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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2024 年专利调查报告系列——专题一：专利创造质量持续提高

2024 年调查显示，我国企业专利研发动力持续增强，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产学研合作创新更加活跃，
专利信息利用更为广泛。

（一）企业专利研发获取比例持续提升

1. “十四五”以来企业发明专利中研发获取比例保持高位
2024 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中通过研发获取的比例为 86.6%，较上年提升 1.8 个百分点，较 2021 年提

升了 2.1 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保持平稳提升态势（参见图 1）。

2. 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研发获取比例相对较高
调查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企业发明专利中，通过研发获取的比例分别为 89.7% 和

90.8%，分别高出企业总体 3.1 和 4.2 个百分点（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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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微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合作或委托研发获取发明专利
小、微型企业研发产生的发明专利中通过合作或委托研发方式获取的比例分别为 8.1% 和 12.8%，明显

高于大、中型企业（参见图 4）。

（二）企业专利研发投入力度稳步加大

1. 较高研发经费支出专利比例持续提高
2024 年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研发获取的发明专利中，研发经费支出在 50 万～ 100 万元以及 100 万元以

上的发明专利比例分别为 18.2% 和 17.8%，分别较上年提升 0.6 和 0.2 个百分点，均为“十四五”以来最高
（参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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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企业规模看，微型企业发明专利研发经费支出不足 10 万元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规模企业，达到了
46.7%，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微型企业研发资金相对不足；大、中型企业发明专利研发经费支出在 100 万元以
上的比例明显更高（参见图 6）。

2. 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研发需要更大资金投入
2024 年调查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企业发明专利研发经费支出处于高区间的比例相

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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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导性增强
分产学研合作方式看，2024 年，根据企业需要开展联合研究的比例最高，为 47.6%，较上年（42.9%）

提高 4.7 个百分点。其次是委托高校或科研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或技术服务，为 42.3%，较上年大幅下降 14.4
个百分点。

3. 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创新更加深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比例分别为 60.8% 和 68.1%，分别是企业总体

的 1.5 倍和 1.7 倍。
4. 未来产业产学研合作创新聚焦新技术应用和核心技术攻关

（三）产学研合作中企业主导地位逐步增强

1. 超四成企业专利权人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
2024 年调查显示，与高校或科研单位开展研发合作的企业专利权人比例为 41.0%。

（四）企业研发活动广泛利用专利信息

1. 超八成企业利用专利信息开展研发活动
2024 年调查显示，有 83.1% 的企业在研发过程当中利用了专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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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微企业更多依赖公共渠道获取专利信息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以市场化服务机构及服务产品为主、公共服务机构或公共服务产品为补充的方

式获取专利信息的比例最高，为 43.0%，微型企业全部依靠公共服务获取专利信息的比例最高，为 27.7%（参
见图 13）。

3. 专业人员、信息时效性是专利信息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企业利用专利信息过程存在的问题中，表示“缺乏可以深度利用专利信息进行检索分析的专业人员”“因

为公开和审查周期等原因，专利信息滞后，在研发最新技术时时效性不足”以及“专利信息不容易理解，专
利语言与研发语言有区别”的企业比例相对较高，依次为 46.4%、44.4% 和 42.6%，均超过四成。

（来源：国知局《2024 年专利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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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28 日，国家版权局发布 2024 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数据，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 1063 万余件，
同比增长 19.13%。其中，作品著作权登记 780 万余件，同比增长 21.39%。美术、摄影和文字作品占据主要部分。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282 万余件，同比增长 13.31%，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著作权质权登记 432 件，呈
现增长，合同和担保金额有所下降。登记量增长显著的省份包括北京、福建和山东等。

以下是过去五年间全国著作权登记的数据统计情况，供读者参考。

（来源：国家版权局）

国家版权局公布 2024 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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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4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版权局关于印发《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
合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到：

鼓励商业银行对于单笔 1000 万元以下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通过内部评估或者银企协商形式确定价值；鼓
励政府部门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面提供数据、模型和系统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用知识产权整体评
价替代价值评估。

探索采取企业预缴质押期间专利年费等方式，避免专利权因未缴纳专利费而失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版权局关于印发《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
工作方案》的通知

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联合发文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

深圳、宁波等地开展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工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经深入调查研究，决定选取知识产权密集且工

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开展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工作，在问题取得突破并积累经验后，逐步复制推广。工
作方案以“知识产权”这一关键要素为突破口和抓手，坚持“问题导向”，在登记、评估、处置、补偿等关
键环节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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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对《规定》进行要点分析和内容梳理后，我们发现其关键创新点主要有：
1) 维权支持体系：通过基金、保险、公益平台降低企业成本。
2) 国家安全导向：将知识产权纠纷与国家安全、反制裁直接挂钩。
3) 数字化合规：强调数据安全和技术出口管理在跨境纠纷中的重要性。

建议企业提前布局合规体系，关注后续配套细则（如反制清单操作指引），并利用政府提供的预警与法
律援助机制应对国际纠纷。

《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将于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来源：中国政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