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深化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研究，中国贸促会

经贸摩擦顾问委员在《2022 年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

基础上，升级并新增增加《2024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月度

观察报告》，选取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 20 个国

家作为观察样本,旨在通过深化国别研究和信息搜集工作，

客观真实反映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进一步回应各界对全

球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态势的关切。

研究范围说明

《2024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月度观察报告》选取的

20 个重点评估样本国家（地区）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

德国、瑞士、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日本、韩国、墨西

哥、土耳其、南非、印度和越南。（国家排名不分先后）

本期《2024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月度观察报告》覆盖

的领域包括：（1）审批登记（专利、商标、著作权等）；（2）

制度建设（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3）保护成效（司法

保护、行政保护等）；（4）国际合作（多边磋商、双边合作

等）；（5）文化建设（宣传普及、教育培训等）。



《2024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月度观察报告》坚持信息

采集广泛覆盖、客观真实，力求减低样本国家（地区）信息

数据发布滞后性等不利因素对研判分析的影响。本期报告信

息数据采集的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重点样本国家 2024 年 3 月知识产权保护推进情况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重点样本国家官方发布的

信息数据如下：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多元化信息平台(DI

Platform)，旨在利用数据分析为各行业发展提供支持。美

国专利商标局就加速创新（绿色、关键和新兴技术等知识产

权许可）商业化措施征求公众意见，旨在改进当前工作并探

索创新成果向商业化加速转变的新举措。英国知识产权局发

布元宇宙知识产权态势报告，报告显示，自 2015 年至 2018

年，全球范围内与元宇宙相关的专利申请活动急剧增加；自

2014 年至 2018 年，包含“虚拟现实”等关键词的商标申请

数量增加了 5 倍；2022 年，英国约 2.36%的商标申请中含有

“虚拟现实”术语。英国政府就英国版权法中外国人如何获

得广播和表演权的资格征求意见。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 2023

年年度统计，公布了 2023 年德国整体创新活动概况和相关

统计数据。2023 年，德国专利商标局共受理来自公司、研究

机构和独立发明人的发明专利申请 58656 件，与 2022 年相

比增长了 2.5%，其中，国内专利申请共 38469 件，比 2022



年增长了 3.4%，来自国外的申请数量为 20187 件，略高于上

一年。实质审查申请是衡量创新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2023 年，DPMA 共受理 43808 件实质审查申请（+2.2%）。同

时，实用新型数量（9709 件）也有所增加（+2.5%），原因在

于国外（尤其是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需求的增加。此外，

商标申请数量（78695 件）也有所增加（+1.6%）；外观设计

申请数量（3774 件）略有下降（-1.5%）。2023 年，电气工

程、仪器、能源领域的专利数量增长了 9.9%。德国专利商标

局发布了人工智能创新活动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以 AI

为重点的技术领域中，德国去年有效专利公开数量比五年前

增加了 40%。除了 AI 核心领域外，图像识别、计算机技术、

医疗技术以及交通和汽车工程领域的创新活动尤为活跃。按

来源国看，2023 年已公布的德国专利申请中，美国申请人位

居榜首（32.4%），其后依次是德国（17.1%）、日本（12.4%）、

中国（10.1%）和韩国（4.7%）。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增长

最为显著，中国公开专利申请数量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15%，

其次是韩国（+10.7%）和日本（+8%）。德国和美国的增幅分

别为 5.2%和 3.7%。在 2023 年的申请人排名中，德国博世公

司位居第一，其后依次是华为、谷歌、微软和三星。瑞士联

邦委员会通过了最新修订的《专利法》，新修订的内容包括：

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对专利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如果没有提出

全面审查的请求，知识产权局将按照现行法律，只进行有限



的实质性审查，而不评估所要求保护的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

和创造性；每项专利申请都必须提供一份关于现有技术状态

的检索报告；针对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的诉讼改由瑞士联邦

专利法院管辖，并废除了异议程序；在某些条件下，第三方

可以对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的决定提起诉讼。韩国特许厅增

设技术警察旨在防止半导体等国家关键技术外流，从 2024

年 1 月开始，技术警察的调查范围从侵犯专利权、设计权、

商业秘密扩大到实用新型侵权、数据保护措施无效行为、一

般商业秘密侵权（预谋、共谋、未遂等），今后也将持续缩

小技术窃取、侵权、海外泄露犯罪调查的盲区。韩国特许厅

国际知识产权研修院公布 2024 年培训计划，将面向审查员

和专利法官等知识产权行业工作者系统性地开设定制课程，

以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创新型融合人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旨在进一步深化

合作，为两国创新主体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中国版权执法部

门按照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部署，组织开展打击网络侵

权盗版“剑网 2023”专项行动、院线电影盗录传播集中行动、

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清朗·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网络

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侵权盗版行为。各级版

权执法部门 2023 年检查实体市场相关单位 72.36 万家（次），

查办实体市场侵权盗版案件 2785 件。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拉共体论坛官方标志”



（CHINA-CELAC FORUM）、“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官方标志”

（China-CEEC）、“中非合作论坛官方标志”（CHINA-AFRICA）、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官方标志”（التعاون منتدى

الصيني 予以登记备案，并纳入官方标志保护。中国（العربي

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 30 家市场为 2024 年度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对象，旨在加强商贸流通领域知识产权

保护。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3）》，报告显示，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

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0684 人，同比上升 52%。其中，受理

侵犯著作权类犯罪 2748 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401 人，同

比分别上升 1.4 倍、96.6%。审查起诉案件中，属于共同犯

罪 12758 人，同比上升 51.5%。此外，最高检制定《人民检

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出台 45 项检察举措，为

履职办案提供具体指引。首次发布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指

导性案例，强化办案指导。经综合履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 636 件，一体解决刑事责任追究和民事责任承担，降低

维权成本，提升司法效率。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就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运行成效举行新闻

发布会，发布了其自成立以来的 10 大影响力案件和 100 件

典型案例，并介绍了其改革成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法庭共受理案件 18924 件，审结 15710 件。民事实体案件改

判率 19.6%、调撤率 37.0%，高于改革前；行政实体案件改



判率 7.1%，与改革前基本相当；民事、行政实体案件发回重

审率分别为 1.2%、0.15%，远低于改革前；案件平均审理周

期短于改革前。此外，法庭共审结涉外案件 1198 件，成为

审理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案件最多的国家，形成了一批标杆性

裁判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印度发布《2024 年专利规则

（修正案）》，其中对于同族申请的披露、分案申请、审查申

请、新颖性宽限、授权前后的异议程序及费用等做出修改及

补充，旨在规范并完善专利程序。瑞典专利局更改检索费以

及非统一发明和补充国际检索费为 20750 瑞典克朗。澳大利

亚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实施的第四个“澳大利亚信托基

金计划（FIT4）”已获得由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贸易部（DFAT）

提供的预计 200 万澳元资金的支持。该项计划将于 2024 年 3

月至 2027 年 2 月间开展，旨在促进印太地区的创新、投资

和技术转让。摩洛哥工业产权局发布《主权法令》修订案，

修订案修改了适用于完成工业产权领域行政手续的费用金

额，并于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与

美洲知识产权协会共商合作机遇，寻求建立包容的知识产权

环境，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教育水平与传播能力。巴西专利商

标局同其他 75 个知识产权组织签署了一项国际联合声明，

呼吁多方通过投资等方式为女性开发、传播和商业化作品提

供有利条件，在为女性获得知识产权创造机遇的同时提升性

别平等与女性赋权。巴西专利商标局参加国际专利分类（IPC）



专家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各国工业产权局同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一起提交并审定了 IP5 主管局分类组、IPC 审查进展和

半导体专家组的工作报告。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发布咖啡相

关技术研究报告，该报告对自 2000 年至 2023 年以来巴西的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申请的概况进行梳理，介绍了咖啡加工、

包装、产品准备及所用机器配件的有关技术，据统计，在全

球关于咖啡技术的 125145 份专利申请文件中，有 3055 个来

自巴西。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 2024 年知识产权会议，

来自科技部、河内市人民委员会、多个相关部委分支机构、

大学、研究院等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会议对 2023 年全国知

识产权管理活动实施成果进行了评估、集中讨论中央和地方

层面的知识产权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印度

尼西亚雅加达-知识产权总局参加东盟知识产权执法专家网

络（ANIEE）会议，泰国、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

新加坡等在线出席此次会议，部分国家（如英国）作为观察

员列席此次会议，与会各方积极探讨了电子商务领域假冒与

盗版问题的现状、东盟地区的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局及

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建设，并就如何利用现有技术进一步改善

东盟地区的知识产权执法、建立与加强新的伙伴关系提出倡

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 2023 年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 PCT 国际专利申请总量为



27.26 万件，同前一年相比下降 1.8%，其中中国申请量为

69610 件，是申请量最大的来源国。美国以 55678 件申请量

位居位居全球第二，日本、韩国和德国则紧随其后。申请人

方面，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PCT申请量仍位居全球榜首，

2023 年公布了 6494 件 PCT 申请。韩国三星电子位居第二，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的高通公司、日本的三菱电机和中国的京

东方科技。在前十位申请人中，中国的宁德时代增长最快，

2023 年公布的申请量增加了 1533 件，排名从 84 位升至第 8

位。在教育领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仍然是最大的申请人，

在 2023 年公布了 531 件 PCT 申请。中国苏州大学位居第二，

其次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系统、中国清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

大学。在排名前五位的教育机构中，清华大学的增幅最大，

已公布的 PCT 申请量增长了 35 件。在已公布的 PCT 申请中，

计算机技术占比最大，为 10.2%，其次是数字通信、电气机

械、医疗技术和制药。这五个领域的 PCT 申请量约占 2023

年已公布 PCT 申请总量的 2/5。在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

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中，亚洲国家目前占 55.7%，而十年

前仅占 40.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电子竞技诚信委员会

（ESIC）开展合作，旨在加强全球电子竞技和视频游戏行业

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冈比亚正式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产权

组织马德里电子申请服务的马德里体系成员，冈比亚是非洲

地区第一个使用马德里电子申请的马德里体系成员。



观察研判

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方面：美国、英国分别就加快创新成果商

业化、外国人表演及广播权许可问题征求公众意见。瑞士、

印度分别对国内相关专利法律进一步完善，对涉及专利申请、

审查等有关程序性事项进行进一步修订补充。中国版权执法

部门组织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动，各级版权执法部门

2023 年共检查实体市场相关单位 72.36 万家（次），查办实

体市场侵权盗版案件 2785 件。中国司法部门就 2023 年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所取得的成效进行评估总结，其中，最高人民

检察院发布《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人民检察院

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出台多项检察举措，强化办

案指导；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

机制运行取得积极成效，知识产权法庭试点工作已顺利通过

第三方评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专题审议，试点已经取

得改革预期目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30家市场为2024

年度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对象，旨在加强商

贸流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韩国将面向知识产权行业工作者

系统性地开设定制课程，以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创新型融合

人才。越南举办 2024 年知识产权会议，旨在对以往的知识

产权管理活动实施成果进行了评估、集中讨论中央和地方层

面的知识产权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 2023 年全

球知识产权申报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 PCT 国

际专利申请总量为 27.26 万件，中国是申请量最大的来源国，

美国、日本分别居位全球第二、第三。申请人方面，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 PCT 申请量仍位居全球榜首，韩国三星电子位居

第二。中国的宁德时代增长最快，排名从 84 位升至第 8 位。

在教育领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申请量位居榜首，中国苏

州大学位居第二。在已公布的 PCT 申请中，计算机技术、数

字通信、电气机械、医疗技术和制药五个领域的 PCT 申请量

约占 2023 年已公布 PCT 申请总量的 2/5。在通过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中，亚洲国家目前占 55.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专利分类专门联盟（IPC）专家委员

会第 55 届会议召开，各国工业产权局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一起提交并审定了 IP5 主管局分类组、IPC 审查进展和半导

体专家组的工作报告。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方面：澳大利亚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

实施的“澳大利亚信托基金计划（FIT4）”将于 2024 年至 2027

年开展，旨在促进印太地区的创新、投资和技术转让。东盟

知识产权执法专家网络会议举办，与会各方积极探讨了电子

商务领域假冒与盗版问题的现状、东盟地区的知识产权意识、

知识产权局及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建设等问题，并就如何利用

现有技术进一步改善东盟地区的知识产权执法、建立与加强



新的伙伴关系提出倡议。巴西专利商标局同其他 75 个知识

产权组织签署了一项国际联合声明，呼吁多方通过投资等方

式为女性开发、传播和商业化作品提供有利条件，在为女性

获得知识产权创造机遇的同时提升性别平等。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旨在进一步

深化合作，为两国创新主体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与电子竞技诚信委员会（ESIC）开展合作，旨在加强

全球电子竞技和视频游戏行业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附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2023 年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统计数

据

来源：WIPO 官方网站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pressroom/zh/

documents/pr-services2024-annexes.pdf#page=2

2.冈比亚正式签署成为马德里电子申请体系成员

2024 年 3 月 5 日， 冈比亚正式成为最新签署产权组织

马德里电子申请服务的马德里体系成员。这标志着国际商标

体系在线申请解决方案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冈比亚是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pressroom/zh/documents/pr-services2024-annexes.pdf#page=2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pressroom/zh/documents/pr-services2024-annexes.pdf#page=2


非洲地区第一个使用马德里电子申请的马德里体系成员。

来源：WIPO 官方网站

https://www.wipo.int/madrid/en/news/2024/news_0004.

html

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电子竞技诚信委员会宣布开创性合

作

2024 年 3 月 13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电子

竞技诚信委员会（ESIC）很高兴地宣布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合作，旨在加强全球电子竞技和视频游戏行业的替代性争

议解决（ADR）机制。此次合作将重点关注几个关键领域，

包括联合提高认识活动、确定和培训专门的中立争议解决专

家，以应对视频游戏和电子竞技争议等。两个组织将分享他

们在各自领域的知识和专长，以支持和指导合作，以优化电

子竞技和视频游戏争议的效率和公正解决。

来源：WIPO 官方网站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

/videogames/esic.html

美国

1.美国专利商标局推出 DI 平台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推出了一个多元化信息平台

https://www.wipo.int/madrid/en/news/2024/news_0004.html
https://www.wipo.int/madrid/en/news/2024/news_0004.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videogames/esic.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videogames/esic.html


（DI Platform，Diversity Information Platform），通过

为数据驱动的分析提供免费工具以及讨论和分享最佳实践

的一站式服务，推进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工

作。它提供了几个新颖的功能，包括：

- 2014 年至 2021 年美国各州和行业人口构成的视觉

表示；

- 任何组织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业部门（包括 100 多

个美国行业）对其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基准测试的工具；

- 分享最佳实践的论坛，以增加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参与；

- 并且，这是第一次，一组可视化显示了按地理和职业

划分的美国专利商标局劳动力的人口构成。

来源：美国专利商标局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s-

new-diversity-information-platform-advancing-innova

tion-through-data

2.美国专利商标局就加速激励创新商业化措施征求意见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宣布将针对加速和激励创新

（包括绿色、关键和新兴技术）商业化措施征求公众意见。

USPTO 特别关注通过商业化将创新推向市场的机会，例如知

识产权许可。公众提供的意见将用于评估扩大当前工作影响

的可能性，并探索支持创新成果向市场转移的新举措。征求

意见的信息包括：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economic-note-issue-103-employment-ip-intensive-industries-during-covid-19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economic-note-issue-103-employment-ip-intensive-industries-during-covid-19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economic-note-issue-103-employment-ip-intensive-industries-during-covid-19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economic-note-issue-103-employment-ip-intensive-industries-during-covid-19


（1）利用知识产权（IP）制度实现创新商业化的挑战

与机遇，以及希望 USPTO 提供帮助的具体措施；

（2）在绿色技术和气候技术、关键和新兴技术商业化

方面存在的任何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挑战或机遇，以及 USPTO

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

（3）简化和加速知识产权商业化、绿色技术商业化、

关键和新兴技术商业化方面的 IP 政策与做法；

（4）各方在许可或获取技术时面临的任何与 IP 有关的

挑战，各方在试图确定被许可人以及许可 IP 时的挑战；

（5）USPTO 在促进创新者和资助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措施；

（6）USPTO 扩大研究商业化的机会，包括这些机构研究

商业化的相关数据或信息；

（7）USPTO 在激励技术创新商业化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8）其他国家关于有效将 IP 推向市场的做法。

来源：美国专利商标局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we-need

-your-feedback-accelerating-and-incentivizing-trans

fer-innovation

英国

1.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元宇宙知识产权态势报告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元宇宙知识产权态势报告。报告旨



在对元宇宙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建立元宇宙

的证据基础，从而能够制定监管并了解其更广泛的影响。该

报告的主要发现包括：

1)自 2015 年至 2018 年，全球范围内与元宇宙相关的专利申

请活动急剧增加。

2)经相对专业化指数分析，英国比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专业

化程度更高。

3)自 2014 年至 2018 年，包含“虚拟现实”等关键词的商标

申请数量增加了五倍。

2022 年，英国约 2.36%的商标申请中含有“虚拟现实”术语。

来源：英国知识产权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n-analy

sis-of-the-metaverse-ip-landscape

2.英国政府就外国公民获得公开表演权征求意见

英国政府就英国版权法中外国人如何获得广播和表演

权的资格征求意见。当前，英国政府打算改变某些权利向外

国公民延伸的方式，以确保英国法律对创作者和用户都有效

的同时符合英国的国际承诺。本次咨询政府将就其应如何做

以及这将产生的影响征求公众的意见。

来源：英国知识产权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extensi

on-of-public-performance-rights-to-foreign-nationa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n-analysis-of-the-metaverse-ip-landscap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n-analysis-of-the-metaverse-ip-landscap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extension-of-public-performance-rights-to-foreign-nationa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extension-of-public-performance-rights-to-foreign-nationals


s

德国

1.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 2023 年年度统计

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发布了 2023 年年度统计(Annual

figures for 2023)，公布了 2023 年德国整体创新活动概况

和相关统计数据。DPMA 共受理来自公司、研究机构和独立发

明人的发明专利申请 58656 件，与 2022 年相比增长了 2.5%，

其中，国内专利申请共 38,469 件，比 2022 年增长了 3.4%，

来自国外的申请数量为 20187 件，略高于上一年。实质审查

申请是衡量创新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2023 年，DPMA 共

受理 43,808 件实质审查申请（+2.2%）。同时，实用新型数

量（9,709 件）也有所增加（+2.5%），原因在于国外（尤其

是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需求的增加。此外，商标申请数量

（78,695 件）也有所增加（+1.6%）；外观设计申请数量（3,774

件）略有下降（-1.5%）。专利方面仍然延续了过去几年的技

术趋势：数字化推动创新，电池技术大幅增长。“电力”领

域申请增长尤为强劲（+6.1%）。“仪器”领域也大幅增加，

特别是“测量”和“生物材料分析”、“光学”和“控制”领

域。“机械工程”领域也略有增加。相比之下，“化学”和“建

筑”领域再次下降。“半导体”领域增长尤为显著（+16.6%）。

2023 年，“电气工程、仪器、能源”领域的专利数量增长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extension-of-public-performance-rights-to-foreign-nationals


9.9%，其中，电池技术的发展尤为迅猛，仅国际专利分类子

类 H01M 的增长率就接近 20%。德国汽车制造商越来越积极地

开发电池。德国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

相比之下，内燃机的专利申请再次大幅减少；此外，多年来

一直占据申请首位的“运输”领域的申请量再次增加（+2.5%）。

申请量最大的公司是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罗伯特·博世以

4,160 件专利申请位居第一，其次是梅赛德斯-奔驰（2,046

件）和宝马（1,963 件）

来源：德国专利商标局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

ns/press_releases/05march2024/index.html

2. 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人工智能创新活动分析

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发布了人工智能（AI）创新活

动的评估和分析。

（1）与 AI 有关的创新活动持续增加。以 AI 为重点的技术

领域中，德国去年有效专利公开数量比五年前增加了 40%。

AI 的核心领域增长趋势尤为明显，包括具有特殊处理单元的

数字计算机系统、基于特定计算模型（如神经网络和相关学

习过程）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相关的学习过程，自 2019 年以

来，此类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两倍多。

（2）除了 AI 核心领域外，分析显示，图像识别、计算机技

术、医疗技术以及交通和汽车工程领域的创新活动尤为活跃。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05march2024/index.html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05march2024/index.html


按来源国来看，2023 年已公布的德国专利申请中，美国申请

人占主导地位：近三分之一（32.4%）来自美国公司或研究

机构；其后依次是德国（17.1%）、日本（12.4%）、中国（10.1%）

和韩国（4.7%）。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增长最为显著，，中

国公开专利申请数量与 2022 年相比增长了 15%，其次是韩国

（+10.7%）和日本（+8%）。德国和美国的增幅分别为 5.2%

和 3.7%。

（3）在 2023 年的申请人排名中，德国博世公司位居第一，

其后依次是华为、谷歌、微软和三星。

来源：德国专利商标局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

ns/press_releases/18march2024/index.html

瑞士

1. 瑞士修订《专利法》

2024 年 3 月 15 日，议会对《专利法》部分修订进行了

最终投票并通过该法案，联邦委员会将决定该法案的开始。

瑞士《专利法》已根据国际标准进行调整，瑞士专利制度将

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发明者更具吸引力。有价值的部分审查专

利作为一种低成本、易获得的知识产权将继续保留。不过，

专利审查将通过检索加以补充，以确定发明是否符合保护条

件。因此，瑞士专利将变得更加透明和安全。此外，还可以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18march2024/index.html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18march2024/index.html


在瑞士申请对专利进行全面审查。其他变化包括简化了上诉

程序，以及在专利授权程序中可以选择使用英文文件。

来源： 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

https://www.ige.ch/en/services/newsroom/news/news-d

etails/die-schweiz-modernisiert-ihr-patentgesetz

韩国

1. 韩国知识产权局增设技术警察防止半导体等国家关键技

术外流

韩国知识产权局正式决定设立技术设计特别司法警察

科（简称“技术警察”）。技术警察的设立是为了避免技术

窃取及侵权行为，防止半导体及电池等国家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通过 KIPO 及其所属机构职务制度改革推动技术警察正

规化，以加强政府应对技术犯罪的体系，巩固情报机构之间

的合作体系[1]。通过相关努力，韩国技术警察从 2019 年 3

月立案调查的 200 件案件数量增长至 2023 年的 522 件，增

长约 2.6 倍，累计案件总量达 1855 件。

来源：韩国特许厅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

SCD0200618&ntatcSeq=20035&sysCd=SCD02&aprchId=BUT00

00029

2.韩国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支持尖端战略产业

https://www.ige.ch/en/services/newsroom/news/news-details/die-schweiz-modernisiert-ihr-patentgesetz
https://www.ige.ch/en/services/newsroom/news/news-details/die-schweiz-modernisiert-ihr-patentgesetz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20035&sysCd=SCD02&aprchId=BUT0000029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20035&sysCd=SCD02&aprchId=BUT0000029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20035&sysCd=SCD02&aprchId=BUT0000029


韩国知识产权局国际知识产权研修院公布 2024 年培训

计划，将面向审查员和专利法官等知识产权行业工作者系统

性地开设定制课程，以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创新型融合人才。

2024年，研修院将通过326次集体培训和406次数字化培训，

重点加强从业者的能力及专业技能，系统性地重组和运营符

合公共和私营部门需求的课程，营造用户友好型的数字化教

育环境，并扩大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教育合作。

来源：韩国特许厅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

SCD0200618&ntatcSeq=20032&aprchId=BUT0000029&sysCd=

SCD02

中国

1. 申长雨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局长举行会谈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

局局长迈克尔·施瓦格举行会谈，会上签署了两局合作谅解

备忘录。期待双方能以此次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加强

交流，共同发展。

来源：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1/art_53_190526.

html

2. 关于国际官方合作的官方标志登记备案的公告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20032&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20032&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https://www.kipo.go.kr/ko/kpoBultnDetail.do?menuCd=SCD0200618&ntatcSeq=20032&aprchId=BUT0000029&sysCd=SCD02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1/art_53_190526.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1/art_53_190526.html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等有关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拉共体

论坛官方标志”（CHINA-CELAC FORUM）、“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官方标志（China-CEEC）”予以登记备案，并纳入官

方标志保护。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29/art_74_19131

7.html

3.关于国际官方合作的官方标志登记备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等有关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

官方标志（CHINA-AFRICA）、“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官方标志（التعاون منتدى الصيني 予以登记备案，并（العربي

纳入官方标志保护。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20/art_74_19111

7.html

4.2023 年版权执法部门打击侵权盗版取得积极成效

2023 年，版权执法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 年）》，按照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部

署，不断加大版权执法力度，组织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 2023”专项行动、院线电影盗录传播集中行动、青少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29/art_74_191317.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29/art_74_191317.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20/art_74_191117.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3/20/art_74_191117.html


年版权保护季行动、清朗·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网络环境

整治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侵权盗版行为，集中整治重

点领域、重点市场版权秩序，全力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不断优化版权保护环境。2023 年，各级版权执法部门检查实

体市场相关单位 72.36 万家（次），查办实体市场侵权盗版

案件 2785 件。

来源：中国国家版权局

https://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2

27/358942.shtml

5.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运行

取得积极成效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陶凯元，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郃中林、周翔出席发

布会，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和国家层面知识产

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运行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发

布会还同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五周年

十大影响力案件和 100 件典型案例。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法庭共受理案件 18924 件，

审结 15710 件，审判质效明显优于改革前的审理机制，充分

体现了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制度优势，切

实加强了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法庭充分发挥集中审理优势，

有效激励保障科技创新。”陶凯元介绍，法庭贯彻保护知识

https://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227/358942.shtml
https://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227/358942.shtml


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坚持严格保护，加大对关键核心技

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推动发展

新质生产力。加大侵权赔偿力度，高额判赔案件越来越多，

2023年在8起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此次发布的案例中，

“香兰素”案、“蜜胺”案、“橡胶防老剂”案等判赔均超

亿元。

法庭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和定期发布裁判要旨、典型

案例等，确保法律适用统一。探索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协同

审理，牵头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和共享机制，

建立全国首个技术类知识产权裁判数据库，大力推进在线诉

讼，促进提升审判质效。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

www.cnipa.gov.cn/col/col4/index.html

6.30 家市场被确定为 2024 年度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

市场培育对象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发文确定翠微大厦翠微路百货

店等 30 家市场为 2024 年度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

培育对象。这是自 2021 年我局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

市场培育项目”纳入第三批全国创建示范活动保留项目目

录以来，首批遴选确定的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

育对象。30 家培育对象包括线下市场 28 家，线上市场 2 家，

分布在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商超百货、家居家

http://www.cnipa.gov.cn/col/col4/index.html


具、农贸农资、五金建材、纺织服装等多种类型，福建省、

江西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陕西省等 5 地首次有市

场入选。30 家培育对象经营状况稳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基

础扎实、培育目标明确、培育方案可行性强，将有力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带动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有

效提升，在国际社会树立我国市场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

好形象。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

http://www.nipso.cn/onewsn.asp?id=54993

7.最高检发布《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

全国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

监督等基本职能，检察监督办案质效进一步提升，刑事检察

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刑事检察办案情况

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0684

人，同比上升 52%。其中，部分罪名上升较快，受理侵犯著

作权类犯罪 2748 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401 人，同比分别

上升 1.4 倍、96.6%。侵犯商业秘密、盗印“剧本杀”剧本、

盗窃复制网络题库、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非法爬取并传播他人

文学影视作品、通过“直播引流”“真假混卖”方式售假等

新型侵权案件不断出现。共同犯罪多发态势明显，审查起诉

案件中，属于共同犯罪 12758 人，同比上升 51.5%。

http://www.nipso.cn/onewsn.asp?id=54993


三、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

（三）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依法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惩处力度。围绕商业秘

密、数字版权等知识产权重点领域，以及直播电商、网络购

物、二手翻新等新兴领域，有力打击链条化、网络化、规模

化知识产权犯罪，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持续优

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全国检察机

关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12122 件 30684 人，同

比分别上升 42.8%、52%。

2.服务保障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实施。围绕服务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强化芯片制造、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种业安全、新能源等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严厉

惩处侵犯关键核心技术犯罪，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

犯罪 401 人，同比上升 96.6%。依法办理一批涉芯片、动力

电池、人工智能等领域重大有影响侵犯商业秘密案件。豆某

某、李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中，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指控犯罪

职能，二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同时检察机关能

动履职，走访企业，并与工商联共同组织辖区高新技术企业

召开商业秘密保护专题座谈，提出完善治理的建议。服务文

化强国建设，发布 6 件依法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典型案例，

加大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受理审查起诉侵犯著作权

犯罪 2748 人，同比增长 1.4 倍。



3.深化推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最高检制定《人民

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出台 45 项检察举措，

为履职办案提供具体指引。首次发布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

指导性案例，强化办案指导。推动各级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

案件开展“一案四查”，同步审查是否涉刑事犯罪、民事侵

权、行政违法和公益诉讼线索，实现最优司法保护。经综合

履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636 件，一体解决刑事责任追

究和民事责任承担，降低维权成本，提升司法效率。对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不起诉后移送行政处罚 1213 件，防止

处罚漏洞。

4.深入开展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工作。加强犯罪

线索移送，刑事追诉与民事监督一体推进。最高检挂牌督办、

组织办理某文化公司侵犯音乐电视著作权虚假诉讼案，涉及

9 省数千起侵权诉讼，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批准逮捕 5 名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民事监督

程序，就相关虚假诉讼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积极参

与对恶意注册、囤积商标、滥用诉权等突出问题的共同惩治，

促进源头治理。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

http://www.nipso.cn/onewsn.asp?id=54992

印度

http://www.nipso.cn/onewsn.asp?id=54992


1.2024 年专利修正案

2024 年 3 月 15 日，印度中央政府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

了《2024 印度专利（修订）规则》（Patents (Amendment)

Rules,2024），该规则于公布之日生效，主要就同族申请的

披露、分案申请、请求审查、延长首次审查意见、新颖性宽

限、授权前和授权后异议程序、年费及异议费用等作出细化

修订。

来源：印度知识产权局

https://ipindia.gov.in/writereaddata/Portal/IPORule

/1_83_1_Patent_Amendment_Rule_2024_Gazette_Copy.pdf

瑞典

1.最新 PCT 费用更改

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更改检索费以及非统一发明和

补充国际检索费为 20750 瑞典克朗。

来源：瑞典专利局

https://www.prv.se/en/patents/the-advanced-patent-g

uide/fees-and-payment/

摩洛哥

1. 《主权法令》修订

《主权法令》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在《摩纳哥日报》上

https://ipindia.gov.in/writereaddata/Portal/IPORule/1_83_1_Patent_Amendment_Rule_2024_Gazette_Copy.pdf
https://ipindia.gov.in/writereaddata/Portal/IPORule/1_83_1_Patent_Amendment_Rule_2024_Gazette_Copy.pdf
https://www.prv.se/en/patents/the-advanced-patent-guide/fees-and-payment/
https://www.prv.se/en/patents/the-advanced-patent-guide/fees-and-payment/


公布，该法令修改了适用于完成工业产权领域行政手续的费

用金额。该条例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来源：摩洛哥工业产权局

http://www.ompic.ma/en

澳大利亚

1.第四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澳大利亚信托基金计划（FIT4）

即将在印太地区启动

2024 年 3 月 4 日，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宣布：其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实施的第四个“澳大利亚信托基金

计划（FIT4）”已获得由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贸易部（DFAT）

提供的预计 200 万澳元资金的支持。 该项计划将于 2024 年

3 月至 2027 年 2 月间开展，旨在提高印太地区的知识产权

（IP） 能力并促进创新、投资和技术转让。 FIT4 将延续前

3 个 FIT 计划关于“发展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创新生态系

统”、“支持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和社区获得知识产权”、“促进

知识转让和技术采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但也有

以下两个亮点：1、提升对女性企业家之赋能：为当地的女

企业家提供培训和指导，希望发挥知识产权的力量以促进经

济赋权与可持续发展。2、提出绿色技术倡议：协助太平洋

岛国采用创新的绿色技术来防治污染和减轻气候变化对海

洋环境的影响，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http://www.ompic.ma/en


来源：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news-and-community/n

ews/Partnering-with-WIPO-and-DFAT-to-build-capacity

-in-the-Indo-Pacific-region

巴西

1.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签署国际宣言

2024 年 3 月 8 日，巴西专利商标局在国际妇女节之际同

其他 75 个知识产权组织签署了一项国际联合声明，表达了

对提高女性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地位和代表性的美好愿景。该

声明中列举了多项反映出女性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实力与话

语权不足的现状，呼吁多方通过投资等方式为女性开发、传

播和商业化作品提供有利条件，在为女性获得知识产权创造

机遇的同时提升性别平等与女性赋权。

来源：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

oticias/dia-internacional-da-mulher-inpi-assina-dec

laracao-e-apoia-dossie-de-mulheres-bem-sucedidas-no

-uso-da-pi

2. 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与美洲知识产权协会共商合作机遇

巴西工业产权局美洲知识产权协会（ASIPI）参访巴西专

利商标局，希望双方能够建立伙伴关系，并鼓励巴西民众参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news-and-community/news/Partnering-with-WIPO-and-DFAT-to-build-capacity-in-the-Indo-Pacific-region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news-and-community/news/Partnering-with-WIPO-and-DFAT-to-build-capacity-in-the-Indo-Pacific-region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news-and-community/news/Partnering-with-WIPO-and-DFAT-to-build-capacity-in-the-Indo-Pacific-region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dia-internacional-da-mulher-inpi-assina-declaracao-e-apoia-dossie-de-mulheres-bem-sucedidas-no-uso-da-pi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dia-internacional-da-mulher-inpi-assina-declaracao-e-apoia-dossie-de-mulheres-bem-sucedidas-no-uso-da-pi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dia-internacional-da-mulher-inpi-assina-declaracao-e-apoia-dossie-de-mulheres-bem-sucedidas-no-uso-da-pi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dia-internacional-da-mulher-inpi-assina-declaracao-e-apoia-dossie-de-mulheres-bem-sucedidas-no-uso-da-pi


加下一届绿色创新竞赛。

来源：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

oticias/inpi-e-asipi-debatem-oportunidades-de-parce

rias

3.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发布咖啡的相关技术研究报告

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发布了一份名为“技术雷达”的研

究报告。该报告系 INPI 与圣埃斯皮里图联邦教育科学和技

术学院合作完成，重点关注与咖啡相关的技术。该研究对自

2000 年至 2023 年 9 月以来巴西的发明专利（IP）和实用新

型（MU）申请的概况进行梳理，介绍了咖啡加工、包装、产

品准备及所用机器配件的有关技术。

来源：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

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tecnologias-relac

ionadas-ao-cafe

4.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赴瑞士日内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开展的专利分类活动

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专利分类

（IPC）专家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在 IPC 专家委员会会议上，

各国工业产权局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一起提交并审

定了 IP5 主管局分类组、IPC 审查进展和半导体专家组的工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e-asipi-debatem-oportunidades-de-parcerias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e-asipi-debatem-oportunidades-de-parcerias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e-asipi-debatem-oportunidades-de-parcerias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tecnologias-relacionadas-ao-cafe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tecnologias-relacionadas-ao-cafe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tecnologias-relacionadas-ao-cafe


作报告。

来源：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

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patentes-envolven

do-nanotecnologia

越南

1.越南召开 2024 年度知识产权大会

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河内市科学技术部联合举办

2024 年知识产权会议。有来自科技部、河内市人民委员会、

多个相关部委及分支机构、大学、研究院、工业产权代表出

席此次会议。

与会嘉宾对 2023 年全国知识产权管理活动实施成果进

行评估并对新一年进行展望；集中讨论中央和地方层面的知

识产权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共同商议世界

知识产权活动现状，并拟计划将部分新规引入《越南工业产

权法》;与此同时，也鼓励越南人民进行海外知识产权注册。

此次年会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工作

人员提供了讨论知识产权政策与法律制定、知识产权活动实

施的平台，将有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来源：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s://www.ipvietnam.gov.vn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patentes-envolvendo-nanotecnologia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patentes-envolvendo-nanotecnologia
https://www.gov.br/inpi/pt-br/central-de-conteudo/noticias/inpi-divulga-estudo-sobre-patentes-envolvendo-nanotecnologia
https://www.ipvietnam.gov.vn


印度尼西亚

1.印尼代表团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第 13 届东盟知识产权执

法专家网络会议

由印尼调查和争议解决主任 Anom Wibowo 率领的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知识产权执

法专家网络（ANIEE）会议。ANIEE 会议由泰国版权局局长

Sirapat Vajraphai 主持，除印尼外的部分东盟国家（如泰

国、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和文莱达鲁萨

兰国）在线出席此次会议，部分发达国家（如英国）作为观

察员列席此次会议。

在会议期间，每个被任命为知识产权执法问题协调中心

的东盟国家都提供了与其负责的问题有关的最新进展。与会

各方积极探讨了大量引发假冒与盗版问题的电子商务增长

现状、东盟地区的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局及利益攸关方

的能力建设，并就如何利用现有技术进一步改善东盟地区的

知识产权执法，建立与加强新的伙伴关系提出倡议。

来源：印度尼西亚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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