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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欧洲专利局 2021 年收到的中国专利申请数再创新高

5 月 5 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下称《海牙协定》）在我国生效当日，共有
49 家中国企业提交外观设计国际申请 108 件，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我国申请人提交的外观设计
国际申请 58 件，截至日内瓦时间下午 5:30，由中国申请人直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交的
外观设计国际申请有 50 件。

通过海牙体系提交外观设计国际申请有两种途径，申请人可以向 WIPO 国际局直接提交国际申请；
如果缔约方局允许，申请人还可以通过缔约方局间接提交国际申请。在海牙体系下，外观设计国际注
册在 5 年的首期内有效，可以 5 年为期进行两次续展。在每个受《海牙协定》1999 年文本约束的被指
定缔约方，国际注册获得保护的期限至少为 15 年。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务微信）

WIPO 中国：新报告 | 用于交通运输的清洁“氢燃料电池”技术的专利申请激增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发布的《专利态势报告：交通运输领域的氢燃料电池》显示，自 2016 年以来，
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氢燃料电池技术的创新蓬勃发展，中国、日本和德国是该技术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国，
这种技术可以为车辆提供动力，而不产生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排放。

报告显示，全球交通运输部门约占所有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而近期电动汽车的迅速
普及和其他指标表明，消费者已准备好接受技术进步，以应对气候变化。本报告的主题是绿色技术创
新的一个主要增长领域：将氢气和氧气转化为电能的燃料电池，为车辆提供动力，仅排放水和热量。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氢燃料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增长了近四分之一（23.4%）。2020 年，
中国的创新者申请量最高，为 7,261 件申请，占总数的 69%，其次是日本（1,186 件申请，占总数的
11.3%），德国（646 件，6.2%），大韩民国（583 件，5.6%）以及美利坚合众国（403 件，3.8%）。

报告的其他主要发现包括：
♦虽然中国在十年前是第五大专利申请国，但现已成为全球领导者，也是该领域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企业在专利申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燃料电池的所有专利申请中有近 80% 用于交通运输领域。
♦排名前 30 的企业占交通运输用燃料电池所有专利申请的 40%。
♦该领域前 30 位申请者中仅有一所大学 / 研究机构，即中国科学院。
日本、美国、大韩民国和德国企业的有效专利组合仍然是最强的，但是中国企业的申请趋势非常

强劲，如果保持势头，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改变这一动态。

（来源：WIPO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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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标

2021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正式发布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 2021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发布会，《二〇二一年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状况》（以下简称“白皮书”）正式发布。白皮书显示，2021 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
审批登记、文化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

在保护成效方面，2021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各国创新主体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知识产
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持续提高，达到 80.61 分（百分制），较去年上升 0.56 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2 位，较上年上升 2 位，连续 9 年保持创新引领
积极态势。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1 年累计打击恶意注册商标 48.2 万件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 4 月 24 日透露，据统计，2021 年全年，该局在商标审查程序
中累计打击恶意注册商标 48.2 万件，其中，主动驳回恶意囤积商标 6.04 万件，集中驳回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恶意抢注商标 1628 件。

在商标异议评审程序中，累计打击恶意注册商标 3 万件。在后续程序中依职权主动宣告商标无效
1729 件，依职权主动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是过去 10 年总和的 5 倍。

2022 年第一季度，该局在审查程序中驳回恶意囤积商标 1.22 万件，驳回恶意抢注商标 1628 件，
依职权主动无效宣告 707 件，并分两批对恶意抢注涉及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1742 件商标及其申请人、
代理机构予以通报曝光。

（来源：中国新闻网）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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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特别地，在审批登记方面，各类知识产权审批登记数量持续增长，审查质量与效率显著提高。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我国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发布《中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发
展研究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重点对 2021 年度电商平台知识产权工作的新特点、新形势、
跨境治理等展开研究。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工作实现新突破，电子商务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报告指出，电商平台在促进地理标志保护与运用，推动区域品牌发展和价值实现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4221 亿元，同比增长 2.8%。此外，电商平
台已成为保护原创、培育自主品牌的重要舞台，不少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遗产品成为新的国潮
商品，老字号也在知识产权的加持下释放出新活力。

报告还提出，要推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树立和谐共进的跨境治理规则协调理念。据悉，2021 年，
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1.98 万亿元，其中出口 1.44 万亿元，增长 24.5%。报告呼吁电商行业要联
合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规范，引导跨境电商平台防范知识产
权风险。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国知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发布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组织编制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下称《指南》），
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

《指南》从战略及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产品及研发管理、生产及供
应链管理和法务与知识产权管理 7 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企业运行各个环节和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需要，支持企业从意识培养、机制建设和实务操作等方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

附《指南》全文链接：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4/22/art_2431_174919.html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