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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韩国专利局构筑 !"#$ 年国家专利战略蓝图

韩国专利局从 !"#$ 年 6 月开始将以六大产业&信息通信媒体$显示器$半导

体$陆路运输$核能7电力$基础生产'为对象(通过大规模专利分析(发掘可以确保

创新性与核心专利的前景技术) 据此(韩国专利局将着手构筑揭示专利抢先战略

的国家战略蓝图&以下称!蓝图产业"')

蓝图产业的推出是为了改善以往依赖专家经验发掘未来前景技术的方式(通

过对韩国专利局持有的 !8$ 亿件专利进行大数据分析(以识别前景性技术) 为此(

韩国专利局将产业整体划分成 #0 个领域) 从 !"#! 年开始以每年 + 至 2 个领域的

速度构筑产业蓝图(截至 !"#6 年(已经完成了 #! 个领域的蓝图规划)

!"#$ 年(韩国专利局以六大产业领域为对象构筑蓝图(同时上述 #0 个产业领

域的第一轮的专利战略蓝图构筑也将得到完成) 自 !"#$ 年 ! 月份开始(为了 !"#$

年的产业促进计划(2" 余名来自政府$民间$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了战略委员会(并

选定了 !" 多个专利分析机构(完成了产业发展促进体系建设) + 月末(韩国专利局

以产业类别为基准(预计历时 0 个多月的专利分析正式起步) 工作日程如下*

&#'6 月至 $ 月(以六大产业领域的专利数据为基础(构筑从专利挖掘出发的

定量评估技术体系+

&!'$ 月至 1 月(根据产业类别(以 #"" 万件以上的专利数据为基础对其发展潜

力$前景性和创造性等指标进行深度分析+

&+'1 月至 ## 月(发掘前景性技术(完成国家层面的战略构建+

&6'## 月(于年末的未来前景技术论坛发布以上工作成果报告(并于 #! 月发

布最终报告)

!"#$ 年为了提高产业成果的活用度(韩国将针对显示器和半导体产业进行中

小型企业可以集中参与的新兴产业前景技术发掘(就信息通信媒体进行专利标准

关联分析(并致力于提高道路运输$基础生产$电力7核能等国家基础产业的竞争

力) 以上工作都将根据产业类别及其具体特征有差异地推进)

另外(对最近成为热点的下一代输配电$柔性显示器$系统半导体$智能汽车$

物联网等战略产业进行快速的核心技术竞争力等深层次的专利分析(以提高韩国

政府政策出台的效率和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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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利局产业财产政策局局长权赫钟表示(!专利战略蓝图产业是最近备受

关注的数据基础的代表) 为促使政府$民间的研发资金可以对前景技术进行集中

投资(韩国专利局将携手未来产业部就未来发展动力进行专利竞争力分析(同时加

强与其他部处的协同工作")

熊9峰9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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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美国 %%&和 %'(&联合发布技术转移指导原则

!"#$ 年 + 月 !/ 日(由美国大学协会&%%&'和公立及赠地大学协会&%'(&'成

立的专门研究学术技术转移政策及价值评估的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的大学技术

转移原则及提议(涵盖为确保高校政策符合对公众$决策者及潜在高校合作伙伴透

明公开而需采取的措施等内容)

报告称(各高校有义务成为联邦资助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优

秀管理者) 以下是 %%&和 %'(&报告提出的重要原则及提议*

!高校技术转移活动的宗旨是推进公众利益(即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应从公众

利益出发)

!各高校应制定完善的政策(确保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工作与公众利益

及其核心研发$教育和服务目标接轨)

!各高校不得与专利投机者有来往) 同时(这些政策不会影响高校外聘律师

以保护其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技术转移活动应以多种方式评估$评定(而非仅仅依靠产出收益) 收益应被

视为正面成果(因为它为研发与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所需资源) 但技术转移

机构的首要目标是与私营部门进行知识和科研成果转移(以造福社会)

对各大高校而言(采取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不断地共享管理知识产权和改进

技术转移的最佳经验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能促使新创意和联邦资助技术从实验

! 知识产权动态



室快速进入市场的经验) %'(&和 %%&将继续为评估$推进全美的技术转移项目

做出努力)

许海云9审校

来源* :;;<*77;4N:;5HJDF45N4J;5HS>NAO7!"#$7"67"07HHCUHJEUH<SCU54S4HD4U<5@JN@<S4DU

HJEUBC@E4S@J4DUFA5U4JDC5@JBUHU54D<AJD@3S4U;4N:U;5HJDF45U<5AB5HO7

原文标题*%%&HJE %'(&54S4HD4<5@JN@<S4DHJE BC@E4S@J4DFA54JDC5@JBH54D<AJD@3S4

;4N: ;5HJDF45<5AB5HO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评论日本!造物论"对专利货币化的影响

日本大企业最近开始关注通过专利组合制定的一系列价值创造方案) 但在这

些方案中(货币化仍然不在众多专利权利人的考虑范围内) )%*杂志简要分析了

引发这种现象的几点原因)

原因之一是日本独具特色的!造物"原则(该术语旨在追求设计和生产上的精

益求精) 许多日本企业难以接受将专利作为业务资产进行交易的想法) !造物"文

化的弊端导致许多知识产权价值创造的机会流失) 以往与非执业实体&V','的合

作关系是日本企业犹豫是否对专利货币化的另一个原因)

最近出售专利的风潮开始在日本盛行) 部分企业开始向其他运营公司或 V',

出售专利) 表 # 为最近日本企业的专利出售情况) 从表 # 可以看出(只有少数公

司转让专利(还有许多公司开展多种专利交易) 其中部分坚持向运营公司转让(少

数选择与 V',联手)

表 #9日本企业专利出售近况

卖方 买方 买方
类型

买方所
在国 日期 详情

W@;HN:@

)'XAO

)'UXY*

非执业
实体 德国 !""0># $" 项美国专利和国际专利)

ZAJQ

*A3@S4O4E@H)E4HD

OA3@S4O4E@H

非执业
实体 美国 !"#">#

*',[U(%$诺基亚和索尼向非执
业实体转让了 !/ 项专利)

\4J4DHD

,S4N;5AJ@ND

%NHN@H

\4D4H5N:

非执业
实体 美国 !"#">0 转让 2$ 项 -\%*相关专利)

+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 #'9

卖方 买方 买方
类型

买方所
在国 日期 详情

*@;DC3@D:@

,S4N;5@N

%<<S4 运营公司 美国 !"##>+

苹果取得了 #! 项三菱的专利(后
来又转让给 -@B@;CE4)JJA]H;@AJD公
司)

W@;HN:@

ZHODCJB

,S4N;5AJ@ND

运营公司 韩国 !"##>0

三星取得了 6" 项日立的美国专利
资产)

Ĉ_@;DC [AABS4 运营公司 美国 !"##>#! 转让 #! 项专利)

Ĉ_@F@SO

&J@]45DHS

-@D<SHQ

XA5<A5H;@AJ

运营公司 美国 !"#!>#

&-X用 #>"$ 亿美元购买了 #!""

多项 Y(,-相关专利及申请)

V,X

WAJ WH@7

ẦNAJJ

运营公司 台湾省 !"#!>1

鸿海子公司 [ASE X:H5O以 16>$

亿人民币&#>!! 亿美元'取得平板
显示技术专利)

W@;HN:@ [AABS4 运营公司 美国 !"#!>#!

谷歌取得了 $2/ 项日立国际专利
资产(其中 !00 项为美国资产)

Z:H5< WCH=4@ 运营公司 中国 !"#+>$

华为取得了 0! 项夏普美国专利
资产)

'HJHDAJ@N )'K5@EB4

主权专
利基金 日本 !"#+>/

转让 26$ 项专利给公私集合资助
资金+松下是主要投资者)

'HJHDAJ@N a@(%V

非执业
实体 加拿大 !"#+>#!

转让超过 1"" 项涉及 X*YZ 图像
传感器$半导体封装和 (,-技术
的专利给 a@(%V子公司 XASSH3A

)VJA]H;@AJD)

'HJHDAJ@N )J]4J;45BQ

非执业
实体 美国 !"#6>#

约 $"" 项涉及 +[和 6[技术的专
利资产)

V,X (4JA]A 运营公司 中国 !"#6>6

购买 +(0"" 多个有关 +[$6[和智
能手机相关技术的专利族)

\4J4DHD

,S4N;5AJ@ND

%NHN@H

\4D4H5N:

非执业
实体 美国 !"#6># 向 %NHN@H转让专利)

'HJHDAJ@N a@(%V

非执业
实体 加拿大 !"#6>#"

将所有自动售货机系统相关的权
利转让给 a@(%V子公司)

\A:O a@(%V

非执业
实体 加拿大 !"#6>#!

\A:O将涉及半导体封装技术的专
利组合转让给了 a@(%V子公司)

\A:O将共享所有专利许可收益)

V,X )'K5@EB4

主权专
利基金 日本 !"#6>#!

约 !"" 项有关 X*YZ 芯片技术的
专利)

\A:O a@(%V

非执业
实体 加拿大 !"#$>#

a@(%V子公司 %TC@SH)JJA]H;@AD

取得了 \A:O专利组合的全部所
有权)

许海云9审校

来源*:;;<*77===>@HOUO4E@H>NAO73SAB7-4;H@S>HD< G̀BIN3412+0HU

"E4FU61/+U1H#4U1/$33"3$NE0H

原文标题**AJ4;@DH;@AJ HJE OAJAbC?C5@;:4cH<HJ4D4NAO<HJ@4D;:H;S4HE

;:4<H;4J;DHS4D<HN?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6 知识产权动态



亚欧洲或成为 (,-照明技术专利许可和诉讼聚集地

)%*杂志指出(飞利浦向中国资金主导的投资财团出售旗下 (,-照明公司

(CO@S4ED的大部分股权(这笔交易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达成) 交易所涉技术的

应用范围涵盖各行各业(因此寻求专利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知识产权研究公司 \4S4NC5H最近对 (CO@S4ED公司所处的业内专利格局进行了

研究) 表 ! 为全球排名前二十的 (,-照明专利持有人(可以看出欧洲和亚洲公司

占主导(一些日本公司格外抢眼)

表 !9排名前 !" 的 (,-照明技术专利持有人

专利持有人 国家 等同专利数量 等同专利份额

':@S@<D 荷兰 !(6#1 6>6$.

YD5HO 德国 #(+/! !>$+.

'HJHDAJ@N 日本 #("$0 #>1$.

ZHODCJB 韩国 100 #>0!.

X544 美国 0+1 #>$6.

)E4O@;DC PADHJ 日本 0#/ #>$".

([ 韩国 /!/ #>+6.

dAD:@3H 日本 21+ #>!0.

Z4O@NAJECN;A5,J45BQ(H3A5H;A5Q 日本 $06 #>"0.

PA@;A*HJCFHN;C5@JB 日本 $/# #>"$.

WAJ WH@7̂ÀNAJJ [5AC< 中国台湾 $6$ #>"".

Z:H5< 日本 $>"# ">1!.

XHJAJ 日本 616 ">1#.

ZCO@;AOA 日本 6+/ ">0".

[4J45HS,S4N;5@N 美国 +06 ">/#.

*45N? ,*45N? Z:H5< L-A:O4- 美国 +2/ ">20.

PAJ@NH*@JAS;H 日本 !02 ">$+.

Ĉ_@F@SO 日本 !61 ">62.

\A:O 日本 !6$ ">6$.

+* 美国 !6+ ">6$.

)%*也关注了在更具体的 (,-照明领域中名列前茅的专利持有人&表 +$表

6')

$知识产权动态



表 +9应用于医疗领域的 (,-照明技术排名前 !" 的专利持有人

专利持有人 国家 等同专利数量

YSQO<CD 日本 ##6

':@S@<D 荷兰 !2

Ĉ_@F@SO 日本 !6

KAD;AJ ZN@4J;@F@N 美国 #6

a4SN: %SSQJ 美国 #+

(@F4d4N:JASAB@4D&d:45OÂ @D:45ZN@4J;@F@N' 美国 #"

'4J;H̀ &\@NA:' 日本 #"

d5CO<F*4E@b@J ZQD;4O4 德国 #"

YD5HO 德国 1

Z@4O4JD 德国 1

ZO@;: LV4<:4= 英国 1

c'*A5BHJ X:HD4 美国 0

(CO4JNA5 美国 0

*45N? 美国 0

Y<;@O 美国 /

PH5SZ;A5b 德国 /

%<<S@4E K@ADQD;4OD&d:45OÂ @D:45ZN@4J;@F@N' 美国 2

XH5Se4@DD̂ ACJEH;@AJ 德国 2

[4J45HSZN@4J;@F@N 美国 2

%DH:@Y<;@NHS&\@NA:' 日本 $

表 69应用于汽车7交通领域的 (,-照明技术前 !" 的专利持有人

专利持有人 国家 等同专利数量

PA@;A*HJCFHN;C5@JB 日本 $+0

W4SSH 德国 !6#

YD5HO 德国 !!2

RHS4A 法国 !"0

Z;HJS4Q,S4N;5@N 日本 !"$

':@S@<D 荷兰 #$#

%C;AOA;@]4(@B:;@JB 德国 #60

)N:@?A: 日本 01

Z:H5< 日本 06

-H@OS45 德国 /1

RAS?D=HB4J 德国 /1

[4J45HS*A;A5D 美国 6$

2 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 6'9

专利持有人 国家 等同专利数量

*HBJH 加拿大 66

YE4SA 德国 6#

dAQAEH[AD4@ 日本 +1

R@D;4AJ 美国 +0

e@bHSH(@N:;DQD;4O4&ePa[5AC<' 澳大利亚 +2

WAJEH 日本 +6

RX%]@H;@AJ Z45]@N4D&R@D;4AJ' 美国 +"

Â5E 美国 !0

许海云9审校

来源*:;;<*77===>@HOUO4E@H>NAO73SAB7-4;H@S>HD< G̀BI230++/26U6#NEU6$!$U12FHU

!$0+6F"6F666

原文标题*,C5A<4HJE %D@HNAJ;5ASS4E (,-S@B:;@JBSHJEDNH<4SAA?DS@?4F45;@S4B5ACJE

FA5<H;4J;S@N4JD@JBHJE S@;@BH;@AJ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微软活跃专利组合中 #$.来自收购

!"#$ 年 6 月(根据 )%*杂志公布的#美国专利 #"" 强%数据(微软已跻身第六

大美国有效专利资产组合持有人) 中国是微软在海外的重要知识产权布局区域)

其次是欧洲专利局(该专利局是微软专利权的第一大授权方)

微软首席专利律师 *@J:HD公开了微软自创及从第三方处取得的专利组合明

细(其中约 0$.的专利为微软自创(剩余 #$.来自第三方) 表 $ 列出了向微软转让

有效专利资产共超 #"" 项的 #" 家公司)

表 $9向微软转让有效专利资产超 #"" 项的 #" 家公司

转让实体 转让人所在国 占收购比例 详情

诺基亚 芬兰 21.

!"#6 年 6 月(微软以 $6>6 亿欧元&约 /+ 亿美
元'完成对诺基亚设备和服务部门的收购)

Z?Q<4 爱沙尼亚 2. !"## 年 $ 月(微软以 0$ 亿美元收购 Z?Q<4)

北电网络 加拿大 +.

!"## 年年中(由微软$苹果等公司成立的财
团...\AN?D;H5K@EXA在北电破产拍卖竞标
中(以 6$ 亿美元中标(获得其专利资产组合)

/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 $'9

转让实体 转让人所在国 占收购比例 详情

%J;4JA]H

安诺亚
英国 #.

!"#+ 年(微软收购谢菲尔德大学衍生公司安
诺亚)

%Y(美国在
线服务公司

美国 #.

!"#! 年 6 月(微软以 #"8$2 亿美元购得 %Y(

公司 1!$ 项专利和专利申请)

XHJ4D;H 美国 #.

!"#" 年 #" 月(微软收购硅谷动作识别技术电
脑芯片制造公司 XHJ4D;H)

-HJB45 美国 #. !""0 年 ! 月(微软收购手机开发商 -HJB45)

@-0 [5AC<

\! Z;CE@AD

美国 #.

!"#+ 年 # 月(微软宣布收购这家致力于!智能
家居"的公司)

'45N4<;@]4'@̀4S 美国 #.

!"#! 年年中(微软宣布收购触控技术公司
'45N4<;@]4'@̀4S)

硅谷图形
公司

美国 #.

!""# 年末$!""! 年初(硅谷图形公司向微软公
司转让了大量三维电脑图形显示技术专利)

Y;:45D f #6. f

许海云9审校

来源*:;;<*77===>@HOUO4E@H>NAO73SAB7-4;H@S>HD< G̀BI43211F!"U601NU6#!NU1"64U

H4#66+$N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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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0 日

政策规划

国家工商总局公布

#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 年 6 月 / 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

争行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 !"#$ 年 0 月 # 日起施行)

近年来(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问题受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 国家

工商总局深入开展调研(系统研究国内外有关实践和法律规定(在广泛征求社会各

0 知识产权动态



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规定%(以进一步落实#反垄断法%有关要求(规范工

商机关执法实践(引导经营者依法开展知识产权行使行为)

#规定%共 #1 条(包括 2 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了制定#规定%的目的和依据(根据

职责(对涉及非价格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和相关市场等概念作了必

要解释+二是禁止经营者之间利用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达成垄断协议(同时规定了

安全港规则+三是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明确了相关认定和推定规则(对具体滥用行为做了禁止性规定+四

是明确界定了专利联营$标准中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可能构成垄断行为的具体情形+

五是明确了工商机关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分析原则和框架+六是依据#反

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罚作了规定)

许9轶9摘编

来源*:;;<*77===>DH@N>BA]>NJ7Q=E;7BDQ=7b_Q=7̀̀ 37!"#$"67;!"#$"6#6M#$$#!$>:;OS

检索日期*!"#$ 年 6 月 #6 日

专题报道

美兰德公司研究专利挑战和反向支付协议对药品行业的影响

/摘要0!"#$ 年 6 月(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评估了专利挑战和反向支付协议

对仿制药进入的影响以及与药品价格和销量的关系(发现专利挑战增加了仿制

药进入市场的机会$降低了药品价格并增加了药品销量(而反向支付协议却产生

了相反效应并可持续较长时间(若禁止反向支付协议将会导致研发投入出现小

幅下降)

#106 年美国颁布的#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期恢复法% &简称 WH;N:UaH̀OHJ 法

案'对专利法作出了大幅度修改(旨在解决药品行业的市场监管问题) WH;N:UaH̀U

OHJ 法案规范了仿制药公司对原研药专利的挑战过程(允许挑战成功的仿制药公

司享有 #0" 天的市场独占权(这种情况为专利药公司与仿制药公司达成协议创造

了机会) 凭借协议(专利药公司可通过向仿制药公司支付一定报酬以消除专利挑

战)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d̂X'将此类协议称作!反向支付协议" &54]45D4D4;;S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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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J;'或!有偿延迟协议"&<HQUFA5UE4SHQD4;;S4O4J;')

!"#$ 年 6 月(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 !"#$#%%&#'#(%)*( +,%#(%-*%*.,%*/( 0/&&12

)*3#1 43*5#(6#7"/'+,",.",89 :;09,&&#(.#)(根据仿制药竞争者的药品上市决策评估

了反向支付协议对消费者利益以及药品价格和销量的影响) 报告发现(针对专利

挑战签署的反向支付协议完全抵消掉了专利挑战为仿制药进入带来的预期增益)

报告认为(相关公司对选择反向支付协议体现出强烈差异(并且反向支付协议带来

的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通常会超过 #0" 天的垄断期) 实践中(反向支付协议对仿

制药进入的阻碍效应甚至可达 $ 年之久) 虽然这些发现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反向支

付协议是一种合谋行为(但可以确定的是(反向支付协议会导致药品价格上涨和药

品数量的下降且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

99#>仿制药进入对药品价格和销量的影响

专利挑战和反向支付协议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对药品价格和销量

的影响(而价格和销量又取决于仿制药的进入规模) 报告认为(仿制药进入市场以

后将会导致专利药品价格的降低以及药品销量的增加)

表 2 给出了 !"## 年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和不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

专利挑战对消费者盈余$生产者盈余和净损失可能造成的变化及差异的估计值)

从表 2 中可看出(无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为消费者带来的盈余为正值且估值

较高(约 $8+/ 亿美元(而带有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导致消费者盈余减少了 68/

亿美元(若将分析周期延长至 $ 年(消费者盈余的减少值将达到 08+$ 亿美元)

报告指出(导致消费者盈余减少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生产者盈余的升高)若存在

表 29专利挑战中反向支付协议的模拟效益影响

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的预期影响

消费者盈余
&百万美元'

生产商盈余
&百万美元'

净损失
&百万美元'

所
有
药
品

不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 $+2>2 f#1/>0 f++0>0

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 2$>/ f!6>! f6#>$

反向支付协议导致的差异 f6/#>" #/+>2 !1/>+

$ 年累积差异 f0+$># +"/>1 $!/>!

大
型
药
品

不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 #6!#>" f$!+>1 f01/>#

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 #/6>" f26># f#"1>0

反向支付协议导致的差异 f#!6/># 6$1>0 /0/>+

$ 年累积差异 f!!##>!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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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支付协议(未来 $ 年的生产者盈余大约会升高 +8"0 亿美元(其余部分&$8!/ 亿

美元'主要归因于净损失) 对于大型药品(相关影响将更大) 对于位于潜在市场顶

层的药品(带有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将导致未来 $ 年消费者盈余减少约 !! 亿

美元(其中 08#$ 亿美元是生产者盈余增加导致的(剩下的 #6 亿美元是额外净损失

造成的) 报告认为(反向支付协议的存在对消费者利益有着重大影响) 根据 (HJU

;:@45的研究(#10/ 至 !"## 年(美国共有 26$ 种新药品被批准上市(假设其中存在反

向支付协议的药品占 2.(即大概存在 6" 个反向支付协议) 根据表 2 可推算出未

来 !$ 年反向支付协议导致的净损失值将达 !#" 亿美元)

99!>反向支付协议对药品研发的影响

报告发现(允许专利药公司通过反向支付协议来解决专利挑战将大大延迟仿

制药进入市场的时间(甚至超过 2 个月+并且将导致中期消费者盈余下降(制造商

盈余增加和净损失增加) 从表面上看(反向支付协议会降低社会效益) 但是(这是

专利普遍存在的现象) 相反(授予专利权的本质是为了刺激创新从而带来长期的

社会效益) 但是(若制造商盈余的降低是由投资大幅度减少$新药品利润降低造成

的(那么就可能导致社会效益降低)

报告探讨了反向支付协议在鼓励专利药制造商投资研发方面的影响) 报告发

现(若允许反向支付协议的存在(或允许专利药公司通过延迟仿制药进入来提高盈

利(则研发项目会增多(因为专利药公司可以从研发投资中获得更多的回报) 报告

还指出(限制专利挑战中的反向支付协议会减少专利药公司的研发投入) @̂J?4SU

D;4@J 的研究发现(市场规模每减少 # 美元(对新疫苗临床研究的投资将会减少 2.(

可推算出投资弹性系数为 "8"2) 报告发现(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专利挑战可使制

造商盈利增加约 +8+# 亿美元) 假设案例中有 2.的药品存在反向支付协议(则反

向支付协议带来的预期平均收益将达到 #06" 万美元) 采用 @̂J?4SD;4@J 的弹性系

数(并假设每个制造商的平均专利数量为 1 件(研发支出大约会减少 11" 万美元)

报告同时指出(从长远来看(若禁止反向支付协议(未来 !$ 年的研发投入估计

将降低 "8"1.(新药品数量平均会减少 "82 种) 反向支付协议造成的净损失预计

为 !#" 万美元(为弥补此损失(药品的预期价值可能需要达到 +$" 亿美元) 这对首

创药品的研发影响不大(但是根据 (HJ;:@45的研究(首创药品在所有药品中所占比

例相对较小&小于 #7+') 而根据 @̂J?4SD;4@J 的弹性系数估计(未来 !$ 年的新药品

减少量预计接近 !0) 这就表示(典型药品仅需要产生 /8$ 亿美元就可弥补反向支

付协议造成的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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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结论

报告评估了专利挑战和反向支付协议对药品市场的影响(发现专利挑战增加

了仿制药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但是反向支付协议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 反向支付

协议导致在初始挑战后的 $ 年内药品价格上涨及销量降低) 这种协议对每项挑战

造成的净损失约为 $>!/ 亿美元) 根据该研究模拟的效益影响(未来 !$ 年内(反向

支付协议造成的净损失预计为 !#" 万美元(这个估算值可能比较保守(因为专利挑

战和这种协议的数量正逐年增加)

报告同时评估了专利挑战和反向支付协议对药品创新的影响) 该研究根据专

利药制造商公司总部的位置(研究了巡回法院管辖差异对这些公司投资药品研发

项目的影响) 研究发现(若禁止反向支付协议(会减少研发支出(但减少量大约只

占总费用的 ">"1.) 这种小程度的影响体现了药品制造商对未来反向支付协议是

否合法的不确定) 报告认为(研究结果对当前是否允许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的争议

有着重大意义) 实际上(若允许存在反向支付协议(由此造成的消费者盈余损失中

大部分都转移给了生产商) 此外(这种转移对研发以及未来创新的影响非常小)

虽然该研究未能确定是否所有反向支付协议都是一种共谋行为(但是可确定

的是(这种协议同专利一样(会阻碍仿制药的进入$抬高药品价格以及减少药品销

量) 报告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相关评估(便于更准确的判断反向支付协议带来的社

会净效益是正还是负)

许9轶9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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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54Z4;;S4O4J;D@J 'H;4J;(@;@BH;@AJ XASSCD@]4G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技术观察

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0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国际专利数据库&-))'和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

系统(利用 d:AODAJ -H;H%JHSQb45&d-%'$d:AODAJ )JJA]H;@AJ&d)'等专业分析工

具(系统客观地揭示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技术全球研发现状与态势(包括

专利技术的分布$主要技术领域与研发热点以及技术的市场占有情况与竞争

!# 知识产权动态



格局)

空气的干湿度不同(容纳水汽的能力也不同) 干燥空气可容纳较多水汽(水蒸

发成气体时就能吸收较多的热量(因此(干空气在由干变潮的过程中(能够提供一

种能量(这种干燥空气所具有的能量(就是!干空气能"

,#-

) 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

技术就是使用这种清洁无污染的干空气能作为制冷的驱动力(以水为制冷剂(具备

节能减耗$室内空气品质好$系统结构简单$维护管理方便等显著优势(是一种绿色

仿生空调(具有良好的节能效果和环境效益,!$+-

) 系统分析干空气能蒸发制冷专利

技术的发展(切实把握干空气能蒸发制冷技术的发展动向(对于促进我国干空气能

蒸发制冷空调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节能环保事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国际专利数据库&-))'和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

系统(利用 d:AODAJ -H;H%JHSQb45&d-%'$d:AODAJ )JJA]H;@AJ&d)'等专业分析工具(

以及 *@N5ADAF;,̀N4S数据分析软件(对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技术全球发展情

况进行深入分析(旨在系统客观地揭示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技术的研发现

状与态势(包括专利技术的分布$主要技术领域与研发热点以及技术的市场占有情

况与竞争格局)

99#>专利申请年度变化

利用 -))数据库对干空气能蒸发制冷技术专利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专利

+11# 件,6-

) 图 # 显示了干空气能蒸发制冷技术专利授权数量随年代的变化情况)

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相关专利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国利用新能源!干空气能"获重要突破>中国科技产业(!""/(&0'*26>

,!-黄翔>国内外蒸发冷却空调技术研究进展&#',c->暖通空调(!""/(+/&!'*!6 h+">

,+-干空气能及蒸发冷却空调技术前景广阔>中国经贸导刊(!""/(&!"'*$6>

,6-检索时间为 !"#6 年 + 月 #1 日(全球专利检索范围为*#12+ 至 !"#6 年+中国及国外在华专利检索范围为*

#10$ 至 !"#6 年) 其中(由于专利申请及数据收录存在时滞(!"#+ 年及以后的数据不全(仅供参考)

&#'#10+ 年以前(相关技术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相关专利产出量较少+

&!'#10+ 至 #11+ 年(相关技术专利稳步增长(表示相关技术研发开始受到较多

的关注和投入+

&+'#116 年至今(相关技术专利显著增长(表示相关技术领域日益受到重视)

99!>专利申请国家7地区分布

99&#'主要专利受理国家7地区分布

根据相关专利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授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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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授权量历年变化情况

集中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欧洲专利局及中国台

湾地区 &如图 !$+') 上述国家7地区的专利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申请总量的

118!/.) 按照专利授权总量水平(可将上述主要国家7地区分为四个区间*第一水

平区间国家7地区为中国和日本+第二水平区间国家7地区为美国和韩国+第三水平

区间国家7地区为俄罗斯$德国+第四水平区间国家7地区则包括法国$澳大利亚$欧

洲专利局和中国台湾) 第一水平区间国家即中国和日本的专利授权量占全部专利

的 2+8+6.)

图 !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授权主要受理国家7地区分布

99&!'主要国家7地区专利被引情况

为了全面了解主要专利受理国家7地区的专利的影响力和被国内外同行的认

可程度(分析了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家7地区的总被引频次

和平均被引频次&表 /') 按照总被引次数(排名前三位的国家7组织依次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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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授权量前 #" 位国家或地区专利授权年度变化
&XVU中国+c'U日本+&ZU美国+P\U韩国+\&U俄罗斯+-,U德国+ \̂U法国+%&U澳大利亚+,'U欧洲专利局+daU中国台湾'

美国和德国(分别为 !010 次$!$21 次和 $6/ 次+按照平均被引次数(排名前三位的

国家7组织依次是美国$欧洲和法国(分别为 $86+ 次$$8#" 次和 +86! 次)

从被引用专利所占比例来看&表 /'(欧洲专利局的专利表现最好(其中 /!8$.

的专利都被引用过(只有 !/8$.的专利没有被引用过+其次是美国和德国(被引用

的专利分别占总量的 228+0.和 2"8/+.+再次是法国和日本(被引用的专利分别占

总量的 $28/1.和 $68!2.) 显然(发达国家的专利相对质量较好(影响力较大) 需

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专利总量虽然很大(但总被引次数和平均被引次数都较低(只

有 #!82/.的专利被后来者引用过(0/8++.的专利从来没有被引用过) 中国台湾

的情况更差)

表 /9dA<#" 国家7地区专利引用情况

排名 国家7地区
专利
数量

总被引
用次数

平均引
用次数

被引用专利 未被引用专利

条数 所占比例&.' 条数 所占比例&.'

# 中国 #6#+ !/$ ">#1 #/1 #!>2/ #!+6 0/>++

! 日本 ###$ !010 !>2" 2"$ $6>!2 $#" 6$>/6

+ 美国 6/+ !$21 $>6+ +#6 22>+0 #$1 ++>2!

6 韩国 +6+ !$+ ">/6 1" !2>!6 !$+ /+>/2

$ 俄罗斯 #10 !$ ">#+ !# #">2# #// 01>+1

2 德国 #1# $6/ !>02 ##2 2">/+ /$ +1>!/

/ 法国 0# !// +>6! 62 $2>/1 +$ 6+>!#

0 澳大利亚 /1 !"# !>$6 !0 +$>66 $# 26>$2

1 欧洲专利局 6" !"6 $>#" !1 /!>$" ## !/>$"

#" 中国台湾 +! + ">"1 ! 2>!$ +" 1+>/$

&注*表中被引用次数数据统计时间为 !"#6 年 $ 月 !2 日(数据来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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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主要国家7地区专利市场活跃度分析

通过分析 dA<#" 的专利受理国家和组织专利授权总量以及最近 + 年专利授权

量占总量的比例(可以揭示排名前十位的专利受理国家和地区最近 + 年在干空气

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领域的活跃程度&表 0')

表 09dA<#" 国家7地区近 + 年的专利市场活跃度

排名 国家7地区 近 + 年受理量 总受理量 活跃度&.'

# 中国 2$" #6#+ 62>""

! 日本 62 ###$ 6>#+

+ 美国 !" 6/+ 6>!+

6 韩国 +0 +6+ ##>"0

$ 俄罗斯 + #10 #>$!

2 德国 0 #1# 6>#1

/ 法国 2 0# />6#

0 澳大利亚 $ /1 2>++

1 欧洲 ! 6" $>""

#" 中国台湾 # +! +>#+

结合表 /(可以看出(近 + 年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研发比较活跃的

国家7地区是中国(近 + 年专利授权量占总授权量的 62.+其次为韩国和法国(近 +

年专利授权量分别占总授权量的 ##8"0.和 /86#.)

99+>专利权人分析

99&#'主要专利权人

在全部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相关授权专利中(机构和个人的申请量分

别占 1280#.和 +8#1.(也就是说相关专利权人以机构为主) 主要机构专利权人的

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要机构专利权人

排名 机构申请人 专利授权量&件'

# 日本电装 #21

! 中国西安工程大学 #62

+ 韩国 ([电子 #""

6 日本大金工业 1+

$ 日本三菱电机 /0

2 日本三洋电机 /#

/ 日本松下电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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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

排名 机构申请人 专利授权量&件'

0 日本昭和电工 60

1 日本日立 62

#" 日本 Z%V-,V 62

+! 中国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6

在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机构中(日本机构占据主导优势(除中国的西安工

程大学和韩国的 ([电子外(其余机构全部来自日本) 排名前十位的日本机构专利

授权量分别占总专利授权量和 dA<#" 机构专利权人授权总和的 #$8"0.和 /#.)

就机构性质而言(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为企业和高校)

获专利授权最多的企业为日本电装有限公司(其专利授权数量占 dA<#" 机构专利

授权总和的 #181+.+中国西安工程大学排名第二(占比为 #/8!!.) 新疆绿色使者

空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也是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要的专利授权机构(专

利申请量为 #6 件(排名第 +! 位) 主要机构专利权人专利授权量年度变化如图 6 所

示)

图 6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要机构专利权人授权专利年度变化

99&!'主要机构专利权人关联分析

基于专利 )'X$表征技术主题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和专利共引分析(可以发现相

关机构之间的技术关联关系(从而分析他们之间可能的合作及竞争态势)

!基于 )'X的技术相似性分析

从 )'X共现分析来看(各机构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技术相似性) 其中(西安工

程大学和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之间(日本电装有限公司和 Z%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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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株式会社之间(以及大金工业株式会社$日立公司$日本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

社$三洋电机株式会社$三菱电机株式会社等企业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技术相似关

性&图 $')

图 $9主要机构技术相似性分析&基于专利 )'X'

"基于共引关系的技术相似性分析

从专利共引分析来看(各主要机构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但技术相似性不十分显

著) 其中(大金工业株式会社$昭和电工株式会社$三洋电机株式会社$Z%V-,V株

式会社和西安工程大学之间的技术相似性较为突出&图 2')

99&+'主要专利权人专利技术保护区域分析

专利保护区域及范围是专利权人对专利技术进行目标市场保护及市场占有规

划的重要反映(专利保护区域越广$保护范围越宽(说明专利技术潜在的市场越大)

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 位的机构中(大金工业株式会社$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三

洋电机株式会社的专利保护区域最多(涉及包括日本本国在内的 #+ 个国家7地区+

其次是日本电装有限公司$昭和电工株式会社(涉及 #! 个国家7地区(反映了日本

企业普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和超前的市场规划能力) 而我

国的西安工程大学和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专利的保护区域相对较

少(西安工程大学保护区域仅限于中国(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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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主要机构技术相似性分析&基于专利共引'

区域包括中国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反映了我国机构在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

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护区域较窄和保护意识较弱&表 #"')

表 #"9dA<#" 的机构专利权人专利保护区域分布

机构

国家7地区

日
本

美
国

德
国

中
国

欧
洲

韩
国

aY

法
国

英
国

澳
大
利
亚

新
加
坡

巴
西

加
拿
大

爱
尔
兰

墨
西
哥

中
国
台
湾

西
班
牙

捷
克

合
计

日本电装 #$$ 01 2# !6 #2 #! / 2 6 ! ! # #!

西安工程大学 #2! #

([电子 #" !/ # +/ #/ 0$ 2 + # # # ##

大金工业 1+ 0 ! 1 #" 0 #1 / # # ! ! # #+

三菱电机 2+ #! 1 6 ## + 1 ! # # # # 2 #+

三洋电机 /" #" ! #" 2 6 # # ! # ! ! # #+

日本松下电器 6$ 2 ! 0 / + 0 # 0

昭和电工 60 !2 #$ !+ #" 0 !# 1 # ! # # #!

日立公司 +0 #! # 6 2 + ! # ! # #"

Z%V-,V +$ #/ / 2 #2 # 1 # # + # ##

新疆绿色使者空气
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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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专利技术布局

99&#'总体技术布局

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授权专利的主要技术方向&按国际专利分类

&)'X'(下同'的分布情况如图 /$表 ## 所示) 总体上(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

全球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以下技术领域* !̂6 $̂7""$ !̂$K#7""$ !̂$K+17"!$K2"W

#7+!$ !̂6 #̂#7"!$ !̂6 #̂+7+"$ !̂6 #̂7""$ !̂$K!17""$ !̂$K#+7""$ !̂6 +̂7#6 等

技术方向)

图 /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授权专利主要技术领域

表 ##9dA<#" 的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授权专利技术方向

排序 技术方向 专利数量 中文释义

# !̂6 $̂7"" /61

空气调节系统或设备&除房间空调装置和从
集中式空调站向房间或场所二次分配一次空
气的空气调节系统'

! !̂$K#7"" /+2 不可逆循环的压缩机器$装置或系统

+ !̂$K+17"! 6"+ 蒸发器

6 K2"W#7+! +/0 车辆客室或货室的专用冷却设备

$ !̂6 #̂#7"! +6$ 控制或安全装置的配置或安装

2 !̂6 #̂+7+" !02 热交换器的配置或安装

/ !̂6 #̂7"" !0$ 房间空调装置

0 !̂$K!17"" !/! 加热和制冷组合系统&如交替或同时运转'

1 !̂$K#+7"" !2# 具有可逆循环的压缩机器$装置或系统

#" !̂6 +̂7#6 !$6 增湿处理$减湿处理

99&!'技术年度变化情况

为了解重点技术领域专利年度申请情况(基于 )'X分类(选择专利量最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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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技术分支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 #" 个主要技术方向的年度申请状况图(见图 0)

图 0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 dA<#" )'X方向专利年度变化

图 1H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题分布

9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主题分布

以 -))数据库中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数据为基础(结合专家解读(

利用专利分析工具 d:AODAJ )JJA]H;@AJ 绘制了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专利研

发布局图&图 1H') 从专利地图可以看出(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主要包括如

下一些技术主题*吸附式制冷$制冷循环$空气流量控制$温度控制$传感器$空气压

缩$空气干燥$空气过滤$空调材料$蒸发冷却液回收$室内外交换系统$蒸发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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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阀门7控制器$热交换器$热泵$空调散热$水蒸发等)

如图 13 所示(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在 #1/+ 至 #101 年期间主要集中在

吸附式制冷$传感器$空气流量控制$温度控制$空气干燥$空调材料$蒸发器冷却等

技术主题+#11" 至 #111 年间&图 1N'( 主要集中在吸附式制冷$ 传感器$ 空气流量

图 139#1/+ 至 #101 年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题分布

图 1N9#11" 至 #111 年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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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温度控制$空气干燥$空调材料$蒸发器冷却$蒸发冷却液回收$水蒸发$热交

换器等技术主题+!""" 至 !""1 年与 !"#" 至 !"#6 年两个时间段的专利技术主题分

布较广泛(基本涵盖了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技术的所有领域&图 1E$图 14')

图 1E9!""" 至 !""1 年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题分布

图 149!"#" 至 !"#6 年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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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分析

通过统计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和专利申请人数量(

分析了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图 #"') 从干空气能蒸发制冷

空调专利技术的生命周期来看(从 #1/# 年开始(直到 !"#! 年(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

调专利技术一直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由于数据滞后( !"#+ 年数据不完整(因而不包

含 !"#+ 年数据')

图 #"9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相关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992>主要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相关专利技术研发持续受到关注(特别

自 #116 年以来(相关专利产出呈快速增长之势)

&!'亚洲$北美和欧洲成为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创新的主要地区) 在亚

洲(中国&不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为主要专利产出国家+北美以

美国为代表+欧洲则以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家为主导) 其中(中国和日本的专利

授权量占总量的 2+8+6.+日本$美国的专利被引用分别达到 !010 次和 !$21 次(其

中(美国专利平均被引次数达 $86+ 次(表明这些发达国家基本掌握着这一领域的

关键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研发呈现以企业为主导的特

征) 其中日本企业研发活跃(技术优势明显(来自日本企业的专利申请占到总量的

#$8"0.) 在这一领域中的主要研发机构包括日本电装$西安工程大学$([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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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工业$三菱电机$三洋电机$日本松下电器$昭和电工$日立公司$Z%V-,V等)

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在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研发方面(最具活力的机构为日

本电装(其次为 ([电子$大金工业$三菱电机$日本松下电器和日立集团)

&6'分析结果显示(各主要研发主体之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研发独立性(技术

研发重点和方向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我国西安工程大学和新疆绿色使者空气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与个别国外机构存在技术相似性) 日本的各研发主体对专利技术的

保护采取本土和全球保护并重的策略(而我国企业则主要以本土保护为主(在其他

国家和国际专利组织较少申请专利保护)

&$'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技术国际研发所关注的重点技术领域包括* !̂6^

$7""$ !̂$K#7""$ !̂$K+17"!$K2"W#7+!$ !̂6^##7"!$ !̂6^#+7+"$ !̂6^#7""$

!̂$K!17""$ !̂$K#+7""$ !̂6 +̂7#6 等技术方向+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技术

主题主要包括吸附式制冷$制冷循环$空气流量控制$温度控制$传感器$空气压缩$

空气干燥$空气过滤$空调材料$蒸发冷却液回收$室内外交换系统$蒸发器冷却$阀

门7控制器$热交换器$热泵$空调散热$水蒸发等)

&2'数据显示(干空气能蒸发制冷空调专利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均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未来发展潜力和前景巨大)

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产业竞争情报团队9供稿

张树良9编辑整理

工作动态

中科院新型特种精细化学品技术创新

与产业化联盟成立

!"#$ 年 $ 月 #+ 日(中科院新型特种精细化学品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成立启

动大会在广州化学有限公司举行) 中科院秘书长$经管委主任邓麦村$国科控股董

事长吴乐斌$副总经理王琪$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中科院广州分院院

长秦伟$广州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兵以及联盟成员单位成都有机化学公司$新疆

理化所$长春应化所$北京理化所$北京过程所$上海硅酸盐所和深圳)'公司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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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家近 +" 人出席联盟启动会(会议由王琪主持)

邓麦村首先做重要讲话(他指出(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作为中科院!率先行

动"计划若干项具体工作之一(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科研布局(由企业根据市场和技

术发展的需求提出研发项目(并组织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 邓麦村希望由广州化

学有限公司牵头的新型特种精细化学品联盟能够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嫁接(走出一条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科技促进

经济发展的探索之路) 严庆$秦伟也对联盟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就联盟的建设给出

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吴乐斌就组建联盟的背景及总体方案$组织管理$国科控股定位以及资源配置

与运行机制等进行简要介绍) 他强调(联盟的成立既是!率先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国科控股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他希望通过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之间的联

动(联盟各个成员单位协同创新$合作共赢(走出一条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更

加充分地体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科院的社会存在价值2

特种精细化学品联盟的理事长廖兵(详细介绍了联盟的发展思路$策略和目

标) 联盟将秉持!创新牵引$利益聚集$三链融合$产业转化"发展策略(依托广州化

学有限公司已经建立的市场链和技术服务链(面向产业的技术需求(聚集院创新资

源(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两链嫁接"(推动与引领目标产业链的技

术创新及转型升级(提升中科院在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与会人员还就联盟的管理体制$知识产权运营$项目立项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充

分研讨和交流)

许海云9摘编

来源*:;;<*77===>B@N>HN>NJ7̀=b̀7!"#$"$7;!"#$"$#+M6+$$+#6>:;OS

检索日期*!"#$ 年 $ 月 #0 日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发布#!"#$ 石墨烯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受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委托(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于 !"#+ 年 #"

月完成首期#石墨烯技术专利分析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引起了各方关注(社

会反响强烈(该分析报告对石墨烯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知识产权布局起到了一定

的指导作用) 然而(石墨烯技术发展迅速(相关专利数量增长迅猛) 该分析报告的

2! 知识产权动态



专利统计截止至 !"#+ 年 1 月(其时全球共有 6"$2 件石墨烯相关专利+而截止至

!"#$ 年 6 月(全球石墨烯相关专利公开数量猛增至 #+1!+ 件(这一年多来增长了两

倍以上) 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石墨烯技术发展脉络(以期对我国石墨烯技术创新

与产业发展提供更精准的参考)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专业从事石墨烯技术研究的数

位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经过 # 个多月的系统调研(在首期分析报告基础

上(撰写了#!"#$ 石墨烯技术专利分析报告%(再次向社会公开发布)

报告通过检索查阅$归纳分析原始专利文献(从世界石墨烯专利申请趋势$专

利技术生命周期$主要竞争国家7地区$重要专利申请人等方面(分析全球石墨烯技

术的整体专利态势和研发热点(并遴选重点专利进行追踪与演进分析(初步揭示了

该领域当前的专利活动特点) 针对中国地区的石墨烯专利申请(报告对 dA<U-A=J

&以石墨为原料制备石墨烯'途径制备石墨烯及其应用&主要涉及储能$传感器$电

子信息$复合材料$生物医药$结构材料等八大应用领域'和 KA;;AOUC<&化学气相沉

积方法制备石墨烯为主'途径制备石墨烯及其应用&主要涉及透明导电薄膜$晶体

管$光电应用$传感器$激光器等领域'做了具体深入的分析(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

上对石墨烯技术与产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分析报告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科院前

沿科学与教育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以及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部的大力支持) 希望借此报告(进一步为我国未来

的石墨烯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专利申请与保护工作提供专业化的依据(并为我

国石墨烯产业的发展规划与布局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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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9雪&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所技术转移部'9供稿

信息扫描

欧洲专利局探讨专利聚合对竞争与创新政策的影响

!"#$ 年 6 月 #6 日(欧洲专利局经济和科学咨询委员会&,Z%K'发文探讨专利

聚合对竞争与创新政策的影响(并就以下三点达成一致*&#'专利聚合有助于建立

流动$透明和有效的专利运作市场(但聚合也可能抑制竞争(阻碍创新并减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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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专利聚合对创新的有益效果(专利聚合本身不应被认为是反竞争行为(

应根据具体案例情况进行评估+&+'虽然竞争政策和竞争管理当局已经有现行法律

和文书在手以应对反竞争行为(但管理机构需提高对专利相关的知识和技术评估

问题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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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欧洲专利局计划修改专利异议程序

!"#$ 年 + 月(欧洲专利局扩大上诉委员会决定修改专利异议程序) 该决定基

于#欧洲专利公约%&,'X'第 06 条) 实际情况下大约 /".的专利在异议程序中作

出修订(决定认为在异议期间对修订形式的无视违背!简化异议程序"的原则) 关

于该项决定(扩大委员会陈述如下*根据 ,'X第 #"# 条第 + 款(专利的修改是否满

足 ,'X的要求取决于专利权利要求是否符合 ,'X第 06 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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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韩国专利局强化与锻造行业知识产权合作

!"#$ 年 6 月 !! 日(韩国专利局加工技术专利研究会与韩国锻造工业公会为提

高锻造行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通过知识产权提高行业竞争力(双方建立合作关

系) 韩国专利局将通过一系列知识产权培训$专利制度和程序咨询$专利信息使用

方法培训$专利战略管理咨询等对韩国锻造行业开展知识产权援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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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 年对基础产业的统计调查显示(韩国的 !82 万家

基础产业企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占 118/.(不满 #" 人的小微型企业占 20>6.) 知识

产权保护和活用面临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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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6 日

韩国专利局强化专利申请在线服务

!"#$ 年(韩国专利局为方便专利申请(启动!手机缴纳手续费"$!全权委任手

机认证制"$!电子申请 Za统合"$!电子申请&专利'网站的全面更新"6 个在线服

务项目) 韩国专利局表示(将努力为国民提供便利(通过集中强化电子申请服务和

利用最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使专利申请系统得到快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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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 年 6 月 #2 日

瑞典专利注册局上线产品&服务'评估工具

!"#6 年 6 月(瑞典专利注册局&'\R'上线产品&服务'相似度评估工具 Z@O@SH5U

@;Q(旨在帮助用户评估相似的产品或服务) Z@O@SH5@;Q是合作基金框架下的通用数

据库(用于评估产品或服务是否相似及其相似程度) Z@O@SH5@;Q将提高欧盟和欧洲

内部市场协调局的决策透明度(以及对反对性决策的预见性) 当前欧洲商标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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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设计网络&,d*-V'中已有 #$ 个知识产权局使用 Z@O@SH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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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投资大学商业化中心

!"#$ 年 + 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V)W'投资明尼苏达大学 +"" 万美元(由此

该校成为三个新晋的研究评估和商业化中心&\,%XW'之一) 另外两所学校分别

是路易斯维尔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在这笔基金的基础上(该校另外追

加了 +"" 万元美元用于培训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推向市场(以及与产业界和其他

技术转移活动建立合作关系) 基金将每年支持 #" 到 !" 个的商业化项目(并且特

别关注诸如诊断工具$医疗设备和预防性药物的医疗健康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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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外许可废热转化电能技术

!"#$ 年 6 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V%Z%'喷气推进实验室将余热转化电能技

术许可给了 ,]@E4J;d4N:JASAB@4DAFd5AQ&,dd'公司) 该技术涉及高温热电材料(可

适用于各种环境(包括陶瓷和玻璃加工厂等高温工业过程) 对于汽车而言(该技术

可以将排出的废热转化为电力(实现废热采集低成本解决方案) ,dd公司有意在

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将 V%Z%的该项发明创新实现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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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345公司投资马里兰大学初创企业

!"#$ 年 + 月(&345公司为马里兰大学学生运营的初创公司投资 !$""" 美元)

马里兰大学学生将获邀参加 &345资助的商业计划竞赛(资助方将全程跟踪孵化过

程) &345公司也将派出指导人员帮助获奖学生改进商业计划(推出他们的初创企

业) 此外(&345计划建立创新理事会(该理事会将由马里兰大学的学生$教师和工

作人员组成(主要就当前的交通问题讨论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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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开设商业化课程

!"#$ 年 6 月(美国德州大学&&d'达拉斯分校开设研究成果商业化课程(包括

如何识别具备潜在市场的生物技术(并将这些技术从实验室转移到临床应用等内

容) 达拉斯分校投入 #/>!$ 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学校在*-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

开设了医疗技术创业课程(用于培训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如何建立初创企业并将生

命科学的发现更快运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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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大学授权生物公司开发抗癌药物

!"#$ 年 6 月 # 日(美国西北大学&V&'许可生物科技公司 'HJ;:45一项增强型

抗癌药物技术) 目前 'HJ;:45公司已经取得了该项技术的独家许可) 根据协议(V&

许可 'HJ;:45开发和商业化名为 VCOAJHF@E4D的化合物) 该化合物可以提高抗癌疗

效并降低疗法的毒性) 实验结果表明 VCOAJHF@E4D具有广谱的抗肿瘤活性且具备

最小的毒性和耐药性(可用于治疗血液$颈椎$结肠癌$胃癌$肝癌$肺癌和皮肤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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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美国华盛顿大学简化员工创业程序

!"#$ 年 6 月(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校区&a&Zd('推出!快速启动"&jC@N?

Z;H5;'许可协议(用简单$透明的交易方式取代混乱和不可预知的交易过程(旨在让

教职工专注于技术开发而不是许可谈判或费用) 快速启动协议区别于其他许可协

议之处在于没有前期费用(初创公司只需承担协议签署以后的专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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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 年 6 月 !6 日

沙特阿拉伯大学建立初创企业加速器

!"#$ 年 6 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科技大学&P%&Zd'发起用于识别$发

展和建立初创企业的加速器...W@?OH) W@?OH将在学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协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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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P%&Zd创业中心具体运作(旨在将学生$博士后以及研究人员们的创新成果推

向市场) W@?OH将基于验证创新成果$规划发展计划和获取资金等步骤支持和引

导初创团队(同时加强与其他区域大学的合作)

许海云9编译

来源*:;;<*77;4N:;5HJDF45N4J;5HS>NAO7!"#$7"67"#7?HCD;USHCJN:4DUD;H5;U

C<UHNN4S45H;A5U@JUDHCE@UH5H3@H7

原文标题*P%&ZdSHCJN:4DD;H5;UC< HNN4S45H;A5@J ZHCE@%5H3@H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中国台湾电子支付新法规将激发专利增长

!"#$ 年 $ 月生效的中国台湾新修订的电子支付法规将鼓励相关专利增长) 根

据新修订的法规(中国台湾的软件公司为参与在线交易产业(将开始申请通过储值

账户进行在线交易的计算机软件专利) 因此该法规的生效将导致在线交易中计算

机软件解决方案的专利增加) 早在 #110 年 #" 月份中国台湾就颁布了计算机软件

发明的审查指南(旨在保护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 为说明用于商业方法的计算

机软件解决方案可以申请专利(指南在 !"#6 年做了进一步修订) !"#6 年中国台湾

电子商务产业总价值达到 00"" 亿新台币(新法规鼓励软件公司加入电子商务)

许海云9编译

来源*:;;<*77===>@HOUO4E@H>NAO754<A5;D7-4;H@S>HD< G̀BI+01$$+F6U+H"$U

6E/#UH+H6U$66H3N$H!N"4L]SI$+0$$#0""

原文标题*)J;45JH;@AJHS54<A5;UV4=4S4N;5AJ@N<HQO4J;DSH==@SS4JNAC5HB4

<H;4J;B5A=;: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谷歌加大专利收购以对抗专利流氓

!"#$ 年 6 月 !/ 日(谷歌宣布开展专利购买行动(意在打击专利流氓) $ 月 0 至

!! 日(谷歌为专利持有人提供了交易网站(用于了解专利出售的价格) 谷歌将浏览

所有的交易申请并在 2 月 !2 日之前告知购买意向) 通过简化程序和集中提交窗

++知识产权动态



口(谷歌可以迅速评价专利价值并给予卖家反馈) 谷歌希望此举能为卖家出售专

利提供良好的体验(并由此避免专利被售予专利流氓的问题)

唐9川9检索(许海云9编译

来源*:;;<*77]4J;C5434H;>NAO7!"#$7"67!/7BAABS4UHJJACJN4DU<H;4J;U<C5N:HD4U

<5AOA;@AJUHJU4̀<45@O4J;HSUOH5?4;<SHN4UFA5UAC;3@EE@JBU<H;4J;U;5ASSD7

原文标题*[AABS4HJJACJN4D'H;4J;'C5N:HD4'5AOA;@AJ( HJ 4̀<45@O4J;HSOH5?4;<SHN4

FA5AC;3@EE@JB<H;4J;;5ASSD

检索日期*!"#$ 年 6 月 !0 日

在华韩企疲于应对专利壁垒风险

中国于 !"##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拥有国) 据中国知识产权局

&Z)'Y'资料(!"#6 年中国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数据如下*发明专利 1! 万件(实用新

型 0/ 万件(外观设计 $2 万件(商标 !"" 万件(合计 66" 万件) 韩国不论是在专利申

请或授权上都处于明显劣势) 中国庞大的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使在华韩企在

中国的专利风险增大) 在华韩国企业面临着极易陷入专利纠纷以及中文律师资源

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熊9峰9编译

来源*:;;<*77:4HES@J4D>QH:AA>NA>_<7:SGHI!"#$"6"!U"""!"#01U:HJ?QA54:U?5

原文标题*特許!障壁"積#重$%中国&現地韓国企業'非常事態

检索日期*!"#$ 年 6 月 ! 日

6+ 知识产权动态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主办：

承办：

封面设计：徐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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