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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ＥＰＯ与 ＩＲＥＮＡ联合发布制氢电解槽创新趋势报告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２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ＩＲＥＮＡ）联合发布

《专利洞察报告：制氢电解槽创新趋势》（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ｓｉｇｈｔ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ｅｒｓ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研究分析了２００５至２０２０年用于水电解制氢

的电解槽领域公布的专利申请的全球演变，揭示了制氢关键技术部件电解槽技术

的趋势和活力。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０５至２０２０年，全球水电解相关的专利家族１０，８９４项，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８％。２０１６年，水电解相关的专利家族数量超过了化石能源（与固体或液体煤和油

基氢源）相关的专利数量，截至２０２０年该数字翻了一番。７３％的水电解槽专利家

族中至少有一项授权专利仍然有效。２０１８年，非贵金属电催化剂材料相关发明数

量超过了贵金属（更传统、昂贵矿物，例如金、银、铂或其他贵金属）相关发明数量，

且这一增长归因于中国申请的大量涌入。光电解（使用光作为能源分解水）是一种

强大的新兴技术，可以将电力和制氢集成在一个步骤中，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研究

发现，光电解领域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约５０％的专利申请由大

学提出。

（２）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６，３８３项专利家族，其后依次是日本、韩国、美国、德

国和法国，９７％的中国申请用于保护国内市场。日本东芝、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

委员会（ＣＥＡ）、日本松下、德国西门子、日本本田是全球领先的申请人。

［１］该报告分析了与水电解相关的五个子技术，分别是电池操作条件和结构、电催化剂材料、分离器（隔膜、
膜）、电解槽（堆栈）的可堆叠性、光电解。

（３）欧洲和日本在所有子技术领域［１］国际专利申请总量中占５０％以上。欧洲

在电解槽（堆栈）的可堆叠性（占该领域专利总量的４１％）、电催化剂材料（３４％）、

电池操作条件和结构（３２％）方面领先，而日本在光电解（３９％）和分离器（隔膜、

膜）（３６％）方面排名第一。专利数据显示，技术发明活动的增加导致电解槽成本降

低。研究发现，高压下运行的电池、使用非贵金属材料和更薄的有机膜方面的国际

专利申请有所增加。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的平均专利份额为１８％，韩国在分离器

（隔膜、膜）中的份额最高（１６％），而其他类别的平均份额为７％。中国国际专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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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技术领域中仅占４％左右，但在国内专利申请数量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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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

英国发布《标准化在支持英国新兴技术的作用》

２０２２年５月６日，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

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ＥＩＳ）发布《标准化在支持英国新兴技术的作用》（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Ｋ），探索标准化在支持英国新兴

技术开发和商业化方面的作用，审查英国支持新兴技术的标准制定方法，深入研究

石墨烯、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和氢燃料领域创新者在标准和标准化方面的经验，

以确定改善英国标准化体系运作的机会，从而更好地支持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企

业。要点如下。

　　１．标准化对新兴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

（１）标准制定中的知识编码可以作为二次创新的投入，有助于协调组织内部和

组织之间的创新活动，标准可以向潜在用户和消费者传达有关产品特性的信息。

（２）减少新兴领域选择的多样性，以实现规模经济和群聚效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ｓｓ），作为

市场发展的行业凝聚力，激励渐进式创新和互补基础设施投资。（３）定义最低质量

水平，有助于在新兴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之间建立信任，避免发生损害新兴技术的事

件，以及避免“格雷欣法则”（低质量产品淘汰高质量产品）。（４）支持互操作性。

　　２．改善英国标准化体系运作的建议

（１）深化和加强整个国家质量基础设施（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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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ＱＩ）以及与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ＵＫ的协调。（２）将标准化纳入公共创新计划的规划过程。

（３）利用现有结构促进和提高对标准的认识。（４）确保在相关流程中识别标准化

的需求。（５）确保在相关流程中制定创新领域的标准。（６）增加标准化活动的专

用资源。

　　３．在创新过程中尽早、全面地考虑标准化

报告深入研究石墨烯、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和氢燃料领域创新者在标准和标

准化方面的经验，认为英国的标准和创新支持团体［２］已经认识到在创新过程中要

尽早、全面地考虑标准化，致力于更好地解决和支持新兴技术的标准化需求：（１）鼓

励大型研究创新计划在最初的计划设计中考虑标准（需求／资金）。（２）支持制定

标准化路线图和战略，可以有效聚集相关行业／社区，审查当前的标准状况（现有标

准、活跃的委员会等），确定差距／行动需求。（３）引入并支持 ＢＳＩ在市场急需和高

度创新领域开发标准化文档的快速通道（ＰＡＳ规范／ＦＬＥＸ标准）。更加关注新兴技

术需求，在政府、ＮＱＩ组织和ＵＫＲＩ支持机构的内部和外部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２］政府、英国创新署和包括英国标准协会（ＢＳＩ）在内的ＮＱＩ合作伙伴。

　　４．标准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标准化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方面或阶段的干预：（１）确定标准的需求和潜力；

（２）标准制定的过程。目前，面临的系列挑战和问题包括：（１）利益相关者（中小企

业、初创企业、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标准可以发挥作用，并参与识别新兴技

术有关的需求（需要什么标准以及何时需要）。（２）建立适当的程序召集利益相关

者，在确定标准化需求和制定方面进行合作。（３）为新兴技术标准化制定合适的程

序，关注新兴技术的需求和挑战。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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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１年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研究报告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１年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研究报

告，主要调查分析了国际框架、双边和区域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的知识产权（ＩＰ）

状况，以及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动向。主要内容如下。

　　１．国际框架下的知识产权状况

　　（１）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知识产权动向

国际关于知识产权的提案和讨论大致可分为３类：（１）印度和南非于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向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理事会”提交

提案，建议在一定期限内豁免ＴＲＩＰＳ协定中涉及专利、外观设计和商业秘密等知识

产权方面的义务。（２）各国都在讨论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专利强制实施的问题，例如通

过补偿专利权人限制知识产权。（３）为了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研发，民间企业自愿进

行专利合作、许可等，例如，日本“ＣＯＶＩＤ１９知识产权宣言”，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

日，参与企业１０２家，涉及专利９２７，８９７件。

　　（２）ＴＲＩＰＳ协定相关议题

２０２１年，ＴＲＩＰＳ理事会常规会议议题包括：（１）ＴＲＩＰＳ协定与《生物多样性公

约》（ＣＢＤ）的关系；（２）知识产权与创新；（３）ＴＲＩＰＳ协定第６６２条规定的技术转移

激励措施；（４）非生物技术（非违例申请）。

　　２．双边和区域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的知识产权状况

（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ＣＰＴＰＰ）

ＣＰＴＰＰ在广泛领域建立新的规则，希望对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及地区形成积

极影响，而ＲＣＥＰ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制度多样性国家之间完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

等广泛领域的规则。ＲＣＥＰ和ＣＰＴＰＰ大部分缔约国是重合的（前者１５个，后者１１

个，重合７个），两者相比，ＣＰＴＰＰ涉及内容更广泛且制定了更高水平的规则。

（２）《日欧经济合作协定》（日欧ＥＰＡ）与《日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英

ＥＰＡ）

４ 知识产权动态



为更有效地保护和促进知识产权利用，日英 ＥＰＡ以日欧 ＥＰＡ的规定为基础，

引入了更高水平的规定。

　　（３）《韩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韩以ＦＴＡ）

韩以ＦＴＡ对知识产权相关条款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包括：一般规定；商标；专

利；植物新品种保护；外观设计；不正当竞争和不公开信息；著作权和相关权利；执

行（一般义务、民事和行政程序和救济、与国境措施有关的特殊措施、刑事程序和救

济）；其他条款；合作和信息交换；知识产权委员会。韩以ＦＴＡ被认为是中日韩自贸

协定谈判时可以参考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３．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动向

　　（１）美国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拜登政府上台，较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出

现了方向性的变化。２０２１年７月９日，拜登签署了促进美国经济竞争的行政命令

（总统令），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在劳动力市场、医疗保健（处方药等）、

互联网服务、科技等多个领域实施促进竞争的措施，包括知识产权相关措施。拜登

政府的基本立场可能与近期药品和标准必要专利的动向有关。

　　（２）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巴西正在努力促进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如２０２０年制定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鼓励知识产权知识的传播，实现可控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

俄罗斯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建设，如修改《民法典》第四部，统一知识

产权相关法案，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等，在国际上主导欧亚专利和外观设计制度，商

标方面的制度讨论也在稳步进行。其次，药品专利也有一些发展，例如修改关于强

制许可的民法典，包括建立发明利用的强制许可、关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治疗药物的强制

许可、放宽延长专利无效诉讼请求条件，还加强了专利保护的措施，即完善受专利

保护的药学活性成分登记簿制度。

印度于２０１６年５月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政策，提出了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方

针，鼓励知识产权创造，包括设定并严格遵守专利、外观设计和商标注册及异议处

理时限，设立知识产权促进管理部（ＣＩＰＡＭ），通过商事法院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等。

此外，为了缩短专利申请的审查时间，增加审查员数量和开通专利审查高速公路

等。目前的问题还包括医药品等专利保护和仿制品应对策略以及审判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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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修改专利法，加强专利保护，包括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提高法定赔偿额上限、引入部分外观设计制度、延长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期等。

２０１９年４月，《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实施，明确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强化了侵权行

为的法律责任。商标法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实施，加强对恶意申请商标行为（即抢注行

为）的监管，加大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

非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建立的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正式运行。南非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向ＴＲＩＰＳ理事会提交了要求暂时放弃某些 ＴＲＩＰＳ义务条款的有限豁免提案，２０１８

年，南非公布了知识产权政策的第一阶段，强调了ＩＰ政策作为南非从过度依赖自然

资源向知识经济过渡的重要性，特别是推动寻求ＩＰ的整体平衡协调办法。

　　４．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日益发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逐

年增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

外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边和区域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越来

越重要。当今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根据需求以及政策目标制定

的法律体系也更加复杂。目前全球ＣＯＶＩＤ１９流行导致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

实施强制许可，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和 ＷＴＯ等国际组织都重申了获得药品的重

要性，印度和南非也提出了暂时豁免某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义务的建

议。日本有必要继续密切关注其他国家的反应、国际论坛上的讨论、对未来关于药

品获取和知识产权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日本不仅要确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多边协

议的实施，而且要通过双边和区域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争取建立高水平的知识产

权保护规则，密切关注各国知识产权法和相关立法的修订和执行趋势、知识产权的

执行情况和行业需求，以便考虑日本在国际框架内推动的知识产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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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１年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报告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１年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报

告，分析研究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氮化镓（ＧａＮ）功率器件、手术辅助机器人、病

毒性传染病四个技术主题。主要结论如下。

　　１．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

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正在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专利申请，

日韩申请人专利数量也在增加，而美国申请人的申请数量在减少。申请人全球排

名中，前２０名申请人中有５家日本公司。技术领域中，与优化个人学习和协助教

师教学相关的技术受到关注，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取得进展，与“辅助日志

（指导记录）”相关的申请还较少，日本有望在该市场上取得优势。

　　２．氮化镓（ＧａＮ）功率器件

功率器件应用于铁路和汽车等多种领域，为实现节能目标需要提高性能。从

ＧａＮ功率器件申请人的国家／地区的申请数量趋势来看，共有１５，００８项专利家族，

日本６，５８２项，占申请总量的４３９％，其后依次是中国、美国、欧洲和韩国。日美欧

专利家族数量减少，在２０１２年达到峰值后连续三年下降，２０１６年开始，中国申请数

量大幅增加，整体上又转为上升。日本汽车相关的申请数量最多，其后依次是移动

终端、基站、家用电器、通用电力和个人电脑；美国移动终端相关的申请数量最多，

其后依次是个人电脑、汽车和雷达；欧洲和韩国申请数量最多的是汽车和移动终

端；中国汽车相关申请最多，其后依次是雷达、航空航天、基站和军事应用。军用领

域中，中美韩专利家族申请数量较多；航空航天领域中，中美专利家族申请数量最

多，显示出高强度的投入。日本在块状晶体领域的专利申请和论文在全球范围内

都很突出，有望在低成本和高可靠性方面推动块状基板的研发。

　　３．手术辅助机器人

近年来，手术辅助机器人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手术辅助机器人相关的专

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是美国（５，３７０项），占申请总量的 ５２５％，其后依次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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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０项，１５０％），欧洲（１，１９９项，１１７％），日本（９１５项，８９％）。Ｔｏｐ２０申请人

中，前四位均来自美国，共８家入选、数量最多，其后依次是日本４家，欧洲和韩国

各３家，中国２家，且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被美国企业垄断。从技术类别的专利申请

趋势来看，手术导航、模拟在内的数据利用以及 ＡＩ图像识别、自动化／半自动化相

关的专利申请数量正在增加。

　　４．病毒性传染病

研究以预防／治疗技术（抗病毒药物、疫苗、缓解／抑制并发症状的药物）、检测／

诊断技术（核酸分析技术、抗原分析技术、抗体分析技术等）作为调查对象。从国

家／地区的申请数量趋势来看，专利家族申请数量最多的为中国（１５，９９０项），占总

量的６５４％，其后依次是美国（３，８１０项，１５６％），欧洲（１，９９３项，８１％），韩国

（１，１２７项，４６％）和日本（７９０项，３２％）。日美欧本国／地区的申请约占总量的

３５％至５０％，中国本国申请占比为９３％，韩国约为６８％。从技术领域来看，在预

防／治疗技术的方式和检测／诊断技术的检测目标方面，日本、美国、欧洲、中国和韩

国总体趋势没有显著差异，“抗病毒药物”专利申请以“小分子”为中心，在“疫苗”

方面，中韩“减毒／灭活疫苗”的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地区。ｍＲＮＡ疫苗、二代测序技

术等检测／诊断的最新技术方面，很少有来自日本的专利申请和论文。日本专利家

族数量仅次于韩国，在ＰＣＴ申请数量上仅次于中国，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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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结果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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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报告，数据显

示，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数量创历史新高。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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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专利

（１）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共受理３２，３９７件标准专利申请［３］，比２０２０

年增长了１１％，这显著地突破了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０年的平缓增长趋势。２０２１年，澳大利

亚知识产权局共授权１７，１５５件标准专利，比２０２０年下降３％。

［３］澳大利亚专利包括标准专利（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ａｔｅｎｔ）、创新专利（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ｅｎｔ）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类
似中国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２）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大多数（９１％）标准专利申请来自非居民。

２０２１年，非居民标准专利申请增长了９％，由２０２０年的２６，９００件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

２９，４０１件。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披露的政府和企业研发预算投资持续增长。此外，

９４％标准专利申请由机构提交，中小企业（ＳＭＥ）和大型实体分别占比 ６８％和

２３％，个人申请人仅占６％。

（３）澳大利亚标准专利申请的 Ｔｏｐ５来源国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２０２１年，美国共有 １４，５８２件专利申请，比 ２０２０年增长了 １１％，占受理总量的

４５％。中国保持稳定（２，３５８件），日本下降了 ６％，德国和英国分别增长了 ４％

和１０％。

（４）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标准专利申请的领先领域是药品（３，９６７件），其后依次

是医疗技术（３，９１２件）和生物技术（３，１２０件）。

（５）标准专利的主要国际申请人是韩国 ＬＧ（２５９件）、中国华为（２５５件）、

ＯＰＰＯ（１９７件）、瑞士雀巢（１５７件）和美国苹果（１５１件）。

（６）澳大利亚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正在迅速增长，且大多数来自私营部门，

领先申请人已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提高生产力、医疗保健、能源和农业。

　　２．商标

（１）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总量达到８８，７２５件，比２０２０年增

长９％。其中非居民申请增长了１８％（３５，３８６件），居民申请增长了３％（５３，３３９

件）。

（２）商标申请Ｔｏｐ５来源国是美国（１１，１２８件）、中国（５，５９７件）、英国（２，６１５

件）、德国（１，９２１件）和新西兰（１，３２９件）。

（３）根据尼斯分类，２０２１年，申请人总共提交了１６６，３５５个商标类别。自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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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电气设备和仪器（１６，３５２件）、医疗技术（１６，１９２件）、生物技术（３，１２０

件）、有机精细化学（１，８４０件）和计算机技术（１，７９９件），均出现了强劲增长。

　　３．外观设计

（１）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申请同比增长了１３％，达到８，１１０

件，主要源于非居民申请的增加（２１％），而澳大利亚居民的申请量保持稳定。非居

民占总申请量的６８％。

（２）２０２１年，外观设计申请的 Ｔｏｐ５来源国是美国（２，０２４件）、中国（７８３件）、

英国（２８７件）、德国（２６３件）和日本（２４１件）。

（３）根据洛迦诺分类法，外观设计申请的主要产品类别是运输和起重设备（７０４

件），其次是记录、电信或数据处理设备（６５８件）。

　　４．植物新品种（ＰＢＲ）

（１）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共受理２９７件植物新品种申请，比２０２０年下

降了６％，２０１６年以来持续下降。非居民申请仍然是澳大利亚 ＰＢＲ申请的主要来

源，占总量的５８％。

（２）荷兰和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 ＰＢＲ申请的两个主要来源国。２０２１年，荷兰

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主要来源国。

　　５．版权

版权对澳大利亚的贡献显著。据相关统计，“文化和创意活动”在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

年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１，１５８亿澳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６％，其

中领先行业包括设计业（４５３亿）、时装业（１４７亿）以及广播、电子或数字媒体和电

影业（９２亿）。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表演权协会（ＡＰＲＡ）和澳大利亚机械复制

权协会（ＡＭＣＯＳ）（统称澳大利亚著作权管理组织）向音乐行业４０９，０００多名版权

所有者（包括音乐家、作曲家、词曲作者和出版商）分配了４３０７亿澳元。

　　６．知识产权与企业成长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分析了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对澳大利亚中

小企业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小企业申请知识产权后更有可能实现高增长，雇佣

的员工更多，包括商标在内的知识产权为创新、创业和实现高增长提供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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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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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强化知识产权
协同保护的意见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强化知识产权

协同保护的意见。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见》，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完善行政执

法和司法衔接机制，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具体包括：（１）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明确联络机构，建立会商机制；（２）建立

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关联案件双向通报制度，健全信息通报制度，推动建立信

息共享平台；（３）加强业务支撑：完善专家咨询库和技术调查官人才库建设，加强业

务协助；（４）加大办案协作力度：建立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建立重大案件共同挂牌督

办制度，推进跨区域协作共建。（５）加强人才交流培训：建立人才交流机制，探索开

展同堂培训；（６）深化研究合作：开展联合调研，组织业务研讨；（７）加强宣传配合

和国际合作：加强宣传配合，深化国际交流合作；（８）建立奖惩机制：建立健全奖优

惩劣制度。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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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放宽知识产权权利恢复条件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宣布修改专利法、商标法、外观设

计保护法，将知识产权权利恢复条件由现有的“合理理由”放宽为“正当理由”，并

于４月２０日起施行。此前由代理人一方直接造成超过期限而中断专利、实用新

型、商标、设计权的申请、注册、审查、审判程序时，如不属于“合理理由”，无法恢复

权利。此次修订后，“正当理由”下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恢复。

ＫＩＰＯ在网站发布《知识产权权利恢复审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希望

恢复知识产权权利的申请人、权利人、代理人等提供参考。《指南》是收集专利代理

人、知识产权学界的意见后制定的，内容包括权利恢复申请、权利恢复时间及条件

审查、权利恢复审查事例等。“权利恢复审查事例”将权利恢复分为自然灾害、人为

过失、其他三种类型，并以具体事例进行说明。据悉，韩国期待放宽知识产权权利

恢复条件能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今后也将根据相关学界、专利代理人业界的意见、

海外最新动向等，持续完善相关指南。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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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ＥＰＯＥＩＢ发布智能互联技术中的深度技术创新报告

【摘要】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欧洲投资银行（ＥＩＢ）联合发布

《智能互联技术中的深度技术创新》（Ｄｅｅｐ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ｒ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报告。报告探讨了中小企业在欧盟开发先进数字技术（云计算、物

联网、５Ｇ网络和人工智能）面临的障碍，提供了进一步刺激欧盟企业发展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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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度技术创新的建议。

近年来，第四次工业革命（４ＩＲ）［４］大大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物联网

（ＩｏＴ）、云计算、５Ｇ和人工智能（ＡＩ）等技术正在改变生活、工作和互动方式。欧盟

数字化战略目标是使欧洲与美国、亚洲的４ＩＲ快速创新步伐保持一致。

［４］云计算、物联网、５Ｇ网络和人工智能通常被描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４ＩＲ）技术，是深度技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

报告通过对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开发４ＩＲ技术的中小企业进行全面的盘点和分

析来指导政策制定者、行业和公众。通过将４ＩＲ高科技中小企业与美国和其他欧

洲同行进行比较，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投资者提供了关于在欧洲发展深科

技企业的洞察。

　　１．美国在全球专利活动中处于领先地位

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专利活动（主要涉及中小型企业的智能连接设备）

在欧洲依然强劲：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欧盟占同期国际专利家族（在至少两个国家或地

区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的比例约为１５％，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国际专

利家族（ＩＰＦｓ）贡献者。同时，欧盟中小企业在这些技术领域的专利活动迅速增加，

年均增长率接近２０％。尽管专利活动强劲，但相对于整体创新能力，欧盟在４ＩＲ技

术创新方面的专业化程度最低。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全球顶尖创新中心在该

领域的专业化程度最高。欧洲中小企业开发４ＩＲ技术的绝对数量落后于美国。美

国共有６，５１７家中小企业在智能连接设备方面申请了专利，但欧盟的数量（２，６３４

家）还不到其一半。欧盟超过２，６００家中小企业申请了与４ＩＲ技术相关的国际专

利家族３，１８１项，占同期欧盟４ＩＲ专利申请总量的１０％，而美国这一比例为１６％。

图１　欧盟和美国中小企业４ＩＲ技术国际专利家族申请占比（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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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欧盟领跑者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德国（５７０家）、法国（４００家）和意大利（２７３家）是欧盟内部

开发４ＩＲ技术的中小企业数量最多的成员国。由于芬兰、瑞典、爱尔兰、丹麦等较

小的欧盟国家的４ＩＲ企业高度集中，其表现优于其他欧盟成员国甚至美国。在欧

盟之外，英国（９５０家）、瑞士和挪威的表现也异常出色。

图２　４ＩＲ技术中小企业来源国分布

　　３．美国与欧盟的异同

据调查，在欧盟和美国开发４ＩＲ技术的中小型企业中，四分之三认为融资渠道

和缺乏熟练人才是最常见的障碍。研究表明，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４ＩＲ企业的投

资强度都高于平均水平，面临着更高的开发成本，并且还需要时间将其创新推向市

场。近６０％的欧盟４ＩＲ中小企业计划在未来加大对４ＩＲ相关创新的投资，而近

２５％的企业认为目前的投资不足。４９％开发４ＩＲ技术的中小企业认为专利对于获

得融资非常重要，８０％表示知识产权战略与其投资息息相关。欧盟４ＩＲ中小企业

的投资强度高于其他领域，在年轻的４ＩＲ中小企业中，针对４ＩＲ创新的投资总额高

达７０％。对于经营超过１０年的４ＩＲ中小企业，这一比例在欧盟降至５０％以下，在

美国降至６０％以下。

欧美受访企业的规模和年龄分布统计数据相似：８０％的欧盟４ＩＲ中小企业员

工规模低于５０人，４２％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足１０年，其专利活动涵盖医疗保健、运

输、清洁技术、数据分析。与其他中小企业相比，欧盟 ４ＩＲ中小企业更有可能

（４４％）参与硬件产品（开发、制造和销售物理设备）制造。美国４ＩＲ中小企业的年

龄／规模分布与欧盟相似，但往往更关注核心硬件、软件和连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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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美国中小企业中，超过三分之一提交了与数据挖掘相关的专利申请。

美国４ＩＲ中小企业申请的专利通常与核心硬件、软件和通信技术相关。芬兰和瑞

典的４ＩＲ中小企业更关注核心硬件和通信技术。

欧盟开发４ＩＲ技术的中小企业更有可能将欧盟和美国视为主要的增长市场：

５７％的公司将欧盟作为主要的增长市场，而２４％的公司将美国视为未来的主要市

场。相比之下，美国同行将国内市场视为当前和未来增长的优先选择，只有１０％的

企业将欧盟视为未来的主要市场。

４．与数字技能、基础设施相结合，培育中小企业４ＩＲ创新，将成为确保欧洲竞

争力的政策重点

（１）欧盟统一专利制度的建立将支持欧洲４ＩＲ中小企业的发展，帮助其在更多

的国家市场获得专利保护。

（２）制定政策措施促进尚未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创新，例如有针对性的资助和

早期政策部署使４ＩＲ初创企业起步，并在发展后期为这些企业提供更大规模的

资金。

（３）进一步发展欧洲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以实现更大规模融资（特别是后期），

使初创企业在欧洲上市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ＥＩＢ已经制定具体措施来弥补欧盟

创新公司的融资缺口，除了欧洲投资基金在欧盟风险资本和规模化基金中的投资

活动外，ＥＩＢ内部的创新融资活动为欧洲创新理事会基金提供投资咨询支持（资助

和股权部分），以及通过风险债务／准股权工具直接投资创新企业组合。

（４）建议在促进数字化技能、提供更多教育和职业学习机会方面进行长期政策

支持。

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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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分析了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

主要技术类别、申请国家、申请人及发明人。通过分析发现，石墨烯防腐技术领

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在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８年间增长迅速，近３年有所下降；相关专

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基于环氧树脂及其衍生物的、无机的、含有金属粉末的防腐涂

料等技术类别；中国在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遥遥领先；中国科学

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是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机构。

石墨烯是由碳六元环组成的二维周期蜂窝状点阵结构，是碳纳米管、石墨等其

他碳材料的基本结构单元。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力学、热学和电学性能，是世界上迄

今发现的“至薄”晶体材料，单层石墨烯只有１个碳原子厚度，１０万层石墨烯叠加

的厚度约为１根头发丝的直径；石墨烯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力学性能最好的材料

之一。由于石墨烯具有二维层状结构和大的比表面积以及对水、氧和氯离子等的

阻隔特性，在防腐涂料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石墨烯防腐涂料的优点：（１）能

够在化工重污染气体、复杂海洋环境等苛刻条件下，实现更长的防腐寿命；（２）石墨

烯的加入大大降低了锌粉的用量，在锌粉含量减小７０％的前提下耐盐雾性能仍是

环氧富锌涂料的４倍以上，满足了涂装材料轻量化的发展需求；（３）石墨烯优异的

导电性、导热性实现了防腐涂料的功能化。

通过检索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共得到石墨烯防腐技术相关专利（族）２２０１

项［５］。本文从专利申请量的时间趋势、技术主题、申请国家与地区、重点专利申请

人等方面对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的全球专利态势进行分析。

［５］检索时间：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０日，检索式：ＴＩＡＢ＝（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Ｒｃｏｒｒｏｓｉ）（５Ｎ）（ｐｒｅｖｅｎｔ
ＯＲａｎｔｉＯ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 ＯＲｐｒｏｏｆ Ｏ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Ｒ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ｏｓｉ ＯＲｎｏｎｃｏｒｒｏｓｉ））ＡＮＤＩＰＣ＝（Ｃ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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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从专利数量随申请年的变化趋势（图３）看，２０１１年开始出现石墨烯防腐技术

相关专利申请，此后快速增加。特别是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８年，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专利

申请数量迅猛增长。２０１９年以来，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开始回落，结合文献调研，可

能是因为防腐性能表征及其机理分析还在完善当中；我国也正在出台石墨烯防腐

涂料相关标准，性能考核和实际服役工况评估逐步完善。

［６］专利从申请到公开会有一定的时滞，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数据仅供参考，２０２２年数据未在图中显示。

图３　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６］

　　２．石墨烯防腐技术主要技术类别及功效

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专利技术分类体系，蕴含着丰富

的专利技术信息。通过对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的ＩＰ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准确、及

时地获取该领域涉及的主要技术主题和研发重点。

本次检索的２２０１项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共涉及４９４个ＩＰＣ分类号。表１列出

了石墨烯防腐技术Ｔｏｐ１０的ＩＰＣ分类号及其数量，共涵盖２，０７７项专利，占专利申

请总量的９４４％。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集中在Ｃ０９Ｄ类目下，即涂料组合物、

填充浆料、化学涂料等。其中，基于环氧树脂及其衍生物的涂料组合物的专利申请

数量达到９９９项；基于无机的涂料组合物９５９项；其他化合物改性的涂料组合物

７１知识产权动态



４６１项；含金属粉末的涂料组合物４３０项；含添加剂、还原剂、增稠剂、稳定剂等的涂

料组合物专利３５０项等。

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环氧树脂及其衍生物的、无机

的，含有金属粉末的防腐技术也较多，而基于聚脲或聚氨酯及其衍生物专利相对

较少。

表１　石墨烯防腐技术主题Ｔｏｐ１０分布

ＩＰＣ分类号 数量（项） 分类号含义

Ｃ０９Ｄ０００５／０８ １５８３ 以其物理性质或所产生的效果为特征的抗腐蚀涂料

Ｃ０９Ｄ０１６３／００ ９９９ 基于环氧树脂的涂料组合物；基于环氧树脂衍生物的涂
料组合物

Ｃ０９Ｄ０００７／６１ ９５９ 无机的

Ｃ０９Ｄ０００７／６２ ４６１ 用其他化合物改性的

Ｃ０９Ｄ０００５／１０ ４３０ 含金属粉末的

Ｃ０９Ｄ０００７／１２ ３５０ 含添加剂、还原剂、增稠剂、稳定剂等

Ｃ０９Ｄ０００７／６５ ３０４ 高分子的

Ｃ０９Ｄ０００７／６３ ２６８ 有机的

Ｃ０９Ｄ０００５／２４ ２５１ 导电涂料

Ｃ０９Ｄ０１７５／０４ ２２６ 基于聚脲或聚氨酯的涂料组合物；基于此种聚合物衍生
物的涂料组合物

图４　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专利主要功效

分析专利的功效，有助于了解技术的主要应用特征。图４给出了石墨烯防腐

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功效，依次是腐蚀避免、复杂性降低、稳定性提高、成本降低和

安全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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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石墨烯防腐技术主要申请国家／地区

图５给出了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地区。石墨烯防腐技

术绝大部分专利申请集中在中国，占全部专利数量的９７８％，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

专利申请数量很少，相对较多的国家还有美国（１５项）、韩国（１０项）和英国（５项）

等。可见，中国在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要远多于其他国家／地区。

图５　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主要国家／地区分布

　　４．石墨烯防腐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分析，研究该领域的主要技术研发力量。本文对石墨烯防

腐技术的专利申请人进行了统计，通过人工核查、合并部分主要申请人，得到专利

申请量不低于１０项的主要专利申请人。图６和图７列出了石墨烯防腐技术的主要

专利申请人及其专利申请时间分布情况。

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较多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常州大学、天长市巨龙车船涂料有限公司、山东欧铂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晨阳

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合众（佛山）化工有限公司、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韶

关市合众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冠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州大学等。

从机构类型来看，除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常州大学、福州

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少数科研机构和高校外，多数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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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主要申请人

图７　石墨烯防腐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业主导。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常州大学在石墨烯防腐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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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申请了大量专利，通过产学研合作推动了我国石墨烯防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产

业化。例如，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功能材料团队研制的石

墨烯基沿海储油罐重防腐涂料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并大规模应用在国家电网沿海

地区和工业大气污染地区大型输电铁塔、西南地区光伏发电支架、石化装备以及航

天装备等领域。２０２０年，该团队研制的新型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应用到了柬埔

寨２００ＭＷ双燃料电站和印尼雅万高铁的燃料刚体和附属钢结构中。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在石墨烯防腐技术相关专利上的涉及

范围相对广泛，包括石墨烯防腐涂料的制备工艺，防腐涂料在输电铁塔、镁合金、铝

合金、太阳能支架等领域的应用，以及石墨烯防腐导电涂料和石墨烯耐磨防腐涂料

等不同功能性涂料的制备。

常州大学在石墨烯防腐技术相关专利涉及的技术范围也较为广泛，包括以水

性环氧树脂、钾水玻璃为成膜物质，以氧化石墨烯和二氧化锡纳米颗粒为主要填料

的有机无机复合底漆；以碱金属水溶液为成膜物质，以氧化石墨烯和锌粉为主要填

料，硅丙乳液为改性剂的防腐底漆；一种在聚吡咯涂层中掺杂石墨烯的工艺方法；

石墨烯／聚苯胺复合材料等。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大学在石墨烯无机复合防腐涂料

研究方面拥有相对更多的专利。

天长市巨龙车船涂料有限公司的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大多集中在２０１６

年底。该公司的绝大多数专利申请基于各种用途的石墨烯金属防锈底漆及制作方

法。主要是选用了废聚苯乙烯泡沫改性丙烯酸酯乳液作为成膜物，使涂膜的硬度、

耐化学性、耐水性、抗粉化性等性能得到提高，同时加入适量的石墨烯并对其进行

改性提高了涂层的防腐防锈性能，在此基础上配伍改性混合粉体等助剂制得不同

功能的防锈底漆。

基于申请人专利ＩＰＣ分类号的占比分析专利技术布局上的差异。图８展示了

石墨烯防腐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的 ＩＰＣ分类号（小组）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

出，Ｃ０９Ｄ５／０８是大部分主要专利申请人的主要技术类别。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还在Ｃ０９Ｄ１６３／００（基于环氧树脂及其衍生物）和 Ｃ０９Ｄ１７５／０４（基

于聚脲或聚氨酯及其衍生物）进行较多布局。常州大学、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和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专利技术构成上较为接近，技术布局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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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技术类别

图９　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主要专利发明人

　　５．石墨烯防腐技术主要专利发明人

统计分析专利发明人可以发现主要研究团队和研究人员。图９为石墨烯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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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Ｔｏｐ１０发明人。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发明

人是陈庆，有２９项；其次是王立平，有２６项；紧随其后的是孙巨福和戴宇钧，均有

２５项。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的主要发明人形成了相关研究团队，比如，陈庆、昝航

来自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孙巨福、戴宇钧、汪鹏程、祝秀凤、祝盆鑫来自

天长市巨龙车船涂料有限公司；许钧强和张武来自合众（佛山）化工有限公司。

　　６．重点专利技术

依据专利申请的区域布局、同族专利数量以及ｉｎｃｏＰａｔ的合享价值度等，表２列

出了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的部分重点专利。

表２　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部分重点专利列表

专利公开号 专利权人 专利布局国家／地区 同族数量

ＪＰ２０２１５１２９９５Ａ 应用石墨烯材料

英国有限公司

新加坡、日本、韩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英国、中国、欧洲专利局、加拿大、美国
２１

ＵＳ９７８３６８６Ｂ２ 浦项制铁
日本、韩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欧

洲专利局、美国
１１

ＣＮ１０３１７３０９５Ｂ 常州第六元素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美国 ９

ＵＳ２０１９０３３８１４６Ａ１ 纳米技术仪器公司
日本、韩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欧

洲专利局、美国、加拿大
８

ＪＰ２０２１５１２９９５Ａ公开了一种适用于涂覆易受腐蚀的金属基底的组合物，包括载

体介质和石墨烯薄片，其中石墨烯薄片占涂层总重的０００２％～００９％。

ＵＳ９７８３６８６Ｂ２公开了一种耐蚀性和导热性优异的表面处理钢板及其处理方法，将

含有导电性等物理性质优异的石墨烯与高分子树脂组合物涂覆于基础钢板表面。

ＣＮ１０３１７３０９５Ｂ涉及一种富锌环氧防腐涂料，其中的组份百分含量为：石墨烯０１％

～５％、锌粉０％～３５％、填料３０％～７０％。ＵＳ２０１９０３３８１４６Ａ１公开了一种基于石墨

烯的含水涂层悬浮液，其中包含溶解或分散在水中的石墨烯片、防腐颜料或牺牲金

属的颗粒、水性粘结剂树脂等。

　　７．结论

本文对石墨烯防腐技术开展了初步的专利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１）石墨

烯防腐技术是一个过去１０多年中发展较为迅速的技术领域，目前已趋于成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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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主题上看，石墨烯防腐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基于环氧树脂及其衍生物、无机

的涂料组合物。含有金属粉末的防腐技术也较多，基于聚脲或聚氨酯及其衍生物

的技术相对较少；（３）从专利产出来看，中国在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

最多，处于优势领先地位，除中国以外，美国和韩国也有一定数量的专利申请；（４）

专利申请人方面，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常州大学在该领域的

专利申请最多，涉及的技术也较广泛。天长市巨龙车船涂料公司申请的专利数量

也较多，但其主要内容比较相似，且申请时间高度集中。

我国涂料行业近年来稳步发展，产量和用量不断创新高，是世界涂料生产和消

费第一大国。我国涂料市场仍然呈现高质量产品不足、低质量产品供应过剩的状

况，高档防腐涂料仍然大部分依靠进口。石墨烯防腐涂料在应用上优势显著，并有

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从前述专利统计分析来看，全球石墨烯防腐技术领域的重要

专利申请人基本都集中在我国，对我国防腐涂料产业发展而言可以视为一个机遇。

我国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在大力开展产品研究和市场推广的同时，更要注重知识

产权的保护，积极海外布局。

万 勇　姜 山（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院属机构开展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周系列活动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至２６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

“长春光机所”）、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简称“赣江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简称“合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简称

“昆明植物所”）、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简称“宁波材料所”）、中

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简称“生态环境中心”）、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简称“西北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多家院属机构开展２０２２

年知识产权周系列活动。

长春光机所以“全面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启动知识产权宣传

周活动暨长春光机所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发布仪式。赣江创新研究院开展了知识

产权线下宣传、问卷调查、培训讲座等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合肥研究院开展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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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主要包括知

识产权线上培训课程、视频展板宣传、《知识产权实用手册》印发、“知识产权，我有

话说”主题活动等内容。昆明植物研究所举办了“专利快速预审等综合能力提升培

训会”。宁波材料所举办“知识产权与青年”专题报告会，勉励广大青年，要在思想

上锐意创新、行为上勇于担当，利用自身的干劲和才智、好奇心和创造力，加紧应对

创新挑战，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贡献力量。生态环境中心特

邀报告举办线上知识产权培训会，加强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的专利撰写和检索分析

能力。西北院文献情报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联合兰州市知识产权服

务中心在中科院兰州分院小学举办“知识产权基础知识普及讲座”。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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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

中国合成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揭牌暨专利池
与专利技术推广活动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中国合成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简称“合成生物运营

中心”）揭牌暨专利池与专利技术推广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应用促进司司长雷筱云（云端参会），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

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马延和，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挺出席。科研院

所、产业界、金融界代表等３０余人参加活动。

会上，雷筱云、吴挺、马延和分别致辞，吴挺与马延和共同为中国合成生物产业

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揭牌。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天津市滨海产

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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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所共同签署知识产权基金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立足天津市滨海新区，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以知识产权基金为主要投资工具，为滨海新区

合成生物领域科技型企业提供支持，共同推进滨海新区合成生物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孙际宾、天津滨海知识产权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徐成分别就中国合成生物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和合成生

物产业特色专利池进行了宣讲介绍。其中，“谷氨酸棒杆菌底层技术专利池”旨在

充分挖掘谷氨酸棒杆菌全链条底层专利技术，形成技术互补的高价值专利集群，保

障谷氨酸棒杆菌相关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合成生物学使能技术专利池”通

过聚焦ＤＮＡ合成与组装、基因编辑、高通量筛选等使能技术的创新研发，努力克服

技术性障碍，筑牢知识产权风险屏障，提升国内合成生物产业技术开发的核心竞争

力。活动还进行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酶促ＤＮＡ合成、５－氨基乙酰丙酸低成

本生物制造、微生物合成天麻素和络赛维等合成生物产业重点运营项目推介，发布

了合成生物产业专利组合成果交易清单，涉及氨基酸、酶制剂、天然产物、功能糖、

有机酸等专利３２９项。与会人员就合成生物产业专利成果交易进行了深入洽谈。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３８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

武汉分院２０２２年科技奖励与知识产权培训召开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以下简称“武汉分院”）举办“２０２２年

度武汉分院科技奖励与知识产权管理培训会”。院属在汉各单位相关处室负责人、

管理骨干及科研人员近５０人参加了培训。活动由武汉分院主办，武汉植物园承

办。武汉分院科技合作处处长王勇主持会议，武汉植物园副主任黄伟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邀请了省市主管部门领导和领域专家做专题报告。在科技奖励方面，湖

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处处长胡安慰对湖北省科技奖励政策、工作

流程和主要特点等做了详细介绍；武汉岩土力学所副所长盛谦以“端正态度、积极

主动、完美表达”为题，系统、精彩阐述了科技奖励的重要意义、工作方法和关键要

点。在知识产权方面，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述武对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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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部署、湖北省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等国家、省层面的知识产权政策进行了解读，并

详细介绍了２０２２年湖北省知识产权工作要点；武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

识产权促进处处长黄俊详细阐述了武汉市知识产权重点工作及武汉市知识产权资

助等相关政策，对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中部知光技术

转移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林波分享了多年来从事知识产权运营的宝贵经验，并通过

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培训会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帮助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团队及时了解

科技奖励及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工作要求及具体操作方法，对研究所相关工作的开

展起到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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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

空天院举办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系列培训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科

技促进发展处联合人事处举办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系列线上培训会。国家知识产权

局光电部计量三处副处长董晶围绕国知局新一代地方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使用、

专利申请质量提升技巧和案例分析等内容作专题培训报告。

培训以案例结合实际操作的方式重点介绍了该系统的基本情况、基本功能和

自建库功能，通过实际联网演示操作，使得培训人员更直观全面地掌握新一代系统

的使用方法。培训还从专利申请前的准备、文本撰写、意见答复、创造性高度把握

等方面讲解了专利申请质量提升技巧，并总结了“重要申请必检索、文本撰写要清

楚、修改莫要超范围、方案保护要尽早、意见陈述有技巧”这一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

七子口诀。科技促进发展处副处长姚海琴主持会议，空天院和院属企业的科研人

员、知识产权工作者共计７０余人参会。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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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湖所组织召开专利转化专题会议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简称“南京地湖

所”）召开了专利转化专题会议。会议由段学军副所长主持，江和龙研究员、陈开宁

研究员、李宽意研究员、张路研究员、徐力刚研究员、张玉超研究员、潘继征研究员、

冯慕华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科技处、行政资产处、党群监审处等职能部门代表参

加了会议。

会上，段学军副所长介绍了研究所专利转化面临的形势以及本次专题会议的

主要目的，并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在专利转化实施方面的相关规定。

科技处姚宗豹主管对研究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进行了宣贯并详细介绍了研究

所专利申请、授权、有效专利、专利转化等情况。研究所现拥有有效授权专利３１６

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０３件，实用新型专利权１１２件，外观设计１件。研究所专利聚焦

湖泊流域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及方法、水生态修复技术、水质

净化技术及方法、样品采集及测试设备研制、藻类控制及去除技术、底泥修复技术、

物流管理技术方法等众多方向形成系统全面的专利群，为湖泊流域资源合理利用、

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和流域综合管理提供完备的技术储备。行

政资产处吕伟处长详细介绍了中科院近期在专利作价入股方面的政策以及以资产

管理公司为依托平台的研究所作价入股方案，党群监审处陈嵘主管介绍了成果转

移转化相关的监督审计要点及风险防控措施。

随后与会人员就专利质量提升、专利布局、专利转化途径、专利奖项申报、专利

技术宣传推广、专利自主转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制度完善等众多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为推动研究所专利转化提供了多项新

思路和新方法。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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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ＴＩＳＣ开展“知识产权进高校”系列讲座活动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到四川大学

开展知识产权讲座，来自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化学学院、医学院、产业

集团的５０名师生参加了讲座。讲座同步面向社会公众进行了网络直播。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张娴介绍了成都中心 ＴＩＳ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

工作开展情况；副研究员朱月仙作了《专利风险分析与预警方法》专题报告，介绍专

利风险种类、专利风险分析及预警应对的流程、方法，分享相关研究案例；专利分析

师王小玉作了《专利申请文件撰写与申请策略》专题报告，介绍专利申请和撰写相

关实务，讲解专利申请文案撰写中常见问题与审查意见答复技巧。与会人员开展

了热烈的互动研讨。

本次活动是成都中心ＴＩＳＣ中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进高校系列讲座”活动之一。

围绕２０２２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与青年：锐意创新、建设未来”主题，成都中

心此次系列活动还包括３月１６日朱月仙副研究员为西南科技大学 ＴＩＳＣ中心作

《专利预警分析报告的撰写及案例分析》专题报告、４月１日张娴研究员为西南大

学作《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分析及典型案例》专题报告。成都中心此次系列活动，帮

助高校师生更加了解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与技能，为推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发

挥积极作用。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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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

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加强欧洲工艺和工业产品保护提案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首个框架提案，以保护依赖于其地区传

统做法的原创性和真实性的工艺和工业产品知识产权。提案内容包括：（１）为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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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产品的地理标志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保护，帮助生产商在欧盟范围内保护和

实施其产品的知识产权。新提案还将促进打击假冒产品的行动，包括网络销售产

品。（２）建立两级申请流程，使工艺和工业产品地理标志注册简单、经济高效。

（３）与国际地理标志保护完全兼容，在欧盟范围内保护第三国相应的地理标志。

（４）支持欧洲农村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为生产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激励措施，

投资新的正宗产品、创造利基市场。该提案将有助于促进、吸引和保留欧洲地区的

技能和就业水平，促进其经济发展；为该地区创造新的高技能工作岗位，从而促进

其经济复苏；该提案还将确保传统手工艺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中已经受保护的地理

标志处于平等地位。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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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研究植物新品种制度对欧盟经济和环境影响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和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ＣＰＶＯ）联合发布《植物新品种制度对欧盟经济和环境影响》（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Ｐｌａ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ｔｈｅＥＵ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研究量化

了植物新品种制度对欧盟经济的贡献，对欧盟农民／种植者全球竞争力的贡献，以

及对实现欧盟委员会绿色协议目标的潜力。

主要结论：（１）自１９９５年以来，植物新品种制度为欧盟农业的产出增长贡献显

著。（２）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作物对欧盟 ＧＤＰ的贡献约达１３０亿欧元（耕地作物７１

亿欧元、水果１１亿欧元、蔬菜２２亿欧元、观赏植物２５亿欧元）。（３）为欧盟农业提

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其创造的工作岗位报酬也有所提高。耕地作物增加了２５万、

园艺１９５万、观赏植物４５万，总共直接增加近９万个工作机会，上游和下游产业

间接增加就业多达８０万个。（４）欧盟农民／种植者受益于植物新品种创新。据估

计，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创新的公司雇佣了７万多名工人，创造了超过３５０亿欧元

的营业额。其中，中小企业（ＳＭＥ）植物新品种占注册总量的９０％以上，目前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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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植物新品种约占６０％。（５）促进欧盟实现环境目标。农业和园艺温室气体排

放量每年减少６２００万吨，农业和园艺用水量减少了超过１４０亿立方米。（６）通过

减少农业和园艺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使用、增加农场收入以及降低消费价格，植物

新品种有助于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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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４日

欧洲专利局与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

２０２２年５月５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ＥＩＴ）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以指导双方合作活动的总体框架，在促进应对社会挑战的创新和欧洲现

代知识产权文化方面进行互补。双方强调有必要支持欧洲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可持

续增长，包括：促进ＥＰＯ在欧洲范围内的专利信息中心ＰＡＴＬＩＢ网络与ＥＩＴ知识与

创新社区（ＫＩＣｓ）［７］之间的协同作用；已确定的四个主要合作领域为商业支持活动、

技术趋势和经济研究、教育和培训以及提高认识和推广。根据备忘录，双方将更有

效地分享知识，以一流的专业知识支持欧洲的创新者、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加强欧

洲专利制度的影响。

［７］ＫＩＣｓ与欧洲各地的地方组织合作，作为创新中心，形成更大的ＥＩＴ社区。该计划是ＥＩＴ工作的核心支柱，
旨在加强欧洲的创新能力。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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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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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２０２２年特别３０１报告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发布２０２２年度特别３０１报告

（２０２２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确定将美国２７个贸易伙伴（表３）列入“优先观察名单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或“一般观察名单”（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报告对多个方面表示了重

点关注：如美国边境和刑事执法方面的挑战（含网络环境）、在线和广播盗版（含非

法流媒体设备）、“本土创新”和强制技术转移政策等内容。

表３　美国２０２２年度３０１特别报告观察名单

优先观察名单 一般观察名单

阿根廷、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俄罗斯、委内瑞拉

阿尔及利亚、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
亚、多明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危地马拉、墨西哥、
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
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ＩｓｓｕｅＡｒｅａｓ／ＩＰ／２０２２％２０Ｓｐｅｃｉａｌ％２０３０１％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原文标题：２０２２Ｓｐｅｃｉａｌ３０１Ｒｅｐｏｒ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

美国新法案支持美国技术转移活动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技术转移中心网站（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针对美国参议院

去年通过的“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法案（ＵＳＩＣＡ）”中首次涵盖支持技术转移活动的条

款进行整理。文章提出这是美国国会自１９８０年拜杜法案颁布以来首次通过利用

直接资助技术转移资源解决研究商业化问题的法案。

相关条款包括：（１）实施新的学术技术转移增强计划：支持大学和研究机构增

强技术转移能力；向研究人员和发明人提供培训和支持，帮助他们将其技术商业

化；减免创新专利和许可的成本；确保人员的可用性，包括有经验的企业家和技术

转移专家；每个财政年度向符合条件的实体奖励不超过１００万美元。（２）协同创新

资源中心计划：建立协同创新资源中心，促进区域技术转移和创新活动；为初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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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技术成熟所需的设施、人员和其他关键资源；支持对初创团队的创业培训；

并在实践中为学生提供技术和商业培训。据悉，北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ＡＵＴＭ）

已经表示支持ＵＳＩＣＡ，并呼吁技术转移和研究商业化专家获得更多的支持。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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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商业计划指南》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商业计划指

南》，旨在指导中小企业在商业计划中的知识产权沟通、活用和对策。

主要内容如下：（１）分析计划所描绘的未来场景：以商业计划为起点开展相关

对话，参照商业计划中企业未来走向，寻找定位不清晰的知识产权活动，计划如何

利用和运转企业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资源，从知识产权深入探讨企业的现行举措，

从而判明支援企业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理解商业计划的内容和真实含义。（２）从

计划中找出知识产权：利用公开的专利信息服务平台（ＪＰｌａｔＰａｔ）确定知识产权的申

请和授权情况，判断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了解支援企业是如何理解知识产权，例如

知识产权战略和方针、竞争力来源和优势等；帮助企业寻找商业计划之外潜在“强

项”或“差异化、魅力化、个性化”优势。（３）将知识产权与商业计划联系起来：广

泛、综合地把握企业的优势和知识产权，思考如何利用强项和知识产权提高商业计

划的实施能力；通过对话使企业意识到商业计划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关联，探讨知识

产权相关活动在商业战略中的作用；从多个业务部门的角度讨论实现商业计划所

需的优势、知识产权等，互补存在的认识差距。研究对策时，如果发现不足，应及时

咨询其他经营者和知识产权专家，从而获得支援建议。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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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

３３知识产权动态



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高校科研成果社会实施指南》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高校科研成果社会实施指南》，总结

了研究成果从发掘到商业化的过程，汇集了高校知识产权（ＩＰ）战略设计师的经验

和实践。

该指南将研究成果的社会实施过程分为：（１）挖掘发明：提取研究成果可能为

社会提供的附加价值，根据市场趋势和企业实际情况（业务形态和价值链等），探讨

社会实施计划。组织听证，考察研究成果可应用于哪些产品和服务、研究成果技术

要素的优势。具体路径：①使用流程图确定具有发明潜力的研究人员；②从科研经

费等竞争性资金申报书中收集研究的概要信息；③利用论文和专利分类寻找具有

较大社会实施潜力的研究人员，利用专利地图、权利要求图作为与研究人员交流的

工具。（２）制定专利申请战略：针对提取的附加价值制定确保技术转移实施业务所

需的专利策略，考虑基于未来用途的商业化构想，注意不要仅因为“可能会获得专

利”或“可能会成为基本专利”而选择专利申请，而应考虑“对企业好用”的专利。

具体路径：利用邻近检索挖掘有效的现有专利技术，寻找专利申请时机，以获得有

价值的“强大专利”。（３）运用知识产权：活用已取得的知识产权，向社会提供从研

究成果中提取的附加价值。事先了解单独申请和合作申请，并在合作研究项目开

始前与企业就权利使用进行协商，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权利，要将从高校研究成果

中提取的附加价值与初创企业的业务联系起来，同时制定可吸引投资人的业务计

划、寻找投资人。具体路径：与企业合作、寻求联盟，在完成研究成果的社会实施后

与企业持续开展合作研究。

王紫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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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趋势报告

２０２２年５月８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和韩国知识产权保护院发布了２０２１

年知识产权趋势报告，分析了２０２１年韩企在美国的专利诉讼动向、主要知识产权

争议等问题，为韩国企业妥善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信息援助。

主要结论：（１）海外企业和韩企在美国发生专利诉讼的案件在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０年

有所减少，但较２０２０年（１８７件），２０２１年增加了约３３７％，达２５０件。（２）２０２１

年，韩国大企业相关的诉讼案件２１０件，中小企业相关的诉讼案件４０件。韩国大

企业在美专利诉讼占比较高，大部分为被告案件（１７６件）；中小企业为原告的案件

（２４件）多于被告案件（１６件），韩国中小、中坚企业正在以海外企业为对象积极行

使自身权利。（３）韩企诉讼案件集中在信息通信和电子电气领域（７４％），非专利

实施主体（ＮＰＥ）与韩企发生专利诉讼的比例较高（７７６％）。信息通信领域的诉讼

相较２０２０年增加了约７４１％，分析认为信息通信领域韩企在美国需要做好应对准

备。为帮助韩企提前预防海外知识产权诉讼、将发生纠纷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

ＫＩＰＯ正在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综合门户网站（ＩＰＮＡＶＩ）”提供多种信息支持，包括

世界主要国家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现状、重大案件分析报告，以韩企为对象发起诉

讼可能性较高的ＮＰＥ信息，各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等。ＫＩＰＯ对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提供综合支援服务，企业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寻找相关项目信息并申请支援。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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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１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与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氢供应网络核心技术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与韩国天然气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研究开发氢供应网络核心技术，以确保氢气储存、运输相关核心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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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韩国稳步进入氢经济时代做出贡献。协议主要内容为开发高效、经济的储存和

运输大量氢的核心技术，具体包括：氢液化工程技术［８］、天然气管道混氢技术示

范［９］、液化氢储藏罐技术等。

［８］氢液化工程技术指的是将气体氢气冷却至－２５３℃使其液化的技术，液化后其体积缩小至原来的１／８００，运
输效率高，爆炸危险小，可实现安全的储存运输。

［９］氢气混合技术指的是在现有天然气（ＬＮＧ）管道中适当混合氢气供应的技术，不需要构筑新的氢气专用管
道，可以节省费用，为确保稳定性，需要解决氢气导致的管道腐蚀和开裂等技术问题。

在此次合作中，ＫＩＰＯ将提供最新相关专利技术动向分析、技术开发保护战略、

专利价值评价方法等多种信息，确定主要研究开发方向以及制定预防知识产权纠

纷的对策。韩国天然气公司负责韩国氢气流通和供应，将相关信息和技术应用到

实践当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构筑氢供应网的效率。此外，ＫＩＰＯ审查官将通过

了解氢储存、运输领域的最新现有技术，构建以实践为中心的沟通型审查体系，提

高相关专利审查质量。据悉，此次协议将研发并实践氢供应网相关核心技术，这将

成为韩国引领全球氢能产业的契机。

罗毅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ｏ／ｋｐｏＢｕｌｔｎＭｇｍｔ．ｄｏ牽ｍｅｎｕＣｄ＝ＳＣＤ０２００６１８＆

ｐａｒｎｔＭｅｎｕＣｄ２＝ＳＣＤ０２０００５２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８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加氢站技术发展加速氢能源汽车普及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网站发布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以

来世界主要国家加氢站相关的专利申请量急剧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５６％，全球

范围内对氢能汽车和氢充电设施的关注显著增加。

近２０年来，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共受理加氢站技术专利申请量１，３５２

件，申请量最多的是中国（５０４件，３７３％）、日本（２８２件，２０９％）、美国（２５７件，

１９０％）、韩国（１７１件，１２６％）、欧洲（１３８件，１０２％）。从主要申请人国别来看，

日本（４２３件，３１３％）技术开发最为活跃，其次是中国（３９５件，２９２％），中国从

２０１８年以来专利申请数量急剧增加，预计未来中国的技术发展将会加快。紧随其

６３ 知识产权动态



后的是欧洲（２５４件，１８８％）、韩国（１３４件，９９％）、美国（１１７件，８７％）。自

２０１０年以来，韩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达５５％，但增速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１５６％）。２０１９年以来，韩国加氢站技术专利申请量超越了欧日中美，

但韩国在氢气、电力、汽油等混合充电的加氢站技术专利申请方面，与中美相比相

对较少，未来仍需加大对混合型加氢站技术的研发。韩国企业相关专利申请占比

较大（７９９％），大学（６７％）和研究所（４５％）的占比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学

３６％、研究机构２３％），这表明韩国企业、学术界与研究界在积极进行研发。

姚梦楠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ｏ／ｋｐｏＢｕｌｔｎＤｅｔａｉｌ．ｄｏ牽ｍｅｎｕＣｄ＝ＳＣＤ０２００６１８＆

ｎｔａｔｃＳｅｑ＝１９４７２＆ａｐｒｃｈＩｄ＝ＢＵＴ０００００２９＆ｓｙｓＣｄ＝ＳＣＤ０２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４日

美律所：头脑风暴或合作期间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美国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Ｂｏｃｋｉｕｓ，

ＭＬ）在博客撰文提出头脑风暴或合作期间知识产权所有权保护的措施建议。当双

方讨论新想法或潜在合作时，双方通常在保密协议（ＮＤＡ）的保护下运作。如果双

方决定合作，他们很可能会签订一份服务协议，概述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包括知识

产权（ＩＰ）所有权和商业化权利。常见的情形包括：（１）仅在ＮＤＡ协议下运作的双

方可能会在签订服务协议之前，以 ＮＤＡ未完全涵盖的方式开始合作，双方之间的

协议需要约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２）双方决定合作并通过服务协议明确界定

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包括ＩＰ所有权）。（３）双方在服务协议之前进行合作但希望鼓

励思想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通常依赖ＮＤＡ，但ＮＤＡ很少涉及新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则应在ＮＤＡ中或任何此类合作之前的单独文件中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

美律所建议双方在确定哪种知识产权分配结构最能满足合作过程中的不同需

求时，可以采取的保护措施包括：（１）各自拥有现有（背景）的知识产权，而一方（取

决于交易）拥有所有新创造的知识产权，或双方共同拥有新创造的知识产权。（２）

各方拥有现有（背景）知识产权及其衍生物，并根据特定的使用领域将新知识产权

７３知识产权动态



进行分配。建议在协议中根据使用领域、一方打算使用的特定领域或一方打算使

用该知识产权的技术类型，考虑将双方共有的所有权分开的具体情形。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ａｔ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２０２２／０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ｉｐ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ｇｏ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ａｇｅ＝１

原文标题：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ＩＰ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ｇｏ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

德尼梅尔发布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趋势监测调查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全球领先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供应商德尼梅尔集团（Ｄｅｎ

ｎｅｍｅｙｅｒ）与ＣＴＣ法律传媒（ＣＴＣＬｅｇａｌＭｅｄｉａ）发布《２０２２知识产权趋势监测》（ＩＰ

ＴｒｅｎｄＭｉｎｉｔｏｒ２０２２），收集了律师、知识产权服务专业人员、法律顾问和其他行业内

专家１０００多份反馈和调查意见，共同探讨行业当下最紧迫的一些话题，包括技术

在知识产权实践中的重要性、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的影响以及开发新技能的价值。要

点如下：（１）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的影响已经减弱，但并未消失；（２）知识产权保护是

经济复苏的关键；（３）合作在知识产权举措中至关重要；（４）技术的重要性与日俱

增；（５）持续技能发展的价值。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ｎｎｅｍｅｙｅｒ．ｃｏｍ／ｉｐｂｌｏｇ／ｎｅｗｓ／ｆｉｖｅｋｅｙｔａｋｅａｗａｙｓｆｒｏｍｉｐ

ｔｒｅ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０２２／

原文标题：ＦｉｖｅｋｅｙｔａｋｅａｗａｙｓｆｒｏｍＩＰＴｒｅ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０２２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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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的《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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