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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协议提高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53#4 年 #3 月 4 日'由 #5 个太平洋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议在历经 #6 年的谈判之后宣布结束'标志!""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协议提出了比

!/&"9协议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被认为是继 !/&": 协议和 '0!'协定之后'

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相结合并试图进行国际推广的最新举措* 国内外舆论认为'

短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协议源于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四国发起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美国+

日本分别于 5337 年及 53#6 年加入* 截至 53#6 年 1 月'共有 #5 个环太平洋国家,#-

加入谈判* 经过前后 #6 年的谈判'#5 国经贸部长于 #3 月 4 日宣布谈判结束* 尽

管作为区域性贸易协定'!""体量上远远小于;!<'但!""因其注重打造区域内供

应链+强调无缝贸易与竞争优势+可为亚太地域供应链重塑提供制度支持等特点而

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内容涵盖贸易及相关问题'依次为货物贸易+海关管理及贸易便利化+卫

生与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措施+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

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以及旨在确保 !""能够胜任其使命的$横向规定%章节'

包括发展+竞争力+包容性+争端解决+例外和制度性安排* 除了更新现有自由贸易

协定的传统措施以外'!""还涵盖了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投

资+小型企业利用贸易协议能力等新出现的交叉性议题*

协议中'知识产权章节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美国建议的文本试图实现远比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9协议)更为深入的知识产权保护* !""中的

知识产权规定被认为是继 !/&"9协议和"反假冒伪劣协定#('0!'协定)之后'知

识产权与贸易政策相结合并试图进行国际推广的最新举措*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敏

感性的考虑'包括知识产权章节内容在内的!""谈判文件在谈判过程中对外保密*

,#-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5-=>>?9!@@A+B+CD,B9EF*G@>??H+?6@;+B+ID,B9H!""H&"H0=,?>D*@;+B+ID,B9H!""H&"H0=,?>D*H34#3#4E?-JE

维基解密透露了 53#4 年 #3 月 4 日知识产权协议文本,5-

'该知识产权文本由

九部分组成'分别是总则+合作+商标+地理标志+专利权@未公开的实验或其他数据

(包括一般专利+农业和化学产品的数据保护+制药和管制产品有关的措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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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版权和相关权利+执法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与 !/&": 协议相比'!""提高

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KK#E!""提出比!/&"9更高的知识产权标准

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0!'因欧盟议会的否决无疾而终'而'0!'的

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在!""建议版中完整地继承下来* 尽管在后续的谈判中经过

博弈做出了妥协'但总体而言'与!/&"9相比'!""提出了更高的知识产权标准*

(#)商标注册管理方面'扩大了商标注册的客体* !""对声音+气味等新型商

标给予注册的规定* 在商标电子申请+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也不同程度超越现有

法律规定'证明标志和地理标志亦可申请注册为商标*

(5)地理标志方面'!""在 !/&"9协议之外'进一步在国际层面统一了地理标

志保护的程序和实体规定* 要求缔约方应对地理标志提供商标形式的保护'同时

为其申请注册规定了详细的实体和程序规则* 另外'对基于政府间协议或安排而

实施的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还做出了特别规定'允许来自真实产地之外的产品在

一定条件下给予注册*

(6)著作权方面'!""规定了更长的保护期限* 除了作者去世后 13 年之外'

!""还要求在不是基于作者生命计算保护期限的情形下'将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

的保护期限设置为首次出版的年份结束起 74 年.如果自创作之日起 54 年内未出

版的'保护期限为自创作的年份结束起 #53 年*

($)禁止平行进口版权产品* !/&"9允许各国自由规定平行进口是否合法*

!""禁止所有的平行进口行为'重点禁止某些版权产品(书籍+录音制品和电影)的

平行进口*

(4)加强网络环境下的数字版权保护* 网络环境下数字版权的保护是!""中

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去识别网络用户'在需要的时候

关闭其网站'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因$善意%删除涉嫌侵犯版权的材料而免责*

(%)赋予药品研发数据独占权利* !""将对未披露的药品研发数据给予特殊

保护* 通常'制造商在将药品投放市场之前'为了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全'必须进

行临床实验并将结果和相关数据提交给药品管理机关* 当后申请者申请同样的药

品注册时'不需要重新进行同样的临床实验'这大大便利了仿制药品进入市场*

!""规定将给予未披露数据 4 年独占的专有权利'此规定将提高仿制药的研制成

本+延迟其上市时间*

(1)建立药品上市审查和药品专利的链接制度* 专利链接是指有些国家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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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市主管部门将仿制药的上市许可与已有专利相挂钩的一项制度* 如果仿制药

可能存在侵犯专利权的风险'则主管部门不批准其上市申请* 该制度使专利权人

能有力地防止仿制药的竞争'且防御成本低廉* 在整个专利保护期之内'主管当局

不得批准具有生物等效性的仿制药上市'从而延缓仿制药的上市'事实上增加了品

牌药商的市场专有期限*

(2)降低药品新用途发明的专利授权条件* !/&"9协议规定了专利的新颖性+

创造性+实用性要求'但$三性%的判断尤其是$创造性%的判断标准给了成员国自

己很大的解释空间* !""降低了对创造性的判断标准'一个专利产品只要有一点

点小的改进'就可以继续得到专利保护'实际上延长了专利保护期限'增加后来者

的进入成本*

(7)加强知识产权执法* !/&"9在知识产权执法措施方面给予了成员方很大

的灵活性* !""要求各缔约国打造强有力的执法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

边境措施以及针对伪造商标和版权剽窃等行为的刑事程序与刑罚* !""各缔约方

提供法律手段'防止非法占有商业秘密'并设立刑事程序和刑罚以制裁包括网络盗

窃+影视作品翻拍等在内的商业秘密盗窃*

KK5E!""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短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达成协定只是!""批准落实整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接下来谈判官员将继续

开展技术性工作以敲定完整的协议文本内容'然后递交各国领导人正式签署'再送

到各国立法机构批准'最后才能付诸实施'整个过程可能会花费数月乃至数年的时

间* 专家预计'如果各国程序顺利'!""最早将于 53#1 年生效'对中国真正开始产

生影响可会在 53#2 至 53#7 年* 中国还有四年的窗口期来开展研究与应对工作*

因此'短期影响有限*

从长远看'!""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贸格局都会产生影响* !""对中国的

长远影响需要从战略层面和国际贸易新规则构建的角度去理解* 美国+日本通过

!""和正在与欧盟进行谈判的!!&"进行了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布局* 现在的贸易模

式是全球价值链'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美国无法在现有的;!<框架中解决各国

规则的协调+市场的统一等问题'需要借助新平台来建立新规则'!""已经初步构

建了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的框架* 从这个层面来看'!""值得高度重视*

我国应细致研究相关条款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和经济贸易等的长远影响'做

好应对准备*

6知识产权动态



当前我国正在全力建设创新型经济'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发展规划纲要的重

要内容'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但在具体落实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现有国情* !""知识产权章节的诸多内容和中国

现行的知识产权规则差异甚大'我国若要实施新知识产权规则将承担非常大的改

革成本和压力* 因此'现阶段'我国加入 !""将受到的冲击可能远远大于不加入*

但从长远来讲'我国加入!""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应抓紧研究条款细

则'评估其影响'持续打造一系列对外合作大棋局'加快国内体制转变和经济转型

升级'在新的国际环境和贸易规则下寻求持续发展* 有专家指出'越南作为发展中

国家'其知识产权发展阶段与我国类似'越南加入!""的实践或许可以作为我国相

关决策的参考*

赵亚娟K编译'许海云K校译

来源!=>>?9!@@A+B+CD,B9EF*G@>??H+?6@;+B+ID,B9H!""H&"H0=,?>D*@;+B+ID,B9H!""H&"H

0=,?>D*H34#3#4E?-JL*-M9NBD)O

%%-$4#7P5-624$Q-2454J7%3%42#312-642,PD-4$Q-,P44257-DPJ521J2$$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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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3 日

东盟各国谨慎看待加盟 !""

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5 国就组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了基

本协议'而未参加交涉谈判的东南亚及东盟各国正为未来加盟与否进行权衡* 在

!""被指出有$中国的包围网%之嫌的背景下'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表明了加入意

图* 另一方面'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媒体表示'看到加盟

有利的同时'亦应看清加盟后对本国的负面影响'需谨慎对待'目前赞成反对参半*

KK#E谨慎推进加盟事项

$!""有可能成为亚太的自由贸易地区'诸多理由表明'泰国应当加盟其中*%

泰国的英文报纸T'!&<T(电子版)在 #3 月 #5 日的社论上刊载了如上评论'催促泰

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 !""* T'!&<T在讲到 !""的基本协议国时'提到了马来

$ 知识产权动态



西亚+越南等泰国的竞争对手'从维持竞争力的层面阐述了加盟的好处'指出如果

不加盟!""'泰国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有可能减少*

不过T'!&<T也指出'泰国国内各行业与海外的竞争会因加盟变得更加激烈'

有些部门会受影响* 各方预计至加盟交涉至少需要 5 年时间'泰国可以将其作为

各行业的预备加入时间'以备政府和企业做好万全对策* 此外'T'!&<T还以金融

界等服务部门以及皮革和汽车零部件行业等为例提到了加盟后会受到负面影响的

行业'这些行业正对加盟与否犹豫不决*

KK5E新药专利影响令人担忧

#3 月 #6 日的曼谷邮报英文版(电子版)强调'保护国内行业是政府的责任'就

加盟!""提出了反对意见* 曼谷邮报指出协议中关于生物药品的新药数据保护期

限问题'想一直维持较长保护期的美国和想早些用到便宜药的澳大利亚等国家之

间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

曼谷邮报针对新药专利问题提到'$政府有责任保护国民的公共利益* !""无

疑会给这个国家的公众卫生带来很大打击%'主张加盟!""可能致使贫困阶层买不

起攸关性命的药* 在国家医疗负担持续加剧的现实情况下'泰国没有理由$以国民

的性命作为牺牲%加入!""*

社论称'针对!""对国内的影响'泰国有必要从国家利益的层面出发进行慎重

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必急于加入* 泰国对包含中国在内的 #3 个国家组成的东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08")的动向保持密切关注* T'!&<T提到'$/08"成员

国比!""多%'作为东盟轴心国之一的泰国'在关注/08"动向的同时'也显露出了

欲加入下次!""谈判的意图*

KK6E共识内容的必要分析

印度尼西亚一直以来都把':8'T经济共同体('80)放在首位'对!""表明了

不参加的态度* 但雅加达邮报(电子版)在 #3 月 2 日的社论中称$从中长期考虑'

不应排除加入!""的可能性%'催促政府转变政策* 邮报提出'以加入!""为前提'

对共识内容进行彻底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就达成共识项目'邮报特别指出'知识

产权的保护+劳动和环境保护规定以及纷争处理中的本位主义都应引起注意'政府

应仔细分析加盟对印尼国内相关领域的影响*

菲律宾英文报纸菲律宾星报(电子版)在 #3 月 2 日表示'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不断深化'菲律宾不能落后于潮流* 星报还明确表示'!""是要构造出一个像欧盟

4知识产权动态



(80)那样的共通市场* 在$中国主导的/08"%和$!""%这个二选一命题中'$菲律

宾的未来明显在!""%*

日本很多汽车和电机厂商等将生产基地建设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作为新兴

市场'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活动也日益频繁* 这些国家参加!""与否将对日本

产业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日本将对这些国家的动向保持密切关注*

熊K峰K编译

来源!=>>?!@@=D,-C+RD9E),=FFEQFEU?@=CM,O53#4#35%H33333457H9,RH,9+,

原文标题! 东南!"!各国#!""大筋合意$%&受'止()*+/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7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为国有物质专利活用营造环境

韩国知识产权局将韩国农村振兴会+国家技术标准院+国立大学等保有的 4$32

件国有专利+实用新案+设计(包含医药+生物等 % 个领域的 4$3 件即将到期的物质

专利)纳入专利情报网(AAAEB+?*+9EF*EB*)的$!<V'WX&"/&:%一栏'并提供检索

服务*

国有专利是公务人员将职务发明以国家的名义申请注册产生的* 本次服务预

定提供专利 $43$ 件+实用新案 43% 件+设计 672 件* 使用者可在该网站通过$是否

允许无偿实施%+$名称%+$注册日期%和$对应机关%等关键词进行检索*

韩国通过活用国有专利'增加了企业收入和就业岗位'逐步促进专利技术实现

商业化* 这次检索服务的提供有望提高韩国国有专利在各个领域运用的活性化*

(事例 #!通过泡菜酱料相关技术的转移'卖出增涨了 53 亿韩元* 事例 5!蜂毒(蜂

针液)相关技术转移催生了新就业岗位*)

另外'针对即将到期的 % 个领域的物质专利,6-

(医药+生物+化妆品+食品+化学

材料+农药)'专利审查部门将活用在 53#1 年前到期的物质专利的分析成果'让使

用者可以通过$预定到期日%+$技术领域%和$申请&注册号%等关键词实现检索*

,6-物质专利!精密化学(医药)+高分子+生命工程等领域发明的化合物或微生物等属于新物质范畴的专利*

据此'韩国国内的中小制药公司可以便利地对海外制药名企将要到期的物质

专利情报进行确认* 另外'其亦可比竞争对手更快地生产出仿制医药品'或开发出

新用途的药品'占领市场先手'提高企业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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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专利情报网为了方便企业和个人利用庞大的知识产权信息'为他们

提供信息检索等服务'提高了检索便利性*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今后专利情报网

将致力于事先发掘使用者所需要信息'提供量身打造的快捷服务'并指出!$这次提

供的国有物质专利提升了企业收入'创造了就业岗位'专利情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 知识产权局将强化包含检索方法在内的宣传方案'使更多企业和韩国国民

享受该服务*%

熊K峰K编译'许海云K校译

来源!=>>?!@@AAAEB+?FEGFEB*@B?F@N9D*E>-JM,ON9D*ERDA9E?*D99#E.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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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5 日

&'(!()*+,-的 ./0'基因不授予专利权

53#4 年 #3 月 1 日'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全席法庭( N̂CĈ D-D*,C0FN*>FJ'N9H

>*,C+,)一致维持联邦法院早前关于自然产生的核酸分子在澳大利亚可专利的决定

仅一年之后'澳大利亚最高法院作出推翻这一决定的一致判决* 这将改变几十年

来澳大利亚有关基因可专利性的做法'使得澳大利亚法律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出现

分歧'比如欧洲和中国'因为分离核酸分子在这些国家仍可以授予专利*

()*+,-基因公司关于乳腺癌诊断方法和突变./0'VT'分子的./0'专利近

年来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引发了巨大争议* 在美国'这样的争议引发了法律诉讼'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自然产生的VT'分子是自然产物'不能仅因为将其分离出来的

行为而予以专利保护*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采取了同美国最高法院本质上相同的方法'但判

决更加严厉* 尽管QVT'分子在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但因其包含自然产生的外显

子序列'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判决取消了 QVT'的可专利性* 该判决将为自然产物

基因改造的可专利性带来不确定性*

谈及()*+,-判决对于澳大利亚生物技术专利的影响'报告称'实际上这个判决

对于分离核酸分子影响较小'如今也鲜有分离核酸分子获得专利'受影响较大的是

其他$自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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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可以发现'所有的分离分子+细胞和其他

自然产物都被认为不具备可专利性'因为并没有依据能将这一判例仅限制在核酸

分子上*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N9>*,C+,)没有采取和美国专利及商标局(_R+>D-

:>,>D9",>DR>,R- !*,-D[,*B <JJ+QD)相同的做法'因为高等法院用来取消分离 VT'

分子可专利性的法律推理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的分离自然产生物质*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决定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步'没有上诉空间'因此对于自

然产物在澳大利亚的可专利性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除非出现需要高等法院审

理的有关自然产物可专利性的新案件'或者议会通过立法进行说明* 这个决定使

已获得专利的自然产物有被取消的危险'为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带来了

不确定性'有可能阻碍未来的投资和创新*

该诉讼公开申明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个重要的诊断方法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使

更广泛的人群受益* 但事实上'联邦法院的决定并不会对 ()*+,- 公司在澳大利亚

获得的关于./0'诊断方法的专利产生影响'该诊断方法仍处于垄断地位*

许海云K检索'李岸羲K编译'许海云K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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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4 日

&'(杂志分析美国专利市场新常态

"知识资产管理#杂志(&'()近期博客分析了美国专利市场的$新常态%和专

利许可市场的转变'预期专利改革之路短期内并不乐观*

KK#E专利市场新常态

文章指出'美国专利市场确定将逐步开展大幅度调整'一些专利权人的情况会

变得更加艰难*

作者引用了来自芝加哥的 X,>=,*+RD;FC,R)B 的描述'将近期市场的一系列变

革比喻为悲伤的五个阶段'在经历了否认+愤怒+协商和压抑之后'目前进入了接受

阶段* 尽管在知识产权所有权人协会(&R>DCCDQ>N,C"*F?D*>)<ARD*9'99FQ+,>+FR)的年

会和参议院中仍然能感受到一些愤怒和压抑(特别是围绕可专利性和授权后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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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方面这一点尤为明显)'但市场已经接受了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C+QD判决

等案件推动的环境变化'而且这些案件对知识产权的影响还将持续发酵*

这意味着一些最大的专利组合可能将因此进入增长停滞期'甚至随着公司不

愿继续为目前不能实施的专利支付维持费'导致专利组合的规模还将减小* 正如

<QD,R !F[的c+[(,C,QBFA9B+所言'这将是专利市场的$新常态%*

KK5E专利许可市场的转变

这样的新常态意味着专利许可市场的大环境也会变化* 对那些大型公司来

说'知识产权或将成为其发展现有商业关系或开发新关系的筹码* 公司关注的焦

点将不再是将专利本身转化为货币'而是将专利作为其更广泛的商业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

&'(评论认为'正如一些非专利实施体(T"8)所经历的那样'对于大大小小的

公司来说'尤其是当他们试图不依靠法庭权威来实施许可交易的时候'需要在发展

外部业务关系的同时顶着内部压力'这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KK6E专利改革

&'(评论认为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今年内将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事实'他

们关心的是本届议会内是否能有所进展* 在 53#% 选举年中'专利立法不太可能成

为议会的重头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完全对专利立法置之不理'只是暗示了立

法之路将会非常艰辛漫长'正如美国发明法('[D*+Q,&R D̀R>9'Q>)历经了 % 年时间

才从提案正式变成法律一样*

许海云K检索'李岸羲K编译'许海云K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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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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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五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助力创新创业的意见#

53#4 年 7 月 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

工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助力创新创业

的意见#* 意见提出八大要求'十六项具体要求'以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053#412 号)和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053#4165

号)部署'认真落实"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53#$25353 年)#(国办

发053#$1%$ 号)*

KK一+总体要求

KK(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创新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引领创新创业模式变革'

优化市场竞争环境'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催生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让创新创业

根植知识产权沃土*

KK(二)基本原则

一是市场导向* 发挥知识产权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作用'充分调动市场力

量'形成创新创业知识产权激励和利益分配机制'促进创新创业要素合理流动和高

效配置*

二是加强引导* 突出知识产权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导向作用'更多采用专利导

航等有效手段'创新服务模式和流程'提升创新创业发展水平*

三是积极推动* 坚持政策协同+主动作为+开放合作'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驱

动+社会参与的知识产权创新支持政策和创业服务体系'全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良好氛围*

四是注重实效* 紧贴创新创业活动的实际需求'建立横向协调+纵向联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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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强化政策落实中的评估和反馈'不断完善和深化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

共服务体系'形成利于创新+便于创业的格局*

KK二+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门槛

KK(三)综合运用知识产权政策手段

引导广大创新创业者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健全面向高校院所科技创新人才+

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等高端人才和高素质技术工人创新创业的知识产权扶持政策'

对优秀创业项目的知识产权申请+转化运用给予资金和项目支持* 进一步细化降

低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和维持费用的措施* 充分发挥和落实各项财税扶持政

策作用'支持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

体运用专利创新创业* 在各地专利代办处设立专门服务窗口'为创新创业者提供

便捷+专业的专利事务和政策咨询服务*

KK(四)拓宽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渠道

深化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调动单位和人员运用

知识产权的积极性* 支持互联网知识产权金融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为创新创业者

提供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专利保险等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 完善知识产权估值+

质押+流转体系'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实现普遍化+常态化和规模化'引导银

行与投资机构开展投贷联动'积极探索专利许可收益权质押融资等新模式'积极协

助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者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支持符合条件的省份设立重点

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扶持重点领域知识产权联盟建设'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协同

运用助推创业成功*

KK三+强化知识产权激励政策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KK(五)鼓励利用发明创造在职和离岗创业

完善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单位与职务发明人的权利义

务'切实保障发明人合法权益'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 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研发中心等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非职务发明创造'提供相应的公益培

训和咨询服务'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教育培训费用的作用'加强对一线职工进行创

新创造开发教育培训和开阔眼界提高技能的培训'鼓励职工积极参与创新活动'鼓

励企事业单位设立职工小发明小创造专项扶持资金'健全困难群体创业知识产权

服务帮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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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六)提供优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建立健全具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推动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加

大对青年为主体的创业群体知识产权扶持'建立健全创业知识产权辅导制度'促进

高质量创业* 积极打造专利创业孵化链'鼓励和支持青年以创业带动就业* 组织

开展创业知识产权培训进高校活动'支持高校开发开设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实务技

能课程* 从优秀知识产权研究人员+专利审查实务专家+资深知识产权代理人+知

名企业知识产权经理人中选拔一批创业知识产权导师'积极指导青年创业训练和

实践*

KK四+推进知识产权运营工作引导创新创业方向

KK(七)推广运用专利分析工作成果

实施一批宏观专利导航项目'发布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成果'更大范围地

优化各类创业活动中的资源配置* 实施一批微观专利导航项目'引导有条件的创

业活动向高端产业发展* 建立实用专利技术筛选机制'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技术支

撑* 推动建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完善企业主导+创新创业者积极参与的专利协同

运用体系'构建具有产业特色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知识产权创新创

业基地*

KK(八)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充分运用社区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加快推进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构建新型开放创新创业平台'促进更多创业者加入和集聚* 积极构建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通过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方式'为创新创业者提供高端专

业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探索通过发放创新券的方式'支持创业企业向知识产权

运营机构购买专利运营服务*

KK五+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支撑创新创业活动

KK(九)提升知识产权信息获取效率

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在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建立知

识产权联络员制度'开展知识产权专家服务试点'实施精细化服务'做到基础服务

全覆盖* 加强创新创业专利信息服务'鼓励开展高水平创业活动* 完善专利基础

数据服务实验系统'扩大专利基础数据开放范围'开展专利信息推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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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十)发展综合性知识产权服务

发挥行业社团的组织引领作用'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

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为创新创业者提供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 鼓励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以参股入股的新型合作模式直接参与创新创业'带动青年创业活动* 在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广泛开展知识产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试点工作'强化

知识产权实务技能培训'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

KK六+加强知识产权培训条件建设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KK(十一)加强创业知识产权培训

切实加强创业知识产权培训师资队伍和培训机构建设'积极推行知识产权创

业模块培训+创业案例教学和创业实务训练* 鼓励各类知识产权协会社团积极承

担创新创业训练任务'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场地+政策+管理等支持和创业孵化服

务* 以有创业愿望的技能人才为重点'优先安排培训资源'使有创业愿望和培训需

求的青年都有机会获得知识产权培训*

KK(十二)引导各类知识产权优势主体提供专业实训

综合运用政府购买服务+无偿资助+业务奖励等方式'在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

地+国家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国家知识产权优势和示范企业+知识产权

服务品牌机构建立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实训体系* 引导国家知识产权优势和示范企

业+科研组织向创业青年免费提供实验场地和实验仪器设备*

KK七+强化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保护创新创业成果

KK(十三)加大专利行政执法力度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加强行政执法机制和能力建设'切实保护创新创业者

知识产权合法权益* 深化维权援助机制建设'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布局'在

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优先进行快速维权援助中心布点'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联

动'缩短确权审查+侵权处理周期'提高维权效率*

KK(十四)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

构建网络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有效服务* 健全电子

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机制'快速调解+处理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专利侵权纠纷'及

时查处假冒专利行为'制订符合创新创业特点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案'完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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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 建立互联网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信用体系'指导支持

电商平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强化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

KK八+推进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KK(十五)加强知识产权舆论引导

广泛开展专利技术宣传+展示+推广等活动'宣扬创新精神'激发创业热情'带

动更多劳动者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活动'努力在全社会逐渐形成$创新创业依靠知识

产权'知识产权面向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依托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搭

建知识产权创新创业交流平台'组织开展创业专利推介对接'鼓励社会力量围绕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组织开展各类知识产权公益活动*

KK(十六)积极举办各类专题活动

积极举办面向青年的创业知识产权公开课'提高创业能力'助推成功创业* 鼓

励社会力量举办各类知识产权服务创新创业大赛'推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搭建知

识产权创新创业实体平台* 加强创业知识产权辅导'支持$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活动* 鼓励表现优秀的

创新创业项目团队参加各类大型知识产权展会* 在各类知识产权重点展会上设置

服务专区'为创新创业提供交流经验+展示成果+共享资源的机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创新创业知识产权工作长效推进机制'统筹协调并

指导落实相关工作* 各地要建立相应协调机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明确工作部署'切实加大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力度* 各地和有关部门要

结合创新创业特点+需要和工作实际'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知识

产权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 各地要做好有关政策落

实情况调研+发展情况统计汇总等工作'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许K轶K摘编

来源!=>>?!@@AAAE9+?FEGF̀EQR@>e@Ge@53#4#3@>53#4#3#5Z##2%152E=>[C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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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处理指南

3摘要4欧盟近期发布了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处理指南'梳理了公司国际

化过程中需要应对的知识产权事务和进入国外市场时有效实施知识产权管理的

主要步骤'并介绍了现有的知识产权相关工具的实用信息* 报告期望通过搭建

框架为公司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的处理提供引导和建议*

指南首先通过图表(图 #)展示了公司开展国际业务时每个环节的商业计划与

对应的知识产权实施策略'然后对每个步骤进行逐一阐述*

图 #K国际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事务处理指南

KK#E知识产权资产确认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关知识产权事务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公司的知识产权资

产* 进行知识产权审计是识别知识产权资产的有效途径* 具体做法是全面分析公

司的知识产权资产'说明它们的用途+价值和法律状态'同时标明每项资产的重要

性'分析是否存在更优用途*

公司通常会通过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来识别和分析自身拥有的知识产权组合'

即狭义上的知识产权审计* 审计过程中也可通过绘制知识产权地图来识别公司的

非物质资产'追溯资产所有者'理清公司存在的第三方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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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知识产权识别可将知识产权资产分为以下主要类别!专利+商标+设计+著

作权+域名和商业秘密*

KK5E制定知识产权策略

知识产权策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进攻型策略和防守型策略*

KK(#)进攻型策略

进攻型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和收购外部知识产权* 该策略通

过收购或获得许可为公司赢得优势'使公司能够获得核心知识产权或通过以下方

法为竞争对手设置障碍!

!

一旦对手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专利权'则要求对手支付赔偿金.

"

如果市场上目前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技术'则可以逼迫对手获得许可.

#

要求对手进行额外的研发*

KK(5)防守型策略

防守型策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防止公司知识产权被竞争对手利用来降低或消

除本公司风险* 实施方法主要包括!

!

通过许可获得阻碍型知识产权.

"

围绕阻碍型知识产权进行专利布局.

#

反对阻碍型知识产权.

$

为实现交叉许可而开发或收购一个知识产权组合.

%

购买知识产权保险*

指南通过图 5 展示了公司在构建知识产权策略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图 5K公司知识产权策略构建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KK6E知识产权可用性调查

专利+商标和设计都是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它们只在授予国和授予地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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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进入外国市场之前'必须明确知识产权资产在这些市场中是否处于可使用

状态'是否存在与他方的冲突* 否则'不仅会面临资金损失的风险'也有可能致使

公司声誉受损* 知识产权调查还能帮助公司识别新市场中的潜在竞争者和侵

权者*

KK(#)商标检索

商标可用性检索应该在注册国的领土范围内展开'确定同一或类似的产品和

服务在当地是否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或其他商业标识)* 检索可通过国家或国

际注册工具进行'如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a&()的 D:D,*Q="CN9或 !\̀+DA以及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的/F[,*+R数据库*

KK(5)专利检索

在新市场中寻求专利保护可利用相关数据库在当地展开专利检索* 如各国国

家数据库+欧洲专利局(8"<)的89?,QDRD数据库和;&"<的",>DR>9QF?D数据库*

KK(6)设计检索

除了国家注册工具'也可以利用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的 VD9+GR\+DA数据库进

行设计检索'该数据库提供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0V)和其他国家注册工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a,GND8S?*D99V,>,P,9D数据库也能提供国际注册信息检索*

KK$E适应当地知识产权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

在寻求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时'除了高昂的注册费用'还应考虑当地可能

的不公平规则和特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序* 此外'不同市场对产品的不同理解'以

及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做法也会为进入这些市场带来阻碍*

因此'指南强烈建议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要考虑当地特性'调整知识产权和营

销策略以适应当地市场* 如有必要'还应借助国际申请@注册系统来减少支出'更

好地管理知识产权组合*

KK(#)法律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盟成员国间的知识产权规则是统一的'然而对规则的解

释却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最佳做法是留意相关国家的法律特性* 建议从当地的知

识产权律师那里寻求专业意见*

KK(5)语言和文化问题

成功进入外国市场的关键步骤之一是将商标翻译为当地语言'并调查其可注

册性* 对于不同国家'商标不用一成不变* 忽略这个步骤不仅可能为知识产权申

1#知识产权动态



请带来不可弥补的错误'也会影响公司在该国的整个营销策略*

KK(6)知识产权保护

!

商标保护途径

国家保护!可通过各国知识产权局申请国家保护'申请者需遵守该国法规和

程序*

共同体商标制度(0F[[NR+>)!*,-D(,*B)!由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负责管理的

一套涵盖全部欧盟成员国的统一商标注册制度* 申请者以一种语言'通过支付一

套费用+履行单一注册和审核程序'即可完成覆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注册*

马德里体系((,-*+- 9)9>D[)!通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马德里体系完

成国际注册* 该体系包含 73 多个国家成员* 目标国的知识产权局将根据该国商

标法对申请进行审查'审查结果决定国际注册保护范围*

"

专利保护途径

国家保护!遵照当地国家法律和程序向各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获得专利

保护*

欧洲专利(8N*F?D,R ",>DR>' 8")!可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相关规则通过欧洲专

利局(8"<)进行申请* 欧洲专利并不是一个统称'成功的欧洲专利申请在经过所

选国家的国别批准后可获得多个国家专利*

单一效力欧洲专利(8N*F?D,R ?,>DR>A+>= NR+>,*)DJJDQ>)! 由欧洲专利局(8"<)

依据"欧洲专利公约#相关规则授予申请者* 要在欧盟范围内(除了西班牙和克罗

地亚)获得单一效力欧洲专利'专利权人需要在所获欧洲专利公开之日起的一个月

内向欧洲专利局提出要求*

专利合作条约("0!)!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管理* 在申请过程和国际阶

段中'对于所有专利合作条约缔约国'申请者只需支付一套费用'履行单一程序'然

后直接进入国家阶段'由申请保护国的国家或地区专利局进行审查*

#

设计保护途径

国家保护!遵照当地国家法律向各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获得专利保护*

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DG+9>D*D- 0F[[NR+>)VD9+GR'/0V)! 由欧盟内部市场

协调局管理* 申请者向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或欧盟成员国各国知识产权局提出申

请'以一种语言通过支付一套费用+履行一套程序获得在整个欧盟地区有效的注册

式共同体外观设计*

非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_R*DG+9>D*D- 0F[[NR+>)VD9+GR' _0V)!无需官方注

册就可获得短于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保护期的另一种保护制度* 保护期于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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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公开进入欧盟领土范围之日起生效'通常适用于市场生命周期较短的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注册式共同体外观设计提供的法律保护效力更强'设计实施起来也

更容易*

海牙体系(a,GND9)9>D[)!通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海牙体系申请国际

设计注册* 申请者以一种语言通过支付一套费用+履行一套程序获得指定国家范

围内的设计保护*

$

申请时机

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时'时机非常关键*

过早申请会带来财务负担* 知识产权的翻译和维持费用都会花去大笔预算*

减少这种支出的办法是申请"0!专利'这样可以将进入国家阶段的时间延迟长达

63 个月'甚至更久* 另一个办法是申请欧洲专利'这样可以在欧洲专利局作出决定

之前对专利申请过程进行集中管理*

过晚申请则会对公司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带来致命的后果* 因为包括欧盟成员

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接受一条简单的原则!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先提交申请者获

得保护* 另外'过晚申请可能会使公司失掉优先权* 享有优先权的申请人在就相

同主题的知识产权提出申请时'以第一次专利申请的日期作为其申请日期* 然而

优先权是有严格期限的'对于专利和实用新型来说是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5 个月内'对于工业设计和商标来说是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 个月内*

申请速度过慢也许会使专利丧失新颖性* 原则上'在申请保护之前公开新的

发明和设计都可能损害专利的新颖性* 然而'如果处于宽限期内'则不会有这样的

影响'因为宽限期允许申请人在首次公开该发明内容的 # 年之内保留专利申请权'

也就是说'发明人自己的公开在 # 年之内不会影响其专利申请* 除了以上提及的

由知识产权法规带来的时间限制外'在决定申请时机时还要考虑公司自身活动的

优先顺序(如产品发布日期+保护途径的选择+资金状况+目标国情况等)*

KK($)国际市场中的知识产权穷竭

要确定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是否会造成权利穷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取

决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知识产权穷竭制度* 穷竭制度的概念存在于不同层面!国

家的+地区的以及国际的* 大多数时候穷竭条件和权利延伸都由国家知识产权法

规所决定* 欧盟范围内接受地区延伸的概念'即当知识产权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

第三方在任何欧盟国家(包括欧洲经济区国家)首次销售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产品

后'权利人即丧失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对它的进一步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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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4E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指南指出'在市场中将受保护的知识产权进行商业化有多种方式'最常见的方

式包括转让+许可+合资和衍生*

在选择最佳的知识产权商业化形式时应考虑公司的业务性质+商业战略和目

标+资金和智力能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

例如'在下列情形中'许可会是最好的商业化手段!

(#)公司希望进入或扩张到某个未知市场* 因为许可人可以受益于被许可人

的网络渠道和市场知识(对外许可).

(5)公司希望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或为客户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 因为被许

可人可受益于许可人的技术或名气(获得许可).

(6)公司希望通过交换知识产权建立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交叉许可)*

另外'签订保密合同是进入知识产权商业化之前的重要步骤'以确保在信息交

换过程中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保密信息的安全*

在商业化阶段'每一个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相关合同(如许可协议'转让协议'

合资公司协议等)都应加入知识产权相关条款'以此明确和管理合同各方的知识产

权关系*

KK%E实施知识产权

只有有效实施知识产权才能确保知识产权所有人在国际市场中立足* 因此在

知识产权策略中加入有效的知识产权监控系统'任命有经验的律师分别负责各个

市场才是最佳做法*

对于许可协议'指南建议在协议中明确打击侵权行为的责任方(许可人或被许

可人)'并确定一旦出现侵权应采取的解决机制*

对于不同国家应采取不同的实施方案'报告最后强烈建议公司应熟悉打击侵

权行为或预防非法使用知识产权的法律程序* 比如'将既省时又省钱的替代性纠

纷调解('C>D*R,>+̀DV+9?N>D/D9FCN>+FR''V/)机制作为法庭之外解决争端的有效

方法*

许海云K检索'李岸羲K编译'许海云K校译

来源!=>>?9!@@AAAE+?*=DC?-D9BEDN@̂:H&"H*DCD̀,RQDH+RH+R>D*R,>+FR,C+9,>+FR

原文标题!&R>DCCDQ>N,C?*F?D*>)*DCD̀,RQD+R +R>D*R,>+FR,C+e,>+FR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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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分析

3摘要4以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专利数据库

(V&&)'利用汤姆森数据分析器(!V')等工具分析了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全球研

究现状及发展态势'包括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领域技术主题+重点国家@地区及

重点申请人的专利申请与保护策略'以期为我国超导磁储能技术的研究与产业

化发展提供参考*

超导磁储能(:N?D*QFR-NQ>+RG(,GRD>+Q8RD*G):>F*,GD'通常也称为$超导磁储能

系统%)是一种利用超导体在低温环境下电阻为零的特性通过流经超导线圈的电流

来形成磁场'将电能以电磁能形式储存起来'需要时再将电磁能转换成电能'返回

电网或其它负载的储能装置和技术*

超导磁储能系统一般由超导磁体(超导线圈'超导磁储能系统的核心)+低温系

统(冷却系统)+磁体保护系统+功率调节系统(电力电子变流器)和监控系统等几

个主要部分组成,$H4-

*

与其它储能技术相比'超导磁储能具有转换效率高+响应速度快+使用寿命长+

易维护等特点'可以制成常规储能技术难以达到的大容量储能装置'还可以制成运

行于强磁场的装置'实现高密度高效率储能* 作为一种具备快速功率响应能力的

电能存储技术'超导磁储能可以在提高电力安全+改善供电品质+增强新能源发电

的可控性+提升微电网性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与其它储能技术相比'超导磁

储能的缺点也比较明显!超导体材料成本及维持低温的费用较高* 正是这些不足

限制了超导磁储能的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未来要实现超导磁储能的大规模应用'

仍需研究+开发具有更高临界温度的新型超导材料和低温冷却技术'并在低温高电

压绝缘技术+分布式超导磁储能及有效控制和保护策略等方面开展研究'进一步降

低超导储能电站的投资和运行成本,%H1-

*

,$-中国储能网E超导储能系统(:(8:)的构成及其工作原理E=>>?!@@AAAED9QREQF[EQR@RDA9@9=FAH%3%%#E=>[CE

,4-中国储能网E什么是超导储能系统/E=>>?!@@AAAED9QREQF[EQR@RDA9@9=FAH$6724E=>[CE

,%-国家能源局E能源科技热词!超导储能E=>>?!@@AAAERD,EGF̀EQR@53#6H34@5#@QZ#6562%#52E=>[E

,1-中国储能网E超导储能产品成本高 市场应用有限E=>>?!@@AAAED9QREQF[EQR@RDA9@9=FAH%3%47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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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为研究对象'从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领域技

术主题+重点国家@地区及重点专利申请人的申请与保护等方面对超导磁储能技术

的国际研究现状+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我院在该领域的研发提供参考*

KK#E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超导磁储能系统的概念是由法国科学家 D̂**+D*在 #7%7 最早提出的'其初衷是

将超导磁储能用于调节和平衡法国电力系统的日负荷变化* $3 多年来'超导磁储

能一直是超导电力技术应用研究的热点之一'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

德国等)在超导磁储能系统的研究开发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推动着超

导磁储能系统的实用化进程和产业化步伐,2H7-

*

通过在V&&数据库中对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专利

(族)约 1%3 项,#3-

* 从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年度申请数量的变化趋势(图 6)来看'

在上世纪 13 年代初就已经有了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专利申请,##-

* 但在随后的十

余年间'全球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很少* 直到上世纪 23 年代末'随着日本东芝+

日立+三菱电气等公司的发力'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申请才出现实质性的增

长'但受制于相关技术的研发进展' 很快又有所回落* 且随后 #3 多年中'全球超导

,2-杨艳芳E电网用高温超导储能磁体的失超保护研究E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337*

,7-伍科E高温超导储能磁体的失超检测与保护研究E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3#6*

,#3-数据检索时间为 53#4 年 # 月 7 日*

,##-作者注!由于数据库收录等原因'最初的专利并没有检索到'因而图中没有反应出来*

图 6K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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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储能技术专利的年度申请数量一直徘徊在 63 f$3 项* 直到进入 5# 世纪后'特

别是 5334 年以来'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年度申请数量才迈上新的台阶'近

几年达到 23 f73 项@年,#5-

* 这表明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受关注程度正在提升'但也

反映出超导磁储能技术要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还尚需时日*

,#5-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V&&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所以图中 53#6 年+53#$ 的数据会小于实

际数据'仅供参考'后同*

图 $+图 4 分别给出了超导磁储能专利技术发明人及其相关技术条目(基于

&"0)的年度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近 #3 多年来'每年都有较多数量的新发明人进

入超导磁储能研究领域'该领域每年也都有一定数量的新技术条目出现* 这表明'

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 相对于超级电容器等其它储能技术' 超导

图 $K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新发明人的时序分布

图 4K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新技术条目的时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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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储能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中'全球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申请数量难以出现大幅跃升*

KK5E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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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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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检索到的 133 多项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共涉及 %33 多个 &"0分类号(小

组)* 表 # 列出了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量大于 63 项的&"0分类号及其申请情

况'这些分类号涵盖了 4%3 多项专利'约占全部分析专利的 6@$* 可以看出'超导磁

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主题!(#)超导磁体+超导线材的制备.(5)超导

磁电能存储系统.(6)超导磁体的冷却等* 其中'超导磁体+超导线材的制备仍是目

前超导磁储能技术的研发重点'这也进一步表明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仍

然有待超导体等基础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

,#6-由于 53#$ 年的专利申请多数都尚未公开'近 6 年指的是 53##+53#5+53#6 三年*

表 #K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及其申请情况(申请量g63 项)

&"0分类号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 6 年,#6-申请量
占总量的比例

a35cH3#4@33 #2% 存储电能的系统 ##E57h

a3# Ĥ33%@3% #42 线圈'如绕组+绝缘+接线柱或外壳 67E5$h

a3#.H3#6@33 #61 制造导体或电缆制造的专用设备或方法 6%E43h

a3# Ĥ33%@33 #5$ 超导磁体.超导线圈 66E3%h

03#dH33#@33 1$ 金属化合物的一般制备方法 $3E4$h

a3#.H3#5@3% %# 在基体上或线芯上的薄膜或线 $1E4$h

a3#.H3#5@33 47 超导或高导导体+电缆或传输线 54E$5h

a3#IH367@#$ 42 永久超导体器件 2E%5h

a3#IH367@5$ 41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包含在a3#I

67@33 组内的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62E%3h

a3#.H3#5@#3 43 在普通导体中嵌入多根丝的 5$E33h

a3# Ĥ33%@3$ $7 超导磁体+线圈的冷却 46E3%h

a35cH336@52 62 用储能方法在网络中平衡负载的装置 56E%2h

a3#IH367@3$ 61 应用超导电性的或高导电性的器件的容器+安装架 $2E%4h

a3#.H3#5@35 64 按其形状区分的超导或高导导体+电缆或传输线 61E#$h

KK6E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图 % 给出了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3 个国家@地区以及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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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理数量较多的两个机构(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从专利申请数量

可以看出'全球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于日本+美国+中国+德国+韩

国+法国+英国+瑞士等国* 其中'日本+美国和中国三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

请数量占到了全球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 24h以上* 特别是日本'其相关专利申请

数量大约占到了全球申请总量的 5@6* 可见'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的研发地域集中

度很高'表明超导磁储能技术由于本身发展相对较慢'在全球范围内的受关注程度

仍然相对有限*

图 %K主要国家@地区@机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与受理情况

从专利受理数量来看'日本+美国和中国三国的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受理数量

也是分别位列第 # f6 位* 欧洲专利局(8"<)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机

构的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受理数量分别排在第 $ 位和第 4 位* 此外'德国和韩国

的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受理数量也较多* 表明这些国家@地区是超导磁储能相关

专利技术的重要保护区域和未来主要目标市场*

图 1 给出了主要国家@地区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日本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起步很早'其年度专利申请量变化趋势

也是全球总体变化趋势的主导力量.美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虽然起步早

于日本'但其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与日本一直有较大的差距.德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

专利申请起步也较早'在过去 53 多年中持续有一定数量的相关专利申请'但相对

日本和美国'其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一直较少.相对于日本+美国和德国'中国进入超

导磁储能技术领域较晚'不过近年来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快'目前已经超过美

国'但与日本仍有很大的差距* 此外'韩国进入超导磁储能技术领域也较晚*

表 5 从专利数量+被引次数+专利族大小+保护区域数量+专利宽度(技术保护

范围)+"0!专利申请数量+三方专利申请数量等几个指标对 2 个主要国家@地区

(日本+美国+中国+德国+韩国+法国+英国+瑞士)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质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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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K主要国家@地区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量年度分布

表 5K主要国家@地区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质量及专利保护力度对比

国家 日本 美国 中国 德国 韩国 法国 英国 瑞士

专利族数量 433 72 12 52 55 ## 2 1

总被引次数 424 237 $7 %7 #6 #6 62 2

平均被引次数 #E#1 2E5% 3E%6 5E$% 3E47 #E#2 $E14 #E#$

被引率@h 6%E53 12E41 64E73 $%E$6 6%E6% $4E$4 14E33 $5E2%

被引a指数 ## #4 6 4 5 5 6 5

平均专利族大小 #E7# 6E64 #E57 6E43 5E56 6E7# $E33 $E$6

专利族大小a指数 7 7 5 % 6 4 6 6

平均保护区域数量 #E$# 5E%5 #E37 5E2% #E44 6E6% 6E62 $E#$

保护区域数量a指数 % 1 5 4 6 $ 6 6

平均专利宽度 6E36 5E25 #E%1 6E7% 5E37 5E44 $E22 6E41

专利宽度a指数 7 1 6 % 6 $ 6 $

"0!专利数量 51 57 6 #6 5 1 $ $

三方专利数量 61 #% % # $ # #

美国专利数量 %% 74 5 #3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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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力度进行了对比* 图 2 从专利申请数量(气泡大小)和专利族平均被引次数+

专利族平均保护区域数量三个维度展示了日本+美国+中国等 2 个主要国家的超导

磁储能技术专利质量和保护力度情况* 横轴表示专利自身的技术影响力'纵轴表

示申请人对其相关专利地域保护的重视程度* 可以看出'日本的超导磁储能技术

专利的整体质量及保护力度都比较突出'其在被引a指数+平均专利宽度+平均保

护区域数量以及重点专利数量等指标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美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

专利申请数量虽然仅约为日本的 #@4'但其专利申请的整体质量及保护力度非常突

出* 其专利总被引次数+平均被引次数+被引率+平均保护区域数量等都大幅领先

于日本'显示出美国在超导磁储能技术领域的研究质量非常高'整体影响力很高*

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四国的专利申请体量很小'但他们都比较重视在全球范围

内的保护* 相比之下'我国和韩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平均被引次数都很低'专

利的技术范围保护强度也明显落后于欧美日'显示出我国和韩国'特别是我国的相

关研发工作和专利申请质量亟待提升'专利权人对专利技术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

识也有待增强*

图 2K主要国家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质量对比气泡图

KK$E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

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人可以分为企业+个人+大学+科研机构四种类

型* 其中'企业是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的申请主体'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占比达

到 23h* 个人+大学+科研机构三种类型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比大致接近* 从

主要国家情况来看!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是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的绝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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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的相关专利申请量仅约占 #@$'科研机构的相关专利申请量也约占 #@

$'而高校的相关专利申请量大约占到一半*

表 6 列出了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居前的一些申请机构及其专利

申请的时间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日本机构最多(#2 个)'申请量最多的前 #3 个机

构中'日本占据了 2 家* 其次是中国(# 个)+德国(# 个)*

表 6K主要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机构及其专利申请时间分布情况

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533% f53#$ 年 5333 f5334 年 5333 年以前

日本东芝 #32 $2 56 44

日本住友电气 %1 4# # #%

日本日立 %4 #% #3 $$

日本藤仓 $$ 52 #6 #6

日本三菱重工 63 4 $ 56

日本中部电力 51 55 7 4

中国科学院 #2 #2 3 3

德国西门子 #2 5 $ #6

日本古河电工 #1 #6 5 $

日本三菱电机 #1 6 6 #5

日本富士电机 #4 1 % 4

日本国际超导技术研究中心 #4 ## % 5

华中科技大学 #6 #5 # 3

美国超导公司 #5 % % 4

美国通用电气 ## % 5 %

韩国电气研究院 2 % 5 #

清华大学 2 2 3 3

瑞士'..公司 1 # 6 6

日本九州电力 1 4 # #

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 1 % 6 #

日本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 1 4 $ #

德国卡尔斯鲁厄科研中心 % # $ 6

日本神户制钢 % 4 # #

日本昭和电线 % % 3 3

日本东北电力 % # 3 4

法国阿尔斯通 4 4 3 3

日本精工爱普生 4 3 # $

中国国家电网 4 4 3 3

25 知识产权动态



具体来看'日本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机构包括东芝+住友电

气+日立+藤仓+三菱重工+中部电力* 其中住友电气(超导线材的制备.超导体冷

却)+东芝(超导磁电能存储.超导线材的制备.超导体冷却.:(8: 功率调节等)+藤

仓(超导线材的制备)+中部电力(超导线材的制备.超导磁电能存储)+日立(超导

磁电能存储.:(8:功率调节.超导线材的制备)近几年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较多'

而三菱重工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5333 年以前* 此外'日本古河电工(超导

线材的制备.超导体冷却)+国际超导技术研究中心(超导线材的制备)近年来也有

较多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

美国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两个机构是美国超导公司('(:0'

包括其并购的 :N?D*QFR-NQ>+̀+>)&RQE)和通用电气公司* 美国超导公司的相关专利

申请主要集中在超导磁储能在电网系统中的应用'通用电气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

集中在超导磁体冷却+功率调节等* 5333 年初'两公司联合'使得用于提高电网稳

定性和可靠性的分布式超导磁储能系统(VH:(8:)产品得以迅速推广*

中国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华中科技大

学+清华大学和国家电网* 其中'中国科学院的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研发和专利申

请主要集中在电工研究所* 该所是我国最早从事超导磁储能技术研发的机构之

一'早在 #771 年就研制出了一台 633'@553\+54Bc的 :(8: 试验装置* 主要相关

研发团队包括!肖立业研究员团队和王秋良研究员团队* 华中科技大学的超导磁

储能相关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团队!(#)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超导电力研究中心的唐跃进教授团队'该团队参与了高温超导磁储能系统(:(8:)

试验研究(2%6 计划)'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超导磁体制冷系统+超导磁体支撑

系统以及超导储能技术的应用等.(5)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应用电子工程系的彭力

教授团队'该团队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功率电子变换电路(:(8: 功率调节

系统)* 此外'该校与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云

南电力试验研究院+北京云电英纳超导电缆有限公司)等有较多的联合专利申请*

此外'韩国电气研究院和法国阿尔斯通近年也都有一定数量的超导磁储能技

术专利申请*

KK4E小结

作为一种具备快速功率响应能力的电能存储技术'超导磁储能技术有望在提

高电力安全+改善供电品质+增强新能源发电的可控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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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始于上世纪 13 年代初* 上世纪 23 年代末'随着东

芝+日立等日本公司的发力'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出现实质性增长'

但很快又有所回落* 进入 5# 世纪后'特别是 5334 年以来'全球超导磁储能技术专

利的年度申请数量开始迈上新的台阶* 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 相

对于超级电容器等其他储能技术'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发展速度相对

较慢* 超导磁储能技术要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尚需时日*

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超导磁体+超导线材的制备.(5)超

导磁电能存储系统.(6)超导磁体的冷却* 其中'超导磁体+超导线材的制备仍是目

前超导磁储能技术的研发重点'超导磁储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仍然有待超导体等

基础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

全球超导磁储能相关专利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日本+美国+中国+德国+韩国+

法国+英国+瑞士等* 目前'超导磁储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受关注程度仍然相对

有限'研发地域集中度很高'日本+美国和中国三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数

量占到全球申请总量的 $@4 以上* 我国进入超导磁储能技术领域相对较晚'虽然

近年来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较快'超过了美国'但与日本仍有很大差距* 此外'

我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研发工作和专利申请质量以及专利申请人对专利技术的重

视程度和保护意识都亟待提升*

我国受理的所有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中超过 6@$ 的申请来自国内* 由于

我国超导磁储能相关技术研发起步较晚'我国早期受理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来自

国外*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较早就在我国进行了相关专利布局'并对其相关专利进

行了较好的维护'而且在过去 #3 多年中不时有新的专利申请'表明美日两国企业

对我国超导磁储能相关市场在持续关注* 此外'就目前而言'在几种主要的规模储

能技术中'我国的超导磁储能技术专利申请规模相对较小* 因此'在超导磁储能技

术这样一个尚处于发展阶段'但未来发展潜力被研究人员和业界普遍看好的新型

储能技术领域中'我国面临着很大的机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这一技术在我国未

来的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引导和项目的支持'需要官产学研通力合作*

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K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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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试点工作启动会%

在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召开

53#4 年 ## 月 #7 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在中科

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学术会堂召开* 会议由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

主任穆荣平研究员主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司长雷筱云+中科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副局长陈文开致辞* 来自中科院院内的 #6 家首批贯标试点研究所以及中

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等多家单位的近 43 位代

表参加了会议*

雷筱云在致辞中指出'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对于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贯标工作要加强组

织领导'敢于创新实践'力求实际效果* 陈文开在致辞中表示'科发局决定成立知

识产权贯标工作组'要求各试点所成立以所长为组长的贯标领导小组+以主管副所

长为组长的贯标工作组'保障贯标工作有效展开* 随后'来自大化所+计算所等单

位的代表分别交流了本单位在贯标准备和工作推进方面的相关情况* 中科院科技

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刘海波研究员解读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要点*

参会代表对贯标工作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

作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承担的科发局年度重点任务'研究所

知识产权管理贯标是中科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二次合作议定书安排的重要工

作* 此次启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化工作正式全面铺开*

许海云K摘编

来源!=>>?!@@AAAEQ,9+?[E,QEQR@SAeS@e=SA@53#4##@>53#4##53Z$$1#346E=>[C

检索日期!53#4 年 ## 月 5# 日

中科院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举办
专利检索与分析实战辅导班

53#4 年 #3 月 51 日至 63 日'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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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部联合举办$专利检索与分析实战辅导班%'会议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承

办*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业务管理部研究处张小凤处长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黄

向阳主任分别致开班辞'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相关同志参加结业式* 来自中科

院研究所近 #33 位一线科研与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参会*

本次检索与分析实战辅导班是培养科研一线专利信息利用人才+提升研究所

专利信息利用能力的一次有益尝试* 辅导班面向研究所专利检索与分析的实际需

求设置课程'内容涵盖专利分析概述+专利检索+专利互联网免费资源应用+数据处

理+专利分析与图表制作以及专利分析报告撰写'由老师授课讲解+线上线下辅导+

学员分组练习+集中汇报交流+老师逐一点评等环节组成* 通过实战辅导'各组学

员圆满完成了专利检索与分析需求'在实战过程中'初步掌握了专利信息检索与分

析的思路+方法和技巧'为在科研活动中更有效利用专利信息+服务科研创新奠定

了基础*

许海云K摘编

来源!=>>?!@@AAAE9>-EQ,9EQR@e9Q]@Ge->@53#4##@>53#4##37Z$$444#5E=>[C

检索日期!53#4 年 ## 月 #6 日

苏州纳米所召开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
建设启动暨培训会议

#3 月 52 日至 57 日'作为江苏省首批$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试点承担单位之

一'苏州纳米所召开了$纳米碳材料及其规模化应用技术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

启动暨培训会议%*

江苏省知识产局局长支苏平+苏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施卫兵+苏州工业园区

知识产权局局长许文清+中科院科技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副处长周俊旭'苏州纳

米所副所长李清文+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张双益'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唐

恒+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教授董炳和'本项目的协作单位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峻岭'南京利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副总经理王锋等领导专家'以

及苏州纳米所纳米碳材料领域相关专家 $3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苏州市工业

园区知识产权局处长滕文东主持*

李清文作主题致辞'张双益介绍了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的实施方案+项目

内容+计划及目标* 周俊旭围绕中科院知识产权的整体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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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属各研究院所的支持与奖励措施作了介绍* 唐恒就高价值专利培育的方法

路径以及其中的重点环节'结合自身多年研究经验发表了深入的见解* 知识产权

法律专家董炳和教授也基于专利的法律属性对专利价值的影响同与会者进行了分

享* 施卫兵和许文清代表苏州市和园区知识产权局表示'全力支持苏州纳米所做

好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工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圆满完成*

支苏平就江苏省知识产权的整体情况做简要介绍'对苏州纳米所的知识产权

工作的基础与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期望和要求* 她希望苏州纳米所作

为江苏省首批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的七家承担单位之一'做好项目前期的设

计与规划'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全国首个"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组织实施方

案(试行)#(苏知发053#41%6 号)'创新工作模式'将科研工作+产业和市场的发展

有机融合'加强高价值专利的创造和成果的推广利用'让专利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提升*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就纳米碳材料技术+产业+研究所研究现状等情况进行了

进一步梳理'就项目阶段性工作进展及问题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项

目工作+运行机制'务求做到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反映+有记录+有负责+有方案+有落

实+有反馈'确保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的有效运行*

许海云K摘编

来源!=>>?!@@AAAERUPEQ,9EQR@SAeS@e=SA@53#4##@>53#4##35Z$$4547$E=>[C

检索日期!53#4 年 ## 月 #6 日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东方汽轮机公司

签订专利战略研究合同

##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区域合作发展部主任肖国华一行前

往德阳市与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公司(以下简称$东汽集团%)就$重型燃机专

利战略和专利布局研究%项目进行会谈并正式签订技术合同书* 之前'东汽集团就

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在与来自美国+北京+南京+成都等地的七

家单位的竞争中成功中标*

东汽集团是我国从事电站动力设备和新能源领域开发与制造的国有大型骨干

企业+我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之一和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龙头企业'名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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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械工业企业百强* 燃气轮机是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于一身的重大动力装

备'被喻为动力机械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该项目合同的签订'显示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贯彻落实我院新时期办院方针和

积极响应$中国制造 5354%发展要求取得重要进展*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将在国家

创新创业发展要求下'继续深入开拓联接科技与产业的信息与知识服务*

许海云K摘编

来源!=>>?!@@AAAEQC,9E,QEQR@SAeS@Ge->@53#4##@>53#4##3%Z$$44345E=>[C

检索日期!53#4 年 ## 月 #6 日

信息扫描

美国专利商标局重视增材制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53#4 年 #3 月 51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_:"!<)的中西部区域总监 0=*+9>,C

:=D??,*-博士在密歇根大学举办的$促进学术创新的制造技术与知识产权%会议上

就$知识产权和 6V技术%主题专场进行了发言* 他提出'为了使美国处于新技术和

新兴技术的最前沿'_:"!<工作人员与密歇根州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学生+教育

工作者以及创新社区将共同致力于促进 6V信息技术等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对中西部至关重要* 增材制造技术('--+>+̀D[,RNJ,QH

>N*+RG''()例如 6V打印迅速成为继制造技术之后设计师+工程师+行业和企业家

备受追捧的技术* 它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实施创意'是替代传统制造的一个可行

路径*

许海云K编译

来源!=>>?9!@@AAAEQF[[D*QDEGF̀@RDA9@PCFG@53#4@#3@N9?>FH-D>*F+>H,--*D99D9H

+R>DCCDQ>N,CH?*F?D*>)H,R-HRDAH[,RNJ,Q>N*+RGH[D>=F-9

原文标题!_:"!<+R VD>*F+>'--*D99D9&R>DCCDQ>N,C"*F?D*>),R-

TDA(,RNJ,Q>N*+RG(D>=F-9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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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

重申对专利联合分类方案的承诺

53#4 年 #3 月 % 日'欧洲专利局(8"<)主席.DRFi>.,>>+9>DCC+和美国专利商标局

(_:"!<)知识产权商务部部长兼主任 (+Q=DCCDIDD就扩大专利分类(0"0)的未来

合作承诺签署了备忘录* 8"<和 _:"!<重申了通过对专利文献的联合分类以方

便专利检索过程* 0"0在国际专利分类(&"0)基础上'对现有技术进行更详细的分

类'可以更好的用于检索* 0"0结合了机器翻译等技术'可不受语言限制获取全球

专利技术'从而提高了全球专利系统的检索效率*

许海云K编译

来源!=>>?!@@AAAED?FEF*G@RDA9H+99ND9@RDA9@53#4@53#4#33%E=>[C

原文标题!8"<,R- _:"!<*DRDA>=D+*QF[[+>[DR>>FUF+R>

QC,99+J+Q,>+FR 9Q=D[D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2 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缩短快速审判的处理时间和适用对象

53#4 年 #3 月'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为了使专利审判结果可以成为专利纷争

的实质性解决手段'并使其能适时地得到活用'韩国知识产权局将重新设定快速审

判过程'计划于 ## 月 # 日开始施行*

根据新设定的快速审判过程'在一次书面陈述后'法院尽可能地通过口头审

判'以早期解决事件的争论点* 这样'申请者最快在 6 个月之内就可以拿到判决

书* 另外'资料提交的延迟申请被限定在一次* 即使当事者延迟提交资料'审判也

可在 $ 个月之内结束* 如此一来'以前 4 个月左右的快速审判处理时间削减了约 5

个月* 这意味着和其他专利大国相比'韩国可在更短时间内解决专利纷争*

除审判时间缩减外'本次快速审查对象的范围扩大* 首先'法院在处理的专利

侵害事件相关审判被全部归为快速审判对象'专利审判员的审判结果可以随时启

用侵害纷争审判程序* 此外'当一个处于创业初期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产生

纷争时'中小企业当事者的审判被追加快速审判对象'这极大地减少了长期化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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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企业带来的损害*

熊K峰K编译

来源!=>>?!@@AAAEB+?FEGFEB*@B?F@N9D*E>-JM,ON9D*ERDA9E?*D99#E.F,*-'??Y

PF,*-Z+- O?*D99YQ? O#Y?GO#YR?? O#3YQ,>[DRN O[35Z3#Z3#Z35Y9-,>DO

YD-,>DOY9D,*Q=XD)OY9D,*Q=\,COYPNR*)N OY9>OYQO#336Y9D] O#4552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7 日

&'(!米兰法院修订工业知识产权法第 17 条

53#4 年初'米兰法院发布了有关 53#3 年修订的工业知识产权法的第 17 条的

几项决议'阐述了法院同意专利权人修改已授权专利权利要求的几种情况* 原先

17 条规定'$处于无效诉讼状态未决的专利直到判决结果确定'法院将不予支持限

制(对方)的请求.这同样适用于要求授权或确权过程中'如果没有具有记录+决定

授权+确定经济权利或司法赔偿职能的第三方允许'法院也将不予支持%* 新的 17

条规定!$在一项无效诉讼程序中'在任何阶段或判决过程中'专利权人提交法院修

改后的权利要求'不得超出原专利申请的内容'同时也不能延长专利授权的保护期

限%*

许海云K编译

来源!=>>?!@@AAAE+,[H[D-+,EQF[@*D?F*>9@VD>,+CE,9?SMGO#2--D5%7H%-2JH$QDQH

P4JDH5,Q61%##1#-7

原文标题!&R>D*R,>+FR,C*D?F*>H/DJF*[NC,>+RG?,>DR>QC,+[9! ,*DH+R>*F-NQ>+FR

>FRDA'*>+QCD17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2 日

统一专利法院将于 53#1 年为企业开通

53#4 年 #3 月 2 日'统一专利法院(_"0)的成员国代表为促进协议尽早实施签

署了一项新的协议'该协议最终确定了包括招聘法官和信息系统测试在内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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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具体事宜* 临时申请程序也适用于提早注册之后又选择退出的成员* 继协议

签署后'_"0筹备委员会宣布'该项工作预计于 53#% 年 % 月前完成'以期在 53#1 年

初开放_"0* 该协议签署的前一天'意大利宣布加入欧洲统一专利保护'就统一专

利保护加强合作* 意大利是欧洲主要市场'意大利的参与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突破*

许海云K编译

来源!=>>?!@@AAAEQ,[P*+-GDRD>AF*BEQFENB@RDA9@N?QHF?DR+RGHJF*HPN9+RD99H

,>H>=DH9>,*>HFJH53#1@

原文标题!_"0jF?DR+RGJF*PN9+RD99,>>=D9>,*>FJ53#1j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2 日

中国专业知识产权法院业务需求旺盛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0)数据显示!由中国新成立的专业知识产权法院处

理的潜在诉讼案件的需求远超预期* 5332 年和 53#5 年间'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案

件的数量已经较同期上涨了近 62h'增长速度比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高出 4E4 倍*

53#$ 年 7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专利法院的计

划'在北京+广州和上海建立了 6 个试点* 新浪新闻根据 :"0的数据报道!截止

53#4 年 2 月 53 日'知识产权法院总共接受了 #3174 个诉讼案件*

许海云K编译

来源!=>>?!@@AAAE+,[H[D-+,EQF[@PCFG@VD>,+CE,9?SMGO#1#2-,$QH%D52H

$2--H,437H64PQ2P1-#2Q6

原文标题!'90=+R,b99?DQ+,C+9>&"QFN*>9,??*F,Q= >=D+*J+*9>P+*>=-,)' >*DR-9,*D

D[D*G+RGH,R- -D[,R- +9=+G=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6 日

美国航空航天局为初创企业提供 #533 项免费专利

53#4 年 #3 月'美国航空航天局(T':')为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 #4 个类别多达

#533 项的免费专利技术'涵盖了广泛的技术领域'包括电子+通信+软件+材料+涂

料+传感器和航空技术* T':'新启动的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使大量缺乏知识产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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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初创企业更容易进入市场'同时让 T':'现有的专利技术转变为新的产品或

服务* T':'还创建了可检索的数据库'帮助高科技公司发掘与其商业模式相关的

专利* T':'当前只提供非独占许可'从而使技术能够被任何公司用于商业用途'

但T':'表示如果初创公司愿意谈判'可以考虑提供独占许可*

许海云K编译

来源!=>>?!@@>DQ=>*,R9JD*QDR>*,CEQF[@53#4@#3@#$@R,9,HFJJD*9HN?H#533H

?,>DR>9H>FH9>,*>HN?9HJF*HJ*DD@

原文标题!T':'FJJD*9N? #'533 ?,>DR>9>F9>,*>HN?9JF*J*DD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4 日

大韩航空与韩国政府机关合作开发无人机

53#4 年 #3 月 5# 日'大韩航空参加了在首尔空港召开的$首尔国际航空全球防

卫产业展示会%'并发表声明称'大韩航空已与韩国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T:!)签

订了以无人机为首的未来尖端技术开发和事业化相关的业务合约* 据悉'此次合

约的目的在于促进研究机关所保有的未来尖端无人机技术的事业化* 合约的主要

内容有!针对政府外围研究机构持有技术和研究成果的产业体的转移扩散.强化无

人机领域未来尖端技术的事业化和商用化研究合作.仁川创造经济革新中心的风

险投资和中小企业支援项目等*

熊K峰K编译

来源!=>>?!@@=D,-C+RD9E),=FFEQFEU?@=CM,O53#4#35#H33333345HQR+??FNHB*

原文标题!大韩航空+韩国政府机
!

,提携-.无人航空机开
"

/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6 日

波士顿安全数据公司收购都柏林大学初创企业

53#4 年 #3 月'波士顿安全数据公司/,?+-1 以 %233 万美元现金和股票收购了

都柏林大学(_0V)初创企业IFGDR>*+D9* IFGDR>*+D9是 53#3 年由柏林大学性能工程

实验室的!*D̀F*",*9FR9和\+C+,[aFCNP共同创立的'现在已是检索电子设备数据

(也称为机器数据)的主要供应商* IFGDR>*+D9的关键技术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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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系统'可用于实时检索+可视化和分析不同类别的机器数据'与同类技术相比速

度更快'成本更低* /,?+-1 表示今后会继续投资IFGDR>*+D9的研究和开发*

许海云K编译

来源!=>>?!@@>DQ=>*,R9JD*QDR>*,CEQF[@53#4@#3@53@PF9>FRHP,9D-H9DQN*+>)H-,>,H

J+*[H,Q]N+*D9HNQH-NPC+RH9>,*>HN?HJF*H%2H[+CC+FR@

原文标题!.F9>FRHP,9D- 9DQN*+>)-,>,J+*[,Q]N+*D9_0VNPC+R 9>,*>HN?

JF*(W(%2 [+CC+FR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 日

普渡大学促进商业化和就业新举措

53#4 年 #3 月 53 日'普渡大学推出两项遍及全州的举措222普渡创新Hk许可

和 F̂NR-*)Hk计划'以促进区域公司的商业交易'刺激大学研究工作中就业机会的

产生* 由普渡大学技术商业化研究基金会办公室和普渡大学技术孵化中心 F̂NR-H

*)共同管理的普渡创新Hk许可和 F̂NR-*)Hk计划将为州内企业家和公司提供新的

激励* 普渡大学创新Hk许可将以较低的前期成本和有利的许可条件'为印第安纳

州内合格的初创企业和知名公司提供一项普渡大学创新的授权专利许可* 该计划

为期六个月'将于 53#% 年 $ 月 #4 日结束* 同时' F̂NR-*)Hk行动将邀请业界领袖和

早期成功的初创企业到普渡大学选购创新许可'共同合作将这些技术推向市场*

许海云K编译

来源!=>>?!@@>DQ=>*,R9JD*QDR>*,CEQF[@53#4@#3@53@?N*-NDHC,NRQ=D9HRDAH+R+>+,>+̀D9H

>FHGDRD*,>DH[F*DH+R-N9>*)H-D,C9H,R-HUFP9H+RH>=DH9>,>D@

原文标题!"N*-NDC,NRQ=D9RDA+R+>+,>+̀D9>FGDRD*,>D[F*D+R-N9>*)-D,C9

,R- UFP9+R >=D9>,>D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 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苗平台技术获得 6 亿美元许可

53#4 年 #3 月'&[[NRF[+Q!=D*,?DN>+Q9公司和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以 6 亿美

元达成了一项全球范围内的许可协议'这也是约翰霍普金斯技术公司有史以来最

高额度的许可交易'且该协议使得安斯泰来的I'("H̀,S平台过敏线产品获得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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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全球独家许可* I'("H\'k最初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工作人员开

发'533% 年许可给生物科技公司&[[NRF[+Q* 安斯泰来计划利用 I'("H\'k研发

包括花生过敏在内的过敏性疾病的广泛治疗方法* 该技术作为 VT'疫苗的一项

突破'依靠身体内部的自然生物化学形成一种完整的免疫反应*

许海云K编译

来源!=>>?!@@>DQ=>*,R9JD*QDR>*,CEQF[@53#4@#3@#$@UF=R9H=F?B+R9H̀,QQ+RDH

?C,>JF*[H>DQ=RFCFG)H9QF*D9H633[HC+QDR9D@

原文标题!cF=R9aF?B+R9̀,QQ+RD?C,>JF*[>DQ=RFCFG)9QF*D9(W(633(C+QDR9D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4 日

维克森林大学浸信会启动 #433 万美元项目

促进创新和技术转移

53#4 年 #3 月'维克森林大学浸信会医学中心启动了 #433 万美元的项目'以促

进该校教职员工开展生命科学技术创新研究* 该技术开发项目由医学中心技术转

移办公室222维克森林创新(;,BD̂ F*D9>&RRF̀,>+FR9)公司以及科学投资公司",?H

?,90,?+>,C合作开展'有利于帮助技术转移办公室对项目资金进行投资与管理* 维

克森林创新公司预计将与",??,90,?+>,C公司共同投资 54 个早期创新项目'在未来

6H4 年内'帮助这些项目获得许可'实现技术产业化* 两公司还将从基金会+非营利

组织+产业界和其他生命科学组织寻求配套资金*

许海云K编译

来源!=>>?!@@>DQ=>*,R9JD*QDR>*,CEQF[@53#4@#3@#$@A,BDHJF*D9>HP,?>+9>HC,NRQ=D9H

#4[H?*FG*,[H>FHPFF9>H+RRF̀,>+FRH,R-H>DQ=H>*,R9JD*@

原文标题!;,BD̂ F*D9>.,?>+9>C,NRQ=D9(W(#4(?*FG*,[>FPFF9>+RRF̀,>+FR

,R- >DQ= >*,R9JD*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4 日

&'(联手大型公司推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门户

&'(与 #4 家领先公司合作推出技术转移在线门户222&'(市场'该举措将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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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交易'使交易过程更加透明* &'(市场是一个在线平台'允

许知识产权所有人介绍自身的技术许可和专利交易计划'还可提供知识产权人感

兴趣的特定资产信息* &'(市场专为全球知识产权领导者设计'它将确保所有规

模的企业都能够向关键决策者展示其可供许可+出售或转让的权利和技术'节省交

易双方的时间和费用* 注册程序完成后'潜在的买家+许可人和合作伙伴及代表都

可免费访问&'(市场* 目前'已有 #4 家企业加入了 &'(市场'包括波音公司+德

国电信+飞思卡尔+谷歌+哈曼+惠普+&.(+英特尔+T80+飞利浦+/,[PN9公司和索

尼公司*

许海云K编译

来源!=>>?!@@AAAE+,[H[D-+,EQF[@PCFG@VD>,+CE,9?SMGO-JP622%2H$#-%H$DJ7H

,#,4H$,D$JPPJQ552

原文标题!.FD+RG' dFFGCD' a"' &.(' "=+C+?9,R- #3 F>=D*QF[?,R+D9UF+R JF*QD9

,>C,NRQ= FJRDA&",R- >DQ= >*,R9JD*?F*>,C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 日

高通公司 5$ 亿美元的收购
可能会破坏 &888有争议的专利政策

53#4 年夏季'高通公司以 5$ 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英国芯片制造商 0:/'巩固了

高通在万物互联时代的地位* 高通和其他几家公司都曾表示将不在 &888标准协

会今年 5 月提出的新专利政策下许可其标准关键专利'这项交易的完成使高通公

司有机会避开这项新专利政策* 因为六年前0:/签署批准函(I<')'同意当时及

未来在 235E## 标准(;+̂+技术标准)下许可其标准关键专利(:8")* 这意味着早

在 5337 年0:/就承诺遵循&888H:'的专利政策* 因此'高通公司通过收购交易'

将其;+J+必要专利捆绑入I<''就可继续使用更有利于专利权人的旧许可政策*

许海云K编译

来源!=>>?!@@AAAE+,[H[D-+,EQF[@PCFG@VD>,+CE,9?SMGO,,D,2476H5-%QH

$5DDH71-%HD2%21#-,-32#

原文标题!aFA,(W(5E$PR ,Q]N+9+>+FR P)lN,CQF[[[+G=>NR-D*[+RD>=D&888b9

QFR>*F̀D*9+,C?,>DR>?FC+Q)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52 日

#$知识产权动态



高智称近期无意采取大规模专利购买计划

53#4 年 7 月'&'(杂志社预测高智发明公司在待价而沽'而高智公司对此予以

坚决否认* 高智总裁.*FAR 表示高智近期不会有大的购买计划* &'(指出'通过

许可专利营利的公司'如高智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市场状况不容乐观* 在美国最高

法院在'C+QD与0I:案件的判决或美国审判和上诉委员会("!'.)的专利诉讼的审

判后续程序之后'越来越多专利被判无效'在这种情形下'想要靠诉讼的方式坐收

专利许可之利'可能并非是明智的选择*

许海云K编译

来源!=>>?!@@AAAE+,[H[D-+,EQF[@PCFG@VD>,+CE,9?SMGO%QJ6%-,6HDD%2H

$362H2,#6H7,7341,2Q61P

原文标题!&\,+[9>F[,+R>,+R ,?F*>JFC+FFJ63'333 m,99D>9' PN>-FRb>DS?DQ>P+G

PN)+RGP+RGD9,R)>+[D9FFR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6 日

研究工具管理得当可提高许可机会

53#4 年 #3 月 1 日'一位在研究工具许可工作方面颇有经验的高校领导指出'

研究工具的授权有可能为技术转移办公室在等待长期技术成熟的过程中带来所需

的收入*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中心的高级许可专家

/NRGD认为'研究人员在开展研究时所用的工具作为一种潜在的收入资源'常常被

技术转移办公室(!!<)忽略* /NRGD指出'如果一家 !!<的盈利须依赖需要大量

研发工作和克服监管障碍的复杂组合技术'那么许可研究工具不失为一个提高交

易额的方法* /NRGD强调'了解哪些研究工具可以有相对快速的许可通道以及哪些

技术较好至关重要*

许海云K编译

来源!=>>?!@@>DQ=>*,R9JD*QDR>*,CEQF[@53#4@#3@31@*D9D,*Q=H>FFC9H,*DH,HG*D,>HC+QDR9+RGH

F??F*>NR+>)H+JH)FNH-FH+>H*+G=>@

原文标题!/D9D,*Q= >FFC9,*D,G*D,>C+QDR9+RGF??F*>NR+>)H+J)FN -F+>*+G=>

检索日期!53#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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