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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２０１３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８２．５万件
连续３年居世界首位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发布了２０１３年我国发明专利的有关数

据。２０１３年，我国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８２５万件，同比增长２６３％，连续３年位居

世界首位；共授权发明专利２０．８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１４．４万件，与去年

持平。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５８７万件。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４０２件，提前两年完成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设定目标。

２０１３年我国省（区市）和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的排名尤为引人关注。在发

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北京首次超过广东，以２０６９５万件位居榜首，广

东、江苏分列“榜眼”和“探花”，浙江、上海、山东、四川分列四至七位，首次跻入前十

的安徽位列第八，陕西、湖北分别居第九、第十位；在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排名上，

华为公司依然雄居榜首，中石化紧随其后，第三位至第十位依次为中兴通讯、中石油、

海洋王照明、中芯国际、比亚迪、华为终端、奇瑞汽车、中海油。值得关注的是中石油、

海洋王照明、中海油３家能源企业首次进入榜单，表现抢眼。

国家知识产权局还首次发布了我国发明专利拥有量（截至２０１３年底）排名前十

位的省（区市）。它们依次为：广东（９５４７５万件）、北京（８５４３４万件）、江苏（６２１１２

万件）、上海（４８３７０万件）、浙江（４３２７５万件）、山东（２７９９６万件）、四川（１６６７７

万件）、辽宁（１６０９２万件）、湖北（１５２３５万件）、陕西（１４３９４万件）。此外，２０１３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２２９２４万件，同比

增长１５０％。２０１３年，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超过１００件的省（区市）达１５个。其中，广

东申请１１５２５件，居首位。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分列二至五位，上述５省（市）的

ＰＣＴ申请量占全国申请总量的３／４。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分析指出，２０１３年我国发明专利的主要特点：一

是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设定目标。二是发明专利申请

受理量实现结构突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占三种专利总量的３４．７％，五年来首次

超过１／３。三是专利运用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年专利权质押金额达２５４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８０％。四是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主体地位稳固。２０１３年，我国企业发明

专利申请４２．７万件，占国内总量的６０６％；企业发明专利授权７９万件，占国内总量

的５４９％。五是部分技术领域专利布局任重道远。２０１３年，我国发明专利拥有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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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３５个技术领域之中的２１个占据优势，但在光学、运输、音

像技术等领域与国外差距明显。例如在光学领域，国外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为国内

的２倍，运输、音像技术领域为１８倍。

田倩飞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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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

美白宫出台推进专利改革行动措施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白宫公布一系列改善专利制度的行动措施，以响应奥巴马总

统提出的加强专利制度，促进科技创新的号召。针对２０１３年６月出台的打击专利流

氓、提高专利质量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和立法建议，白宫宣布了迄今取得的重大进展，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项新的行政措施。

　　１．２０１３年６月出台的行政措施的重要进展

（１）提升专利所有权人的透明度。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已发布一项规则草

案，确保专利权人能被准确地记录，并要求专利申请者和所有者对专利所有权信息进

行定期更新。该项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授权专利的质量，加强竞争，促进技术转

让，并使真正的所有权人难以躲在空壳公司后面滥用诉讼手段。在接收公众对该草

案的意见后，ＵＳＰＴＯ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最终规则。

（２）提升专利权利主张的清晰度。ＵＳＰＴＯ已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培训计划，以

帮助审查员严格审查“功能性权利要求”，确保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明确的。在未

来几周内，ＵＳＰＴＯ将会推出一项试点方案，在专利说明书中使用术语表，以提升专利

权利保护的清晰度。

（３）为了确保消费者和零售商们在进入高昂的诉讼及和解之前了解他们所拥有

的权利，ＵＳＰＴＯ推出一个在线工具包，旨在为消费者提供常见问题的解答、关于专利

诉讼的信息以及一些特定专利的详情。工具包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诉讼或和解的风

险及收益，以帮助他们选择最好的行动方案。

（４）向公众提供有关滥用诉讼的健全数据和研究资料。同时也将继续扩大与专

利权人、研究人员、倡导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圆桌会议探讨

过去一年的高科技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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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加强排除令的执法。为了使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出的禁止侵权货物进口的排

除令更透明和有效，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办公室发起了一项跨部门审查，并将在

未来几个月内提出建议以完善该执法过程。

　　２．新宣布的三项行政措施

（１）通过“众包”模式对专利进行审查。为了确保美国授权专利的高质量，ＵＳＰ

ＴＯ探索了一系列举措，以使公众更易于提交专利申请相关的现有技术信息，具体包

括：完善第三方提交程序、探索公众提交现有技术的其他方式，以及不断更新指导和

培训，使审查员能更有效地利用“众包”的现有技术。通过让企业、专家和普通公众

帮助专利审查员、专利权人和申请人查找相关的“现有技术”，从而帮助 ＵＳＰＴＯ的审

查员们判断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２）向专利审查员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培训和专业知识。基于现有的“专利审

查员技术培训计划”，ＵＳＰＴＯ正采取措施，使审查员们更容易地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

的技术人员、工程师提供的相关技术训练和指导，帮助审查员们紧跟各技术领域的快

速变化。为了使审查员能够充分了解现有技术的状态，当局正呼吁创新人员自愿协

助这项培训工作，确保ＵＳＰＴＯ培训的健全性和先进性。

（３）向缺少法律协助的发明人提供专门帮助。由于缺乏资源，独立发明人和小

企业有时难以提出和进行专利申请。ＵＳＰＴＯ致力于整合教育和实践操作资源，为缺

乏法律协助的发明人提供帮助；此外通过指定一名专职的法律援助协调人，帮助将现

有的美国发明法案无偿服务项目（ｐｒｏｂｏｎｏｐｒｏｇｒａｍ）覆盖到全美５０个州。当局正呼

吁具备专利律师资格的成员参与到该计划中。

朱月仙　编译，田倩飞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４／０２／２０／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ａｌ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ｏｕｒｐ

原文标题：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ａｌｌ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ＯｕｒＰａｔ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３日

美哈佛研究员称生物制药公司将成为
“专利流氓”下一目标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４日，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律学院教授ＲｏｂｉｎＦｅｌｄｍａｎ、哈佛大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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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术研究员Ｗ．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Ｐｒｉｃｅ发布一份题为“专利流氓：为什么生物制药公司

濒临危境”的研究报告。报告预测生物制药公司将成为“专利流氓”的下一目标。

专利流氓（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ｏｌｌｓ），也被称为非执业实体（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专利主张

实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ｅｎｔｉｔｉｅｓ）或专利货币化机构（ｐａｔｅｎｔｍｏｎｅｔｉｚｅｒｓ），是近年来立法和

监管改革的重点。目前关于“专利流氓”的政策和学术辩论一直围绕着软件和高科

技产业。传统观点认为，与移动通信等产业不同，生命科学领域的药物、护理及相关

产品由极少数的专利所支撑，专利货币化机构的机会很少，因此生物技术和制药产业

不需要担心“专利流氓”问题。

报告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发现生物和制药产业很容易受到专利货

币化手段的影响：从理论上看，专利货币化机构多元化拓展潜在的目标，而药品行业

的监管限制可能使专利阻滞（ｐａｔｅｎｔｈｏｌｄｕｐ）的代价尤为高昂；从实证分析看，报告考

察了五所领先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利，对大学持有的这些专利进行粗略的调查，

评估其被非执业实体主张的可能性。报告认为，通过即使粗略的调查都能发现这些

大学持有的专利对专利货币化机构而言极具吸引力，许多专利具有许可给专利货币

化机构的潜在可能性，将对行业和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大学在专利组合货币化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报告显示，仅５％的专利

获得了许可。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也在２０１３年宣布正在重新审视“此前建议不要向

非执业实体转让专利”的有关政策，同时在博客上建议，大学进行专利许可的最佳方

法可能是外包给非执业实体。

不仅大学面临许可的压力，生物制药行业本身也错过了从知识产权获得更多收

益的机会。公司由于受时间和监管等方面的限制，虽然拥有许多自身并未使用的专

利，但往往缺乏运行许可方案的动力。其实，潜在可主张的专利很可能不仅仅存在于

大学持有的专利中，也可能存在于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的专利组合中，不论大型或小

型的公司，他们都可能采取类似高科技领域的做法，将专利授权给竞争对手。

报告指出，虽然专利货币化机构出现在生物、医药等行业并非不可避免，但这是

一个严重的威胁。在针对专利货币化机构相关问题提出可能的政策解决方案时，必

须将这种威胁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朱月仙　编译，田倩飞　校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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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发文探讨全球专利流氓现状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６日，美国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ｅ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ＬＰ发文

探讨除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等

国的专利流氓活动特征，并就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１．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专利流氓的活动受到限制，并没有美国活跃。可能的影响因素有：

（１）原告在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时需提交“真诚行动声明”（ｇｅｎｕｉｎｅｓｔｅｐｓ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内容包括：为解决争端已采取的相关措施；或者指明未采取措施的理由。原告

提交的“真诚行动声明”副本将被提供给被告，被告将在第一次法庭听证会前据此提

交己方的“真诚行动声明”。如某一方没有采取措施或不能提供声明，可能会导致其

无法得到法庭的完全支持或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２）专利侵权诉讼几乎毫无例外会遭到反诉，要求撤销相关专利权。此类侵权

和撤销诉讼通常由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专利事务经验丰富的法官审理；

（３）判决通常要求败诉方向对方支付一定的费用，约为胜诉方律师费的５０％以

上。即使专利流氓赢得诉讼，所获的赔偿也不大可能支付他们的实际诉讼费用；

（４）澳专利法规定，任何人在受到不合理的侵权诉讼威胁时，可以向法院申请限

制令并要求赔偿损失；

（５）澳大利亚诉讼投资商业运作模式的缺失也是澳专利流氓活动较少的原因之

一。失去了第三方诉讼风险投资，专利流氓就必须准备充足的资金用于侵权诉讼。

　　２．巴西

巴西不存在专利流氓活跃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专利权人获得侵权赔偿的时间

周期过长。在巴西，专利权人通常要经历三级审判（初审法院———上诉法院———高

级法院）才能确认侵权事实，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耗费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可能获得损

害赔偿。旷日持久的诉讼程序违背了专利流氓的典型操作模式，限制了专利流氓的

活动。

　　３．加拿大

加拿大存在少量的专利流氓活动，但并没有达到美国的程度。主要的原因有：

（１）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并没有采用专利继续或部分继续申请（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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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机制，对待专利分案申请也相当谨慎；
（２）加联邦法院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专利权人须在侵权诉讼受理之前提供费用

的担保；

（３）加联邦法院极少同意使用诉前临时禁令（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而且有权
判决败诉方支付胜诉方的诉讼费；

（４）专利流氓很难在加拿大找到偏向于原告的法院（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ｃｏｕｒｔ）。

　　４．中国

中国境内专利流氓的活动并不活跃，但是，一些中国企业，如华为和中兴，已参与

了专利流氓发起的几项境外诉讼。专利流氓在中国不活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侵

权损害赔偿与美国相比相当低。

具体来说，中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是根据专利权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

获得的收益来认定的。专利流氓不会具体实施专利，因此很难计算出实际损失。退

而言之，如果不能确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方收益，赔偿额的设定可以参考专利实施使用

费的适当倍数。再者，如果实际损失、侵权方收益及专利使用费均无法确定，法院可

以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等因素，判决额度为１万到１００万人民币的赔偿。

　　５．印度

在《２００５年专利（修订）案》颁布前，印度在信息技术和通信领域的专利流氓活
动相当普遍。２００５年法案颁布以后，专利流氓的活动急剧下降。这是由于２００５年
法案引入了一系列的规定，包括不授予专利权主题的详单，严格的授权前异议期，授

权后异议程序等内容。

印度的专利法虽然不禁止专利流氓的存在，但对专利流氓的生存却具有极大的

威胁。例如，专利法规定授权专利必须在印度本土实施，否则将会被强制许可。

　　６．日本

日本不存在大量的专利流氓活动。但是，一些日本企业，如索尼、东芝和富士通，

已参与了专利流氓发起的多项境外诉讼。虽然日本专利法允许专利权人自由使用其

权利，但是日本的专利侵权诉讼每年也只有１００到２００件。此外，日本法院判决的损
害赔偿额度也远远小于美国法院。

　　７．俄罗斯

俄罗斯的专利流氓活动相当活跃。究其原因是俄罗斯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制度

的存在。在俄罗斯，实用新型仅要求具有新颖性而不要求具有创造性，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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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无需实质审查即可授权，而且根据俄专利法，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与发明专利权人

享有范围相同的专有权。

此外，俄罗斯专利侵权和专利无效属于不同的执行系统。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

告不能主张专利无效。这使得专利流氓无需担心专利被无效，从而能够更轻松地发

起侵权诉讼。

许　轶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ｅ６ａ２３６６８ｂ３２８４２ｂ３ｂｆｆｆ

０６ｄ５４ｂ２ｄ３３ｅｅ
原文标题：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ｏｌｌ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检索时间：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

澳大利亚律所称四起专利诉讼案可能影响澳专利法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日，澳大利亚律师事务所 Ｆｒｅｅｈｉｌｌ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针对２０１３年

的四起专利诉讼案发表评论，并指出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将对澳专利法产生重大影

响。

１．Ａｐｏｔｅｘ公司诉赛诺菲安万特公司案件———有关医疗诊断方法可专利性的争
议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在 Ａｐｏｔｅｘ制药公司起诉法国赛诺菲安万特公司（Ｓａｎｏｆｉ
Ａｖｅｎｔｉｓ）一案中确认人体医疗诊断方法的可专利性。

此案中，Ａｐｏｔｅｘ向澳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认为赛诺菲安万特拥有的一项专利其
保护对象属于医疗诊断方法，不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主题。而赛诺菲安万特声称来

氟米特（ｌｅｆｌｕｎｏｍｉｄｅ）是已知的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银屑病关节炎的药物，而此项

专利保护的是通过控制来氟米特的有效用量来预防和治疗银屑病，是该药物尚未被

发现的新用途，符合专利授权的规定。

　　２．Ａｐｏｔｅｘ公司诉赛诺菲安万特公司案件———有关专利间接侵权的争议

澳最高法院就Ａｐｏｔｅｘ诉赛诺菲安万特一案的判决对间接侵权的判定也十分重
要。赛诺菲安万特曾试图寻求对Ａｐｏｔｅｘ的实施禁令，以阻止 Ａｐｏｔｅｘ公司销售 Ａｐｏ
Ｌｅｆｌｕｎｏｍｉｄｅ药物。这是因为Ａｐｏｔｅｘ公司计划基于来氟米特的已知用途（即用于风湿

性关节炎和银屑病关节炎治疗）向市场销售该药物，同时附加说明“ＡｐｏＬｅｆｌｕｎｏｍｉｄｅ

未表明可用于治疗无关节炎症状的银屑病”。澳最高法院认为：该产品说明已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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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明确指出ＡｐｏＬｅｆｌｕｎｏｍｉｄｅ的限制使用用途，Ａｐｏｔｅｘ公司并无理由相信，产品
会被使用者不按照产品说明的指示，而按照专利保护的方法进行使用。澳最高法院

针对该案的判决表明在产品说明中进行用途的割让（ｃａｒｖｅｏｕｔｓ）是避免间接侵权的
合法方式。

　　３．ＣａｎｃｅｒＶｏｉｃ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诉Ｍｙｒｉａ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公司案

澳大利亚癌症互助组织 ＣａｎｃｅｒＶｏｉｃ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起诉 Ｍｙｒｉａ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公司一案
中，法庭首次就人类基因信息（以核酸形式存在的，即ＤＮＡ和ＲＮＡ）能否受到专利保
护作出判决。

Ｍｙｒｉａ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ｓ的专利主张与乳癌有关的 ＢＲＣＡ１基因的分离核酸序列编码的
权利。ＣａｎｃｅｒＶｏｉｃ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称上述专利是无效的，原因是该专利中的分离核酸与
自然产生的核酸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而澳联邦法院认为从人体提取和纯化的分离

核酸可以受到专利保护。

目前，澳联邦法院的全席法庭已受理ＣａｎｃｅｒＶｏｉｃ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的上诉，近期将作出
判决。

　　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案与ＲＰＬＣｅｎｔｒａｌ案

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地区法院就由计算机实现的发明的可专利性作出两种截然不
同的判决。两起判决均针对的是基于计算机实现的信息检索和处理方法主张专利权

的案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案的判决中，法官认为该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ＲＰ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案的判决认为该方法能够被授予专利权。

在澳大利亚，是否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主题的判断标准是是否产生符合自然规

律的效果。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案中法官认为采用该发明的方法得到的索引属于信
息，而信息本身不能授予专利权。相反，ＲＰＬＣｅｎｔｒａｌ案中的法官指出计算机实施的
操作（如检索、处理或展示信息）均具有可专利性，因为每个步骤均引起了机器状态

或信息的变化，产生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效果。

目前两案均已提起上诉，预计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案将于１１月举行听证会。
许　轶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ｇ＝２ｃ５４５ｃａ１ｄ４８９４ｆ５４ａｅ５３
５０ｅ９７ｃｅｆ０２ｃ３

原文标题：Ｄｉｄｙｏｕｍｉｓｓｔｈｅｍ？Ｆｏｕ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ｔ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ｉｎ２０１３
检索时间：２０１４年３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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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２０１４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点》发布

为加强对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统筹和指导，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出台

了《２０１４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

《要点》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和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

管人才原则，以科学人才观为指导，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和知识产权人才

“十二五”规划，完善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实施重大人才工程计划，全面推进知识产权

人才队伍建设，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要点》结合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实际，从五大方面、十三项具体工作明确了

全年知识产权人才工作重点。围绕学习贯彻党中央精神，提出要加强人才工作创新，

加大人才宣传力度；围绕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推动制定知识产权

保护政策，落实专业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围绕加强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提出健全

工作运行机制，完善人才发现机制，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围绕实施

重大人才工程计划，提出培养高层次人才，建设培训基地，加强人才信息网络平台管

理；围绕夯实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基础，提出开展人才调查研究，加强人才工作队伍自

身建设。

同时，《要点》还对专项工作中拟出台的政策文件、工作目标、推进计划等提出了

具体要求，切实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田倩飞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０２／ｔ２０１４０２１４＿９０４５１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１日

专题报道

ＩＮＤＵＳ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公司发布
《２０１３年大学专利交易趋势研究报告》

【摘要】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ＩＮＤＵＳ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公司调查了专利开发和转移最

活跃的大学，发布了《２０１３年大学专利交易趋势研究报告》。报告跟踪了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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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学专利转让的进行情况，旨在确定具体的交易趋势、交易涉及的技术领域和

交易模式；并分析了大学或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构、企业实体两方面的专利转

让情况；最后对２０１３年与往年的专利交易情况进行了对比。

大学作为创新的主要来源之一，在研究活动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技术转移和商业

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商业化市场中的重

要部分。目前，大多数大学正努力追求知识产权商业化，授权技术转移办公室（ＯＴＴ）
或类似的实体负责大学的知识产权管理。在１９８４年颁布实施《拜杜法案》之后，大
学的研究活动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市场化方面的努力也

明显增加，并得到了重视。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ＩＮＤＵＳ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公司对专利开发和转移方面最活跃的
大学进行调查，发布了《２０１３年大学专利交易趋势研究报告》。为了强调学术和研究
中专利交易的重要性，该报告跟踪了２０１３年大学通过交易产生的专利转让情况，旨
在确定具体的交易趋势、交易的技术领域和交易模式；并从大学或研究机构向美国政

府机构和企业实体两方面的专利转让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比较了２０１３年与往年的专
利交易情况。

报告采用Ｒｅｌｅｃｕｒａ［１］对２０１３年大学转让记录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范围仅限于
可在ＵＳＰＴＯ获得转让数据的美国专利申请；所采用的信息均可在公共领域获取，包
括ＵＳＰＴＯ收录的转让数据和其他在线发布的数据；除非另有说明，图表中的数据显
示的是专利交易的数量。

［１］Ｒｅｌｅｃｕｒａ是ＩＮＤＵＳ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公司的旗舰产品，是一个基于网络的专利和组合分析平台，它利用知识发
现框架来简化对现有技术的检索和知识产权商业化活动的分析。

［２］美国加州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Ｃ），是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十所大学联合体。

　　１．从大学／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构转让情况

利用 Ｒｅｌｅｃｕｒａ的“转让检索”功能检索２０１３年从大学／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
构转让的数据。涉及２４４７次转让交易，２３３３件公开专利。

　　（１）重要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分析

如表１所示，发生转让交易数量最多的大学或研究实验室分别是加州大学［２］、劳

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罗切斯特大学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以及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通过统计从大学／研究机构到美国
政府机构每个季度的转移数量，发现第一季度大部分的专利交易是由加州大学、劳伦

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此外，罗切斯特大学则主要是

在第二季度转移了大量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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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３年向美国政府机构转让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５０的大学／研究机构列表

转让人 交易数量 转让人 交易数量

加州大学 ２３０ 马里兰大学 ２８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１６６ 新布伦瑞克州立大学 ２８

罗切斯特大学 １００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 ２７
麻省理工学院 ８９ 南佛罗里达大学 ２７
密歇根大学 ８１ 俄亥俄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疗中心 ２５
斯坦福大学 ８０ 德雷塞尔大学 ２３

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 ７６ 梅奥基金会 ２３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６０ 佛罗里达大学 ２２
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５８ 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 ２２

中佛罗里达大学 ５３ 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 ２２
纽约大学 ５２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２０
华盛顿大学 ５２ 莱斯大学 ２０
爱荷华大学 ４８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１９

北卡罗莱纳大学 ４６ 德克萨斯大学 １９
艾莫利大学 ４４ 伊利诺伊大学 １８
普渡大学 ４１ 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集团 １７
匹兹堡大学 ４０ 麻省总医院 １７
亚利桑那大学 ３９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 １７
马萨诸塞州大学 ３９ 耶鲁大学 １７
贝勒研究所 ３７ 东北大学 １６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３７ 弗吉尼亚大学 １６
哈佛大学 ３７ 康奈尔大学 １５

明尼苏达大学 ３３ 普林斯顿大学 １５
宾西法尼亚大学 ３３ 俄亥俄州立大学 １３
西北大学 ３０ 布赖海姆女子医院 １２

表２　２０１３年从大学／研究机构获得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１０的政府机构列表

受让人 交易数量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 １７２７
美国能源部（ＵＳＥｎｅｒｇｙ） ３７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 ２２３
美国陆军（ＵＳＡｒｍｙ） ６０
美国海军（ＵＳＮａｖｙ） ２９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 ２７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ＡＦＲＬ） ４
美国空军（ＵＳＡｉｒＦｏｒｃｅ） ２
美国国防部（ＵＳＤｅｆｅｎｓｅ） ２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ＤＡＲＰＡ） １

如图１所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资助大量顶尖大学／研究机构，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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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则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获取了大

量专利。另一方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主要是加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

专利转移的受让人。

图１　２０１３年大学／研究机构向美国政府机构专利交易主要转让人受让人矩阵

表３对比了顶尖大学／研究机构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向政府机构转移专利的情况：

２０１３年麻省理工学院从２０１２年的首位下降至第四；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

室从２０１２年排名１５跃至２０１３年第二；加州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排名

上升的同时，斯坦福大学却下降了三个位次。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向政府机构专利交易数量最多的领先大学／研究机构对比

２０１２年 排名 ２０１３年

麻省理工学院 １ 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 ２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斯坦福大学 ３ 罗切斯特大学

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 ４ 麻省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５ 密歇根大学

哈佛大学 ６ 斯坦福大学

莱斯大学 ７ 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８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密歇根大学 ９ 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韦恩州立大学 １０ 中佛罗里达大学

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１１ 纽约大学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 １２ 华盛顿大学

威斯康辛校友研究基金会 １３ 爱荷华大学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１４ 北卡罗莱纳大学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１５ 艾莫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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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技术领域分析

图２展示了大学／研究机构与美国政府机构达成技术转让交易的主要技术领域

分布，其中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是与医药制剂成分和生物学相关的技术（例如基因

疗法、组织培养技术以及医疗诊断技术）。

图２　２０１３年向美国政府机构转移的专利交易中ＩＰＣ分布

如图３所示，对领先转让人向政府机构的专利交易涉及的 ＩＰＣ小类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加州大学在药物制剂和成分的研究（Ａ６１Ｋ）非常活跃。另外，只有少数顶尖

大学在半导体相关专利的转让活动中较活跃。

利用Ｒｅｌｅｃｕｒａ主题地图功能，对大学／研究机构向各类美国政府机构交易的专利

文献主题进行了可视化，发现主题地图中大量的节点是关于制备药物的化学成分和

医学成像技术。有关半导体设备的技术也占据主题地图的小部分。

图３　２０１３年针对政府机构的专利交易领先转让人技术领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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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是２０１３年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构间专利交易中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表４　２０１３年大学／研究机构与政府机构间专利交易中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转让人（数量） 受让人（数量） 涉及的技术

加州大学（２３０）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１７８）
美国能源部（３７）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１１）
美国陆军（４）

药物制剂
生物测定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肽和衍生物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
安全实验室（１６６） 美国能源部（１６６）

电疗法
用光学手段进行材料测试和分析

半导体器件

罗切斯特大学（１００）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１００）

药物制剂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材料测试和分析
生物测定
肽和衍生物

麻省理工学院（８９）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１００）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１０）

美国空军（２）
美国陆军（２）
美国国防部（１）
美国能源部（８）

药物制剂
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核苷酸

单位的化合物
单独的磷酸盐或多磷酸盐组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材料测试和分析

密歇根大学（８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６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１１）

美国陆军（３）
美国能源部（１）

涉及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或测试过程
药物制剂

用光学手段进行材料测试和分析
基因工程和培养基

诊断设备

　　（３）时间趋势分析

图４表明大学／研究机构向政府机构转移的专利大部分是在近５年提交申请的，

有一小部分则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的申请。

图４　大学／研究机构与美国政府机构间发生交易的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４）高被引专利分析

如表５所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专利交易中涉及高被引专利数量最多的政

府机构，达３６件；而美国陆军和海军分别从杜克大学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一

件高被引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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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３年大学／研究机构与美国政府机构间专利交易中高被引专利情况

（专利被引用的数量排名前５０）

转让人／受让人 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

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

美国
陆军

美国
能源部

美国
海军

罗切斯特大学 １２
加州大学 ６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４
加州理工大学 ３
杜克大学 ２ １

麻省理工学院 ３
德雷塞尔大学 ２
密歇根大学 ２
莱斯大学 ２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 １
布朗大学 １

中佛罗里达大学 １
查尔斯年代德雷珀实验室 １

夏威夷大学 １
爱荷华州立大学 １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１
路易斯维尔大学 １
梅奥基金会 １
东北大学 １

普林斯顿大学 １
华盛顿大学 １

威斯康辛州大学 １

　　２．从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转让情况

从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转让的交易总量为１３７７次，涉及１３３５件专利。

　　（１）重要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分析

如表６所示，加州大学、斯坦福研究院、亚利桑那大学和中国台湾的国立清华大

学位居前四。

表６　２０１３年向企业实体转让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５０的大学／研究机构列表

转让人 来源国／地区 交易
数量

转让人 来源国／地区 交易
数量

加州大学 美国 １１５ 韩国理工大学 韩国 １２
斯坦福研究院 美国 ５６ 韩国成均馆大学 韩国 １２
亚利桑那大学 美国 ３７ 卡迪夫大学 英国 １０
国立清华大学 中国台湾 ３６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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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转让人 来源国／地区 交易
数量

转让人 来源国／地区 交易
数量

东京工业大学 日本 ３３ 西北大学 美国 １０
华盛顿大学 美国 ３１ 俄勒冈州大学 美国 １０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２４ 日本大阪大学 日本 １０
韩国大学 韩国 ２４ 美国南加州大学 美国 １０

犹他州州立大学 美国 ２４ 波士顿生物医学研究所 美国 ９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 韩国 ２２ 杜氏肌萎缩症大学 日本 ９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 美国 ２２ 金斯顿大学 加拿大 ９
南卡罗莱纳大学 美国 ２２ 马里兰大学 美国 ９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２０ 阿肯色大学 美国 ８
日本京都大学 日本 ２０ 布鲁塞尔大学 比利时 ８
国立台北大学 中国台湾 ２０ 台湾工研院 中国台湾 ８

香港应用科学科技研究所 中国香港 １７ 川村理化学研究所 日本 ８
韩国科学技术院 韩国 １７ 东京大学 日本 ８
国立交通大学 中国台湾 １７ 维也纳医科大学 澳大利亚 ８
橡树岭附属大学 美国 １７ 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 ７

韩国机械材料研究所 韩国 １６ 广岛大学 日本 ７
现任延世大学 韩国 １６ 新文艺复兴研究所 美国 ７

里达亚特兰大大学 美国 １５ 中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 ６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美国 １５ 辛辛那提大学 美国 ６
美国分析医学研究所 美国 １４ 新奥尔良大学 美国 ６
日本九州科技研究所 日本 １４ 北卡罗莱纳大学 美国 ６

如表７所示，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韩国创智发明公司（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ｃ．）、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ＭＢＨ）以及佳能公

司位居前四。

表７　２０１３年从大学／研究机构获得专利交易数量排名前５０的企业实体列表

转让人 交易数量 转让人 交易数量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 １１２ 韩国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Ｓｑｕａｒｅ公司 ９

韩国创智发明公司 ８４ Ｌｕｏｘｉｓ诊断公司 ９

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 ３９ 日本立邦公司 ９

佳能公司 ３２ 孤儿疾病治疗研究所有限公司 ９

ＩＰ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有限公司 ３１ 南佛罗里达大学 ９

ＬｉｖｅｗｉｒｅＴｅｓｔＬａｂｓ公司 ２４ ＣＳＳＰ公司 ８

ＣｌｅａｒｉｎｋＤｉｓｐｌａｙｓ有限公司 ２３ ＤＩＣ公司 ８

ＥＲａ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ＬＳＩＰ有限公司 ８

美国生命技术公司 ２０ 西门子公司 ８

ＮｕｔｅｃｈＶｅｎｔｕｒｅｓ公司 １９ 台湾友达光电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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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转让人 交易数量 转让人 交易数量

ＡｐｏｌｌｏＥｎｄｏｓｕｒｇｅｒｙ公司 １８ ＡＢＴ系统有限公司 ６

ＭＵＳＣ研究发展基金 １８ Ｃｒｉｓｔ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ＢＶ公司 ６

新加坡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Ｐ公司 １８ Ｍａｔｅｒｉａ公司 ６

ＴＣＬ公司 １７ Ｎａｎｏｍｅｃｈ公司 ６

田纳西和巴特尔联合实验室 １７ 北卡罗莱纳大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学

６

Ｋａｉｔｕｏｚｈｅ知识产权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１５ Ｖｅｒｓｉｔｅｃｈ有限公司 ６
ＡｔｗａｔｅｒＶｅｎｔｕｒｅｓ有限公司 １４ ＡＩＳＴ公司 ５
ＣＨＳＰｈａｒｍａ公司 １４ Ａｍｐｉｏ制药公司 ５

三星 １２ 剑桥ＣＭＯＳ传感器有限公司 ５
ＳＦＣ有限公司 １２ Ｍｉｎｍａｘｍｅｄｉｃａｌ公司 ５
Ｓｕｎａｍ有限公司 １２ Ｎａｎｏｏｋ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公司 ５

ＣａｓｃａｄｅＰｒｏｄｒｕｇ公司 １０ 国立成功大学 ５
麦利亚德基因公司 １０ 飞利浦 ５

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ａ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公司 １０ Ｓｅｌｅｎｅ通信技术公司 ５
Ｔｈｅｒｍｏｌｉｆｅ国际有限公司 １０ Ｓｐａｒｑ系统公司 ５

　　（２）转让人来源国／地区分析

如表８所示，除了美国之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学／研究机构也在向企业
实体转移美国专利的活动中表现活跃。

表８　２０１３年向企业实体转移的大学／研究机构来源国／地区分布

来源国／地区 交易数量 来源国／地区 交易数量

美国 ６０７ 澳大利亚 ９

日本 １８５ 意大利 ８

韩国 １５０ 挪威 ４

中国台湾 ９４ 瑞士 ３

德国 ６９ 爱沙尼亚 ２

加拿大 ６４ 以色列 ２

英国 ５３ 葡萄牙 ２

中国香港 ２７ 芬兰 １

法国 ２４ 匈牙利 １

比利时 １７ 新西兰 １

荷兰 １７ 沙特阿拉伯 １

澳大利亚 １３ 新加坡 １

中国 １２ 西班牙 １

丹麦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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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技术领域分析

图５展示了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达成技术转让交易的主要技术领域，其中

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是与医药制剂成分、生物技术（例如基因疗法和组织培养技

术）、医学诊断技术、数字数据处理和半导体设备相关的技术。

图５　２０１３年向企业实体转移的专利交易中ＩＰＣ数量分布

如图６所示，对领先转让人向企业实体的专利交易涉及的 ＩＰＣ小类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加州大学在材料分析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转移交易非常活跃；斯坦福研究院转

移主要涉及有关半导体设备和图像传输方面的专利；亚利桑那大学在酶类分析技术

方面转让了大量专利。

利用Ｒｅｌｅｃｕｒａ主题地图功能，对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交易的专利申请主题

进行了可视化，发现较多涉及有关配制药物的化学成分、半导体设备相关技术、用户

界面、电子电路以及医学成像技术等。

图６　２０１３年针对企业实体的专利交易领先转让人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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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提供了五大高校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中的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表９　２０１３年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中的涉及的重点技术列表

转让人（数量） 受让人（数量） 涉及的技术

加州大学
（１１５）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１１１）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２）

德克萨斯大学（１）
美国能源部（１）

用光学手段进行材料分析和测试
利用化学方法进行非生物材料

分析和测试
半导体器件
电疗法
印刷电路

斯坦福研究院
（５６）

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３９）
ＨＢ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公司（２）
Ｓｅｌｅｎｅ通信技术公司（５）

Ｔｈｅｒｍｏｌｉｆｅ国际有限公司（１０）

半导体器件
电视系统
药物制剂

食品或食品准备

亚利桑那大学
（３７）

韩国创智发明公司（１５）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公司（１）
强生公司（１）

美国生命技术公司（２０）

原电池和蓄电池的制造
导体和绝缘体
手术器械

氮、磷及其化合物
包含元素周期表中第三组元素

的化合物

国立清华
大学（３６）

ＥＲａ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２０）
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１）

Ｋａｉｔｕｏｚｈｅ知识产权管理顾问有限公司（１５）

活性有机固态设备
电致发光器件和材料

放电管或灯

东京工业大学
（３３）

佳能公司（３０）
ＬＳＩＰ有限公司（１）
ＩＨＩ公司（１）
Ｃｅｌｇｅｎｅ公司（１）

半导体器件
材料测试和分析

多肽类

　　（４）时间趋势分析

如图７所示，２０１３年从大学／研究机构向企业实体共转移１３３５件专利。与向政

府机构转让的专利大部分是近五年提交的相比，许多向企业实体转让的专利申请日

期在２００９年之前。

图８展示了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的转让人交易专利申请时间

分布。

图７　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发生交易的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５）高被引专利分析

如表１０所示，斯坦福研究院在专利交易过程中，向德国数字成像系统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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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的转让人交易专利申请时间分布

ＨＢ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公司转让较多的高被引专利；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则向佳能公司转移了

大量的高被引专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向ＡｐｏｌｌｏＥｎｄｏｓｕｒｇｅｒｙ公司转移了８件

高被引专利。

表１０　２０１３年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间专利交易中高被引专利情况

（专利被引用的数量排名前５０）

　　３．主要结论

从２０１３年大学相关专利的交易情况显示，医疗保健、医学成像和诊断、半导体相

关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与２０１２年相比，２０１３年也有一些变化：罗切斯

特大学在２０１２年只有２０件转移交易，而２０１３年跃居前三；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

心尽管在２０１２年是领先的转让人，而在２０１３年只转移了２２件专利；同样的，莱斯大

学的交易量也在下滑。该报告还发现来自亚洲地区（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

０２ 知识产权动态



大学已经进行了大量专利转移交易。

政府机构收购的专利大部分申请年份是在近几年，而企业实体收购的专利有相

当部分是在２１世纪初申请的。佳能是从大学获得专利的唯一一家大型公司。另一

方面，例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实验室、韩国创智发明公司和德国数字成像系统

公司等许多其他机构在获得专利转让过程中表现十分活跃。

结合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数据，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是将专利

转让给政府机构的领先大学，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ＥＴＲＩ）和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

在向企业实体转移专利过程中表现突出。

朱月仙　检索，李姝影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ｒｅｌｅｃｕｒａ．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ｓ／Ｕｎｉｖ＿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ｐｄｆ

原文标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１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３日

技术观察

多模式成像专利技术布局分析

【摘要】本文以多模式成像相关专利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 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等分析工具，从技术构成、时间序

列、技术热点／空白点、技术／功效、全球与在华专利申请活动差异、专利运用和保

护等方面，对多模式成像关键技术的发展和竞争态势进行了分析，就该领域技术

布局方向提出建议。

多模式成像技术着眼于实现不同模态医学影像之间的优势互补，能够解决针对

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实现早期诊断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实现高效准确

医学影像诊断的需求促使多模式成像技术快速发展。通用电气、西门子、飞利浦等国

际大公司纷纷推出ＰＥＴ／ＣＴ等多模式成像设备［３］。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

都有学者和技术人员在开展多模式成像系统的研究，２０１４年 ＩＥＥＥ国际生物医学成

像研讨会（ＩＳＢＩ）也将多模式成像作为会议讨论主题之一［４］。

［３］ＢｅｙｅｒＴ，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ＤＷ．Ｐｕｔ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ｉｎｔ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ｄｅｃａｄｅｏｆＰＥＴ／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ＥｕｒＪＮｕｃｌ
ＭｅｄＭｏ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０６，３３（８）：８５７８６１．
［４］ＩＥＥＥ国际生物医学成像研讨会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５月２日中国北京举办［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２２］．ｈｔｔｐ：／／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ｒｇ／２０１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ＩＳＢＩ１４ＣＦＰｃｎ．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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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考虑了实现多模式成像的多种影响因素，涵盖成像方式，以及实现一种

具体成像方式所必然涉及的结构部件、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材料及制备方法等多种

因素。结合定量分析、定性调研与专家咨询，从技术构成、时间序列、技术热点／空白
点、技术／功效、全球与在华专利申请活动差异、涉诉专利等方面展开分析，多视角揭
示了该领域当前专利技术活动特征和布局，以期为我国、我院在该领域的研发提供参

考。

　　１．多模式成像方式专利发展动向

　　（１）各成像方式热点分析

图９针对多模式成像技术涉及到的成像方式组合进行了分析。

图９　多模式成像专利：成像方式构成［５］（单位：项）

［５］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简称为ＣＴ，核磁共振成像简称为ＭＲＩ，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简称为 ＰＥＴ，单
光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简称为ＳＰＥＣ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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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模式成像技术涉及的成像方式可分为双模、三模和三种以上成像方式组合，
除了涉及三种以上成像方式组合（２７％）的情况外，Ｘ线／核磁共振成像相关申请最
多（１６％），其次是Ｘ线／核医学成像（１３％），核磁共振／核医学成像（９％），Ｘ线／光
学成像（４％），Ｘ线／超声成像（４％），Ｘ线／核磁共振／超声成像（４％），Ｘ线／核磁共
振／核医学成像（４％），核磁共振／超声成像（２％）。

②就组合中涉及的成像方式种类来看，涉及到Ｘ线成像与其他成像方式组合的
情况接近一半（共计４６％），说明Ｘ线成像在多模式成像方式中应用最为广泛。

③针对专利申请量前３位成像方式的下级分支构成可以看出，Ｘ线／核磁共振成
像方式中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ＣＴ）的专利申请占据绝对的优势，
Ｘ线／核医学成像方式中 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ＰＥＴ／
ＣＴ）是专利申请的重点，核磁共振／核医学成像方式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核磁共
振／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ＭＲＩ／ＰＥＴ）。

　　（２）主要成像方式创新点分布

针对上述三种优势成像方式组合———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
ＣＴ），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ＰＥＴ／ＣＴ），核磁共振／正电
子发射型计算机体层成像（ＭＲＩ／ＰＥＴ），本节对其涉及的专利申请的技术创新点进行
了统计分析。

［６］杨星，贾峰涛，任庆余．ＰＥＴ／ＣＴ的技术发展趋势［Ｊ］．中国医疗设备．２０１２（２）：５２５２＋５６．

①ＭＲＩ／ＣＴ专利技术创新点
涉及ＭＲＩ／ＣＴ成像方式的专利申请中，有关成像及图像处理类的申请量最多（约

５０％），主要涉及图像重建与可视化、图像融合、图像配准、图像获取和预处理的方
法；其次是结构部件类（约２７％），主要与定位装置有关，而探头／扫描器的专利申请
数量并不突出；材料及其制备类中，９８％的专利均与造影剂／示踪剂相关。

从二级技术分支来看，ＭＲＩ／ＣＴ研发活动的重点集中于造影剂／示踪剂、图像重
建与可视化方法、定位装置。

②ＰＥＴ／ＣＴ专利技术创新点
传统ＰＥＴ设备因其不能提供足够清楚的解剖结构图像而产生病灶精确定位困

难等问题，初期厂家在工作站内安装了与 ＣＴ图像进行异机图像融合的软件以解决
上述问题。随着临床需求的不断增加和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ＰＥＴ和 ＣＴ被安装在
同一个机架内，分别在各自的计算机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图像重建，使受检者一次完

成ＰＥＴ和ＣＴ检查，实现了同机图像融合［６］。涉及 ＰＥＴ／ＣＴ成像方式的专利申请量
变化与技术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其中，有关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的专利最多（约

４２％），主要涉及图像的配准融合、获取以及预处理方法；紧接着的是结构部件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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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约４０％），主要集中于探头／扫描器以及总体构造技术分支；最后是材料及其制

备类（约１８％），主要涉及探测材料和造影剂／示踪剂相关技术分支。

③ＭＲＩ／ＰＥＴ专利技术创新点

将ＰＥＴ和ＭＲＩ相结合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不同于ＰＥＴ／ＣＴ采用的

是把２种成像设备单独结合在一起的方式，ＰＥＴ／ＭＲＩ致力于将ＰＥＴ置入到ＭＲＩ系统

中，使彼此的观测视野相匹配，以实现同时数据采集，减少扫描时间和辐射量［７］。因

此，涉及ＭＲＩ／ＰＥＴ组合成像方式的专利申请中，有关结构部件类的专利最多（约

４７％），其中探头／扫描器技术分支的专利量远远高于同级其他技术分支；其次是成

像及图像处理方法类（约３６％），主要涉及图像获取以及融合、重建技术；材料类专利

最少（约１７％），主要集中于造影剂／示踪剂相关材料的开发。

［７］戚仕涛，汤黎明，刘铁兵，钟添萍．一体式ＰＥＴ／ＭＲＩ技术分析与研究回顾［Ｊ］．中国医疗设备．２０１１，２６（０８）：５４
５７＋６２．

　　２．多模式成像技术专利发展动向

　　（１）技术构成

相关专利的技术可分为三个部分：结构部件、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材料及制备

方法（图１０）。三部分构成较为均衡，成像及图像处理方法数量略多，而结构部件、材

料及制备方法类相关专利基本持平。

图１０　多模式成像技术构成（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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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技术构成发展趋势

如图１１，造影剂／示踪剂一直受到申请人关注，历年保有申请量。探头／扫描器、

总体构造、图像获取方法、图像配准方法、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和图像融合方法也

是受关注的技术分支，申请数量较为稳定。准直器／光束限制器、扫描机架／扫描床和

控制台还没有成为技术焦点，每年的申请数量也不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探针材料在

近几年申请数量开始逐渐增多。

图１１　多模式成像技术专利时序分布（单位：项）

　　（３）技术／功效分析

如图１２，现已公开的专利技术方案中，最受关注的技术问题是提高图像质量／清

晰度／分辨率，这是当前专利研发活动的热点问题。其它受到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次

有：加快成像／图像处理／融合速度、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操作简单灵活和实现多种

模式并行成像。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现有技术方案中采用最多的是对造影剂／示踪剂的改进，

另外，探头／扫描器、总体构造、图像获取方法、图像配准方法和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

法也是重要的技术切入点。

目前，结构简单、尺寸小和灵敏度高关注较少，可能存在专利空间。

５２知识产权动态



图１２　多模式成像专利技术／功效矩阵（单位：项）

　　３．多模式成像技术涉诉美国专利

如表１１所示，多模式成像技术领域共有１９件专利涉及２６起美国专利诉讼，列
表中的案卷号可供查找相关专利诉讼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企业提起专利诉讼的目的

通常有以下几个：①获取赔偿款；②扩大自身影响力；③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或打压
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④警示、威胁竞争对手，阻挡其前进的脚步；⑤获得交叉许可的
资本；⑥间接挑战竞争对手专利的有效性。分析涉诉专利，往往能获知技术争端的焦
点，且在医药领域，从专利诉讼中往往可以得知基础专利的信息［８］。因此，需密切关

注这１９件诉讼专利的相关信息，尤其是 ＵＳ７７３４３２５、ＵＳ６２７８８３２这两件已在中国进
行布局的专利，分析权利要求，规避侵权风险。

［８］审查业务管理部．专利分析实务手册［Ｍ］．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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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９］
涉
诉
美
国
专
利
数
据
来
源
于
ｉｎ
ｎｏ
ｇｒ
ａｐ
ｈｙ
数
据
库
。

表
１１
　
多
模
式
成
像
涉
诉
美
国
专
利
［
９］

序
号
涉
诉
专
利

专
利
权
人

名
称

涉
及
技
术
主
题

最
早
优

先
权
年

案
卷
号

被
告

涉
诉
时
间

是
否
进

入
中
国

１
ＵＳ
７７
７６
３１
０

Ｍ
ｉｃ
ｒｏ
ｓｐ
ｈｅ
ｒｉｘ
公
司

含
有
非
放
射
性
核
素
成
像

标
记
物
和
生
物
相
容
载
体

的
近
距
离
放
射
治
疗
种
子

放
射
性
示
踪
剂

２０
００

９：
２０
１１
ｃｖ
８０
８１
３

Ｂｒ
ａｃ
ｈｙ
Ｓｃ
ｉｅ
ｎｃ
ｅｓ
，
Ｉｎ
ｃ．

２０
１１
２
０１
２
年

否

２
ＵＳ
７２
６１
８７
６
Ｂｒ
ａｃ
ｃｏ
Ｓｕ
ｉｓｓ
ｅ
Ｓａ
公
司

多
价
化
合
物

放
射
性
示
踪
剂

２０
０２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２
２３
０

ＢＡ
ＹＥ
Ｒ

ＣＯ
ＲＰ
ＯＲ
ＡＴ
ＩＯ
Ｎ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０
２
０１
１
年

否

３
ＵＳ
６４
７０
２０
７

美
敦
力
公
司

通
过
计
算
机
辅
助
荧
光
透

视
成
像
的
导
航
方
法

直
接
成
像
图
像

获
取
方
法

１９
９９

２：
２０
１１
ｃｖ
０１
３７
１

Ｓｍ
ｉｔｈ
＆
Ｎｅ
ｐｈ
ｅｗ
Ｉｎ
ｃ

２０
１１
年

否

４
ＵＳ
７７
３４
３２
５

伊
士
曼
柯
达
公
司

Ｃａ
ｒｅ
ｓｔｒ
ｅａ
ｍ
医
疗
公
司

多
模
式
成
像
的
装
置
和
方

法
成
像
设
备
总
体
构
造

２０
０５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０
３８
１
Ｃａ
ｌｉｐ
ｅｒ
Ｌｉ
ｆｅ
Ｓｃ
ｉｅ
ｎｃ
ｅｓ
，
Ｉｎ
ｃ．
２０
１０
２
０１
１
年

４：
２０
１３
ｃｖ
０１
６０
２

Ｂｒ
ｕｋ
ｅｒ
Ｃｏ
ｒｐ
ｏｒ
ａｔ
ｉｏ
ｎ

２０
１３
年

ＣＮ
１０
１０
５２
８６
９Ａ

５
ＵＳ
５３
８９
１０
１

犹
他
大
学

手
术
定
位
摄
影
的
装
置
和

方
法

基
于
模
型
的
图
像

配
准
方
法

１９
９２

３：
２０
０８
ｃｖ
０２
９７
３

Ｖａ
ｒｉａ
ｎ
Ｍ
ｅｄ
ｉｃ
ａｌ

Ｓｙ
ｓｔｅ
ｍ
ｓ ，
Ｉｎ
ｃ．

２０
０８
年

２：
２０
０８
ｃｖ
０１
３０
７

ＶＡ
ＲＩ
ＡＮ
Ｍ
ＥＤ
ＩＣ
ＡＬ

ＳＹ
ＳＴ
ＥＭ
Ｓ，
ＩＮ
Ｃ．

２０
０８
年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２
０４
２

Ｍ
ｅｄ
Ｓ
ｕｒ
ｇｉ
ｃａ
ｌ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
Ｉｎ
ｃ．

２０
１０
年

否

６
ＵＳ
５４
０６
９５
０
马
林
克
罗
制
药
公
司

吸
入
式
造
影
剂

聚
合
物
类
造
影
剂

１９
９３

２：
２０
１２
ｃｖ
０９
５１
５

Ｓｔ
ａｎ
ｔｅ
ｃ
Ｉｎ
ｃ

２０
１２
年

否

７
ＵＳ
４７
９１
９３
４

皮
克
国
际
公
司

计
算
机
断
层
扫
描
辅
助
立

体
定
向
手
术
的
系
统
及
方

法

成
像
设
备
总
体
构
造
；

基
于
特
征
的
图
像
配

准
方
法

１９
８６

３：
１９
９７
ｃｖ
０２
２７
１

Ｅｌ
ｅｋ
ｔａ
ＡＢ
，
ｅｔ
ａｌ

１９
９７
２
００
４
年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１
５３
９

Ｅｌ
ｅｋ
ｔａ
Ｉｎ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０
２
０１
３
年

否

８
ＵＳ
６２
７８
８３
２

Ｓｏ
ｕｔ
ｈｂ
ｏｕ
ｒｎ
ｅ

Ｉｎ
ｖｅ
ｓｔｍ
ｅｎ
ｔｓ
公
司

闪
烁
材
料
和
闪
烁
波
导
元

件
闪
烁
晶
体
材
料

１９
９８

２：
２０
１２
ｃｖ
０１
５２
１

Ｓａ
ｉｎ
ｔＧ
ｏｂ
ａｉ
ｎ
Ｃｅ
ｒａ
ｍ
ｉｃ
ｓ

ａｎ
ｄ
Ｐｌ
ａｓ
ｔｉｃ
ｓ
Ｉｎ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２
年

ＣＮ
１１
６７
９５
６Ｃ

９
ＵＳ
４５
９８
３６
８

东
京
芝
浦
电
气

株
式
会
社

叠
加
的
图
像
显
示
装
置

图
像
显
示
系
统
；
图

像
重
建
与
可
视
化
方
法

１９
８２

３：
１９
９７
ｃｖ
０２
２７
１

Ｅｌ
ｅｋ
ｔａ
ＡＢ
，
ｅｔ
ａｌ

１９
９７
２
００
４
年

否

１０
ＵＳ
５２
１５
６８
０

Ｃａ
ｖｉ
ｔａ
ｔｉｏ
ｎ
ｃｏ
ｎｔ
ｒｏ
ｌ

Ｔｅ
ｃｈ
ｎｏ
ｌｏ
ｇｙ
公
司

顺
磁
性
标
记
微
泡
的
生
产

方
法

聚
合
物
类

造
影
剂

１９
９０

２：
２０
１２
ｃｖ
０９
５１
５

Ｓｔ
ａｎ
ｔｅ
ｃ
Ｉｎ
ｃ

２０
１２
年

否

１１
ＵＳ
６９
１２
３２
４

美
光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使
用
内
存
查
找
进
行
宽
动

态
范
围
的
融
合

图
像
融
合
方
法

１９
９８

２：
２０
０５
ｃｖ
０２
９４
０

ＴＨ
Ｅ
ＣＯ
ＬＥ
Ｍ
ＡＮ

ＣＯ
Ｍ
ＰＡ
ＮＹ
，
ＩＮ
Ｃ．

２０
０５
年

２：
２０
０５
ｃｖ
０２
０３
１
ＢＡ
ＳＳ
ＰＲ
Ｏ
ＯＵ
ＴＤ
ＯＯ
Ｒ

Ｗ
ＯＲ
ＬＤ
，
Ｌ．
Ｌ．
Ｃ．

２０
０５
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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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１１
）

序
号
涉
诉
专
利

专
利
权
人

名
称

涉
及
技
术
主
题

最
早
优

先
权
年

案
卷
号

被
告

涉
诉
时
间

是
否
进

入
中
国

１２
ＵＳ
５４
６９
８４
７

Ｉｚ
ｉＭ
ｅｄ
ｉｃ
ａｌ

Ｐｒ
ｏｄ
ｕｃ
ｔｓ
公
司

皮
肤
多
模
式
成
像
标
记
物

放
射
性
示
踪
剂

１９
９２

２：
２０
１１
ｃｖ
０６
９２
９

Ｐａ
ｔｔｅ
ｒｓ
ｏｎ
Ｄｅ
ｎｔ
ａｌ

Ｓｕ
ｐｐ
ｌｙ
Ｉｎ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１
２
０１
２
年

否

１３
ＵＳ
５２
９９
２５
３

Ｐｅ
ｒｉｍ
ｍ
ｕｎ
ｅ

Ｈ
ｏｌ
ｄｉ
ｎｇ
ｓ公
司

叠
加
腹
部
计
算
机
辅
助
断

层
扫
描
磁
共
振
图
像
与
单

光
子
发
射
断
层
扫
描
图
像

的
配
准
系
统

聚
合
物
类
造
影
剂
；
基

于
模
型
的
图
像
配
准
方

法
；
多
源
数
据
融
合
图

像
获
取
方
法

１９
９２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２
０４
２

Ｍ
ｅｄ
Ｓ
ｕｒ
ｇｉ
ｃａ
ｌ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
Ｉｎ
ｃ．

２０
１０
年

否

１４
ＵＳ
５８
１８
９０
１

西
门
子
股
份
公
司

同
时
获
得
Ｍ
Ｒ
和
Ｘ
射
线

图
像
的
医
疗
检
查
设
备

成
像
设
备
总
体
构
造
；

直
接
成
像
图
像
获
取

方
法

１９
９６

２：
２０
０５
ｃｖ
０２
５８
０

Ｍ
ｅｄ
ｉａ
ｔｅ
ｋ
Ｉｎ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
０５
２
００
７
年

否

１５
ＵＳ
４９
７７
５０
５

Ａｒ
ｃｈ
开
发
中
心
；

芝
加
哥
大
学

图
像
合
成
方
法

衰
减
校
正
图
像
融
合

方
法
；
多
源
数
据
融
合

图
像
获
取
方
法

１９
８８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２
０４
２

Ｍ
ｅｄ
Ｓ
ｕｒ
ｇｉ
ｃａ
ｌ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
Ｉｎ
ｃ．

２０
１０
年

否

１６
ＵＳ
５８
３６
９５
４

索
法
莫
戴
恩
其

控
股
公
司

手
术
定
位
摄
影
的
装
置
和

方
法

成
像
设
备

总
体
构
造

１９
９２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２
０４
２
Ｍ
ｅｄ
Ｓ
ｕｒ
ｇｉ
ｃａ
ｌＳ
ｅｒ
ｖｉ
ｃｅ
ｓ，
Ｉｎ
ｃ．

２０
１０
年

否

１７
ＵＳ
６９
２５
３１
９

通
用
电
气
公
司

集
成
的
多
模
式
成
像
系
统

探
测
器
；
直
接
成
像

图
像
获
取
方
法

１９
９９

８：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１
２８
８

Ｐａ
ｃｓ
Ｇｅ
ａｒ
Ｉｎ
ｃ

２０
１０
年

８：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１
２８
７

Ｄａ
ｔａ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ｎ
ｇ
Ｉｎ
ｃ

２０
１０
年

８：
２０
１１
ｃｖ
０１
４３
４

Ｄａ
ｔａ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ｉｎ
ｇ
Ｉｎ
ｃ

２０
１１
年

否

１８
ＵＳ
５３
６８
０３
０

Ｉｚ
ｉＭ
ｅｄ
ｉｃ
ａｌ

Ｐｒ
ｏｄ
ｕｃ
ｔｓ
公
司

非
侵
入
性
多
模
式
放
射
性

表
面
标
志
物

放
射
性
示
踪
剂

１９
９２

２：
２０
１１
ｃｖ
０６
９２
９

Ｐａ
ｔｔｅ
ｒｓ
ｏｎ
Ｄｅ
ｎｔ
ａｌ

Ｓｕ
ｐｐ
ｌｙ
Ｉｎ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１
２
０１
２
年

否

１９
ＵＳ
７４
１３
７２
７

通
用
电
气
公
司

造
影
剂

聚
合
物
类
造
影
剂

１９
９６

３：
２０
１０
ｃｖ
０２
２３
０

ＢＡ
ＹＥ
Ｒ

ＣＯ
ＲＰ
ＯＲ
ＡＴ
ＩＯ
Ｎ
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０
２
０１
１
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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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１３所示，这１９件涉诉美国专利分布在８个技术分支，主要涉及造影剂／示

踪剂（放射性示踪剂、聚合物类造影剂）、图像获取方法（直接成像、多源数据融合图

像获取方法）、总体构造等。

１９件专利中，８４％的专利最早优先权年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但９２％的涉诉年份都在

２００５年以后，说明近年来多模式成像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早期布局的专利开始在

市场竞争中发挥作用，这些专利很可能是各技术分支的基础性专利。

图１３　多模式成像涉诉美国专利技术构成（单位：件）

　　４．多模式成像技术在华专利申请状况

　　（１）在华专利技术构成

在华相关专利申请中（图１４），结构部件类专利数量最多（４３％），其次是成像及

图像处理方法（４０％），最后是材料及制备方法（３０％）。专利技术构成时间趋势如图

１５所示。

图１４　多模式成像在华专利技术构成（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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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多模式成像在华专利技术构成时间趋势（单位：件）

　　（２）中国与全球专利申请重点的差异

表１２对比了多模式成像技术全球及在华专利申请重点，全球和在华申请的重点

技术构成大致相同，但受关注程度有所差异。造影剂／示踪剂是全球申请和在华申请

最多的技术分支。探头／扫描器在全球申请中是排名第二的技术分支，但在华申请的

技术分支排名上并未居于较前列。

表１２　多模式成像技术全球及在华专利申请重点技术分支对比

地域范围 申请重点

全球申请

造影剂／示踪剂（７６９）
探头／扫描器（２７２）
总体构造（２６２）

图像获取方法（２５７）
图像配准方法（２３５）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２３２）
图像融合方法（２２４）

在华申请

造影剂／示踪剂（１７２）
总体构造（１１１）
图像融合方法（９７）
图像配准方法（８９）
探头／扫描器（７８）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７６）
图像获取方法（５３）
其他辅助设备（５１）

　　（３）国内与国外来华专利申请的差异

在华专利中（表１３），国内与国外来华申请的重点技术构成大致相同，但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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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有所差异。造影剂／示踪剂是国内外申请人均最重视的技术分支。总体构造较

受国内申请人重视，但不属国外来华申请排名靠前的重要技术分支。

表１３　多模式成像在华专利国内与国外来华申请重点技术分支对比（单位：件）

地域范围 申请重点

国内申请

造影剂／示踪剂（８０）
总体构造（８０）

图像融合方法（６１）
图像配准方法（５１）
探头／扫描器（４５）
其他辅助设备（３９）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３９）

国外来华申请

造影剂／示踪剂（９２）
图像配准方法（３８）

图像重建与可视化方法（３７）
图像融合方法（３６）
探头／扫描器（３３）
总体构造（３１）

图像获取方法（３０）

　　（４）尚未进入中国的国外重要专利筛选

表１４统计了申请量领先的申请人的重要技术分支，各申请人都有大量专利尚未

进入中国，突出的如日立医疗集团的图像获取方法相关专利、柯尼卡美能达的造影

剂／示踪剂专利。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合理利用这些专利；另一方面，应加紧专利申请

步伐，及时布局国内市场。

表１４　尚未进入中国的多模式成像关键技术专利

申请人 国别 技术分支
全球

专利量

未进入ＣＮ
的专利

代表性专利例举

通用

电气公司
美

造影剂／示踪剂 ４１ ２２

ＵＳ２００７００９２４４７Ａ１
ＵＳ２００９０２７４６２３Ａ１
ＵＳ６６８５９１５Ｂ

ＵＳ２００８０２７９７７１Ａ１
ＵＳ２００８００４４３５０Ａ１

图像获取方法 ３５ ３１

ＵＳ６５９１１２７Ｂ１
ＵＳ７２１２６６１Ｂ２
ＵＳ６９２５３１９Ｂ２
ＵＳ６９５６９２５Ｂ１

ＵＳ２０１０００８８３４６Ａ１

探头／扫描器 ３２ ２８

ＵＳ６９２５３１９Ｂ２
ＵＳ７６６７４５７Ｂ２
ＵＳ５４２０４２９Ａ
ＵＳ７８４７５５２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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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

申请人 国别 技术分支
全球

专利量

未进入ＣＮ
的专利

代表性专利例举

西门子股份

有限公司
德

图像获取方法 ３５ ２７

ＤＥ４０２１１０２Ａ１
ＵＳ２００５００９６５３８Ａ１
ＵＳ６５７４２９６Ｂ２
ＵＳ６７６８４９６Ｂ２
ＵＳ７６０３１６５Ｂ２

图像融合方法 ３５ ２２

ＵＳ５９２３７２７Ａ
ＵＳ７８７６９３８Ｂ２
ＵＳ８０９０４２９Ｂ２

ＵＳ２０１０００６７７６８Ａ１
ＵＳ２００８０２９２１６４Ａ１

图像重建与

可视化方法
３４ ２７

ＵＳ２００５００９６５３８Ａ１
ＵＳ６３５１５１３Ｂ１
ＵＳ７９３５０５５Ｂ２
ＵＳ７６８８９９５Ｂ２

ＵＳ２０１００２６８０６３Ａ１

飞利浦

电子公司
荷兰

图像配准方法 ３７ １２ ＷＯ２０１２１２３８２９Ａ１

图像融合方法 ２７ １０ ＵＳ７５５８４３９Ｂ２

奈科姆成像

有限公司
挪威 造影剂／示踪剂 ４１ ２６

ＵＳ６１１０４４４Ａ
ＵＳ６２７４１２０Ｂ１
ＧＢ２３３７５２３Ａ

东芝集团 日 图像融合方法 １９ １２
ＪＰ２０１１２３４８６４Ａ
ＪＰ２０１０００４９４０Ａ
ＪＰ２０１２２３５９３４Ａ

马林克罗

制药公司
美 造影剂／示踪剂 ２６ ２５

ＵＳ７１９８７７８Ｂ２
ＵＳ６１８３７２６Ｂ１
ＵＳ６１８００８６Ｂ１
ＵＳ６７０６２５４Ｂ２

日立医疗

集团
美 图像获取方法 ７ ７

ＪＰ１１０７６２２８Ａ
ＪＰ２００７０６８８５２Ａ

富士公司 日 造影剂／示踪剂 １０ ９ ＵＳ７２４７４２１Ｂ２

柯尼卡

美能达
日 造影剂／示踪剂 １１ １１

ＪＰ２００５２２００４５Ａ
ＪＰ２００５２６３６４７Ａ

朱月仙，张　娴，许　轶，许海云，李姝影，房俊民，方　曙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情报研究部）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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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合作座谈会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１日，中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合作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施尔畏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出席会议。

施尔畏副院长首先介绍了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情况。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鼓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数量快速增长；第二个阶段，提

高知识产权质量，鼓励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下一步将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开展专利挖

掘、运营工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施院长希望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建

设ＳＴＳ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网络，实践以专利为主体的知识产权运用，向院属研究所、
院外科研机构、大学、企业有偿提供“菜单式”的专业化服务。

申长雨局长介绍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未来几年的工作思路，即以建设知识产权强

国为中心，抓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局建设和推动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３个关键，处理好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数量与质
量、知识产权管理集中与分散、知识产权国内与国际事务、国家知识产权局与知识产

权系统及其他部门等五个方面的关系。目前，国知局正在凝炼１０项重点工作。
针对中科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合作，申局长强调，一是要利用好已有的平台，

继承和发扬双方良好合作成果；二是要开创新的合作领域，寻找新的切入点。施院长

和申局长都表示双方可以在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编制和宣贯，知识产权培

训以及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

国家知识产权局廖涛副局长、专利管理司马维野司长、保护协调司张志成副司

长，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严庆局长、陈文开副局长等参加了会谈。

朱月仙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４０３／ｔ２０１４０３１３＿４０５１２５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

中科院微电子所２０１３年美国授权专利数量
进入全球 Ｔｏｐ５００

根据专利数据提供商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数据，２０１３年美国专利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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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授予２７７８３５万件专利，较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０％，创历史新高。２０１３年，我国机构取

得的美国专利数量相比２０１２年也有较大增长，有１９个机构进入 Ｔｏｐ１０００，９个机构

进入Ｔｏｐ５００。其中，中科院微电子所２０１３年美国授权专利数量达６８件（２０１２年为

１３件），位列全球第４６８名。２０１３年美国授权专利 Ｔｏｐ５００机构中，国内的大学和科

研院所只有２个，另一个是清华大学。

马廷灿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ｔｏｐ＿ｇｌｏｂａｌ＿ａｓｓｉｇｎｅｅｓ

ｈｔｔｐ：／／ｃｄｎｅｔ．ｓｔｐｉ．ｎａｒｌ．ｏｒｇ．ｔｗ／ｔｅｃｈｒｏｏｍ／ｐｃｌａｓｓ／２０１４／ｐｃｌａｓｓ＿１４＿Ａ０３３．ｈｔｍ

原文标题：ＩＦＩＣＬＡＩＭＳ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Ｔｏｐ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ｓｓｉｇｎｅｅｓｏｆ２０１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

植物所通过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验收考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通过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验收考核，被认

定为２０１３年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

专利试点单位评选由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组织，旨在落实首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

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提升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和利用能力。被认定为专

利试点单位后，可享受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在国内外专利申请方面的优惠资助政策。

截至２０１３年，植物所共申请专利３９３件，授权专利２４９件，涉及植物抗逆、生态

恢复、园艺等多个领域。植物所将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能力，促进优势科

研创新能力与产业的融合，服务行业和区域发展。

朱月仙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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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

合肥研究院３项科技成果获２０１３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５日，２０１３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合肥召开。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２项科技成果获得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１项获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本次安徽省共颁发了１６项科学技术一等奖，其中仅３项为自然科学一等奖，合

肥研究院获得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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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合肥研究院智能所张忠平等人完成的“面向痕量快速检测的纳米传感

原理与分析方法”和等离子体所王祥科等人完成的“重金属离子和放射性核素在环

境中化学行为和污染治理研究”两项成果分别获得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智能所刘锦

淮等人完成的“新型触摸屏纳米功能薄膜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获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朱月仙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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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

武汉物数所２项成果荣获湖北省２０１３年技术发明一等奖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５日，湖北省召开２０１３年科技奖励大会，表彰２０１３年度省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武汉物数所刘朝阳研究员主持完成的“高场核磁共振仪器关键技术及

核心部件的开发应用”获得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同时，该所宋沙磊副研究员参与

完成的研究项目“地物探测多光谱激光雷达”获得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朱月仙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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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
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日，国务院同意并发布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

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意见》规定了假冒伪劣和侵权行政处

罚案件信息公开的总体要求、公开的内容、公开的权限、公开的程序和方式、规范和管

理、监督和保障等。其中《意见》规定公开的内容涉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内容和

依照法律及法规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包括：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被处罚的企业或

其他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主要事实等。同时《意

见》规定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假冒伪劣和侵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自行政执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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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作出处罚决定或处罚决定变更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朱月仙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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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４日

国务院就《商标评审规则意见稿》征求意见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０日，《商标评审规则（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在国务院法
制办官网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当事人参加商标评审活动，可以以书面方

式或者数据电文方式办理。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和本规则作出的

决定和裁定，应当以书面方式或者数据电文方式送达有关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商标

评审时，商标申请人可申请有利害关系的商标评审人员回避，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根据规定对商标评审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被申请回避的商标评审人员在商标评审

委员会作出是否回避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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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企业获专利质押贷款超１００亿美元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２０１３年，中国企业获专利权质押金额首次突破２００
亿元，达２５４亿元人民币，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８０％。从２００８年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
点工作以来，知识产权局先后在２９个地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投融资服务
试点，有力推动专利质押融资工作在全国开展。专利权质押金额累计达到６３８亿元
（约合１０３．８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１２％。《知识资产管理》（ＩＡＭ）发表评论称，这表明
中国对专利的理解已较为成熟，能推动其建立一个世界领先的专利质押融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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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高法院裁决在侵权确认判决中专利权人负举证责任

２０１４年２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专利被许可人提出的确认判决中，专利权

人，而非被许可人负有专利是否被侵权的举证责任。在美敦力公司（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ｃ．）
和波士顿科学公司（Ｂｏｓｔ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ｒｐ．）的诉讼案中，美敦力公司曾从波士顿科学

公司获取心脏除颤器专利的许可权，而该专利是由米卢斯基家族有限公司（Ｍｉｒｏｗｓｋｉ
Ｆａｍｉｌｙ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ＬＬＣ）许可给波士顿科学公司的。美敦力公司寻求其新产品未被米卢

斯基家族有限公司专利覆盖的确认判决。联邦地区法院认为，美敦力公司负有产品

未侵权的举证责任，而最高法院不同意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认为举证责任仍然由专

利权人承担，因为专利技术可能非常复杂，专利权人更能说明侵权的原因以及产品如

何侵权。因此，该案将退回联邦地区法院进一步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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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知识产权立法发生重大改革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８日，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５项计划引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
约，用于协调该国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相关法规，具体包括：《商标国际注册

马德里协定》（Ｍａｄｒｉｄ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商标法新加坡条约》（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的尼斯协定》（Ｎｉｃ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工业品
外观设计国际保存海牙协定》（Ｈａｇｕ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和《专利法条约》（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Ｔｒｅａ
ｔｙ）。一旦上述条约被批准引入，将使加拿大知识产权法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最终
达到和其他发达国家一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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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计划延长再生医学相关专利保护期

据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计划将再生医学相关专利的保护

期由２０年延长至２５年，以鼓励该领域的技术研发。涉及到皮肤、眼角膜、肌肉、软骨

等用于移植的组织和器官的培养技术将从药物专利分类中单独分离出来，其专利保

护期延长至２５年。而其他再生医疗产品的保护期限将仍然为２０年，如人工心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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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合作开发的知识产权问题处理指南

２０１４年２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对一项由大学、中小企业和

大企业合作开发的案例进行研究，认为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问题是合作开发中最关

键的问题之一。指南给出了在合作开发中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案，以及如何对共同拥

有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管理。最后，根据案例的处理经验提出行动建议：在合作开

发中，最好在项目的早期阶段甚至是项目开始之前就处理好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属

问题；要在协议中具体指出合作伙伴之间如何分摊所有权的股份；知识产权的共同所

有权应避免为“默认的解决方案”或“简单的选择”，而应该仔细谨慎地加以考虑，因

为这很可能会引起各方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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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ＮＡＳＡ授权开发骨骼和组织再生专利技术

２０１４年２月，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与ＧＲｏＫ技术公司签订专利许可协议，由
ＧＲｏＫ技术公司帮助ＮＡＳＡ进行四项专利技术的商业化。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宇航员
在长期太空飞行后促进骨骼和组织再生。ＧＲｏＫ技术公司也有意利用这些技术开发
一种用于缓解人类和动物肌肉骨骼疼痛和炎症的外部治疗设备，提升机体缓解疼痛

的机能。另外一项正在开发中的技术涉及让用户构建人体器官的３Ｄ模型，用于药
物等方面的测试，以此大幅提升测试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精确性，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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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州大学允许初创公司用股票偿还投资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采用一种名为“Ｃａｓｈｌｅｓｓ
ｇｉｖｉｎｇ”的新型初创公司投资方案。具体方式是ＵＣＬＡ创业投资基金向该校的初创公
司提供资金和创业指导，初创公司则向学校捐赠公司股份作为回报。该方案的关键

在于初创公司只需抵押公司股份并承诺在后期股权分配中向学校转让公司股份，从

而激励ＵＣＬＡ积极帮助初创公司发展以实现受赠股份的价值。这种做法不同于目前
大学普遍采用的以等额资金偿还投资的方式，有利于实现创业投资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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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普渡大学研究基金会与库克医疗公司
共同推出１２００万美元创业基金

２０１４年２月，美普渡大学研究基金会（Ｐｕｒｄｕ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与库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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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ＣｏｏｋＭｅｄｉｃａｌ）共同推出一个１２００万美元的常绿投资基金，以支持从普渡大学
剥离新的生命科学初创企业。该非营利性投资基金将寻求其他投资者为基于普渡大

学技术和研究成果的公司提供基金，尤其是在人类、动物健康和植物科学领域。投资

所得的任何回报都将继续留在基金，以帮助优秀初创企业未来的发展。普渡大学校

长ＭｉｔｃｈＤａｎｉｅｌｓ指出，该基金有助于促进普渡大学的创新转化成新产品，帮助普渡大
学的创新者们将他们的技术推向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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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校教师质疑现行专利所有权归属制度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堪萨斯会议主席、堪萨斯大学副教授 ＲｏｎＢａｒｒｅｔｔＧｏｎｚａｌｅｚ认
为现行的专利所有权归属制度会限制那些想在暑假期间为私营企业工作的学者，从

长远看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让所有的大学教师签署一份协议，同意“为执

行大学的工作任务，涉及大学的相关研究或使用大学资源产生的成果，专利所有权归

大学所有”。堪萨斯大学工程系的１３０多位教师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大学将这一专
利所有权归属的规定从就业协议中删除，以便让研究人员在暑假进行私人的工作，而

不用担心创造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ＲｏｎＢａｒｒｅｔｔＧｏｎｚａｌｅｚ指出希望能通过立法，消
除学术研究人员和私营企业合作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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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ＷＡＲＦ起诉苹果侵犯微处理器电路相关专利

２０１４年２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友研究基金会（ＷＡＲＦ）向苹果公司发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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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指控其ｉＰｈｏｎｅ５Ｓ和ｉＰａｄ等产品中的Ａ７芯片侵犯了ＷＡＲＦ于１９９６年申请并即
将到期的一项专利———基于表格下并行处理计算机数据推测电路（ＵＳ５７８１７５２），５年
前ＷＡＲＦ曾以同一专利起诉英特尔公司。该专利涉及一种新的电路，能让微处理器
更好地完成多任务操作，提高处理性能和电源效率。该诉讼已经被正式提请，ＷＡＲＦ
正在寻求赔偿和禁制令，要求苹果在未支付专利许可费前停止销售一切搭载 Ａ７芯
片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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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２０１３年美国专利交易均价下跌３７％

专利中介公司ＩＰ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研究发现，２０１３年美国专利交易价格的平均值和中位
值相比２０１２年均有较大幅度下降：２０１３年美国专利的平均交易价格为２２．０５８８万美
元，较２０１２年的平均交易价格（３７．３５７３万美元）下跌了３７％；２０１３年的中间交易价
格为１７．０万美元，较２０１２年的中间交易价格（２２．０５８８万美元）下跌了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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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智公司抨击“专利诉讼”五论点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美高智公司（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Ｖｅｎｔｕｒｅｓ）首席政策顾问 ＲｕｓｓＭｅｒ
ｂｅｔｈ针对当前盛传的“专利诉讼”五论点发表抨击评论：（１）专利诉讼爆炸说：评论称
研究表明专利大战在每一个新技术的浪潮中都会爆发，而目前涉诉专利所占的比重

是符合历史潮流的；（２）超５０％的诉讼由专利流氓发起：评论援引美国政府问责局
（ＧＡＯ）的研究表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间仅五分之一的专利诉讼来自非执业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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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ＰＥ）；（３）非执业实体相关的专利诉讼增加２９０亿美元社会成本：ＲｕｓｓＭｅｒｂｅｔｈ认
为，约四分之三的成本是给专利权人的许可费和安置费，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成

本或无谓的损失；（４）专利诉讼爆炸阻碍技术创新：该评论称２０１３年风险投资资金
飙升至２０００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风险投资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软件领域，也是专
利总量增长最快的领域；（５）非执业实体是流氓：ＲｕｓｓＭｅｒｂｅｔｈ认为，经营型企业和非
执业实体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一些大的科技公司本身也拥有非执业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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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利分析机构发布近年 ＮＰＥ诉讼公司排名

根据专利分析机构ＰａｔｅｎｔＦｒｅｅｄｏｍ就其收集的７５０家ＮＰＥ（非执业实体）所做的
统计，近年来ＮＰＥ正在不断加大力度针对他们眼中的“肥羊公司”展开攻势，这些企
业来自不同的领域并开始涉及不同的规模类型。尽管存在这样的趋势，ＰａｔｅｎｔＦｒｅｅ
ｄｏｍ的统计结果显示，ＮＰＥ还是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树大招风的“大肥羊”身
上。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３年受到 ＮＰＥ起诉最多的公司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ＡＴ＆Ｔ），共涉及５１起诉讼，苹果及三星则以４２起和３８起涉诉分列第２名和第３
名。而从近５年的数据来看，苹果公司仍然是ＮＰＥ眼中的头号“肥羊”，以１９１起涉
诉稳居榜首。

表１５　近５年ＮＰＥ诉讼最多的前１０家公司

排名 公司名称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总计

１ Ａｐｐｌｅ ２７ ３５ ４３ ４４ ４２ １９１
２ Ｓａｍｓｕｎｇ １２ ２２ ４２ ３８ ３８ １５２
３ ＨＰ ２７ ３７ ３３ ２０ ３３ １５０
４ ＡＴ＆Ｔ １６ ２２ ３４ ２４ ５１ １４７
５ Ｄｅｌｌ ２８ ２４ ３５ ２１ ３２ １４０
６ Ｇｏｏｇｌｅ １６ １４ ４０ ２６ ３１ １２７
７ 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 １４ ２０ ３９ ２２ ３０ １２５
７ Ｓｏｎｙ ２４ ２１ ３１ ２３ ２６ １２５
９ Ｖｅｒｉｚｏｎ １４ １７ ２６ ２５ ４２ １２４
１０ ＬＧ １２ ２４ ２８ ２６ ２７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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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５日

韩国独霸全球４ＧＬＴＥ标准专利：ＬＧ和三星占４成

美国专利咨询机构ＴｅｃｈＩＰｍ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０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１

月３１日，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商标局注册的４ＧＬＴＥ专利中，从暂定的标准

专利候补数量来看，ＬＧ电子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占总数的２３％；三星电子占１８％，

位列第二。可见韩国两大智能手机制造商领跑全球ＬＴＥ标准专利市场。此外，高通

以９％的占有率紧随ＬＧ电子和三星电子之后，居第三位，之后分别是ＮＳＮ（９％）、摩

托罗拉（８％）、爱立信（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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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智能语音系统 Ｓｉｒｉ引专利侵权诉讼

苹果手机的智能语音系统Ｓｉｒｉ引争议，上海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苹果诉至

上海法院，称 Ｓｉｒｉ技术涉嫌侵犯该公司２００４年申请的一项涉及语音识别技术“小 ｉ

机器人”的专利。２０１３年９月，苹果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该专利无效被

驳后，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

审委员会和上海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继续要求宣告上海智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拥有的该项语音识别专利无效。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７日，该案进行了现场庭审。庭审焦

点是智臻拥有的“小ｉ机器人”是否具备专利资格、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等，案件

目前尚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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