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请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证券研究报告 | 策略研究  

 
深度报告 中美专利全方位对比：追赶中的中国专利 

2018年7月23日 ——中美对比系列报告之二 
 

 

 

《中美研发创新支持鼓励政策比较及

政策建议——中美对比系列报告之一

（0711）》 

 

 

 

中美两国专利授权数量收窄但是专利价值差距依然较大。中国在数字通信和电子

通信领域的专利数量占优，而美国在医疗技术和制药方面优势明显。A 股上市公司

专利数量稳健增长，家电和电子行业增长较快。中国的专利政策支持力度将向新

型产业倾斜。 

 数量与质量：两国专利授权总量差距收窄，中国高价值专利匮乏。中国与美

国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存在差距，在科技进步的带动下中国的专利数量不断

攀升。2000 年，中国 PCT 专利申请数量是 781 件，仅占美国专利申请数量

的 2%，差距悬殊；2017 年，中国的 PCT 申请数量达 48875 件，跃居世界第

二，占比为美国数量的 87%。从 2003 年以来，中国每年的 PCT 申请量均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10%以上），远远高于全球的增长速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整体实力的提升。在专利数量快速攀升的同时，中国专

利的质量和价值较为落后，核心专利数量不足美国核心专利数量的 10%。对

比中美专利的被引用次数发现（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技术水平越高，专利价值

越大），中国的专利平均引用次数均明显小于美国。中美的专利申请者结构

分化较为明显，美国拥有更多的企业和高校专利申请者，而中国的个人专利

申请者占比相对较多；不过近年来中国的企业专利申请者有加速上升的趋势。 

 核心技术领域对比：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的核心技术领域集中在

电气工程、仪器、机械工程、化工等。电气工程领域两国的总数差别不大，但

是中国在数字通信、电子通信行业的专利数量占优。在仪器领域，美国的专

利数量几乎是中国的两倍，特别是医疗技术的专利数量极高。机械工程方面，

美国在机床、特殊机械等领域的专利数量突出。化工方面，美国的化工行业专

利数量几乎是中国相应领域的三倍，特别是生物技术、制药和高分子材料等

的行业的专利数量表现突出。 

 A 股专利数量稳健增长，家电和电子行业增长较快。2017 年 A 股上市公司专

利数量达到 81.9 万件，其中家电行业的专利数量以 11.67 万件位于行业第一，

其次是汽车、通信和电子。上述行业对于技术要求较高并且更新换代较快，专

利的数量也高于其他行业。从不同行业的专利数量增长势头来看，家电和电子

行业的增速较高。中兴通讯、中国石化、格力电器和京东方的专利数量突破 3

万件位于众多上市公司的前四名，与海外公司的专利数量相比也处于前列。 

 中美专利法律法规变迁：美国专利政策起步较早目前也更为完善，历史上多

次根据经济波动对专利法规做出调整，如在大萧条时期弱化专利法的实施力

度。中国的专利法起步较晚，近期专利审查将会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领域优先倾斜。 

 《中国制造 2025》中的中美两国专利布局：美国在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

息技术、电力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六个领域保持明显的优势；而中国在农机装备、新材料、海

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及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四个领域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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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量与质量：专利授权总量差距收窄，中国高价值专

利匮乏 

1、中美 PCT 专利申请数量差距收窄，中国迎头追赶 

专利合作协议（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以下简称 PCT)是对于各个成员国提交专

利申请进行审查从而满足各国对于专利保护诉求的协议；中国在 1994 年正式成为 PCT

的成员国。PCT专利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专利保护意识，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与海外竞争者争夺市场份额时选择 PCT 途径提交专利申请来保

护自身的专利成果，同时这一做法也提高了行业的进入壁垒。 

图 1：2017 年全球 PCT 专利申请数量同比增速回落至 4.26%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PCT 协议为衡量各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提供了统一的标准。观察近年来中美专利申请数

的变化发现，中国与美国在海外专利数量方面存在差距，但是中国的科技进步带动专利

数量不断攀升，数量间的差距正在缩小。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在 PCT

国际专利申请体系中专利数量跃升：2000 年，中国 PCT 申请数量是 781 件，与此同时，

美国是 38013 件，中国仅占美国的 2%，差距悬殊；2017 年，中国的 PCT 申请数量达

48875 件，跃居世界第二，占比为美国数量的 87%。 

从 2003 年以来，中国每年的 PCT 申请量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10%以上），远远高于

全球 PCT 的增长速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整体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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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7 年中美专利申请数量之差缩小至 7439 件  图 3：中国专利申请量保持两位数增长，美国转负增长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2017 年美国申请了 56314 件 PCT 专利，仍然居于全球首位；紧接其后的是中国，PCT

申请数量达到48875，超越了以往的第二大专利申请国日本（2017年申请数量为48206，

位于第三位），美国、中国和日本的 PCT 申请数量占全球申请数量的 63.2%。德国和韩

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为 18959 件和 15753 件，占比为 7.8%和 6.5%。其他国家申请

数量较为分散，占到总数量的 22.5%。 

WIPO 在 2017 年度报告中做出预测，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望在未来三年内超越美国，

位居 PCT 专利申请数量的首位。同时 WIPO 工作人员表示，“中国利用 PCT 系统快速

增长表明，中国的创新者已经瞄准国际市场”。 

图 4：2017 年中国申请专利的数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专利申请数量国家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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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高价值专利十分匮乏 

我们在前文中指出，2017 年中国的 PCT 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跃升至全球第二大国，并且

以年均 10%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长，因此中国的专利在数量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突破；

但是同样应该注意到，专利的价值同样也是评判技术进步的核心指标之一。 

Innography 专利综合分析数据库中提出了专利强度这一指标，用来评价专利的有效性

和价值性。在该数据库中，结合被引用次数、应用行业等因子把专利强度划分为十个等

级，分值越高强度越大；一共有三个等级，一般专利（0-3 分），重要专利（3-8 分）、

核心专利（8-10 分）。参考 2015 年的专利数据情况，中国专利中一般专利数量、重要

专利数量、核心专利数量分别占专利授权总量的 93.57%、6.27%、0.16%，而美国为

51.04%、42.56%、6.40%。 

中国专利的主体为低价值专利，高价值专利十分匮乏。2015 年中国的专利授权总量达

1895850 件，远高于美国的 487592 件，是其 3.89 倍，但中国的核心专利数量仅为美

国的 9.76%。近年来我国的专利授权总量增长率极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

与美国仍然有很大差距。 

图 5：中国核心专利数量比例远远低于美国的核心专利数量占比比例 

 
资料来源：Innography，招商证券 

IPC 分类是国际上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它将专利分为人类生活必需、作业

和运输、化学和冶金、纺织和造纸、固定建筑物、机械工程、物理、电学 8 个技术大类。

整体而言，美国的八大类占比的分布较中国更均匀。美国整体科研实力较强，并且在重

点领域较为突出。而中国表现为在重点领域相对突出，整体部分不均匀。电学、物理、

化学和冶金领域是中国近几年来核心专利的主要突破领域，其中电学领域的核心专利比

例最高，该领域是中国近年来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以华为、中兴、京东方、TCL、

比亚迪等企业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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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5 年中国和美国核心专利数量分布 

 
资料来源：CNKI，Innography，招商证券 

通常，一项专利被后续引用的次数越多，技术水平越高，专利价值越高。本文中选取了

一般专利、重要专利和核心专利三个专利强度内各最高 100 件专利的平均前向引用次数。

中国在三个专利强度分段内的平均引用次数均明显少于美国，这反映出中国专利的整体

技术水平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图 7：2015 年中国和美国专利平均被引用次数 

 
资料来源：CNKI，Innography，招商证券 

3、美国拥有更多的企业和高校专利申请者 

2016 年全球 27 个国家中 PCT 专利申请者的结构，WIPO 将申请者分为企业及公司、

个人、大学以及政府机构。不同国家的申请者结构差别较大，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

申请者占比超过 90%，而俄罗斯的企业申请者占比不到 50%。俄罗斯 PCT 专利申请者

的主体是个人申请者，新加坡的大学申请者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 

一个国家的企业申请者占比越高，意味着该国拥有更多具有研发能力、知识产权产出能

力的企业，如瑞典的爱立信，日本的三菱、索尼、夏普，荷兰的飞利浦，芬兰的诺基亚，

德国的博世、西门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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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各国专利申请者结构：美国拥有更多的企业和大学专利申请者(2016 年)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中美两国的企业专利申请者占比呈上升趋势，同时中国企业专利申请者比例处于加速上

升的趋势。  

图 9：中美企业专利申请者占比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高等院校拥有高级科研人才和研发配套设施等优势，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成分

之一。作为学术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利开发能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因素之一。 

对比中美高校专利申请数量，2016 年加州大学以 434 件的申请数量在众多高校中遥遥

领先。前十名中有七所高校来自于美国，前二十名中有三所中国院校入围，分别是深圳

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为 87 件、84 件和 84 件。 

表 1：2016 年专利申请数量的前十名中有七所来自美国 

专利申请量排名（大学） 高校名称 国家 申请专利数量 

1 加州大学 美国 434 

2 麻省理工 美国 236 

3 哈佛大学 美国 162 

4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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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克萨斯州大学系统 美国 152 

8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04 

10 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 97 

11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96 

12 密歇根大学 美国 94 

14 深圳大学 中国 87 

16 清华大学 中国 84 

17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 84 

18 加州理工大学 美国 73 

22 西北大学 美国 67 

23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67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策略研究 
 

敬请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Page 10 

 

二、 核心技术领域对比：美国医药化工专利占优 

1、美国在医药技术和制药专利中占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将申请专利的来源分为五个大类，分别为电气工程、仪器、

化工、机械工程和其他等。电气工程领域集中了众多通信、计算机和半导体行业，在行

业巨头如华为、中兴等公司的推动下，2017 年中国电气工程的专利数量占到全部申请

数量的 57%，专利数量超过美国相应领域的数量；特别是数字通信、电子通信的专利

数量遥遥领先。而在仪器（特别是医疗技术）和化工（生物技术、制药、基础材料化学）

等领域，美国的专利数量有着绝对的优势。 

图 10：2017 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行业分布  图 11：2017 年美国专利申请数量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在医疗技术和制药领域，中国的专利数量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以医疗技术为例，2017

年美国在此领域的专利数量为 5393 件，而中国只有 1261 件，仅为美国数量的 23.8%；

但是 2017 年中国和美国在医疗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50.7%和 0.5%。

中国在医疗技术领域的专利较为落后，正在努力追赶。制药领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美

国的专利数量非常多，中国制药领域的专利数量基数低，保持者较高的增长速度。 

图 12：中国在电子通信领域专利数量领先  图 13：美国在医药技术专利中占优，中国正在追赶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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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在四大核心技术领域的 PCT 专利申请对比（WIPO） 

专利申请的核心技术领域集中在电气工程、仪器、机械工程、化工等。电气工程领域两

国的总数差别不大，但是中国在数字通信、电子通信行业的专利数量占优。在仪器领域，

美国的专利数量几乎是中国的两倍，特别是医疗技术的专利数量极高。机械工程方面，

美国在机床、特殊机械等领域的专利数量突出。化工方面，美国的化工行业专利数量几

乎是中国相应领域的三倍，特别是生物技术、制药和高分子材料等的行业的专利数量表

现突出。 

表 2：中国和美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 PCT 专利申请数量对比（2017 年） 

指标名称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一、电气工程 21425 19781 四、化工 4353 13893 

电动机械、仪器、能源 2324 2386 精细有机化学 540 1685 

视听技术 2205 1332 生物技术 558 2531 

电子通信 1623 1300 制药 910 3499 

数字通信 7377 4202 高分子化学、高分子材料 297 808 

基础通信处理 219 407 食品化学 151 400 

计算机技术 5728 6814 基础材料化学 383 1734 

IT 管理方法 890 1651 材料、冶金 415 630 

半导体 1059 1689 表面技术、涂料 302 728 

二、仪器 5254 10708 微结构和纳米技术 25 132 

光学 1775 1232 化工 416 1210 

测量 1184 2517 环保技术 356 536 

生物材料分析 120 667 
   

控制 914 899 合计 35131 51671 

医疗技术 1261 5393 
   

三、机械工程 4099 7289 
   

处理 470 1090 
   

机床 342 557 
   

发动机、泵、涡轮机 369 833 
   

纺织和造纸机械 224 616 
   

其他特殊机械 560 1458 
   

热工艺和设备 707 431 
   

机械元件 457 959 
   

运输 970 1345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3、中国在航空航天和电子通信的专利数量保持高增长（科技部） 

根据我国科技部对于大中型高技术产业企业研发活动中的专利申请数量做了详细的统

计。高技术产业主要分为五个大类，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计算机机办公

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制造业和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2016 年，医药、航空、计

算机、医疗仪器、电子通信的专利数量申请数量分别为 9633 件、7040 件、893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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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7 件、12880 件。航空航天类和电子通信类的专利申请数量保持较高的增长。 

图 14：我国高技术产业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对比：航空类和电子通信类数量增长快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4、前二十名 PCT 专利申请企业中美公司数量相当 

WIPO 数据显示，2017 年华为与中兴分别以 4024 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和 2965 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占据了 PCT 国际专利申请人前两名的位置。紧接着是美国的英特尔和日

本的三菱。PCT 专利申请企业中中美企业数量相当，中国的五家企业为华为、中兴通

讯、京东方、乐视网、华星光电；美国的四家企业分别为英特尔、高通、微软、惠普。 

表 3：PCT 企业申请人前二十名对比，中国和美国分别有 5 家和 4 家 

2017 年 

PCT 总排名 

PCT 

总排名变化 

申请人名称 原属

地 

2016 年 

专利数 

2017 年 

专利数 

1 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3692 4024 

2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4123 2965 

3 4 英特尔 美国 1692 2637 

4 0 三菱电机 日本 2053 2521 

5 -2 高通 美国 2466 2163 

6 -1 LG 电子 韩国 1888 1945 

7 1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1673 1818 

8 1 三星电子 韩国 1672 1757 

9 1 索尼 日本 1665 1735 

10 1 爱立信 瑞典 1608 1564 

11 1 微软 美国 1528 1536 

12 -6 惠普 美国 1742 1519 

13 2257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 9 1397 

14 -1 博世 德国 1274 1354 

15 0 松下 日本 1175 1280 

16 2 飞利浦 荷兰 1137 1077 

17 0 西门子 德国 1138 1063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医药制造业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右 



  策略研究 
 

敬请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Page 13 

 

18 -2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1163 972 

19 5 富士胶片公司 日本 968 970 

20 3 电装株式会社 日本 986 968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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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 股专利：数量稳健增长，家电和电子行业增长较快 

1、2017 年 A 股上市公司专利数量达到 81.9 万件 

我国上市公司每年会向上交所和深交所呈报过去年度的专利数量。2003 年，上市公司

专利数量合计为 9708 件，2017 年则上升至 819050 件，目前保持着大约 20%的增长

速度。 

图 15：A 股上市公司历年专利数量合计以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分板块来看，主板的专利数量在绝对数量上占优，并且增长速度较为稳健。创业板的专

利数量在 2013 年左右经历了较快速度的上升以后缓慢下滑。 

图 16：上市公司不同板块的专利数量分布（2017 年）  图 17：主板上市公司专利数量增长较为稳健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资料来源：WIPO，招商证券 

2、家电、通信、电子行业的专利数量位于前三甲 

根据申万一级行业对于上市公司的专利数量进行分类，发现家电行业的专利遥遥领先于

其他行业。2017 年家电行业的专利数量以 11.67 万件位于行业第一，其次是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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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9.75 万件的数量位于第二名，通信和电子行业以 8.93 万件和 8.89 万件的数量位于

第三名和第四名。由于上述行业对于技术要求较高并且更新换代较快，专利的数量也高

于其他行业。 

图 18：2017 年上市公司专利数量行业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从不同行业的专利增长势头来看，家电和电子行业的增速较高。剔除掉交运、非银、房

地产、商贸等对于专利要求不高的行业以后，剩余行业的专利增长速度差异不大，大约

落在 15%-20%的增长区间。 

图 19：2017 年上市公司专利数量增长行业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3、中兴通讯、中国石化、格力电器、京东方专利数量突破 3 万件 

根据上市公司 2017 年披露的专利数量，中兴通讯、中国石化、格力电器和京东方的专

利数量突破 3 万件位于众多上市公司的前四名，分别为 73591 件、58933 件、32771

件和 3015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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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017 年 A 股上市公司中专利数量前三十家 

代码 公司简称 所属行业 所属板块 2017 年专利数量 

000063.SZ 中兴通讯 通信 主板 73591 

600028.SH 中国石化 化工 主板 58933 

000651.SZ 格力电器 家用电器 主板 32771 

000725.SZ 京东方 A 电子 主板 30155 

000333.SZ 美的集团 家用电器 主板 28274 

601857.SH 中国石油 采掘 主板 25808 

002594.SZ 比亚迪 汽车 中小板 17840 

600418.SH 江淮汽车 汽车 主板 15307 

002724.SZ 海洋王 电子 中小板 12742 

600019.SH 宝钢股份 钢铁 主板 11520 

000625.SZ 长安汽车 汽车 主板 9768 

600166.SH 福田汽车 汽车 主板 9731 

600839.SH 四川长虹 家用电器 主板 8351 

000157.SZ 中联重科 机械设备 主板 7432 

601633.SH 长城汽车 汽车 主板 7019 

000898.SZ 鞍钢股份 钢铁 主板 6558 

000977.SZ 浪潮信息 计算机 主板 6530 

600060.SH 海信电器 家用电器 主板 5720 

002241.SZ 歌尔股份 电子 中小板 5392 

601777.SH 力帆股份 汽车 主板 5328 

000016.SZ 深康佳 A 家用电器 主板 5282 

002242.SZ 九阳股份 家用电器 中小板 5237 

601088.SH 中国神华 采掘 主板 5143 

600690.SH 青岛海尔 家用电器 主板 4195 

000338.SZ 潍柴动力 汽车 主板 3940 

000418.SZ 小天鹅 A 家用电器 主板 3834 

000100.SZ TCL 集团 家用电器 主板 3791 

000825.SZ 太钢不锈 钢铁 主板 3784 

600104.SH 上汽集团 汽车 主板 3643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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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对比：中美专利法律法规变迁 

1、美国专利法起步早更为完善，中国专利审查将优先新兴产业 

美国专利政策制定很早，第一步专利法《促进实用技艺进步法案》1790 年正式出台，

此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中国专利政策比美国起步晚，1984 年制定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专利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随后日益建立健全法律

法规相关法律法规，专利量升的同时逐步抓质。 

历史上美国多次根据经济波动对专利法规做出一定的调整。为了减少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大萧条时期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专利法的实施力度，从而加

快新技术的传播并有利于经济恢复。当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后，美国政府则会尽快营造有

利于专利法实施的氛围。由于中国实施专利法律法规的时期较短，宏观经济波动还未对

于专利法的实施带来明显的影响。 

中国的专利审查将会优先新兴产业。中国专利审查政策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领域优先倾斜；2017 年 8 月 1 日起，以上几个方面的专利审查可以优先申请。。

同时我国重视落实专利质押融资：加快扩展专利质押融资工作覆盖面；发挥试点效应，

尽快建立健全专利质押融资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实现贷款、保险、财政风险补偿捆绑

的专利权质押融资项目落地；积极提供服务，做好项目对接等。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小微企业发展高度重视。2014 年 10 月，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中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中

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服务、创新维权援助工作模式、人才

培养）手段，扎实推进小微企业专利发展。提升小微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小微企业专

利创新。同时，中国越来越重视培养国际化专利人才，让中国专利向国际化布局迎头迈

进，同时努力抓质为中国的专利质量提供政策机制运行保障，并且与时俱进为新业态型

领域的发展加强专利保护。 

2、两国关于专利法律/政策/意见的历史发展状况 

表 5：中国有关专利法律/政策/意见的历史发展状况 

时间 法律/政策/意见 

1984 年 1984 年制定新中国以来第一部专利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992 年 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00 年 第二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08 年 第三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14 年 10 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降低小微企业创新成本，加大

对小微企业专利申请资助力度；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建立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需求调查制等。 

2015 年 10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2016 年 3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16 年 12 月 《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要坚持科学发展，质量为先，推进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

创新主体的专利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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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修改《专利审查指南》，随着互联网等技术蓬勃发展，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

护，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 

2017 年 4 月 《专利代理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从行业规模和人才素质、行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服务能力

和国际化水平以及行业环境和社会影响力等 4 个维度，为行业发展制定明确的目标。 

2017 年 6 月 《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且

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度快。 

2017 年 10 月 《关于抓紧落实专利质押融资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8 年 《知识产权认证管理办法》。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规范知识产权认证活动，

提高知识产权认证有效性，加强对认证机构事中事后监管。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招商证券 

 

表 6：美国有关专利法律/政策/意见的历史发展状况 

时间 法律/政策/意见 

1787 年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 1 条第 8 款第 8 项明确规定：“为发展科学和实用技术，国会有权保障作者

和发明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其作品和发明享有独占权”，这是《美国专利法》的立法依据。 

1790 年 美国第一步专利法《促进实用技艺进步法案》正式出台。 

1793 年 专利注册制度代替了专利审查制度，专利权的授予不再进行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审查，只要求符合形式

要件。实审制变成了登记制。 

1890 年 1890 年通过的 Sherman 法案形成了反垄断法的基础。 

1893 年 申诉程序由专利局移交给新成立的哥伦比亚区上诉法院。 

1925 年 专利局被划归商务劳工部。 

1929 年 对专利局决定的申诉由哥伦比亚区上诉法院移交给新成立的海关和专利上诉法院。 

1930 年 制定了植物专利法案，对无性繁殖的植物提供专利保护。 

1941 年 最高法院认为可授权的发明必须是“展现出有创造力的天才火花，而不仅仅是行业技能”。 

1946 年 将美国法律“先发明”原则应用到世界范围内。 

1952 年 在成文法中第一次规定了授予发明专利权的要求不仅仅是新颖性和实用性，还包括非显而易见性。 

1984 年 为了补偿在获准 FDA 人用新药上市许可过程中造成的新药上市的延迟，而延长专利保护期 

2011 年 美国专利权模式由“最新发明人制”改为“最先发明人申请制”。 

2013 年 “最新发明申请人”正式替代“最新发明人”，成为专利保护的基础。 

来源：《美国专利法》，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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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中国制造 2025》看中美两国专利布局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的报告，在 2016 年全球发明专利授权中，中国、美国

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设计《中国制造 2025》十大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达到

183214 件，占全球总量的 87.5%。其中，美国以 88086 件位居第一名，中国以 54508

件位居第二名。（注：《中国制造 2025》的十大技术领域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在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方面，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国和出口国。

2017 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对于美国的逆差是 50.7 亿美元。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从美

国进口额 7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0%。 

1、美国在航空装备、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六个领域占优 

美国在航空航天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六个领域保持明显的优势，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占三国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61.5%、57.7%、53.9%、48.4%、43.1%、39.4%。 

表 7：美国在《中国制造 2025》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据全球优势的情况 

领域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件） 占中美日三国总量的比例 

航空航天装备 10585 61.5% 

新一代信息技术 32830 57.7% 

电力装备 10941 53.9%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9577 48.4%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4114 43.1%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12514 39.4%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招商证券 

2、中国在农机装备、新材料、轨道交通装备等四个领域保持优势 

中国在农机装备、新材料、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及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四个领域

占优，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占三国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55.9%、46.3%、45.4%、34.9%。 

表 8：中国在《中国制造 2025》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据全球优势的情况 

领域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件） 占中美日三国总量的比例 

农机装备 529 55.9% 

新材料 7636 46.3%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360 45.4%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3286 34.9%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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