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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被引证角度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发展与作用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刘斌强刘斌强刘斌强刘斌强 1111    江玉得江玉得江玉得江玉得 2222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基于被引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作为 PCT 国际阶段引文、国外审查员引文、国外申请引文的情况，得出我国我国实用新型专利不仅单纯在量上呈快速增长趋势，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上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的结论。最后尝试提出与我国实用新型专利被引证信息相关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实用新型 被引证 PCT国际阶段引文、国外审查员引文、国外申请引文 

 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自我国实施专利制度伊始，实用新型专利就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专利类型之一，截至
2010年底，我国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已经达到 1,688,513件。但是，目前针对实用新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实用新型制度本身、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性评价（比如新颖性与创造性）[1-5]；而有关于引证/被引证的研究都集中于发明专利且以美国专利文献的引证/被印证研究为主[6]，尚未见针对实用新型被用作引证文献的研究1。 显然，除了国内授权数量这一重要的数量特征外，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在全球专利系统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如何，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从被引证的角度，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首次从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作为 PCT 国际阶国际阶国际阶国际阶段段段段引文引文引文引文、国外国外国外国外审查员审查员审查员审查员引文引文引文引文、、、、国外申请国外申请国外申请国外申请引文引文引文引文的角度2，对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在全球专利体系中的发展和作用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与我国实用新型专利被引证信息相关的策略建议。 

                                                        
1 注：并非每个国家都有实用新型专利这种专利类型，可能也是导致国外没有专门针对实用新型作为引证/被引证文献的研究的原因。而国内迄今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2 由于我国专利（含发明与实用新型）文献的引证数据无法获得，从而无法展开针对实用新型在我国被用作审查员、申请人引证等信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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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我国我国我国我国实用实用实用实用新型专利新型专利新型专利新型专利现状现状现状现状3
 通过对我国 1985-2010 年间授权的实用新型统计，可以发现，自我国实施专利制度以来，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基本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截至 2010 年，我国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已达 1,688,513 件。 我国历年实用新型授权数量及其趋势如表一、图一所示： 授权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授权数量 223 4033 9125 15208 20249 18048 23213 34193 25103 授权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授权数量 34866 29847 27439 28032 30839 53828 55891 55912 59928 授权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授权数量 68529 71134 81378 103387 145137 177104 200035 315832  表一：我国历年（1985-2010 年）实用新型授权年份与数量 我国1985- 2010年间的实用新型授权年份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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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我国历年（1985-2010 年）实用新型授权年份与数量 由表一、图一可以看出，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增长迅速，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数量跳跃年份，

                                                        
3 本小节的数据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文献检索系统（CPRS 系统）检索获得；检索日期：2010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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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1999年突破 5万件，2006年突破 10万件，2008年突破 15万件，2009年突破 20万件，2010年更是突破 30万件。由此可见，实用新型专利在我国愈来愈得到重视。 三三三三、、、、中国实用中国实用中国实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引证状况分析新型专利被引证状况分析新型专利被引证状况分析新型专利被引证状况分析 为了对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在全球专利系统中的发展和作用进行分析，以下从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作为 PCT国际阶段国际阶段国际阶段国际阶段引文引文引文引文、国外国外国外国外审查员审查员审查员审查员引文引文引文引文、国外申请国外申请国外申请国外申请引文引文引文引文三个角度4，通过统计的方式进行分析。 

PCT国际阶段国际阶段国际阶段国际阶段引文引文引文引文 定义：PCT国际阶段引文，是指 PCT专利申请在国际检索和/或初步审查阶段，在检索报告中引用的文献。 以中国国实用新型专利被作为引证文件为检索条件，并仅保留检索结果中 PCT 国际阶段的引证结果。对 PCT国际阶段引文的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在统计获得的 1994-2010年申请且已经公开的 PCT专利申请文献中，在 PCT国际阶段，其中 7,113件 PCT专利申请的检索/审查中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其中，3,803件专利申请的国际检索报告中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X/Y类文献，其中，1,980件专利申请采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X文献，2,246件专利申请采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Y类文献（其中，
1,557件申请仅将中国新型用作 X类文献、1,823件仅将中国新型用作 Y类文献、423件申请将中国新型用既用作 X类、又用作 Y类文献），整体 X/Y率高达 53.5％。 表二、图二显示了所统计的 PCT国际阶段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 PCT申请年份及对应的 PCT申请数量5。 

                                                        
4 本小节的引证/被引证数据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S系统）获得；检索日期：2011年 1月 6日。 

5 特别注意：表二、图二中，2009年、2010年的申请数量呈下降趋势，并不真的意味着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 PCT专利申请数量下降了，而是因为 2009年、2010年的 PCT专利申请很可能没有公开、也没有进入检索/审查，从而无法对其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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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申请数量 26 32 50 47 56 91 137 192 296 申请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申请数量 375 475 786 959 1430 1458 666 37  注释：表中，1994 年申请的 PCT 专利申请中，有 26 件在 PCT 国际阶段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引证文献。其余类推。 表二：国际阶段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 PCT 申请年份与申请数量 国际阶段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PCT申请年份与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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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国际阶段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 PCT 申请年份与申请数量 考虑到表二所统计的数据中，还包括由中国专利局做出的 PCT 国际阶段检索报告，因而进一步将该部分数据排除，获得 1994-2010 年间申请但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际阶段引用了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 PCT 专利申请的公开年份与申请数量6情况。其中，278 件专利申请的国际检索报告中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X/Y 类文献，其中，169 件专利申请采用了中国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X 文献，123 件专利申请采用了中国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Y 类

                                                        
6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排除要求了中国优先权的 PCT专利申请。这种做法可能会将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但是由中国专利局做出国际阶段检索报告的 PCT专利申请也包括在统计范围内，并由此对统计结果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在无法精确获悉 PCT专利申请是否由中国专利局做出国际阶段检索报告的条件下，尽管这种统计方式存在这种风险，但总体上应当还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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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其中，155 件申请仅将中国新型用作了 X 类文献、109 件仅将中国新型用作了 Y 类文献、14 件申请将中国新型既用作 X 类、又用作 Y 类文献），整体 X/Y 率达 49.6％。 表三、图三显示了所统计的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际阶段引用了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的 PCT 申请年份及对应的 PCT 申请数量。 申请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申请数量 1 0 6 2 1 0 8 9 12 申请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申请数量 16 28 31 35 68 98 152   注释：表中，1994 年申请的、且未要求中国优先权的 PCT 专利申请中，有 1 件在 PCT 国际阶段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引证文献。其余类推。 表三：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际阶段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 PCT 申请年份与数量 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际阶段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PCT申请年份与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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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际阶段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 PCT 申请年份与数量 由表二、图二可见，PCT 国际阶段引用中国新型专利作为引证文件的 PCT 专利申请数量是随着申请年份递增的，且增幅越来越大（2009-2010 年呈下降趋势，是因为在做统计时相当一部分申请还没有公开的缘故）；而表三、图三同样也传达出类似的信息（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整体增长的趋势更加明显）。由此可见，PCT 专利申请的国际阶段审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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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论是在中国专利局的 PCT国际检索/审查中、还是在国外专利审查机构的 PCT国际检索/审查中，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的作用愈加显得重要。 国外国外国外国外审查员引文审查员引文审查员引文审查员引文 定义：国外审查员引文，是指国外审查员在审查所在国/地区的非 PCT专利申请时引用的文献。 以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作为引证文件为检索条件，并仅保留检索结果中非 PCT申请（注意，显然不包括中国专利申请）的国外审查员的引证结果7。对国外审查员引文的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在统计获得的 1987-2010年申请且已经公开的国外专利申请文献中，国外专利局/审查员在对 1,170件专利申请的审查中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其中，170件专利申请的审查员引文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X/Y类文献，其中，116件专利申请的审查员引文采用了中国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X文献，56件专利申请的审查员引文采用了中国新型专利文献作为 Y 类文献（其中，114 件申请仅将中国实用新型作为 X 类文献、
54件仅将中国实用新型作为 Y类文献、2件申请将中国实用新型既用作 X类、又用作 Y类文献），整体 X/Y率约为 14.5％。 国外专利局/审查员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审查员引文的专利申请年份及对应的申请数量，见表四、图四8。 申请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申请数量 1 0 0 3 3 7 9 14 申请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申请数量 15 17 19 20 22 14 22 33 

                                                        
7 除中国专利局审查员、PCT 申请的审查员外的审查员引证。 

8 2010 年呈下降趋势的原因主要与 2010 年的申请尚未公开和/或进入审查，从而无法被统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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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申请数量 34 73 93 100 124 224 264 59 注释：表中，1987 年申请的国外专利申请（不包括 PCT）中，有 1 件在由审查员审查时，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引证文献。其余类推。 表四：国外审查员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年份与数量 国外审查员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专利申请年份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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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国外审查员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年份与数量 为了对表四所统计的数据中未要求中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的审查员引文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排除要求了中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并进一步获得 1987-2010 年申请并已经公开且采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审查员引证的情况9。 表五、图五显示了所统计的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采用了中国新型作为国外审查员引文的专利申请年份与数量情况10： 申请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申请数量 1 0 0 3 2 4 7 6 
                                                        
9 排除要求中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后的结果中，可能存在中国申请人（故意）未要求中国优先权的风险，从而导致统计结果中可能包括实际源自中国的专利申请。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总体上仍旧应当是可信的，代表了审查员在对非源自中国专利申请审查时引用中国实用新型的基本状况。 

10 2010 年呈下降趋势的原因主要与 2010 年的申请尚未公开和/或进入审查，从而无法被统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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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申请数量 8 8 10 8 11 1 9 11 申请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申请数量 11 32 38 55 85 192 237 54 注释：表中，1987 年申请的、且未要求中国优先权的国外专利申请（不包括 PCT）中，有 1 件在由审查员审查时，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引证文献。其余类推。 表五：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外审查员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年份与数量 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外审查员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专利申请年份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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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国外审查员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年份与数量 由表四、图四以及表五、图五可以看出，国外专利局/审查员审查的国外专利申请中，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审查员用作引证文献的专利申请数量基本是逐年递增的，且增幅越来越明显，这也说明，我国的实用新型专利在国外专利审查机构的审查工作中越来越受到关注、重要性越来越高。另外，对国外专利审查机构的统计发现，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审查员引文的国别主要集中在英国（472 件）、欧盟（262 件）与美国（174 件）。 表六、图六显示了国外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审查员引文的专利申请国别与数量： 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审查员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9 

国别/地区 BG CH GR AP JP EA LU NL ES SG CZ DE EA ES FR AU US EP GB 申请数量 1 1 1 2 2 3 3 4 6 7 14 25 28 37 57 71 174 262 472 表六：国外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审查员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审查员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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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国外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审查员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国外国外国外国外申请申请申请申请引文引文引文引文 定义：国外申请引文，是指在国外申请的非 PCT 专利申请中由申请人引证的（背景技术）文献。 以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作为引证文件为检索条件，并仅保留在国外申请的非 PCT 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引证文件的检索结果。对国外申请引文的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在 1995-2010 年申请且已经公开的、在国外申请的非 PCT 专利申请文献中，有 2,678 件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引证文献。 国外申请引文中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年份及对应的申请数量，可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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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图七11。 申请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申请数量 2 1 2 8 19 45 55 139 申请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申请数量 223 397 528 531 352 248 101 27 注释：表中，1995 年申请的国外专利申请（非 PCT）中，有 2 件在申请文件引用中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申请人引证文献。其余类推。 表七：国外申请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证文献的申请年份及对应申请数量 国外申请引用我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年份与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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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国外申请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证文献的申请年份与申请数量 由以上表七、图七可以看出，在 2000 年以前，国外申请人在其申请中几乎不会采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背景技术文件。但自 2000 年、2001 年12开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国外申请引文采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引证文献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尤其在 2005 年、2006 年达到顶峰。但从 2007 年开始，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背景技术的国外非 PCT 专利申请呈下降趋势，且降幅比较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11 造成统计数据中从 2007 年开始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尚不清楚，初步猜测其原因可能包括专利申请公开导致的滞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企业专利行为变化等。 

12 巧合的是，这一年中国加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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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背景技术的国外非 PCT 专利申请的国别信息进行统计后发现，其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与欧盟，具体为：美国申请（US）2,519件，德国（DE）申请 86件，欧专局（EP）申请为 70件。 国外申请引文中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情况，可参见表八、图八： 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审查员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国别/地区 US DE EP FR 申请数量 2519 86 70 3 表八：国外申请引文中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国外申请引文中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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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八：国外申请引文中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文的申请国别与数量 考虑到表七的统计数据中，包括了中国申请人向国外提交的专利申请，为了做进一步分析，首先排除这部分申请13，并统计获得数据如表九，绘制趋势图如图九14： 申请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3 在做这个类别的分析时，采用了类似 PCT 国际阶段引文的处理方式，排除要求了中国优先权的专利申请，以此将专利申请限定为国外申请人而排除中国申请人。尽管这种做法也可能存在风险（比如中国申请人故意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但是总体上仍旧是可信的。 

14 造成统计数据中从 2006 年、2007 年开始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尚不清楚，初步猜测其原因可能包括专利申请公开导致的滞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企业专利行为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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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数量 2 1 2 7 10 37 40 116 申请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申请数量 197 321 425 365 237 144 69 14 注释：表中，1995 年申请的未要求中国优先权的国外专利申请（非 PCT）中，有 2 件在申请文件中引用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作为申请人引证文献。其余类推。 表九：国外申请中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证文献的申请年份与数量 国外申请中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证文献的申请年份与数量
0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申请年份

申请数量
 图九：国外申请中未要求中国优先权且引用中国实用新型作为引证文献的申请年份与数量 从表九、图九可以看出，其趋势与没有排除未要求中国优先权的情况基本相同，而造成从 2006 年、2007 年对应的专利申请数量开始下降的原因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分析。 四四四四、、、、结语与结语与结语与结语与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由前述的国内实用新型现状及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被作为 PCT 国际阶段引文、国外审查员引文、国外申请引文的统计分析可知，随着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发展，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在全球专利体系中，尤其是在（国外）专利审查机构中，愈来愈得到重视和关注，与此同时，国外专利申请人对我国实用新型专利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并在其专利申请中大量引用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 基于此，对于我国专利审查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于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价值和作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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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国情制定更加合理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审查制度，差异化审批速度，以更加符合国内申请人的利益。而对于我国的创新主体，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认识实用新型的积极作用，将其与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以及其它知识产权形式进行组合，制定适应自身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并制定灵活的专利子战略、实用新型专利子战略，多角度利用实用新型专利，为提高自身竞争力服务。 最后再指出一点，虽然我国目前暂时没有将我国专利（申请）的引证/被引证信息予以电子化形式的公开15。但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以及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专利（含发明与新型）（申请）的引证/被引证信息的公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6。而在相应的政策出台之前，相关利益方应当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最大程度挖掘专利（申请）引证/被引证信息的准备，以服务于相关决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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