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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WIPO 发布 2022 年 TISCs 和 TTOs 年度报告

2023 年 7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 2022 年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upport Centers，TISCs）  ［1］ 和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TTOs）报告。报告重点介绍了 2022 年的主要进展和里程碑，重

点关注 90 个国家的 TISCs 和 TTOs 如何继续扩大服务以满足创新者的需求，以及

WIPO 为其提供的新资源。TISCs 和 TTOs 项目由 WIPO 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创建和

管理，帮助 WIPO 成员国发展其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支持研究人员和创新者

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技术转让和经济增长。主要结论如下。

2022 年，WIPO 的 创 新 者 知 识 产 权 部（IP for Innovators Department，IPID）为

WIPO 应对 COVID-19 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加快知识和技

术转移，实现疫情后的可持续经济复苏。IPID 制定一揽子资源和能力建设计划，支

持 TISCs 和 TTOs 加强相关能力，以识别和支持推出防治大流行病的创新和发明，

特别是在预防、治疗、生物分析和生物信息学等传染病领域的专利和技术检索、许

可等方面。2022 年，WIPO 发布 COVID-19 相关疫苗和疗法的专利态势报告，对大

流行病期间相关专利活动进行初步分析。

WIPO 的 INSPIRE 全球数字知识中心为创新者、企业家和 IP 专业人员提供关

于专利数据库、专利注册、专利分析、技术转移和机构知识产权政策的信息和知识，

未来也将持续扩展新的资源。专利分析领域，除了 COVID-19 相关疫苗和疗法专利

态势报告之外，WIPO 还发布了交通领域氢燃料电池专利活动态势报告。2022 年，

WIPO 开发创建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网站，提供首个关于技术转移信息的单一来

源。此外，WIPO 组织了一项综合调查，收集五大洲 800 名研究人员和技术转移专

业人员参与技术转移活动的动机。

随着由全球 90 个国家 TISCs 网络和正在运营的 1400 个 TISCs 组成的全球

TISCs 网络不断扩大，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2022 年，WIPO 启动了三项倡议加强

和支持 TISCs 网络的有效管理：（1）试行 TISCs 项目和绩效管理平台（TISC Project 

  ［1］ TISCs通常位于专利局、大学、研究中心和科技园内，使研究人员和发明人在获取和使用超过 1 � 4 亿份已公
布的专利文件和数十种科技出版物中的技术信息方面获得当地支持。近年来，许多技术中心开始在专利分析、
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化方面开发其他创新支持服务，以适应创新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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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latform，TPPM），支 持 TISCs 协 调 员 管 理 国 家 项 目； 

（2）开发 TISCs 机构评估工具，支持 TISCs 协调员确定其网络中各机构的主要优

势和需求；（3）启动 WIPO TISCs 工作人员认证计划，规范 TISCs 业务，提高各个

TISCs 的服务质量，改善 TISCs 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WIPO 实施了加强技术转移 

特别项目，由此建立了波罗的海国家技术转移办公室，旨在支持技术转移专业人员

的发展及实践，并促进本地区研发机构、企业和公共部门之间的知识和技术转移。

2022 年，WIPO 与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合作，主办了国际知识与

技术转移领导人峰会。来自 29 个国家和地区 36 名技术转移领导人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和 14 日聚集在日内瓦总部，讨论知识和技术转移的全球视角、创新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政府为技术转移活动提供资金的模式。

下 一 步，WIPO 将 继 续 支 持 TISCs 和 TTOs 的 发 展，并 积 极 响 应 各 地 需 求。

WIPO 为加强和扩大 TISCs 和 TTOs 的能力而开发新资源，将有助于建立和加强

创新生态系统，鼓励创新者利用知识产权促进业务增长，并将其创新成果推向 

市场。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 wipo� int／publications／en／details� jsp?id = 4669

https：／／www� wipo� int／edocs／pubdocs／en／wipo-pub-1059-22-en-tiscs-and-ttos-

report-2022� pdf

原文标题：TISCs and TTOs Report 2022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 2023 年欧洲创新记分牌

2023 年 7 月 6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2023 年欧洲创新记分牌》和两年一次的

《2023 年区域创新记分牌》。两个记分牌报告评估了欧盟成员国、其他欧洲国家和

全球竞争对手国家创新系统的表现结果，研究显示，尽管最近发生了危机，欧盟成

员国及其地区的创新表现仍在不断改善。

1� 背景

欧洲创新记分牌（EIS）自 2001 年以来每年发布，一直是分析欧盟国家、欧洲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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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全球竞争对手创新绩效的基准。区域创新记分牌是对 22 个欧盟成员国、挪威、

塞尔维亚、瑞士和英国等 239 个国家／地区研究和创新绩效进行了比较评估。这两

个记分牌对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优势和劣势进行全面分析，使各国能够确定需要改

进的领域，并集中精力提高其创新绩效。基于此开发的互动工具，可提供定制比较，

使国家概况可视化，展示了相对优势、劣势和发展趋势。

EIS 突出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促进“植根于卓越、竞争力、开放和人才的创新”

的承诺。它可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致力于扩大整个欧洲的创新，并保持与快速发

展的全球格局同步。

2� 主要结论

  《2023 年欧洲创新记分牌》显示，自 2016 年以来，创新表现大幅提高了约

8� 5％，这证实了欧盟对促进创新文化的承诺。在此期间，有 25 个国家的创新表现

有所改善，尽管近几年的速度有所放缓；有 20 个成员国的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只有

7 个成员国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创新体系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的进步速度往往低于

欧盟平均水平。全球层面，欧盟的创新表现略高于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差距正在缩

小，但与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差距有所扩大。

根据得分，欧盟成员国可分为四组：（1）创新领导者（创新表现高于平均水平的

125％）：丹麦、瑞典、芬兰、荷兰和比利时；（2）强劲创新者（介于平均水平 100％至

125％）：奥地利、德国、卢森堡、爱尔兰、塞浦路斯、法国；（3）中等创新者（介于平均

水平 70％至 100％）：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等 10 个国家；（4）新兴创新者（低于平

均水平 70％）：克罗地亚等 6 个国家。

  《2023 年 区 域 创 新 记 分 牌》显 示，自 2016 年 以 来，239 个 国 家／地 区 中，其

中 211 个的创新绩效有所提高。欧洲最具创新力的地区是丹麦首都大区，其后依

次是芬兰的赫尔辛基—乌西马、德国的上巴伐利亚、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德国的 

柏林。

虽然欧盟在创新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创新鸿沟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是地理上的

集中。创新领导者和大多数强劲创新者主要位于北欧和西欧，许多中等创新者和

新兴创新者则位于南欧和东欧。这一鸿沟凸显出欧盟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

缩小创新差距，促进整个欧盟的公平增长，这也是 2022 年 7 月通过的“新欧洲创新

议程”的目标之一。通过“深科技人才计划（Deep Tech Talent Initiative）”“创新人

才平台（Innovation Talent Platform）”和“区域创新谷（Regional Innovation Valley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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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举措，欧盟将促进深科技创新和创业文化。通过投资深科技人才、培育创新生

态系统和利用区域优势，欧盟成员国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保持

竞争优势。

武辰爽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 ec� europa� eu／news-events／ 

news／2023-edition-european-innovation-scoreboard-published-european-

commission-2023-07-10_en

原文标题：2023 Edition of the 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Publish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2 日

欧洲专利局 2022 年度工作回顾

2023 年 6 月 28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 2022 年度工作回顾（Annual Review 

2022）报告。报告指出，2022 年 EPO 共受理 193，460 件专利申请，与 2021 年相比

增加 2� 5％ ；同时，EPO 加强了环境、组织、财务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举措，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该报告重点总结了 2022 年 EPO 对于《2023 年战略

计划》（SP 2023）五项目标的实施进展情况。报告要点如下。

1� 目标一：建立一个参与型、知识型与协作型的组织

根据 SP 2023，EPO 致力于吸引、发展和保留顶尖人才；注重人才培养的多样性

和包容性，转变学习方法，培养人才的参与性和归属感，开展试点确保工作环境（物

质和数字）适合新工作方式（New Ways of Working，NWoW）。

2022 年，EPO 实现了审查员招聘目标，新增来自 17 个国家的 77 名审查员，其

中 36％是女性。EPO 推出了泛欧海豹青年专业人员计划，为年轻的毕业生提供了

知识产权学习机会。EPO 围绕各种战略主题组织了八次 iLearn 日，并将电子学习

资源整合到 iLearn 品牌下。EPO 的 700 多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有针对性的知识分享

活动。EPO 还进行了工作人员敬业度调查，结果显示，在灵活性、文化、协作、多样

性及包容性等 10 个方面有积极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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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二：简化 IT 系统并提高现代化水平

EPO 继续实施数字化转型，发布先进的工具和平台。通过新的数字文件存储

库，EPO 的后端专利授权程序（PGP）数字化达到了一个里程碑。EPO 还将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字交换整合到 PGP 流程中，并确保 EPO 的 IT 系统为统

一专利的启动做好准备。2022 年，EPO 致力于改善 ANSERA 检索系统的稳定性、

搜索算法性能、结果可视化、用户界面和整体可靠性。EPO 推出了 MyEPO Portfolio

服务，提供了简化程序性提交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中央费用支付平台，进一步改善

在线支付。EPO 于 2022 年 10 月获得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 ISO 27001 认证，强调

了 EPO 对保障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承诺。为了使 EPO 长期持续运作，

EPO 完成了两个重大项目：主机的退役和数据中心的迁移。

3� 目标三：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根据 SP 2023，EPO 完成了《专利质量宪章》  ［2］ 。EPO 两年一次的用户满意

度调查（USS）结果显示，许多领域的用户满意度很高。EPO 部署了强大的质量

检查，包括全面和严格的评估，以确定潜在的改进方向。为了促进书面沟通的一

致性和完整性，EPO 试行了一种针对欧洲专利申请发布的新通用结构。2022 年，

EPO 对运营部门进行了全面重组，利用数字化转型实现互联。EPO 在 2022 年底

决定，从 2023 年起，将视频会议作为所有初审口头程序（包括异议程序）的新标

准。2022 年，EPO 坚持及时性的承诺  ［3］ ，86� 1％的检索、审查和异议标准文件按

时完成。超过 36 个月的文件数量继续减少，从 2019 年的 19� 1％下降至 2022 年的 

14� 3％。

4� 目标四：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欧洲专利制度和网络

2022 年，黑山成为第 39 个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向摩尔多瓦共和国发出了加

入《欧洲专利公约》（EPC）的邀请。各国国家专利局和 EPO 之间签署了双边合作

协议。EPO 建立了一个借调计划，为其他机构的合格雇员提供 EPO 的工作机会，

从而促进知识、技能和专长交流。信息技术合作计划在 2022 年取得了重大进展。

  ［2］ 该宪章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
  ［3］ 89 � 3％的标准审查案件按时处理，平均周期 4 � 9 个月。EPO的专利首次申请到授权的周期 44 � 2 个月，
78 � 6％的标准审查案件按时处理，平均周期 24 � 3 个月。EPO将异议库存减少至 4 ，346 件，低于COVID-19 大流行
前的 5 ，000 件，EPO在标准案件的异议及时性方面也取得了进展，44 � 1％的异议案件在 18 个月内完成，平均周
期 19 �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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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 加大了多边合作力度，与非洲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在 6 月主办了由世界五大知

识产权局组成的 IP5 论坛。EPO 还与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签署了工作计划，截至 2022 年底，EPO 运营了 85 项国际合作协议，包括 4

项验证协议和 12 项强化伙伴关系协议，将 EPO 的影响力扩大至世界人口的四分之

一。2022 年，欧洲专利学院在专利授权、技术转让和专利诉讼方面培训了 2，230 小

时，共有 23，556 人参加。通过 PATLIB 2� 0 项目，改进欧洲专利登记簿，同时通过

扩展 Espacenet 技术平台，加强了公众对专利知识的获取。

5� 目标五：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EPO 继续努力塑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在实施 SP 2023 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 EPO 成功地减少了约 713 吨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2022 年，

欧洲启动了一项环境倡议，即维也纳绿色中心项目，旨在建造一座负碳运行的建

筑。MyEPO 组合平台的采用和扩展通过线上服务节约了大量纸张，2022 年有 52％

的文件通过在线发送。EPO 实现了在 2022 年 100％通过 ISO 认证的目标，将质量

管理体系扩展到 EPO 所有领域，并获得了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以及信息安全管理

方面的认证。EPO 继续监测财务状况，并巩固 2020 年通过的六项财务可持续性措

施的实施。EPO 的研究、平台和活动为若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做出

了贡献。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 epo� org／news-events／news／2023／20230628� html

https：／／new� epo� org／en／about-us／transparency-portal／general／annual-review-2022／

executive-summary

原文标题：EPO Annual Review 2022 Highlights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9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第二代量子模拟技术专利洞察报告

2023 年 6 月 27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量子模拟技术的专利洞察报告

（Quantum Simulation Insight Report），该报告是关于量子技术的第四份报告，概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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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Second-generation，2G）量子模拟  ［4］ 技术领域的重要专利趋势。该报告由

量子领域和专利情报专家共同开展，分析了 EPO 全球专利数据库中检索的公开可

用的专利信息。公众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检索策略和分析方法，跟踪其他既定或新

兴技术领域的趋势和发展。主要内容如下。

1� 2G 量子模拟领域的发明数量在过去十年里动态增长

过去十年中，2G 量子模拟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呈动态增长趋势。图 1 显示了

量子模拟领域的发明数量，截至最早公布日期，由 DOCDB  ［5］ 简单合并的专利家族

共 1，211 项。从 2017 年左右开始，发明专利数量急剧增加，增速高于所有技术领域

发明数量的增长。

图 1 2 G 量子模拟技术相关的 DOCDB 专利家族数量年度分布（单位：项）

2� 2G 量子模拟领域发明增长率高于所有技术领域的平均水平

报告主要对国际专利家族进行了分析，虽然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数量都在持

续增加，但 2G 量子模拟领域的增幅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图 2 显示，与 2020 年相比，

2021 年，2G 量子模拟技术领域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减少了约五分之一，但这一趋势

与同期所有技术领域约四分之一的降幅是相对应的。

  ［4］ 量子模拟技术是建立在控制单个或小群粒子（如原子和光子）的量子物理特性及其行为的能力之上。
  ［5］ EP专利摘要（DOCDB）数据。



8 知识产权动态

图 2 2 G 量子模拟领域国际专利家族的发明数量年度分布（单位：项）

3� 2G 量子模拟领域国际专利申请比例高，各国对该领域技术和跨国商业化战

略的经济预期高

报告通过观察 2G 量子模拟领域的国际专利家族以及各个专利局数量分布，发

现 2G 量子模拟领域的发明专利在各个专利局中的分布并不均匀。专利申请人特

别关注的申请途径是国际专利申请（PCT）、美国申请、日本申请、欧洲申请、中国申

请和加拿大申请。与所有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申请途径占比相比，量子模拟领域

的国际专利申请比例高于所有技术领域的平均水平，这可以通过专利申请人对 2G

量子模拟技术以及相应的跨国商业化战略的高经济预期进行解释。

4� 在量子模拟领域最活跃的专利申请者是公司，大多数位于美国

近年来，在 2G 量子模拟领域，美国专利申请的比例较高，无论是在 2G 量子模

拟技术的发展，还是作为这些技术的重要市场，都反映了美国在该领域的重要性。

该报告关注了 2G 量子模拟技术领域的活跃专利申请人，通过合并同一法人的专

利申请人，发现在 2G 量子模拟领域最活跃的申请人类型是公司，且大多数位于美

国，还包括加拿大、欧洲、中国和日本（表 1）。此外，还包含少数的美国大学，如马里

兰大学和哈佛大学。该领域最活跃的申请人中，以谷歌为首，其后依次是 IBM 和

D-Wav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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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G 量子模拟领域最活跃的专利申请人

申请人 国别 类型 国际专利家族数量（项）

谷歌 美国 公司 117

IBM 美国 公司 51

D-Wave 公司 加拿大 公司 37

微软 美国 公司 32

Rigetti 公司 美国 公司 18

1QB 信息技术公司 美国 公司 16

IonQ 美国 公司 14

埃森哲全球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爱尔兰 公司 13

英特尔 美国 公司 11

富士通 日本 公司 11

马里兰大学 美国 大学 11

哈佛大学 美国 大学 11

公牛公司 法国 公司 9

Zapata Computing 量子软件公司 美国 公司 9

腾讯 中国 公司 8

爱立信 瑞典 公司 6

麻省理工 美国 大学 6

量子运动技术 德国 公司 5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美国 公司 5

迪肯大学 美国 大学 5

华为 中国 公司 5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董金凤 校译

来源：https：／／www� epo� org／searching-for-patents／business／patent-insight-reports�

html?mtm_campaign = epo-newsletter&mtm_keyword = epo-newsletter-12&mtm_

medium = newsletter&mtm_content = general&mtm_group = email％ EF％ BC％ 88

原文标题：Quantum Simulation Patent Insight Reports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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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 IP 政策推进成果及发展规划

2023 年 6 月 8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 2022— 2023 年知识产权政策

推进成果和未来发展规划。

1� KIPO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果

（1）通过沟通和内部革新，形成知识产权管理的坚实基础

KIPO 加强内部沟通和革新，引入集中审查制度和电话专线应答制度，建立审查

指数体系，帮助工作人员专注于专利审查和裁决等本职工作，提高了知识产权管理

服务水平。同时，为支持半导体领域发展，KIPO 搭建了世界首个由组织、人员和制

度构成的专利审查一揽子支持体系。

（2）知识产权政策成为国政议题，强化国内外地位

对外，知识产权政策成为韩国政府进行国家治理的支柱之一，在研发（R&D）、

企业成长和技术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内，制定相关法律，允许专利分析结

果应用于国家战略技术领域 R&D 的执行过程和设定目标，提高国家技术竞争力。

同时，用于中小企业技术商业化的知识产权融资规模截至 2022 年底达到 7� 8 万亿

韩元，同比增长近 30％，且《发明振兴法》修订完成，有利于系统管理知识产权价值

评估质量，保障技术交易和融资基础。

2� 未来五大核心推进任务

（1）提高 KIPO 的内部能力

KIPO 将在二次电池和生物等战略性技术领域引入专利审查一揽子支持体系，

扩充审查员、开展优先审查。同时，将实施基于人工智能（AI）的专利管理革新，正

式推动 AI 在专利审查和裁决等全过程的运用，建立全球顶尖的 AI 专利审查和裁

决系统。

（2）保障未来的新增长动力

KIPO 将基于 12 项国家战略技术  ［6］ 重组专利大数据，防止重复研发。此外，韩

  ［6］ 12 项国家战略技术包括：半导体和显示器、二次电池、高科技出行、新一代核能、高科技生物、宇宙太空及
海洋、氢能源、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高科技机器人和其制造、量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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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新增知识产权重点建设高校，培养技术 - 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为革新奠定人

才基础。

（3）制定公正的创新成果补偿体系

KIPO 将提高针对核心技术泄漏的处罚标准，完善纠纷调解制度，帮助面临知识

产权纠纷的企业以低成本迅速解决纷争。此外，韩国将完善职务发明的权利继承

制度和诉讼结构，保证企业和研究者的创新成果得到回报。

（4）推动创新型企业的商业化

KIPO 将建立知识产权评估管理中心，发挥价值评估质量管理的职能，保证企

业的技术得到评估，同时开发交易、损害赔偿和职务发明等各类型评估模型，提

高评估的可靠性。此外，韩国将调整知识产权手续费制度，减轻企业维持专利的 

负担。

（5）促进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出口增长政策

海外知识产权中心（IP-DESK）的运营权将由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

移交知识产权保护院，帮助出口企业及时在当地获得专业的争端解决方案。同时，

韩国将继续向中东和东盟等战略市场推广韩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审查服

务体系，为韩国企业营造友好的国际环境。

王美元 编译

来源：https：／／www� kipo� go� kr／ko／kpoBultnDetail� do?menuCd = SCD0200618&ntatcS

eq = 19776&aprchId = BUT0000029&sysCd = SCD02#1

原文标题：특허청，1 년간의 성과와 향후 중점계획 발표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5 日

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专利转让许可合同 

模板及签订指引的通知

2023 年 6 月 27 日，为提供更加规范、便利、高效的专利权转让合同登记和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服务，指导当事人更好防范法律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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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转化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修订了《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模板）及签

订指引》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模板）及签订指引》，印发专利转让许可合同模板

及签订指引的通知。要求指导当事人结合实际情形，自主合理选择使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s：／／www� cnipa� gov� cn／art／2023／6／30／art_75_186010� 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专题报道

日本发布《科技创新白皮书 2023》

【摘要】2023 年 6 月 20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科技创新白皮书 2023》（以下简

称“白皮书”）。白皮书根据《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总结了日本政府在振兴科学

技术创新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本年度白皮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区域科技创新：

介绍了日本各地区科学技术及创新政策、创新基地及案例；日本高等学校的科技

创新。（2）科学技术相关施策及面向社会 5� 0 的科技创新政策。

  《科技创新白皮书 2023》的主题为“始于地区的科学技术创新”，进一步展示了

日本各地区的创新扩散情况。日本政府在新形势下决定重点投资有助于解决传染

病、全球变暖、少子高龄化等问题的科学技术创新。日本政府正在通过推进科学技

术领域的人才培养、为建设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而设立的大学基金和对尖

端科学技术的投资、对创业公司的扶持等举措，解决由东京圈过度集中、人口减少、

少子高龄化等地区社会问题，对区域经济做出贡献，以地方大学为核心促进创新创

造和区域发展，致力于建立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1� 第一部分：区域科技创新

（1）区域科学技术政策

①基于《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区域科技政策变迁

1997 年，日本制定第 1 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自此区域科学技术的振兴开

始受到重视：构建区域产学官的共同研究体制，向区域研究基地派遣协调人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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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区域研发项目等。从第一期到第六期，从“科学技术政策”转变为“科学技术创新

政策”，区域科学技术创新施策对象的范围也从大学扩大至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地

方公共团体和企业在内的联合体，以及地方公共团体和地方公共团体成员的联合

团体。尤其是第五期计划后，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创新为区域带来的效益。

②各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相关政策

具体包括：创设学园都市、地方创生政策、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超级城市国

家战略特区及数字田园健康特区，以及支持初创企业生态系统。

（2）大规模区域科技创新基地

日本的科学技术创新基地中，以区域为主导，利用自身的产业和技术特色，聚

集产业界和人才形成基地，为地方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重点介绍了开放创新城

市（川崎市）、医疗产业都市（神户市）的发展经验。

（3）充分利用区域特色和大学优势进行科技创新

近年来，日本一些具有地域特点或在特定领域具有优势的大学和产业正在发

展，例如：青森县弘前市及弘前大学的“well-being”区域社会共创据点；岩见泽市和

北海道大学的产学共创项目；山形县鹤冈科学园区的建设；熊本县等地为强化半导

体产业的大学、地区合作；东北大学研究综合中心（Research Complex）；信州大学等

建立的水上创新基地；名古屋大学初创企业无人驾驶技术等。

（4）与区域紧密联系的高等专门学校的科技创新

高等专门学校  ［7］ （以下简称“高专”）凭借其独特的课程和项目，在为区域产

业振兴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的同时，还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建成并扩大了创新网络。

产学官合作实践性教育在下一代初创企业也发挥了作用。

（5）未来展望

目前各个地区的研究基地已取得了较多成果，但相关社会经济问题较为复杂。

如果地方大学研究基地、地方公共团体、出口企业各自为营，难以解决区域创新创

造问题。因此，高研究能力的地方大学应与地方公共团体、产业界合作，探讨更好

的生活方式，制定相应目标区域的未来蓝图。此外，有必要在强化产学合作的基础

  ［7］ 日本高等专门学校（KOSEN）是以培养实践性、创造性技术人才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涵盖机械、材
料、电气电子、信息、化学生物、建筑、商船等工学领域学科。日本目前共有 58 所公立、私立高等专门学校，拥有
约 6 万名学生。初中毕业的学生即可入学，入学后实行“五年一贯制”。课程将普通科目和专业科目有机结合，学
生能够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及系统的专业知识，还将注重理论、实验和实习以提高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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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组织地推进与区域愿景相适应的新价值创造相关的研发。

2� 第二部分：科学技术振兴相关施策

（1）制定科学技术创新政策

①综合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主要措施

2022 年，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制定了《集成创新战略 2022》，同时对《战略

创新创造计划（SIP1）》和《官民研究开发投资扩大计划（PRISM2）》的政策、预算、

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审议。

在 2023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上，日本以“今后科学技术

创新政策的方向性”为题，从尖端科学技术的战略性推进、强化知识基础和人才培

养、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三方面进行讨论，修改了区域核心、特色研究性大学综合

振兴方案。

②科技预算的战略性重点

推动官民研发投资扩大计划（PRISM）；通过研发和社会 5� 0 之间的桥梁计划

（BRIDGE）促进社会应用；推进“登月型”研究开发制度。

③集成创新战略

为实现日本社会 5� 0，以跨省一体化推进相关政策，政府制定了《集成创新战

略》，主要分析了 2022 年日本国内外科技创新形势，提炼出需要强化的课题和新课

题，并对实施方案进行修改。《集成创新战略 2022》包括三大重点：相互衔接、高效

推进政策，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重点 1）强化知识基础和人才培养：以创设 10 万亿日元规模的大学基金为契

机，进一步推进大学改革、STEAM 教育发展、区域大学振兴；加强对博士生的资助，

坚持创新创造。

（重点 2）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以初创企业为创新载体，激发经济社会活力，让

国民、社会和区域受益于科技创新。

（重点 3）战略性推进尖端科学技术：通过人工智能、量子新战略、智库、经济安

全保障关键技术培育计划和下一代战略创新计划等，培育日本的制胜技术。例如，

为实现量子领域技术的社会应用和产业发展，日本制定了《量子未来社会展望》

《量子技术创新战略》等指导，大力推进官民一体的量子技术创新综合性战略。人

工智能领域，日本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 2022》，在重点关注大规模灾害的同时，

也考虑到企业的社会应用，确定了包括提高 AI 的可靠性、完善数据、确保人才等新



15知识产权动态

目标。

④科学技术创新体制的激励和资金活用

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制度：日本文部科学省负责编制各领域具体研究开发计划，

协调有关行政机关的科技事务，全面推进前沿、关键科学技术领域的研发实施，提

高和加强创造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另外设有科学技术委员会，对科学技术的综

合振兴和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审议，提出建议。在内阁总理大臣的

管辖下，日本科学理事会负责审议和实现与科学有关的重要事项、促进国际合作交

流、提高科学研究效率。

刺激资金流通，创造知识和价值：科学技术预算方面，2022 年日本初步预算为

4� 2921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2150 亿元）。截至 2023 年 2 月，2022 年追加科学技

术相关预算达到 4� 6064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2304 亿元）。民间研发投资的税收

措施方面，日本制定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保持和扩大民营企业的研发投资

（占日本研发投资总额的 70％），鼓励并促进中长期创新研发投入。该政策允许从

事研发的企业在其法人税额中扣除一定比例的研发支出。《2023 年税收改革方案》

中，修订了扣除上限和扣除率；在强化对研发投资激励的同时，修订了符合联合研

究等条件的“研发初创企业”的定义；制定促进高级研究人才活用的措施；修改测试

和研究费用的范围。

（2）面向社会 5.0 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

①向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社会转型，保障国民安全舒适的生活

通过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融合创造新价值；推进社会转型和非连续性创新，

以应对碳中和、环境污染、核技术等全球挑战；建立弹性、安全和有保障的社会；构

建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价值共创型产业基础；打造下一代城市基础，建设智慧城市；

推进研发和社会应用，运用综合知识解决各类问题。

②加强研究能力，开拓知识前沿并创造新价值

重新构建激发多样化卓越研究的研发环境。提高博士后的待遇，拓宽其职业

道路；构建年轻学者活跃的科研环境；鼓励女性研究员积极参与；振兴包括人文社

科领域在内的基础研究和学术研究，创造综合知识；推进国际共同研究；改革竞争

性研究经费制度。

推进开放科学和数据驱动的研究，构建新的研究体系。完善科研数据管理；完

善数字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高附加值的研究；促进大学改革，扩大战略管理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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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实现个体多元化幸福

推进 STEAM 教育，强化学生探究能力；活用外部人才和资源；在教育领域推进

数字转型；增强人才流动性，强化学习能力以实现职业转变和提升；营造持续学习

的环境，促进社会和企业不断学习；大学和高专提供多样的教学计划；加强多种主

体参与的知识共创和科技交流。

闫欣悦 编译

来源：https：／／www� mext� go� jp／b_menu／hakusho／html／hpaa202301／ 

1421221_00014� html

原文标题：令和 5 年版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白書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1 日

技术观察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领域竞争格局

【摘要】本文旨在揭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的现状与潜力，为我国创新主体

的研究规划和专利布局提供参考。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视角，以人工智能基

础技术领域的论文和专利为数据基础，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计量指标对人工

智能应用领域发展态势的各个维度展开测度，包含文献数量及趋势、地理分布、重

要机构以及人工智能各项技术（人工智能芯片、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和功能技术）的

应用领域分布等。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交通、物理工程、冶金、食品

科学、自动控制系统、农业等子领域的专利申请增速显著，重要竞争主体的布局领

域呈现一超（IBM）多强（浙江大学、国家电网、三星、腾讯、中石油、东芝、微软、日本

发那科、东南大学以及江苏大学等）的格局。

本文以科研产出的重要形式论文和专利为主要分析视角，基于 Web of Science

（WOS）论文数据和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专利数据，对全球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领域展开分析，揭示其发展趋势和特点。数据处理和结果展示用到工具主

要包括 Derwent Innovation（DI）、Derwent Data Analyzer（DDA）、Excel 以及 Pytho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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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清晰的分析内容框架，本文在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参考了美国计算机

协会（ACM）的分类体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人工智能技术分类体系和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结合行业专家的建议意见，研究并提出了人工智

能领域主要技术构成体系（图 3），分为三层：人工智能底层基础  ［8］ 、人工智能核心

技术  ［9］ 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  ［10］ 。

图 3 人工智能领域主要技术分类体系

截至 2022 年 10 月，共计检索专利 546，761 项。其中，91，750 项（18％）涉及

人工智能底层基础中的 AI 芯片领域；485，545 项（89％）专利涉及至少一种人工智

能基础技术；381，515 项（70％）涉及一种人工智能功能技术；本文对检索到的全部

专利进行应用领域标引，所有专利至少具备一个应用领域标签。专利文献可以涉

及一个或多个分类，图 4 展示了专利文献所涉及的分类之间的重合。共计检索论

文 1，158，347 篇。其中，13，605 篇（1� 2％）涉及人工智能底层基础中的 AI 芯片领

域；316，872 篇（27％）论文涉及至少一种人工智能基础技术；393，055 篇（34％）涉

及一种人工智能功能技术；本文对检索到的全部论文进行应用领域标引，所有论文

都至少具备一个应用领域标签。论文文献可以涉及一个或多个分类，图 4 展示了

论文文献所涉及的分类之间的重合。

  ［8］ 人工智能底层基础主要包括AI芯片、AI传感器、云计算平台和开源框架等。
  ［9］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技术和功能技术两个方面，其中，基础技术聚焦于统计和数学模型的高级形
式，如机器学习、模糊逻辑和专家系统。功能技术聚焦于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实现特定功能，
如语音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功能。
  ［10］ 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具体涉及交通、农业和生命科学等 17 个不同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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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工智能主要技术领域文献数据检索情况

1� 人工智能技术文献数量与趋势

人工智能 AI 芯片、基础技术和功能技术领域的专利主要应用于物理工程

（99� 53％）、通信（24� 57％）与生命科学（9� 50％）。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物

理工程、冶金、食品科学、自动控制系统、农业等子领域的应用增速显著，2020 年，

相 比 2015 年 的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908� 8 ％、625� 0 ％、547� 1 ％、526� 7 ％、486� 7 ％ 和

478� 3％。

表 2 展示 17 个应用子领域的论文数量分布情况，其中排名前 3 的应用子领

域分别为物理工程，共 410355 篇，占比 35� 12％ ；自动控制，共 146377 篇，占比

12� 53％ ；成像技术，共 94516 篇，占比 8� 09％。上述 17 个应用子领域的专利数量

分布情况，其中排名前 3 的应用子领域分别为物理工程（550141 项，99� 53％）、通信

（135794 项，24� 57％）与生命科学（52534 项，9� 50％）。

表 2 17 个应用子领域论文、专利数量分布

编号 应用领域
论文 专利

论文数量 占比 专利数量 占比

1 物理工程 410355 35� 12％ 550141 99� 53％

2 生命科学 1099 0� 09％ 52534 9� 50％

3 材料化学 11921 1� 02％ 33730 6� 10％

4 通信 58208 4� 98％ 135794 24� 57％

5 自动控制 146377 12� 53％ 30613 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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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编号 应用领域
论文 专利

论文数量 占比 专利数量 占比

6 能源 4148 0� 36％ 13824 2� 50％

7 交通 10490 0� 90％ 13373 2� 42％

8 音乐 85 0� 01％ 11465 2� 07％

9 农业 330 0� 03％ 3438 0� 62％

10 成像技术 94516 8� 09％ 3448 0� 62％

11 冶金 58 0� 00％ 2844 0� 51％

12 采矿 473 0� 04％ 2150 0� 39％

13 建筑施工 605 0� 05％ 2049 0� 37％

14 水资源 0 0� 00％ 1840 0� 33％

15 食品科学 34 0� 00％ 1227 0� 22％

16 体育 63 0� 01％ 583 0� 11％

17 公共环境健康 178 0� 02％ 32 0� 01％

根据上述 17 个应用子领域的论文年度发表情况，各研究方向的论文数量均呈

波动上升趋势。具体而言，物理工程方向研究最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其后依

次是成像技术、材料化学和自动控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生命科学、能源应用子

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1 世纪初；此外，近几年相关研究  ［11］ 逐步应用于音乐、

食品科学、体育、公共环境健康等子领域。专利申请趋势分析发现，2015 年之前，大

多数应用子领域的专利数量增长缓慢，2015 年之后呈快速增长，如物理工程、生命

科学、材料化学、通信、自动控制、能源以及交通；音乐和体育子领域的专利数量则

在 2015 年前后骤降。

2� 人工智能技术地域分布

统计 17 个应用子领域的 TOP 5 国家／地区／组织及其公开专利占比情况，如表

3 所示。物理工程、生命科学、材料化学、通信、自动控制、能源、交通、农业、冶金、

采矿、建筑施工和食品科学子领域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在中国公开的数量最多；音

乐、成像技术和体育子领域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在美国公开的数量最多；水资源和

公共环境健康子领域的专利在日本公开的数量最多。

  ［11］ 截止检索日期 2022 年的数据暂未收录完全，且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存在 18 个月的时滞，因此近两年
的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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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7 个应用子领域的 TOP 5 国家／地区／组织及其公开专利占比

1 物理工程 2 生命科学 3 材料化学 4 通信 5 自动控制

中国 82� 81％ 中国 63� 62％ 中国 68� 22％ 中国 71� 65％ 中国 78� 81％

美国 42� 16％ 美国 63� 43％ 美国 60� 67％ 美国 53� 20％ 美国 38� 52％

WIPO 13� 40％ WIPO 33� 78％ WIPO 37� 75％ 日本 18� 18％ 日本 17� 30％

日本 13� 24％ EPO 29� 73％ EPO 34� 96％ WIPO 15� 05％ EPO 14� 08％

EPO 11� 15％ 日本 21� 43％ 日本 32� 21％ EPO 14� 07％ WIPO 12� 40％

6 能源 7 交通 8 音乐 9 农业 10 成像技术

中国 95� 10％ 中国 74� 54％ 美国 84� 27％ 中国 62� 73％ 美国 56� 06％

美国 18� 06％ 美国 35� 89％ 日本 72� 80％ 美国 37� 77％ 中国 54� 55％

日本 15� 14％ 日本 24� 14％ EPO 36� 63％ WIPO 23� 33％ 日本 45� 74％

WIPO 9� 66％ EPO 15� 11％ 中国 25� 77％ EPO 19� 84％ EPO 23� 32％

EPO 8� 39％ 德国 13� 62％ WIPO 20� 61％ 日本 17� 66％ WIPO 22� 30％

11 冶金 12 采矿 13 建筑施工 14 水资源 15 食品科学

中国 83� 61％ 中国 84� 79％ 中国 65� 30％ 日本 67� 23％ 中国 56� 89％

日本 38� 22％ 美国 32� 65％ 日本 35� 82％ 中国 59� 29％ 日本 25� 35％

美国 19� 97％ WIPO 20� 84％ 韩国 17� 76％ 韩国 9� 78％ 美国 24� 53％

韩国 15� 26％ 日本 10� 79％ 美国 11� 81％ 美国 9� 35％ 韩国 22� 09％

EPO 12� 73％ EPO 9� 35％ WIPO 7� 71％ WIPO 8� 26％ WIPO 19� 23％

16 体育 17 公共环境健康 — — — — — —

美国 61� 23％ 日本 90� 63％ — — — — — —

日本 54� 72％ WIPO 21� 88％ — — — — — —

中国 33� 28％ 中国 21� 88％ — — — — — —

WIPO 19� 90％ 德国 15� 63％ — — — — — —

韩国 19� 04％ EPO 15� 63％ — — — — — —

分析人工智能 17 个应用领域的主要（专利量占比 20％以上）专利受理地域分

布（表 4）。物理工程、生命科学、材料化学、通信、自动控制、能源、交通、农业、成像

技术、冶金、采矿、建筑施工和食品科学 13 个领域的全球竞争主体视中国为最重要

的市场，音乐和体育领域的全球竞争主体视美国为最重要的市场，水资源和公共环

境健康领域的全球竞争主体视日本为最重要的市场。音乐和成像技术领域的全球

竞争主体除在中美日布局以外，也在欧盟布局大量专利，生命科学和材料化学领域

的全球竞争主体除在中美布局以外，也在欧盟布局大量专利。人工智能在能源领

域 95� 1％的专利在中国进行了布局，在全球其他地域布局的专利皆未超过其专利

总量的 20％，也侧面反映了人工智能赋能中国的能源战略。此外，通常专利申请人

会在所属国家优先申请专利，因此，专利申请受理国家／地区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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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技术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表 4 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主要的专利受理地域分布（仅标注专利量占比 20 ％以上）

应用领域 中国 美国 日本 EPO 成员国

物理工程 82� 81% 42� 16% 13� 24% —

生命科学 63� 62% 63� 43% — 29� 73%

材料化学 68� 22% 60� 67% — 34� 96%

通信 71� 65% 53� 20% 18� 18% —

自动控制 78� 81% 38� 52% — —

能源 95� 10% — — —

交通 74� 54% 35� 89% 24� 14% —

音乐 25� 77% 84� 27% 72� 80% 36� 63%

农业 62� 73% 37� 77% — —

成像技术 56� 06% 54� 55% 45� 74% 23� 32%

冶金 83� 61% — 38� 22% —

采矿 84� 79% 32� 65% — —

建筑施工 55� 30% — 35� 82% —

水资源 59� 29% — 67� 23% —

食品科学 56� 89% 24� 53% 25� 35% —

体育 33� 28% 61� 23% 54� 72% —

公共环境健康 21� 88% — 90� 63% —

3� 人工智能技术重要机构

统计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子领域的 TOP 5 机构及其申请专利在子领域的占比情

况，如表 5 所示，人工智能的 17 个应用领域的重要竞争主体呈现一超多强的格局。

其中，IBM 布局涉及 8 个应用领域，浙江大学、国家电网、三星、腾讯、中石油、东芝、

微软、日本发那科、东南大学以及江苏大学的布局涉及至少 2 个应用领域。具体来

说，IBM 布局涉及物理工程、生命科学、材料化学、通信、自动控制、音乐、农业和食

品科学，并且在物理工程、生命科学、材料化学、通信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位列第一；

浙江大学布局涉及生命科学、材料化学、农业和食品科学；微软布局涉及通信、音乐

和体育；日本东芝布局涉及材料化学、建筑施工和水资源；国家电网布局涉及物理

工程和能源；三星布局涉及物理工程和通信；腾讯布局涉及物理工程和通信；中石

油布局涉及材料化学和能源；日本发那科布局涉及自动控制和冶金；东南大学布局

涉及能源和建筑施工；江苏大学布局涉及农业和食品科学。



22 知识产权动态

表 5 应用子领域的 TOP 5 机构及其申请专利占比

1 物理工程 2 生命科学 3 材料化学 4 通信 5 自动控制

美国
IBM 2� 31％ 美国 IBM 1� 49％ 美国 IBM 0� 68％ 美国

IBM 2� 25％ 德国西
门子 1� 31％

中国国
家电网 0� 86％ 荷兰 

飞利浦 0� 98％ 中国浙江
大学 0� 65％ 韩国 

三星 1� 23％ 美国
IBM 0� 84％

中国 
腾讯 0� 85％ 德国 

西门子 0� 88％
美国加利

福尼亚 
大学

0� 44％ 美国 
谷歌 0� 85％

中国 
北京航
空航天

大学

0� 81％

中国 
百度 0� 81％ 中国平安 0� 84％ 中国石油

化工公司 0� 41％ 美国 
微软 0� 80％ 日本发

那科 0� 70％

韩国 
三星 0� 67％ 中国浙江

大学 0� 59％ 日本东芝
株式会社 0� 36％ 中国 

腾讯 0� 76％
中国西
北工业

大学
0� 69％

6 能源 7 交通 8 音乐 9 农业 10 成像技术

中国国
家电网 5� 35％ 日本丰田 1� 65％ 美国 IBM 4� 61％ 中国浙

江大学 1� 02％ 日本 
佳能 4� 52％

华北电
力大学 1� 65％ 德国博世 1� 30％ 美国微软 3� 54％ 中国农

业大学 0� 99％
日本理
光株式

会社
3� 05％

中国电
力科学
研究院

1� 58％ 日本电装
株式会社 1� 05％

美国
Nuance
通信

3� 45％ 中国江
苏大学 0� 90％ 荷兰

Asml 2� 49％

中国石
油化工

公司
0� 95％ 韩国现代 1� 02％

日本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3� 16％ 美国迪

尔公司 0� 70％ 美国 
施乐 2� 23％

中国东
南大学 0� 91％ 日本本田 0� 93％ 日本电报

电话公司 3� 00％ 美国
IBM 0� 55％

日本 
精工爱

普生
1� 80％

11 冶金 12 采矿 13 建筑施工 14 水资源 15 食品科学

日本发
那科 2� 88％

法国斯伦
贝谢技术

公司
4� 98％ 日本东芝 0� 83％

日本 
栗田工
业株式

会社

5� 27％ 中国江
南大学 1� 55％

日本制
铁株式

会社
2� 22％

加拿大斯
伦贝谢有

限公司
4� 09％ 日本明电

舍 0� 73％
中国北
京科技

大学
2� 83％ 中国江

苏大学 1� 22％

韩国浦
项制铁 2� 22％

法国斯伦
贝谢石油
服务公司

4� 05％ 中国东南
大学 0� 59％

日本奥
加诺株
式会社

2� 72％ 中国浙
江大学 0� 82％

日本
JFE 钢
铁公司

2� 11％
中国石油
股份有限

公司
3� 54％

日本 
大林组株

式会社
0� 54％ 日本 

东芝 1� 96％ 美国
IBM 0� 57％

日本神
户钢铁

公司
1� 55％

美国哈利
伯顿能源
服务公司

3� 44％
日本清水
建设有限

公司
0� 54％ 日本明

电舍 1� 74％ 中国 
蒙牛 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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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体育 17 公共环境健康 — — — — — —

日本 
索尼 4� 29％

GSF 德国环
境与健康
研究中心

6� 25％ — — — — — —

日本南
梦宫 2� 40％ 日本 Pcs 株

式会社 6� 25％ — — — — — —

美国 
微软 2� 06％ 法国原子

能委员会 3� 13％ — — — — — —

日本 
飒美 1� 37％

韩国埃利
姆全球 

公司
3� 13％ — — — — — —

日本 
世嘉 1� 20％

日本富士
Kihan 株式

会社
3� 13％ — — — — — —

4� 人工智能主要技术的应用领域分布

（1）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对 AI 芯片、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和功能技术的 20 个子领域在 17 个应用子领域

上的论文数量进行了统计（表 6）。

表 6 应用子领域与技术子领域的论文数量矩阵

AI 芯片相关的基础研究主要涉及物理工程、成像技术和通信等应用领域；人工

智能基础技术的基础研究主要涉及物理工程、成像技术和自动控制等领域，其中机

器学习子领域的基础研究涉及 16 个应用领域；人工智能功能技术的基础研究主要

（续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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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物理工程、成像技术和自动控制等领域，其中，计算机视觉和预测分析子领域

的基础研究涉及 15 个应用领域。

应用到成像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主要来自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

处理等子领域；应用到自动控制领域的基础研究主要来自机器学习、控制方法和机

器人技术等子领域；应用到通信领域的基础研究主要来自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

自然语言处理等子领域。

（2）人工智能技术布局

对 AI 芯片、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和功能技术的 20 个子领域在 17 个应用子领域

上的专利数量进行了统计（表 7）。

表 7 应用子领域与技术子领域的专利数量矩阵

AI 芯片相关的专利技术主要涉及物理工程、通信和材料化学等领域；人工智

能基础技术的专利技术主要涉及物理工程、通信、成像技术和公共环境健康等领域；

人工智能功能技术的专利技术主要涉及物理工程、通信和生命科学等领域。

应用到通信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来自搜索方法、计算机视觉、语音处理和 AI

芯片等子领域；应用到材料化学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来自搜索方法、AI 芯片和计算

机视觉等子领域；应用到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来自搜索方法、机器学习和

计算机视觉等子领域；应用到成像技术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来自搜索方法、AI 芯片

和计算机视觉等子领域；应用到公共环境健康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来自模糊逻辑、

概率推理和本体工程等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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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人工智能 AI 芯片、基础技术和功能技术领域的专利主要应用于物理工程

（99� 53％）、通信（24� 57％）与生命科学（9� 50％）。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物

理工程、冶金、食品科学、自动控制系统、农业等子领域的应用增速显著，2020 年，

相 比 2015 年 的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908� 8 ％、625� 0 ％、547� 1 ％、526� 7 ％、486� 7 ％ 和

478� 3％。

（2）人工智能 AI 芯片、基础技术和功能技术领域的研究最早应用于物理工程；

其后依次是成像技术、材料化学和自动控制子领域；应用于生命科学和能源应用子

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人工智能相关研究逐步应用于音乐、食品科学、体

育、公共环境健康等子领域。

（3）AI 芯片相关的基础研究主要涉及物理工程、成像技术和通信等领域；人工

智能基础技术的基础研究主要涉及物理工程、成像技术和自动控制等领域，其中机

器学习子领域的基础研究涉及 16 个应用领域；人工智能功能技术的基础研究主要

涉及物理工程、成像技术和自动控制等领域，其中计算机视觉和预测分析子领域的

基础研究涉及 15 个应用领域。

（4）AI 芯片相关的专利技术主要涉及物理工程、通信和材料化学等领域；人工

智能基础技术主要涉及物理工程、通信、成像技术和公共环境健康等领域；人工智

能功能技术主要涉及物理工程、通信以和生命科学等领域。

（5）应用于不同子领域的专利布局地域各有不同。物理工程、生命科学、材料

化学、通信、自动控制、能源、交通、农业、成像技术、冶金、采矿、建筑施工和食品科

学 13 个子领域的全球竞争主体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市场，音乐和体育子领域的全球

竞争主体视美国为最重要的市场，水资源和公共环境健康子领域的全球竞争主体

视日本为最重要的市场。音乐和成像技术子领域的全球竞争主体除在中美日布局

以外，也在欧盟布局大量专利，生命科学和材料化学子领域的全球竞争主体除在中

美布局以外，也在欧盟布局大量专利。值得注意的是，能源领域 95� 1％的专利在中

国进行了布局。

（6）人工智能的 17 个应用子领域的重要竞争主体呈现一超多强的专利格局。

IBM 布局涉及物理工程、生命科学、材料化学、通信、自动控制、音乐、农业和食品科

学，并且在物理工程、生命科学、材料化学、通信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位列第一；浙江

大学布局涉及生命科学、材料化学、农业和食品科学；微软布局涉及通信、音乐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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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日本东芝布局涉及材料化学、建筑施工和水资源；国家电网布局涉及物理工程

和能源；三星布局涉及物理工程和通信。

郑春晓，赵亚娟，苏娜平，刘一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合肥物质院举办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为进一步实施与保持合肥物质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提升知识产

权内审员队伍水平，高效的开展知识产权内审工作，2023 年 7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研究院（以下简称“合肥物质院”）科技促进发展处邀请中规（北京）认证

有限公司首席讲师赵欣来合肥物质院开展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各科研

单元、各部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员及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共 67 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通过专家讲解、现场提问、案件分析、模拟演练等授课方式，让学员

们深入领会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33250-2016 标准条款、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内审和迎审实务。并通过分组实操演练检验了学习效果，为即将开展的

2023 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内审及再认证审核工作夯实了基础。培训会后，合肥

物质院科技促进发展处对学员们进行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理论知识考核。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casip� ac� cn／xwzx／view� thtml?id = 31575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兰州分院举办甘肃省首期高校科研机构专利转化应用 

专题培训班

为深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 2035 年）》，进一步推动院属

在甘研究所与省属高校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协同发展，探索构建高校科研机构高价

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用新模式和新机制，有效促进知识产权转化效率，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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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以下简称“兰州分院”）与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联合举办的“甘肃省首期高校科研机构专利转化应用专题培训班”在兰成功举办。

来自全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共计 280 余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开班仪式上，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张建韬对学员们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帮助高校科研机构提升对专利转化应用工作的认

识，通过相互合作、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甘肃省专利转化应用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

阶。兰州分院科技合作处简要介绍了分院系统历史沿革、学科特色、人才队伍建设

和重大成果产出等，重点围绕近年来兰州分院在专利转化运用方面的典型案例做

了详细阐述，并预祝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培训会上，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重点产业六部副总经理沈超、青海盐湖研究所副研究员葛飞、中部知光技术转

移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林波和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导航运营部部长、副研究员

霍冠禹分别就“专利开放许可试点方案解读”“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的

几点思考”“高校知识产权运营转化政策、模式和案例”“科研成果如何开展知识

产权保护”等主题进行授课，授课内容涉及知识产权运营转化的政策、法律法规、实

操技能等多个方面。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lzb� cas� cn／gzdt／202307／t20230704_6803362� 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9 日

南京分院组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训会

为进一步推动南京分院系统单位探索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促进各

单位互鉴互学共同提高，2023 年 7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召开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培训会，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主任吴

长征授课。南京分院系统单位及中国科学院在苏创新平台的分管领导、成果转化

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会，会议由南京分院副院长华伟

主持。

吴长征教授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生态体系构建”为主题讲授了科技成果的

时代特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发展情况、新时期职务科技成果的处置以及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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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转化生态环境的营造等内容，并分享了中科大在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赋权试点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授课结束后，吴教授就学员们提出的

若干问题进行了解答与讨论。

华伟副院长指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江苏要在科技创新上

率先取得新突破。江苏省与中国科学院一直以来合作紧密，双方在推动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平台建设、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具备良好的

合作基础，希望各单位能够进一步规范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积极探索成果转化

新模式，促进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到江苏省落地和转化，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支撑江苏高质量发展，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casip� ac� cn／xwzx／view� thtml?id = 31605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一行 

调研长春光机所

2023 年 7 月 1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副部长马昊一行到中国

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调研，吉林省市

场监督管理厅副厅长李继武参加调研。在长春光机所所务委员孙守红和成果转化

处的陪同下，马昊一行先后走访了学术交流中心、博大楼、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权

运营有限公司、光电产业园一期各企业，详细了解了长春光机所发展历程、知识产

权保护、光电领域关键技术发展和成果转化等情况。调研期间，双方交流了长春光

机所的专利申请和复审情况，并表示以此次调研为契机，以后将继续加强交流，充

分发挥知识产权在促进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ciomp� cas� cn／xwdt／zhxw／202307／t20230718_6812177� html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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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所举办知识产权培训与交流会

为进一步宣贯知识产权管理政策，提升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管理员的专业知

识和业务技能，助力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和转化运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声学所”）科技发展部于 6 月 19 日举办了 2023 年度知识产权专题培训与

交流会。各研究单元知识产权管理员、科研人员及在读研究生等近 40 人参加会议。

会议邀请院内外专家作了“高价值专利申请文件撰写实务”“计算机领域专利

申请实践”“协同创新—发明人与代理师的心手相应”“国防领域知识产权权利获

取”等专题报告，并就专利申请流程、简化专利交底书内容撰写、高价值专利挖掘以

及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后续，声学所将加强与相

关单位的交流沟通，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管理流程，推动高价值专利产出和转化，

助力声学所创新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casip� ac� cn／xwzx／view� thtml?id = 31382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青海盐湖所举办知识产权培训与交流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2023 年 6

月 27 日，应青海省知识产权局邀请，知识产权出版社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服务部

副主任张华山博士来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所开展知识产权培训与交流，会议由青

海盐湖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葛飞主持，吸引了所内外 50 余人参加。张华山作了

题为“高价值专利培育”的报告。报告通过丰富的案例介绍了高价值专利培育的重

要意义以及培育途径、高价值专利培育的背景及应用，以及在工作中如何持续强化

高价值专利和高质量科技成果的挖掘、评估、转化、运用全链条工作，促进科技成果

的加速落地转化。交流会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开放许可等

方面进行了讨论。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casip� ac� cn／xwzx／view� thtml?id = 31530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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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所举办 

第二期“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

2023 年 6 月 28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营养与健康所（以下简称“营养与健康所”）

举办 2023 年第二期“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论坛”。论坛特邀上海必利专利评

估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陶冶、君拓生物知识产权负责人李彩辉两位专家做

主题报告。研究所一线科研人员、平台支撑、科研管理、情报服务共 50 人参加此次

论坛。

陶冶围绕“影响专利价值的因素、专利价值评估的基本原理、专利价值评估的

基本方法”等多个角度，从专利价值变现难的原因分析入手， 详细讲解了实现专利

价值的条件、途径，如何准确评估专利价值及专利价值的实现策略；李彩辉结合自

己二十余年在生物医药领域丰富的经验，介绍了生物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生

物医药领域的专利保护等情况，通过参与的专利诉讼、专利无效等实战案例，重点

阐述了生物医药领域专利保护的重要性、创新药的专利布局策略。与会人员纷纷

表示此次论坛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收获颇丰，对于今后在科研工作中如何进行高

价值专利布局及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营养与健康所自去年 6 月启动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系列论坛以来已顺利

举办 4 期。论坛内容围绕科研人员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检索分析与布局、科

技成果转化与利用等方面开展，旨在通过培训交流提升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促进研究所高质量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价值

增值。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casip� ac� cn／xwzx／view� thtml?id = 31554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国家授时中心开展 2023 年度知识产权系列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心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提高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能力，推动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施。2023 年 6 月 28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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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授时中心（以下简称“授时中心”）产业发展处针对全体教职工、学生进行了 2023

年度知识产权系列培训。

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西安凯多思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执行合伙人、事务所主

任王鲜凯。王主任围绕专利文件审查相关的专利基础知识，以科技研究视角审视

文件形成过程为主题开展了专利申请培训。培训过程中王主任用丰富形象的语言

从专利基础知识、专利类型、专利审查流程、专利布局和挖掘、专利交底材料撰写、

专利审查意见的答复为参会人员做了详尽的阐述。

培训过程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讲解了信息领域方法描述的几个问题以及涉及

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事例。与会人员就专利创新性、申请过程、专利

权利的保护等内容积极与王主任互动并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培训持续 2 个小时，

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中心科研人员的实务水平，

增强了挖掘核心技术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对加快培育建立复合型知识产权人

才队伍，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授时中心科研创新的支撑具有积极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 casip� ac� cn／xwzx／view� thtml?id = 31602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7 日

信息扫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知识产权基准丛书

2023 年 6 月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知识产权基准丛书》  ［12］ 

（Intellectual Property Benchbook Series），截至目前，该系列已出版了三卷出版物：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框架概论》、《菲律宾知识产权审判》和《越南知识产权审

判》。第一卷《国际知识产权法律框架概论》参考了相关国际条约，概述了商标、专

利和版权法，描述了知识产权的注册过程、权利有效性的相关要求，论述了权利所

有人在证明侵权后可进行的补救措施。后两卷聚焦特定国家的知识产权案件。主

要内容以国家程序开始，介绍国内相关知识产权法律起源，并确定在国家司法系统

  ［12］ 《知识产权基准丛书》是一套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和程序的实用手册，旨在协助法官在本国法院审理知识
产权案件，同时也为有兴趣了解跨司法管辖区知识产权纠纷司法裁决的读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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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理知识产权纠纷的机构，详细说明专门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处理的各国法院规

则，并为法官提供案件首次审理或是在准备进行最后听证时必须考虑的特定事项。

其次，讨论商标、专利和版权，为每个国家的法官在考虑各种类型的案件时提供相

关的细节。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www� wipo� int／publications／en／details� jsp?id = 4636&plang = EN

原文标题：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Framework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9 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商业秘密诉讼趋势报告

2023 年 6 月 28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通过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站

（The European Observatory on Infringeme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发布了一

份关于非法获取、使用或披露商业秘密诉讼趋势的新报告，是对 2018 年发布的《欧

盟成员国商业秘密诉讼基线》的补充。该报告为政策制定者、法律从业人员和学者

提供了坚实的基准，也为企业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帮助其更好地了解商业秘密的价

值，并提供保护商业秘密的可行性方法。

新报告对欧盟商业秘密诉讼趋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主要结论：（1）定量分析：基

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约 700 份判决中观察发现，欧盟成

员国之间的商业秘密诉讼在案件数量、法律论坛和主题以及有关经济领域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欧洲商业秘密诉讼往往在国家层面高度本地化，跨境纠纷相对较少。

商业秘密纠纷往往集中在雇主和（前）雇员之间，与第三方企业的纠纷相对较少。

不正当竞争法也被普遍用作法律的补充领域，以执行涉及商业秘密权利的诉讼。商

业秘密法更多地关注商业信息而不是技术信息的诉讼。制造业是最常涉及诉讼程

序的领域，而具体涉及商业信息诉讼的领域非常多样化。（2）定性分析：理论探讨

并解释了商业秘密的定义、违法行为、《商业秘密指令》规定的措施以及比例原则。

此外，报告还指出了在解释满足商业秘密定义的“合理步骤”要求以及在诉讼程序

中保护商业秘密的程序措施问题方面的重大进展。（3）案例汇编：概述了成员国法

院发布的商业秘密的选定案例。该案例汇编作为一种宝贵资源，不仅可以确定其

所在成员国的诉讼趋势，而且可以确定欧盟层面的诉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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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euipo� europa� eu／ohimportal／en／web／observatory／-／news／new-

observatory-report-on-trade-secrets-litigation-trends-in-the-eu

原文标题：New Observatory Report on Trade Secrets Litigation Trends in the EU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9 日

欧盟绿色和数字专利地理分布及知识来源

2023 年 6 月 28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绿色和数字专利地理分布及知 

识 来 源》（The Geography of EU Green and Digital Inventions and Their Knowledge Sources）。 

该报告研究了 2000 至 2017 年的专利数据集，从国家和地区层面为欧盟绿色和数字

技术发展轨迹提供了证据，特别探讨了这两种技术如何随时间以及国家和地区的

不同而变化。该报告提供了与这些技术开发相关的知识来源  ［13］ 。

要点包括：（1）在欧盟，绿色技术比数字技术更加普及；（2）经过 21 世纪前十

年的稳定增长，绿色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迹象；数字技术专利数量在 2012

年之前没有或稳步增长，此后则显著增长；（3）到目前为止，德国和法国是这两项技

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4）绿色和数字技术发展的知识来源大部分位于欧盟

以外的地区：欧盟以外的专利引用约占欧盟数字专利申请的 69％，约占绿色专利

申请的 65％ ；（5）绿色和数字技术知识来源具有很强的地理集中度，仅美国和日本

就占欧盟数字专利申请引用的 46％（美国 35％、日本 11％），欧盟绿色专利申请引

用的 37％（美国 26％、日本 11％）；（6）非欧盟专利作为绿色和数字专利知识来源

的主导作用也出现在区域层面，但具有不均匀性；（7）欧盟内部，德国是绿色技术和

数字技术最重要的知识来源；（8）考虑到欧盟数字和绿色技术对欧盟以外的知识

来源的高度依赖，转型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关系网络将欧盟内外的关

系结合起来。跨国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FDIs）可以在建立关系网络、促进知识流

入欧盟、加强数字和绿色技术发展以及在促进欧洲大陆的双重转型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

李姝影  检索，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publications� jrc� ec� europa� eu／repository／handle／JRC133565

  ［13］ 知识来源利用专利引文分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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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The Geography of EU Green and Digital Inventions and Their Knowledge Sources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9 日

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报道 OpenAI 侵犯版权案

2023 年 7 月 4 日，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European IP Helpdesk）发文报道了近

期有关 OpenAI 面临的一系列诉讼案件，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尤其是

版权）之间的关系应该被重视和讨论。

今年年初，Getty Images 起诉 Stability AI 公司未经同意对其数百万张照片进行

训练。6 月 28 日，美国作家在旧金山联邦法院提起 OpenAI 涉嫌侵犯版权的诉讼案，

OpenAI 被指控其在训练自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ChatGPT 时侵犯了版权，原告认

为 OpenAI 侵犯版权、违反《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存

在不当得利和疏忽等问题。具体包括：（1）非法下载小说副本以训练人工智能系统，

OpenAI 训练数据集中的大部分语料来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这些作品是 OpenAI 在

未经作者同意、没有声明或补偿的情况下复制的；（2）由于 OpenAI 语言模型的输

出是基于原告作品提取的表达信息，因此，OpenAI 语言模型的每个输出都是侵权

的衍生作品，未经作者许可，侵犯了作者的专有权。此次集体诉讼涉及大约 30 万

本涉嫌抄袭的书籍，并试图代表数十万版权可能受到侵犯的美国作者。同样在 6

月 28 日，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克拉克森（Clarkson）代表匿名客户在加州联邦法院

对 OpenAI 提起了另一起集体诉讼，指责 OpenAI 从互联网上窃取和盗用大量个人 

数据。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 ec� europa� eu／news-events／news／openai-

sued-copyright-infringement-lana-del-rey-settling-plagiarism-dispute-2023-07-04_en

原文标题：Openai Sued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Lana Del Rey  

Settling Plagiarism Dispute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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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SMEs 通过五个步骤掌握 IP

2023 年 7 月 10 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台（IP Helpdesk）发文指导中小企业

（SMEs）如何通过管理知识产权（IP），尤其针对 SMEs 保护 IP 资源和知识的挑战提

出了解决方案。文章指出，制定稳健的 IP 战略对 SMEs 至关重要，SMEs 可以采取

以下 5 个步骤以最大限度提高 IP 的价值：（1）确定 IP 资产并排定优先次序：清点

专利、商标、外观设计、版权、商业秘密等，根据这些资产对企业成功的重要性进行

排序。（2）进行 IP 审计：通过全面评估 IP 组合的优势和劣势，确定 IP 可能存在的

漏洞，并评估不同类型 IP 保护相关的风险。（3）制定 IP 保护计划：根据审计结果，

制定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战略，包括监测和实施 IP 措施，以防止任何

侵权行为。同时，对自身产品进行专利技术规避设计、预防侵权指控，例如进行自

由运营分析。（4）将计划付诸行动：实施 IP 保护计划，并确保员工了解公司的政策

和程序，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其了解 IP 保护的重要性、识别潜在侵权行为的最佳方

法。（5）审查和更新计划：通过定期审查和更新，确保 IP 战略与企业发展的需求保

持一致。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intellectual-property-helpdesk� ec� europa� eu／news-events／news／new-

article-european-ip-helpdesk-ambassador-how-small-businesses-can-master-intellectual-

property-5-2023-07-10_en

原文标题：New Article from European IP Helpdesk Ambassador：How Small Businesses 

Can Mas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5 Steps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3 日

韩国加快推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革新

2023 年 6 月 30 日，韩国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14］ 推广战略专家理事会（以下简

  ［14］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指将知识产权现有或未来的经济价值用金额、等级或分数进行标记，使知识产权能
够作为贷款、投资等金融担保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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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理事会”）召开最终会议，旨在完善、推广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推进知识产

权交易、侵权损害赔偿、技术泄露等各类型价值评估模型的开发。会议汇报交流了

政策改进、价值评估体系改善方向、各专业领域主要指标分析结果以及后续研究 

方向。

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将根据理事会提交的政策修正案和研究方向制定关

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推广战略的实施计划，在 2023 年下半年进行深度研究，开发

适用于各专业领域的价值评估新模型。新模型将不仅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投资等金融领域，还将适用于知识产权转让交易、侵权损害赔偿、技术泄露等专业

领域，并有望推广至整个知识产权及技术市场，在计算专利侵权和技术泄露所造成

的损失等方面发挥作用。接下来，理事会将继续促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的推

广和研究，建立未来人工智能（AI）和专家共同构成的价值评估体系。

王美元 编译

来源：https：／／www� kipo� go� kr／ko／kpoBultnDetail� do?menuCd = SCD0200618&ntatcS

eq = 19804&aprchId = BUT0000029&sysCd = SCD02#1

原文标题：특허청，지식재산 가치평가 체계 혁신에 박차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 日

韩国将修订技术泄露犯罪的量刑标准

2023 年 6 月 14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消息，宣布将修订侵犯商业秘

密等技术泄露犯罪的量刑标准。根据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数据，2018 至 2022 年，韩

国共发现 93 起产业技术外流事件，损失约为 25 万亿韩元；如果加上未被揭发的技

术外流事件，预计因技术外流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更加巨大。但是，相比于技术泄露

造成的负面影响，韩国法律对于技术泄露犯罪的惩罚力度不足  ［15］ 。

适当的量刑是阻止和预防犯罪的必要条件，KIPO 和大检察厅将合作修订量刑

标准。同时，KIPO 将推进相关研究，与国家情报院、产业通商资源部、中小风险企

业部、警察厅、关税厅等机关部门，共同探讨量刑标准。KIPO 表示具体的量刑标准

  ［15］ 2019 至 2022 年，只有 10 � 6％的技术泄露犯罪人员被判刑，且 2022 年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的平均刑期
14 � 9 个月，而法定刑期最高 15 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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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方案最快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讨论。修正案将首先由量刑委员会通过专家会

议起草，然后通过收集 KIPO 和大检察厅等相关部门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如果

最终草案通过量刑委员会的表决，韩国将开始实施修订后的量刑标准。

王美元 编译

来源：https：／／www� kipo� go� kr／ko／kpoBultnDetail� do?menuCd = SCD0200618&ntatcS

eq = 19781&aprchId = BUT0000029&sysCd = SCD02

原文标题：기술유출 범죄，더 이상 ‘솜방망이 처벌’ 없다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5 日

韩国海外半导体企业专利申请 PCT 国际检索活跃

2023 年 6 月 26 日，韩 国 知 识 产 权 局（KIPO）在 网 站 发 布 专 利 合 作 条 约

（PCT）  ［16］ 国际专利检索相关数据。2022 年，五大知识产权局（IP5）中，韩国受理

的 PCT 国际检索年增长率排名第一，海外半导体企业在韩国的 PCT 国际检索尤其

活跃。

要点包括：（1）2022 年，韩国 PCT 国际检索请求共计 30，577 件，增长率大幅

提高。KIPOPCT 国际检索增长率为 4� 4％，近五年年均增长率为 3� 7％。（2）韩国

PCT 国际检索委托人主要来自于国内（21，907 件，占比 71� 6％），其次是美国（7，911 

件，25� 9％）。韩国国内委托人中前三分别是三星电子、LG 电子和 LG 能源，约占总

量的 35％。（3）美国及其他国家委托人申请的国际检索主要集中在计算机（988 件）、

半导体（832 件）、土木工程（633 件）、电池（630 件）、测量（600 件）领域，且越来越多

的国际半导体设备公司委托 KIPO 进行 PCT 国际检索。

王美元 编译

来源：https：／／www� kipo� go� kr／ko／kpoBultnDetail� do?menuCd = SCD0200618&ntatcS

eq = 19797&aprchId = BUT0000029&sysCd = SCD02

原文标题：해외특허출원（PCT） 국제조사，세계적 반도체 기업들 한국으로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8 日

  ［16］ 专利合作条约（PCT）是指申请人可以在多个缔约国同时提交一份 PCT申请的制度。国际检索是指申请人
通过特定缔约国事先判断自己的发明是否可以获得专利，从而决定是否向特定国家提出申请专利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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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1—2022 年度报告

2023 年 6 月 14 日，加拿大知识产权局（CIPO）发布了 2021— 2022 年度报告，

介绍了 CIPO 在该财年内取得的成就。在此期间，CIPO 推出了新的举措和资源，优

化客户的现代化体验，并制定了未来五年的运营战略。

要点包括：（1）CIPO 在提供便捷的电子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2021 年 4 月

成为了世界上首批完全颁发电子专利证书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之一；（2）CIPO 的知

识产权申请数量呈整体增长趋势，其中专利申请增长 7％、商标申请增长 5％、工业

品外观设计申请增长 11％ ；（3）CIPO 与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创建了知识产权村，帮

助加拿大中小企业更好地了解并利用知识产权；（4）CIPO 实施了一项计划来提高

效率、缩短商标申请的周期；（5）2021 年 6 月，加拿大成立了专利代理人与商标代理

人学院，以规范专利和商标代理人行业；（6）CIPO 扩大了其数字服务内容，包括新

的电子学习模块、概况介绍、预录视频和播客系列，以拓宽知识产权意识、实现教育

服务的现代化，并扩大服务覆盖范围；（7）在 2021— 2022 年疫情期间，CIPO 充分利

用虚拟工具与主要国际利益方接触和合作，分享最佳案例，推动加拿大的知识产权

发展；（8）CIPO 继续扩大其证据基础，并加强数据管理。

2023 至 2028 年运营战略主要包括：（1）通过卓越的运营和现代化的客户体验

及时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服务；（2）通过改善知识产权制度、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和

提供教育服务，促进创新和竞争力；（3）成为面向未来的高绩效组织。

武辰爽 编译

来源：https：／／www� canada� ca／en／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news／2023／06／cipo-

releases-its-20212022-annual-report� html

原文标题：CIPO Releases Its 2021-2022 Annual Report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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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解读生成式 AI 对 IP 的潜在影响

2023 年 7 月 7 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发文解读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

制度的潜在影响。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风险投资团队基于近期各方对这项技术的

采访、研究和探索，总结了一些初步观察：（1）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一

次重大变革，将引入一系列新的问题或将现有问题提升一个全新水平；（2）生成式

人工智能意味着知识产权制度中将有更多的参与者，使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发生

改变，例如，降低新颖性创造性的门槛，这可能会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行和管理方

式产生重大影响；（3）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企业的所有领域产生交叉影响；（4）生

成式人工智能还不是一项成熟的技术；（5）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范需要迅速发

展，例如，如何、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建立或调整

规范、预期和责任；（6）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不是一

次性的转变。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三个核心影响（范式转变）：（1）从发明工具

到工具发明，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建工具时，这意味着新内容（包括创意和发

明）不完全是人类创造的。（2）创新成果从稀缺到丰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改

变创新的限制因素，将带来更丰富的内容、更多的新颖性、更容易获得新颖性的创

造、更多的参与者，他们将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能力。（3）适应新形势的知识

产权制度，在想法的产生方式和传播方式迅速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知识产权制度也

需要适应变化。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 ipaustralia� gov� au／news-and-community／news／2023／07／07／04／48／ 

generative-ai-and-the-ip-system-what-does-it-all-mean

原文标题：Generative AI and the IP System-What Does It All Mean?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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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引入外部企业家解决深科技问题

2023 年 7 月 5 日，美国技术转移策略（Technology Transfer Tactics）刊发了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简称 CU Boulder）引入外

部企业家与现有创新匹配的机制来发挥深科技（Deep Tech）  ［17］ 的创新潜力。

由于发明人缺乏创建和运营初创企业的兴趣，许多具有高潜力的创新，尤其是

那些需要大量投资和较长的开发时间，同时也可能带来巨大社会效益的创新，从

未进入市场。为弥补这一差距，CU Boulder 开发了“深科技创业者计划”（Embark 

Deep Tech Start-up Creator），旨在为突破性创新匹配外部企业、推出早期公司，促进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研究实验室创新成果的商业化。

该计划于 2023 年 4 月启动，为期八周，每年举办一次。首先，由希望成为创始

人的企业家提出申请，这些申请人将审查指定用于该计划的技术组合，并与科学家

发明人会面。然后，创始人确定希望作为初创企业进行的创新，制定计划并向领导

层和投资者推介。入选的发明人将获得知识产权许可或股权、10 万美元的技术开

发费  ［18］ 以及 6 个月兼职工资。入驻企业家（Entrepreneur In Residence，EIR）将获

得薪酬支持，在 6 个月内工作 33％的时间，根据 14� 8 万美元的全职年薪按比例支

付工资，不享受任何福利。技术转让部门 Venture Partners 将在整个决策过程提供

帮助，包括制定价值主张的指导，以帮助确定该技术是否可以带来盈利和可扩展的

商业模式。最终，EIR 将确定一项有望围绕其建立初创企业的技术。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techtransfercentral� com／category／tech-transfer-enews／

原文标题：CU-Boulder Brings in Outside Entrepreneurs to Take on Deep Tech Orphans

检索日期：2023 年 7 月 6 日

  ［17］ 深科技指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沿科学技术，这篇报道中美国大学负责研究和创新的
副校长兼 Venture Partners董事总经理 Bryn Rees将“深科技”定义为生物技术、量子科学、先进材料和航空航天
等领域基于科学和工程的创新。
  ［18］ 技术开发费将以资助的形式给科罗拉多博尔德分校的发明实验室，可用于进一步推动创新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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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NSF 启动 3000 万美元项目用于评估研发成果

2023 年 6 月 22 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启动了一项 3000 万美元新项

目“评估和预测技术成果”（Assessing and Predicting Technology Outcomes，APTO），

将资助“评估研发投资有效性”的研究，并为决策者创建模型、提供信息，优化投资

提高美国未来的长期竞争力。

美国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驱动着美国经济，而这一生态系统始于联邦政府对

研发的投资。通过 APTO 项目，NSF 将识别使国家赢得未来关键技术的发展、形成

规模化的具体投资。APTO 是 NSF 新成立的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理事会的一项新

投资项目，将通过资助数据的同化和创建准确模型，描述过去和未来的技术成果，

如现有技术能力、产出或利用情况。这些模型将预测特定技术的未来成果，以及哪

些投资将可靠地改变或加速这些成果。APTO 的奖励期限最长为 5 年。构建和测

试技术成果模型将需要大量的专门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历史、实验或专家。该项

目还需要对《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中的所有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发展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包括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或半导体、量子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防

灾技术、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数据存储、能源和材料。

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new� nsf� gov／news／nsf-launches-new-30-million-program

原文标题：NSF Launches New $30 Million Program to Assess  

Outcomes Of R&D Spending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5 日

IMD 发布 2023 年世界竞争力排名

2023 年 6 月 20 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简称 IMD）发布 2023 年世界竞争力排名（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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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9］ 报告。IMD 世界竞争力评价中涉及 5 项知识产权指标，分别是专利申请

数量、每十万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近五年专利授权数量、每十万居民有效专利数量、

知识产权保护。

主要结论：（1）丹麦、爱尔兰和瑞士在全球 64 个经济体中名列前三。丹麦从

去年起蝉联第 1，爱尔兰从第 11 跃升至第 2，而瑞士从 2022 年的第 2 和 2021 年的

第 1 下降至第 3，仍然保持良好的竞争力。丹麦的领先地位是基于其在衡量的四

个竞争力因素  ［20］ 方面的成就，在商业效率方面排名第 1，基础设施方面排名第 2，

政府效率方面从第 6 上升到第 5。爱尔兰的急剧上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其经济表现

（从第 7 上升到第 1）。瑞士在政府效率和基础设施方面排名第 1，在商业效率方面

排名第 7，在经济表现方面也有所改善（从第 18 上升到第 30）。（2）该报告还强调

了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较早开放的国家竞争力正在下降（如瑞典和芬兰）。（3）

欧洲在竞争力排名中表现出色，有 5 个经济体进入前 10。美国排名第 9，中国排名

第 21。（4）知识产权方面，中国有明显提升的指标，包括每十万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和每十万居民有效专利数量。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https：／／www� imd� org／centers／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 

world-competitiveness-ranking／2023／#：～ ：text = World％ 20Competitiveness％

20Ranking％ 20％ 20％ 20％ 202023％ 20，％ 20％ 20％ E2％ 86％ 93％ 20％

2060％ 20more％ 20rows％ 20

原文标题：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3 Results

检索日期：2023 年 6 月 26 日

  ［19］ IMD世界竞争力年鉴于 1989 年首次发布，是一份关于各国竞争力的综合性年度报告和全球观察。它提供
基准和趋势，以及基于广泛研究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根据各国如何管理其能力以实现长期价值创造进行分
析和排名。世界竞争力排名涵盖 64 个经济体，基于 336 项竞争力标准，随着新理论、研究和数据的出现以及全球
经济的发展，这些标准将定期修订和更新。
  ［20］ 四个竞争力因素分别是：商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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