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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英国政府发布国家半导体战略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９日，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发布《国家半导体［１］战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这一战

略愿景是英国将通过专注于在半导体研究和开发（Ｒ＆Ｄ）、设计和知识产权（ＩＰ）以

及化合物半导体方面的优势，确保英国在未来的半导体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促进技术创新、增长和创造就业，巩固英国的国际地位，以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保护英国安全。为确保英国在人工智能、高性能技术、量子和网络等未来技术的优

势，英国将致力于提高国际影响力、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提高供应链弹性。主要包

括三大目标和措施。

［１］半导体（又称“芯片”）是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是经济、国家安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础，半导体对英
国巩固其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１．目标一：发展英国国内产业

英国将采取行动，通过技术周期支持半导体行业，培养新的企业文化。英国政

府承诺在２０２３至２０２５年提供高达２亿英镑资金，并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投入１０亿

英镑。

（１）半导体咨询小组：汇集来自工业界、政府和学术界，凝聚行业力量。推进实

施，为实现这一愿景相互监督。

（２）研发：创造推动下一代半导体发展的颠覆性创新。应用研究应面向行业和

终端市场的需求。

（３）基础设施：启动英国半导体基础设施计划，改善基础设施的使用，促进初创

企业／中小企业的商业创新：这可能包括设计工具和ＩＰ、硅原型、化合物制造和先进

封装，以及提高初创企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４）技能和人才：与工业界和学术界合作，提高英国生态系统，吸引技术人才，

培养未来的半导体创新者。

　　２．目标二：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英国正在通过国内和国际行动，在依赖半导体的关键领域建立更大的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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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提高英国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以减轻极端破坏的情况。

（１）为经济部门做准备：支持产业界更好地了解其未来面临的短缺风险，并鼓

励适当的缓解措施。

（２）保护关键领域（国内行动）：与工业界合作，提高关键领域产品制造商供应

链的复原力。

（３）保护关键领域（国际合作）：与国际伙伴一起，优先为英国经济中特别关键

的领域提供芯片，并采取行动确保供应多样化和弹性。

　　３．目标三：保护国家安全

英国正在通过加强对英国半导体资产的保护来减少国家安全风险，适当地平

衡安全与行业的增长；并通过英国在硬件安全方面的专长来解决网络安全风险。

（１）保护英国的资产：保护优势、适当的使用杠杆，包括投资筛选和使用出口管

制，以防止其他国家建立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技术能力。

（２）以硬件优势为基础，提高网络安全：利用英国在硬件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

在世界各地的芯片设计阶段更广泛地优先考虑保障硬件对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例

如，投资“数字安全设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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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２日

日本修订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４日，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支援，日本专利局（ＪＰＯ）

与日本工业产权信息和培训中心（ＩＮＰＩＴ）、产业技术环境局、中小企业厅共同修订

了《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划》和《大学知识产权运用行动计

划》。修订的要点包括：立足于区域需求，实现一站式知识产权经营支援服务；在促

进大学研发成果转化上，实现知识产权战略的渗透；推进经营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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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等。

　　１．知识产权管理支援的基础建设

（１）强化合作。①构建知识产权支援网络或区域，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协

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ＪＰＯ、ＩＮＰＩＴ、日本专利代理人协会与日本商工会议所等合作

构建“知识产权管理支援网络”“区域知识产权管理支援网络”。②ＩＮＰＩＴ在政府创

业支持平台（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Ｕｎｉｆｉ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Ｓｔａｒｔｕｐｓ，简称 Ｐｌｕｓ）中负责初创企业知

识产权战略支援。

（２）人才培养。①为培养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在ＩＮＰＩＴ和日本专利代理人协会

中普及专利案例研究教材；为提高大学研究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及知识产权实践

能力，在其进行创业、社会实施前，ＪＰＯ和ＩＮＰＩＴ为其制定研修计划；普及开放式创

新合同范例（大学篇）。②深科技（ＤｅｅｐＴｅｃｈ）领域青年企业家培育（ＮＥＤ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ＮＥＰ）项目；为日本创新中心（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ＵＢ）支援的

青年项目派遣ＪＰＯ、ＩＮＰＩＴ讲师，进行包括标准化在内的开放与封闭战略相关的知

识产权培训。③扩大ＩＮＰＩＴ的专门学校知识产权人才开发支援项目，同时以普通

高中为对象进行试行支援。

（３）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利用日本官方知识产权数据库（ＪＰｌａｔＰａｔ），补充有助

于提升知识产权信息活用技能的研修内容；将 ＪＰｌａｔＰａｔ一次性下载的文献数量扩

大至３０００条（已实施完成）。

　　２．强化知识产权管理支援

（１）促进大学研发成果转化。①ＪＰＯ将与 ＩＮＰＩＴ合作，正式实施向风险企业

（ＶＣ）派遣知识产权专家；ＩＰＢＡＳＥ网站向大学相关人员发布知识产权信息；加强对

“以日本专利申请为基础的初创企业的国际性权利”的支援；促进开放式创新合同

范例，强化ＩＮＰＩＴ支援窗口等应用。②推进产业技术环境局与 ＪＰＯ、ＩＮＰＩＴ合作，在

日本创新中心提供由ＩＰ专家和产学合作或创业公司组成的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向

入选创新中心的知识产权基地的研究开发项目派遣专家等。③支援深科技初创企

业。灵活使用Ｐｌｕｓ平台，商讨ＤｅｅｐＴｅｃｈ初创企业支援项目和ＩＰＡＳ项目间政策合

作（含互惠措施等）；ＪＰＯ和 ＩＮＰＩＴ面向深科技初创企业的需求进行知识产权战略

支援。④支援ＩＮＰＩＴ知识产权创造，向基金代理（ＦＡ）的项目资助方派遣专家，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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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积累知识产权管理经验；通过窗口开展现场支援；制定并普及《知识产权管理相

关示例集》。

（２）推进经营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融合。在推进经营战略与知识产权战略

一体化方面，强化对开放与封闭战略的支援；在经营支援的基础上进行知识产权支

援，通过区域知识产权经营网络重建企业经营能力；通过“陪跑型支援”解决企业知

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构建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支援企业。

（３）知识产权金融支援。通过知识产权金融为企业提供支援，如制作ＩＮＰＩＴ的

知识产权商业评价书、提供知识产权商业评价书参考范例等。

（４）促进知识产权交易规范化。设置由律师、专利代理人等专家构成的知识产

权交易咨询委员会；创立“知识产权政府官员”团队，在企业间开展知识产权交易的

意见征询会并总结相关问题；在知识产权交易时，对企业进行积极指导和建议；与

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合作、强化经营支援。

（５）加强海外支援。新设ＪＰＯ海外发展支援室，采用“攻守结合”的形式，既推

进海外知识产权权利化和品牌构建，又通过补助金、综合窗口等解决海外仿冒品等

权利侵害事件；与ＩＮＰＩＴ、日本贸易振兴机构（ＪＥＴＲＯ）建立合作体制，发布海外最新

的知识产权法规和制度信息，支援日企海外知识产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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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３／０５／２０２３０５２４００２／２０２３０５２４００２．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知财活用アクションプラン」を改定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

［２］Ｇ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ＧＸＴＩ）是ＪＰＯ为把握绿色转型相关技术全局，于２０２２年６月编
制的技术分类表，同时ＪＰＯ也公开了相应的专利检索式。ＧＸＴＩ包含大类、中类、小类三个级别，包含５个大类
主题，分别为能源供给（ｇｘＡ）、能源需求（ｇｘＢ）、能源存储（ｇｘＣ）、非能源领域的ＣＯ２减排（ｇｘＤ）、温室气体回收／
储存／利用／清除（ｇｘＥ）。

日本发布绿色转型技术专利动向调查

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绿色转型（ＧＸ）技术专利动向调查，

首次使用了ＪＰＯ编制的绿色转型技术分类表（ＧＸＴＩ）［２］，对各个国家与地区绿色转

型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进行全面调查，帮助企业掌握 ＧＸ相关技术的优势与劣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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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管理和研发战略；直观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地区ＧＸ相关技术趋势。

结果显示，从ＧＸ技术整体来看，日本的国际发明数量最多，其在太阳能发电、建筑

节能（ＺＥＢ、ＺＥＨ等零能耗／排放建筑）以及二次电池等领域高价值发明方面具有

优势。

　　１．ＧＸ技术总体趋势

截至２０１０年，日本居民发明数量最多，自２０１３年以来趋于平稳。大多数国家

和地区的发明数量几乎保持不变。中国居民发明数量迅速增加，在２０１３年超过了

日本达到最高峰值。印度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居民发明数量一直在增加。日本居民国

际专利家族（ＩＰＦ）［３］申请数量最多，日本在ＧＸ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

居民国际专利家族数量逐年增长，２０１９年仅占日本的一半左右，但其增长速度要低

于发明数量，且中国居民提交的大部分是本国申请。

［３］国际专利家族（ＩＰＦ）：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提交的专利申请、且向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提交的专利
数量或通过ＰＣＴ申请的数量。与只在一个国家提交的专利申请相比，在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提交的专利申请
能够确定专利对申请人的价值较高，可通过ＩＰＦ数量来分析专利的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４］高价值发明参考的是国际专利家族数量与高被引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其中，高被引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指
在各国或地区的专利审查中，被引用次数在专利总数的前１％以内（即被引用次数在２８次以上）的 ＩＰＦ数量。
此类发明对后续专利申请的影响大，且具有较高价值。

　　２．ＧＸＴＩ技术分类

（１）大类技术类别上，能源需求（ｇｘＢ）和能源存储（ｇｘＣ）专利申请数量呈增加

趋势，能源供给（ｇｘＡ）呈减少趋势。日本居民在ｇｘＢ和ｇｘＣ的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

首位。欧洲居民在ｇｘＡ排名首位，美国居民则在非能源领域的ＣＯ２减排（ｇｘＤ）和温

室气体回收／储存／利用／清除（ｇｘＥ）位居首位。

（２）中类技术类别“ｇｘＡ０１太阳能发电”的发明数量正在减少。除中国以外，日

美欧居民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呈减少趋势，表明太阳能发电领域可能已经从新技

术的开发阶段转移到现有技术的普及阶段。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日本申请人都位居首

位。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排名前２０的企业中，日本企业有１０家，包括松下（８０８项）、

夏普（５５３项）、富士胶片（４８２项）、三洋电机（４７６项）、索尼（４０２项）、东芝（３２２

项）、三菱电机（２６３项）、京瓷（２４７项）、钟化（２２８项）、住友化学（２１３项）。日本在

太阳能发电领域创造高价值发明方面［４］具有优势，美国和欧洲也较为突出。另外，

近年来中国申请人的崛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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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类技术类别“ｇｘＢ０１建筑节能化（ＺＥＢ、ＺＥＨ等）”的国际发明数量保持在

７０００项左右。日本居民的申请数量排在首位（每年２５００项左右），远超第二位的欧

洲（每年１５００项左右）。

（４）中类技术类别“ｇｘＣ０１二次电池”的国际发明数量稳步提升。日本居民的

申请数量居首位，ＩＰＦ数量保持在２０００项以上。

（５）中类技术类别“ｇｘＤ０１生物质化学品”的国际发明数量稳定在１０００项左

右。美国居民ＩＰＦ数量排在首位，其后依次是欧洲、日本和中国。

（６）中类技术类别“ｇｘＥ０１ＣＣＳ、ＣＣＵＳ和负排放技术”的国际发明数量总体持

平，在６００项左右。美国和欧洲居民分别位居第一、第二，但是二者在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

年减少至２００项左右，而排名第三的日本申请人在同一时期申请量保持在１００１５０

项左右，差距正在缩小。

　　３．ＧＸ技术分类之外受关注的技术［５］

［５］本次调查除ＧＸ技术分类外，还调查了部分受关注技术，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数据中心节能（光电融合技
术、功率半导体、设备节能）、配送路径优化、共享物品、食品常温保存、碳排放交易。

　　（１）从国际专利家族发明数量来看，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５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申

请数量大幅增加之后保持稳定。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０年“配送路径的优化”也在激增，“共

享物品”（汽车共享等）、“食品常温保存”（罐头、干燥食品等）正在增长，而“光电融

合技术”正在减少。

（２）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在ＧＸ分类之外受关注技术ＩＰＦ数量都

排名前三，其中“钙钛矿太阳电池”和“光电融合技术”位居第一。美国在８项技术

中有７项技术的国际发明数量排名前三，其中有５项技术（功率半导体、设备节能、

配送路径优化、共享物品、碳排放交易）排名第一。欧洲有３项技术排在前三，“食

品常温保存”排在首位；中国和韩国也有３项技术排在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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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存在感の大きさが特许情报分析より示唆され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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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３年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６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３年知识产权报告。报告显

示，２０２２年，专利申请数量接近２０２１年创纪录的水平，植物新品种数量有所增加，

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分别下降１１２％和３６％。

［６］澳大利亚专利包括标准专利、革新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广义上讲，这三种类型同中国的发明、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类似。

　　１．专利

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标准专利接近２０２１年的创纪录水平。总

体申请量从２０２１年的３２，４０９件下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３２，２６４件，比２０２１年略微下降

０４％，其中，９２３％的标准专利申请来自国外，即由澳大利亚以外的实体提交。

２０２２年，非本土居民申请相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１２％，达到２９，７７０件，来自本土居民的

申请下降１６８％，为２，４９４件。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共授权１６，４０７件标

准专利［６］，比２０２０年下降４４％。本土居民（－２６％，１，０６４项）和非本土居民

（－４５％，１５，３４３项）的专利授权量都有所下降。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的大多数

（７３４％）标准专利申请是通过ＰＣＴ途径进行的国际申请，这是非本土居民申请的

首选途径，澳大利亚提交了２３，６８５件ＰＣＴ申请，比２０２１年增加１３％。２０２２年，澳

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标准专利申请的ＴＯＰ５来源国是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和德国。

其中，美国共有１４，７３５件专利申请，比２０２１年增长１％，占受理总量的４５７％，其

后依次是中国 ２，１６７件（－８２％）、日本 １，５９６件（＋３２％）、英国 １，５４５件

（＋１１６％）、德国１，３８６件（－１０％）。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标准专利申请的领先技

术领域是药品（４，４６５件），其后依次是医疗技术（３，９５０件）、生物技术（３，３２８件）、

有机精细化学（１，７６６件）和计算机技术（１，７２０件）。２０２２年，标准专利的主要国

际申请人是韩国ＬＧ（２８２件）、美国ＩＢＭ（１８９件）、中国华为（１８２件）、美国ＢＤ（１５９

件）和美国苹果（１４９件）。标准专利的主要国内申请人是游戏技术生产商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６９件）、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５１件）、莫纳什大学

（２４件）、个人发明家ＴｈａｎｈＴｒｉＬａｍ（２４件），软件技术公司 Ｃａｎｖａ（２３件）、瑞思迈

有限公司（２３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的最新数据，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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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国外申请的专利数量增加２４％，达到９，３２８件。澳大利亚专利的主要目的地

市场是美国、欧洲专利局、中国、新西兰和加拿大。

　　２．商标

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商标申请总量达７８，８３２件，同比下降

１１２％。其中非本土居民申请下降３４％（３４，１８６件），本土居民申请下降１６３％

（４４，６４６件），本土居民申请的下降占申请总体下降的８８％。２０２２年，商标申请

ＴＯＰ５来源国是美国（１０，６２９件）、中国（５，４８５件）、英国（２，７２８件）、德国（１，８３９

件）和日本（１，３０１件）。根据尼斯分类，２０２２年，申请人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总

共提交了１５３，０５４个商标类别。２０２２年，商标申请中唯一获得增长的类别是科学

和技术服务，比２０２１年增长１７％，这一类别包括与计算机安全、医学研究和其他

科技领域有关的服务。２０２２年，商标申请的主要国际申请人是英国葛兰素史克集

团（１３６件），其后依次是美国亚马逊（８８件）、美国强生（７８件）、韩国现代汽车（７７

件）。根据ＷＩＰＯ的最新数据，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申请人在国外提交了２２，８９３件商

标申请，比２０２０年同比增长１１９％。澳大利亚申请人在国外提交的商标类别总数

增加了１８６％，达到５６，２８９件。澳大利亚申请人商标申请的主要目的地市场是新

西兰、美国、中国、英国和欧盟知识产权局。

［７］录音、电信或数据处理设备包括平板电脑、销售点终端以及屏幕显示和图标。

　　３．外观设计

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外观设计申请为 ７，８３６件，同比下降

３６％，２０２２年的总量比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的五年平均水平高出４５％。非本土居民

的外观设计申请在２０２１年的创纪录水平上增加３３％，达到５，７０３件。相比之下，

澳大利亚居民的外观设计申请下降１８１％。２０２２年的外观设计注册总量为２，８３６

件，比２０２１年的创纪录水平减少了５３％。２０２２年，外观设计申请的ＴＯＰ５来源国

是美国（２，１７６件）、中国（８５６件）、英国（３４６件）、德国（２４０件）和日本（２３７件）。

根据洛迦诺分类法，２０２２年，外观设计申请的主要产品类别是记录、电信或数据处

理设备［７］（９６５件），比２０２１年的申请增长三分之一以上（＋３７３％），原因可能是

２０２２年ＩＴ和电信应用的强劲增长（＋２８％）。而其他主要外观设计类别的申请都

在下降。根据ＷＩＰＯ的最新数据，２０２１年，澳大利亚申请人在国外提交了２，９８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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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申请，创下历史新高，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３４３％。澳大利亚申请人外观设计

的主要目的地市场是英国、美国、欧盟知识产权局、新西兰和中国。

　　４．植物新品种（ＰＢＲｓ）［８］

２０２２年，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受理的 ＰＢＲｓ申请为 ３０１件，比 ２０２１年下降

８５％。其中，本土居民申请下降８５％，为１１８件，非本土居民的申请增加８９％，

为１８３件。非本土居民申请占澳大利亚所有ＰＢＲｓ申请总量的６０８％。荷兰和美

国（５６件）一直是澳大利亚ＰＢＲｓ申请的主要来源国。

［８］植物新品种（ＰＢＲｓ）是指为植物新品种提供法律保护，以鼓励私人投资植物育种和商业化。植物新品种必
须清晰可辨，并可与其他品种区分开来，才有资格获得保护，并且在传播时必须均匀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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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０

年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１２２３亿澳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２％，其

中领先行业包括设计业（５０９亿），时装业（１５１亿），文学和印刷媒体（８３亿），广播、

电子或数字媒体和电影（８１亿）。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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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音乐版权

所有者（包括音乐家、作曲家、词曲作者和出版商）支付了４３４２亿澳元。

　　６．货币政策、投资和创新

虽然创新投资在ＣＯＶＩＤ１９影响期间具有弹性，但对创新和知识产权的总体影

响难以预测。经济衰退有可能限制创新，从而影响长期的生产力增长。紧缩性货

币政策对澳大利亚人的国内专利申请的影响有限，从事创新活动的公司比例有所

下降，这是由中小型企业所驱动的。总的来说，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可以对创新活

动和潜在的生产力产生中期影响。

　　７．澳大利亚的多样性和创新

报告认为利用多样性和参与性，解决技能短缺问题，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技

术领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经济生产力，支持可持续的工资增长。澳大利亚的知识

产权制度在实现这些成果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对于澳大利亚企业来说，知识

９知识产权动态



产权通过鼓励创新和新技术与新理念的传播，推动了生产力的增长。

　　８．创新工资溢价和劳动力流动性

澳大利亚企业依靠多样化的劳动力进行创新，其中包括年轻人、技术移民和技

术工人，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人数众多。反过来，澳大利亚拥有知识产权的企

业也为各个层次的职业的人才创造了重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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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晶圆制造业专利态势报告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亚洲金杜律师事务所发布了中国芯片晶圆制造产业的相关

专利态势报告。调查研究表明，近年来，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争端和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

的影响，全球芯片消费市场仍旧保持高速增长，２０２２年全球销售额达到５７３５亿美

元，中国占比最大（１８０３亿美元，占３１４％）。该报告指出，作为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尚未建立一体化、先进的芯片产业供应链［９］，晶圆制造是中国芯片产业最薄弱

的部分，又被称为卡脖子技术［１０］。该报告从专利的角度分析中国晶圆制造的市场

和产业的发展趋势。

［９］芯片产业供应链可以简单分为：（上游）集成电路设计、（中游）晶圆制造、（下游）封装测试。
［１０］由于晶圆制造具有高技术壁垒，只有少数公司拥有成熟的芯片晶圆制造能力。根据２０２２年营收数据，全
球前十大晶圆制造商总收入约１０９６亿美元，占总市场份额９４．５６％。其中，三家公司来自中国大陆（１２６亿美
元，占比１１％）。与广阔的消费市场相比，中国大陆企业的晶圆制造能力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

该报告选择了两个数据集进行分析：（１）中国大陆１１家晶圆制造商（其中有３

家位居全球排名前十），其总收入占中国大陆公司总收入的９０％以上。（２）选择全

球排名前十的另外７家晶圆制造商，分别来自中国台湾（４家）、韩国（１家）、美国

（１家）和以色列（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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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中国大陆专利申请人态势

该报告分析认为，自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大陆申请人的全球专利申请活动呈持

续增长，原因主要是：（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对晶圆加工技术和产能

的需求强劲；（２）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高度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将其列为基础和核

心战略科学领域；（３）政府在集成电路领域积极引导投资；（４）在国际贸易争端的

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等措施切断中国的芯片供应链，这种困

境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企业和资本，各方对于加强和提升本土晶圆制造能力达成共

识。相关晶圆制造商正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预计未来十年专利申请量仍将快速

增长。

图１　中国大陆晶圆制造专利申请人的全球专利申请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报告显示，过去１０年间，中国大陆申请人的晶圆制造全球专利家族规模中，

７６％以上的专利申请在中国提交，第二大目的地是美国（约占１５％），只有一小部

分（约９％）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主要是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２０１５年以

来，中国大陆申请人海外专利申请越来越多：２０１５年，海外专利申请的比例仅为

７５％，而在过去五年中这一数字超过了２０％。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专利活动不断增

加，这表明中国大陆申请人越来越重视全球专利布局。值得注意的是，ＰＣＴ申请的

比例在２０１７年之后也明显增加，从前五年的平均１％增加到近五年的６％，超过

８０％的ＰＣＴ申请来自存储芯片制造商。图２显示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在晶圆制造

的专利申请量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明显激增。其中，海外专利申请比例为４１％，平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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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家族规模为５９件，远高于其他中国大陆申请人。报告认为，存储芯片制造技术

是中国将晶圆加工服务和产品推向全球市场的重要突破点。

图２　中国大陆存储芯片制造商晶圆制造全球专利申请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２．全球重要专利申请人态势

该报告指出，全球重要专利申请人在晶圆制造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活动在

２０１７年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放缓。总体来说，中国台湾专利申请数量占比６６％，其

次是韩国（２８％）。全球重要专利申请人的专利数量在２０１３至２０２０年期间波动，

但由于中国大陆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持续增加，这一比例不断下降。这一趋势表明，

中国晶圆制造商将逐渐在国内技术竞争中获得优势。

大多数申请人的专利家族规模在２至５个。中国大陆专利权人的同族专利

中，只有９５％的专利家族规模超过５，而全球重要专利权人的这一比例为２６７％。

此外，中国大陆专利权人平均专利家族规模为３３，全球重要专利权人平均专利家

族规模为４５。中国晶圆制造商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申请专利时有明确的目标市场，

而全球重要专利权人则着眼于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从专利授权情况来看，２０１３至

２０１７年专利申请数量的不断增加，专利授权率保持相对稳定。全球重要专利权人

的专利平均授权率较高（８７５％），中国大陆专利权人的平均授权率为８０４％。

　　３．主要发现

报告认为，中国晶圆制造商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仍然是中国大陆市场（７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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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现出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明确意愿；存储芯片制造技术是中国将晶圆加工服务

和产品推向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点。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中国大陆和全球重要专

利权人的中国专利申请授权比例大致保持稳定。全球重要专利权人的平均授权率

高于中国大陆申请人；虽然目前全球芯片处于“产能过剩周期”，主要芯片厂商营收

下滑，但在中国大陆巨大的市场、政策和投资支持下，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机会将

会越来越多，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将有助于中国芯片产业（尤其是晶圆制造）的崛起。

李姝影　检索，武辰爽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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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６月７日

政策规划

日本发布第三次区域知识产权振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４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第三次区域知识产权振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以支持区域和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获取和利用。基本方针包

括：（１）建立有目标意识的支援体制，促进区域价值创造。ＪＰＯ对区域核心企业实

施的实操支援，将由直接接触企业的“推进式”支援，向以地方政府和支援机构支持

的“区域核心挖掘式”转型。宣传知识产权经营实践示范案例，提高企业的知识产

权运用水平。（２）加强中央和区域支援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协同效应。为加速区

域的知识产权活用，需要各类相关机构等有机联系，促进区域价值创造。进一步强

化合作网络，拓宽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企业支援的广度和深度。机构实施的各项

支援措施无缝贯通；增强对企业的经营的具体支援效果。（３）ＫＰＩ的设定与共享。

中央在设定并推进ＫＰＩ（中央ＫＰＩ）的同时，区域也要设定并推进基于地方自治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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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等的ＫＰＩ（区域ＫＰＩ）。实施支援作为中央ＫＰＩ的主要指标，在实施支援的

基础上还要对支援结果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反馈给区域，确保知识产权措施能够

渗透到地方。中央ＫＰＩ与区域ＫＰＩ都需要各相关部门利用ＰＤＣＡ循环［１１］考核自身

ＫＰＩ实施情况，并将该信息共享，以便改善各部门的支援质量。

［１１］第三次行动计划中，各部门的ＫＰＩ进展要在全体部门中共享，并且需通过持续修改各 ＫＰＩ来提高和改善
各部门支援的质量，构建有效运转ＰＤＣＡ循环的体制。具体来说，各相关部门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验证，并将
进展情况共享给ＪＰＯ。在ＪＰＯ、ＩＮＰＩＴ、各经济产业局等知识产权室、地方自治团体等的参与下，举办知识产权支
援区域联络会议（以各地区每年一次为目标），为共享其他区域自治团体的先进组织事例等。在３年后本轮计
划结束时，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共享ＫＰＩ达成情况、效果及措施的评价。

闫欣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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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３次地域知财活性化行动计画」を策定しました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韩国国会通过《外观设计保护法》修正案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外观设计保护法》修正案，旨在延

长相似外观设计的申请期限，扩大不丧失新颖性规定的适用范围，放宽要求优先权

的资格条件。修正案将在颁布６个月后生效。

修正案相关制度：（１）相似外观设计：对于与申请人先前外观设计相似的外观

设计，不会因违反新颖性或先申请原则而拒绝注册；（２）不丧失新颖性：在申请之前

已经公开的外观设计可能因丧失新颖性而被拒绝注册，但对于申请人公开不到１２

个月的外观设计，可以予以注册；（３）要求优先权：申请人在一个国家提出专利申请

之日起６个月内在另一个国家以相同的外观设计申请专利，将把在首个国家申请

的时间视为申请日。

修订条款：（１）将相似外观设计的申请期限从１年延长至３年，帮助企业建设

品牌形象，强化对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观设计的保护；（２）取消关于不丧失新颖性材

料提交时间和期限的程序性条款，降低权利人申请不丧失新颖性的门槛；（３）完善

要求优先权相关条款，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期限内（自申请日起６个月）要求优先

权的权利人给予额外２个月的宽限期，并制定要求优先权的追加程序，保障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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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

王美元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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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

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３年申请动向系列调查报告

【摘要】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２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３年申请动向系列调查，包

括外观设计和需求型技术两个部分。其中，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动向调查了日本、

美国、欧洲、中国和韩国五个国家／地区的外观设计申请人的授权趋势，全面了解

每个国家／地区国际外观设计的政策；需求型技术主要包括化合物半导体、微型

电动车和制冷剂三个领域的专利分析报告。

日本专利局２０２３年申请动向系列调查报告，涵盖外观设计和需求型技术两个

部分。报告显示：（１）２０２１年，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申请人来源国是中国

（８０２，６３６件）。日本外观设计生活用品类授权数量最多，其次为电子器材及通信

器材、一般器材。向ＷＩＰＯ提交海牙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前三的企业分别是三

星电子（韩国，７９６件）、飞利浦（荷兰，６７８件）和宝洁（美国，６６５件）。（２）化合物

半导体和微型电动车领域，专利家族数量最多的是中国，而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和

ＰＣＴ申请总量最多的是日本；制冷剂领域，专利家族数量最多的是日本（在制冷剂

中含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方面，中国专利家族数量最多），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和 ＰＣＴ

申请总量最多的是日本。

［１２］调查对象包括：日本专利局（ＪＰＯ）、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ＣＮＩＰＡ）、韩国专利局（ＫＩＰＯ）。

　　１．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动向调查报告

　　（１）各国／地区外观设计授权［１２］

①２０２１年，在日本专利局（ＪＰＯ）、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盟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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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ＩＰ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和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获得授权的外

观设计总量由２０２０年的９５９，００５件增加至１，０１２，０３３件。与２０２０年相比，ＪＰＯ、

ＣＮＩＰＡ和ＫＩＰＯ都有所增加。
表１　五大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授权数量（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公开年 ＪＰＯ ＵＳＰＴＯ ＥＵＩＰＯ ＣＮＩＰＡ ＫＩＰＯ 合计

２０１７ ２７，９６８ ３０，８７９ １０６，２０４ ４４３，０１８ ４９，９５０ ６５８，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２７，２７７ ３０，５１３ １０１，４８３ ５３６，２８４ ４９，２５４ ７４４，８１１

２０１９ ２７，９７４ ３４，８１３ １０８，４０５ ５５６，５５９ ５４，２２４ ７８１，９７５

２０２０ ２７，６４５ ３４，８９５ １１４，５２３ ７３１，９１７ ５０，０２５ ９５９，００５

２０２１ ２７，９５４ ３３，１６１ １１０，４４８ ７８５，５２７ ５２，９４３ １，０１２，０３３

②２０２１年，按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统计（表２），中国（８０２，６３６件）的外观设

计授权数量最多。与２０２０年相比，日本、美国、欧洲有所减少，中国和韩国有所

增加。

表２　申请来源国家／地区外观设计授权数量（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公开年 日本 美国 欧盟 中国 韩国 其他 合计

２０１７ ３２，４４９ ３５，４７８ ８２，４６０ ４３６，７１１ ５２，０１８ １８，８４３ ６５８，０１９

２０１８ ３１，９０６ ３４，７６１ ７８，６７３ ５２９，３６１ ５２，１９７ １７，９１３ ７４４，８１１

２０１９ ３１，９０９ ３９，３４９ ７９，２０７ ５５７，４６８ ５６，０１２ １８，０３０ ７８１，９７５

２０２０ ３０，２３３ ３９，４９５ ７９，６９９ ７３７，４７０ ５３，４９１ １８，６１７ ９５９，００５

２０２１ ２７，４５６ ３４，２３１ ６８，６２１ ８０２，６３６ ５８，７６４ ２０，３２５ １，０１２，０３３

③２０２１年，在ＪＰＯ授权的外观设计最多的申请人来自日本，其后依次是中国、

美国、欧盟成员国、其他国家和韩国。

④２０２１年，中国申请人在ＥＵＩＰＯ授权的外观设计数量最多（２５，６３８件）；欧盟

成员国申请人在ＫＩＰＯ授权的外观设计数量最少（５９８件）。

⑤ＪＰＯ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公司为松下知识产权经营株式会社，其后依

次为苹果、三菱电机、日本国誉和ＬＧ电子。ＵＳＰＴＯ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是ＬＧ

电子，其后依次为三星电子、耐克、苹果和福特。ＥＵＩＰＯ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多的

是宝洁，其后依次为普拉达、三星电子、怡高灯饰和飞利浦。ＣＮＩＰＡ外观设计授权

数量最多的是全友家居，其后依次为广州市雍博皮具有限公司、深圳市周泰福珠宝

有限公司、温州中胤鞋服有限公司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ＫＩＰＯ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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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数量最多的是ＣＪ第一制糖，其后依次为ＬＧ电子、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

　　（２）国际外观设计授权

从申请人国别来看，向 ＷＩＰＯ提交并获得授权的国际外观设计中，２０２１年，欧

洲申请人的国际外观设计授权量最多（１０，５５５件），其后依次是其他国家、美国、韩

国、日本以及中国。日本申请人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自２０１９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减

少。海牙体系成员国的外观设计授权数量为 １８，１１６件。从申请机构来看，向

ＷＩＰＯ提交并获得授权的国际外观设计中，三星电子最多（韩国，７９６件），其后依次

是飞利浦（荷兰，６７８件）和宝洁（美国，６６５件）。

表３　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国际外观设计授权数量（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公开年 日本 美国 欧盟 中国 韩国 其他 合计

２０１７ ８７０ １，４１３ １０，２７２ ７２ １，５５３ ３，７２５ １７，９０５

２０１８ ９５７ １，３９２ ９，６２１ ２３５ １，８９７ ３，７６２ １７，８６４

２０１９ １，２６３ １，４４１ １１，０８１ ４９１ １，８００ ３，０９８ １９，１７４

２０２０ １，１１４ ２，１６３ １２，８０６ ８６６ １，８３２ ３，３８２ ２２，１６３

２０２１ ８９１ ２，２３２ １０，５５５ ５９６ ２，０１３ ４，３４９ ２０，６３６

　　（３）全球企业动向

报告对全球２５家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三星电子外观设计授权数量最

多，其后依次是 ＬＧ电子和耐克，其每年的授权数量都达到了１，５００至３，０００件。

与２０１７年相比，美的集团、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ＯＰＰＯ、华为科技、小米的外观

设计授权数量增长率都在２００％以上。

　　２．需求型技术专利申请动向调查报告

　　（１）化合物半导体［１３］

［１３］主要以化合物半导体基板和薄膜形成技术为中心进行调查，ＬＥＤ和太阳电池使用材料不在调查范围内。

　　①市场政策动向：从２０２２年化合物半导体市场的材料来看，ＧａＮ（包括 ＡｌＧａＮ

和ＩｎＧａＮ）的市场份额最高，其后依次是 ＧａＡｓ（包括 ＡｌＧａＡｓ）、ＩｎＰ、ＳｉＧｅ、ＳｉＣ和

ＧａＰ。其中也包括ＬＥＤ，ＧａＮ受其影响较大，占光电子器件、高频器件和功率器件总

量的１／４左右。除ＬＥＤ外，附加价值较高的高频器件和光电子器件的市场规模较

大，ＧａＡｓ、ＩｎＰ、ＳｉＧｅ主导着该市场。以汽车为中心，电子电力器件的市场正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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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ＳｉＣ将成为这一市场的主导者。各国在化合物半导体方面项目较多，如日本

半导体数字战略、绿色创新基金事业、内阁府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等；中国“十四

五”计划、国家ＩＣ产业基金、光电融合芯片技术等；美国芯片法案、欧盟芯片法案、

韩国第四次科学基本计划和和Ｋ半导体战略等。标准化组织包括日本的半导体标

准化专门委员会（ＪＥＩＴＡ）、光产业技术振兴协会（ＯＩＴＤＡ）；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

固态技术协会（ＪＥＤＥＣ）。

②专利动向：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０年，化合物半导体专利家族数量为 ３３，９１９件，自

２０１６年以来呈小幅增加趋势。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中国专利家族数量最

多（１２，９４２件，３８２％）；其后依次是日本（７，９９８件，２３６％）、美国（５，６６８件，

１６７％）、韩国（２，８７３件，８５％）、其他（２，２９４件，６８％）、欧洲（２，１４４件，６３％）。

国际专利家族总量为１２，２７６件。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国际专利家

族数量最多（４，５７１件，３７２％）；其次是美国（２，３６３件，１９２％）、欧洲（１，７８４件，

１４５％）、中国（１，２１２件，９９％）、韩国（１，１９５件，９７％）、其他（１，１５１件，９４％）。

ＰＣＴ专利申请量为７，２４８件，２０１７年达到峰值，２０１８年后有所下降，２０２０年再次上

升。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ＰＣＴ专利申请最多（２，７３１件，３７７％）；其

后依次是美国１，９７３件（２７２％）、欧洲１，１３５件（１５７％）、中国８５４件（１１８％）、

韩国３６６件（５％）、其他１８９件（２６％）。

③各技术类别的专利家族数量排名靠前的来源国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欧

洲、韩国，中国在多个技术类别中均排名第一，日本数量较多的领域是激光二极管、

功率器件、助焊剂法等；美国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ＳｉＧｅ”和“高频设备”用途的数量

最多。日本申请人功率器件相关申请总体呈增加趋势，调查期间日本高频设备相

关申请呈增加趋势。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所有技术类别中，中国调查前半期和

后半期的申请数量相比有大幅增加。从技术类别来看，中国、美国和欧洲的

“Ｇａ２Ｏ３”数量都在增加。从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和基板（制造技术）的交叉分析来

看，“气相法”的专利家族数量最多，其材料依次为“ＳｉＣ”“ＡｌＮ”“ＧａＮ”。其次是数

量较多的“熔融法”，其材料依次为“ＳｉＣ”“ＧａＮ”“Ｇａ２Ｏ３”。第三是“助焊剂法”，由

于“固相法”性质，用例非常少。从材料和薄膜（成膜技术）的交叉分析来看，数量

最多的薄膜是“ＣＶＤ”，材料依次是“ＳｉＣ”“ＧａＮ”“ＡｌＮ”。其次是数量较多的“外延

增长”，其材料依次为“ＧａＮ”“ＳｉＣ”“ＡｌＮ”。“ＭＯＣＶＤ”“ＭＢＥ”“ＨＶＰＥ”数量较少。

④论文动向：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１年，化合物半导体相关论文数量为２０８４０篇。２０１４

至２０１９年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研究人员所属机构国籍／地区最多的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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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６篇，２４５％），其后依次是其他（５０８９篇，２４４％）、中国（４３８２篇，２１％）、美国

（３４２５篇，１６４％）、日本（２１４２篇，１０３％）、韩国（６９６篇，３３％）。论文数量较多

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３１７篇）、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２８１篇）、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２２８篇）。

　　（２）微型电动车［１４］

［１４］超小型电动车的调查对象包括带车把的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以及老年车等三轮以上的电动车辆。不
包括电动摩托车、电动助力自行车、电动滑板车、四轮超小型电动车、带操纵杆的电动轮椅以及双轮平衡车。具

体包括车辆分类、动力模式、动力源分类、电池类型的申请动向，要素配置特色、冷却性能优异、控制优异的发明

专利，效果等８个部分。
［１５］本次调查的对象包括新一代和制冷剂及制冷剂种含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新一代制冷剂”以ＧＷＰ不超
过７５０的制冷剂为对象，在专利中特指ＩＰＣ分类中的Ｃ０９ＫＢ／０４。“制冷剂中含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指使用丙
烷作为制冷剂的装置系统，包括ＩＰＣ分类Ｆ２４Ｆ、Ｆ２４Ｈ、Ｆ２５Ｂ中的任意一种。

　　预计电动自行车等领域的世界市场规模将从２０２１年的４６０４８万辆扩大到

２０２６年的６５２０８万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规模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大。

①专利动向：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０年，微型电动车专利家族数为１５，３７５件，从申请人

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最多的是中国（７，１８０件，４６７％），其后依次是日本（２，５２８

件，１６４％），欧洲（２，２２０件，１４４％）。国际专利家族数为５，３２８件，从申请人来

源国家／地区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日本（１，６６８件，３１３％），其后依次是欧洲（１，２８５

件，２４１％），韩国（７７９件，１４６％），中国（７３１件，３７％）。ＰＣＴ申请量为 ３，３８５

件，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日本（９１３件，２７０％），其后依次

是欧洲（８６７件，２５６％）、中国（６１９件，１８３％）、韩国（４７６件，１４１％）、美国（３３５

件，９９％）。

②论文动向：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１年，微型电动车相关论文２，４２２篇，研究人员所属机

构国籍／地区最多的是欧洲（８６４篇，３５７％），其后依次是其他（５７９篇，２３９％），中

国（４６１篇，１９０％），美国（２２５篇，９３％），韩国（７４篇，３１％），日本（７２篇，

３０％）。论文数量较多的是东南大学（４４篇）、慕尼黑工业大学（２４篇）、同济大学

（２４篇）、米兰理工大学（２９篇）、西南交通大学（２０篇）。

　　（３）制冷剂［１５］

制冷剂世界市场规模预计将从２０２０年的５６亿美元扩大到２０２６年的７９亿美

元。日本、美国、欧洲的多数企业都是备受关注的制冷剂制造商。

①专利动向：２０１４至２０２０年，从新一代制冷剂专利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

看，日本专利家族数最多（３９９件，３５５％），其后依次是中国（３１８件，２８３％），美国

９１知识产权动态



（２９９件，２０４％）、欧洲（１０１件，９０％），欧洲近年来的申请量有所增加，可能是受

欧盟含氟气体ＦＧａｓ法规的影响。具体的，在制冷剂中含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方

面，中国（１４４件）最多，日本（１４２件）排名第二，是美国（７１件）和欧洲（６２件）的２

倍以上。从申请人来源国家／地区来看，日本国际专利家族数量最多（３１０件，

５０２％）。其后依次是美国（１６５件，２６７％）、欧洲（７９件，１２８％）、中国（２６件，

４２％）。日美欧中韩在本国或地区申请和授权的数量最多，而日本在美国、欧洲、

中国也有较多布局，其中美国、欧洲、中国作为全球市场非常重要。在制冷剂中含

有丙烷的空调等设备方面，日本数量最多（１１７件，４７０％）。其后依次是欧洲（５３

件，２１３％）、美国（４５件，１８１％）、韩国（８件，３２％）。

②论文动向：新一代制冷剂相关论文数量在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呈逐渐递增趋势。

日本专利申请的数量较多，论文数量较少。欧洲发表相关论文数量最多（６３６篇，

３６８％），且自２０１８年以来数量一直在增加，其后依次是中国（２８３篇，１６４％），美

国（２５６篇，１４８％），日本（１３３篇，７７％）。近年来，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处于增长

趋势。欧洲和中国的研究机构与人员上榜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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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以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专利分析，发现该技术正

在逐步迈向市场化，近十年保持着旺盛发展势头，专利布局方向集中在多类型太

阳电池的柔性化，组件、零件、模块相关技术以及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主要由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产出，目前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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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主要布局在本国市场。中国已经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但从高价值专利

占比来看美国大幅领先，中国尚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全球 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

中，中国机构占７家，日本机构占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居首位，但其布局仍主

要在国内。在布局方向上，Ｔｏｐ１０机构申请的柔性太阳电池种类涉及晶硅、有

机、钙钛矿、砷化镓、铜铟镓硒、铜锌锡硒、染料敏化等类型，可见目前的市场正广

泛探索各种技术路径。国内柔性太阳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

（江苏、上海、浙江）、北方（北京、天津）及南部（广东为主）地区，其中江苏以３８７

项专利位居首位。国内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都是中国机构，涵盖了科研机

构、大学、大型国企以及高新技术企业。

光伏太阳电池是利用光生伏特效应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作为清洁发电

的主要途径之一，光伏太阳电池技术已经逐渐趋向成熟，性能不断提高，成本大幅

下降，产业链愈加完备，发展为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重要技术路径。我国一直

鼓励光伏行业发展，在政策支持下，我国光伏产业在制造规模、产业化技术水平、产

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随着太阳电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应用领

域也在不断拓展。其中，柔性太阳电池由于具有轻薄、可弯曲、便于携带和运输等

优点，可与不同形状的物体表面贴合，有集成到户外装备、建筑、可穿戴智能设备、

地面交通以及卫星、飞艇等设备的巨大潜力，极大地拓宽了太阳电池技术的应用场

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逐渐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发展方向。当前，在太阳电池

技术基础上，柔性太阳电池已发展出柔性硅薄膜太阳电池、柔性铜铟镓硒太阳电

池、柔性碲化镉太阳电池、柔性钙钛矿太阳电池等类型，相关制备、安装等技术也在

相应发展。

本文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对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进行挖掘和分

析，深入了解全球技术发展态势。本次分析采用专利族为单位，即一个专利家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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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性太阳

电池技术相关检索词制定检索策略，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７日，共检索获

得６，３７５件发明专利，经Ｉｎｐａｄｏｃ同族专利合并后得到３，８４５项同族专利。

　　１．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从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来看，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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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图３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１９６３２０２３）［１６］

［１６］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的时滞。文中近２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１９６３至１９９６年，相关专利申请处于起步阶段，全球年均申请量基本都在１０项

以内。１９５４年贝尔实验室制备出全球首个实用型晶硅太阳电池，太阳电池正式走

向商业化。但由于成本高，太阳电池处于不断推进技术助推商业化发展的阶段。

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开始重视太阳电池技术。这一阶段，

太阳电池技术以第一代晶硅太阳电池为主，其不可折弯、脆性较高等局限性大大限

制了柔性应用场景，因此柔性太阳电池未能得以发展。

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５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进入缓慢发展期，专利申请量虽有增长但

年申请量在１０至３０项之间。由于晶硅电池成本高，研究界和产业界将目光转向

开发高效低成本的新型太阳电池技术，不断探索新材料和新架构。太阳电池领域

内关注的焦点是获得高性能、低成本太阳电池，以实现太阳能发电的普及应用，柔

性电池由于应用场景“非主流”，受到的关注仍然较少。

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１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专利申请呈现快速增长

趋势，年申请量迅速增至上百项。这可能是由于太阳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成本持

续下降，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太阳电池的更多应用可能。另外，随着薄膜太阳电池技

术的发展，其可制备在金属箔和塑料衬底上，为柔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柔性

太阳电池技术得以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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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至今，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专利申请量保持在较高的

水平，并在２０１８年达到了峰值（３６７项），其后几年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２００项以

上，这与薄膜太阳电池技术的逐渐成熟有关。尤其是２００９年钙钛矿太阳电池问世

之后，其显著的效率和成本优势受到广泛关注，同时钙钛矿材料具备柔性材料的力

学特征，为制备柔性钙钛矿器件提供了极大可能。基于多种已开发出的太阳电池

技术，业界不断探索其柔性化的可能，拓宽应用场景。

　　２．柔性太阳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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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的ＩＰＣ分类号（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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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 １０年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申请的专利（２，６１５项）的 ＩＰＣ分类号进行统计，前 １５名如表 ４

所示。

（１）多类型太阳电池，如薄膜太阳电池、光敏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Ｈ０１Ｌ３１／

０３９２、Ｈ０２Ｊ７／３５、Ｈ０１Ｌ５１／４２等）；

（２）太阳电池组件及零件，如电极、电池板涂层等（Ｈ０１Ｌ３１／０２２４、Ｈ０１Ｌ５１／４４、

Ｈ０１Ｌ３１／０２１６等）；

（３）太阳电池模块相关，如模块封装、模块支撑结构、电互连装置、模块及阵列

等（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８、Ｈ０２Ｓ３０／２０、Ｈ０２Ｓ２０／３０、Ｈ０１Ｌ３１／０５等）；

（４）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Ｈ０１Ｌ３１／１８、Ｈ０１Ｌ５１／４８等）。

表４　近十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布局方向（基于ＩＰＣ小组Ｔｏｐ１５）

ＩＰＣ分类号 含义 专利申请数量（项）

Ｈ０１Ｌ３１／１８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５１５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８ 模块的封装 ３０５
Ｈ０２Ｓ３０／２０ 可折叠的光伏模块 １９７
Ｈ０１Ｌ３１／０３９２ 包含沉积在金属或绝缘体衬底上的薄膜 １９２
Ｈ０２Ｊ７／３５ 有光敏电池的 １７７
Ｈ０１Ｌ３１／０２２４ 电极 １７４

Ｈ０１Ｌ５１／４２
专门适用于感应红外线辐射、光、较短波长的电磁辐射或
微粒辐射；专门适用于将这些辐射能转换为电能，或者

适用于通过这样的辐射进行电能的控制
１６６

Ｈ０１Ｌ５１／４８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种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１５１
Ｈ０１Ｌ５１／４４ 器件的零部件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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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ＩＰＣ分类号 含义 专利申请数量（项）

Ｈ０２Ｓ２０／３０ 可移动或可调节的支撑结构，如角度调整 １２０

Ｈ０１Ｌ３１／０５ 光伏模块中光伏电池之间的电互连装置，例如，
光伏电池的串联连接

１１８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２ 单个光伏电池的光伏模块或者阵列 １０２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４５ 包括薄膜太阳能电池，如单个薄膜ａＳｉ、ＣＩＳ或者
ＣｄＴｅ太阳能电池 ９９

Ｈ０２Ｓ２０／００ 光伏模块的支撑结构 ８５
Ｈ０１Ｌ３１／０２１６ 涂层 ７８

［１７］高价值专利基于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平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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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近十年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涉及的前１０名ＩＰＣ分类号年度变化（图４）来

看，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的专利申请主要关注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以及太阳

电池模块封装等方面。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开始重视开发薄膜太阳电池器件、可折叠太

阳电池模块等。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２年，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仍是关注的重点，

而电池电极、有机太阳电池、电池板涂层等开始受到重视。

图４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技术类别申请态势（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３．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国家或地区分布情况如图５所示，全球主要国家／

地区的专利数量及高价值专利［１７］占比如图６。一般来说，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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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一定程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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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及相关技术在各国家／地区的活跃度。

图５　全球国家／地区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数量分布情况（单位：项）

图６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情况

［１８］ＰＶ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ｆｏｒ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ｈｔｔｐｓ：／／ｅｔｉｐｐｖ．
ｅｕ／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ｉｐｐｖ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ｖ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２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主要受理国包括中国、美

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其中，中国受理公开专利数量共计２，１７６项，占全球受理

公开专利总量的５６５９％，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这是由于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光伏

市场，不仅装机容量居于首位，光伏电池供应量也占全球七成以上［１８］。美国作为

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场，受理公开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数量为５０３项，占全球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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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８％。柔性太阳电池专利受理数量排名第 ３至 ５位的国家分别为日本（３１４

项）、韩国（２８２项）、德国（１００项），与中美两国相比有较大差距。可见，中国、美国

是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的主要市场。

就高价值专利来看，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中，高价值专利有２，３９６件，

合并得到１，０７９项专利族，占所有专利的２８０６％。美国受理的相关专利中高价值

专利占比为５４４７％，中国受理的占比仅为２１５１％，尚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考虑到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在近二十年才得以发展，选取２００３至２０２２年，

针对中美日韩主要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国，其专利受理数量的变化趋势如

图７所示。２０１０年前，各国专利数量差距不大，处于市场发展初期。随后中国受理

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颁布了一系列财政补贴措施促进光伏产业发展，２０１１年我国开始对光

伏实施上网电价补贴，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我国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发布后，多部门、各级政府密集出台支持和规范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营

造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这使得中国光伏市场得以快速发展，跃居全球

第一大市场，柔性太阳电池等技术也随之发展。

图７　中美日韩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受理变化（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基于ＩＰＣ小组，上述四个受理国家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技术布局如表５所示。

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市场均较为重视在柔性太阳电池制造设备、电池模块封装方

面的布局，日本主要受理光伏模块或阵列、光伏转换器件相关专利，韩国市场布局

较多为柔性太阳电池制造设备、光伏模块或阵列、电池电极相关技术。

６２ 知识产权动态



表５　中美日韩受理的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技术布局（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ＩＰＣ分类号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Ｈ０１Ｌ３１／１８ ６５６ ２００ ２６ １３５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８ ３８５ １４４ ３０ ３４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２ ７６ １１１ １６８ １０９

Ｈ０１Ｌ３１／０３９２ １４２ １０６ ４０ ８１

Ｈ０２Ｓ３０／２０ １６９ ８９ １６ １６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 ２９ ２４ １９２ ６６

Ｈ０１Ｌ３１／０２２４ １５３ ７１ ８ ８７

Ｈ０１Ｌ５１／４２ ２２７ １７ ９ １７

Ｈ０１Ｌ５１／４８ ２７７ １ １ ５

Ｈ０２Ｊ７／３５ １７８ １６ １１ ９

图８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来源国家／地区专利数量分布（单位：项）

　　４．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来源国家／地区

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的主要来源国是中国、美

国、日本、韩国。其中，中国专利申请有２１４５项，占全球的５５７９％，与其受理专利

数量相差不大；美国（５１０项）占比１３２６％；日本（３３３项）排名第三，占比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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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３１０项）位居第四。就高价值专利占比（图９）来看，美国最高（５２１６％），其

次是瑞士（５０００％）和法国（４８６５％）。中国占比仅为２０７５％，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２８０６％），在前十国家中仅位列第８，还需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

图９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来源国家／地区专利申请情况

具体到中美日韩主要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国，近２０年专利申请的变化

趋势如图１０所示。其变化趋势与主要国家受理趋势接近，大部分国家仍以本国市

场为主开展专利布局。

图１０　中美日韩四国申请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变化（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基于ＩＰＣ小组，上述四个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来源国家的技术布局如表６

所示。由于各国均将本国视为最重要市场，其布局与专利受理国情况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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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美日韩申请柔性太阳电池专利技术布局（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ＩＰＣ分类号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Ｈ０１Ｌ３１／１８ ６６８ ２０９ ５１ １７２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８ ３７４ １４９ ４３ ３５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２ ６６ ２０４ １９３ １３６

Ｈ０１Ｌ３１／０３９２ １４４ ９５ ６５ ９５

Ｈ０２Ｓ３０／２０ １７６ ９３ ６ １６

Ｈ０１Ｌ３１／０４ ２１ ５３ ２０５ ７７

Ｈ０１Ｌ３１／０２２４ １６３ ６６ １５ １０５

Ｈ０１Ｌ５１／４２ ２２５ ２８ １６ ２１

Ｈ０１Ｌ５１／４８ ２７９ １４ ３ ９

Ｈ０２Ｊ７／３５ １７９ １３ １０ ８

　　５．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

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前１０机构及其在本国和其他国家申请专利

情况表７所示。从机构类型来看，前１０中以企业居多，涵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

国航天集团、日本富士电机、日本积水化学、日本松下集团等大型企业，以及中国汉

能集团这样以太阳能光伏为主业的专业领域公司。此外还有１家科研机构（中国

科学院）和３家高校（东华大学、中原工学院、天津理工大学）。

表７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Ｔｏｐ１０

专利权人 所属国家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本国受理 国外受理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９８ ９７ １

汉能集团 中国 ６４ ３９ ２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 ５５ ５５ ０

东华大学 中国 ５４ ５４ ０

日本富士电机 日本 ５２ ４９ ３

中国航天集团 中国 ４８ ４８ ０

中原工学院 中国 ４４ ４４ ０

日本积水化学 日本 ３９ ３５ ４

天津理工大学 中国 ３６ ３６ ０

日本松下集团 日本 ２５ ２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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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别来看，柔性太阳电池技术前１０专利权人中，来自中国的机构数量最多

（７家），其余３家均为日本公司。中国机构中，中国科学院位列专利申请数量首

位，其专利主要来源于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对于柔性硅基太阳电池、柔性钙钛矿

太阳电池、柔性有机太阳电池均有研究对于柔性太阳电池的关键组件及材料，如薄

膜、电极等的材料开发和制备技术也有布局。汉能集团重点开发柔性薄膜太阳电

池，包括开发薄膜材料、导电浆料、电路互连、前板、电池模块、封装及安装装置等，

还布局了柔性电池的一些应用系统，如屋顶光伏、车用光伏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主要针对具备特殊性能的柔性太阳电池相关技术申请专利，如抗拉扯光伏组件、空

间用／飞行器用柔性太阳电池组件及相关制备工艺和测试安装技术，还开发长寿命

柔性太阳电池、柔性叠层太阳电池、低温制备柔性薄膜太阳电池、柔性一体化太阳

电池／锂离子电池复合电池等，在电池种类方面涉及晶硅、砷化镓和钙钛矿太阳电

池。东华大学开发了柔性的有机、钙钛矿、染料敏化等多种薄膜太阳电池，布局了

多项薄膜材料及制备方法相关专利，包括聚酰亚胺酸树脂薄膜、钙钛矿薄膜等材

料，此外还申请了柔性光伏热电一体化复合发电器件相关专利。日本富士电机主

要申请柔性太阳电池薄膜材料、电极、基板、柔性衬底等相关专利，另外对于电池模

块制造及电池系统安装等方面也有布局。中国航天集团重点开发柔性太阳电池

翼、空间用柔性太阳电池阵、倾转旋翼太阳能无人机等，并开发相关测试、安装装置

及技术，涉及的太阳电池种类包括晶硅、染料敏化等。中原工学院开发了柔性染料

敏化等太阳电池，重点关注膜材料、涂料等的开发和制备，以及柔性太阳电池的应

用，如太阳能照明帽、柔性光伏遮阳蓄电一体化装置、汽车太阳能柔性遮阳制冷通

风装置等。日本积水化学主要围绕柔性太阳电池组件及模块的开发和制造申请专

利。天津理工大学针对柔性铜铟镓硒太阳电池、铜锌锡硒太阳电池器件及制备方

法申请了多项专利，此外还申请了少量柔性有机太阳电池相关专利。日本松下集

团重点开发柔性光伏器件及其制造相关专利，涉及晶硅等太阳电池。值得注意的

是，大多数申请机构都主要在本国申请专利，而汉能集团在海外拥有多项专利，这

可能与其并购了美国、德国等多家海外公司，在海外设有多个研发中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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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所示。中国除汉能集团外，其

他机构大多布局在国内。汉能集团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均有布局。日本企业在

海外均有布局，其中松下集团较为重视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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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国家／地区布局情况

图１２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分布情况

　　６．我国主要省市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情况

全国省（市）柔性太阳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分布情况如图１２所示。柔

性太阳电池技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北方及南部地区。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省（市）

专利申请数量情况如图１３所示。其中，长三角江苏以３８７项专利位居首位，上海、

浙江均居于前列；北方北京（２１１项）排名第二，天津１３４项位居第６；南部则以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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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以１７９项排名第４。

图１３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省（市）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主要专利申请机构如图１４。其中，中国科学院居首位，

其次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和东华大学。Ｔｏｐ１０机构涵盖了科研机构、大学、大型国

企以及高新技术企业。

图１４　我国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主要专利权人Ｔｏｐ１０

　　７．小结

本文聚焦柔性太阳电池相关技术开展专利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柔性太阳电池技术是一项正在迈向市场化的新兴技术，目前仍保持旺盛的

发展势头。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应用可能进一步拓展，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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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走向成熟。

（２）柔性太阳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多类型太阳电池；太阳电池组件

及零件；太阳电池模块相关技术；太阳电池器件制造及处理设备。

（３）全球柔性太阳电池技术相关专利主要由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产出，各国

仍主要布局在本国市场。其中，中国市场专利申请数量自２０１０年以后开始快速超

越其他国家，这与其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在布局方向上，中、美两国市场均

较为重视在柔性太阳电池制造设备、电池模块封装方面的布局，日本主要布局光伏

模块或阵列、光伏转换器件相关专利，韩国市场布局多为柔性太阳电池制造设备、

光伏模块或阵列、电池电极相关技术。

（４）全球柔性太阳电池Ｔｏｐ１０竞争机构以企业居多，涵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航天集团、日本富士电机、日本积水化学、日本松下集团以及中国汉能集团。

此外还有１家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和３家高校（东华大学、中原工学院、天津理

工大学）。中国科学院位列专利申请数量首位。从国别来看，Ｔｏｐ１０机构有７家来

自中国，３家来自日本。在布局方向上，上述企业申请的电池种类涉及柔性晶硅、有

机、钙钛矿、砷化镓、铜铟镓硒、铜锌锡硒、染料敏化等太阳电池，可见市场正广泛探

索各种技术路径的可行性。在电池组件方面，薄膜材料、电极等受到较多关注。在

应用范围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航天集团等注重柔性太阳电池在空间中的应

用，汉能集团注重开发屋顶、车用领域应用，中原工学院申请了一些柔性太阳电池

用于遮阳的专利。

（５）国内柔性太阳电池技术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

江）、北方（北京、天津）及南部（广东为主）地区，其中江苏以３８７项专利位居首位。

国内专利申请Ｔｏｐ１０机构全部为中国机构，中国科学院居首位，其次是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和东华大学。Ｔｏｐ１０机构涵盖了科研机构、大学、大型国企以及高新技术

企业。

岳　芳（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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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关于２０２２年度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

合格人员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加强我院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建设，培养更多既懂科学技术又掌握知识产权

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我院持续组织知识产权专员培训和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

试。２０２２年度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因疫情影响延期至２０２３年举行，上海硅酸盐

研究所傅剑等２７人通过考试，成绩合格，获得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资格。具

体名单详见附件。

希望上述人员再接再厉，努力工作，不断丰富专业知识，积累实践经验，积极履

行知识产权专员工作职责，在我院科技创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专员证书领取联系方式：

杨婧艺：１３１６４６８３０６１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ｉ＠ｃａｓｉｓｄ．ｃｎ

方紫阳：１５７３５１８６１７６ｆａｎｇｚｉｙａｎｇ＠ｃａｓｉｓｄ．ｃｎ

附件下载：ｈｔｔｐｓ：／／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ｃｅａｐｐｓ．ｌｉｖｅ．ｃｏｍ／ｏｐ／ｖｉｅｗ．ａｓｐｘ牽ｓｒｃ＝ｈｔｔｐ％３Ａ％

２Ｆ％２Ｆ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２Ｆｚｓｃｑ％２Ｆｇｚｄｔ％２Ｆ２０２３０５％２ＦＰ０２０２３０６０１５４８７５８６６２７７１．

ｄｏｃ＆ｗｄＯｒｉｇｉｎ＝ＢＲＯＷＳＥＬＩＮＫ

科技促进发展局组织召开先导专项知识产权管理专题培训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７日至１９日，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在大连召开了先导专

项知识产权管理专题培训班。

先导专项是中科院牵头组织部署的重大科技任务，为进一步完善先导专项的

知识产权管理，推动重大成果产出，２０２２年修订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理办

法》中，强化了加强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全过程管理要求。本次培训，旨在进一步

宣贯管理政策，指导院属单位继续加强先导专项的知识产权管理，提升知识产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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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助力先导专项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和转化运用。

本次专题培训邀请了１２位院内、外专家作报告：发展规划局刘涛研究员作了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理办法介绍》的报告，从宏观政策层面详细解读了

先导专项现行管理架构及制度要求；重大科学任务局何京东处长作了《材料能源领

域先导专项发展及下步工作考虑》的报告，从具体管理角度重点介绍了材料能源领

域在研先导专项布局及管理经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杜伟研究员做了《中科院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实务》的报告，从实践层面出发着重分享了

大连化物所承担先导专项在各个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方法及实践经验。此外，最

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国家知识产权局机械发明审查部、环球律师事务所、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

等多位专家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保护、高价值专利布局与挖掘，以及先导专项

知识产权管理实务、知识产权导航、布局策略和分析方法、对外合作中知识产权的

保护等主题，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做了分享。

培训班还组织开展了先导专项知识产权工作专题研讨，各单位线下及线上与

会人员，围绕先导专项管理的关键要素、政策落实、产出要求、绩效评价等具体问

题，以及解决方案等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本次培训由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承办。来自中科院８０

多家院属单位的１３０余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先导专项科研人员参加了线下培

训，３３０余位院属单位人员参加了线上培训。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２３０５／ｔ２０２３０５１９＿４８８８２６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０日

科技促进发展局到大连化物所调研科技成果转化和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４日，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武斌一行到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调研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

理工作，大连化物所副所长李先锋和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参加了调研活动。武斌表

示，新时期，由于政策、管理和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如何强化知识产权管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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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我们有新的思路和举措。大连化物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工作卓有成效，希望能根据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开展积极探索，拓展我院产业

化发展成功路径。李先锋重点介绍了大连化物所在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经验和思考，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调研期间，武斌一行还参观了低碳催化与工程研究部和储能技术研究部。科

发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参加了调研活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２３０５／ｔ２０２３０５２５＿４８９０２０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０日

西安光机所通过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简称“西光所”）签发了《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

符合《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要求》（ＧＪＢ／９１５８２０１７）国家标准，认证范围覆盖

西光所主要科研及生产方面的知识产权管理。西光所也成为中国科学院内第二

家、陕西省首家同时具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和《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

管理要求》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科研机构。

西光所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开展装备承制单位知识产权贯标的三家单位之一，

同时也是西安市知识产权局支持开展知识产权示范管理建设的单位，积极主动响

应号召，２０２２年６月正式启动装备承制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此后各部门协同

配合，经过充分的调研诊断、体系策划、贯标培训等工作，积极开展体系建设，为了

便于理解和实际操作，将装备承制知识产权管理特殊要求和研究所已有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相结合，发布了《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ＩＰ／ＸＧＳＣ２０２３Ａ０），

完善了系列程序文件及相关管理流程，实现了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及适用性。

《西安光机所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７日颁布，３月１日正式实施运

行，历经３个多月的运行，研究所对体系运行情况开内部审核及管理层评审，针对

体系运行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及时调整及改进，逐步加强完善体系管理。

６月１３日，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面向研究所装备承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覆盖的全部部门以及全部学科领域方向开展现场审核认证工作，通过现场审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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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检查，审核组一致认为西光所符合审核准则的要求，批准通过认证。本次顺利通

过审核认证，是对西光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肯定，进一步完善了研究所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的覆盖面和运行有效性。通过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行，研究所的知

识产权管理和运营工作将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对落实新时期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促进研究所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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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创新院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

为加强研究院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专利的申请效率以及质量，２０２３年６月

１４日，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之“挖掘专利创新点，提

高专利授权率及专利质量”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请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姚舜禹工程师作主题报告，线上线下共计５０余人参加了培训。姚舜禹工程

师结合研究院科研人员专利申请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专利挖掘方法、专利申请

要点和如何提高专利授权率等方面的内容。会后，与会师生就相关具体问题与专

利代理工程师展开积极讨论。通过此次培训，参会人员对专利的撰写和申请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对研究院专利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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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国际商标协会发布太空知识产权白皮书

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１１日，国际商标协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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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Ａ）发布《太空知识产权白皮书》（ＩＰｉｎＳｐａｃｅ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１９］，为国际组织、各国

政府、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以及知识产权和空间探索领域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敲响警

钟，以制定公平、透明和可操作的机制，促进外层空间（Ｏｕ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２０］的创新和知

识产权保护。

［１９］开创性白皮书的宗旨是将复杂且晦涩的全球条约和国家法律提炼成可行、合理的原则和行动计划。
［２０］外层空间又称为宇宙空间或太空，指地球稠密大气层之外的宇宙范围，通常把距地表海拔１００公里（６２
英里）以上的的空间称为外层空间。

［２１］作为一个拥有来自４５个国家６５０个组织的１３００名成员的泛欧协会，ＡＳＴＰ是通往国际知识转移界的门
户。它的使命是通过促进知识转移的实践和专业化来提高科技研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该协会致力于大学和

工业界之间的知识转让，这是ＥＰＯ的ＰＡＴＬＩＢ专利信息中心网络提供指导的一个关键领域。

知识产权法是安全、竞争和创新经济的基础。白皮书指出目前关于外层空间

活动的国家和国际法律及条约没有充分考虑如何保护这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研究

在结合了现行的外层空间条约、相关的国家法律、仲裁制度、联合国和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的白皮书，以及对法学教授和航空航天高管的访谈等信息后，ＩＮＴＡ的太空

知识产权项目团队提出了十种主要方法，为太空知识产权建立法律基础设施提供

进一步考虑。在这十种方法中，七种关于权利的创造，三种关于权利的实施。短期

（至２０３０年）建议涉及扩大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的范围，提出“外层空间”的新

管辖区，还涉及自然法、合同、数据库、法院设立和仲裁；中期（至２０４０年）建议制定

太空条约和新的仲裁法庭；长期（至２０５０年）建议扩大先前拟议的条约，以及知识

产权注册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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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和 ＡＳＴＰ签署谅解备忘录

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２５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欧洲科学与技术转移行业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ＳＴＰ）［２１］签

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ｏＵ），旨在提供一个总体框

架指导相关合作活动，反映了双方在知识和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ＩＰ）商业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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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重要作用、促进欧洲和全球创新的共同利益。根据该谅解备忘录条款，ＥＰＯ

和ＡＳＴＰ将交流经验、共同促进与技术转移有关的推广活动；将组织共同的教育和

培训活动，以提高技术转移专业人员和 ＥＰＯ专利信息中心网络（ＰＡＴＬＩＢ）［２２］工作

人员的技能。该协议最初的有效期为三年，它还将为 ＩＰ的推广和商业化提供一个

平台。谅解备忘录建立在既定的协同效应上，因为 ＡＳＴＰ与欧洲技术转移办公室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ｆｉｃｅｓ，ＥＴＴＯ）有良好的联系，ＥＰＯ去年作为观察员

加入了ＥＴＴＯ。

［２２］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为了启动合作，ＥＰＯ代表团在ＡＳＴＰ的年会上介绍了ＰＡＴＬＩＢ网络，强调了与该组织的
合作领域。

［２３］“ＭｙＥＰＯ路线图”是 ＥＰＯ启动的一项多年计划，以实现 ＥＰＯ的目标：使 ＥＰＯ的服务现代化，简化用户沟
通，并引入新的组合管理工具。

［２４］２０２２年夏天，ＥＰＯ受用户对现有服务反馈的启发，推出了ＭｙＥＰＯ平台，供用户与ＥＰＯ在线工作和互动专
利申请。结合ＥＰＯ的在线申请（在线申请２０）和费用支付的新平台，ＭｙＥＰＯ支持ＥＰ和ＰＣ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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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启动无纸化专利授权流程

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启动完全数字化和无纸化的专利授权

（Ｐａｔｅｎｔ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ＧＰ）流程，这一流程是实现“ＭｙＥＰＯ路线图（ＭｙＥＰＯ

Ｒｏａｄｍａｐ）”［２３］的首要条件，改善ＥＰＯ与用户互动的方式。

ＭｙＥＰＯ路线图概述了两个试点阶段和正在引入的１６个主要功能，以及计划停

用的６项现有服务。ＭｙＥＰＯ组合（ＭｙＥＰＯ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２４］的主要新功能包括：（１）用

户访问：以现代方式替代物理智能卡来访问 ＭｙＥＰＯ服务；从２０２４年１月起，ＥＰＯ

将停止发行新的智能卡，而现有的智能卡将从２０２５年１月起停止使用；新的企业

对企业的技术应用编程接口（ＡＰＩ），用于将 ＥＰＯ邮箱通信下载到知识产权管理系

统中。（２）用户互动：与审查员进行在线互动，以调整申请权利要求和描述；为国际

代理人和非欧洲申请人提供 ＥＰＯ邮箱的 ＰＣＴ电子通信；回复 ＥＰＯ通信的新选项

（扩展的欧洲检索报告、关于检索主题的邀请、欧洲ＰＣＴ检索报告）。（３）用户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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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申请变更代理、变更数据、撤回申请；请求更改欧洲专业代表名单中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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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３年专利转型服务计划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７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３年 ＯｎｅＩＰＯ［２５］转型计

划。距离新的“ＯｎｅＩＰＯ”专利服务启动还有一年时间，该报告概述了２０２３年的预

期，包括新服务推出的时间表、功能和即将发生的变化。２０２３年将推出：（１）专利

试点；（２）新的专利检索服务，包括关键词、权利人、注册日期和知识产权状态，还包

括新上线的数据，可追溯到 ２０１７年的补充专利证书（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ａｔｅｎ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ＳＰＣｓ）；新检索服务还将提供商标、外观设计等功能。

［２５］“ＯｎｅＩＰＯ”转型计划通过为未来提供快速、灵活、高质量的服务，帮助ＵＫＩＰＯ成为最佳知识产权局。

“ＯｎｅＩＰＯ”服务推出后，将带来五个方面的转型变化：（１）引入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Ｉ），在未来几个月里，ＵＫＩＰＯ将与知识产权软件开发商合作，提供一项将知识产

权软件与新系统联系起来的新服务。（２）逐步淘汰目前使用的ＥＰＯ电子在线申请

（ｅＯＬＦ），从２０２４年春季开始，将不能再使用ｅＯＬＦ向ＵＫＩＰＯ提交任何新的ＰＣＴ国

际申请。（３）改变专利申请提交方式，例如：必须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上传专利说

明书的每一部分（描述、权利要求和附图），必须以 ＤｏｃＸ或 ＯＤＴ格式上传文件。

（４）账号访问和权限，新的“ＯｎｅＩＰＯ”服务将允许申请人通过一个组织账号查看和

管理知识产权。每个机构将拥有专门的超级管理员，负责创建、删除账户和设置账

户权限。（５）改变纸质表格，当 ＵＫＩＰＯ推出新的“ＯｎｅＩＰＯ”服务时，也将改变纸质

表格申请，反映新的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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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大学创办风险企业现状调查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２０２２年度大学创办风险企业［２６］现状

调查报告。大学创办风险企业是以大学创新性研究成果为基础，能为经济社会带

来革新的中坚力量。本调查旨在观察大学创办风险企业的设立状况、事业环境和

需求等，分析对其成长做出贡献的因素，以促进今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２６］在此次调查中，将符合以下条件其中之一的定义为“大学创办风险企业”：①研究成果：以将大学取得的研
究成果的专利或新技术等商业化为目的而新设立的风险企业；②共同研究：为了将创业者拥有的技术和经验转
化为事业，在成立５年内与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等的风险企业，包括成立时与大学没有特别关系的学校；③技术
转移：为维持和发展现有事业，在成立５年内从大学获得技术转移等的风险企业，包括成立时与大学没有特别
关系的学校；④学生风险投资：与大学关系密切且在读学生的风险投资企业；⑤相关风险投资：由大学出资等其
他与大学有密切关系的风险企业。

［２７］日本的知识产权分为“特许权”“实用新案权”“意匠权”“商标权”４种，被统称为“产业财产权”。

要点：（１）截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日本大学创办风险企业 ３７８２家，比 ２０２１年

（３３０５家）增加了４７７家，企业数量和增加数量均创历史新高。（２）东京大学位列

第一，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筑波大学等其他大学脱颖而出，日本很多大学都在

致力于创办风险企业。（３）大部分企业首席执行官（ＣＥＯ）都曾是“大学、公共研究

机关的教职人员、研究人员”，由此可见，学术出身创业的情况较多。（４）企业雇员

中，以研究为基础的企业（２７％）和合作研究企业（１９％）雇佣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

例较高，可以看出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在大学创办的风险企业中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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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产业财产权制度问题调查研究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２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２２年度产业财产权［２７］制度问题

调查研究报告。通过公开信息调研、访谈调查、座谈会等方式，ＪＰＯ开展的调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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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提高企业价值的知识产权管理的宣传与普及调查、知识产权人员促进创新成果

商业化所需技能的建议、促进开放式创新的合同范例。该报告将立法改革提供基

础信息和资料，促进日本产业财产权制度的灵活运用、推进创新、强化产业竞争力。

主要建议包括：（１）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助于中长期业务增长的知识产权战略、

利用知识产权信息，在被研究公司的管理层和包括知识产权部门在内的内部团队

之间进行充分沟通和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和提高日本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意

识。（２）在知识产权人才技能方面，调查研究表明外部知识产权人才在具备知识产

权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一定的商务知识，同时还需具备灵活切换自身角色、应对

各种情况、敢于提出意见的意识和态度。在企业内部没有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情

况下，希望经营者能在特定情况下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同时，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提

供知识产权培训，扩大知识产权人才数量。（３）合同范例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开放式

创新的认识，通过考察合同范本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主动改进和研究合同范例。

闫欣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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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利技术商业化支持实施方案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２０２３年大学与公共科研机构

专利技术商业化验证支持项目》实施方案，旨在推动产学研技术合作体系的建立、

促进专利技术转移转化、提高转移后专利技术的市场价值。

具体方案：（１）支持对象：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企业、财团。（２）支持技术：大

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拥有的具有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潜力的专利。（３）资助规模：每项

２２００万韩元（含增值税）。（４）支持内容：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拥有的专利技术试

制品的制造、检测、认证所需要的直接成本。对于专利商业化的验证支持具体包

括：（１）试制品制造：支持试验用或实际生产中的试制品制作，以确认设计或生产的

质量。（２）试验品开发：在试剂、材料、计算机处理和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确

认创意的功能和特性；在计算机模拟、零件／系统基本设计图的制作等方面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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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帮助增强现有产品的功能和特性。（３）市场调研：为有意实现商业化的产品提

供市场调研，帮助其寻找合作伙伴、客户和原材料供应链，进行海外市场调研、消费

者洞察、竞品动态分析等。（４）测试／分析／认证：在试验和分析委托、评价和取得认

证等方面提供支持。此外，对于完成技术转移的企业，韩国知识产权局将联合中小

风险企业振兴公团为其提供商业化资金，联合韩国广播广告振兴公社为其提供电

视广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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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利研发战略支持半导体核心设备国产化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在网站发布了专利研发（ＩＰＲ＆Ｄ）

战略支持项目［２８］近一年的实施成果，通过实地考察韩国半导体前端工艺设备公司

ＥｕｇｅｎｅＴｅｃｈ，探索推动韩国半导体技术发展［２９］的有效途径。

［２８］韩国专利研发战略支持项目（ＩＰＲ＆Ｄ）指的是在研发的初期阶段，通过分析全球专利信息，帮助企业识别
当前最佳研发（Ｒ＆Ｄ）方向，克服海外专利壁垒，以及支持在专利技术空白领域对有前景的专利进行预审等。
［２９］韩国国家战略目标是２０２２至２０２３年提高工业技术研发的自主性和效率；２０２２至２０２６年建立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２０２４年缩小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电池等未来战略产业的差距。

２０２２至２０２３年，ＩＰＲ＆Ｄ战略支持项目通过７１３个项目为韩国中小型企业、中

坚企业、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提供定制的专利战略，帮助其优化专利研发成果、保

护核心专利，预算达到４３５亿韩元。结果显示，获得战略支持的企业研发（Ｒ＆Ｄ）项

目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呈现较高水准：其优秀专利数量是未获得支持企业的１４

倍，且向美国、日本和欧洲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是未获得支持企业的

２５倍。同时，获得战略支持的研发项目应用价值更高：其专利转让率是未获得支

持项目的１２倍，每项技术转让合同的技术费用是未获得支持项目的 ３．７倍。

ＥｕｇｅｎｅＴｅｃｈ通过参与ＩＰＲ＆Ｄ战略支持项目，进行专利深度分析，获得的支持包括

有关核心零部件结构的设计思路、改善设备性能的研发方向以及纠纷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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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在薄膜加工设备领域获得了１０项优秀专利，并成功实现了被

国外垄断的“原子层沉积设备”［３０］的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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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能够形成大面积均匀薄膜的半导体微加工的核心设备。
［３１］数字孪生是指在虚拟世界中创建的模拟现实世界的数字映射系统，能够分析和预测现实问题，并将其反
映到现实世界中，有望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生产力。近来，人们对数字孪生的关注持续增加，据相关统计，全球市

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３７．５％，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将达到１５５８亿美元。

韩国数字孪生技术专利申请动向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网站发布了数字孪生［３１］专利申请

动向。统计显示，近五年，韩国在该领域以专利申请增长率 ４２．８％位居首位。

ＫＩＰＯ对数字孪生领域主要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韩国、美国、欧盟、日本）受理的

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

主要结论：（１）２０１１至２０２０年，数字孪生专利申请量增长４倍（２０１１年：１１６

件；２０２０年：４６６件），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７％。特别是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数字孪生专

利申请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４５％，表明这一领域的技术开发正在加速。（２）从申请

人国籍来看，申请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美国（７００件，占比 ２９９％）、中国（５０８件，

２１７％）、日本（４２２件，１８０％）和韩国（２４５件，１０４％）；年均增长率依次为中国

（３７８％）、韩国（１９３％）、日本（１１２％）和美国（６５％）。在近五年，韩国的年均

申请增长率达到４２８％，位列全球第一，其后依次是中国（３００％）、美国（２３９％）

和日本（１４１％）。（３）从主要申请人来看，强生（２０３件，占比８７％）、西门子（１５５

件，６６％）和三菱集团（７１件，３０％）位列前三。（４）从申请人类型来看，企业

（８５７％）占主导，其次是大学（７２％）、公共机关或团体（３７％）以及个人

（３４％）。韩国企业的申请占比６４５％，略低于平均值，来自大学（１３１％）、公共

机关或团体（１１４％），以及个人（１１０％）的申请占比均高于平均值，这表明韩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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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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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推出教师创新加速器计划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８日，德克萨斯州立大学（Ｔｅｘａｓ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ＸＳＴ）推出教师

创新加速器计划（Ｆａｃｕｌ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ＩＡＰ），将通过学习如何寻

找潜在客户、找出目标市场并保护其知识产权，帮助参与者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商

业产品。ＦＩＡＰ将在５月和６月提供培训，以指导教师评估其想法在市场上的可行

性。该计划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新团队（ＩＣｏｒｐｓ）培训课程，但ＦＩＡＰ的课

程还涵盖了知识产权基础知识以及 ＴＸＳＴ政策和专利申请流程。ＦＩＡＰ课程在

Ｚｏｏｍ上进行，包括为期四周的三次三小时课程，该课程将教授各学科的参与者如

何寻找潜在客户进行调查，以及如何提出问题来验证目标市场。为了激励参与者，

ＦＩＡＰ向完成该计划的人提供１０００美元的奖励。完成该计划并向研究部技术转让

和合同办公室提交发明披露以保护大学知识产权的教职员工，可以另外申请

１０，０００美元存入其间接成本回收账户（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ｓ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ｃｃｏｕｎｔ）。此外，教职

员工可以从其发明产生的所有许可费中获得５０％的份额，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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