针对ＴＴＯ或大学控股

公司是否拥有分拆所有权的法规也有所不同，这直接影响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

选择范围。（５）如何评估 ＴＴＯ存在很大差异，这会影响知识产权的使用和管理。

（６）一些ＴＴＯ是一所大学的下属机构，也有ＴＴＯ跨多所大学的情形，这影响了知识

产权管理的方式。（７）不同大学在看待商业化方面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ｆｏ／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ｎ

原文标题：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５Ｇ技术企业专利活动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５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５Ｇ技术企业专利活动报告，

主要研究了专利数量最多的４项关键５Ｇ技术的总体专利趋势以及专利申请及其

价值趋势。研究发现，高通、爱立信、华为、ＬＧ、诺基亚和三星在过去十年中持续提

交了５Ｇ相关技术专利申请；５Ｇ技术竞赛的全球竞争中，暂时没有一家公司占据主

导地位；美国在５Ｇ创新方面具有高竞争力。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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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Ｇ技术专利活动总体趋势

研究对比了全球范围内欧洲电信标准协会（ＥＴＳＩ）披露和三方专利家族的５Ｇ

专利申请活动（图１）。全球５Ｇ专利申请中，华为ＥＴＳＩ申请的５Ｇ相关专利家族数

量最多，其后是ＬＧ、高通和三星；中兴专利申请数量超过诺基亚和爱立信。三方专

利家族中，高通是５Ｇ专利申请中最活跃的公司，其后依次是三星、ＬＧ和华为。

华为申请的４，６００项专利家族中，大约有４００项三方同族专利。相比之下，高

通在全球范围内专利家族比华为少了约四分之一，但有７５０多项三方同族专利。

三星和ＬＧ在这两项指标中均名列前茅。中兴则在全球和三方对比中表现出最大

的反差，三方同族专利数量不到５０项，大约是诺基亚的六分之一。

图１　５Ｇ领先公司相关专利家族数量和三方同族专利数量

　　２．５Ｇ关键技术领域

根据ＥＴＳＩ披露的全球５Ｇ技术专利申请（共计１０６，０００件），分析了ＵＳＰＴＯ在

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１年公布的超过２２，０００件专利申请，识别出专利申请活动最多的４项

技术（约占总量的一半），分别是：（１）本地无线资源的管理；（２）多用途传输路径；

（３）无线电传输系统；（４）传输系统中的信息错误检测或纠错。

　　３．重要的专利申请人

根据５Ｇ关键技术专利数据显示，暂时没有１家公司主导５Ｇ相关专利申请。

在ＥＴＳＩ披露的４项５Ｇ关键技术中，最活跃的是 ＬＧ和高通（约占 ＵＳＰＴＯ提交的

５Ｇ专利申请总量的一半）。三星排名第３，华为第４，领先爱立信和诺基亚。

５知识产权动态



表１　５Ｇ关键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组合（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指标 高通 华为 诺基亚 爱立信 三星 ＬＧ

本地无线
资源的管理

专利申请量 ５４６ ３４３ １６９ １９７ ４９３ ９３２
三方专利占比 ４５％ ２３％ ３１％ ４３％ ３９％ ４２％
授权专利占比 ６９％ ８８％ ８９％ ９２％ ８７％ ９３％
专利家族数量 ４３３ ２６８ １３９ １３０ ３０１ ５５２

多用途传输
路径

专利申请量 ６４０ ２４９ ７０ １０９ ４３７ ７９３
三方专利占比 ３８％ ３０％ ２７％ ４５％ ３４％ ４０％
授权专利占比 ７０％ ８８％ ９１％ ８６％ ８６％ ９１％
专利家族数量 ５２４ １８９ ６６ ７９ ３２７ ５１６

无线电
传输系统

专利申请量 ２１６ １７５ ３６ １１０ ２８４ ３７２
三方专利占比 ３８％ ３７％ １９％ ４２％ ３１％ ４１％
授权专利占比 ７５％ ９７％ ９２％ ９２％ ９２％ ９３％
专利家族数量 １６８ １３２ ３４ ７６ ２２８ ２５８

传输系统中的
信息错误检测
或纠错

专利申请量 ３０４ １２２ ４０ １００ ２２６ ２５８
三方专利占比 ３７％ ３０％ ２３％ ４５％ ３２％ ４２％
授权专利占比 ７２％ ９７％ ９３％ ９６％ ８９％ ８８％
专利家族数量 ２６６ １０１ ３９ ６９ １８１ １８４

　　４．重要公司竞争力分析

研究选取了市场覆盖率（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技术相关性（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激进性（Ｒａｄｉｃａｌｎｅｓｓ）、法律广度（ＬｅｇａｌＢｒｅａｄｔｈ）和范围（Ｓｃｏｐｅ）评估公司在５Ｇ技术

的竞争力。分析认为，高通专利申请具有最大的法律广度（独立权利要求的字数较

短，表明具有更广泛的法律范围），其后依次是爱立信、诺基亚，ＬＧ则落后；爱立信

和诺基亚在激进性排名更高（即现有技术引用频次较少，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新颖

性），而高通和三星在技术相关性领先（专利申请被其他专利或申请引用作为技术

参考的频次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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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建议采用以竞争力为重点的贸易政策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２日，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ＴＩＦ）发布题为《美国贸易政策需以竞争力为重点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政策建议报告。研究呼吁拜登总统采用以竞争力为重点的贸易政策，

优先考虑“市场开放和贸易执法”（尤其是高于平均工资的关键战略行业公司），鼓

励在贸易协定中纳入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条款。主要观点如下。

　　１．呼吁美国重新思考当前贸易政策，采用以竞争力为重点的贸易政策

由于贸易不平衡和美国竞争力减弱，美国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大幅下降，报告认

为当前贸易政策存在诸多缺陷，有必要重新思考美国的贸易政策。

研究对比了美国当前三种贸易政策观点（表２），认为以竞争力为重点的贸易

政策兼顾消费者和工人利益，这意味着：制定更好解决不公平外国贸易的措施；反

思当前为了外交政策而牺牲美国市场（和美国公司）的长期贸易战略；确保将工人

和环境保护纳入协议；加强数字保护（包括确保合法数据的跨境流动）；对其他国家

违反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精神的行为单方面征收关税；加强反倾销规则；坚持在外

商直接投资、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对等原则；制定资金充足的国内竞争力政策，以促

进美国高附加值的国内产品出口；更多地关注企业竞争力，促进美国经济活动和

就业。

表２　美国当前的三种贸易政策观点对比

主流贸易政策 民粹主义贸易政策 竞争力贸易政策

目标 消费者为核心 限制大公司利益 提升美国竞争力

产业领域 所有 小商业 主要出口产业

国家范围 所有 发展中国家 主要挑战国

贸易执法水平 中 弱 强

以美国经济利益换取其他
国际利益

高 高 低

市场准入对美国公司的重要性 高 低 高

国内竞争力政策的重要性 低／中 低 高

工人利益政策的重要性 中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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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确保在贸易协定和执法中纳入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条款

目前，美国各方对如何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仍存在争议。报告认为贸易协定的

目标是协调不同国家法律，将知识产权排除在贸易协定之外忽略了知识产权的经

济作用。

（１）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有助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这将促进美

国本土的就业。海外子公司销售通过促进母公司对外国子公司的内部出口增加了

美国就业。（２）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防止外国窃取专利、商标和版权

等知识产权，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尤为重要。

　　３．对拜登政府的建议

该报告建议拜登政府以竞争力为重点调整贸易法律、政策和措施，加快与其他

国家重新接触，制定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建议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竞争力法案，并提

供充分的资金，注重以竞争力为重点的贸易方式；继续引领和支持贸易协定中强有

力的知识产权条款；将知识产权窃取列入国家合作的议程（主要针对中国），例如，

美国将打击知识产权窃取列入与欧日的“三边框架”合作以及欧美贸易和技术委员

会（ＴＴＣ）提出的《全球变化下的新美欧关系议程》中；颁布新措施，确保美国公司拥

有必要的法律工具，以便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例如，拜登政府支持《商业秘密法

案》，允许被窃取知识产权的美国公司阻止对手利用商业秘密开发产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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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加强初创企业和大学知识产权生态系统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５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召开“以初创企业和大学为中心的

理想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研讨会，会上发布《以初创企业和大学为中心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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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报告》，主要调查了初创企业与大学的知识产权现状、强化知识产权生态

系统的系列措施。

　　１．初创企业与大学的知识产权现状

日本近年来对开发和利用ＤｅｅｐＴｅｃｈ提供创新服务和产品的初创企业的投资

金额逐年增加，初创企业投资的重点也正在从 ＩＴ解决方案扩展到 ＤｅｅｐＴｅｃｈ。医

疗／生物、机械／电气／电子等领域的初创企业都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试图在

早期阶段就将知识产权纳入管理战略。日本初创企业发展环境并不充分，初创企

业内部缺乏熟悉知识产权的人力资源，学习知识产权的机会不多，且理解知识产权

战略的律师和专利代理人较少。

分析发现，美日在大学许可收入方面差距较大。虽然日本大学专利许可收入

有所增加，但主要是由大学带动，且日本大学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日本专利利用率

不足５０％，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主要大学专利利用率较高，但未被利用的专

利比例仍然不低。美日大学专利对比发现，美国大部分专利是单独申请，而日本多

为共同申请。此外，美国大多数专利由中小企业（ＳＭＥｓ）和风险投资企业持有，而

日本主要是大型企业持有。

　　２．加强以初创企业和大学为中心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

为振兴全日本创新，报告提出建立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将大型企业和大学优秀

知识产权“可视化”，使高度灵活和反应迅速的初创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知识产权，通

过社会实施促进商业化，创造和扩大新的业务。

　　（１）创建支持初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服务生态系统

初创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资源来支持其知识产权战略，因此有必要将能

够承担知识产权战略的风险投资企业和人力资源可视化，并通过风险投资企业加

强知识产权战略专家与初创企业的匹配，增加能够致力于初创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的人力资源（律师、专利代理人和大企业知识产权负责人）。主要措施：举办论坛，

通过风险投资企业将知识产权战略专家与初创企业联系起来（举办专题讨论会和

研讨会、宣传知识产权战略支持服务市场等）；将每个技术领域有能力制定知识产

权战略的专家可视化（例如建立数据库、功能改进等）；通过认证和表彰等措施，将

积极参与知识产权战略的风险投资企业可视化，扩大对参与知识产权战略的风险

投资企业的投入，改善环境，鼓励律师、专利代理人和企业知识产权负责人等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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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投资企业学习。

　　（２）消除大学向初创企业转让技术的障碍

①促进初创企业将大学知识产权商业化。为促进资金有限的初创企业利用大

学知识产权商业化，在获得收益前利用股份、股票期权作为知识产权回报至关重

要。措施：制定大学知识产权利用指南等（总结大学知识产权获取、持有方式以及

如何从初创企业获得补偿）；为促进大学获得或持有初创企业股份和股票期权，规

定允许变现出售股份仅限于不能以现金支付股份和股票期权的情况；制定大学知

识产权转让运营指南（包括转让价值评估等）。

②确保实现商业化的权利。大学研究人员急于发表论文，即使申请了专利，也

可能没有以商业化为目标设定权利要求的范围，获取的专利权并不包括商业化所

需的权利范围。此外，大学专利申请费用有限，很难为全球扩张提交充足的国际申

请，因此，有必要创造环境使大学能够获得包括外围专利在内实现商业化所需的强

大专利权。措施：制定大学知识产权运营指南（例如，在申请专利时，如何与寻求商

业化的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战略专家等相关人员合作）。

③促进大学合作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成果常常作为双方共

享权利，由企业承担申请和维持费用等，然而许多共享权利未被企业充分开发（如

防御性专利），大学因受限于企业共享权利而无法单独对第三方许可。措施：为促

进这类成果的利用，规定合作研究成果的权利化和持有方式，讨论专利共有制度，

促进企业披露与大学合作研究成果的利用情况。

④提高大学知识产权管理职能。大学缺乏能够覆盖专业技术领域并将其转化

为知识产权的人力资源，且各个大学知识产权管理组织能力存在差异，所以有必要

提高大学知识产权管理职能，以便通过初创企业促进大学知识产权商业化。措施：

制定组织机制，使优秀的知识产权战略专家能够广泛支持大学知识产权管理；使日

本技术转移机构（ＴＬＯ）等技术转移职能集约化。

　　（３）促进大型企业向初创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日本大型企业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人才和资金，但也面临着创新需求，日本

有必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将大型企业的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转移到初创企业，为

其提供资金支持创造和扩大业务。措施：修订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管理指南（促进

大型企业向初创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等）；完善初创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知

识产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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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建立基于知识产权可视化的服务匹配生态系统

促进对许可意向在内的未被使用的知识产权需求进行可视化，使风险投资企

业和知识产权战略专家更容易获取相关信息，以便成功匹配潜在的技术种子和需

求，成为建立联系的中介。措施：加强完善大学和大型企业技术种子（知识产权）的

数据库，积累技术和需求方信息，并使许可意向可视化（利用现有的私营部门数据

库等）；建立鼓励专利利用和许可意向表达的机制；加强披露大企业等知识产权利

用情况；利用技术中介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强化将技术种子与初创企业需求相关联

的中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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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２０２２）》印发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

指引（２０２２）》，扎实推进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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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

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实施《纲要》和《规划》为总抓手，全面提高知识产

权的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效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国际合作，扎实推进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落实为要，注重协调联动。对标《纲要》和《规划》部署，瞄准发展目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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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识产权工作推进机制，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区域协作，以定量指标为牵引

推动知识产权强国重点任务落实。

加强统筹结合，注重系统集成。坚持稳字当头，一体化统筹推进《纲要》和《规

划》实施，强化中长期目标和年度阶段性目标相结合，集成知识产权领域各类平台

和项目载体，更加有力促进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更好实现知识产权重点领域稳

中求进。

遵循市场规律，注重质量优先。进入强国建设新阶段，坚持把高质量作为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的生命线、主旋律和硬任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质量创造机制，依靠市场内生动力推动知

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创新，注重发展需求。聚焦知识产权领域难点痛点堵点问题，顺应产

业变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盼，深入调查研究，完善激励创新的知

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更好满足创新发展需要。

　　（三）主要目标

２０２２年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局省市联动工作格局进一

步巩固，知识产权创造质量持续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加速显现、知识产权服务

水平明显增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竞争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得到全面加

强，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知识产权创造。打赢审查提质增效攻坚战，全面完成《提升发明专利审查

质量和审查效率专项实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既定目标，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压

减至１６５个月，其中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减至１３８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

期稳定在４个月。

———知识产权保护。持续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建设布局进一步优化。

健全知识产权行政、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做好北京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知识产权保护满意度保持较高水平，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

展的良好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渠道进一步畅通，积极稳妥推进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坚持质量优先、普惠导向，惠及中小企业数量增长１０％以上。

有效专利产业化率稳步增长。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比重稳步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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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服务。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便民利民，专利、商标申请注

册及相关事务办理便利化程度明显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项目取得实质性

进展，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和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功能进一步

拓展，促进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知识产权服务业有序发展，服务机构专业化水

平明显提升，培育一批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知识产权管理。局省合作会商机制进一步优化，“一省一策”建设一批知

识产权强省。鼓励省级知识产权局与城市人民政府建立知识产权强市共建机制，

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强市。在重点发展地区率先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

知识产权强县和园区。

二、落实《纲要》和《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确立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

（一）发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指挥棒作用。坚持客观监测、科学评价，坚

持激励与监管并重，强化与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的政策协同，严把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统计范围，严格排除非正常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及代理机构相关专利，常态化

开展非正常专利申请量统计扣除工作。加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相关专利指

标评价与地方政绩考核的衔接工作。（战略规划司、运用促进司、审业部负责）不断

优化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知识产权相关指标。（公共服务司负责）

（二）抓好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实施。各地要强化预期性指标的导向

性，分清市场和政府职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主

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知识产权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和市场环境。在导向性指标的基础上，各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策措施，深化指标

实现产业基础、创新基础和人才基础。要提高考核指标的科学性，积极协调有关部

门进一步完善与专利工作相关的考核指标体系，检查并剔除不符合实际的增长率

评价指标，避免将专利申请数量作为部门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各地方知识产权

局负责）

三、加强《纲要》和《规划》落实的衔接保障，完善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

体系

（三）加强知识产权宏观政策研究。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和调查研究，多推

出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和改革事项，要加强综合施策，把握

好时度效，完善政策预研储备工作机制。围绕地理标志立法、数据产权保护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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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课题，开展知识产权专题研究，提出相衔接相支撑的政策举措，更好为

决策提供参考。（办公室负责）加快数据产权、人工智能产出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研究论证，适应新领域、新业态发展需要。完成《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和《专利审

查指南》适应性修改，落实专利法修改相关部署。加快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修改论

证，推动解决恶意抢注、大量囤积等突出问题，平衡公共利益，强化使用义务。提出

地理标志统一立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条法司负责）持续对《数字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ＤＥＰＡ）知识产权问题开展研究。（条法司、国际合作司负责）

（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深化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制

定实施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推进计划。加大对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工作指导力度，加强对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商标违法行为办案指导。推进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

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提供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

为一体的知识产权“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力培育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强化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线上服务平台建设。在条件成熟地区推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

范区建设。强化知识产权领域诚信体系建设。深化地理标志管理改革，推进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加强特殊标志、官方标志和奥林匹克标志的保护，

全方位做好北京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做好上海第４６届世界

技能大赛、杭州第１９届亚运会、成都第３１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等国际大型赛

事相关特殊标志保护。（保护司负责）

（五）完善知识产权运用促进政策。扩大专利转化专项计划覆盖面，完善实施

效果统计，做好绩效指标引导。打造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升级版。完善专利权

转让登记制度，修订发布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办法。建立财政资助项目形成专

利的声明制度。继续做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积极

稳妥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做到扩大规模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启动建设国

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围绕国家重点产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实施一批专利导

航项目，完善知识产权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体系。扎实落实中央企业、高

校、科研组织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政策文件。深入开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

动。扩大开展国际创新管理标准体系与知识产权融合试点。（运用促进司负责）

（六）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建设。推进知识产

权业务办理告知承诺制，开展承诺事项事中事后抽查。提高服务供给水平，推广应

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骨干节点建设，推动

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扩展 ＴＩＳＣ、高校国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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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和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功能。推广专利、商标电

子证书应用。（公共服务司负责）深入推进代理行业“蓝天”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代理行为，加强平台代理机构治理。实施知识产权代理信用评价管理，

加强对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监管，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出台促进知识

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深化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改革创新。建设国家

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基地。（运用促进司负责）

（七）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善知

识产权国际规则。加快完成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海牙协定工作，做好业务推广。

继续参与做好新冠肺炎疫苗和治疗药物有关知识产权豁免谈判磋商。深化“一带

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巩固和深化小多边及双边合作关系。有序落实中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知识产权相关内容，深入研究我国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知识产权问题。持续推进中欧、中法地理标志

协定有关工作。办好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深入参与中美欧日韩五局合

作。继续巩固和拓展专利审查高速路（ＰＰＨ）合作网络。健全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

查制度。加强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网络。（国

际合作司、条法司、保护司、审业部、外观部负责）

（八）营造良好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境。加快构建知识产权大宣传格局，加快

媒体融合，构建传播矩阵，创新内容、形式和手段，提高知识产权宣传效果。加强宣

传动员，做好《纲要》和《规划》政策解读。结合世界知识产权日，组织办好全国知

识产权宣传周等大型活动，加强海外舆情管理，对外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办

公室负责）完善面向职业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评价、成长的工作体系。大力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高端智库，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作用，鼓励和支持地方知识产权

智库建设。（人事司负责）

四、做好《纲要》和《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改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统计

体系

（九）加强知识产权申请质量监测。加强专利申请质量统计监测和反馈，完善

专利申请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地方授权率等结构性指标的监测评价和通报，

巩固地方统计联系人机制，优化统计监测评价反馈工作闭环。（战略规划司负责）

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业质量监测机制，利用新技术手段精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线索，

提升监管效能。（运用促进司负责）各地区要积极落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监测和跟踪调查工作，及时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的专利申请质量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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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原因分析，重要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报送。（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负责）

（十）完善指标统计监测工作机制。加强《纲要》和《规划》主要指标的统计监

测和发布工作。做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统计监测和年度计划衔

接。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外发明专利授权专项统计。巩固专利密集型产业增

加值核算和发布机制。建立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战

略规划司负责）各地区要做好本地指标质量分析，发现异常问题及时处置并上报。

有条件的地区要主动作为，推动本地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核算工作。（各地方知

识产权局负责）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２０３／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８０４４３．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欧洲专利局新版审查指南正式实施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２０２２年版审查指南正式实施生效。与往

年相比，新版审查指南的修订较少，主要更新了对软件的可专利性指南、部分优先

权和相关描述：（１）补充修订关于计算机实施发明的数学方法（ＧＩＩ３３）、人工智能

ＧＩＩ５４２５）和模拟（ＧＩＩ３３、３５２和３６３）。（２）修订了生物技术专利申请相

关的生物材料和序列表的存放（ＡＩＶ４和 ＡＩＶ５）、基于公共秩序和道德的排除

（ＧＩＩ４１和５２）、抗体（ＧＩＩ５６１和５６２）。（３）部分优先事项。（４）根据权利

要求修改说明书。（５）其他包括：准备口头程序时提交的材料（第 ＶＩ章Ｅ部分，

２２节）；诸如“大约”、“大概”或 “基本上”等术语规范（第ＩＶ章Ｆ部分，４７节）；

非统一性和从属权利要求（第Ｖ章Ｆ部分，３２４节）。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ｇａｌｔｅｘｔ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２２／０２／２８／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ｅｐｏ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ｄ＝１４６３３７／

原文标题：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２２ＥＰＯ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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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兰德智库发布中国国防工业基础评估报告

【摘要】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１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评估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系

统优势和弱点》（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Ｄｅ

ｆｅｎ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ａｓｅ），重点评估了中国国防工业基础（ＤＩＢ）的优势和劣势，进一

步锁定了中国依赖美国及其盟友的科技领域。

报告从经济学、行政法规、原材料、制造业、劳动力与技能、研发和创新六个维

度重点评估了中国国防工业基础（ＤＩＢ）的优势和劣势，进一步确定了中国依赖美国

及其盟友的科技领域，旨在为美国等国在新的战略竞争时代制定政策提供建议，并

提出未来完善评估国家ＤＩＢ所需的情报信息需求。主要结论如下。

　　１．中国ＤＩＢ规模庞大，对外不透明，也不便于管理

２０２１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１６９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２２９万亿美

元），中国经济规模是支撑其ＤＩＢ发展的优势之一。全球１５家最大的国防相关企

业中，中国国有企业（ＳＯＥ）７家。２０１９年，中国军工产品出口最多的是舰艇、飞机、

装甲车、导弹、传感器和火炮。

图２　全球１５家最大的国防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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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集中决策有利于推动政府整体战略能力，但对创新创业仍存在不确定性

集中权力和决策有助于推动政府整体战略，中国致力于提高政府对国防企业

内部的影响力，通过将国防预算与 ＧＤＰ挂钩，有助于预测和规划未来的国防开支，

军民融合有助于国家层面引导研究方向，将大学研究引向优先的科学技术领域。

其次，集中决策对创新创业的不确定性体现在：未被优先考虑的技术或企业不涉猎

的领域可能存在风险；中国在全球１２９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排名（第４９位）

相对靠后；监督、管理和控制的成本和效率问题等。

３．中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并为确保军事能力所需的供应链投入做出大量

努力

与国防应用相关的３７种矿产中有１８种集中在中国，只有５种国防相关矿产集

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另有１４种集中在与中国有密切外交和经济关系的

国家，包括俄罗斯、巴西和“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国制造业产出约占全球的

２５％；其中约５０％可被视为军民两用。

图３　中国各个制造业的占比

　　４．中国制造业对外进口依赖的主要技术领域

中国武器系统依赖进口，特别是飞机和舰船发动机，中国国内正在努力研发。

据２０１９年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Ｃ４ＡＤＳ）研究发现，美国是中国ＤＩＢ的最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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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占中国ＤＩＢ进口总量近２０％，美国对中国武器销售有较大影响；中国 ＤＩＢ供应

的前１０个国家中有８个是美国的盟友；部分进口产品被列入欧盟出口管制商品清

单；许多进口商品（包括美国商品）不受出口管制，但具有军民两用潜力，包括航空

航天和核应用。

表３　２０１９年中国制造业进口依存度ＴＯＰ５

序号 领域 金额 具体产品 主要供应国家／地区

１ 电气机械和设备 ４９７０亿美元
集成电路

蜂窝和无线网络设备

二极管、晶体管、半导体零件

中国台湾、韩国、

越南

２ 机械、机械器具、

核反应堆、锅炉
１９００亿美元

计算机、数据处理器、光机读卡器

半导体制造工具和设备

主板、微处理器

日本、德国、韩国

３ 光学、摄影、

放映、测量
９９０亿美元

液晶显示器

测量和校准仪器

化学分析仪器：偏振仪、折射仪

日本、中国台湾、

美国

４ 铁路以外的车辆 ７５０亿美元
个人车辆

拖拉机、运输车辆

底盘、发动机舱

德国、日本、美国

５ 药品 ３３０亿美元
医学、治疗或预防

血液制品

无菌手术材料：缝合线、粘合剂

德国、美国、

爱尔兰

图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中美军用专利产出

５．中国是全球科技强国，具有世界领先的军事创新能力，但内部创新体系的相

互联系薄弱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中国军用专利产出的质量调整年均增长率为１６％，同期美国

约为６％。其次，内部创新体系中，中国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薄弱：２０２０年，中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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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合作发表的科研论文１９４６篇，美国８１６２篇。政府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薄弱：

中国的政府资助科技论文有７０％关联自一家政府资助机构，而美国则较丰富，最大

一家政府资助论文量仅占政府资助科技论文总量２５％。

　　６．未来十年，中国将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

由于工资上涨等趋势，ＤＩＢ和其他行业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利润下降，包括：

（１）低生育率和劳动力老龄化问题。（２）中国大学课程缺乏学术严谨性，鼓励教授

发表论文，同时轻视教育成果。（３）中国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ＳＴＥＭ）劳

动力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满足需求。（４）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加剧潜在的劳动力

短缺。

　　７．中国正在投资“人才计划”以提高科技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

２０１９年，１００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赴美国留学超过３０万。受过更多高

等教育的人才对工作场所和收入具有更高的预期，这意味着更少的制造业劳动力

储备。

　　８．未来的研究需要收集更多情报来改善分析内容

兰德智库目前还没有收集到中国在原材料、服务、软件和人才方面相关情报，

未来将可能进一步收集和开展分析的内容包括：（１）中国原材料的库存规模和使用

某种材料的速度，评估渠道缺乏对中国产生的影响。（２）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服

务的公司信息，包括对主要军事系统、信息系统、网络服务和其他方面的持续支持。

（３）ＤＩＢ软件产业的规模和质量，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

（Ｃ４ＩＳＲ）系统软件的供应商情报。（４）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从国外大学返回中国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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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机器学习专利计量分析

【摘要】机器学习技术已经在各行各业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在此背景下，客观

揭示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态势和创新格局、对比全球各国围绕机器学习技术的

技术布局差异，对于开展机器学习技术研发、指引宏观决策具有现实意义。本研

究基于专利计量分析，围绕检索获取的全球机器学习专利，从机器学习整体技术

及其典型分支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包括专利申请趋势、技术优势国家专利申请、

技术优势机构专利申请、有效专利和四方专利［２］，较为全面地展示机器学习技

术专利布局态势和创新格局。

［２］“四方专利”指同时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专利申请的发
明创造。

［３］周志华．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Ｊ］．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２００７，３（１２）：３５－４４．
［４］人工智能之机器学习［Ｒ］，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２０２０年１月．

机器学习（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ＭＬ）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３］。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随着计算机收集、存储、传输、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亟需能够

有效对数据进行分析利用的计算机算法，机器学习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机器学

习的目标是开发一种能够通过积累的经验“学习”的计算方法，涉及概率论、统计

学、逼近论、凸分析、算法复杂度理论等多门学科知识。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机器学

习尚无统一定义，普遍认为，机器学习处理系统和算法主要是通过找出数据里隐藏

的规律进而做出预测的识别模式［４］。

当前，机器学习技术已经在各行各业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客观揭示机器学习

技术的发展态势和创新格局、对比全球各国围绕机器学习技术的技术布局差异，对

于开展机器学习技术研发、指引宏观决策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专利分析的角度

出发对机器学习技术开展分析，以期较为客观地呈现全球机器学习的技术布局现

状和竞争格局。

　　１．数据及方法

随着技术的发展迭代，机器学习技术已经产生了诸多子技术和算法，分类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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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种多样。为了更细致地揭示技术发展情况，本文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发布的机器学习技术分解体系［５］，对机器学习技术进行技术分解［６］（如表

４）。基于该技术分解表，本文对每个技术分支单独拟定了检索策略并获取了专利

数据。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检索全球范围内优先权年在２０００以后的发明

和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简单同族合并后共获得专利３１２，

２５４项。

［５］ＷＩＰＯ技术趋势：人工智能［Ｒ］．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２０１９．
［６］深度学习本身是一种神经网络技术，但由于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因此单独进行分析；神经网络、深度学
习、强化学习、支持向量机在内的技术均是有监督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本文对这些技术分支均专门进行了分

析，有监督学习技术类别仅包括了明确提到有监督学习以及排序学习、代价敏感学习等其它学习方法的技术

要素。

表４　机器学习技术分解表

技术分支 技术要素

机器学习（通用）
机器学习、特征选择、随机梯度下降、过拟合、测试集、训练集、验证集、数据
集、目标函数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多层感知机、多层感知器、感知机模型、感知器模型、单层感知
机、单层感知器、后向传播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ＧＲＵ、ＬＳＴＭ、Ｗｏｒｄ２ｖｅｃ、词嵌入、
注意力机制

生物启发式学习
生物启发式算法、生成模型、人工生命模型、演化硬件、遗传算法、遗传编
程等

分类和回归树 分类模型、分类树、回归树、决策树、随机森林、梯度树、ＧＢＤＴ、梯度提升树

基于实例学习 基于实例学习、基于记忆学习、懒惰学习、ｋｎｎ、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潜在表示 潜在表示、置信网络、狄利克雷分布

逻辑和关系学习 逻辑学习、关系学习、归纳逻辑

多任务学习 多任务学习、终生学习、协变量偏移

概率图模型
概率图模型、最大似然模型、最大熵模型、最大后验概率模型、混合模型、隐
变量模型、贝叶斯网络、条件随机场、隐马尔科夫模型

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学徒学习、对抗学习

规则学习 规则学习

有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排序学习、代价敏感学习、逻辑回归、半监督学习、结构化输出、
半监督训练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

无监督学习
聚类分析、混合建模、主题建模、盲源分离、ｍｏｔｉｆ发现、降维、流形学习、无
监督学习、无监督训练

２２ 知识产权动态



　　２．机器学习技术整体专利分析

　　（１）专利布局整体态势

图５展示了全球机器学习技术的专利布局年度趋势、技术布局国家和技术布

局机构。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机器学习技术的专利布局呈现先平稳增长、后爆发

式增长的趋势。２０１０年之前年度专利布局数量在３，０００项至６，０００项之间，２０１０

年之后，增长幅度显著提升，尤其在２０１６年之后，年度增长量均在１０，０００项以上。

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有一定时滞，２０１９年的数据可能略小于实际数据，但是也能反

映出机器学习技术专利布局的活跃程度。中国在机器学习方面的专利布局数量居

全球首位，较美国具有显著优势，２０００年后的专利布局数量已达１４万余项。美国

（６７，７６３项）位列第二，日本（２１，１０２项）和韩国（１４，１６９项）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

其它国家的专利布局数量均在１０，０００项以下。

图５　机器学习专利布局整体态势（单位：项）

从布局机构来看，美国ＩＢＭ的专利布局数量（５，９５９项）位居全球首位，其次是

国家电网和中国科学院。专利布局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中，中国５家，分别是国家

电网、中国科学院、中国平安、浙江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美国３家，分别是

ＩＢＭ、微软和谷歌；德国西门子和韩国三星分别排在第５和第６。从机构类型看，

ＴＯＰ１０布局机构中的国外机构均是企业，我国除企业外，还有１个科研院所和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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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２）技术优势国家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表５对全球ＴＯＰ１０专利布局国的年度趋势进行分析。ＴＯＰ１０国家围绕机器学

习技术的专利布局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中国的增长幅度最为显著，始终保持持续

增长态势，２０１９年达到４２，８９３项。排名第二的美国同样呈现增长态势，但近年来

的增长有放缓之势，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年稳定在８，０００项左右，与之类似的还有日本、韩

国。除中国外，其它国家在２０１９年的专利数据均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专利申请到

公开的时滞造成的。

表５　全球ＴＯＰ１０国家专利布局

　　（３）全球优势机构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表６对全球ＴＯＰ１０专利布局机构的年度趋势进行分析。国外机构的专利布局

呈现比较稳定的增长，如 ＩＢＭ、微软、西门子等公司，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国内机

构的专利布局则主要集中在２０１２年之后，尤其是中国平安，在２０１８年布局了７９６

项专利，增长了６５倍，２０１２年之前仅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有较为持续稳定的专

利布局，但是布局数量均在１００项以下。

表６　全球ＴＯＰ１０机构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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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有效专利分析

专利具有法律属性，有效专利能够反映目标对象当前的技术实力。表７展示

了ＴＯＰ１０技术布局国家的有效专利占比全球排名情况。专利数量全球排名和有

效专利数量排名存在一定差异。专利布局量排名第４的韩国有效专利占比排名全

球第１，专利布局量排名第１的中国有效专利占比排名全球第１７，这可能是由于我

国在机器学习方面的较多专利布局时间不长，大量专利处于审查阶段。

表７　ＴＯＰ１０技术布局国的有效专利占比排名

国家 专利量 专利全球排名 有效专利量 有效专利占比 有效专利占比全球排名

韩国 １４１６９ ４ ６１３３ ４３．２８％ １

美国 ６７７６３ ２ ２６０９８ ３８．５１％ ２

日本 ２１１０２ ３ ７８６４ ３７．２７％ ４

荷兰 ２０３４ １０ ５６６ ２７．８３％ ９

加拿大 ２３９０ ７ ５８５ ２４．４８％ １２

德国 ８２５８ ５ １８６６ ２２．６０％ １５

中国 １４４１０９ １ ３１３５０ ２１．７５％ １７

法国 ２０５２ ９ ３２２ １５．６９％ ２０

英国 ２９６０ ６ ３５５ １１．９９％ ２２

印度 ２２５３ ８ １１３ ５．０２％ ２４

表８对ＴＯＰ１０技术布局机构的有效专利占比全球排名情况进行分析。ＴＯＰ１０

技术布局机构中美国微软、谷歌和ＩＢＭ占据了全球有效专利排名的前三甲，而中国

上榜公司的排名大部分有所下滑：专利总量排名第２的国家电网有效专利占比排

名第２４，排名第７的中国平安有效专利占比排名第１４４，排名第１０的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的有效专利占比排名则提升至第５。
表８　ＴＯＰ１０技术优势机构的有效专利占比排名

机构 专利量
专利全球
排名

有效
专利量

有效专利
占比

有效专利占比
全球排名

微软 ３３３９ ４ １５６９ ４６．９９％ １

谷歌 ２２３９ ８ ９９７ ４４．５３％ ２

ＩＢＭ ５９５９ １ ２３４９ ３９．４２％ 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１９４２ １０ ６９９ ３５．９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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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

机构 专利量
专利全球

排名

有效

专利量

有效专利

占比

有效专利占比

全球排名

中国科学院 ３７１７ ３ １２１６ ３２．７１％ １１

西门子 ２９２８ ５ ８４０ ２８．６９％ １３

浙江大学 ２１０７ ９ ５１６ ２４．４９％ １７

三星 ２３４０ ６ ５２１ ２２．２６％ ２１

国家电网 ５０２５ ２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２４

中国平安 ２２４２ ７ ６３ ２．８１％ １４４

　　（５）四方专利分析

研究基于专利权人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认为“四方专利”更具重要性。因此，从

四方专利视角分析全球各国、各机构的重要专利布局情况（图６）。分析发现，四方

专利的布局情况与整体专利布局情况存在差别。专利布局数量排名第３的日本四

方专利布局数量排名第１，而总量排名第１的中国四方专利排名第５，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我国机器学习的专利布局仍以本国保护为主。

图６　四方专利申请优势国家和机构

从机构角度来看，四方专利优势机构排名与整体专利布局优势机构排名差别

６２ 知识产权动态



较大。ＴＯＰ２０机构中，荷兰的飞利浦排在第１位，其余机构以日本公司居多，包括

索尼、松下、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欧姆龙株式会社、富士通、佳能、日立、东芝、三菱、

丰田、ＮＴＴ（日本电报电话公司）１１家公司，还包括美国的微软、高通、谷歌、ＩＢＭ、美

国通用电气、波音６家公司，而中国仅有１家机构（百度）上榜，排名第１３，这反映了

我国机构的国际专利布局力度与国外机构存在差距。

　　３．机器学习典型分支技术专利分析

　　（１）各技术分支专利布局数量分析

图７展示了机器学习各分支技术的专利布局情况。涉及通用机器学习技术的

专利布局数量最多。其后依次是神经网络（６９，３８０项）和深度学习（４０，０８０项）。

由此可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是机器学习技术专利布局的主要技术方向。

此外，强化学习、规则学习、基于实例学习、潜在表示、多任务学习、逻辑和关系学习

技术的专利布局数量均在３０００项以下，技术受关注度相对较弱。

图７　各技术分支专利布局数量（单位：项）

　　（２）典型技术分支各国专利布局及有效专利占比分析

表９和表１０分别展示了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专利的全球 ＴＯＰ１０布局优势国

家。中国在这两项技术上的专利数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均全球领先，具有相对较大

的专利优势；美国、韩国、日本和德国在两项技术上均排在第２、３、４、５。从有效专利

占比来看，韩国、美国和日本的有效专利占比相对较高，而中国的有效专利占比不

像数量指标一样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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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神经网络专利布局优势国家及有效专利占比

排名 国家 专利量 有效专利 有效专利占比

１ 中国 ４２２６４ ６０８６ １４．４０％

２ 美国 １３５９７ ３６６９ ２６．９８％

３ 韩国 ３７９５ １４２８ ３７．６３％

４ 日本 ２９７０ ７６３ ２５．６９％

５ 德国 １４６６ ２４８ １６．９２％

６ 英国 ７３８ ５６ ７．５９％

７ 加拿大 ５８９ ８１ １３．７５％

８ 印度 ４８８ ２１ ４．３０％

９ 俄罗斯 ４７８ ２２ ４．６０％

１０ 法国 ３９５ ３１ ７．８５％

表１０　深度学习专利布局优势国家及有效专利占比

排名 国家 专利量 有效专利 有效专利占比

１ 中国 ２８１１７ ３０８０ １０．９５％

２ 美国 ５７３２ １３５７ ２３．６７％

３ 韩国 ２１９５ ８９０ ４０．５５％

４ 日本 ９９３ ２０５ ２０．６４％

５ 德国 ６６６ ９８ １４．７１％

６ 印度 ２６９ ６ ２．２３％

７ 加拿大 ２６２ ２８ １０．６９％

８ 英国 ２５８ １９ ７．３６％

９ 意大利 １９８ ２ １．０１％

１０ 法国 １８７ ７ ３．７４％

　　（３）典型技术分支优势机构专利及有效专利分析

图８对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全球专利布局量ＴＯＰ２０机构进行分析。我

国国家电网和中国科学院在两项技术的专利申请量领先。神经网络技术方面，美

国谷歌和ＩＢＭ、韩国三星排在第３、４、５；深度学习技术方面，专利申请量前１０位仅１

家国外机构，第３７位分别是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平安、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

津大学，韩国三星排在第８，我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排在第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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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

图８　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专利布局量ＴＯＰ２０机构

图９对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全球有效专利ＴＯＰ２０机构进行分析。我国

机构有效专利持有量较整体专利布局量存在一定差距，美国 ＩＢＭ的有效专利持有

量优势显著，在神经网络技术全球排名第１，深度学习技术排名第２。神经网络技

术方面，美国谷歌、微软、Ａｄｏｂｅ的有效专利持有量分别排在第２、５、１０，我国中国科

学院、清华大学、国家电网、百度、电子科技大学分别排在第３、４、６、７、９；深度学习方

面，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利布局力度较大，中国科学院有效专利持有量排名首

位，数量为１７１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排在第３、第５，美国ＩＢＭ、谷歌排

在第２、第４。

图９　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有效专利ＴＯＰ２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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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典型技术分支四方专利分析

图１０和图１１展示了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四方专利申请情况。四方专

利的布局态势与专利布局总量的态势差异较大。神经网络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

占据国家排名前３，韩国三星、ＳｔｒａｄＶｉｓｉｏｎ［７］和美国高通占据机构排名前３，而中国

排名第４位，国内机构中百度排名最为靠前，排名第５，此外，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

［７］ＳｔｒａｄＶｉｓｉｏｎ公司位于韩国首尔，专为自动驾驶汽车和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ＡＤＡＳ）提供视觉处理技术。
［８］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于自主研发设计的嵌入式人工智能芯片，面向智能驾驶、智能城市和智能
商业等应用场景，提供嵌入式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图１０　神经网络技术四方专利布局情况

图１１　深度学习技术四方专利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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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８］和腾讯并列第１５。深度学习方面，日本、美国和德国排名前３，德国拜

耳、日本住友、韩国ＳｔｒａｄＶｉｓｉｏｎ排名前３，我国位于排名第５，国内机构仅有百度进

入ＴＯＰ２０，排名第９。

　　４．结论与分析

本文面向揭示机器学习技术专利布局态势的客观需求，基于全球范围内２０００

年以来布局的机器学习专利数据，从整体技术和典型分支技术两个层面，以及专利

申请趋势、有效专利持有情况以及四方专利布局情况等角度，对机器学习技术的专

利布局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全球机器学习技术专利布局整体呈现增长态势，２０１０年后呈现明显增长

态势，尤其在２０１６年之后，年度增长均在１０，０００项以上。

（２）我国机器学习专利布局数量居全球首位，较美国具有显著优势，保持持续

增长势头；同时，国内机构的专利储备已初具规模，尤其近年来专利布局力度显著

提升。

（３）我国有效专利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不够突出，有效专利占比全球排名第１７，

专利布局优势机构的有效专利占比排名下滑较大，这表明我国在机器学习方面的

专利布局质量还有待提升。

（４）我国专利布局主要围绕本国保护，四方专利布局量全球排名第５，国内机

构仅有百度进入ＴＯＰ２０机构榜单，而日本有１１家机构上榜。

（５）除机器学习通用技术外，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是机器学习技术中专利

布局最为密集的分支技术，其后依次是分类和回归树、无监督学习。

（６）我国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方面的专利布局已经建立了一定专利优

势，专利布局总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优势，但是，在以四方

专利为代表的国际专利布局方面，距离美日韩等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国际化视野有

待进一步拓宽。

吕璐成，张　博，王燕鹏，赵亚娟，钱　力，厉瞳瞳（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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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２０２２年《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内审员培训班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促进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建设，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至１５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２０２２年《科研组

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培训班在植物所举办，植物所副所长杨秀红、科技促

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副处长王兵出席会议，植物所６０余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知

识产权专员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参加了本次培训。

杨秀红在开班仪式上讲话，她从落实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服务国家

重大需求等角度阐述了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简要介绍了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

工作的进展。她希望以本次培训为契机，系统梳理研究所的知识产权及其管理体

系，进一步规范相关管理制度，为研究所的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王兵希望植

物所通过本次培训和贯标工作，完成所内知识产权管理的规范制度体系建设，使相

关人员真正关心、保护、运用好知识产权，服务研究所重大科研成果产出。

培训邀请了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宋河发研究员、刘海波研究员，院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贯标专家咨询组成员崔勇，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员赵欣，中

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主任邢文超，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知识产权主

管张彦等专家做专题讲座，讲座解读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相关内容，对

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贯标实施流程、科研组织知识产权贯标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的

注意事项进行详解，并分享了贯标经验等。培训设置了考试，通过考试的学员获得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证书”。

本次培训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专项项

目组承办，中科院植物所协办。通过为期两天的培训，学员对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

意义、内容及流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未来将在研究所知识产权体系建设中发挥重

要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ｃａｓ．ｃｎ／２０１９ｇｂ／Ｎｅｗｓ２０１９／２０２２０３／ｔ２０２２０３２２＿６４０１９６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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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３家机构入选上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承担单位

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公布“第三批上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承担单位”。根据《上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及

《上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首批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的要求，通过申报、评

审、公示等程序，并经市知识产权局党组研究审议，确定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核工院”）等１４家单位为第三批上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３家机构成功入选。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ｉｐａ．ｓｈ．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ｍｌ／２０２２０３０４／９１０４ｂ２ｃ０４０ｅ０４０ｆ２８ｃ８ｃ３ｃ８

ｄｆａ７６ａ１９ｅ．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

西安光机所入选首批陕西省专利导航服务基地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陕西省“十四五”知识

产权发展规划》部署，构建规范化、实效化、特色化的专利导航服务工作体系，按照

国知局要求，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了“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申报工作。近日，中国

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申报的“陕西省专利导

航（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服务基地”成功首批入选。下一步，西安光机所将按

照基地工作指引要求，扎实推进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建立完善专利导航组织实

施、服务保障等工作机制，加强基地人才队伍建设，逐步构建专利导航服务工作体

系，对防范规避光子产业链相关知识产权风险、提升陕西省光子产业链竞争力提供

有力支撑，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夯实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ｏｐｔ．ｃａｓ．ｃｎ／ｇｂ２０１９／ｘｗｚｘ／ｔｐｘｗ／２０２２０２／ｔ２０２２０２１７＿６３５６５３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

３３知识产权动态



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举办

２０２２年科学技术奖励培训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

春光机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举办了２０２２年科学技术奖励培训。长春光机

所所务委员孙守红、成果转化处处长褚明辉出席，所科研部门、所属企业相关人员

参加本次培训。会议由成果转化处副处长吕宝林主持。

首先，成果转化处张欢欢作了题为《２０２２年科学技术奖励培训》的报告，对我

所２０１６年以来获得科技奖励情况进行了总结，对科学技术奖励改革下各级科技奖

励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重点讲解了吉林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相关情况及提名

书各部分写作的常见问题与建议。随后，光学中心张舸研究员作了题为《奖励申报

经验分享》的报告，在申报协会奖、省奖到院奖各级奖励的过程中，就如何进行知识

产权布局、准备申报材料、进行科技成果评价分享经验。最后，孙守红进行总结发

言，他强调科技奖励一定要提前进行策划，重视知识产权布局，提高申报质量；提出

科技奖励对我所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的个人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鼓励全

所科研人员要高度重视、积极申报。本次培训针对性强，使科研人员及时了解了各

级科技奖励申报政策的变化、学习了吉林省科技奖励提名书的写作方法，为２０２２

年长春光机所科技奖励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ｏｍｐ．ｃａｓ．ｃｎ／ｘｗｄｔ／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０３／ｔ２０２２０３１３＿６３８９５１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１日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到文献情报中心调研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秘书长薛寅君一行来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以下简称“文献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工作，研究会会员部、咨询部、综合部

相关负责人随行。文献中心主任刘细文到会指导，中心馆务委员、科技处处长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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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咨询部李玲研究馆员、知识产权研究部主任赵亚娟及部门同事参加交流。

刘细文主任对薛寅君副秘书长一行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文献中心的

基本情况，指出文献中心非常重视知识产权情报研究与服务工作，并在机构改革中

新成立知识产权研究部，强化知识产权情报研究对战略决策和科技创新的支撑。

薛寅君副秘书长对文献中心多年对研究会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知识产权研

究会的工作定位、部门分工，以及即将举行的理事会换届工作安排，并希望文献中

心依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继续在服务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

在听取了赵亚娟对文献中心知识产权情报研究与服务工作的介绍与工作计划

后，与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合作展开交流，并围绕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指导工

作、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以及知识产权联合培训工作等进行了细致交流。双方

未来将继续拓展和深化合作，共同服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７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

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就标准必要专利的公平许可征求意见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５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征求关于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的公众意

见，以改进现行制度，结合可能的立法和非立法措施创建一个公平、平衡的许可框

架，特别是针对已反馈的许可制度不透明、不可预测或效率不高的问题。此次公开

咨询主要是收集公众对ＳＥＰ许可和新制定的ＳＥＰ许可框架可能涉及的具体问题的

意见，包括关于其透明度、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ＦＲＡＮＤ）条款和条件进行许可

以及这种制度的执行。目前，尚未明确的问题是：哪些专利对标准真正至关重要，

谁拥有这些专利的许可，或者公司在获得这些权利时应该支付多少许可费用或从

中获得的收益。此次的证据征集和公众咨询是建立在欧盟近年来对ＳＥＰ全面评估

的基础上，包括系列研究，建立关于 ＳＥＰ许可和估值的专家组，２０１７年制定《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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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要专利的方法》指导意见，以及最近与该领域主要参与者的网络研讨会。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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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

欧洲商标申请创历史新高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６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ＥＵＩＰＯ受理近２０万件商标申请（ＥＵＴＭ）创历史新高，欧洲的知识产权正在蓬勃

发展，公众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信心也在不断增长。据统计，德国欧洲商标申请最

多，共计３９６，３５８件，占比１６％；美国和英国分别位居第二（３５２，４６２件，１４２３％）

和第三（２１９，０６９件，８８５％），中国第七（１３３，２１３件，５３８％）。ＥＵＴＭ申请中，

９９９６％是电子申请；外观设计申请提交了约１１６，０００件，９８９０％是电子申请。随

着ＥＵＩＰＯ开发的便捷电子工具不断扩展，数字化申请将在未来几年呈指数级增长。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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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１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研究人工智能对版权和外观设计
侵权和执法的影响

２０２２年３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人工智能对版权和外观设计侵权

和执法的影响研究报告，总结了在版权和外观设计的侵权和执法中使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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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机会、驱动因素、限制和担忧。

主要发现：（１）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检测版权和外观设计侵权行为和执法的效

率：自然语言处理可用于分析和阻止网络钓鱼等网络攻击，识别欺诈者的行为，并

创建能迅速识别侵权行为的关联分析；预测未来侵权行为的模式；检测侵权商品营

销以及欺诈性标识或其他图像等。（２）但人工智能同样可以帮助欺诈者发现和克

服网络安全措施，包括突破防御和开发逃避检测的动态软件等。（３）执法部门可以

将人工智能的分析和预测功能用于开发创新工具，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人卫监

督。（４）局限性：依赖大量高质量训练数据；无法处理长尾问题；通用性有限；对具

体应用场景存在依赖；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固有偏见。（５）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引

发了与伦理、隐私和基本权利相关的担忧。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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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

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统计数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发布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统计数据，显

示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的专利和商标授权数量创历史新高，审查效率大幅提升。

主要结论：（１）专利活动趋势不一，但对专利的需求并没有减少。ＤＰＭＡ共受

理５８，５６８件发明专利申请，比上一年下降５７％；实用新型专利申请１０，５７７件

（－１４１％），外观设计申请 ５，７４１件（－６１％）；商标产出强劲，ＤＰＭＡ共受理

９２，３１７件商标申请（＋３５％），注册９１，６１３件（＋１５１％）。（２）内燃机专利申请

急剧下降。“发动机、泵、涡轮机”专利申请下降（－１５１％），但与电动汽车相关技

术领域专利申请增多，电池和燃料电池增加２０２％；“医疗技术”（－１７０％）和“其

他消费品”（－２６０％）专利申请数量下降；数字化子领域有所增加，例如“数字通

信”（＋６１％）；“运输”创新活动最为强劲，汽车行业公司是特别活跃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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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量商标类别出现高增长。家庭或厨具（＋１８％），游戏、玩具和体育用品

（＋１６６％）等类别出现高增长；“药品；膏药、敷料、消毒剂”（－７８％）和“医疗仪

器和工具”（－２０４％）显著下降。（４）博世（３，９６６件）仍是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

宝马（１，８６０件）排名第二。尽管汽车行业的申请人专利申请总量有所下降，但该

行业仍占据主导地位。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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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

美国商会发布２０２２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４日，美国商会（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发布第十版《２０２２年国际知识产

权指数》（２０２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Ｉｎｄｅｘ）（以下简称“ＩＰ指数”）。报告显示，美国总体

得分 ９５４８％，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英国（９４１４％）、德国（９２４６％）、瑞典

（９２１４％）、法国（９２１０％）和日本（９１２６％）。中国总体得分５５８６％，排名第２４，

相比去年增长１％。中国在各分项得分排名分别是：专利第１７、版权第２６位、商标

第１３、外观设计第４６、商业秘密第２４、知识产权商业化第４０、知识产权执法第３７。

主要结论：（１）全球知识产权环境在过去十年中有所改善，但挑战依然存在，许

多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评分仍然较低。（２）随着过去十年网络盗版的增长和规

模扩张，许多经济体都在努力提供充分的版权保护。（３）在过去十年中，实物商品

知识产权侵权的执法工作未能跟上国际假冒贸易量的增长。（４）知识产权密集型

商品和服务对于全球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至关重要。（５）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某些成

员国继续推动知识产权豁免提案，将不利于未来发展。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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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会：反垄断立法威胁美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５日，美国商会（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发布《全球视角下美国反垄断立法

提案》（Ｕ．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报告认为反垄断

立法将削弱美国科技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报告

针对中美欧创新政策进行了比较评估，概述了当前的反垄断立法提案对美国的不

利影响等。

报告指出，美国商会反对制定或修改针对特定公司（美国科技公司）而不是反

竞争行为的反垄断立法。主要观点：（１）应遵循“不伤害”的总体原则，避免向美国

具有优势的外国司法管辖区提供许可。（２）市值不应成为针对公司立法或监管的

触发因素。（３）通过监管，国会对有据可查的数字经济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立法应

对。（４）反垄断法不适用于扭曲竞争的政府限制，例如，限制外国竞争对手的增长

机会、迫使技术转让。（５）美国国家安全界应定期向各委员会通报中国在反垄断、

数据、标准和技术开发以及收购政策方面的做法及其对美国竞争力、创新和国家安

全的影响。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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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公布知识产权申请趋势与审查现状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公布日本２０２１年（１至１１月）专利、外观

设计和商标申请趋势与审查现状。主要结论：（１）专利申请回升，专利申请审查请

求数量明显改善，ＰＣＴ申请依然呈现下降；外观设计申请上升；商标申请回升。（２）

日美欧中韩专利、外观设计和商标申请量变化对比：中国专利申请量在２０１９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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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但２０２０年再次呈现增长，ＰＣＴ申请量大幅增长；日本外观设计申请量比其他国

家少；美国和中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大幅增长。（３）专利平均首次审查时间（２０２３年

目标）不超过１０个月，专利授权的平均时间间隔不超过１４个月；外观设计平均首

次审查时间为６至７个月，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用户外观设计审查质量评价调查中，对

外观设计审查总体质量“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为６７７％；预计２０２２年底，商

标平均首次审查时间和专利授权的平均时间间隔将分别缩短为６５个月、８个月；

商标审查质量评价调查中，“一般”及以上评价的比例为９１７％，“满意”和“比较满

意”的比例为４９９％。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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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基于专利信息的竞争力分析报告。

主要结论：（１）日本专利技术指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ＴＲ）自２０１１年以来下降主

要因为产业结构变化、审查环境变化和中国技术水平的崛起。日本的经济复杂性

指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ＣＩ）近年来连续排名首位且呈现上升，这表明日

本经济由具有高原创性的产品和服务所主导，另外出口产品种类繁多的国家，ＥＣＩ

也较高；日本国际检索报告中引用外国文献的比率在近十年增加了５％以上，日本

文献被引频次减少；中国投资组合规模激增，２０１１至２０２１年，中国论文被引数量的

高增长率可能使增长率相对较低的其他国家 ＴＲ值下降。（２）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３５个技术分类中，日本有机精细化学 ＴＲ呈现增长，生物材料分析、药品、

高分子聚合物等基本持平，通信、ＩＴ、光学仪器等显著下降。（３）日本企业单独专利

申请的ＴＲ值最高，其次是产学官合作专利申请，以及大学、研究机构单独专利申

请。日本大学的商业化意识比外国弱，专利商业化较少；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大

学、民间企业共同研究的经费较少，单件合同额２００万至２５０万日元，技术创新较

为困难。（４）日本、欧美的专利相对价值（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ＣＩ）两极分化严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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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处于正态分布。日本因电子行业较多，考虑到交叉许可保留了大量专利，目

前还未形成放弃不必要专利的意识。（５）２０２２至２０２３年，专利申请技术调查趋势

将面向氢气和氨气碳中和技术，侧重于氢气和氨气生产、储存和利用（燃料电池和

汽车等）。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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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融资突破６万亿韩元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消息，韩国知识产权金融涉及

资金首次突破 ６万亿韩元。２０２１年，新增供给额 ２５０４１万亿韩元，与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６４０万亿韩元）相比增长２１３％。２０２１年的主要成绩：（１）知识产权投资方

面，韩国对优秀知识产权企业或知识产权的直接投资总额达６０８８亿韩元，与２０２０

年相比增加２３倍，主要是由于母基金出资扩大了知识产权投资基金，加强了与风

险投资企业的合作，激活了对优质专利企业的投资。（２）知识产权担保贷款方面，

知识产权担保贷款金额为１５０８万亿韩元，与２０２０年持平，维持在１万亿韩元左

右。（３）知识产权财产担保方面，韩国企业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信用保证基金、技

术保证基金以及首尔信用保证财团发放的新知识财产保证金额达８４４５亿韩元，比

２０２０年增加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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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扩大定制化教育强化知识产权竞争力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ＩＰ）教育培

训计划，支持区域和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教育，以加强韩国知识产权竞争力。主要举

措包括：（１）构建统一的数字化教育平台：支持通过多种移动设备和增强现实制作

的内容进行学习，并新增自动推荐、知识产权学分制银行等。（２）扩大对知识产权

基础传播的教育支援，加强公共机构知识产权创造、利用和保护：针对中小企业开

设定制化教育课程；扩大专利信息检索等实际工作所需的ＩＰ教育课程；培养大学生

和创业者的知识产权实践能力；加强地方政府人员的知识产权教育。（３）加强知识

产权综合能力：掌握最新技术、法律、制度、国际知识产权政策动向来增强对未来技

术的理解；提高研究分析主要国家政策、灵活运用的能力等。（４）加强对海外韩企

的知识产权保护，将重点放在海外知识产权教育的战略性灵活运用上，与 ＷＩＰＯ共

同推进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教育事业。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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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疫苗原料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疫苗原料专利分析报告，分析

识别了疫苗研发和生产所必需［９］的１６种关键原料品种的专利，从而为疫苗原料研

发指明方向，帮助针对核心专利制定规避等应对策略。

［９］包括因涉及专利纠纷需要制定回避策略的原料，以及专利纠纷风险较低，但需要进行价格竞争和提高产量
等改进策略的原料。

主要结论和启示：（１）专利所有权关系明确的原料包括封端剂、ＬＮＰ、ＮＴＰ和免

疫增强剂，因主要产品相关的专利持续有效，因此，有必要在研发中进行回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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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目的和性质获得多种专利权的原料包括细胞培养基、生物反应器、一次性

培养袋、膜、树脂和管材，应根据用途和性质判断疫苗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和规避方

案；（３）专利纠纷风险较低的原料包括：ＲＮＡ聚合酶、ＲＮａｓｅ抑制剂、ＤＮａｓｅＩ、除菌

过滤器、橡胶密封圈，建议为了国产化，需提升技术和价格竞争力，实行全能核酸酶

（ＧＭＰ级）等差异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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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趋势报告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日，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发布

《２０２２年专利趋势报告》，从全球视角洞察专利目的、价值、保护和技术。研究认为

专利保护在其创新生命周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主要发现：（１）企业和机构将专利

视为业务驱动力，包括促进研发、创新许可和商业化、以及确立市场主导地位。（２）

企业和机构通过专利许可促进收入增长。（３）专利组合日益扩增。（４）大多数企

业和机构不仅将专利数据用于申请专利，还包括为研发提供信息和依据、传递竞争

情报和开发商业情报。（５）如果高管不重视，就可能错失机会，包括专利许可、进一

步研发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机会。（６）专利管理的难度正日益加大。（７）复杂的

专利制度、获得专利所需的时间和与之相关的成本等因素阻碍了企业和机构申请

更多的专利。其它挑战包括：缩短专利申请时间、专利维持、专利战略所有权和管

理专利的数量。（８）很多企业和机构转向专利业务外包。（９）专利维权愈发普遍。

（１０）专利和检索技术有望改进。

赵颖会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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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发送需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４４ 知识产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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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朱月仙

张 娴■

李姝影 许 轶 陈思宇

赵亚娟 廖青云 马廷灿

■ ■ ■ 

■ ■ 

王小玉■ 

028-85228846

zhangx@clas ac cn. .

主办：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内部资料

任

周俊旭

jxzhou@cashq.ac.cn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群贤南街289号

61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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