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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标】商标保护中“少即是多、多未必少”是怎么回事？——略论商标的

构成元素与保护范围 

实务中，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应该申请标准字体还是艺术字体的商标？我应该申

请黑白商标还是彩色商标？或者更笼统地说，我应该申请单一的商标还是组合商

标？两者的注册难度和对抗范围是否不同？何时应该进行要部比对？何时应该

进行整体比对？ 

 

理论上讲，商标法第 8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

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

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这就说明，申

请各种商标都是可能的，但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 

 

为了叙述方便，根据商标构成元素的多少，我们可以将商标分成两大类，单一商

标和组合商标：例如，简单的文字、人名、数字的标准字体黑白词汇如同仁堂、

李宁和 1573算单一商标，单纯的黑白图案如苹果、鳄鱼是单一商标，单纯的颜

色组合如金霸王黑铜双色组合或可口可乐瓶三维标志、QQ滴滴声音也是单一商

标；几个词汇组成的词组，艺术体的文字、彩色的字体或图案，文字及图案的组

合、附带文字或图案的颜色或三维标志等等，则是组合商标。二者在注册和保护

时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 

 

1. 注册决定保护 

单一商标是否可以注册，衡量的标准相对比较单纯，以显著性为例，只需要看该

商标是否能够与商品保持足够的距离，如果是通用词汇或图案或者叙述性词汇乃

至单纯的商品形状或颜色组合，一般都被认为不具有显著特征。而组合商标由于

包含了不只一个元素，其显著性的判断就需要整体进行，也就是说，即使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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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例如词汇或图案或颜色或形状缺乏显著性，整体结合以后仍可能起到识别

作用，也就仍然可以获得注册。 

 

这样说来，就显著性的认定而言，组合商标显得比单一商标更容易获得注册。但

到了保护的时候，组合商标的近似判断往往需要整体比对，个别要素的同异，并

不一定代表两个商标整体的同异。另外，他人如果只是使用了组合商标的某个通

用或叙述性乃至功能性元素，根据商标法第 59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就仍然可

以主张正当使用来抗辩。例如“大众汽车（Volkswagen）”和“雀巢咖啡

（Nescafe）”就不能对抗他人正当使用“汽车（wagen）”和“咖啡（café）”

的词汇。 

 

相比之下，单一商标的近似比对就会容易许多，即使侵权嫌疑人使用了组合其

他元素的商标，只要该组合商标完整地包含了在先的单一商标且并未形成一个

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whole indivisible），就仍有可能根据要部或特征比对

认定两者近似。欧盟在审理 Thomson Life 案时，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使 Thomson

相对于在先商标 Life更加显著，甚至整体外观上也因为多出 Thomson一词有较

大区别，但由于 Thomson与 Life 并未形成一个新的整体，life 仍然保持了“独

立识别作用”（independent distinctive role）就应该判决构成商标近似和侵

权。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少即是多”，或者说，注册的商标越单一，对抗

保护的范围就越大。 

 

那是不是说，我们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尽量避免注册组合商标呢？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一则如前所述，如果单一商标注册有困难的时候，注册组合商标也许就是唯

一选择；二则即使我们可以注册单一商标，当我们注册一个包含了单一商标的组

合商标后，在对抗他人的组合使用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例如，鳄鱼图形的黑白

商标注册后，我们还可以将我们经常使用的绿色鳄鱼的组合商标也进行注册。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当他人使用相同及十分近似的其他任何颜色的鳄鱼商标，

我们均可以用单一鳄鱼的黑白商标通过要部比对去对抗。另一方面，如果他人使

用的是不太一样的鳄鱼图形甚至非鳄鱼的图形，近似比对就会困难一些。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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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如果他人的这一图样也使用了绿色，绿色鳄鱼的组合商标就容易通过整

体比对得出近似的结论。“联邦蜥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中被告本

来注册的据说是花朵的商标，但实际使用中不仅拉伸变形贴近鳄鱼图形，同时也

使用鳄鱼商标常用的绿色，整体视觉上就造成十分近似的效果，最终被法院认定

构成商标侵权。 

 

2. 使用补充注册 

这种情况甚至适用于他人同样拥有注册商标的情况，例如《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第 24条的解读中所列举的 Tommy 注册了红白颜色的图案，另外一家也拥有略微

近似的黑白图案注册商标，但当后者也使用红白颜色的时候，整体效果就会大为

接近，构成对 Tommy红白颜色商标的攀附和侵犯。 

 

有意思的是，如果 Tommy注册的也只是黑白的图形商标，但实际使用的就是红白

的颜色搭配，第三人也仍然是黑白注册、红白使用，应该怎样来处理两者的矛盾

呢？我们其实可以组合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主张商标侵权和不正当

竞争：因为红白搭配的效果是实际使用带来的，已经在相关公众中产生一定影响，

完全可以叠加在已经注册的黑白商标上，提前垄断图案附加红白颜色组合的整体

效果。欧盟法院审理的 Specsaver 案（C-252/12）即持这种观点。同样的，在

New Balance案件中，已经注册的 N图形，由于主要使用在鞋帮的的位置，即使

他人也成功注册了略有区别的 N 图形，但当这一图形也同样使用在鞋帮位置，就

仍然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因此，商标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提到的商标近似的要部比对和整体比对的方法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的运用：在商标是显著性较强的单一商标时，他人即使

附加了其他要素，但只要没有覆盖、淹没在先单一商标的显著性，就应该主要

采取要部或特征比对的方法进行近似判断；而当在先商标的显著性主要体现在

组合的特殊图案、颜色和形状时，就需要着重进行两个商标的整体比对，忽略

两者的细小差别，同样得出商标近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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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化繁为简，我们也可以说，“少即是多，多未必少”，一切都取决于单一商

标作为要部或特征的显著程度以及组合商标的整体显著程度。只要相关公众印

象深刻，我们就可以甚至应该同时拥有单一商标和组合商标的注册，例如同时

注册黑白商标和彩色商标甚至单纯的颜色组合商标，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抗他人

盗用我们的要部和整体。 

 

 

来源——知识产权与竞争法 

【周小丽 摘录】 

 

1.2【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司法部联合发文加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

决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据了解，《意见》的出台是国家知识产

权局、司法部携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具体行动，

对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制度是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

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 2020 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司法部在全国大

力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累计组织三批次包括北京、

上海等 23个省区市开展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持续提升全系统行政裁决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但同时，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仍存在法

治保障相对滞后、制度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意见》明确了两个阶段主要目标。到 2025年，行政裁决法治保障不断完

善，法定职责得到切实履行，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与调解、司法审判等的衔接

协调更加顺畅，工作体系更加完备，行政裁决能力得到显著增强，行政裁决作用

充分彰显。到 2030年，支持全面创新的行政裁决基础制度基本形成，体制机制

运行顺畅，制度作用充分发挥，行政裁决能力全面提升，行政裁决工作法治化、

便利化水平显著提高，新时代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意见》着眼于推动解决当前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突出问题和加强新

时代行政裁决工作需要，围绕 6个方面 15项重点任务提出 56 条具体举措，覆盖

行政裁决工作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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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围绕强化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法治保障，提出健全行政裁决法律规

范、细化行政裁决程序规定、完善行政裁决执行制度等 3项重点任务，努力提升

行政裁决工作法治化水平。二是围绕严格履行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法定职责，

提出明确行政裁决属地责任、切实履行行政裁决法定职责、落实行政裁决公开制

度等 3项重点任务，推动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全面落实行政裁决属地责任。三

是围绕加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力度，提出畅通案件受理渠道、优化案件

审理模式、突出案件办理质效等 3项重点任务，积极回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

创新主体保护需求，强化行政裁决案件办理。四是围绕完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

决支撑体系，提出健全专业技术支撑体系、完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等 2项重

点任务，强化行政裁决技术支撑和办案协同。五是围绕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

决改革试点，提出强化行政裁决改革创新、深化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等 2

项重点任务，鼓励各地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不断推动完善行政裁决体制机制。六

是围绕加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能力建设，提出强化行政裁决能力提升、加强

行政裁决队伍建设等 2项重点任务，推动各地更好更快提升行政裁决能力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要求引导各地将行政裁决工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

核评价和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指标体系，并作为正向指标予以加分。将各地工作落

实情况，纳入年度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绩效考核范围。 

  

 

【胡鑫磊 摘录】 

1.3【专利】8 月以来国务院多部门出手，看效果→ 

9月 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经济形势和

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8月份以来，各有关方面系统打出了一套政策

“组合拳”，切实稳增长、提信心、防风险，持续巩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势

头。这套政策“组合拳”打得怎么样？效果如何？一起来关注—— 

 

政策“组合拳”有哪些内容？ 

 

一是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截至 8月末，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新增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占全年

额度的 80%左右； 

 

相关链接>> 

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基础货币投放增加、信贷总量继续扩大、存贷款市场利率降低，有效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推动供需两端持续恢复。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0NTIyNA==&mid=2666301227&idx=1&sn=24abbbe5fa246b0c9eaa933464c3e4bf&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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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2023 年 8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二是延续优化一批阶段性政策。 

 

7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今明两年到期的阶段性政策明确了后续安排，8

月份以来各部门加快落实，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保交楼贷款支持

计划等政策予以了延期和优化。 

 

相关链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

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两部门发布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 

关于延续执行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担保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关于延续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有关政策条件的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延长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

政策期限的通知 

2023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三是研究出台一批针对性强的新举措。 

 

聚焦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陆续推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新政策新举措。比如： 

 

  

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实施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上调部分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等政策。 

  

 

相关链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继续实施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

间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加快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31条政策以及近

期 28条举措，通过推介项目、畅通问题反映渠道等方式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

极性。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3693&idx=1&sn=4b3792769d8811d88b93a577886be09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DAwMDExMA==&mid=2247544359&idx=1&sn=b830dbca518aa66965bfb7d5bcf56ad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0NTIyNA==&mid=2666300186&idx=3&sn=e2ebc5aafa4c33c39211b4fff15eddd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792&idx=1&sn=c77793c870cb8eb41f923cdf44c8d9c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792&idx=1&sn=c77793c870cb8eb41f923cdf44c8d9c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0NTIyNA==&mid=2666300219&idx=1&sn=477de3321d99e387c3579274b89cb53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800&idx=2&sn=4ea526aa2f4932ddc4457d7da2aa96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800&idx=2&sn=4ea526aa2f4932ddc4457d7da2aa96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792&idx=3&sn=e0c22834b470508b4f4db7be52113fd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792&idx=6&sn=83cd81b5d963fa086dfee1b720b419a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792&idx=5&sn=f4ecf96b2c4cc4d704e5c03fa759ad2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DAwMDExMA==&mid=2247542234&idx=1&sn=4a6515f358e55b3b11ee2515d0658c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DAwMDExMA==&mid=2247542234&idx=1&sn=4a6515f358e55b3b11ee2515d0658c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DAwMDExMA==&mid=2247543439&idx=1&sn=afdd93ad25821d1690664b2a5345eb3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0NTIyNA==&mid=2666296569&idx=2&sn=0eb5d745f60ff0480e0e467128a023c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60829&idx=1&sn=49a72881d214c3bd991d3393745e2f04&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64306&idx=1&sn=7b386806a1ceb14b627e2c81bdd4ef2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64306&idx=1&sn=7b386806a1ceb14b627e2c81bdd4ef2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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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 

促进民间投资，十七条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开推介一批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的重点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上线民间投资问题反映专栏 推动改善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 

 

  

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推动“认房不认贷”、调

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等落地，更好满足居民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相关链接>>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优化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

标准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 

 

四是谋划推出一批储备政策。 

 

针对经济形势变化，常态化开展政策预研储备，并推动储备政策适时出台实施。

目前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储备政策已有多项出台，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和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有序扩大基础设

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规模等。 

 

相关链接>> 

国务院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

的公告 

 

政策“组合拳”效果如何？ 

 

 

随着政策组合拳效果不断显现，数据表明，8月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多数指标

边际改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有所恢复，进出口降幅收窄，居民消费价格由降转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和企业利润降幅持续收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小幅回落，制造业 PMI持续回

升，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在积累，亮点在增多，社会预期有所好转。 

 

一是国内需求持续恢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上月加快 2.1个百分点，投

资规模持续扩大，多地房地产市场随着“认房不认贷”等政策的落实出现了回暖

迹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I0NTIyNA==&mid=2666299749&idx=1&sn=35c480f4c071d94fba1c904092577b8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0680&idx=1&sn=37af319610df8b6524e79e87666d6c9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49950&idx=1&sn=daff9d37d2e75649c97d6006942a2c64&chksm=8442d205b3355b131cea7d8ff423393519285d1d4e35cea78ac9946777f3fb8accf8fe23e083&token=1123633781&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3482&idx=1&sn=3834992bff11c4a04804456453d9bf97&chksm=8442ac71b3352567045b202f688ae40bf8dab8d431ace741c8ab6e1596cba6d618bfd364f8ad&token=1123633781&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2903&idx=1&sn=5c5970310465e9d4bd4e45f227c8552d&chksm=8442aebcb33527aa30b0c690f97735c144c16ef7a8d76b34159b4715256c6ac7897514c524f0&token=1123633781&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DAwMDExMA==&mid=2247543585&idx=1&sn=05262162e5d5191cf4eac88068d73d7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DAwMDExMA==&mid=2247543585&idx=1&sn=05262162e5d5191cf4eac88068d73d7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DAwMDExMA==&mid=2247543799&idx=1&sn=0cabb418ed5e87b152c4d05bd4b28f70&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DA0MzcwMA==&mid=2652652339&idx=1&sn=de4050e1b3eb161900aad5a5385abd7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64110&idx=1&sn=78f8794298309de500281cbca103d1a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60805&idx=1&sn=36dabccbc467c6b9507819cb871681c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2650560805&idx=1&sn=36dabccbc467c6b9507819cb871681ce&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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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生产供给稳中有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比 7月份分

别加快了 0.8和 1.1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速明显加快，旅游出行、文化娱乐等服

务业增长态势良好，特别是旅游出行，现在高铁票一票难求。 

 

三是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前 8 个月，制造业、基础设施等投资增速比总体水平分

别高 2.7、3.2个百分点，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投资比整体的水平高了 8.1个百分

点，在优化供给结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

增长，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正在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四是经济大省韧性凸显。8月份，广东以人民币计价外贸进出口增速提高到

10.2%，达到了两位数，浙江前 8 个月新设经营主体增长 12.5%，也是两位数，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实物量指标增长比较好，经济大省“勇挑大梁”，为推

动经济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社会预期有所改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回升，制造业生产指

数、新订单指数和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都位于景气区间。可

以说，8 月份经济运行的新亮点新变化为下一步的经济持续回升奠定了良好基

础。 

 

 

【吴青青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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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专利 】知识产权赋能创新发展——第十二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的观察 

知识产权是激励社会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是提升

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发展现状如何？知识产权如何支持创

新发展？9月 19日至 20日，第十二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山东济南举办，与会

嘉宾从多角度进行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重视知识产权就是重视创新发展。近年来，我

国知识产权领域呈现许多新气象。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我国知识产

权法治保障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全面提速，公

共服务水平加快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线下会议活动全面恢复，各方联系更加

紧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表示，亚洲正成为创新聚集地，70%的知

识产权申请以及 60%的研发资金申请来自亚洲地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核

心作用，在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位列第 11。“中国在 2022年全

球创新指数的众多指标中表现出色，在地理标志、植物品种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王彬颖说。 

 

  “近年来，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每亿元营收高价值专利数从

2014年 0.62件，提升至 2021 年 2.33件。”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任爱

光表示，当今全球产业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聚焦工业和信息化重点领域的产业链，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努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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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催化剂，也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潍柴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多年来，潍柴建立了覆盖产品研发制造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培育高价值专利，在多项科技创新上率先取得突破，有效提升产业创新国际

竞争力，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潍柴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1.1万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 3500余项。 

 

  华为法务部副总裁、重大项目部部长沈弘飞介绍，基于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华为实现了对 5G标准 20%以上的标准提案贡献。华为把专利许可收入反哺到相

关标准研究团队，用来加强对下一代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这就是“投入、回报、

再投入”的创新正循环。 

 

  为推动知识产权更好支持创新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将下一步工作有序落

实。“我们将着力加大知识产权制度供给，配合加快完成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

加快推动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的修订。”申长雨说，

将持续推进地理标志统一立法，建立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

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着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完善知识产权支

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推进专利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助力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 

 

 

【杨其其 摘录】 

1.5【专利 】浅谈几种方法系统类专利撰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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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不仅是近年来科技领域的热门词汇，相关专利申请的数量

也有着显著增长。对于此类技术方案，其中往往涉及到建立模型这一步骤，所以

本文暂且将此类技术方案称为“建模类”技术方案。 

 

无论是在指导培训工作中，还是在案例检索学习时，笔者发现，部分专利代理师

在处理“建模类”技术方案时，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与大家

分享自己的观点及建议。 

 

对于发明人，在撰写“建模类”技术方案的技术交底书时，通常的思路如下：获取

训练数据→基于训练数据对初始模型进行训练以获得最终模型→采用最终模型进

行预测或分类等处理。 

 

对于部分代理师，特别是不太熟悉神经网络相关专业知识的代理师，很有可能就

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独立权利要求的撰写了，然后在各从属权利要求中再进行进一

步展开与限定。 

 

但是，我们不妨跳出上述思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每次应用模型时，都要建

一次模吗？ 

 

多数情况下，答案都是否定的。 

 



 

第 14页共 66 页 

 

站在发明人的角度，为了阐述清楚其技术方案，其当然会把如何建立模型以及如

何使用模型的过程一次写清楚，正如上述思路所示。但是，作为代理师，就不应

仅停留在这一层次，而应从专利的角度进行更高维度的思考，思考一下对于此类

技术方案，如何保护，或者说如何撰写权利要求才更合理。 

 

将发明人的思路再次提炼一下，可以看到，其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也就是建立模

型与使用模型，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模型只需要建立一次，而使用则可以是成

千上万次。例如，某公司开发出一套高效的人脸识别系统，在不考虑更新等因素

的情况下，该同一套系统可以同时应用于多个用户终端，其中，某公司完成的主

要工作可以理解为建立模型的过程，而不同用户终端的执行动作则可以理解为使

用模型的过程，用户终端在使用时并不需要建模。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对于“建模类”技术方案，相对合理的权利要求撰写方式

应该是把建立模型的过程与使用模型的过程分开。两条相应的方法类权利要求可

以示例为： 

 

1.一种建立 XX 模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获取训练图片，其中，每幅所述

训练图片对应一个标记分数；以所述训练图片作为样本，并以对应的所述标记分

数作为标签，对初始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以获得 XX 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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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种从视频中进行人像识别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从视频文件中提取包

括人像的图片；将所述图片输入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项所述的建立 XX 模型

的方法所获得的 XX 模型中，获得……。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描述，上述示例比较简单。但是，在实际处理过程中，

对于如何获取训练样本，如何确定标签，初始神经网络的具体结构，使用模型前

对数据的预处理以及对使用模型所获得数据的进一步处理等，都有可能是创新点，

无论在独立权利要求，还是在从属权利要求中都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

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于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新版《专利审查指南》，

在第二部分第九章增加了涉及人工智能、区块链、商业规则和方法等新领域新业

态专利的审查规则，在明确审查基准的情况下，还给出了十个相应的审查示例。

其中，例 1 和例 2 便涉及“建模类”技术方案。这两个例子主要说明了如何撰写此

类权利要求才能符合专利保护客体的相关要求，简单来说，就是需要解决具体的

技术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数学方法优化，需要和具体的技术领域相结合，采用具

体的技术手段，获得相应的技术效果。 

 

由于本文所讨论的“建模类”技术方案不仅包括建立模型的过程，还包括使用模型

的过程，所以通常都是会和具体的技术领域相结合的，关键在于采用何种撰写方

式更为合理。笔者认为，如上文示例中将建立模型与使用模型的过程分别用不同

的权利要求予以表达，会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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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了保护范围的全面化，在完成方法类权利要求的撰写后，可以基于涉及

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的相关撰写要求，再去相应扩展虚拟模块、实体装置和存

储介质类权利要求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文提到的模型主要是基于时下比较热门的神经网络模型，

所以有模型训练过程。但应当理解的是，不是所有的模型都是神经网络模型，模

型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一种数学表达，或者更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一种数学公式

化表达。例如，y=kx+b 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模型，对该模型输入一个数据 x，可以

获得一个输出 y，其中，x 与 y 呈一元一次函数关系。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神经

网络模型也只是一个由更复杂公式与结构所构成的模型。 

 

如上所述，神经网络模型因为其自身特性，存在参数调整优化的过程，所以往往

需要通过训练才能得到。但是，对于例如 y=kx+b 这样具有确定参数的模型，其

建立过程就与神经网络模型有所区别了。 

 

如果“建模类”技术方案中的模型可以直接通过构建特定结构而获得，此时，不妨

对模型本身进行限定。相应权利要求则可示例为： 

 

1.一种 XX 模型，其特征在于，包括左臂子网络、右臂子网络和融合子网络，所述

左臂子网络的输出端和所述右臂子网络的输出端均与所述融合子网络的输入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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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左臂子网络用于对包括人像的图片中的环境背景进行抑制；所述右臂子

网络用于……；所述融合子网络用于……。 

 

6.一种从视频中进行人像识别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从视频文件中提取包

括人像的图片；将所述图片输入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项所述的 XX 模型中，

获得……。 

 

需要注意的是，本示例中权利要求 1 中的模型一定要和具体的技术特征相结合，

否则可能就变成了通用的数学模型，而不符合专利保护客体的要求了。另外，与

前一示例类似，本示例中权利要求 1 和 6 分别所表达的也可以理解为建立模型与

使用模型的过程。 

 

当然，上述示例中的模型既可以是由结合实际技术领域相关特征的数学公式构成

的模型，也可以是具有特定网络结构且用于处理实际技术问题的神经网络模型等。 

 

综上所述，在处理“建模类”技术方案时，一方面，要避免将模型描述为通用的数

学模型，另一方面，最好将模型的建立过程和使用过程予以区分，以进行更合理

的保护。另外，本文所提供的示例并不复杂，代理师在处理实际案件时，可以在

此思路的基础上，采用与相应案件更匹配的撰写方式。 

 

 

 

 

【侯燕霞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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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专利 】 

 

“上诉人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正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发明构思差异对改进动机及技术启示的影响 

 

——（2022）最高法知行终 316 号 

 

裁判要旨 

 

在采用“三步法”判断发明创造是否具备创造性的过程中，判断本领域技术人员

是否会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产生改进动机以及是否有将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

件相结合的技术启示时，如果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

显差异，则通常可以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有改进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得到本

发明的动机；如果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明显差异，则

通常可以认定现有技术不存在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上述对比文件结合以得到本发

明的技术启示。 

 

关键词 

 

专利申请 驳回复审 改进动机 技术启示 发明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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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在上诉人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正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涉及申请号为 201510248436.7、

名称为“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下简称本申请）。国家知识

产权局作出第 215237 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维持其于 2

019 年 2 月 1 日对本申请作出的驳回决定。泽正公司不服被诉决定，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判决驳回泽正公司

的诉讼请求。泽正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判决撤销原判和被诉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裁判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发明构思，是指在发明创造的完成过程中，发明人为了

解决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在谋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所提出的技术改进思路，决定了

发明进行技术改进的途径和最终形成的技术方案的构成。采用“三步法”判断发

明是否具有创造性过程中，在判断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会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产

生改进动机以及是否有将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进行结合的技术启示时，如果

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较大差异，则本领域技术人员通

常不会有改进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得到本发明的动机；如果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

文件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较大差异，则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也难以产生将两个

发明构思不同的对比文件进行结合以得到本发明的技术启示。本申请与对比文件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第 20页共 66 页 

 

1 均是以 CN87212315U 专利为基础说明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二者面对需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本申请的具体结构组成，触头的旋转平面垂直于尖嘴钳

的头部，但平行于钳子转轴轴线方向。由此，触头能够围绕尖嘴钳的头部旋四周

旋转。而对比文件 1 的具体结构组成，拨块的旋转平面平行于固定轴的轴线方向，

但垂直于钳子转轴轴线方向，拨块只能在固定轴的一面旋转。由上分析可见，本

申请与对比文件 1 二者使克氏针弯曲的部件，在具体结构组成、相互位置关系设

置、技术效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对比文件 1 给出的技术教导，本领域技术

人员不会想到将固定轴（底座 5）替换成尖嘴钳，进而也不会想到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用尖嘴钳进行克氏针夹持”，也即本领域技术

人员不会产生将对比文件 1 改进为本申请的动机。同时，对比文件 2 中的尖嘴

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就是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垂

直于钳子转轴，而触头绕钳子转轴转动，触头的旋转平面也轴垂直于钳子转轴，

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和触头的旋转平面平行，触头不可能绕尖嘴钳长度方向

的中心轴旋转。所以，对比文件 2 的触头没有绕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旋转的

可能，故对比文件 2 没有给出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

用尖嘴钳进行克氏针夹持”的技术启示。 

 

 

附：判决书全文 

 

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管理(专利)行政二审行政

判决书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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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2)最高法知行终 316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专利申请人）：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胡世辉，郑州中原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专利代理师。 

委托代理人：李想，郑州中原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专利代理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该局审查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丽颖，该局审查员。 

 

上诉人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

回复审行政纠纷一案，涉及申请人为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正

公司）、名称为“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下简称本申请）。

针对泽正公司就本申请提出的复审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 215237 号复审

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维持其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对本申请作出

的驳回决定；泽正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

讼。一审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作出（2020）京 73 行初 13345 号行政判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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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判决驳泽正公司的诉讼请求；方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

询问了当事人，上诉人泽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辉、李

想，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袁丽颖到庭参加询问。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基本事实如下：本申请系名称为“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的发明专利申请，

申请人为泽正公司，申请日为 2015 年 5 月 16 日，公开日为 2016 年 11 月 23

日。作为本案审查基础的权利要求为： 

 

“1.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包括尖嘴钳，其特征在于：所述尖嘴钳头部的钳口两

个夹持片夹持克氏针，钳口两个夹持片之一为成形芯块（6），尖嘴钳的头部作

为旋转轴，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触头（3）

向成形芯块（6）方向旋转将两个夹持片夹持的克氏针绕成形芯块（6）折弯。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刮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钳口两个夹持片

之一为成形芯块（6），钳口另一个夹持片上设限位槽（5），限位槽（5）与成

形芯块（6）配合夹持克氏针时防止刮切过程中克氏针脱出。 

 

3.如权利要求 1 或者 2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头（3）上

用于刮切克氏针的刮切刃（4）与成形芯块（6）形成刮切口，触头（3）将克氏

针折弯后，刮切刃（4）沿刮切口继续旋转将夹持的克氏针刮切断。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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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

转轴，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为尖嘴钳的头部

即旋转轴制成回转面，回转面外套设套管（302），转动件固定触头（3）。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转面形成锥形轮廓，

锥形轮廓外，套接与其配合的套管（302），使得尖嘴钳的头部的钳口能够张开

容纳克氏针，套管（302）固定触头（3）。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302）设置限

位档环（3021），在刮切时，限位档环（3021）防止套管（302）从锥形轮廓

夹持件（1）上脱出。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302）设置扳

动手柄（3022），扳动手柄（3022）为触头（3）及其刮切刃（4）提供折弯力

和刮断力。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尖嘴钳（10）的侧方

设置与扳动手柄（3022）配合的固定手柄（3023），扳动手柄（3022）与固定

手柄（3023）配合为一对手握的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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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克氏针折弯刮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扳动手柄（302

2）是棘轮扳手，所述套管（302）与棘轮扳手配合的部位的外形为与棘轮扳手

配合的螺母外形。” 

 

经实质审查，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发出驳回决定，驳回了本申请，

其理由是权利要求 1-9 不符合 2008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

简称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驳回决定所依据的文本为申请日

2015 年 5 月 16 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说明书第 1-4 页、说明书附

图第 1-4 页、权利要求第 1-9 项。 

 

驳回决定中引用了如下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 1：WO2014190945A1，公开日 2014 年 12 月 4 日。对比文件 1 公

开了一种克氏针折弯器，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包括底座 5，底座 5 的端

部设置有限位柱 4 和成型芯块 1，两者共同对克氏针进行定位；底座 5 的外周作

为旋转轴，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拨块 6 围绕旋转轴转动；拨块 6 向成型

芯块 1 方向旋转将由限位柱 4 和成型芯块 1 定位的克氏针绕成型芯块 1 折弯。 

 

对比文件 2：CN2223080Y，公告日 1996 年 3 月 27 日。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一

种骨科内固定术用钢针尾折弯钳，并具体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1-2 页，图 1)

如下技术特征：该折弯钳通过左钳体 3 和右钳体 4 对钢针 7 进行夹紧固定，收

拢上钳体 5，钢针将围绕夹持钳头中的一个弯折。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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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决定具体指出：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对比文件 1 公

开了一种克氏针折弯器，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其区别技

术特征在于：采用尖嘴钳对克氏针进行固定，并将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尖

嘴钳的一个加持片为成型芯块。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一种

骨科内固定术用钢针尾折弯钳，给出了利用钳头对克氏针进行固定，并将其中一

钳头设置为成型芯块的技术启示；并且尖嘴钳也是一种常用的固定钳。因此，在

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和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得出该权利要求所

要保护的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该权利要求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三款规定

的创造性。从属权利要求 2-9 的附加技术特征或被对比文件 1、对比文件 2 所公

开，或属于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因此从属权利要求 2-9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

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泽正公司对上述驳回决定不服，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

复审请求，并未修改申请文件，仅陈述了本申请具备创造性的理由。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向泽正公司发出复审通知书，指出权利要

求 1-9 不具备创造性，并针对泽正公司的意见陈述做出回应。 

 

泽正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并未修改申请文件。泽正公司

认为：1.对比文件 2 中“收拢上钳体的钳把，则该钳把绕销轴回转，其钳头就用

斜面逐步挤压钢针针尾，迫使针尾在钳口处弯曲成 90 度”。对比文件 2 的上钳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第 26页共 66 页 

 

体是绕轴销回转，不可能使“克氏针围绕夹持钳头中的一个折弯”。钢针只能在

钳口处弯曲成 90 度，没有转轴作为其结合的基础。2.本领域技术人员都知道：

钢针折弯 90 度，只能限制钢针的轴向窜动、不能限制钢针的绕轴线摆动，容易

引起感染。对比文件 2 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困难处境。本申请解决克氏针弯折成

钩的问题，采用从未公开的转轴达到将钩状克氏针的钩压入骨中，能够防止轴向

窜动、还能防止绕轴摆动，达到全固定的目的。 

 

2020 年 6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认为： 

 

（一）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一种克氏

针折弯器，并具体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8 页第 8 行-第 9 页第 4 行，图 1-图 6

1)以下技术特征：包括底座 5，底座 5 的端部设置有限位柱 4 和成型芯块 1，两

者共同对克氏针进行定位；底座 5 的外周作为旋转轴，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

的拨块 6 围绕旋转轴转动；拨块 6（相当于触头）向成型芯块 1 方向旋转将由限

位柱 4 和成型芯块 1 定位的克氏针绕成型芯块 1 折弯。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包括尖嘴钳；尖嘴钳头部钳口

两个夹持片夹持克氏针；钳口两个夹持片之一为成形芯块，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

转轴。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如何对克氏针进行固定和夹持。 

 

对于区别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一种骨科内固定术用钢针尾折弯钳，并具

体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1-2 页，图 1)如下技术特征：该折弯钳通过左钳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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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钳体 4 对钢针 7 进行夹紧固定，收拢上钳体 5，钢针将围绕夹持钳头中的一

个弯折。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2 公开的折弯钳的两个钳头用于钢针的固定，同时

钢针围绕其中一个钳头弯折，其作用与本申请的尖嘴钳作用相同，因此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利用钳头对克氏针进行固定和夹持，并将其中一钳头设置为成型芯块的

技术启示。并且尖嘴钳也是一种本领域常用的固定钳类型，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

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折弯器结构及对比文件 2 的技术启示，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

器的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用尖嘴钳进行克氏针夹持，从而尖嘴钳的头部作为

旋转轴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设计实施的技术方案。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和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得

出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二）权利要求 2 对所引用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

见说明书第 8 页第 8 行-第 9 页第 4 行，图 1-图 61），底座 5 的端部设置有限

位柱 4 和成型芯块 1，两者共同对克氏针进行定位，并且如图 6 所示可以在限位

柱 4 上与克氏针接触的部分设置环槽 41，使得克氏针不从限位柱滑脱。在此基

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 2 的采用尖嘴钳作为夹持结构的启示下，可合

理将所采用的尖嘴钳钳口形成成型芯块及设置限位槽。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

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2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

性。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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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利要求 3 对所引用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

见说明书第 8 页第 8 行-第 9 页第 4 行，图 1-图 61），拨块 6 拨动克氏针绕成

型芯块 1 弯曲形成钩状弯头，拨块 6 具有凸角 69 能够与芯块 1 形成截断口，克

氏针接触的凸角 69 拨动克氏针弯曲一定角度之后，将克氏针截断。因此，当其

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3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规定的创造性。 

 

（四）权利要求 4 对所引用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

见说明书第 8 页第 8 行-第 9 页第 4 行，图 1-图 61），拨块 6 通过连接件 31

转动连接在底座 5 的固定轴 35 上，拨块 6 与底座 5 之间为固定轴与轴套转动连

接。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合理将采用的尖嘴钳头部制成回转面，用于配合外周的旋

转套筒。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4 也不具备专利

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五）权利要求 5、6 对所引用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限定，附加技术特征属于

本领域常用技术手段：采用锥形轮廓能保证前端夹持部位采用较小尺寸便于操作

夹持，后部回转面较大尺寸提供足够抗扭强度。并且为了夹持克氏针，必然需要

使尖嘴钳钳口能够打开。同时为防止套管脱出，在套管上设置相应的限位档环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的需要容易实施的技术方案。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

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5、6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

造性。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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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权利要求 7-9 对所引用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对比文件 2 公开了

（参见说明书第 1-2 页，图 1）：折弯钳，其具有上钳体 5 的钳把，收拢钳体 5

上的钳把，能够旋转钳头挤压钢针，即用手柄施加折弯力。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

设置扳动手柄用于提供更大的旋转力矩，设置相互配合的固定手柄便于折弯操

作，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能够进行的常规设计；另外棘轮扳手是工

程中常用扭力工具，其夹持部需要与相应的螺母外形相互配合，将扳动手柄设计

为棘轮子柄，并将套管外形设为相应螺母外形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实施的方

案。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7-9 也不具备专利法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泽正公司不服被诉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国

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事实和理由为：（一）被诉决定遗漏认定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即“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

绕旋转轴转动，触头（3）向成形芯块（6）方向旋转将两个夹持片夹持的克氏

针绕成形芯块（6）折弯。”该特征并未被对比文件 1 公开。1.虽然对比文件 1

设有与本申请“外套”近似的“轴套”，然而二者在各自技术方案中所达到的技

术效果是不同的。本申请中“外套”用来固定迫使克氏针变形的压迫件；而对比

文件 1 中“轴套”充当了转轴与底座之间旋转过渡部件。2.虽然对比文件 1 与本

申请均能完成克氏针弯曲，但二者使克氏针弯曲的部件，在整体构思、弯曲依赖

的外力来源及对两个手柄配合方式是不同的。本申请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对比文件 2 及其结合，及其与现有技术的结合具备创造性。（二）本申请通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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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旋转外套，能轻松方便折弯克氏针，成功的解决了“如何方便快捷的折弯克氏

针”的技术难题。（三）本领域技术人员存在技术偏见，尖嘴钳的钳头外一般不

设“外套”,有外套后，外套会阻止“尖嘴钳的钳头的两个夹持片张开”，基于

词典，技术人员对某个技术问题普遍存在的、偏离客观事实的认识，引导技术人

员不考虑“尖嘴钳的钳头外设外套”的可能性。本申请克服了前述技术偏见，将

“尖嘴钳的钳头外设外套”，具有创造性。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辩称：坚持被诉决定中的意见，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审查结论正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了上述事实。 

 

另查明，泽正公司一审时提交了 2 份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1.《如何将克

氏针尾端折弯》一文的网页打印件，用以证明克氏针弯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2.

以本申请为优先权的日本专利文献，用以证明相同技术方案在日本获得授权。国

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证据 1 系网页打印页，不认可其真实性，证据 2 与本案无关

联性。 

 

泽正公司一审时陈述以下意见：1.认可被诉决定已认定的本申请权利要求 1 与对

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但认为被诉决定遗漏 1 点区别技术特征，即“外套

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2.在本申请权利要求 1 不

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泽正公司认为权利要求 7 和权利要求 8 的附加技术特征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第 31页共 66 页 

 

能够使相应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并不再坚持除此之外的其他权利要求的创造

性。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权利要求 1 

 

根据查明事实，泽正公司认可被诉决定已认定的涉案申请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但认为被诉决定遗漏 1 点区别技术特征，即“外套向克氏针

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泽正

公司认为权利要求 1 中“外套”为结构名称，但结合权利要求的表述，“外套”

应理解为在旋转轴部件上外套设触头（3）部件，是对相关部件位置关系的限定。

其次，涉案申请权利要求 1 并未限定触头（3）外套设于旋转轴的具体结构；再

次，根据涉案申请权利要求 1 记载，触头（3）是围绕旋转轴转动，且其作用是

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而对比文件 1 中的拨块（6）同样外套设于旋转轴上并围

绕旋转轴转动，且亦实现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功能和技术效果。可见，对比文

件 1 中的拨块（6）与涉案申请权利要求 1 中触头（3）所起的作用和所实现的

技术效果是相同的，故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涉案申请权利要求 1 中技术特征

“外套向克氏针施加弯折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该技术特征不构成

二者的区别技术特。被诉决定所认定的区别技术特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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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被诉决定已经认定的区别技术特征，根据查明事实，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利用

钳头对克氏针进行固定和夹持，并将其中一钳头设置为成形芯块的技术启示。且

尖嘴钳亦是本领域的常用固定钳型，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折弯

器结构及对比文件 2 的技术启示，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

利用尖嘴钳进行克氏针夹持，从而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

易想到的技术方案。 

 

泽正公司认为对比文件 2 公开的尖嘴钳是平推式，而涉案申请是旋转式，二者作

用方式不同，不能给出相关技术启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比文件 2 给出的是

如何对所作用的针进行固定和夹持的技术启示，而并非是其作用方式。对比文件

1 已经公开了旋转式作用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给出的技术启示，本领

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用对比文件 2 中的尖嘴钳替换对比文件 1 中的底座 5。且在

案亦无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替换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 

 

此外，泽正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申请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技术偏见。泽正

公司在行政诉讼中提交的证据 1、证据 2 均不能证明涉案申请权利要求 1 符合专

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综上，被诉决定关于涉案申请权利要求 1 不具备

创造性的认定结论正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权利要求 2-6、9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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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泽正公司明确表示在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仅坚持权利要求7、

8 具备创造性，不再坚持其他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故一审法院对于其他权利要

求的创造性不再予以评述。 

 

（三）关于权利要求 7、8 

 

权利要求 7 引用权利要求 6，其附加技术特征为“所述套管（302）设置扳动手

柄（3022），扳动手柄（3022）为触头（3）及其刮切刃（4）提供折弯力和刮

断力。”。权利要求 8 引用权利要求 7，其附加技术特征为“所述尖嘴钳（10）

的侧方设置与扳动手柄（3022）配合的固定手柄（3023），扳动手柄（3022）

与固定手柄（3023）配合为一对手握的手柄”。 

 

根据查明事实，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使用手柄施加折弯力，且通过设置扳动手柄用

于提供更大的旋转力矩，设置相互配合的固定手柄便于折弯操作是本领域技术人

员根据实际需要能够进行的常规设计。而采用刮刀刃将克氏针刮断亦是本领域技

术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因此，权利要求 7、8 的附加技术特征不能使权利要求

7、8 具备创造性，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7、8

亦不具备创造性。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

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 元，由郑州泽正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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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并

责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主要事实和理由同一审起诉理由，在此不再

赘述。 

 

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坚持被诉决定的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泽正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本案二审期间，泽正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国家标准《夹扭钳和剪切钳

通用技术条件》（GB/T6290-2013），用以证明本申请克服了技术偏见；2.克

氏针折弯器的专利检索列表，用以证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设计空间较小。国家

知识产权局质证意见为：以上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证意见为：认可以

上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其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在下文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申请的申请日在 2008 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09 年 10 月 1

日）之后、2020 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21 年 6 月 1 日）之前，本案应适

用 2008 年修正的专利法。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本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

具体而言，该焦点问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以下两点：（一）如何认定本申请与对

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二）如何认定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启示。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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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

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最接近现有技术证据公开的方案相比存在

区别技术特征，该区别技术特征使得被保护的技术方案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现

有技术证据既未公开该区别技术特征，也未给出任何技术启示使得本领域技术人

员有动机将该区别技术特征运用到该最接近现有技术证据公开的方案中以解决

其存在的技术问题，则该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 

 

（一）关于区别技术特征的认定 

 

被诉决定认为，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一种克氏针折弯器，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包括尖嘴

钳；尖嘴钳头部钳口两个夹持片夹持克氏针；钳口两个夹持片之一为成形芯块，

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如何对克氏针进

行固定和夹持。 

 

泽正公司上诉主张，被诉决定遗漏了“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

绕旋转轴转动，触头（3）向成形芯块（6）方向旋转将两个夹持片夹持的克氏

针绕成形芯块（6）折弯”这一区别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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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本院认为，准确确定区别技术特征，首先要合理划分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

将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各部分内容与其在技术方案中所起的作用、解决的技术问

题、产生的技术效果等内容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而非简单地依据权利要求的文字

表述以及标点、段落等对权利要求进行机械分割。如果技术方案中的多处内容之

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通过协同作用共同解决同一技术问题、产生关联技术效

果，则原则上应作为一个技术特征整体考虑。本案中，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

术方案中的技术特征“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

中的“旋转轴”，受到权利要求 1 中的技术特征“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的

限定，故“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中的“旋转

轴”就是“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因此，“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

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实际上是“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

绕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转动”。由此可见，权利要求 1 中的技术特征“外套

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中，“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

弯力的触头（3）”与“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的结构和连接关系与对比文

件 1 的固定轴与轴套的结构和连接关系明显不同。故此，应当将“外套向克氏针

施加折弯力的触头（3）围绕旋转轴转动”与“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作为

一个整体考虑，一并作为区别技术特征。因此，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忽略了前述

技术特征之间的关联性及所产生的协同作用，由此导致对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存在的区别技术特征以及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之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

正。泽正公司有关区别技术特征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由此可

见，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存在的区别技术特征为：包括尖嘴钳；尖嘴

钳头部钳口两个夹持片夹持克氏针；钳口两个夹持片之一为成形芯块，尖嘴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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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作为旋转轴。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围绕旋转轴转动，触头向成形

芯块方向旋转将两个夹持片夹持的克氏针绕成形芯块折弯。基于以上区别技术特

征，本专利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如何持续、稳定且省力地固定和

夹持克氏针并对其进行折弯和刮断。 

 

（二）关于技术启示的认定 

 

被诉决定认为，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和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

段得出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

的。 

 

泽正公司上诉主张，本申请的发明构思与对比文件 1 不同，在对比文件 1 中固

定轴（底座 5）无法替换成尖嘴钳。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产生“将对比文

件 1 中的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用尖嘴钳进行克氏针夹持”这一改进动

机。对比文件 2 的触头没有绕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旋转的客观可能，进而对

比文件 2 也就不会给出“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用尖嘴

钳进行克氏针夹持”的技术启示。 

 

对此，本院认为，发明构思是指在发明创造的完成过程中，发明人为了解决所面

临的技术问题在谋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所提出的技术改进思路，决定了发明进行

技术改进的途径和最终形成的技术方案的构成。采用“三步法”判断发明是否具

有创造性过程中，在判断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会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产生改进动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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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及是否有将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进行结合的技术启示时，如果发明与最

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在发明构思上存在较大差异，则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不会有

改进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得到本发明的动机；如果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之间

在发明构思上存在较大差异，则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也难以产生将两个发明构思

不同的对比文件进行结合以得到本发明的技术启示。 

 

本申请说明书背景技术记载：目前常应用持针器或钳头来完成折弯工作，往往比

较费时费力，公开号为 CN87212315U 专利中的手柄必须旋转 180 度才能够将

克氏针折弯，在折弯过程中，压针块的侧平面始终与克氏针接触，使得整个折弯

器长度太长，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目前没有能够将克氏针一次折为所需

角度的折弯器，更不敢想使用折弯器继续进行对克氏针截断。本申请说明书发明

内容记载：本发明解决克氏针折弯和刮断过程中，对克氏针持续施加夹持力的技

术问题。对比文件 1 说明书背景技术记载：目前常应用持针器或钳头来完成折弯

工作，往往比较费时费力，公开号为 CN87212315U 专利中的手柄必须旋转 90

度才能够将克氏针折弯，在折弯过程中，压针块的侧平面始终与克氏针接触。对

比文件 1 说明书发明内容记载：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骨科克氏针折弯

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采用持针器或钳头完成折弯工作存在的费时费力的问题。

由上可见，本申请与对比文件 1 均是以 CN87212315U 专利为基础说明现有技

术中存在的问题，二者面对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 

 

但是，本申请的技术构思为：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包括尖嘴钳，所述尖嘴钳头

部的钳口两个夹持片夹持克氏针，钳口两个夹持片之一为成形芯块，尖嘴钳的头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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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为旋转轴，外套向克氏针施加折弯力的触头围绕旋转轴转动，触头向成形芯

块方向旋转将两个夹持片夹持的克氏针绕成形芯块折弯。本发明首先采用钳头将

克氏针夹紧，然后采用折弯刮切机构由绕转轴转动的拨块拨动克氏针绕成型芯块

弯曲形成所需的钩状弯头；如果克氏针折弯之后长度合适，那么就取下折弯装置，

如果克氏针折弯之后长度长，继续旋转将克氏针刮断，刮切过程中，始终将克氏

针夹紧；夹持件单侧设置限位槽，方便折弯刮断后脱出；设置棘轮扳手，折弯刮

断过程省力。可见，本申请的具体结构组成，触头的旋转平面垂直于尖嘴钳的头

部，但平行于钳子转轴轴线方向。由此，触头能够围绕尖嘴钳的头部旋四周旋转。 

 

而对比文件 1 的技术构思为：一种骨科克氏针折弯器，其特征在于：成型芯块固

定在底座上，底座设限位柱，限位柱与成型芯块共同对克氏针定位，拨块通过连

接件转动连接在底座上。绕转轴转动的拨块拨动克氏针绕成型芯块弯曲形成标准

的钩状弯头，由此避免了采用钳头折弯时，先钳住克氏针，然后在钳住状态下再

用力将其折弯，费时费力的缺点。但由于是固定槽对克氏针进行限位，在折弯刮

断过程中，克氏针容易脱出；当固定槽作为旋转轴时，固定槽两侧体积很小，很

难继续在固定槽上设置附加夹持件，不敢想使用折弯器继续进行对克氏针截断。

可见，对比文件 1 的具体结构组成，拨块的旋转平面平行于固定轴的轴线方向，

但垂直于钳子转轴轴线方向。拨块只能在固定轴的一面旋转。 

 

由上分析可见，本申请与对比文件 1 二者使克氏针弯曲的部件，在具体结构组成、

相互位置关系设置、技术效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基于对比文件 1 给出的技术教

导，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想到将固定轴（底座 5）替换成尖嘴钳，进而也不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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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用尖嘴钳进行克氏针夹持”，

也即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会将对比文件 1 产生改进为本申请的动机。 

 

同时，对比文件 2 中的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就是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

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垂直于钳子转轴，而触头绕钳子转轴转动，触头的旋转

平面也轴垂直于钳子转轴，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和触头的旋转平面平行，所

以触头不可能绕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旋转。所以，对比文件 2 的触头没有绕

尖嘴钳长度方向的中心轴旋转的可能，所以对比文件 2 没有给出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用尖嘴钳进行克氏针夹持”的技术启示。 

 

因此，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有关“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利用钳头对克氏针进行固定

和夹持，并将其中一钳头设置为成形芯块的技术启示。且尖嘴钳亦是本领域的常

用固定钳型，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折弯器结构及对比文件 2

的技术启示，将对比文件 1 中折弯底座 5 替换成尖嘴钳，利用尖嘴钳进行克氏

针夹持，从而尖嘴钳的头部作为旋转轴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技术方案”

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由于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对区别技术特征的认定以及技术启示的判断

错误，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以此为前提，重新对本申请是否具备创造性进

行审查认定。 

 



 

第 41页共 66 页 

 

综上所述，泽正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八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 73 行初 13345 号行政判决； 

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215237 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郑州泽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针对申请号为 201510248436.7、

名称为“一种克氏针折弯装置”的发明专利申请提出的复审请求重新作出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100 元，均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边羽雪 摘录】 

 

1.7【专利 】最新数据 | 2023 中国企业 500强共申报专利总数 188.53 万件，

比上年增长 13.03% 

近期，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了“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2023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2023中国跨国公司 100

大及跨国指数”“2023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100 强”“2023 中国大企业

创新 100强”等通知。 

 

http://www.iprdaily.cn/search_zhuanl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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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500 强发展特点 

 

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规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营业收入总额 108.36 万亿元，

比上年增加 5.74%；资产总额为 399.77 万亿元，比上年中国企业 500 强增

加 27.24 万亿元，增长 7.31%；入围门槛连续 21 年提高，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为 469.98 亿元，比上年增加 23.73 亿元。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

中，制造业企业达到 264 家，比上年增加 8 家，连续三年增加。 

 

万亿俱乐部、千亿俱乐部持续扩容。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千亿级企业首

次超过 50%，达到 254 家，较 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增长 10 家。 

 254 家千亿级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为 3639.48 亿元，比上年中国企业

500 强千亿级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增加 103.56 亿元。 

 16 家万亿级企业中，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营业收入超过 3

万亿元；中国建筑营业收入首次超过 2 万亿元；京东集团成为全国第

一家营业收入过万亿的网络平台企业，也是第一家万亿级的商业零售

企业。 

 

创新实力不断积累。表现为 3 个“提升”： 

 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提升，中国企业 500 强共投入研发费用

15786.88 亿元，增幅为 9.07%； 

 专利数量与质量持续提升，中国企业 500 强共申报专利总数 188.53 万

件，比上年增长 13.03%； 

 参与标准制定活跃度提升，中国企业 500 强共申报参与标准制定 75110

项，实现 4 连升；共申报参与 4992 项国际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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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水平回落。中国企业 500 强共实现净利润 42938.90 亿元，比上年减少

3.80%，同期美国 500 强和世界 500 强的净利润分别减少 14.97%和 6.49%。

资产利润率为 1.07%，比上年下降 0.13 个百分点。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收

入总额相当于 2022 年全国 GDP 总额 121.02 万亿元的 89.54%，与上年 500

强相比，相对值微幅下降 0.07 个百分点。 

 

 

人均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中国企业 500 强人均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为 330.22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26 万元。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发展特点 

 

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呈现出总体规模较快增长、经营绩效回落、创

新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业务发展步伐加快等特点。  

 

 

总体规模较快增长。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规模

双双突破 50 万亿元大关，入围门槛再上 165 亿元新台阶。2023 中国制造业

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入达到 51.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8%；资产总额达到

53.02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11.27%；入围门槛达到 165.50 亿元，较上年提

高了 17.72 亿元，增幅达到 11.99%。 

经营绩效回落。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实现净利润 12677.03 亿元，下

降了 13.66%。净资产利润率为 9.09%，较上年降低 2.11 个百分点；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 2.48%，较上年下降 0.64 个百分点。 



 

第 44页共 66 页 

 

 

 

创新成效显著，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研发投入平稳增长。 

 研发费用总规模达到 10962.15 亿元，较上年增长 3.83%；研发强度为

2.33%，处于近年来的较高水平。从不同行业看，航空航天、通信设

备制造、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纺织印染的行业平均研发费用位居前列。 

 拥有的专利数、发明专利数双双实现大幅增长，增速分别为 10.27%和

12.04%，专利质量稳定提升，发明专利占比达到 44.78%。具体而言，

专利数达到 143.84 万件，较上年增加了 13.39 万件，增长了 10.27%；

发明专利达 64.41 万件，较上年总体增加了 6.92 万件，增幅为 12.04%。 

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制造业在营业收入、国际标准数、研发费用、拥有专

利项数、发明专利项数、总标准数、国内标准数等指标上均优于其他行业。

其中，拥有专利项数、发明专利数分别占全部 500 强的 65.22%、76.77%。 

 

战略性新兴业务发展步伐加快。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中，重化工行

业仍然占据主要位置，营业收入规模最大的 5个行业中有 4个为重化工行业。

同时，战略性新兴业务发展步伐加快，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位居前列的大

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  

 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位居前五位：动力和储能电池，风能、太阳

能设备制造，医疗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和化学纤维制造，其

中前三位的增长率达到了 45%以上，分别为 59.72%、49.42%、45.54%。 

 行业平均利润增长率位居前五位：医疗设备制造，动力和储能电池，

摩托车及零配件制造，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和电线电缆制造，分别

为 286.20%、96.63%、68.84%、52.39%和 42.65%。 

国际化经营取得积极进展，海外营业收入较快增长。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的海外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7.20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1.16 万亿元，增

速为 19.21%。海外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比重回升至 18.43%，较上年提

升 1.09 个百分点。海外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2023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

海外资产总规模达到 6.89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1.65 万亿元，增速达到

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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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100 强发展特点 

 

整体发展势头良好。2023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100 强入围门槛为

375.56 亿元（以战新业务归口统计的营业收入为入围统计指标），较上年

100 强提升 68.07 亿元；入围企业共实现战新业务收入 11.17 万亿元，较上

年 100 强增长 19.72%，比企业总营业收入增速快 6.48 个百分点；有 31 家

企业战新业务收入超过千亿元；共实现战新业务利润 6985.29 亿元（指按战

新业务归口统计的营业利润，下同），较上年下降 8.93%；与自身相比，相

关企业战新业务利润较上年增长 11.98%。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成为入围主力产业。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主要战新业务的企业有 25 家入围，入围企

业数量排名第一； 

 以新材料产业作为主要战新业务的企业有 24 家入围，入围企业数量排

名第二； 

 以新能源产业作为主要战新业务的企业有 21 家入围，入围企业数量排

名第三； 

 其次分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相关服务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生物

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入围企业数量分别为 12 家、7

家、4 家、3 家、3 家、1 家。 

 

 

加大研发投入成为发展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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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100 强共投入研发费用总计 8348.25 亿

元，同比增长 5.10%;平均研发强度为 3.07%；共拥有 101.76 万项专利授权，

其中发明专利 43.03 万项，占专利授权总数的 42.29%，共参与制定标准 4.14

万项，企均参与标准制定 466 项。 

 

 

2023 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发展特点 

 

2023 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是在 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2023 中国制造业企

业 500 强、2023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的基础上，按照入围门槛为发明专

利数 100 件以上、研发强度 0.6%以上、营业收入 200 亿元以上的标准进行

筛选，同时依据企业申报的研发费用、研发投入强度、拥有发明专利数、拥

有专利数、收入利润率等数据，利用功效系数法计算得到各指标评价值，加

权得到各企业综合评价得分值，最后按分值高低排序产生。  

 

研发强度稳步增长。2023 年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共计有效发明专利数和

非发明专利数分别为 63.01 万件、78.42 万件，创新百强企业是全国有效专

利的主要持有者；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 5.42%，相比于上年提升了 0.53 个

百分点，连续七年稳步增长。  

 

 

区域分布不均衡，行业差异明显。2023 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排名前 10 位

的企业分别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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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TCL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连续三年蝉联榜首。  

 从企业总部所在地看，2023 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覆盖了 2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 80 家企业位于东部地区。北京和广东各有

22 家，山东 11 家，江苏 9 家，浙江和上海均有 7 家。 

 从所有制结构看，2023 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中，民营企业占 56%，

国有企业占比 44%。 

 从公司所在行业看，2023 中国大企业创新 100 强覆盖了 33 个行业。

其中通信设备制造占比 12%；汽车及零配件制造占比 11%；化学原料

及化学品制造占比 7%；家用电器制造和土木工程建筑均占比 6%；半

导体、集成电路及面板制造，电力生产，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以及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等四个行业占比各 5%；其余 24个行业共占据 38%。 

 

 

【刘念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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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苹果首次：iPhone15 或将带着 8 年专利强势出击！ 
近日，华为推出 Mate 60 系列，通过网速和处理器拿捏了不少手机发烧友。

华为投下重磅炸弹后不久，苹果官方随即发布了邀请函，宣布将于北京时

间 9 月 13 日凌晨 1 点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果粉狂欢夜”即将到来。 

 

随着发布会进入倒计时，iPhone15 的配置再次成为焦点。相关爆料也逐

渐迎来一些“实锤”。除去每代更新都会讨论的颜色、充电孔等，爆料中，

潜望式镜头的增设备受瞩目。苹果能否成为会打电话和上网冲浪的数码相

机，始终是每场发布会的一大看点。  

 

潜望式长焦镜头对于安卓阵营手机而言，并不新鲜。但对于苹果而言，这

却是史上首次搭载潜望式长焦镜头。相较于传统镜头，潜望式镜头拥有更

大范围的光学变焦，能够支撑图片放大的同时不出现模糊现象，方便观察

细节以及后期处理。技如其名，借鉴了潜望镜的光学原理。  

 

从 2015 年开始，苹果便传出相关专利消息，8 年已过，潜望镜革命是否

真能来临？为了绕开三星的专利壁垒，苹果有哪些选择？潜望式镜头能为

iPhone 加分多少？以下，Enjoy： 

 
  

就在所有人都聚焦于华为 5G 麒麟芯片回归时，苹果也悄悄发布了自家年

度最重磅秋季“春晚”的邀请函。 

 

 

在 3nm A17 芯片、潜望式摄像头、Type-C 接口、钛合金中框等多方面升

级大改之下，消费者和产业对于苹果 iPhone 15 的期待值都已经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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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升级之中，潜望式镜头的升级无疑成为今年 iPhone 15 Pro Max

顶级旗舰机型中的最大看点，也是 Pro Max 独占的新特性。 

 

 

安卓手机厂商们“卷”了四五年的潜望式镜头，如今看上去似乎已鲜有新

意，苹果迟来多年能否再次后发制人，甚至彻底改变潜望式镜头在手机

中的应用和玩法？还是说只是一次例行“追赶”，补齐短板？ 

 

实际上，苹果的潜望式镜头大招已经酝酿多年，最早从 2015 年起就有相

关专利流出，期间苹果还为了绕过三星相关专利而“煞费苦心”，其中不少

细节都已浮出水面。 

 

 

郭明祺大胆预测苹果潜望式镜头的应用将给整个手机供应链带来巨大的

机遇，一个潜望式镜头模组的成本甚至将超过 500 元，相比传统手机镜

头最多翻了 4 倍。 

 

上代 iPhone 14 Pro Max 仅今年上半年就卖出了 2650 万部，此次 Pro Max

版独占潜望式镜头升级，销量预计会更高，如果按照 2800 万部计算，单

独潜望式镜头的升级就可以在半年内带来超过 100 亿元的增量市场。 

 

 

根据供应链信息，高伟电子、蓝特光学、水晶光电等多家中国大陆果链

企业都已杀入“决赛圈”，准备享用这波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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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苹果的入局，势必会在手机长焦端拍照掀起一场新的较量。届

时各种技术是否会被安卓供应链快速跟进，手机镜头产业是否会迎来新一

波技术革新浪潮，都将会成为影响智能手机产业发展的重要变量。  

 

 

 

1 

八年专利布局  

苹果的潜望式镜头到底会长啥样？  

 

首先，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多了这枚潜望式镜头能有什么体验上的

改变？ 

 

 

如果从现有安卓阵营的方案来看，潜望式镜头的加入，可以让手机的拍摄

焦段有显著提升，过去远处拍不清楚的现在可以拍清楚了，比如大家熟悉

的拍月亮。 

 

 

▲用某国产旗舰手机潜望式镜头拍摄的月亮 

 

另外，通过多摄融合计算摄影，潜望式镜头也可以变相提升其他摄像头成

像的画质。 

 

 

但是，苹果是否会玩出新花样，颠覆现有的潜望式镜头体验，仍存在很大

可能，潜望式镜头的加入，可能不只是能把远处拍清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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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回到关于这颗潜望式镜头的核心问题之一：苹果的这枚潜望式镜

头，会是什么样的？ 

 

 

从三星到华为、小米、OPPO、vivo，各家旗舰机中应用潜望式镜头已经

多年，从 10 倍光学变焦到如今的超薄潜望式镜头模组，从传感器面积增

大、光圈提升到模组轻薄化，几乎都“卷了个遍”，苹果要做，会是什么样？  

 

 

早在去年的 iPhone 14 发布之前，业内就已经开始讨论苹果做潜望式摄像

头的事了，毕竟供应链的方案预研要提前好几年开始。 

 

 

并且苹果从 2015 年开始就有相关专利流出为外界所知。根据 2015 年苹

果申请的专利，其潜望式镜头模组的结构与我们现在常见的模组无异，通

过一次光线折射，将光线传递至图像传感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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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苹果公布的相关专利 

 

这样做的优劣势都比较明显，一次折射相比两次折射会减小光线的损失，

但同样传感器只能竖直放置也会一定程度上限制传感器的尺寸，因为机身

厚度是有限的。 

 

 

 

 

同时，一次折射能够实现的光路长度有限，无法通过更长光路实现更高倍

变焦。如何既保证光路长度，又尽量减少模组长度？华为此前在 P40 Pro+

上曾经通过多次反射实现了更长的光路，其模组在宽度上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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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P40 Pro+上的潜望式镜头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镜头模组中，我们能看到两组可以移动的镜片组。

这与现有安卓阵营中的一组可移动镜片方案有所不同，预计在技术难度

上会有所增加。 

 

 

时间来到 2021 年，苹果继续密集公布了多项潜望式镜头相关专利，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苹果潜望式镜头技术迭代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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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苹果公布的相关专利 

 

在 2021 年 7 月的一份专利中，苹果的潜望式镜头模组变得更加小巧，可

移动镜组变为一组，并且通过两次光路折叠，将传感器“平行”于机身背板

放置。从专利示意图来看，中间镜组中包含至少四到五个镜片，整个镜片

组是较为紧凑的。 

 

 

 

 

这种将图像传感器“平躺”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图像传感器受机

身纵向厚度的限制。 

 

 

目前国内华为、小米、OPPO、荣耀旗舰机中所使用的潜望式镜头模组，

基本都已“竖放”传感器为主。对于苹果来说，是否能在光路结构和镜组结

构上有所创新，或许会成为其能否实现较大提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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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 Find X6 Pro 上搭载的潜望式镜头模组，来源：WekiHome 

 

通过目前已有的 iPhone 15 Pro Max 渲染图来看，其机身厚度的确没有明

显变化，依然比较薄。因此苹果大概率不会为了追求长焦拍照更好的画质

而牺牲机身厚度，苹果潜望式镜头模组的体积预计将会有比较好的控制。 

 

 

根据 2021 年 7 月的这份专利，苹果的目标是将光学变焦倍数做到 4-6 倍，

不过 2021 年专利中所实现的光学变焦倍数仅有 3 倍。 

 

 

此外，苹果目标是将光圈控制在 f2.8 到 f3.5 之间，目前小米、OPPO 等旗

舰机中的 5 倍光学变焦潜望式镜头光圈已经可以做到 f2.2 到 f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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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苹果公布的相关专利 

 

 

 

就在今年 8 月，苹果仍然在更新潜望式镜头相关专利，从最新的这份专利

来看，苹果已经把潜望式镜头模组的尺寸做得非常“小巧”了。并且其入射

棱镜的尺寸较大，进光量预计不低，传感器依然是“平放”的模式。 

 

 

今年苹果 iPhone 15 Pro Max 上的潜望式镜头，或许与这项专利所展示的

形态已经相差不多了。 

 

 

 

▲2023 年 8 月苹果公布的潜望式镜头相关专利 

 

根据最新的爆料信息来看，iPhone 15 Pro Max 上我们可能会见到的这颗

潜望式摄像头，将会支持 5-6 倍光学变焦，传感器尺寸为 1/3"，像素预计

为 1200 万，光圈值 f2.8，支持苹果使用多年的传感器位移防抖。 

 

 

从现有硬件规格上看，苹果这枚潜望式摄像头并没有很惊艳，但苹果更大

的优势在于软硬件协同以及算法调校上，这也令人对其抱有较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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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绕开三星的专利壁垒有多难？  

苹果或选择拥抱 LG 

 

苹果的理想很丰满，但想要做出一个令苹果满意的方案，绝非易事，其中

专利问题给苹果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就在苹果潜望式镜头专利发布最为集中的 2021 年到 2022 年，苹果与三星

的专利矛盾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简单来说，苹果想要设计的潜望式镜头，其镜片组在移动的时候会使用到

一种驱动器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种“自动对焦马达”整体结构的一

部分，而这一零部件技术的相关专利掌握在三星手中。  

 

 

三星第一次发布潜望式镜头是在 2020年推出的三星Galaxy S20 Ultra旗舰机上，

而且首次亮相就是一枚 10倍光学变焦潜望式镜头。 

 

 
▲三星 Galaxy S20 Ultra 潜望式镜头模组内部结构，来源：JerryRigEverything 

 

这一时间与苹果三星产生专利问题的时间也比较接近。  

 

 

根据三星 Galaxy S20 Ultra 这枚潜望式镜头的拆解来看，其整体尺寸还是

比较大的，并且内部结构较为复杂，模组两侧有明显的滑动结构和相关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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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件。 

 

 

 

 
▲ 三 星 Galaxy S20 Ultra 潜 望 式 镜 头 模 组 内 部 结 构 ， 来 源 ：

JerryRigEverything  

▲三星 Galaxy S20 Ultra 潜望式镜头模组内部元器件，来源：JerryRigEverything 

 

根据供应链信息，国内大部分安卓智能手机所使用的潜望式镜头模组以及

镜头多为舜宇光学和大立光制造，其是否包含三星专利，并未找到相关公

开说明。 

 

 

从已有的三方拆解图来看，小米、OPPO 的潜望式镜头尺寸都比较大，

且外观看起来与三星的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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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旗舰机中使用的潜望式摄像头，来源：WekiHome 

 

其中 OPPO Find X6 Pro 的潜望式镜头内部结构与三星更加接近，不排除

采用同一类方案的可能性。  

 

 

▲三星方案（上）与 OPPO 方

案（下），来源：来源：JerryRigEverything、WekiHome 

 

也有三方机构将华为 P40 Pro+上的潜望式镜头模组进行了拆解，对比显



 

第 60页共 66 页 

 

示，华为潜望式镜头模组的内部光路虽然更为复杂，但整体元器件更少。 

 

 

▲华为 P40 Pro+潜望式镜头模组内部结

构，来源：涛哥拆机 

 

▲三星 S21 Ultra 潜望式镜头模组，来源：涛哥拆机 

 

其单独采购价格据此三方拆机方称仅有三星 S21 Ultra 潜望式镜头模组的

八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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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P40 Pro+潜望式镜头模组（左）与三星 S21 Ultra 潜望式镜头模组（右），来

源：涛哥拆机 

 

 

不论如何，从拆解结果我们都能看到，在潜望式镜头模组中，自动对焦

马达结构是非常关键的，其影响着镜头滑动变焦时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从原理上来看，三星的这项专利是通过一种类似滚珠导轨的结构来驱动镜

组，而此前苹果在 iPhone 摄像头中使用的都是弹簧结构，潜望式镜头需

要对镜组实现精确控制，因此三星的方式显然更有优势。 

 

 

据韩媒报道，此前三星曾于 2019 年收购了一家名为 Corephotonix 的以色

列公司，从而获得了上述这项技术所需要的专利。 

 

 

与此同时，三星的子公司三星电子机械和韩国家化电子（ Jahwa 

Electronics）作为三星供应链厂商，也拥有潜望式镜头对焦马达的部分相

关专利。 

 

 

苹果原本计划仍然从此前 iPhone 的镜头模组供应商 LG InnoTek 那里采购

整个潜望式镜头模组，并从三星电子机械那里采购前文提到的对焦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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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苹果选择了这条路线，那么这家三星子公司就会替代苹果原有的对焦

马达供应商日本阿尔卑斯（Alps Electric）和日本三美电机（Mitsumi 

Electric），并且，苹果也就需要向三星支付专利费。  

 

 

当然，苹果似乎也有其他打算，比如考虑如何绕过三星专利。 

 

 

通常手机镜头模组中都会用到 OIS 光学防抖，而防抖结构和自动对焦马

达通常会集成于一个模块中，家化电子当时就是做这种模块的厂商。  

 

 

▲家化电子的 OIS、Shutter

一体式驱动器（Actuator）产品，来源：家化电子官网 

 

 

苹果曾考虑从家化电子采购整个 OIS 模组，苹果是否想通过这种方式间

接取得自动对焦马达，尚未可知，但可以明确的是，家化电子的 OIS 技

术是与三星和三星电子机械共同研发的。  

 

 

所以绕了一大圈，苹果可能还是摆脱不了三星的专利。 

 

 

对于苹果来说，在屏幕领域被三星牢牢拿捏已经是库克不希望看到的了，

在潜望式镜头上，苹果必然希望尽力避免被三星专利再次限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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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媒报道，LG InnoTek 也在开发自己的潜望式镜头自动对焦技术，并

且 LG InnoTek 还在 2021 年 7 月打赢了一场跟 Corephotonix 的关于长焦镜

头的官司。 

 

 

这样看来，苹果通过 LG 绕过三星专利，存在可能。不过话说回来，最好

的结果自然是苹果通过技术研发建立自己的相关技术专利，并将专利授权

给供应商进行生产制造，这才是苹果应用最为熟练的套路。  

 

 

 

3 

被寄予厚望的潜望式镜头  

或为整个手机镜头供应链带来新风  

 

 

从与三星的专利博弈中能够看出，苹果在潜望式摄像头这件事上，可没少

费心思。这样的投入是否值得呢？已经卷了这么多年的潜望式镜头，能

为 iPhone 加分多少，又能给智能手机产业链带来怎样的价值？ 

 

 

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祺预计，搭载潜望式摄像头的 iPhone15 Pro Max，

其出货量占比将成为整个系列中最高的，预计在 35-40%。iPhone 15 Pro 

Max 也是此次 iPhone 15 系列中唯一搭载了潜望式镜头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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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提到，明年 iPhone 16 Pro 上也会搭载潜望式摄像头，得益于此，苹

果潜望式摄像头的整体出货量预计将同比增长 70%。 

 

供应链方面，中国台湾大立光将成为 iPhone 15 Pro Max上这枚潜望式镜头的

独家供应商。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潜望式镜头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也是大立光，根据郭明祺调

查，大立光在华为潜望式镜头出货中的占比在 60%以上，华为也是国内采用潜

望式镜头最积极的厂商之一，2023 年搭载潜望式镜头的机型出货量在

1500-2000 万部，明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 3000万部。 

 

郭明祺提到，这枚潜望式镜头的成本大约是一般高端 7P镜头的 3-4倍以上，

这就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镜头总成本翻了一倍，原来是三摄，如今成本相当于五

到六摄的水平。 

 

预计苹果潜望式镜头模组中的镜头成本在 10到 15美元（约合人民币 73到 109

元），而现有的高端 7P 镜头成本仅有 1.5 到 2 美元。郭明祺特别提到，整个

潜望式镜头模组的单价会非常高，如果初期良率不佳，单价可能会飙涨到

60-70 美元（约合人民币 437 到 510 元）以上。 

 

这或许也是此次 Pro Max版本售价预计上涨 200美元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

大立光会因此受益。 

 

如果将目光放长远来看，郭明祺认为苹果整个镜头供应链都会因为潜望式镜头

的采用而进入两年左右的高速成长期。摄像头传感器、对焦马达、整个镜头模

组的成本都将会有明显提升，对供应链企业来说必然是好事。 

 

郭明祺特别提到了棱镜和镜头的改变，棱镜只会用在潜望式镜头中，因此这也

是苹果首次使用棱镜，后续几年棱镜供应量的增长十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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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镜头是所有零组件中规格和商业模式变化最大的，产值成长也最高。根

据郭明祺报告，苹果的潜望式镜头中将会用到成本较高的 1G2P（1片玻璃镜片

+2片塑料镜片）镜头，以及前文提到的两片棱镜。 

 

当然，由于结构的复杂度提升，潜望式镜头的加入，也需要大立光、玉晶光等

厂商提升组装生产能力，据称这两家厂商都在扩产以应对苹果的订单。 

 

从苹果整个镜头模组的供应链来看，图像传感器的独家供应商仍然为索尼，镜

头模组部分，LG Innotek 是今年的独家供应商，高伟电子明年会加入到次供

中。 

 

马达部分，LG Innotek 是主要供应商，前文提到的家化电子是次供。大立光

可能是此次镜头的主要或独家供应商，玉晶光次供；蓝特光学是棱镜的主要或

独家供应商，水晶光电次供。 

 

可以看到，在苹果潜望式摄像头这波产业链红利中，中国果链厂商有不少可

以吃到。 

 

在郭明祺看来，如果苹果潜望式镜头的应用可以收获不错的市场反馈，国内的

安卓手机厂商大概率都会跟进，而国内安卓手机潜望式镜头的供应链主要涉及

三星电机、大立光、舜宇光学、蓝特光学和水晶光电等厂商。 

 

▲部分国内智能手机使用

的潜望式镜头，来源：新评科技 

 

4 

结语：潜望式镜头背后  



 

第 66页共 66 页 

 

苹果又将掀起一场供应链革命  

 

苹果并不是第一个做平板电脑、TWS耳机、智能手表的厂商，但目前苹果都是这

些领域毫无疑问的第一大巨头。苹果“后发先至”的故事已经上演过很多次，在

潜望式镜头和折叠屏领域，苹果能否再次复制神话，成为业内所期待的。 

 

从现有信息来看，苹果这颗潜望式镜头技术含金量十足，也集合了全球手机镜头

产业链中顶级玩家的最先进技术，虽然其在已知硬件规格方面没有非常惊艳的参

数，但苹果能在实际拍照效果上带来哪些突破，在长焦拍照应用体验上带来哪些

创新？答案即将于十二天后揭晓。 

 

如今三星 2023年智能手机出货量预测已经降至 2.2亿部，而苹果按照既有订单

量，其 2023 年出货量可能会达到 2.2-2.25 亿部，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大智

能手机厂商，迎来历史性一刻。 

 

 

【施娜   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