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129 年  第 期（总第 期） 11  

2022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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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书

目 次

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首版绿色技术手册 １
!!!!!!!!!!!!!!!!!!!!!!!!!!!!

欧洲专利局发布女性参与发明创造活动报告 ３
!!!!!!!!!!!!!!!!!!!!!!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发布发明人相关权利指南 ５
!!!!!!!!!!!!!!!!!!!!!

日本ＮＩＳＴＥＰ公布日美德科学技术指标变化报告 ８
!!!!!!!!!!!!!!!!!!!!

韩国发布公共研究机构技术转移及商业化现状调查 １１
!!!!!!!!!!!!!!!!!!!

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２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调查报告 １２
!!!!!!!!!!!!!!!!!!

技术观察

固体润滑技术专利分析 １９
!!!!!!!!!!!!!!!!!!!!!!!!!!!!!!!

工作动态

理化所入选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 ２８
!!!!!!!!!!!!!!!!!!!!!

成都生物研究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 ２９
!!!!!!!!!!!!!!

华南植物园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 ２９
!!!!!!!!!!!!!!!!

遗传发育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试运行工作培训会 ３０
!!!!!!!!!!!!!!!!!!!!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开展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 ３１
!!!!!!!!!!!!!!!!!

宁波材料所举办技术秘密保护与知识产权保险讲座 ３１
!!!!!!!!!!!!!!!!!!!

赣江创新院举办“选题开题中的专利搜集与分析”培训 ３２
!!!!!!!!!!!!!!!!!

心理所举办２０２２年所级知识产权培训 ３３
!!!!!!!!!!!!!!!!!!!!!!!!

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对参与标准化的中小企业发起调查 ３４
!!!!!!!!!!!!!!!!!!!!!

欧洲专利局推出清洁能源专利平台 ３４
!!!!!!!!!!!!!!!!!!!!!!!!!!

美国发布２０２２年国家安全战略 ３５
!!!!!!!!!!!!!!!!!!!!!!!!!!!

美国ＮＩＳＴ发布２０２２年美国制造业亮点报告 ３６
!!!!!!!!!!!!!!!!!!!!!!

英国成立政府技术转移办公室 ３６
!!!!!!!!!!!!!!!!!!!!!!!!!!!!

英国知识产权局数字化转型潜在立法变化 ３７
!!!!!!!!!!!!!!!!!!!!!!!

英国知识产权判例加入ＷＩＰＯ全球数据库 ３８
!!!!!!!!!!!!!!!!!!!!!!!

ＤＰＭＡ：个人发明申请仍然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８
!!!!!!!!!!!!!!!!!!!

韩国鼓励半导体技术专利申请优先审查 ３９
!!!!!!!!!!!!!!!!!!!!!!!!

韩国多家机构联合发掘并支持大学专利商业化 ４０
!!!!!!!!!!!!!!!!!!!!!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加强工业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 ４０
!!!!!!!!!!!!!!!!!!!

ＴＴＣ：追踪离职发明人的知识产权 ４１
!!!!!!!!!!!!!!!!!!!!!!!!!!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４２
!!!!!!!!!!!!!!!!!!!!!!!!



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首版绿色技术手册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联合国气候技术中心网络

（ＣＴＣＮ）、埃及科学研究与技术学院（ＡＳＲＴ）联合发布首版旗舰报告《绿色技术手

册》，旨在确保创新、技术和知识产权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前沿。涵盖的气候变

化适应技术旨在降低各国面对气候影响的脆弱程度并提高抵御气候影响的能力。

　　１．主要结论

《手册》的重要发现：（１）长期以来，对气候变化适应技术的投资一直排在对减

缓技术之后，但对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和投资

能带来最大的直接影响。（２）创新的适应技术已经存在，市场上已经出现新一代技

术，但仍然迫切需要政治驱动力和获得资金来实施并扩大这些解决方案。（３）各国

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程度也大相径庭。虽然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适应技术，

但最需要的国家并不能始终获得这些技术。（４）在考虑技术转移之前，需要仔细考

量当地的情况。支持本土创新生态系统可有助于减轻这方面的风险。（５）在应对

气候变化影响时，人们仍然非常倾向于使用硬工程工具，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正

在快速发展，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好的选择。例如，恢复红树林以及保护或

重建珊瑚礁可以在保护海岸的同时恢复生态系统。（６）数据和数字化在适应技术

的发展中越来越重要，但需要支持和培训，以确保最需要的人能够获得这些技术。

（７）专利数据显示，中国、日本和美国在防汛系统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应对气候

变化的技术创新中占据大部分的份额。（８）专利信息并不能总是反映实地的创新，

许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低端技术选项植根于当地和原住民的知识，可以提供

最可行的解决方案。让这些解决方案得到更多的关注，可能会使适用于其他环境

的工具更加多样化。

　　２．专题领域

《绿色技术手册》重点关注应对气候影响特别紧迫的三个领域：农业和林业、水

域和沿海地区以及城市，展示了目前可用的、仍在开发中的２００项前沿技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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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被分为三组：（１）经过验证的技术，这些技术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并经过了论

证；（２）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是未经论证但可供使用的新技术；（３）地平线技术，这

些技术是预期将在未来投放市场的、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研究识别出可以提供

解决方案的创新案例，包括气候智能型农业和林业、水资源保护和沿海地区保护以

及适应气候的城市规划等，案例说明了可能性以及可以采取的举措。

　　３．建议：适应技术的全球展望

从各种渠道寻求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建议如下。

（１）对于适应的需求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国都需要适应气候变化。

但发展中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对多样化解决方案的需求显而易见。然

而，当通过公共和全球可用的渠道进行检索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解决方案往往较

少被关注，这并不意味着创新没有发生。建议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解决方案

的关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解决方案。

（２）支持创新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它不仅对创新的产生很重要，而且对接受、

采用、调整和促进创新也很重要。支持创新生态系统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助推使人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所有因素，支持人们将想法发展成为可行的、市场

化的解决方案。

（３）适应的规划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适应有高度多样化的需求，具有许多未知

或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在采取某项举措之前，对风险、成本和效益进行透彻分析

至关重要。例如，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等使用和改进手段已经成为主流的保障

工具。

（４）简单和复杂的解决方案都是必要的。许多情况下，低成本和简单的技术在

最初阶段可能是最合适且可行的技术。尖端技术，如卫星图像和先进的传感器数

据，可以通过移动设备发挥作用，帮助人们做好准备，避免遭受惨重的损失，还可以

帮助实时跟踪气候事件的发展和影响。

《绿色技术手册》旨在为每个需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人带来启发。它也可能

成为其他相关需求的灵感来源。ＷＩＰＯ将持续推出年度报告，致力于将 ＷＩＰＯ

Ｇｒｅｅｎ需求和绿色技术数据库作为一个创新锚点，使这一数据库随着用户上传的新

解决方案共同发展，有助于使更多的创新解决方案为公众、专家所了解。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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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产权组织发布新旗舰报告《绿色技术手册》：第一版重点关注适应气候变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１］女性发明人比例指的是专利申请中女性发明人占发明人总量的比例。

欧洲专利局发布女性参与发明创造活动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８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女性参与发明创造活动报告，研究

发现１３．２％的欧洲发明人是女性。该研究是ＥＰＯ首次发布女性发明人相关研究，

调查了１９７８至２０１９年间ＥＰＯ受理的专利申请中涉及女性发明人的比例，从１９７０

年后期的２％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３．２％，性别差距依然很大。主要结论如下。

　　１．女性发明人的比例稳步上升，但仍低于男性发明人的比例

ＥＰＯ成员国中，女性发明人比例（Ｗｏｍ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Ｒａｔｅ，ＷＩＲ）［１］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后期的２％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３％以上。

图１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女性发明人比例（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２．欧洲女性发明人比例低于美国

２０１９年，ＥＰＯ成员国的 ＷＩＲ（１３．２％）远高于日本（９．５％），但低于美国

（１５０％）。中国和韩国女性发明人比例较高（２０１９年分别为２６８％和２８．３％）。

３知识产权动态



在ＥＰＣ缔约国中，拉脱维亚（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为３０．６％）、葡萄牙（２６．８％）、克罗地亚

（２５．８％）、西班牙（２３．２％）和立陶宛（２１．４％）的 ＷＩＲ值最高，而德国（１０．０％）、

卢森堡（１０．０％）、列支敦士登（９．６％）和奥地利（８．０％）最低。

　　３．欧洲各国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专长、大学和公共研究组织 （ＰＲＯｓ）对

专利活动的贡献

　　化工是女性发明人比例最高的技术领域。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期间的 ＷＩＲ达到

２２％以上，其他技术领域从１０．１％（仪器）到５．２％（机械工程）不等。化工领域中，

生物技术和制药的ＷＩＲ值超过３０％。

与公司相比，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专利申请女性发明人的比例更大。２０１０

至２０１９年，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 ＷＩＲ为１９．４％，显著超过个人发明人（９．３％）

和私营公司（１０．０％）。

图２　欧洲各技术领域和申请女性发明人比例（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４．从就业、博士入学、ＳＴＥＭ博士毕业生、研发人员到专利，女性参与比例一直

在下降

　　欧洲女性在ＳＴＥＭ职业生涯中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研究表明，女性发明人

的发明创造平均比男性发明人少，部分原因是她们的资历较低。

　　５．相对于个人发明人，女性更可能出现在团队发明中

女性发明人在团队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比例往往低于男性。随着知识的积累、

智力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女性发明人更倾向于专攻的技术领域，这对于未来女性

申请专利来说是有利的。

４ 知识产权动态



　　６．移民女性发明人的比例高于本土

研究发现，女性的姓名或姓氏在本国并不常见，而在国外的发明人姓氏或姓名

中更常见。这表明移民女性发明人的比例高于本土，对国际流动性的支持可能会

让女性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发明创造活动。

总的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对专利的贡献一直在增长。即便如此，目前

女性远未达到与男性完全平衡，ＳＴＥＭ研究人员和毕业生中女性的比例也较低。分

析发现：首先，不同技术领域和申请人类型的性别差异很大：越是以科学为基础（尤

其是生命科学）的领域，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在专利申请中的权重也越高，女性所

占比例越大。在工作实践和文化接受度方面，性别差距更为严重的领域可以借鉴

性别差距较小的领域，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公司。其次，尽管女性在团队领导中的

代表性不足，但随着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增加，女性在专利申请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随着团队合作在所有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预示着未来女性在专利领域应该

得到适当的政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鉴于移民发明人中女性发明人的比例较

高，激励女性科学家国际流动可能是一个潜力方向。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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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９日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发布发明人相关权利指南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ＥＵ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关于《发明人

权利、作者权利和所有权》（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ｈｉｐ，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指南，帮助人们

区分发明人权利、作者权利、知识产权所有权的概念、特征和处理方式，以便任何参

与无形资产创造的人们能够正确识别，避免争议和纠纷。

　　１．概述

发明人权利不应与所有权混淆，发明人并不一定是所有者，发明人也不一定是

作者。发明人权利指向发明的创造者，即发明人。所有权代表拥有该发明的权利，

５知识产权动态



发明的权利所有者有权阻止他人实施其知识产权。作者权利用于著作权领域，是

在作者创作一篇文章或任何其他特定出版情景中。虽然发明人和作者始终是自然

人，但所有者还可以是法人（组织）。发明人和作者通常为法人（组织）或雇主工

作，这是由于在雇佣关系中产生的权利转让。一般而言，与专利和著作权相关的专

属权利分别属于发明人和作者，这种权利通常在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经转让给雇主。

然而，这并不影响发明人和作者的身份。了解如何确定这些权利，才能更好地保护

知识产权，预防潜在的纠纷。

　　２．发明人权利

发明人始终是自然人，是创作的第一所有人。确定发明人主要源于想法的构

思以及将想法付诸实践。在这些情况下，两个或多个参与发明的人被视为合作发

明人。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一个人仅在他人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不能被视为发明人。

《欧洲专利公约》明确规定了发明人是有权获得专利保护的第一人，如果提交专利

申请的不是发明人，必须在单独的文件中指定发明人，且专利只能授予其发明人或

通过发明人主张所有权的人。由此，重要的是提前进行适当的合同约定，以证明专

利申请人有权为该特定发明寻求保护。如果是机构，若需要确保员工创造的知识

产权归机构所有，强烈建议雇佣合同包含明确规定：员工在雇佣过程中产生、修改

或改进的所有知识产权都将归组织所有；员工将签署向组织转移知识产权所需的

任何其他文件。

职务发明是指当发明人在其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完成创造性工作时，原则上该

发明默认属于雇主。默认情形包括：发明人在组织内担任管理或其他关键角色；发

明人使用了组织提供的物质条件；发明人在工作时间完成的发明；发明人是为研发

目的而被雇佣的。除上述情况外，发明人可以被视为所有者，例如发明是在发明人

实际工作之前开始的；发明人用自己的资金创造了发明；发明是在发明人的工作时

间之外利用自身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人在不同于其工作领域的其他领域创造

的发明。综上所述，在发明构思的任何阶段，都应该清楚地识别积极的贡献者，以

便确定发明人权利。在提交专利申请时，必须指明发明人，还应告知专利的申请情

况，以便有机会核实所有权和任何可能的合作发明人权利。

　　３．所有权

将创新发展作为核心业务的组织应建立制度，使其能够获得员工创造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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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为了避免以后的纠纷，雇佣合同应就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分配制定明确

的规则。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进行管控更为合适，例

如下述特殊情况：发明的创造性工作由分包商完成；发明由研究机构的博士生完

成；发明是在合资企业或其他合作项目的框架内完成的；发明在雇佣关系结束后进

行改进。对于上述情况，最好在相关员工和雇主之间签署一份协议，明确规定哪些

知识产权分配属于相关雇佣关系的范围。无论是在雇佣合同或分配协议中，涉及

发明分配的条款至少应包括：全权转让在雇佣过程中的发明或者发明人利用雇主

提供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雇员有义务披露在雇佣过程中的发明或者利用雇主

提供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在合同期限内完成的发明，雇佣关系结束后对其改进

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不泄漏商业秘密信息的义务。限制前雇员为直接竞争对手工

作，直到秘密信息失去价值。

为了使任何组织记录与发明设计相关的所有活动，最好妥善保存实验室记录

和草图工作簿。这对于确认发明日期及发明人身份至关重要。除了这些文件之

外，发明人还应完成一份详细的发明披露报告，以确定是谁创造了该发明，以及发

明是否进行知识产权申请登记（例如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或以其他方式（例

如商业秘密）加以保护。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引用的清单都应清楚、注明日期，并充

分记录发明设计的每个阶段，以确保其独创性受到保护。最重要的是组织能够利

用这些记录监管发明的创造过程并了解其拥有的知识产权资产。

为了清楚地识别发明人，了解组织拥有的知识产权，并妥善分配专利申请中的

发明人权利和所有权，建议在涉及知识产权所有权分配的协议（即雇佣合同和分配

协议）中设定清晰易懂的条款；仔细跟踪员工在任何发展阶段的创造性活动；请知

识产权专业人员准备和审查有关知识产权所有权分配的协议；提交专利申请时考

虑所有的发明人权利和所有权主张。

　　４．作者权利

著作权法保护作者权利，即保护创作原创作品的作者。通常适用于文学、音

乐、艺术和其他智力作品。与发明人权利一样，一般情况下作者是受著作权保护材

料的第一所有者，然后可根据他们的意愿授予其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权利。然而，如

果作品是在雇佣过程中创作的，根据默认制度，著作权归雇主所有。

尽管著作权保护是在作品创作时自动产生的，通常情况下，一些组织会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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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知识产权局或私人组织提供的特别服务来注册著作权作品。此时，登记表要求

提供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受著作权保护材料的作者姓名和有权登记著作权的人

的姓名。

与发明人权利一样，有关所有权的分配和证明等类似的考量也适用于作者权

利。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知识产权不同，著作权也包含精神权利。可

能包括以下内容：作者被认定为其作品作者的权利；作品完整性的权利（例如，禁止

改动、歪曲或残损）；决定作品是否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的权利；撤回作品出版的权

利；有权防止将其作品用于非法、不道德等目的。

精神权利是人身权，原则上精神权利不能通过分配或许可的方式实现转移。

然而，根据立法，作者可以通过与组织签订书面同意全部或部分放弃其精神权利，

以避免任何可能的侵权风险。同样，这可以在雇佣合同或协议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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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公布日美德科学技术指标变化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３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公布日美德科学技术

指标变化报告，旨在监测国家采用的科技指标变化与科技创新情况。报告从研发

费用、研发人才、研发产出、创新等方面分析了日本ＮＩＳＴＥＰ（２００９２０２１）、美国科学

基金会（ＮＳＦ）（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ＢＭＢＦ）（２００８２０２０）的科学技

术指标［２］，并观察了其发展趋势。

［２］数据来源：日本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的《科学技术指标》报告；美国科学基金会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隔年发布）ＳＥＩ报告；
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所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隔年发布）《联邦研究与创新》报告。

　　１．科学技术指标变化动向

　　（１）指标数量变化趋势

日本科学技术指标数量２００９年起开始增长，２０１９年达到２０２项后又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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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８８项。美国科学技术指标数量基本持平，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６年略有减少，

但２０１８年增加了“发明、知识转移和创新”指标后，总量有所上升达到２３８项。德

国自２００８年起科学技术指标数量逐渐增多，２０２０年总量为８７项。

　　（２）科学指标变化趋势

日本２００９年“研发费用”和“研发人才”方面的指标很多。“研发费用”相关指

标数量在２０１３年达到顶峰后微减。日本２００９年科技与创新指标占比低于１０％，

到２０２１年逐年增加达到２０％。

美国科学与工程报告中，各年度指标数量最多的是“产业、技术和全球市场”，

其次是“科学工程劳动力”。整体来看，“产业、技术和全球市场”在２０１２年的占比

为２８％，２０１８年为２３％。２０１８年新增“发明、知识转移和创新”，约占１３％。２０２０

年以不同主题指标为对象，其中“大学研发”相关指标数量最多，其次是“人口动

态”。

德国２００８年主要是“研发费用”和“其他指标”类别，２００８年以后“其他指标”

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总体指标数量较多的是“研发费用”和“其他指标”，到２０２０

年，“科学技术与创新”的指标数量有所增多。

　　２．具体的科学技术指标

　　（１）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方面，日美德的指标大致相同。政府研发预算方面，由于国家体系不

同，美国和德国主要包括联邦政府预算和州预算。大学研发经费方面，由于德国很

多大学都是由州政府运营的，其指标与联邦政府相同。德国还关注了教育支出，日

本则没有教育支出，报告认为教育与研发费用是培养人才的必要支出，日本今后有

必要关注。

　　（２）研发人才

研发人才方面，日本以“研究人员”为主，德国同时关注“研究人员和研究支撑

人员”。美国的职业分类中，科技领域的劳动力之一指的是科学家、工程学家等从

事研究活动的人，并没有设置“研究人员和研究支撑人员”指标。另外，美国在研发

人才方面不仅关注男女性别差异，还观察了人种、民族的情况。美国还存在少数群

体的社会结构不平等问题，可见美国对人才的多样化、公平和包容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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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和德国都非常关注学位获得者。美国设立了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

业相关指标，还有关于拥有大学博士学位以及国外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相关指标。

ＳＴＥＭ领域中，美国和德国设有专门学位获得者相关指标。

日本研发人才指标与其他国家相比，最欠缺的是外国研究人员相关指标。这

是由于日本在“科学技术研究调查［３］”中没有统计外国研究人员情况。

［３］该调查由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实施，是一项为制作基础统计的科学技术研究统计而进行的调查。为日本的
企业、非营利组织、公共机构及大学等，从研究费、研究从业人员等方面，根据每年的研究活动的动态，为科学技

术振兴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３）研发产出

研发产出方面，与德国相比，日本和美国整体上论文指标数量都较多，关注度

较高。除基本的论文计量之外，日本和美国还关注了各个领域合作论文数量。美

国自２０１８年起开始关注论文作者的国别、性别（尤其关注海外和女性）以及开放获

取情况。德国关注的是基本论文数量、关注度高的论文数量，分析的种类并不多。

日本将专利指标纳入研发产出，设置了国际可比较的专利家族数量指标。美

国研发产出包括大学专利活动、专利对论文的引用（科学关联）等指标。美国将国

家整体专利活动与大学专利活动分开，２０１８年美国大学专利活动也被纳入创新相

关指标。德国则考虑了国家专利数量。

日本论文研发产出、专利指标相对完善，而美国则出现了开放获取、女性作者

比例等新视角的论文指标。作为研发产出，日本只关注论文和专利也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报告建议日本纳入更多可利用的指标。

　　（４）创新

日本、美国、德国创新相关的主要指标包括：创新调查结果、技术贸易和产业贸

易。德国采用创新调查结果的指标数量最多，这可能是因为欧洲共同体创新调查

（ＣＩＳ）以国际可比较的形式实施。德国还关注全球创新指数和世界竞争力指数。

美国将专利纳入创新相关指标。日本、美国和德国均关注了高技术（Ｈｉｇｈ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产业贸易指标。日本自２０１３年起增加了中高端技术（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产业贸易，美国则是从２０１８年开始。

与日本不同，美国更关注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知识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

包括公共医疗、教育、商业、信息、金融、服务等知识集约型产业，日本则没有关注这

些方面，报告建议日本未来需要重视。另外，美国还关注风险投资相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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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方面，日本从２０２１年开始使用商标指标，而美国２０１２年使用了商标指标。

德国则没有考虑商标指标。

日本为充实科技和创新增加了指标数量，但与创新相关的指标还需要进一步

充实。报告建议将高附加价值产业状况、大学和企业的知识转移、人才资金的流通

与联系、产业竞争力等相关指标都纳入其中。

闫欣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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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公共研究机构技术转移及商业化现状调查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７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韩国产业技术振兴院发布了“公共

研究机构技术转移及商业化现状调查”结果，该调查以公共研究机构为对象，以掌

握２０２１年技术转移及商业化现状。

　　１．调查背景

根据韩国《技术转让和商业化促进法》第８条规定，自２００７年以后每年进行一

次“公共研究机构技术转移及商业化现状调查”，调查结果的统计管理由国家批准

认可。此次调查是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９日实施，调查对象为技术

转让法中涉及的２９８个公共研究机构，其中２８１个机构（公共研究所１３８个、大学

１４３个）对该调查作出了答复。

　　２．调查的主要内容

　　（１）技术转移率和技术转移数量

技术转移率是指统计年度发生技术转移的件数与当年新增总量之比，２０２１年

的技术转移率为４０．９％，与２０２０年相比（３５．５％），同比增加５．４％。２０２１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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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的数量为１５，３８３件，超过２０２０年最高值（１２，５９２件），同比增加２，７９１件

（＋２２．２％）。

　　（２）各类技术转移统计

按技术领域统计，信息通信为 ４，６７１件（３０．５％），生物医疗为 ３，９１３件

（２５６％），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其后依次为融合技术、其他技术（能源资源、知识服

务等）、机械材料、电气／电子、化学。

按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类型统计，发明专利１１，２３８件（７３．１％），占总量的一

半以上，其后依次为专有技术、其他（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信息等）、外观

设计、商标、实用新型。

按技术引进机构类型统计，中小企业１１，３６２件（７３．９％），以自有技术为基础

的初创企业８６４件（５．６％），约７９．５％的技术转移给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３．技术转移收入

２０２１年度技术转移收入约为２，６４３亿韩元，较２０２０年（约３，３６１亿韩元）减少

７１８亿韩元，但技术费收入［４］约为２，５６６亿韩元，较２０２０年（约２，３５０亿韩元）增加

２１６亿韩元。

［４］技术费收入是指技术转移收入中除去技术出资获得的股份收益。

最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将灵活运用该调查结果，制定并与相关部门联合发

布“第八次技术转移与商业化促进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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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２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调查报告

【摘要】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中心，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相关技

术发展迅猛，跨领域申请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也不断增加，预计未来人工智能相

关的技术开发和专利申请还会持续增加。为了明确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

申请现状，日本专利局（ＪＰＯ）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公布了２０２２年人工智能调查

报告。

２０２２年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ＡＩ相关发明申请的总体

动向、申请趋势、重要技术分支、专利申请人以及世界各国的ＡＩ申请动向。

　　１．人工智能发明的定义与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ＡＩ相关的范围限定：（１）ＡＩ核心发明：机器学习技术，包括神经网

络、深度学习、辅助机器、强化学习等；涉及人工智能基础的数学或信息处理技术特

征的发明，包括知识库模型、模糊逻辑等。（２）ＡＩ应用发明：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

数学或信息处理技术特征的技术应用，涉及图像处理、语音处理、自然语言处理、机

器控制与机器人技术、诊断／检测／预测／优化系统等各种技术。

如图３所示，此次专利调查对象是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２０年日本国内专利申请、ＰＣＴ

国际专利申请中指定国为日本的专利申请，共计５７，０７２件。其中，集合 Ａ（Ｇ０６Ｎ：

ＡＩ核心发明）共有１７，７２９件，Ｂ集合（ＡＩ应用发明）共有１９，７３５件，Ｃ集合（包括

ＡＩ核心关键词）共有３９，６４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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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Ｉ相关发明专利集合

　　２．总体动向

（１）自２０１４年起，ＡＩ相关发明数量急剧增加，２０２０年达到约５７００件。Ｇ０６Ｎ

相关申请也稳步增加，２０２０年达到约２，４００件。

图４　ＡＩ相关发明专利申请趋势

（２）２０１４年以来申请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受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的影响，包括

神经网络在内的机器学习技术（其中深度学习技术占主要地位）发挥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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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可以看出，Ｇ０６Ｎ３／０２３／１０（神经网络）和 Ｇ０６Ｎ２０／（机器学习）是推动第三

次人工智能申请热潮的主要原因。

图５　各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１９９１２０２０）

（３）机器学习占比长期保持在 ５０％至 ６０％左右，但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上升，到

２０１９年达到了９０％。２０２０年虽然有所减少，但仍高达８８％。可见近年来的ＡＩ相

关发明通常都是通过机器学习实现的。

（４）自２００４年以来，ＡＩ相关发明的专利授权率［５］逐年提高，２０１８年达到

了８５％。

［５］专利授权率＝专利授权数量／（专利授权数量＋驳回申请数量＋ＦＡ后撤回或放弃的申请数量）。

　　３．ＡＩ相关发明申请技术领域分布

（１）为了探究人工智能相关发明的应用方向，ＪＰＯ调查了 ＡＩ相关发明的主要

技术分类。２０２０年，发明申请共涉及６０个以上ＦＩ分类号。

（２）在Ｇ０６Ｎ（ＡＩ核心技术）以外的主要技术分类中，Ｇ０６Ｔ（图像处理技术）在

２０１６年以后呈增加趋势，２０１９年以后超过 Ｇ０６Ｎ（ＡＩ核心技术），成为数量最多的

技术分类。

（３）主要分类号中，Ｇ０６Ｑ（商业，包括 ＦＩ修订前的 Ｇ０６Ｆ１７／６０）、Ａ６１Ｂ（医疗诊

断）、Ｇ０１Ｎ（材料分析）、Ｇ０６Ｆ１６／（信息检索和推荐，包括ＦＩ修订前的Ｇ０６Ｆ１７／６０）、

Ｇ１６Ｈ（医疗保健）、Ｇ０５Ｂ（控制系统和协调）、Ｇ０６Ｆ４０／（自然语言处理）、Ｈ０４Ｎ（视

频处理）等，属于ＡＩ的主要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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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其他”类技术领域的申请数量也呈增加趋势，ＡＩ技术的应用范围正在

扩大。

　　４．重要技术分支：深度学习

（１）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是 ＡＩ相关发明申请增加的主要原因。与深度学习

相关的ＡＩ发明在２０１４年之后急剧增加，但在２０１８年之后却停滞不前。

图６　ＡＩ相关发明与深度学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２）深度学习技术中包括四种重要且常用的方法：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递归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ＮＮ）或短期记忆

网络（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ＬＳＴＭ）、深度强化学习（Ｄｅｅｐ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ＲＬ）、变换器（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６］。

［６］２０１７年发表的深度学习模型。在处理自然语言等的时间序列数据这一点上与递归型神经网络相同，但是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无需依次处理时间序列数据，与递归型神经网络相比，能够实现更多的并行化，可以缩短训练时间。

图７　ＡＩ相关发明与深度学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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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ＣＮＮ在２０１９年有所减少，但在２０２０年恢复增加。２０１８年之后，ＲＮＮ或

ＬＳＴＭ、深度强化学习呈持平的趋势。另外，２０１７年开始申请变换器相关专利，并逐

渐增加，２０２０年超过了深度强化学习。

　　５．申请人动向

图８展示了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２２年６月的 ＡＩ相关发明、深度学习相关发明的领先

专利申请人。由于主要调查日本专利，所以日本公司占主要地位。其中涉及的技

术类别包括视频处理（Ｇ０６Ｔ、ＨＯ４Ｎ）、控制和机器人技术（Ｇ０５Ｂ、Ｂ２５Ｊ、Ｂ２３Ｑ）等。

图８　ＡＩ相关发明主要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

在ＡＩ相关发明申请上，日本富士通申请数量最多，达到９７０件，日本电信电

话、日立分别位于第２、３位。在深度学习 ＡＩ相关发明申请上，佳能和富士通数量

最多，均为３８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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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各国申请动向

（１）各国Ｇ０６Ｎ的相关申请呈增加趋势。美国和中国的申请数量尤其突出，是

世界上的主要申请目的地。２０１９年，中国Ｇ０６０Ｎ的相关申请达到了２５，９９４件，增

速大于美国。此外，韩国的申请数量也快速上升，超过了日本和欧洲。２０１９年，日

本Ｇ０６Ｎ的申请数量是中美日欧韩中最低的。

图９　主要国家／地区Ｇ０６Ｎ专利申请数量变化

（２）神经网络相关的申请动向，全球在Ｇ０６Ｎ３／０２３／１０（神经网络）申请数量整

体呈增加趋势，特别是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大幅超过其他国家。此外，韩国的专利申

请增长率也很高。

（３）深度学习增长率在世界范围内呈减缓趋势，特别是在欧洲呈现明显减少。

（４）中国Ｇ０６Ｎ专利申请多来自于大学（表１），可以看出产学合作的人工智能

研究正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美国Ｇ０６Ｎ专利申请主要来自ＩＢＭ、微软、谷歌等全球

平台运营商。这些公司业务对日本市场有很大影响，今后应密切关注其研发和申

请趋势。

表１　中美Ｔｏｐ５机构Ｇ０６Ｎ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及排名变化（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国家 排名 机构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与去年相比排名变化

中国

１ 腾讯科技 ２ １６ ６３ １６２ ４７６ ［５］↑
２ 平安科技 ０ ２ ２５ １６３ ３９１ ［４］↑
３ 电子科技大学 １１ ３３ １１６ １７７ ３５０ ［４］↓
４ 浙江大学 １０ ２６ ６８ １５２ ２９８ ［７］↑
５ 天津大学 １７ ３５ ６８ １４９ ２５１ ［８］↑

美国

１ ＩＢＭ ５３１ ６５６ １０５５ １１９７ １６８３ ［１］→
２ 微软 １２６ １９８ ３１４ ３８０ ４３５ ［２］→
３ 谷歌 １０５ １６４ ２３８ １７０ ３４６ ［５］↑
４ 三星 ２９ ４４ １０３ １９５ ３３３ ［３］↓
５ 第一资本金融公司 １ １ １３ １０２ ３１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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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固体润滑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分析了固体润滑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主

要技术类别及功效、主要申请国家、主要申请人及主要发明人。通过分析发现，

固体润滑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间增长迅速；相关专利

申请主要集中在轴承零件加工的特殊方法、润滑组合物改性、润滑复合材料、润

滑混合物应用以及被润滑的材料上所用润滑剂的形态等技术类别；中国在固体

润滑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遥遥领先；中国科学院是固体润滑技术领域专利

申请数量最多的机构。

［７］邱天旭．固体润滑剂对金属基自润滑材料组织与性能的影响［Ｄ］．江苏：南京理工大学，２０２０．
［８］张辉，杨学锋，李运玺等．固体自润滑软涂层材料研究现状及展望［Ｊ］．工具技术，２０１７，５１（７）：３６．
［９］张文展，刘定荣，邱小林等．工业用固体润滑涂层中固体润滑剂研究进展［Ｊ］．江西化工，２０２１，３７（４）：
５２５５．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摩擦消耗的能源大约占总体的３０％４０％，而由于摩擦

磨损导致的设备损坏不仅降低了生产效率而且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损失［７］。通过润

滑可以减少摩擦系数，提高机械效率，延长机械的使用寿命。固体润滑技术，顾名

思义就是利用固体润滑材料对摩擦界面进行润滑的技术。与流体润滑材料相比，

固体润滑材料适用温度范围更为宽广，更适于真空、高温和干摩擦等苛刻环境［８］。

固体润滑材料通过物理或化学反应在磨损面上生成有效的固体润滑薄膜或通过具

有低剪切力的化学反应膜或物理吸附膜覆盖在接触表面上来降低摩擦系数。常见

的固体润滑材料有软金属、石墨、二硫化钼以及聚合物等［９］。此外，通过将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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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高分子聚合物基、陶瓷基和金属基等多种基体中，形成固体自润滑材料既保

留了基体的性质，也赋予了固体润滑剂的优良性能［１０］。

［１０］袁晓静，关宁，侯根良等．高温固体自润滑涂层的制备及可靠性的研究进展［Ｊ］．材料导报，２０２０，３４
（５）：６１６７．

国内外学者专家对于固体润滑技术，已经开展了多年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多

种材料和技术的应用，固体润滑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以 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

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固体润滑技术领域进行专利数据挖掘和分析，检索策略为：

ＴＩ＝（固体润滑 ＯＲ（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ＯＲ（ｓｅｌｆＡＮＤｌｕｂｒｉｃａ）ＯＲ（ｌｕｂｒｉｃａ

ＡＮＤｃｏａｔ）ＯＲ（ｌｕｂｒｉｃａ ＡＮＤｆｉｌｍ））ＡＮＤＩＰＣ＝（Ｃ１０ＭＯＲＣ２３ＣＯＲＣ１０ＮＯＲ

Ｃ０９ＤＯＲＣ２２ＣＯＲＣ０８ＬＯＲＦ１６ＣＯＲＣ０８ＫＯＲＢ２２ＦＯＲＢ０５Ｄ）。本文重点关注

２０００年以来的专利情况，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８日，在数据库中检索得到全球２０００

年以来申请的固体润滑技术相关专利共８８１０件，经 ｉｎｃｏＰａｔ简单同族专利合并后，

共得到５３５８项同族专利。

　　１．固体润滑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２２年期间，全球固体润滑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共计５３５８项，

其申请趋势如图１０所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固体润滑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呈现缓

慢增长趋势。２０１６年起，受中国申请量激增影响，固体润滑技术相关专利年度申请

量显著增多。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最长有１８个月迟滞，截至检索日，２０２１年和

２０２２年的相关专利申请尚未全部公开，图中数据仅供参考。

图１０　固体润滑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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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主要技术类别及功效

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包含了专利的技术信息，通过对固体润滑技术领域相关

专利所属的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准确、及时地获取该领域相关专利涉及

的主要技术领域和技术重点。

表２列举了固体润滑技术专利申请量 Ｔｏｐ１０的 ＩＰＣ分类号（大组），涵盖了

５０２５项专利族。表 ２可以看出，申请量最高的五个分类号为 Ｆ１６Ｃ３３、Ｃ１０Ｎ３０、

Ｃ１０Ｍ１６９、Ｃ１０Ｎ５０和Ｃ１０Ｎ４０，主要涉及轴承零件加工的特殊方法，润滑组合物改

性、润滑复合材料、润滑混合物应用以及被润滑的材料上所用润滑剂的形态等。可

以看出，在固体润滑技术专利中，有相当一部分专利着重于润滑材料在轴承零件加

工领域的应用。此外，针对润物材料本身的改性、复合以及使用后的形态也是关注

的重点方向。

表２　固体润滑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分布（申请数量ＴＯＰ１０）

ＩＰＣ分类号
（大组）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三年申请量

占比（％）

Ｆ１６Ｃ３３ １７１３ 轴承零件；制造轴承或其零件的特殊方法（金属加工或类似工

序，见有关类）
３６．３

Ｃ１０Ｎ３０ ５７２ 用赋予润滑组合物特性的添加剂改进特定的物理性能或化学

性能，如多功能的添加剂
２４．０

Ｃ１０Ｍ１６９ ４４０ 以润滑组合物的基料、增稠剂或添加剂中至少选择两类成分的

混合物作组分为特征的润滑组合物
２０．５

Ｃ１０Ｎ５０ ４０９ 被润滑的材料上所用润滑剂的形态 １８．６

Ｃ１０Ｎ４０ ４０１ 润滑组合物的特定用途或应用 １６．２

Ｃ２３Ｃ１４ ３３１ 通过覆层形成材料的真空蒸发、溅射或离子注入进行镀覆 ３８．７

Ｃ０９Ｄ７ ３２５ Ｃ０９Ｄ５／００中不包括的涂料成分特征；混合涂料多种组分的
方法

４０．９

Ｃ０８Ｋ３ ３１４ 使用无机物质作为混合配料 ４２．７

Ｃ１０Ｍ１２５ ２６１ 以添加剂是无机材料为特征的润滑组合物 １３．８

Ｃ２２Ｃ１ ２５９ 有色金属合金的制造 ３４．７

图１１给出了固体润滑技术领域专利的主要功效。固体润滑技术专利排名前５

的功效分别是光滑性、耐磨性提高、复杂性降低、寿命提高以及稳定性提高。通过

提升光滑性和稳定性，固体润滑材料可以有效提升性能并且使其在运输、储存以及

极端工况等使用过程中，能维持物理热稳定、化学热稳定以及时效稳定；而增加耐

磨性和寿命，则可以提高材料的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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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固体润滑技术专利主要功效

　　３．主要申请国家／地区

图１２展示了固体润滑技术领域中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日本、

美国的专利申请总量为４６８１项，占比８７．４％。可以看出，中国是固体润滑技术相

关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远多于其他国家／地区。图１３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中、日、

美三国专利申请随年份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６年之前，中国和日本专利

申请数量相差不大。但在此之后，中国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而其他两个国家专利

申请量增长极为缓慢，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下降。因此，无论是从专利申请总量还是

从专利申请增长趋势来看，中国在固体润滑技术相关领域处于国际主导地位。

图１２　主要国家及地区固体润滑技术专利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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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中日美三国固体润滑技术专利申请变化对比

图１４　中日美三国固体润滑技术专利技术布局

　　通过观察各个国家专利 ＩＰＣ分类号的占比，可以分析其专利技术专题布局上

的差异。图１４是中、日、美三国固体润滑技术专利技术 ＩＰＣ分类号（大组）占比。

可以看出，Ｆ１６Ｃ３３（轴承零件；制造轴承或其零件的特殊方法）、Ｃ１０Ｎ３０（润滑组合

物特性的添加剂改进）以及Ｃ１０Ｍ１６９（以润滑组合物的基料、增稠剂或添加剂中多

成分混合物作组分为特征的润滑组合物）是各国主要技术类别。约有５２．６％的中

国专利、４３．９％的日本专利以及 ５９．０％的美国专利属于这三个方向。此外，

Ｃ１０Ｎ４０（润滑组合物的特定用途或应用）在日本相关专利中占比相对其他国家较

大，而美国和日本在Ｃ１０Ｍ１２５（以添加剂是无机材料为特征的润滑组合物）方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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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

　　４．主要专利申请人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分析，可以得到该领域的主要技术研发力量和研发情况。

本文对固体润滑技术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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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２２年间专利申请量前十的申请人。图１５给出了专利申

请人专利申请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固体润滑技术领域专利几乎被中国

机构包揽。中国科学院以绝对优势排名首位，专利申请量为３８９项（其中，中国科

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申请了３２７项专利）；其次是ＮＴＮ公司（８３项）、武汉理工

大学（７８项）、江苏大学（７３项）、日本帕卡濑精株式会社（５４项）、燕山大学（５２

项）、东南大学（５１项）、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４８项）、美国滚子轴承

有限公司（３９项）、安徽工业大学（３７项）。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固体润滑技

术领域的研发主力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固体润滑技术领域１０个主要的专利申请

机构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占据了６席，而且它们申请的专利数量也远超过其他

企业。

图１５　固体润滑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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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专利申请时间变化情况来看，中国科学院从２０１５年开始，专利申请量快速

增多；ＮＴＮ公司排名第２，在过去２０年中持续有相关专利申请，但年度申请量一直

不是很多；此外，武汉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工业大学等机构在过去１０多年中也有持续有相关专利申请。

分析申请人专利ＩＰＣ分类号的占比，可以得到其专利技术布局上的差异。图

１６展示了固体润滑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的 ＩＰＣ分类号（大组）分布情况。从图中

可以看出，Ｆ１６Ｃ３３是大部分主要专利申请人的主要技术类别。中国科学院在

Ｃ２３Ｃ１４（通过镀覆形成覆层的方法）、Ｃ０８Ｋ３（使用无机物质作为混合配料）以及

Ｃ２２Ｃ１（有色金属合金的制造）方面做了较多布局。这三个方向分别对应固体润滑

涂层、复合固体润滑材料以及金属基自润滑材料。ＮＴＮ公司则主要集中在Ｆ１６Ｃ３３

（润滑材料在轴承制造方面的应用）、Ｃ１０Ｎ３０（使用添加剂进行改性）、Ｃ１０Ｍ１６９（润

滑复合材料）、Ｃ１０Ｎ５０（润滑混合物应用）以及 Ｃ１０Ｎ４０（被润滑的材料上所用润滑

剂的形态）等方面。此外，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燕山大学和美国滚

子轴承有限公司都集中在Ｆ１６Ｃ３３，其专利技术主要包括轴承表面自润滑衬垫的加

工方法、固体自润滑滑动轴承以及具有自润滑特征的密封件／槽的轴承系统等。

图１６　固体润滑技术主要专利申请人的技术类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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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主要专利发明人

统计分析专利发明人，可以发现该技术领域的主要研究团队和研究人员。图

１７给出了固体润滑技术申请专利数量前１０的专利发明人。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

发明人是刘维民（４７项）；其次是周惠娣（４０项）、杨军（４０项）、陈建敏（４０项）、王

齐华（３９项）、王廷梅（３２项）以及张斌（３１项）；这些研究人员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兰

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此外，孙志华申请了４３项专利，来自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李长生申请了３６项专利，来自江苏大学；邢佑强申请量２８项专利，来自

东南大学。

图１７　固体润滑技术专利主要发明人

　　６．重点专利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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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列出了固体润滑技术领域的部分重点专利。
表３　固体润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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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１０４７３６８６４Ｂ ＨＥＦ公司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西班牙、法国、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

土耳其、美国、中国台湾

３３

ＣＮ１０１９８３２３３Ｂ 凯密特尔有

限责任公司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智利、丹麦、西班牙、匈牙利、

印度、韩国、墨西哥、波兰、葡萄牙、俄罗斯、乌克兰、南非、美国、中国

台湾

３０

ＫＲ１０１６３３００５Ｂ１ 坎梅陶尔公司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智利、丹麦、西班牙、匈牙利、

韩国、墨西哥、波兰、葡萄牙、俄罗斯、乌克兰、南非、美国、中国台湾
２９

ＣＮ１０６４７１０７５Ｂ 东洋制罐株

式会社
中国、韩国、日本、美国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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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１０４７３６８６４Ｂ公开了一种自润滑接头组件，可以在动态的高负载下操作并且

包括组装在笼中的球形接头，这种球形接头能够容纳在其中滑动或旋转的轴。

ＣＮ１０１９８３２３３Ｂ公开了一种制备用于冷成形的金属工件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将润滑

剂层施用到金属表面上而实施，其中该润滑剂层是通过将该表面与含水的润滑剂

组合物接触来形成的，该润滑剂组合物含有至少一种水溶性的氧化物和硅酸盐，以

及有机聚合物材料。ＫＲ１０１６３３００５Ｂ１公开了一种制备用于冷成型的金属工件的方

法，该方法首先施加磷酸盐层，然后施加在具有润滑剂层的有机聚合物材料。所述

磷酸盐层的主要成分是钙、镁和／或锰、硝酸以及磷酸的水溶液处理形成磷酸酯的

混合物。ＣＮ１０６４７１０７５Ｂ公开了一种润滑涂层组合物，包含分散介质以及分散在其

中的固体颗粒。其中分散介质是沸点高于２００℃的高沸点液体，而固体颗粒的粒

径为５３００μｍ。

　　７．结论

本文对固体润滑技术领域开展了初步的专利统计分析，结论如下：（１）固体润

滑技术是一个已经经过很多年发展的领域，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科研机构以及公司

在该领域的布局，固体润滑技术迎来了进一步研发与应用；（２）从研究主题上看，固

体润滑技术主要集中于轴承零件加工的特殊方法、润滑组合物改性、润滑复合材

料、润滑混合物应用以及被润滑的材料上所用润滑剂的形态等方向；（３）从专利产

出来看，中国在固体润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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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日本也有一定数量的专利申请；（４）在专利申请人方面，中国科学院兰

州化学物理研究在固体润滑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最多，涉及的技术面也较宽。

ＮＴＮ公司紧随其后，但主要集中于几个方向；（５）尽管我国专利数量远超过其他国

家，但我国现有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以及专利质量方面，仍具有较大进步

空间。

［１１］张文静，孙英兰．用先进材料“润滑”提速经济发展［Ｊ］．望，２０２２（１９）：２２２４．

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润滑技术和材料在航天领域得到大量应用，但在我国从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中，支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润滑剂、润滑脂等核心材料，

其相关设计理论、制备技术、应用技术等仍存在较多难题［１１］。从前述专利统计分

析来看，全球固体润滑技术领域的重要专利申请人和发明人基本都集中在我国，对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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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升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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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转化成效，激发创新活力，加大产学研合作的力度。与此同时，还应该更加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开展海外布局。

董金鑫，万 勇（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理化所入选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从全

国范围内选取了２５个成效较为突出的案例，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

例。经中科院科发局推荐，中国科学院理化研究所申报案例《中国科学院理化所知

识产权立项管理机制撑起转化“保护伞”》，入选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一批典型

案例。

首批入选案例共有２５个，评选标准是创新性强、成效较为突出、具备复制推广

价值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案例做法。理化所以运营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全方位工作

体系建设获得认可，排在案例中第一个，也是本批案例中唯一的科研机构。案例摘

要如下：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专利运营为导向，加强高质量专利布局，创

新国家重大任务精细闭环管理机制，积极与社会专业化知识产权机构、相关领域专

家等外部资源对接，建立起专利全面分析、潜力项目遴选、专利质量管控、专利系统

布局、知识产权规范管理等全方位工作体系，为科技成果转化撑起“保护伞”。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ｃ．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ｙｘｗ／２０２２１０／ｔ２０２２１０２６＿６５３９９１６．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２／１０／２５／ａｒｔ＿５４２＿１７９８０９．ｈｔｍｌ？ｘｘｇｋｈｉｄｅ＝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成都生物研究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知公司”）向中国

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签发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研究所符合《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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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育与生态环境建设、生物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领域的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全

过程知识产权管理。

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研究

所作为中科院第二批贯标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贯标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小

组，所长吴宁任最高管理者、副所长陈槐任管理者代表，在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下，

贯标工作稳步推进。通过调研诊断、体系策划、文件编写、贯标培训等一系列的准

备工作，研究所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正式发布《知识产权管理手册》，开始运行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对成都生物所开展现场审核认证工

作。通过现场审核，审核组对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高度认可，一致批准通过

认证。认证组认为成都生物所建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与研究所各工作环节充分

融合，与研究所的工作需求相适应，落实有效，具备很好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推动成都生物所

知识产权管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能够进一步的完善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在今

后的工作中研究所将不断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增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和

管理能力，为研究所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ｄｔ／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０９＿６５４６３２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华南植物园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认证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体系贯标认证会。１号上午首次会议由叶清副主任主持，任海主任代表华南植

物园向认证小组介绍了全园知识产权贯标的总体情况，并表示在院党组聚焦主责

主业的要求下，我园未来将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需求，加强技术创新和保护，创

造核心知识产权，促进和保障成果转化运用。本次认证范围覆盖华南植物园科研

团队、管理部门以及支撑等各个部门，覆盖植物学、生态学、园艺学、园林学、景观学

等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以及自然科普教育、园林园艺绿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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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等服务的知识产权管理。

通过两天的认真审核，认证小组在末次会议上宣布华南植物园通过国家《科研

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体系认证第二阶段现场审核。贯标顺

利通过标志着华南植物园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立、实施工作中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

工作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通过本次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华南植物园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标准化

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穿到我园研发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增强了全园职工的知识

产权意识，完善了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知识产权管理队伍，全面

提高了华南植物园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水平。全园相关管理部门、研究中心以

及支撑部门负责人与具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贯标认证审核会。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０３＿６５４４４５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遗传发育所召开知识产权贯标试运行工作培训会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召开了《科研组织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试运行工作培训会。研究所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组成员、职能

部门、研究中心和研究组知识产权负责人近５０人参加了培训会议。

商务法务部介绍了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背景和进展，梳理了《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的主要内容、管理架

构、改进措施以及涉及相关部门就知识产权管理新增环节和内容。国科智融总经

理助理张玉敏工程师应邀就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体系建设进行了宣讲和培训，

对贯标试运行的重点工作、注意事项、验收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知识产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于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启动，通过近一年的调研、

摸底以及第三方专家的系统诊断，逐步形成了提升和完善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的

实施方案，并逐条落实在手册中。希望通过专业机构的认证，促进研究所标准规范

的管理体系形成，全面提升研究所知识产权创新潜力、风险防范能力、科研成果转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移转化能力，推动研究所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ｃａｓ．ｃｎ／ｄｔｘｗ／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１１＿６５４７４１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开展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２５日，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组织开展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本次内部审核邀请贯标体系管理专家，提供从材料准备

到现场审核的全流程专业指导。中心知识产权部副主任殷梦昕担任审核组长，管

理者代表、各职能部门及研究组／技术平台参与本次内审。

内审过程中，内审员与管理者代表、７个职能部门以及１６个研究组／技术平台

进行了深入沟通和材料查阅，梳理现有运行现状，针对体系运行中的工作目标、管

理措施和记录文件等进行了全面的审核，秉着识别风险、解决问题的初衷，对试运

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排查。相关部门人员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原因

分析，制定了纠正和预防措施，并对提出的改进建议落实调整，达到了举一反三的

管理目的。

为夯实中心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提升体系持续改进效果，１０月１３日，中心还召

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准备会，所务委员陈剑峰研究员、各职能部门代表、研究

组／技术平台代表参会。会上贯标体系管理专家分别为职能部门和研究组／技术平

台，介绍了内部审核的审核流程和审核内容，并针对体系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为大家答疑解惑。此外，会上陈剑峰还为中心４５名培训合格的内审员颁发了内审

员培训合格证。本次内部审核促进了中心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也为顺

利通过体系的外部审核打下良好的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ｃｅｍｃｓ．ｃａｓ．ｃｎ／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０／ｔ２０２２１０２８＿６５４１７１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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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举办技术秘密保护与知识产权保险讲座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技术转移与知识产

权处特邀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骆俊峰和宁波知产运营服务中心主

任杜继君来所开展技术秘密保护与知识产权保险讲座，所内３０余名科研、管理人

员参加培训。

骆俊峰以“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的司法保护”为主题，以当前浙江省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现状为切入点，介绍了技术秘密的概念、技术秘密与专利的同异、技术

秘密管理、技术秘密保护等内容，并结合典型的实际案例，围绕证据列举、法院勘

验、行政机关调查、鉴定意见等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杜继君介

绍了知识产权保险政策概况及业务流程，并结合宁波材料所专利申请情况建议科

研人员在加强知识产权风险预警防范的同时有效利用经济补偿功能，合理降低知

识产权经济成本。培训现场反响热烈，参会人员就技术秘密保护与专利相结合的

知识产权组合保护策略与两位专家开展了深入讨论，并表示知识产权保险在管理

过程中的适时介入，可以最大程度上保障科研团队的利益。

本次培训不仅加强了科研管理人员技术秘密保护意识，避免无意泄密事件的

发生，也提升了对知识产权经济补偿的认知，降低了知识产权在创造、保护、运用过

程中的风险，为助力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ｔｅｃｈ．ｃａｓ．ｃｎ／ｅｖｅｎ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１０＿６５４６８６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赣江创新院举办“选题开题中的专利搜集与分析”培训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之“选

题开题中的专利搜集与分析”主题培训，由智慧芽高级培训讲师金?授课，培训以

线上线下方式同步进行，赣江创新院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共计７０余人参加培训。金

?在授课中结合研究院青年科研人员较多的特点，围绕选题、开题过程中专利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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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入细致地阐述了专利文献基础知识、专利检索和专利分析等方面的内容，并

通过实时演示、案例分析的方式，展示了检索分析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通过此次

培训，参会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对专利检索分析的作用和方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和理解，为后续加强专利申请前评估奠定了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ｉａ．ｃａｓ．ｃｎ／ｇｚｄｔ＿１６６１１１／２０２２１０／ｔ２０２２１０３１＿６５４２４８９．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心理所举办２０２２年所级知识产权培训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２０２２年所级知识产权培训在南楼

九层报告厅举办。心理所人事处处长张健主持会议，心理所职工、博士后、劳务派

遣人员、研究生共１９０余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培训。

陈雪峰副所长首先作了题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监管及风险防控精神宣贯”

的报告，传达了院知识产权视频工作会议与国资监管工作精神，并用生动鲜活的案

例为大家讲解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具体的举措。随后，应用发展部

主任张莉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合同管理办法》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进行了宣讲，重点解读了两个管理办法制定的背景、相

关工作要求及办事流程。通过参加此次培训，大家对知识产权管理有了更加系统

和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工作水平，为未来做好知识产权

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ｓｙｃｈ．ｃａｓ．ｃｎ／ｎｅｗｓ／ｚｈｘｗ／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０２＿６５４３２７７．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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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委员会对参与标准化的中小企业发起调查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欧盟委员会发起了一项针对参与标准化工作的中小企业的

调查。专利为积极参与研究和开发的各方提供了激励并促进了知识的转移，而标

准则确保了技术的快速传播和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由于大多数标准都是以专利

技术为基础，因此许可成为标准成功的关键。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２２年发起一项倡

议，旨在创建一个高效系统实现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的平衡和公平许可。在征集

证据和公众咨询期之后，欧盟委员会针对所有作为ＳＥＰ持有者和实施者（即开发、

使用或创新标准）的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ＳＭＥｓ）发起调查。所有参与标准化、投

资、依赖或开发通信技术（４Ｇ、ＮＦＣ、ＬＰＷＡＮ网络、ＷｉＦｉ、视频和音频编解码器、ＪＰＧ

等）的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都被邀请参与，以帮助改进现有的ＳＥＰ框架。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ｅｃ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ｓｕｒｖｅｙｓｍ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１０４＿ｅｎ

原文标题：ＥＣ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ＳｕｒｖｅｙｆｏｒＳＭ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９日

欧洲专利局推出清洁能源专利平台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推出清洁能源专利平台，公布了约６０项

智能专利信息检索的初步选择，以配合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这些智能检索以清

洁能源为重点，旨在帮助创新者在未来３０年内为全球经济脱碳做出贡献。清洁能

源专利平台的推出将在ＥＰＯ专门的网页发布，介绍绿色技术的最新发展。作为提

供技术信息的世界领先者，ＥＰＯ正在通过向更广泛的受众提供专业知识来深化其

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由ＥＰＯ专家开发的即用型检索查询，将有助于加快专利信

息向专利知识转化，支持研究人员、企业家和决策者实现《巴黎协定》、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欧洲绿色协议中规定的气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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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Ｏ的清洁能源专利平台涵盖三个关键领域，并将不断更新。首先，能源供应

方面提供了对海上风能和智能太阳能系统等领域的最新洞察。其次，碳密集型行

业的解决方案，包括钢铁生产和水泥。最后，使能技术的研究涉及利用电解槽生产

绿色氢气和优化储能技术等。智能检索特别适合在ＥＰＯ免费使用的在线专利检索

界面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上运行。任何用户都可以访问这些智能检索结果。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１１０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Ｋｅ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日

美国发布２０２２年国家安全战略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２日，美国发布了拜登任期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未来

决定性的十年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机遇制定安全战略，涉及美国地缘政治、国际秩序

当中的竞争、战争局势、贸易、美国工业和创新、军队现代化等多方面。在知识产权

方面，美国特别提出将持续打击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其他削弱美国技

术优势的企图。尤其强调美国创新战略，包括：（１）建立强大的美国工业和创新基

地，保障供应链、加大对工业和创新基地的投资，刺激创新需求，以提升美国竞争

力；（２）注重能源转型，降低能源成本，确保长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以应对气候危

机；（３）加强对人才的投资，吸引国际人才；（４）肯定技术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推

动国际合作，加强基于共同民主价值观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保护美国的创新

不被与其利益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他方所利用。

李姝影　检索，胡海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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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ｒｉ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０．２０２２．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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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ＮＩＳＴ发布２０２２年美国制造业亮点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ＮＩＳＴ）发布２０２２年美国制造业

亮点报告（２０２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ＵＳＡ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Ｒｅｐｏｒｔ）。报告首先总结２０２１年度美

国制造业成就和影响：（１）联合１６家制造业相关机构，合作成员组织２３００个，其中

６３％是制造商（７２％是小企业）；（２）开展重大技术和人才研发项目７０８项；（３）先

进制造业人才培训９万人；（４）利用１．２７亿美元的联邦资助、基金等，吸引资金

３５４亿美元。

报告提出加强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建立创新生态系统以促进合作应用研发，增

强当前和下一代劳动力，确保美国发明由美国人制造，增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其

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举措包括：（１）美国商务部（ＤＯＣ）通过与州和地方政府、学术

机构和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更广泛地提高区域和国家创新制造能力；支持颠覆

性技术的研发，促进支持和保护创新的知识产权政策，致力于加速技术研发并加强

美国在新产品、新市场和就业的全球竞争地位；（２）美国国防部（ＤＯＤ）为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支持美国工业基地，建立９个制造创新研究所（ＤＯＤＭＩＩＳ）以满足商业和

国防制造需求，确保美国发明的关键先进技术在美国制造。

胡海燕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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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成立政府技术转移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英国科学、创新和商业界齐聚伦敦皇家学会和曼彻斯特科

学与工业博物馆，启动了英国政府技术转移办公室（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ＧＯＴＴ）。ＧＯＴＴ是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ＢＥＩＳ）的一部

分，具有跨政府的职能任务，旨在释放公共部门知识资产的价值，预计将超过１０６０

亿英镑，为英国带来经济、社会和财政效益。ＧＯＴＴ将致力于加强公共部门知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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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识别、开发和利用，鼓励公共部门在管理知识产权资产方面更加具有创新性和

创业精神。知识资产包括专有技术、数据、品牌、业务流程、专家资源和技术。技术

转移是指与其他组织共享这些资产，以刺激新产品、新流程和新服务的创新和发

展，并创建新企业。ＧＯＴＴ已经开始在创新方面与公共部门合作，通过提供资金和

专业知识，对政府部门的这类项目进行支持。它还将与具有成熟技术转移能力的

组织合作，以确定协同作用领域和最佳实践领域。

李姝影　检索，胡海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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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数字化转型潜在立法变化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就知识产权法律框架支持一站式

转型计划征求意见。预计到２０２５年，ＵＫＩＰＯ将为所有注册的知识产权（专利、商标

和外观设计）建立一个取代现有流程的单一集成系统。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的数字

服务，改变互动的方式。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需要建立相关法律框架来支撑适应

新技术，使跨权利的工作方式更加统一。本次征询提出了英国政府认为实现这些

目标可能需要进行的改革，并就此征求各方意见：Ａ部分重点介绍了法律修订建

议，从立法层面更好地支持创新的系列证据与观点；Ｂ部分重点介绍了ＵＫＩＰＯ法庭

职能的拟议变更，从服务层面调整以类似方式跨权利工作的流程。这些变化将消

除ＵＫＩＰＯ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法律障碍，并解决不同权利之间不一致的问题。

李姝影　检索，胡海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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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判例加入 ＷＩＰＯ全球数据库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宣布英国加入ＷＩＰＯ全球知识产

权司法判决数据库ＷＩＰＯＬｅｘ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将增加１００个英国最引人注目的知识产权

案件，向全球免费开放获取，并定期更新数据库。ＷＩＰＯ数据库旨在加强法院在知

识产权案件中的决策过程并为其提供信息。它还有助于确定各国处理常见知识产

权问题的方法在哪些方面趋同或对比，使其成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有力工具以及

律师的宝贵资源。ＵＫＩＰＯ和英国国家档案馆达成了相关协议，正在进一步将这一

资源扩大到２８个司法管辖区和１０００多份可免费查阅的判决书，使法官、律师、学

生和其他人能够更好地了解关键知识产权问题的最新法理发展。

杨璐霜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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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ＰＭＡ：个人发明申请仍然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２］德国专利商标局将个人发明定义为以个人而非公司或研究机构的名义提交的专利申请。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在纽伦堡举行的国际发明人博

览会（ｉＥＮＡ）上发布德国个人发明申请 ［１２］相关统计数据。２０２１年，德国个人发明

专利申请量超过２５００件，其中四分之一的个人发明（２４．６％）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

（６３０件），３８％的个人发明在“机械工程”领域（９７１件），约７．３％的个人专利申请

来自女性。２０２１年，德国专利商标局共受理个人专利发明申请２５５８件，较上一年

减少了９％。然而，与长期趋势相反，２０２０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专利申请数

量在不断上升。２０２１年，个人发明人的申请数量趋于稳步下降。个人专利申请占

德国专利申请总量的７．０％。在德国申请的绝大多数发明来自公司或研究机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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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请人”，而实际开发者为“发明人”。

李 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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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鼓励半导体技术专利申请优先审查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启动为期１年的半导体技术专利申请

优先审查，支持半导体技术相关韩国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等使用优先审查，平均

２．５个月就可以完成专利审查，预计可以提前１０个月左右获得专利授权。优先审

查制度是为了在全球技术霸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加强韩国相关半导体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优先审查对象是与半导体技术直接相关的专利申请，需同时满足以下

要求：第一，半导体相关专利分类号（ＣＰＣ）作为主要分类；第二，申请人是在韩国国

内生产半导体相关产品、装置等或正在准备生产的企业；第三，获得国家研发项目

支持的研发机构；第四，《关于加强和保护国家尖端战略产业竞争力的特别措施法》

规定的半导体特色大学或研究生院（包括产学研合作）。

此次措施是在修改专利法和实用新型法施行令的同时，对半导体等对国民经

济及国家竞争至关重要的尖端技术提供优先审查支持。根据新规，由韩国知识产

权局确定并公布优先审查对象和申请期限，未来将有望扩大至区块链等其他尖端

技术领域。此外，还修订了关于专利和实用新型优先审查申请的通知公告，在半导

体等尖端技术优先审查的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以及被认为是“创新试制品申请”的

企业申请也被指定为优先审查对象。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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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多家机构联合发掘并支持大学专利商业化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韩国专利代理人协会、韩国大学技术转移协会（Ｋａｕｔｍ）和

韩国创意资本公司（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下称ＩＤ公司）宣布签署了“专利商业化评

估和知识产权创造协议”，各方将共同发现优秀大学专利并支持其商业化，以便将

韩国大学所拥有的优秀技术用于工业领域。

目前，韩国３００多个大学每年从政府获得约７万亿韩元的研发经费，每年申请

的专利达２万多件。然而，２０２０年，韩国大学专利技术转让数量仅为５，２０８件，技术

转让收入达１０００亿韩元。这一业绩低于美国技术转让收入前８名的任何一所大

学，例如，２０１９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的技术转让收入为３，４８７

亿韩元，美国西北大学技术转让收入为３，０４７亿韩元。各方将通过此次合作协议，

发掘尚未实现成果转化的优秀专利，并通过技术转让等方式，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生

态系统，韩国专利代理人协会通过自主开发的专利评级系统“ＥｘｓｙｓＶａｌｕｅ”对大学

专利进行评价，发掘相对被低估的专利。ＩＤ决定对经过“ＥｘｓｙｓＶａｌｕｅ”筛选的大学

优秀专利进行投资或商业化、技术转让等专利利用的支援。

姚梦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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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加强工业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俄罗斯知识产权局宣布加强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中心（ＮＣＩＳ）的合作。俄白联盟将制定并实施双边计划，特别致力于新型的联

合制造产品、技术流程优化以及创新成果的推广，双方当前共同确立的知识产权使

用的法律监管共同原则和方法将发挥重要作用。合作研讨会上，俄白双方同意在

商业化开发方面加强合作，定期交流知识产权评估以及支持创新型公司税收和金

融工具开发方面的经验。据悉，２０２２年６月，召开了俄白联盟知识产权委员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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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上详细研究了针对俄白联盟的若干提案，商定了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政府间

协定草案。

姚　波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ｒｏｓｐａｔｅｎｔ．ｇｏｖ．ｒｕ／ｒｕ／ｎｅｗｓ／ｓｏｔｒｕｄｎｉｃｈｅｓｔｖｏｒｏｓｓｉｙａｂｅｌｏｒｕｓｓｉｙａ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原文标题：РоссияиБелоруссияукрепляют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вобластиохран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ＴＴＣ：追踪离职发明人的知识产权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技术转移中心（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针对如何有效解决大

学发明人离职问题以及离职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组织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犹他

大学、范德堡大学等机构进行探讨。当发明人离职时，美国大学目前可能没有正式

的程序来追踪其知识产权，研究认为，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应关注发明人离职后

的知识产权，制定一些指南或清单至关重要，尤其是发明人在其他机构改进知识产

权时。

研讨的要点包括：（１）ＴＴＯ的跟踪流程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当大学发明人去另

一所大学时，ＴＴＯ起诉相关知识产权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良好的交接从对话开始，

以确定发明人是否会在新机构继续他们的研究。在此情境下，处理转移过程通常

始于与新机构 ＴＴＯ的探索性讨论，以确保新机构 ＴＴＯ了解发明人的工作，向其提

供现有的背景信息以及正在进行中的知识产权申请。（２）ＴＴＯ应从机构的角度了

解潜在的竞争利益，任何冲突都需要解决方式，以确保教职员工可以自由地合作、

使用和处理发明，并将其纳入其未来的研究中。（３）ＴＴＯ可以考虑列出研究人员离

开机构时需要考虑和注意的事项。

李姝影　检索，杨璐霜　编译

来源：

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２／１０／２６／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ｐｔｒａｉｌｗｈｅｎａｆａｃｕｌｔｙｍｅｍｂｅｒｌｅａｖｅｓ／

原文标题：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Ｐｔｒａｉｌｗｈｅｎａｆａｃｕｌｔｙｍｅｍｂｅｒｌｅａｖ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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