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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统计数据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统计数据

（表１），涉及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等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表１　２０２１年英国知识产权数据统计汇总

知识产权类型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专利

申请 ２２，０５５ ２２，０７２ ２０，９３１ １９，２４５ ２０，６５１ １８，８５４

公开 １２，０６５ １１，７６８ １２，０６１ １１，１２５ １０，０４０ １１，３０６

授权 ５，６０２ ６，３１１ ５，９８２ ５，９４８ ９，７７２ １０，８９９

商标
申请 ６５，７１０ ８３，９８４ ９５，２０３ １０７，５２６ １３７，０３５ １９６，６３９

注册 ５４，２２２ ７０，３６２ ８１，５５６ ９５，１７７ ９６，２０４ １６８，９９１

外观设计
申请 １０，０３０ １９，２６９ ２６，１６４ ２８，８９５ ３１，４６０ ７２，１５７

注册 ８，４８１ １７，１９５ ２４，４２５ ２７，５８９ ２７，２２０ ５９，９８３

　　１．专利

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向ＵＫＩＰＯ提交的专利申请量由２０２０年的２０，６５１件下降至

２０２１年的１８，８５４件，总体下降了８７％，其中，国内申请（１６，４９７件）下降了１０％，

ＰＣＴ申请（２，３５５件）增加了１２％。尽管近年来欧洲专利申请数量普遍下降，但法

国、德国、爱尔兰、俄罗斯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已公布的专利

数量从１０，０４０件增长至１１，３０６件，增加了１２６％。授权专利数量增长了１１５％，

达到创纪录的１０，８９５件，其中，国内授权数量（７，５４０件）增加了５７％，ＰＣＴ授权

数量（３，３５５件）增加２７１％。英国专利申请绿色通道于２００９年推出，申请人可以

请求加快专利申请进程。２０２１年，ＵＫＩＰＯ通过绿色通道受理了４４９份申请，增长

了１１７％。

　　２．商标

２０２１年，ＵＫＩＰＯ受理了１９６，６３９件商标申请，比２０２０年增加了４３５％，创历史

新高。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持续增长。２０１６年以来出现的更显著

的增长，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的：英国脱欧、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中国申请大幅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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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英国的专利申请数量３０，４８１件（英国申请２８，３１７件、国际申请２，１６４件），

其次是美国２１，００２件（英国申请１２，６３６件、国际申请８，３６６件）。申请量的部分

增长可能仍归因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和中国申请量（在 ２０２０至 ２０２１年增加了

１４６％）。商标注册量在２０２０年趋于平缓。

２０２１年，英国申请人向ＵＫＩＰＯ直接提交的商标申请（国内申请）为９６，６４５件

（＋５２％），非英国申请人向ＵＫＩＰＯ直接提交的商标申请８０，８０５件，比２０２０年增

加了１４２１％。此外，通过国际注册（ＩＲ）途径的商标申请数量为３２，６４６件。

　　３．外观设计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向ＵＫＩＰＯ提出的外观设计申请大幅增加，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１年申请

数量增长了１０１４９％。近年来，向ＵＫＩＰＯ申请注册外观设计保护的流程发生了变

化，新的收费结构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生效，在线申请表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上线。这些变

化使申请过程更加简单和更具成本效益，有助于增加申请活动。自２０１８年５月，

英国成为《海牙国际注册协定》的成员。２０２１年，国际外观设计申请９，３５３件。

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外观设计申请增加了１２９４％，从３１，４０６件增加至７２，１５７

件。其中，向ＵＫＩＰＯ提交的外观设计申请有２８，０４９件来自英国申请人，占２０２１年

外观设计申请的３８９％，在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１年增长了３１６％。国际外观设计申请激

增，从１０，１５３件增加至４４，１０８件，增长了３３４４％。２０２１年，超过一半的国际外观

设计申请来自中国（１３，１５３件）和美国（１０，０６９件），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长了３６０％

以上。

　　４．听证会

除了处理和审查知识产权申请外，ＵＫＩＰＯ还通过听证会和法庭促进知识产权

纠纷的解决。与通过法院寻求补救相比，ＵＫＩＰＯ听证会更快地处理案件，并为企业

提供更实惠的纠纷解决方案。商标有关的案件在ＵＫＩＰＯ的听证活动中占比最大。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ａｄｅ

ｍａｒｋｓ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２０２１／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
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２０２１

原文标题：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ｎ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２０２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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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４日，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公布了英文版 ２０２１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结果显示，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共审查 ４８，４８９件专利，授权

２１，１１３件发明专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四分之一，同时还在商标领域创造了新的

记录（６８，５９７件）。主要结论如下。

　　１．发明专利

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共受理专利申请５８，５６８件，较２０２０年下降了５７％，新提交的

申请量仍处于较高水平，凸显了德国作为创新地区的重要性。２０２１年的大部分专

利申请（５１，６６８件）是直接向 ＤＰＭＡ提交的，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提交

的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申请６，９００件进入国家阶段。在线电子申请为主要申请方

式（占８８５％）。截至 ２０２１年底，德国有效专利 １３４，７１５件，较 ２０２０年增长了

１８％。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授权发明专利２１，１１３件，较２０２０年增加了２２０％。专利

授权率上升至４３５％（２０２０年：４１５％）。

２０２１年，德国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３９，８１２件，较２０２０年下降了５８％，但申

请比例持平（６８％）。国外专利申请量再次小幅下降至１８，７５６件（２０２０年：１９，８４１

件）。其中，欧洲国家３，３６６件（２０２０年：３，２２８件）、非欧洲国家１５，３９０件（２０２０

件：１６，６１３件）；新加坡增幅达到了５０％，中国（１３８％）和加拿大（４５％）也有所增

加，日本（－８９％）继续减少，美国持平（＋０２％）。

２０２１年，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以３，９６６件申请再次位居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

榜首，其后依次是巴伐利亚汽车公司（１，８６０件），舍弗勒技术股份公司（１，８０６件）、

戴姆勒集团（１，３１５件）、采埃孚股份公司（１，３１５件）、大众汽车公司（１，２４３件）、福

特全球技术有限公司（９９７件）、奥迪股份公司（７４７件）。

２０２１年，“运输”领域的申请量位居榜首（１０，４８２件），较 ２０２０年下降了

２８％。很大一部分申请来自汽车行业，其后依次是“电视、电气装置及电能”（７，

１６８件，＋２０％）、“测量”（４，４９０件，－２０％）。２０２１年，“医疗技术”（－１７０％）

和“其他消费品”（－２６０％）大幅下降，“医疗技术”领域主要是消毒和灭菌技术等

子类，“其他消费品”领域涉及防护服和口罩。数字化领域专利申请活跃的趋势已

经持续了十年，２０２１年增长了４３％。视听技术、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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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管理方法和半导体的申请数量较 ２０２０年增长了 ４６％。中国的增幅达

到１５１％。

德国公司是德国市场气候友好型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根据在德国有效的专利

申请情况，德国公司、研究机构和独立发明人在可再生能源和技术排名中处于领先

地位。然而，这两个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力明显不同：近年来电动汽车和替代能源的

创新活动显著增加，但替代发电的发展却多年来停滞不前，远低于２０１２年的水平。

德国汽车技术应用方面仍然领先，近年来，已从内燃机转向电动汽车。２０２１年，纯

电动汽车专利申请数量首次小幅下降了３１％。内燃发动机的申请数量较２０２０年

下降了２５６％，电池申请数量增长了４９％，燃料电池大幅增加了３８０％。德国在

可再生能源［１］专利申请数量处于领先地位，在太阳能、水电和地热能和沼气等其他

可再生能源方面排名首位；风力发电技术领域申请最多的是丹麦，德国第二。总体

而言，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申请量明显低于十年前。

［１］地热能、风能和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力发电。

　　２．实用新型

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共受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１０，５７７件，较２０２０年（１２，３１３件）下

降了１４１％，这可能是由于“其他消费品”（口罩、呼吸面罩等）申请数量下降导致

的。截至２０２１年底，ＤＰＭＡ有效实用新型专利７２，７２８件。２０２１年，国外的专利申

请在绝对值和占比明显增加：从２０２０年的２７８％（３，４１９件）增加至３３６％（３，５５９

件）。国家阶段的 ＰＣＴ申请（６４７件）与 ２０２０年持平。德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７，０１８件，占比６６４％（２０２０年：７２２％）。大多数外国申请来自非欧洲国家（２，４１４

件），欧洲其他国家保持持平（１，１４５件），欧盟成员国（不包括德国）７８６件，中国进

一步加强了其领先地位（１，１８９件，占比１１２％），美国３５５件（占比３４％）。

　　３．商标

２０２１年，ＤＭＰＡ受理商标申请９２，３１７件，较２０２０年增长了３２％。其中，直接

向ＤＭＰＡ提交 ８７，６３１件（＋３６％），通过 ＷＩＰＯ国际商标注册申请 ４，６８６件

（－２８％）。商标注册数量再次大幅增加（６８，５９７件），较２０２０年增加了１３５％，达

到历史峰值。向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提交的欧盟商标申请数量再次增加

（１９７，９０９件），较 ２０２０年增加了 １１７％，排名前三的是中国（３４，３７７件）、德国

（２７，５７１件）、美国（２０，１０５件）。与往年一样，第３５类（广告；企业管理、组织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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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公功能）是２０２１年商标申请中最常见的类别（２９，９７４件），紧随其后的是第

４１类（提供培训；娱乐；体育和文化活动）和第９类（电器器具和仪器；计算机硬件；

软件；光学器具和仪器）。

　　４．外观设计

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共受理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３６，０７０件，其中５，７４１件含１件或

多件外观设计申请，较２０２０年有所下降。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共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３４，４８７件，注册了３１，０８３件，授权注册率达到９０１％（２０２０年：８９８％）。截至

２０２１年，ＤＰＭＡ有效外观设计专利２７０，４４７件。２０２１年，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有关的外观

设计申请数量有所增加，尤其是“口鼻保护”“唾液屏”“消毒设备”。２０２１年，大部

分ＤＰＭＡ外观设计申请（占９１１％）来自德国，国外申请人外观设计数量再次下

降：其他欧洲国家２，３８５件，非欧洲国家３７５件，国外申请人大部分来自瑞士（９０９

件）。大多数外观设计注册在商品类别６（家具，１６０％）、商品类别２（服装和服饰，

１０４％）、商品类别３２（图形符号和标志、表面图案、装饰物，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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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２》。

该报告基于客观定量数据，从研发经费、研发人才、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研发产

出、科技与创新五个方面系统地了解日本的科学技术活动，通过１７０个指标分析对

比了日本和全球主要国家的情况。

　　１．日本主要科技指标动向

日本在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２２年总体排名与２０２１年相同，但在论文发表数量、受

关注论文数量方面排名有所下降：论文数量排名下降至第５，被引频次 Ｔｏｐ１０％论

文数量下降至第１２，被引频次Ｔｏｐ１％的论文数量下降至第１０，且在多项指标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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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位（表２）。
表２　日本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动向

指标
日本２０２２
排名变化

日本情况 排名详情

研发经费 第３→第３ １７．６兆日元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

企业 第３→第３ １３．９兆日元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

大学 第４→第４ ２．１兆日元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第３：德国

公共机构 第４→第４ １．５兆日元 第１：美国、第２：中国、第３：德国

研究人员 第３→第３ ６９．０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

企业 第３→第３ ５１．５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

大学 第３→第３ １３．６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英国

公共机构 第３→第３ ３．０万人 第１：中国、第２：德国

论文数量 第４→第５ ６．８万篇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第３：德国、第４：印度

被引频次Ｔｏｐ１０％
论文数量

第１０→第１２ ０．４万篇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第３：英国、第４：德国、
第５：意大利、第６：澳大利亚、第７：印度、第８：
加拿大、第９：法国、第１０：西班牙、第１１：韩国

被引频次Ｔｏｐ１％
论文数量

第９→第１０ ０．０３万篇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第３：英国、第４：德国、
第５：澳大利亚、第６：意大利、第７：加拿大、第
８：法国、第９：印度

专利家族数量 第１→第１ ６．４万件 －

高技术产业
贸易收支比

第６→第６ ０．７ 第１：韩国、第２：中国、第３：德国、第４：法国、
第５：英国

中高技术产业
贸易收支比

第１→第１ ２．６ －

向居住国以外的
国家提交商标申
请数量

第６→第５ １１．９万件 第１：中国、第２：美国、第３：德国、第４：英国

　　２．研发经费

（１）日本大学和企业的研发经费的增长幅度比其他主要国家小。在企业以及

大学研发经费规模方面，美国位居榜首。企业经费上，日本虽在主要国家研发经费

规模排名第三，但同期增长缓慢。自２０００年之后，日本在大学研发经费上基本持

平；中国、德国在２０１０年后迅速增长，超过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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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本、中国、韩国、德国制造业占比大，法国、英国非制造业占比大。美国制

造业占比较大，同时非制造业也有一定规模。美国在“信息通信行业”的企业研发

经费最多，日本、德国最多的是“运输设备制造业”，法国和英国最多的是“专业科学

技术服务业”，中国、韩国最多的是“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制造业”。美国“信息

通信行业”２０１９年的研发经费１３９万亿日元与日本企业研发经费总体规模（２０２０

年１３９万亿日元）相当。

　　３．研发人才

（１）日本大学和企业的研究人员数量增幅比其他主要国家小。中国企业和大

学的研究人员规模最大。美国和中国在企业研究人员数量上势均力敌，呈现快速

增长的趋势。２００６至２００７年，日本企业研究人员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直到２０１７

年之后略有增加。韩国企业研究人员数量长期处于增加的状态。自２００５年，德国

大学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与之相比，日本近年大学研究人员数量增速较缓。

（２）２１世纪初期，日本每万劳动人口中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位居主要国家首

位，２０２２年排名第四。２０２０年，每万劳动人口中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的国家排名

依次是韩国（１６０４人）、法国（１０９４人），德国（１０３８人）、日本（９８８人）、美国

（２０１９年，９７０人）、英国（２０１９年，９３１人）、中国（２９１人）。

（３）日本女性研究人员数量比例低于ＯＥＣＤ其他主要国家，但在新招聘的研究

人员中，女性研究人员的比例一直在增加。

　　４．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

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自２００３年达到顶峰后持续减少。日本每年获得博

士学位的人数呈减少趋势，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排名依次是美国（９２万人）、中国

（６６万人）、德国（２６万人）、日本（１５万人）。聘用博士学位人员的情况因行业

而异，非制造业在新招收的研究人员中，博士人数比例正在上升。另外，２０１９至

２０２０年，多数行业的博士生招聘人数有所减少。大学衍生企业中拥有博士学位员

工的比例较大。

　　５．研发产出和科技创新

（１）日本论文数量基本保持不变，排名由于其他国家／地区论文数量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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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日本在被引频次Ｔｏｐ１０％的论文数量中的排名下降较为显著。中国被引

频次Ｔｏｐ１％的论文数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２）日本专利家族数量（向两个以上国家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仍然排名第

一。随着中国市场份额的增加，日本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电气工程”的市场份额

正在减少。从各个国家的发明专利家族数量来看，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７年，美国第一，日本

第二；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年，日本第一，美国第二；中国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７

年排名第四，专利家族数量稳步增长。

（３）从技术领域来看，日本在“电气工程”和“通用设备”的专利份额较高，美国

在“生物医疗设备”和“生物技术与制药”的专利份额较高，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

和“电气工程”的专利份额较高。相比十年前，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电气工

程”的专利份额有所增加，而日本这一领域的专利份额有所下降。

（４）日本高技术产业的贸易伙伴逐渐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和亚洲地区。日本高

技术产业贸易出口逆差，中等高技术产业贸易出口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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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Ｆ分析人工智能发明人的知识产权问题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美国科技创新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ＩＴＩＦ）发文解析

人工智能（ＡＩ）发明人和发明权的知识产权问题。２０１８年，人工智能专家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ｈａｌｅｒ开始向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洲专利局（ＥＰＯ）等提交专利申请，提出

将其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ＤＡＢＵＳ作为发明人。专利法通常将发明人定义为“自然

人”，对于“ＡＩ是否作为发明人”，各国知识产权局和司法部门都开展了深入探讨。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澳大利亚、欧盟、德国、新西兰、南非、英国和美国都参

与了人工智能发明人的辩论，其中６个司法管辖区基于现有法律解释对人工智能

发明人的判断基本一致。表３为ＩＴＩＦ整理当前各国的主要观点，目前 Ｔｈａｌｅｒ在向

各国法院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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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球７大司法管辖区对人工智能发明的观点涉及的主要方面

司法
管辖区

人工智能是否拥有ＩＰ权利？

知识产权局 司法部门

发明人
必须为
自然人

权利人
必须为
自然人

ＡＩ专利
申请是否
能够授权？

ＡＩ是否
能够发明
创造？

澳大利亚   －  － 

欧盟     － －

德国    － － 

新西兰  －   － －

南非  － － －  －

英国     － 

美国    － － －

（１）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最初驳回了Ｔｈａｌｅｒ的专利申请，其联邦法院随后提出

１９９０年专利法没有排除非人类作为发明人，但法院二次审查驳回该专利权，原因是

非人类不能转让专利权，但未针对“非人类是否被视为发明人”做出判决。

（２）ＥＰＯ以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为由驳回该专利申请。ＥＰＯ上诉委员会指出

申请人必须是发明人，人工智能不能转让知识产权。

（３）德国专利商标局和联邦专利法院以专利申请必须指定自然人为发明人为

由驳回该专利申请，但法院建议，除了人类发明人之外，专利申请可以说明涉及人

工智能。

（４）新西兰知识产权局以与ＥＰＯ相同的理由驳回了Ｔｈａｌｅｒ的专利申请。

（５）南非知识产权局是目前唯一授权 ＤＡＢＵＳ发明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专

利授权纯粹是程序性的，因为南非知识产权局没有对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合法成为

发明人或转让知识产权发表意见。该专利仍有可能受到挑战而最终驳回。

（６）英国知识产权局与ＥＰＯ一致，认为“该申请不符合规定而被撤回”。其高

等法院认为专利申请所列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尽管法官指出人工智能在字面上

有可能成为发明的实际设计者。英国正在呼吁围绕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问题进行

讨论，最新咨询结果表明英国不会对现有专利法和版权法进行修改，将引入适用于

商业用途的文本和数据挖掘的例外情形。

（７）美国专利商标局也以专利申请必须指定自然人为发明人为由驳回该专利

申请。但是美国地区法院的裁决中指出法律上的争论并不能推翻美国国会“将发

明人定义为自然人”的大量证据。美国与英国正在不断审查和征求有关人工智能

和ＩＰ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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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Ｆ专家观点认为各国根据对自然人保留权利的法律解释而驳回Ｔｈａｌｅｒ专利

和版权的观点是正确的。人工智能无论如何都不是自然人，因此不应该被列为发

明人和创造者。相反，构思创新或创造的人类（即为ＡＩ应用程序编程的人）应该被

视为专利和版权申请的发明人或创造者。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明

确这一点，以便确定人工智能在支持创新方面的作用，以及谁从最终结果（即专利

权和版权）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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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ＩＣｌａｉｍ发布元宇宙专利分析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全球专利数据库提供商 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在网站上发布虚拟世

界中顶尖创新者的情况，研究了过去五年元宇宙（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２］相关的专利申请。

主要结论如下。

［２］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是一个３Ｄ虚拟现实世界集成网络，一个沉浸式空间，预计将成为互联网的下一个大时代。

（１）过去五年中，元宇宙相关的专利申请翻了一番，达到２，０００多件，涉及８４２

家公司、研究中心、大学和个人申请，涵盖一系列技术的硬件和软件。

图１　元宇宙相关专利申请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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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过去五年拥有元宇宙相关专利的 Ｔｏｐ１０公司包括微软（１５８件）、三星

（１２２件）、ＭａｇｉｃＬｅａｐ（１０９件）、ＩＢＭ（７１件）、迪士尼（４０件）、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３８件）、

Ａｄｏｂｅ（３１件）、Ｖｅｒｉｚｏｎ（３０件）、英特尔（２７件）、Ｓｎａｐ（２７件）。

图２　元宇宙相关的Ｔｏｐ１２专利申请人

（３）主要申请的专利技术包括：虚拟和增强现实、３Ｄ投影、计算机图形学、光学

系统和平视显示器、全息增强、模式和图像识别、神经网络模型、机器学习、电子商

务、网络安全、区块链和数据处理。加密货币也构成了元宇宙创新格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

（４）每家公司的专利公开年度趋势显示，微软、三星和ＭａｇｉｃＬｅａｐ一直是增强

现实技术的稳定投资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现为Ｍｅｔａ）、ＩＢＭ、百度和 Ａｄｏｂｅ最近增加了元

宇宙相关专利活动。

（５）过去的五年中，微软一直在围绕人类记忆、增强现实中的虚拟助手和全息

增强等开发和保护人工智能领域的发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定位于３Ｄ计算机图形和界面布

局；ＭａｇｉｃＬｅａｐ正在光学设备和元件领域申请专利；三星正在沿着模式识别、神经网

络和机器学习以及图像和视频信息提取的方向进行人工智能研发；索尼将游戏系

统与经济奖励结合，英特尔则在强调动画；迪士尼覆盖了许多包括光学系统和全息

图在内的元宇宙基础。随着元宇宙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有些公司目前可

能不在数字堆栈的顶端，但它们正在以令人兴奋且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方式进行发

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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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元宇宙领先专利权人相关技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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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４日

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行政报告

【摘要】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汇

总了日本国内外知识产权趋势以及 ＪＰＯ在过去一年的业绩。本文节选了报告

中日本知识产权申请及审查情况、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大学知识产权活动以及全

球知识产权申请趋势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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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深人们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关注和理解，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日本专利局

发布２０２２年专利行政年度报告。报告指出，２０２１年专利申请量和专利审查请求量

较上年有所增长；中国、美国和欧洲向 ＪＰＯ提交专利申请的数量较上年有所增加；

在审查制度的完善和审查效率的提高下，第一次商标审查通知的数量（快速审查数

量）比上年大幅增长２３．３％。

　　１．知识产权申请及审查情况

　　（１）专利

①专利申请和ＰＣＴ国际申请

截至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受理的专利申请量一直保持在３０万件以上，２０２１年

专利申请量为２８９，２００件。日本专利局受理的ＰＣＴ国际申请量２０２１年为４９，０４０

件，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②专利审查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专利申请审查量一直保持平稳，２０２１年为２３８，５５７件。为了

缩短专利申请的第一次审查通知时间和专利授权所需时间，日本专利局于２０１４年

制定了１０年目标：到２０２３年，“专利授权平均所需时间”（标准审查期限）和“第一

次审查通知平均所需时间”分别缩短至１４个月和１０个月以内。２０２１年，分别达到

了１５．２个月和１０１个月。

２０２１年，日本专利局专利初审量２３２，０７０件，专利审查量１７２，９９６件，申请驳

回量５６，５５２件，专利授权量１８４，３７２件。此外，日本专利局作为国际检索组织在

２０２１年共完成国际检索报告４８，５０２份。

日本专利年授权量一直保持在１７万件左右。专利授权量与专利申请量的比

率（专利授权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专利申请人越来越重视专利申请的选择，企

业等知识产权战略正在从数量向质量稳步转变。

③专利存活率

日本专利权的存活率在授权５年后为８４７％，１０年后为４１２％，１５年后则减

少至１０１％。日本国内申请人的专利数量２０２１年约为１６４万件，是２０１２年（１４６

万件）的１１倍。国外申请人专利数量呈增长趋势，２０２１年超过了３８万件，是２０１２

年（２３万件）的１７倍。

　　（２）实用新型专利

①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及授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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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口罩等技术蓬勃发展，２０２０年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较２０１９年增长了

１５％，达到６，０１８件，２０２１年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有所减少，与２０１９年持平，达到

５，２３９件。２０２１年，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为５，４９９件。

②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评价报告

由于实用新型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时有必要出示实用

新型专利技术评价报告。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评价报告作为判断权利有效性的材

料，记载了审查员对新颖性、创造性等的评价。２０２１年 ＪＰＯ共完成３３７份，较上年

（２９１份）有所增加。

　　（３）外观设计

①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及授权量

从过去１０年的外观设计注册申请量来看，２０１２年以来略有增减，在３万件上

下小幅波动。２０２１年，外观设计注册申请量为３２，５２５件，比上年增长了约２％。其

中，约１０％为国际外观设计注册申请（３，３０３件），其他外观设计注册申请２９，２２２

件。外观设计注册的数量一直保持在 ３万件以下，有小幅波动，２０２１年为

２７，４９０件。

②外观设计审查

２０２１年，从外观设计申请到第一次审查通知的平均周期（快速审查时间）为

６４个月，从申请到最终注册的平均周期为７４个月。２０２１年，第一次审查通知的

数量（快速审查数量）为３１，９５９件，与申请量基本持平，注册量始终低于３万件，

２０２１年为２７，７７３件。

　　（４）商标

①商标注册申请及授权量

２０２１年，日本专利局受理的商标注册申请量保持较高水平，共有１８４，６３１件。

其中，国际商标注册申请量２０，０９４件，较上年增长了１２１％，其他商标注册申请量

１６４，５３７件，较上年增长了０９％。２０２１年，商标注册量１７４，０９８件，较上年增长了

２８７％，高于２０２０年的同比增速。

②商标审查

近年来，商标注册申请量不断增加，导致审查周期延长，为此，日本专利局对审

查制度进行了完善和精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审查通知数量同比增长２３３％，达到

２１３，２２４件，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通知的平均周期为８０个月，从申请到最终注册

的平均周期为９６个月，均有所缩短。２０２１年，基于马德里协议的国际商标申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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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３，１９６件。

　　２．企业知识产权活动

随着企业活动的复杂化和全球化发展，日本企业知识产权活动所处的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根据企业规模和技术领域的差异，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也越来越多

样化。

　　（１）企业知识产权概况

①专利申请和研发经费

２０２１年，国内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较上年（２２７万件）有所减少，外国申请人

的专利申请量较上年（６１万件）略有增长。

随着全球化发展，２００９年以来，日本企业的海外销售额持续增长，但２０１２年以

来，日本国外专利申请量一直没有变化。报告认为，日本有必要强化全球知识产权

战略，促进企业海外活动。从专利申请排名来看，２０２１年，Ｔｏｐ３０企业专利申请量

约占总量的２２％，Ｔｏｐ３００企业专利申请量约占总量的５５％，２０１８年以来Ｔｏｐ３０企

业专利申请量占比逐年略有下降，２０２１年与上年持平。

②企业排名

从２０２１年企业专利授权数量来看，三菱电机（３，４９４件）排名首位，其后依次是

丰田汽车（３，３８９件）和佳能（３，１３４件）。机电设备和汽车相关企业占据Ｔｏｐ１０的

大多数。海外企业排名前三的是ＬＧ（６８８件）、华为（６０５件）和飞利浦（５２８件）。

从２０２１年企业外观设计注册量来看，松下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３３１件）位

居首位，其后依次是三菱电机（２２８件）、国誉（２１９件）、冈村（１９７件）和骊住（１３６

件）。海外企业排名前三的是耐克（２６４件）、苹果（２１６件）和海瑞温斯顿（１２９

件）。此外，国际外观设计授权数量靠前的海外企业是 ＬＧ（１９９件）、飞利浦（１０８

件）和小米（１０８件）。

从２０２１年企业商标注册量来看，资生堂（５８５件）排名首位，其后是高丝（４９８

件）和三丽鸥公司（４９０件）。海外企业排名靠前的是ＳＭ娱乐（１８５件）、辉瑞（１５３

件）、ＬＧ生活健康（９０件）和亚马逊（８４件），有５家企业新上榜。

③日本企业知识产权员工人数和经费

２０２１年，日本知识产权员工数量（４３，９４２）比上年略微减少（据问卷结果推

算）。按行业来统计企业知识产权员工平均数量，电动机械制造业（１７３人）最多，

其次是运输用机械制造业（１５６人），远超总体平均水平（５８人），较上年均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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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２０２０年，日本企业知识产权活动经费成本约８千亿日元，较上年略有减少，在

大多数行业中，专利申请相关的支出占比最大。

　　（２）企业知识产权活用情况

①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国际收支

根据日本财务部和日本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２０２１年，日本知识产权使用

费的国际收支盈余约３４万亿日元，较上年明显增加，与２０１９年持平。

②专利权的利用

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０年，日本企业专利权数量减少了约１８，０００件。２０２０年，日本企业

专利利用率［３］为５１８％，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利用率首次超过５０％。以保护为目的利用

专利权的比例为３２５％。

［３］企业专利利用率＝企业专利利用数量／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企业专利利用数量：企业内部实施和向其他
公司许可等积极利用专利权的数量。

专利权的利用率因行业而异。利用率最高的是“批发零售业”（７４２％），其后

依次是“工业机器和设备制造业”（６５２％）和“电动机械制造业”（６２６％）。２０２０

年日本企业在国外的专利权利用率为５１７％。

③外观设计权的利用

相比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日本企业拥有的外观设计数量减少了约２，５００件。从外

观设计权的利用来看，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利用率一直保持在７０％左右，２０２０年则达到

了７３７％。以保护为目的的利用专利权的比例保持在２０％左右，２０２０年为２１％，

日本企业国外外观设计权使用率为６７１％。

④商标权的利用

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０年，日本企业拥有的商标数量增加了约３４，０００件，国内利用数量

增加了约３，５００件。２０２０年，日本企业国内商标利用率为７８３％，海外利用率为

７７６％。截至２０１８年，国外商标利用率一直增加，自２０１９年逐渐减少。

　　３．大学知识产权活动

拥有日本大部分研发资源的大学在知识产权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各

地都设有大学知识产权总部和技术转移机构（ＴＬＯ），还派遣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

（２０１９年起实施）、产学合作知识产权顾问（２０１６年起实施）及减免专利年费和审查

费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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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合作研究和委托研究

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合作研究项目３３，８５１项，比上年减少了４５０

项。从合作机构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合作数量最多（２８，７９４项），其次是独立行政

机构（２，２２２项）。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和其他机构获得的合作研究经费为９８５２亿

日元（约合人民币４９８５亿元），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私营企业

（８４６９４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４２８６亿元），其次是独立行政机构（６２６３亿日元，约

合人民币３１７亿元）。

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接受的委托研究项目为２８，３６２项，较上年增加了３６２项。

从委托方来看，独立行政机构的委托项目（１３，７８１项）最多，其次是私营企业

（７，４６８项）。２０２０年，日本大学获得的委托研究经费为２４３１０８亿日元（约合人民

币１２３０１亿元），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独立行政机构（１８６８５６亿

日元，约合人民币９４５５亿元），其次是政府（２８３７９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４３５亿

元）。

自２０１５年起，日本大学和其他机构从私营企业获得的研究经费持续增长，

２０２０年为１２２４２６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６１９４亿元）。其中，合作研究项目经费

（８４６９４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４２８５亿元）最多，其次是临床试验（１８８４７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９５３亿元）。

　　（２）专利申请情况

近年来，日本大学的专利申请量都在７，０００件左右，２０２１年为７，３１３件。２０２１

年，日本８０％的大学专利申请获得授权，高于所有申请人的专利授权率。

从２０２１年日本大学专利申请量排名来看，东京大学（３３６件）排名首位，其后分

别是大阪大学（２７０件）和东北大学（２５３件），较上年有所增加。Ｔｏｐ１０大学提交

的专利申请占比超过３５％。

从２０２１年大学ＰＣＴ国际申请数量排名来看，Ｔｏｐ１０中有４所美国大学、４所中

国大学、１所日本大学、１所新加坡大学。Ｔｏｐ３０中除了１３所中国大学、８所美国大

学外，日本、韩国、新加坡的９所大学也位列其中，这表明亚洲的大学正在积极申请

国际专利。日本共有３所大学进入Ｔｏｐ３０，其中排名最高的是东京大学（第１０）。

　　（３）专利权实施数量及收入金额的变化

２０１５年以来，日本大学的专利权许可实施数量持续增长，截至２０２０年的５年

间增长了约１８倍，２０２０年达到２１，０５６件，比上年增加约１２１％。此外，许可实施

等收入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年间增长了约１６倍，２０１９年为３６６２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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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亿元），２０２０年４０３５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２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了约１０％，

但仍低于２０１８年的４４１１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２２３亿元）。

　　４．全球知识产权申请趋势

全球专利申请量在２０１１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０年间增长了１５倍，主要源于中国专

利申请量的迅猛增长。外观设计领域，中国占全球申请量的近７０％。在商标领域，

中国的增长也非常明显，申请类别数量达到９３４万个。从２０２０年五大专利局受理

的海外专利申请比例来看，日本、中国、韩国的专利局约占１０％２１％左右，而美国、

欧洲的专利局则超过了５０％。除五大局外，在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等大多数专

利局中，海外申请都多于国内申请，整体来看专利申请趋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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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以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专利分析，现该技

术从２０１６年起快速发展，但未形成规模，尚处于市场化早期阶段，专利布局方向

集中在电解槽及其组合件、电极、隔膜等。中国和美国是该技术专利申请的主要

受理国和技术来源国，但从高价值专利占比来看，美国大幅领先，中国未达到全

球平均水平。中国科学院是该技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其布局仍主要在国

内。国内市场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北方（以北京、辽宁为主）、长三角（浙江、上

海等）、珠三角（以广东为主），前１０均为中国机构。由于专利数量总体不多，仍

有多个空白地带面临国外企业竞争。建议我国机构应立足国内市场，加强产学

研合作，完善专利布局，形成专利壁垒，扩大市场份额，同时还应重视在大力发展

氢能的海外国家提前布局。

氢是一种清洁、高效、零碳的能源载体，能方便地转换成电和热，转化效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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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时无毒无害。氢能在能源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氢气可以由多种能源生

产，来源丰富，而在供应和使用方面，可以作为能源转换的媒介将供能端和用能端

联系起来，实现清洁、高效、灵活、可靠的能源供需体系。近年来，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压力日益突出，氢能作为一种有望在多领域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获得了

广泛关注，全球掀起了氢能开发的新热潮。

当前全球广泛采用的成熟制氢技术主要基于化石燃料制氢，随着全球气候变

化形势日益严峻，由清洁能源制备的“绿氢”逐渐引起人们重视。在各类绿色制氢

技术中，电解制氢技术发展相对成熟。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能够实现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稳定长期存储，平抑可再生能源的长周期波动性和间歇性，有效促进风

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高比例并网。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普及，全

球制氢电解槽装机容量逐年增加，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将从２０２０年的２９０兆瓦增至９１

吉瓦。在当前已安装的电解槽中，以碱性电解槽居多，但其启动速度慢、功率调节

范围窄（５０％１００％），难以适应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波动性。质子

交换膜电解制氢启动灵活、制氢纯度高，可达到 ＭＷ级以上的电解规模，已经进入

商业化早期阶段，是目前示范项目中主要部署的电解制氢技术。

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进行专利数据挖掘，以专利家族［４］为分析对象。

以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相关检索词制定检索策略，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８

月１０日，共检索１，３３８件专利，经ＩＮＰＡＤＯＣ同族专利合并后得到６２０项同族专利。

［４］一个专利家族代表了一“项”专利技术，对应不同国家／地区申请的多“件”同族专利。

　　１．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从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来看（图４），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

专利申请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１９９２至２００５年，相关专利申请起步，全球年均申请量在１０项以内。美国在

１９９６年通过了《未来氢能法案（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ＦｕｔｕｒｅＡｃｔ）》，近１６５亿美元资金用于在

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１年开展氢能的生产、储存、运输和利用的研发示范工作，并在２００１年

发布了《美国向氢经济过渡的２０３０年远景展望》，提出远景目标。欧盟２００２年成

立氢能和燃料电池高级专家组，随后发布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提出未来氢能发展重

点。这些举措使得氢能发展从以燃料电池动力为主向氢能全技术链扩展，电解制

氢技术得到政府支持，但早期发展仍以碱性电解制氢为主，因此质子交换膜电解制

氢技术专利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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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５］

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５年，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进入发展停滞期，专利申请量虽有

增长但年申请量不到２０项。这可能是受到技术、经济性、安全性等因素的掣肘，尽

管欧盟、日本、美国政府都资助电解制氢技术研发，仍难以走向市场，全球制氢技术

仍以化石燃料制氢为主。尤其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采用贵金属作为催化剂，

整体成本更高，仅在电解制氢技术中也难以与非贵金属的碱性电解制氢竞争。

［５］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收录会有一定的时滞。文中近２年，特别是２０２２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自２０１６年起，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开始快速增长，全球掀起了

新一波氢能开发热潮。美国在２０１６年提出“Ｈ２＠Ｓｃａｌｅ”重大研发计划以推进氢能

规模化应用。我国《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提出氢能与燃料

电池领域到２０５０年的发展目标，并将氢能写入了２０１９年政府工作报告。日本在

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氢能基本战略》设定了到２０５０年氢能发展目标，并在２０１９年更新

了氢能路线图，发布了《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开发战略》。２０１８年以来，几乎所有

主要发达国家都推出了氢能国家战略或发展路线图，氢能热度前所未有，以质子交

换膜电解、固体氧化物电解等为首的先进电解制氢技术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业界的重点关注。

　　２．质子交换膜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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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的ＩＰＣ分类号（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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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１０年（２０１２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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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申请的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表４），可以看出，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

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１）电解槽或其组合件；电解槽构件；电解槽构件的组合件，例如电极膜组合

件，与工艺相关的电解槽特征（Ｃ２５Ｂ９／００；Ｃ２５Ｂ９／１９；Ｃ２５Ｂ９／２３；Ｃ２５Ｂ９／６５等）；

（２）电解槽的操作或维护（Ｃ２５Ｂ１５／００、Ｃ２５Ｂ１５／０２、Ｃ２５Ｂ１５／０８等）；

（３）电极；不包含在其他位置的电极的制造（Ｃ２５Ｂ１１／０２、Ｃ２５Ｂ１１／０４等）；

（４）隔膜；间隔元件（Ｃ２５Ｂ１３／０２、Ｃ２５Ｂ１３／０８等）；

（５）无机化合物或非金属的电解生产（Ｃ２５Ｂ１／０４、Ｃ２５Ｂ１／１０等）；

（６）水、废水或污水的处理（Ｃ０２Ｆ１／４６１等）；

（７）电极（Ｈ０１Ｍ４／８８等）。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布局方向（基于ＩＰＣ小组Ｔｏｐ１５）

ＩＰＣ分类号 释义
专利申请量
（项）

Ｃ２５Ｂ１／０４ 通过电解水 ２１７

Ｃ２５Ｂ９／１９ 具有隔膜 １０３

Ｃ２５Ｂ９／２３ 包括离子交换膜，电极材料嵌入在离子
交换膜中或离子交换膜上

８２

Ｃ２５Ｂ１／１０ 在隔膜电解槽中 ７１

Ｃ２５Ｂ１５／０８ 反应物或电解液的供给或移除；电解液的再生 ５３

Ｃ２５Ｂ９／００ 电解槽或其组合件；电解槽构件；电解槽构件的组合件，
例如电极膜组合件，与工艺相关的电解槽特征 ４０

Ｃ２５Ｂ１３／０８ 以有机材料为基料的 ３２

Ｃ２５Ｂ１５／０２ 工艺控制或调节 ３１

Ｃ０２Ｆ１／４６１ 用电解法 ２７

Ｃ２５Ｂ１１／０４ 以材料为特征的 ２３

Ｃ２５Ｂ１５／００ 电解槽的操作或维护 ２２

Ｃ２５Ｂ１１／０２ 以形状或类型为特征的 １９

Ｃ２５Ｂ９／６５ 供电装置；电极连接；槽间电气连接件 １９

Ｈ０１Ｍ４／８８ 制造方法 １９

Ｃ２５Ｂ１３／０２ 以形状或类型为特征的 １８

从近十年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涉及的主要 ＩＰＣ分类号年度变化（图

５）来看，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主要关注隔膜以及将质子交换膜用于污水处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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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申请态势

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８年隔膜开发仍是重点，且有较多离子交换膜相关专利。阴离子交

换膜电解槽结合了碱性电解槽和质子交换膜电解槽的优点，仅使用过渡金属催化

剂，不需要铂金属，同时阴离子交换膜为固态电解质，避免了在碱性水电解中使用

的腐蚀性电解质，近几年逐渐成为业界重点关注的下一代技术。此外，Ｃ２５Ｂ１５／０８

（反应物或电解液的供给或移除；电解液的再生）相关专利数量也大量增长。２０１９

至２０２１年，水电解以及隔膜、离子交换膜等仍是专利申请的重点方向。

　　３．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６］高价值专利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平台自创的“合享价值度”评分，将价值度评分大于或等于９的专利视为高价
值专利。

　　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受理国家或地区分布情况如图６，前１０位

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数量及高价值专利［６］占比（图７）。一般来说，分析国家或地区

的专利受理量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相关技术上的开发水平、研发实力

与该技术在该国家或地区的活跃度。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相关专利主要

受理国包括中国、美国、韩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主要分三个阵营：中国遥遥

领先为第一阵营；美国为第二阵营；德国、韩国、法国、日本等为第三阵营。其中，中

国公开受理专利数量共计３１１项，占全球公开受理专利总量的５０１６％；美国公开

受理专利数量为１０９项，占全球公开受理专利总量的１７５８％；韩国、德国、法国、日

本占比约在３％４％的水平。可见，中国、美国是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的主要

部署市场。就高价值专利来看，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中，高价值专利

有６２３件，合并得到２００项专利族，占所有专利的３２２６％。美国受理的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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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价值专利占比高达 ７３３９％，其后依次是日本（５７８９％）、欧洲专利局

（５３８５％）、法国（４２１１％），中国占比仅为２０５８％，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还需进

一步提升专利质量。

图６　全球各国家／地区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受理数量分布（单位：项）

图７　主要国家／地区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受理情况

中、美、韩、德四个主要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受理国，其专利受理数量

的变化趋势（图８）。２０１６年以前，美国基本保持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全球第

一大受理国地位，但在２０１６年首次被中国超过，其后中国受理专利大幅增长，美国

则呈现快速下降趋势，韩、德等国的受理专利也在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该技

术的市场布局已经转向中国。

基于ＩＰＣ小组分类号，上述四个受理国家的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专利技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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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中、美、韩、德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受理变化趋势

局如图９所示。可以看出，隔膜（Ｃ２５Ｂ９／１９、Ｃ２５Ｂ１／１０等）、离子交换膜（Ｃ２５Ｂ９／

２３）等是各国市场共同布局的主要方向，但美国和德国在固体电解质燃料电池方面

也有较多专利，韩国还布局了有机隔膜材料。

图９　中、美、韩、德受理的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专利技术布局

　　４．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来源国家／地区

根据申请人国别，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如图１０，前１０位国家／地区申请专利及高价值专利数量如图１１。从图中可以看出，

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来源国为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法

国、日本等国家。专利技术来源国分三个阵营：中国为第一阵营；美国为第二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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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韩国、法国等为第三阵营。其中，中国申请专利有２９４项，占全球的４７４２％；

美国为１２４项，占比２０％；德国以５７项（占９１９％）排名第三；其他国家占比均在

５％以下。就高价值专利占比来看，加拿大最高（７５％），其后依次是美国（６２９％）、

法国（６３６４％），中国占比仅为１５６５％，位列第９，可见该领域高价值专利主要由

发达国家贡献。

图１０　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来源国专利数量分布情况（单位：项）

图１１　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来源国专利申请情况

中、美、韩、德四个主要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国，其申请专利的变

化趋势如图１２。２０１９年以前，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的主要申请国是美国

和德国。从２０１９年起，中国申请专利数量超越其他国家居全球首位，并呈现“井

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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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中、美、韩、德申请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变化趋势

基于ＩＰＣ小组分类号，上述四个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来源国家的技

术布局如图１３。可以看出，中国申请侧重于电解制氢及其隔膜（Ｃ２５Ｂ１／０４、Ｃ２５Ｂ９／

１９、Ｃ２５Ｂ９／２３、Ｃ２５Ｂ１／１０），在电解槽及其组合件（Ｃ２５Ｂ９／００）方面也申请了一些的

专利；美国除了电解制氢和隔膜方面，还有一定比例的专利与燃料电池有关

（Ｈ０１Ｍ８／１０、Ｈ０１Ｍ８／０６）；德国尤为重视离子交换膜方面的技术开发，另外也申请

了一些燃料电池相关专利；韩国对有机隔膜较为重视。上述布局与各国受理专利

的布局情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可能是由于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还处于商业化

早期阶段，大多数专利申请机构会先在本国申请专利，然后再向国外市场拓展。

图１３　中、美、韩、德申请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专利技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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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前１０机构及其在本国和其他国家申

请专利如表５。
表５　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 国家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本国受理 国外受理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３２ ３１ １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 法国 １４ １３ １

德国西门子 德国 １４ ４ １０

德国博世 德国 １０ １０ ０

国家电网 中国 ９ ９ ０

清华大学 中国 ７ ７ ０

德国Ｈｏｅｌｌｅｒ电解槽公司 德国 ７ ０ ７

美国Ｓｋｙｒｅ公司 美国 ８ ２ ６

上海毅镤新能源科技 中国 ６ ６ ０

中船重工集团 中国 ６ ６ ０

从机构类型来看，前１０机构中以企业居多，涵盖了德国西门子、博世、中国国

家电网等大型企业和德国 Ｈｏｅｌｌｅｒ电解槽公司、美国 Ｓｋｙｒｅ公司等小型科技公司。

此外，还有２家大型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和１家

高校（清华大学）。

从国别来看，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前１０专利权人中，中国的机构数量最

多（５家），其后依次是德国（３家），美国和法国各有１家。中国机构中，中国科学院

专利申请数量位居首位，主要来自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２１项），涉及质子交换膜、

双极板以及其他关键组件。清华大学主要针对膜材料、膜电极组件、扩散层等方

向。中船重工申请了膜电极、制氢系统等方面的专利。上海毅镤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主要关注制氢系统以及风光耦合制氢、海上制氢等。德国西门子在质子交换

膜电解制氢的双极板、气体扩散层以及电解槽单体、系统等都进行了专利布局。德

国博世重点针对电解槽装置和系统。德国 Ｈｏｅｌｌｅｒ电解槽公司是一家初创企业，推

出了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高效质子交换膜电解槽，特殊的双极板表面技术有望显著减少使

用昂贵金属铂和铱催化剂，并能增加输出压力。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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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发电解催化剂、膜电极组件以及不同用途的电解槽装置设计。美国Ｓｋｙｒｅ公司

主要针对电解槽系统及操作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申请机构都在本国申请

专利，而德国西门子、Ｈｏｅｌｌｅｒ电解槽公司、美国Ｓｋｙｒｅ公司非常重视国外市场。

为了进一步分析前１０机构的市场布局情况，以专利而非专利族为分析对象，

各机构申请专利的受理国家／地区专利分布如图１４。中国机构大多布局在国内，而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德国西门子、德国 Ｈｏｅｌｌｅｒ电解槽公司、美国 Ｓｋｙｒｅ

公司在多个市场都有布局。

图１４　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区域布局

　　６．我国主要省市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情况

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省／市分布情况如图１５。

图１５　我国质子交换膜技术专利申请省（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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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东部及南部沿海地

区。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省（市）情况如图１６，各省（市）未出现较大差距。北方以北

京、辽宁为主，长三角地区浙江、上海领先，珠三角地区则以广东为主，在我国各省

市中领先。

图１６　我国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主要省（市）

我国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前１０专利申请人如图１７。其中，中国科学院居

首位，其后依次是国家电网和清华大学。尽管如此，由于该项技术仍为新兴技术，

专利数量总体不高，国内市场专利布局尚未形成规模，仍有较多空白地带面临国外

企业竞争。

图１７　我国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主要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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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小结

本文聚焦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相关技术开展专利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是一项尚未市场化的新兴技术，尽管２０１６以来

专利申请快速增长，但还未形成规模，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专利区域布局重点已从

美国转向中国，中国受理专利呈现爆发式增长。

（２）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电解槽或其组合件，电解槽

构件，电解槽构件的组合件，电解槽的操作或维护，电极及其制造，隔膜，无机化合

物或非金属的电解生产，水、废水或污水的处理。

（３）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相关专利主要受理国中，中国遥遥领先为第

一阵营，美国为第二阵营，德国、韩国、法国、日本等为第三阵营。但在受理专利中

高价值专利占比方面美国高达７３３９％，其后依次是日本（５７８９％）、欧洲专利局

（５３８５％）、法国（４２１１％），中国占比仅为２０５８％。隔膜、离子交换膜等是中、

美、德、韩等国共同布局的主要方向，美德两国还在固体电解质燃料电池方面布局，

韩国还布局了有机隔膜材料。

（４）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来源国分三个阵营，中国为

第一阵营，美国为第二阵营，德国、韩国、法国等为第三阵营。２０１９年起，中国申请

专利数量超越美国和德国居全球首位，并呈现“井喷”现象。各国专利布局方向与

受理专利的布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５）全球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前１０竞争机构以企业居多，涵盖德国西门子、博

世、中国国家电网等大型企业和德国Ｈｏｅｌｌｅｒ电解槽公司、美国Ｓｋｙｒｅ公司等小型科

技公司。此外还有２家大型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

会）和１家高校（清华大学）。中国机构最多（５家），其次是德国（３家），美国和法

国各有１家。中国科学院专利家族申请数量位居首位。

（６）国内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技术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北方（以北京、辽

宁为主）、长三角（浙江、上海等）、珠三角（以广东为主），前三名省（市）为广东、北

京和浙江。国内专利申请前１０机构均为中国机构，中国科学院位居首位，其后依

次是国家电网和清华大学，考虑到该项技术为新兴技术，专利数量总体不高，国内

市场尚未形成规模，仍有较多空白地带面临国外企业竞争。

岳　芳（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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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获得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多个奖项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

决定。中国科学院在本届中国专利奖评奖中取得新的突破，院属研究单位和大学

共获得中国专利金奖２项，银奖２项，优秀奖１４项，科技促进发展局获得优秀组

织奖。

国家授时中心“基于铯原子饱和吸收谱的半导体自动稳频激光器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４５９２４３．０）”和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一种用于核聚变极向场超导磁体

制造的双线并绕系统（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３４１３．６）”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微电子研究所“三

维半导体器件及其制造方法（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１３８０５．５）”和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一种二硫化钼／铅钛合金纳米多层薄膜及其制备方法（Ｚ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３３３８６．１）”获得

中国专利银奖；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一种现场培养微生物用于快速生化需氧量检

测的方法（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１４９４．０）”及其他院属研究单位和大学共１４项专利获得中国

专利优秀奖（获奖名单详见附件）。

本届中国专利奖通过推荐、评审和社会公示，共评选出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中

国专利金奖３０项，发明、实用新型中国专利银奖６０项，发明、实用新型中国专利优

秀奖７９１项。获奖专利在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专利文本的撰写质量、权利的稳定性

和产生的技术创新作用方面表现突出。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项

１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４５９２４３．０
基于铯原子饱和
吸收谱的半导体
自动稳频激光器

中国科学院国
家授时中心

张首刚、马杰、李孝峰、
刘杰、石浩

金奖

２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３４１３．６

一种用于核聚变
极向场超导磁体
制造的双线并绕
系统

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

宋云涛、文伟、沈光、
陆坤、郑金星、刘志宏、
卫靖、吴杰峰、陈进、
吴维越、吴欢、杜双松、

文军

金奖

３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１３８０５．５三维半导体器件
及其制造方法

中国科学院微
电子研究所

霍宗亮、叶甜春 银奖

４ ＺＬ２０１６１１０３３３８６．１

一种二硫化钼／
铅钛合金纳米多
层薄膜及其制备
方法

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蒲吉斌、王立平、李浩、
薛群基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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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项

５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１４９４．０

一种现场培养微
生物用于快速生
化需氧量检测的
方法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刘长宇、董绍俊 优秀奖

６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５７８３．８一种汉英词语自
动对齐方法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宗成庆、周玉、何彦青 优秀奖

７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３０１５８．１

一种用于制备氯
乙烯的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及其
用途

中国科学院上
海高等研究院、
中科易工（上海）
化学科技有限

公司

姜标、钟劲光 优秀奖

８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７０７５９．５
抑制番茄青枯病
的组合物及其
应用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

李建刚、董元华 优秀奖

９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２２８０６．０
一种星载多通道
合成孔径雷达成
像装置

中国科学院空
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

王伟、邓云凯、王宇、
张志敏、禹卫东、赵凤军、
徐伟、郭磊、侯丽丽

优秀奖

１０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３１４８４３．９

一种星载传感器
“偏振交火”探
测大气气溶胶参
数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空
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

李正强、许华、伽丽丽、
陈兴峰、张莹

优秀奖

１１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９

基于近数据计算
原则的多卫星数
据中心工作流调
度算法

中国科学院空
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

王力哲、张万峰、马艳、
张杰

优秀奖

１２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３１５６８２．４一种河湖淤泥处
理处置系统

中国科学院武
汉岩土力学研
究所、江苏中
宜生态土研究
院有限公司

薛强、陈亿军 优秀奖

１３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６５８５４８．４全向移动搬运机
器人

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杨桂林、郑天江、王慰军、
张驰、陈庆盈

优秀奖

１４ＺＬ２０１６１１２６７８６５．Ｘ
一种城市路网机
动车尾气排放遥
感监控系统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康宇、李泽瑞、吕文君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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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奖项

１５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６９７８９．４电化学膜生物污
水处理器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胡承志、曲久辉、刘会娟、
刘锐平、赵凯、梁言

优秀奖

１６ ＺＬ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４７１３．５
一种被动式大口
径主镜支撑效果
提高方法和装置

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

所

邵亮、王建立、赵金宇、
赵勇志、明名

优秀奖

１７ ＺＬ２０１９１０２３５３９２．２
利用少数标注图
像生成分类器的
方法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北京中
科研究院

张勇东、尚志华、谢洪涛、
李岩

优秀奖

１８ＺＬ２０２０１００２２３５８．Ｘ

硅酸盐玻璃高增
益低非线性全光
纤超短脉冲放大
器及方法

中国科学院西
安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李峰、赵卫、杨小君、
杨直、杨洋、王屹山、
段雨飞、吕志国、李强龙

优秀奖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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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０日

大连化学物理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证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至３日，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审核组根据《科研组织知识

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大连化学物理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再认证审核，经过两天

的审核，大连化学物理所顺利通过本次再认证审核，并于８月１５日取得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再认证证书。

大连化学物理所于２０１９年５月通过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认证，成为我国第一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科研机构，经过

三年的体系运行，大连化学物理所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个环节均

有所提升，持续满足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的要求并保持有效运行，此次证书的取得，一

方面肯定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有利于促进研究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将促进知识产权管理更好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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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通过贯标的持续运行，大连化学物理所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科学、标准化的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贯穿研究所１４个主要研发方向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

理等各个环节，全面提升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水平，增强了核心竞争力。通

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行，大连化学物理所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工作进一步系

统化、规范化、标准化，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也为院内其他单位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运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ｃｐ．ｃａｓ．ｃｎ／ｘｗｄｔ／ｚｈｘｗｓ／２０２２０８／ｔ２０２２０８１５＿６５００３７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

空天院开展知识产权技能提升月系列活动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２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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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举办知识产权技能提升月系列培训活动，进

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体系建设、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效能。空天院科研骨干、知识产权

专员近３００人次参加线上线下相关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保护协会、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名代理公司和投资机构共６位具有丰富经验的

专家学者先后授课。科技促进发展处处长滕启治主持开班仪式，并分享了知识产

权运营实战经验。

此次培训分为知识体系学习、优秀企业参观、考试竞赛巩固三个模块，开设了

知识产权最新政策和基础知识、高价值专利申请撰写及审查实务、专利检索策略及

实务、专利导航和专利挖掘、预警及布局实务、中科院知识产权保护通知解读知识

产权保护与规范管理、专利奖申报实务和知识产权运营实务等课程，形成了“政策

要求检索导航布局保护管理运营”全流程知识产权体系。此次培训还组织学员

参观华为（北京）展示中心，感受科技创新和文化魅力，学习先进的知识产权管理理

念。为加深学员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还专门组织了知识产权专员考试和竞

赛活动，共有３０人通过考试并获得知识产权专员证书，三支队伍分获一、二、三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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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列培训活动，空天院科研骨干提高了专利撰写、检索、导航、保护和运营

能力，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增强了专业性和规范性，为空天院产出更多高质

量、高价值知识产权建立了坚实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ｒｃａ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０８／ｔ２０２２０８０４＿６４９６７６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

营养与健康所举办生命健康产业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
推介暨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与健康

所”）及其控股公司上海科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结合线上和线下形式顺利召开“生

命健康产业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推介暨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为了进一步推动

徐汇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在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的指

导下，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生物制药企业、咨询服务机构、投资机构、高校院所及行

业协会等组织机构的７０多名代表参加。

生命健康产业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课题组代表袁银池详细介绍了生命健康产

业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功能。作为集“技术分析、竞争情报和价值评估”功能于一

体的专题数据库，突出企业、联盟、园区和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需求点，能够实现产

业多维信息的快速检索分析、高价值专利一键式查询。根据功能定位，结合生命健

康产业实际情况和知识产权特点，设有在线检索模块、专题导航模块、科技成果模

块、创新资源模块、交易服务模块和综合信息模块等六大模块，同时设置徐汇区特

色板块，覆盖了徐汇区生命健康产业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

条，精准助推区域知识产权运营。随着数据库的功能不断完善，生命健康产业知识

产权专题数据库将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前正式上线，为知识产权保护、运营和交易搭

建桥梁，为区域各类创新主体开展技术研发、转化运用等提供专业服务，促进知识

产权高效转移转化，助推徐汇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ｈ．ｃａｓ．ｃｎ／ｘｗｇｇ／ｈｚｊｌ／２０２２０８／ｔ２０２２０８０４＿６４９６６２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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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所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

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宣贯会议

２０２２年８月３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以下简称“营养与健康

所”）举办了第二期“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宣贯会

议。会议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序推动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特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上海中

科新生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薇、上海一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迅、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张孟迪作专题报告及交流分享。营养

与健康所纪委书记曹永、科研一线人员、平台支撑、管理支撑、情报服务人员及研究

生等近１００人以线下线上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论坛由产业合作处副处长姚刚主

持。通过此次论坛，营养与健康所各部门及研究组表示将认真按照院、所要求做好

相关政策、精神的学习、宣贯与落实，切实推动研究所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

助力科技成果转化高质量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ｈ．ｃａｓ．ｃｎ／ｘｗｇｇ／ｘｗｄｔ／２０２２０８／ｔ２０２２０８０８＿６４９７５６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

国家授时中心举办２０２２年知识产权专题培训会

为贯彻落实院２０２２年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视频会精神，提升国家授时中

心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推动中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

日，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以下简称“转化办”）举办知识

产权专题培训会，来自各研究单元和职能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学习。会议由转

化办主任宋勇主持。

会上，宋勇首先传达了中科院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保护会议精神，并简要介绍

了中心知识产权工作和贯彻落实院会精神情况。随后，转化办知识产权专员杨军

作了《对外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风险典型案例分析》专题培训。他针对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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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重点，从对外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存的主要风险

入手，通过侵占成果、摄取资源、攀附品牌等经典案例，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面对

侵权及维权时采用的保护和运用方法，同时还对技术秘密泄密的风险防控和保护

思路及方式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此次培训有效增强了中心科研及管理人员对国家以及中科院知识产权保护相

关政策法规、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风险防控等的理解，强化了职工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对完善中心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服务科研中心工作，进一步提升研究所的管理

水平和科技竞争力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ｔｓｃ．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０７／ｔ２０２２０７２８＿６４９４６４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

信息扫描

欧洲专利局引入在先专利补充检索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宣布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起将进行系统

性的补充检索，以发现“在先专利”并初步评估其相关性。这项新的增强服务将对

所有申请人免费开放，有助于提高专利质量。

根据《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第５４条第３款和第１５３条第５款，在专利审查结

束时，将对现有技术的欧洲和 ＰＣＴ申请进行定期补充检索，作为 ＥＰＯ授权程序中

的额外质量检查。与欧洲和ＰＣＴ申请不同，在先专利在欧洲专利实质审查中不被

视为现有技术（ＥＰＣ第５４条），只能在欧洲专利授权后在国家程序中被援引作为撤

销的理由（ＥＰＣ第１３９条第２款）。因此，申请人可以决定在审查完成之前为在先

专利提交一份单独的权利要求（ＥＰＣ第１３８项规则）。统一专利制度背景下，申请

人可能对这一选择感兴趣，因为只有符合所有欧盟成员国授予的同样的权利要求

的欧洲专利才能获得统一专利保护（欧盟第１２５７／２０１２号条例第３条第１款）。

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ＥＰＯ将为申请人提供额外的服务，帮助其决定是否提交

单独的权利要求。审查部门将检索在先专利、初步评估其相关性，并在授权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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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明初步认定的相关专利引文（ＥＰＣ第７１条第３款）。在此基础上，申请人将能

够对引用的在先专利进行深入评估。

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０７２５．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ＥＰ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ｔｏｐｕｐ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ｅａｒｌｉ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

美国商会强调 ＡＩ在 ＩＰ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日，美国商会公布了７月２１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五次人工

智能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关于美国如何领导人工智能的六项建议：（１）知识产权制

度现代化；（２）将窃取知识产权视为国家安全威胁；（３）将人工智能作为国家安全

的优先事项；（４）提升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优势；（５）确保人工智能支持高

效决策；（６）赢得人才竞争。来自美国社会、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开始讨论

人工智能的使用和监管等重要问题。美国国会人工智能委员会将继续举行现场听

证会征求人工智能相关的关键问题意见，并向决策者提供独立、可持续和跨党派的

建议，其最终建议将于２０２２年秋季发布。

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ｉｓｒｏｌｅ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原文标题：ＡＩｓＲｏｌｅ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

美参议员提出《２０２２年专利审查和质量改进法案》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美国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２０２２年专利审查和质量

改进法案》（Ｐａｔｅｎ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２，ＰＥＱＩＡ），旨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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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和改进专利审查程序以及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专利授权的整体质量，侧重

于阐明什么是专利质量、专利质量指标的设定以及如何衡量专利审查员的工作

质量。

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ＧＡＯ）负责人，在法案颁布后一年内向美国参议

院和众议院的知识产权小组委员会提交报告，并就如何改进专利审查程序和已授

权专利的整体质量提出建议。该法案要求报告特别侧重于改进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和

１１２条适用方面的审查程序；什么是审查员全面的专利检索；“严格评估”ＵＳＰＴＯ过

去为提高专利质量所做的努力，并解释哪些工作有效、无效以及理由。该立法还要

求评估ＵＳＰＴＯ是否需要就专利质量实施明确的指导方针，并建立明确的、可公开

获取的专利质量指标。该法案进一步要求研究是否需要给审查员更多的审查时间

以及审查员的面谈是否需要记录在案。该法案援引 ＵＳＰＴＯ商标部门使用的模式，

调查ＵＳＰＴＯ申请过程中涉嫌欺诈的行为，并要求局长就审查员培训提出建议，授

权ＵＳＰＴＯ根据研究报告制定审查员指南。最后，该法案要求局长的报告说明使用

先进的数据科学分析来改善审查工作，包括确保专利权利要求在说明书中得到支

持、检测常见的错误以及最佳的审查员分配方案。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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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４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标准必要专利征求意见反馈

２０２２年８月５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征求意

见反馈，收集各方对ＳＥＰ生态系统（即参与者、商业关系、基础设施、法律和监管环

境）是否有效运作并为所有相关实体达成适当平衡等情况的意见。此次反馈将有

助于英国决定下一步采取的行动，包括是否需要采取政府干预。主要目标是为英

国制定最佳的知识产权框架，促进现在和未来的创新创造，同时支持英国在创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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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战略的雄心。涵盖六个主题：①标准必要专利、创新和竞争之间的关系，以

及哪些行动或干预措施将为英国消费者带来最大的改善；②竞争与市场运作；③制

度中的透明度；④专利侵权和补救措施；⑤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⑥标准必要专利

诉讼。英国政府将继续与企业等接触，确保了解其担忧，并在需要时寻求进一步的

证据，调查结果将在２０２３年提交，任何重大的政策干预都将通过公众咨询。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ｗ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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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加入 ＷＩＰＯ全球品牌数据库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在

日内瓦大会上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英国 ３００万个注册商标信息将被纳入

ＷＩＰＯ的全球品牌数据库（ＧｌｏｂａｌＢｒａｎ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支持英国企业发展其品牌，也便

于公众免费、高效的检索与使用相关数据。全球品牌数据库是 ＷＩＰＯ免费提供的

在线资源，收录了来自大约７１个国家或地区超过５０００万条记录，可以按品牌、分

类、国家、公司或时间来检索，也可以上传要检索的图像等。世界各地的企业在注

册商标时都可以使用该工具来检查商标或类似商标是否已经存在，那些对注册商

标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提交商标申请之前检索，或者只是浏览感兴趣的潜在市场的

现有商标。

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ｅｗｓ／ｕｋ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ｉｃｅｊｏ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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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ＵＫ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ｆｉｃｅｊｏｉｎｓＷＩＰＯＳｇｌｏｂａｌｂｒａｎｄ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

０４ 知识产权动态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日本企业研究活动调查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日本企业研究活

动调查报告，对１９９４至２０２０年日本企业创新和技术机会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主要结论：（１）企业通过创新获得收益的各种方法的有效性正在减弱，特别是

“产品提前市场化”在确保收益方面的效果显著降低，而“实现创新的制造设备和技

术”在产品创新中的排名不断上升，这说明对“创新设备和技术知识”的管理和保护

能够更有效的确保企业从创新中获得收益。（２）竞争者模仿创新所需的时间正在

增加，且从制造业整体情况来看，这一趋势在创新成果获得专利的情况下比在没有

获得专利的情况更为显著。（３）长期以来，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作为提供技术机会

的信息来源，其重要性显著增加，而“企业内部的反馈”和“竞争对手”的重要性下

降，这与从政策上支持产学合作、企业和大学资金，逐渐依赖外部、高技术化和复杂

化导致仅靠企业内部的技术难以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等现状基本一致，这可能表

明传统的日本企业和产业研发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结论对于进一步研究围绕创

新的企业间竞争衰退，以及科技创新政策面临的新课题提供了启示。

王紫薇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ｗｐ／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ＮＩＳＴＥＰＤＰ２１０ＦｕｌｌＪ．ｐｄｆ

原文标题：日本の产业におけるイノ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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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

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技形势综合认知调查

２０２２年８月９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技形势综合认知调

查》报告，针对２，３００名在研发第一线工作的研究人员和专家开展调查，了解第六

次科学技术和创新基本计划期间（２０２１２０２５）的科技创新发展情况。

要点包括：（１）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基础研究、研究时间等重要事项方面，表

现出强烈的关注。（２）年轻研究人员数量不足。（３）都市圈以外的大学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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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区域振兴措施的评价较高。（４）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人员对“确保竞争性资金”

和“研究人员业绩评估角度多样化”的评价较高。（５）“通过初创企业转移知识和

创造新价值”和“为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发展创造多样化的环境”方面总体评价

较低。（６）第３期ＮＩＳＴＥＰ定点调查（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认为日本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对研

究活动的危机感增强，而这一趋势在本次调查中依然显著。（７）研究交流和教育趋

于远程化，研究人员对研究数据的公开和使用的评价相对较高。（８）研究人员对于

大学发挥自身个性和特色的措施方面评价相对较高。

王紫薇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ｓｔｅｐ．ｇｏ．ｊ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５２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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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３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全方位支援半导体专利优先审查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网站宣布，将根据韩国对半导体产

业的支持，重点保护半导体产业的核心专利。ＫＩＰＯ计划通过积极的管理来帮助韩

国缩小半导体领域的差距，具体支援包括：（１）快速审查半导体专利；（２）支持关键

发明人的人力资源管理；（３）通过核心技术的专利大数据分析，为韩国保持半导体

领先优势贡献力量。目前，韩国半导体领域专利申请数量２０１９年３９，０５９件，２０２０

年３９，９１３件，２０２１年４１，６３６件，年均增长率３２％。

［７］立法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提交韩国法制处审查，９月提交韩国国务会议，１０月公布及施行。

举措包括：（１）为支持韩国企业迅速获得专利权，ＫＩＰＯ将对半导体专利实施优

先审查。ＫＩＰＯ计划修改韩国专利法实施令［７］，将半导体等尖端技术相关专利申请

列入优先审查对象，预计目前需要约１２７个月的半导体领域的专利审查时长将大

幅缩短至２５个月左右。（２）通过专利申请书中的发明人信息，ＫＩＰＯ支持半导体

产业关键骨干人才的管理。ＫＩＰＯ计划通过半导体专利发明人的信息，按领域分析

关键人员和发明人的平均年龄变化等，提出未来人才培养的优先领域。此外，ＫＩＰＯ

还计划利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领域的退休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进行专利审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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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半导体领域核心专利，防止因人员的海外流动而导致技术外泄。（３）通过分析与

韩国竞争的全球半导体企业的专利大数据，预测未来技术发展方向，提出韩国应该

抢占的研发（Ｒ＆Ｄ）领域等，为韩国制定半导体产业战略提供帮助。

姚梦楠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ｏ／ｋｐｏＢｕｌｔｎＤｅｔａｉｌ．ｄｏ牽ｍｅｎｕＣｄ＝ＳＣＤ０２００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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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

牛津大学附属投资公司融资２．５亿英镑支持大学创新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牛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ＵＯ）附属投资公司“牛津科

学企业”（Ｏｘｆｏｒ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ＳＥ）［８］融资２．５亿英镑（约合３亿美元）资金

支持大学创新。这些资金大大加深了ＯＳＥ的资金池，使公司能够从牛津大学发现

更多卓越的研究，提供初始资金、实践支持、专家网络和创业基础设施，以便牛津大

学在生命科学、健康技术和深度科技领域创建新的分拆公司。除了创建新的分拆

公司，ＯＳＥ将继续支持现有、成熟的投资组合，在后期融资中部署更多的资本。获

得大规模的资金对该大学分拆出来的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使企业能够通过关键

的发展里程碑取得进展。这反过来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创业成功的机会，为学术

界、院系和大学提供回报，并在大学研究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和经济影响、改变生活。

ＯＳＥ已经建立了优秀的团队，并证明了ＯＳＥ新模式可以将突破性科学转化为多元

化的商业化企业。

［８］牛津科学企业（ＯＳＥ）是一家独立的投资公司，为创建、资助和建立基于大学研究的转型企业而成立。自牛
津大学１９５７年首个分拆公司成立以来，牛津大学已经创建了２３０多家分拆公司，其中一半以上是由２０１５年成
立的ＯＳＥ创建的。ＯＳＥ已经投资了８０多家分拆公司，自身投入５亿英镑，并吸引了超过８．５亿英镑（超过１０
亿美元）的合作融资。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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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律所解析欧洲统一专利法院诉讼成本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国际律所霍金路伟（ＨｏｇａｎＬｏｖｅｌｌｓ）在 Ｌｅｘｏｌｏｇｙ网站发文解

析了欧洲引入单一专利（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ＵＰ）和统一专利法院（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ｕｒｔ，

ＵＰＣ）制度后专利权人的诉讼成本。目前，欧洲专利制度是由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授

权后，专利权人必须指定生效的国家或地区单独验证和维护。单一专利制度是欧

洲专利申请授权时，专利权人可以选择请求单一效力，从而获得所有参与ＵＰＣ成员

国的统一专利保护，所有关于单一专利的侵权和有效性的诉讼都必须在ＵＰＣ进行，

ＵＰＣ的决定将对所有成员国具有效力。单一专利费用涉及申请费、翻译费、生效费

和年费／维持费。与传统制度相比，单一专利为申请人在整个过程中节省约６０％的

成本。

律师建议：（１）专利申请费用方面，如果当事人在四个及以上的成员国寻求专

利保护，或者如果额外的保护区域提供了战略优势，那么新的单一专利与传统欧洲

专利相比，具有成本效益。（２）仅从成本角度来看，当侵权行为发生在多个国家时，

专利权人应考虑在ＵＰＣ提起诉讼，而仅限于单个国家的侵权案件在该国法院的诉

讼费用较低。为了在更合适的地方保留诉讼的选择权，专利权人需要在其专利组

合中考虑布局欧洲专利和各国专利。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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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ｉｌｙ＋ｆｅｅｄ＆ｕｔ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ｆｅｅｄ＋２０２２０７２０＆ｕｔｍ＿ｔｅｒｍ＝ｌ

原文标题：Ｔｈｅｃｏ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ａｒｙＰａ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ｕｒｔｓｙｓｔｅ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发布疫苗专利技术跟踪报告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发布疫苗技术跟踪专利分析报告，发现在过去的

五年中，成分、给药途径和ＣＯＶＩＤ１９领域共有１２，２３１件专利申请。主要结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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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疫苗相关专利申请９４１５件，专利授权５２６７件。（２）由于ＣＯＶＩＤ１９出现，

２０２０年开始，疫苗领域专利数量大幅增加，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加拿

大、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亚。（３）最主要的技术是药物制剂、化学品的治疗活性、测

试材料、肽，以及涉及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测试、微生物培养基制备、杂环化合物、发

酵、药物输送、畜牧业、糖类等。（４）该领域的领先公司包括 Ｉｍｍａｔｉｃｓ、葛兰素史克

（ＧｌａｘｏＳｍｉｔｈＫｌｉｎｅ）、默克（Ｍｅｒｃｋ）、勃林格殷格翰药业（Ｃ．Ｈ．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Ｓｏｈ）、ＵＳ

Ｈｅａｌｔｈ等。（５）新兴技术主要集中在含有２０个氨基酸以上的多肽、胃泌素、促生长

素、黑色素、抗肿瘤药、含有未确定成分的药物制剂、免疫球蛋白［ＩＧｓ］、制备、激活、

抑制、分离或纯化酶的工艺、ｓｓＤＮＡ病毒和具有特殊物理形式的药物制剂。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ｒａｃｋｅｒ．ｒｅｌｅｃｕｒａ．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ｏｐｅｎＳｈａｒｅＬｉｎｋ／

ｆｅ５６０１ｂｃ７０１３ｂｂ１５ａ４４ａｆｄｄ９９ｂ７ａ４７９９

原文标题：ＴＨＥ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Ｌ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

ＩＰ专家解析知识产权融入研发的过程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Ｒｅｌｅｃｕｒａ博客发布专家解析知识产权（ＩＰ）对研发（Ｒ＆Ｄ）的

贡献。虽然知识产权和研发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但如果一家公司要想成功地制定

产品创造目标，研发部门必须与知识产权部门协同工作。一般来说，企业只有在经

过广泛的研究和开发后才会将知识产权视为保护其创意或发明的一种方式。考虑

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更大规模的创新至关重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确保知识产权

融入研发过程：（１）发明新产品；（２）专利自由实施（ＦＴＯ）尽职调查；（３）评估竞争

对手的知识产权行动计划；（４）专注于商业化和货币化；（５）专业培训；（６）保护发

明；（７）帮助研发起草技术文件。

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ｒｅｌｅｃｕｒａ．ｃｏｍ／ｈｏｗｃａｎｉ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ｒｄ／

原文标题：ＨＯＷＣＡＮＩ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Ｒ＆Ｄ牽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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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的《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

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

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

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同意，

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

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

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

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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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 知识产权动态



2022  125 年  第 期（总第 期） 7  

2022年7月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张 娴■

朱月仙 许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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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姝影


	知识产权动态
	页 1

	知识产权动态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