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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德国申请人在华专利申请的特点与启示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刘可迅  
 

  德国是世界经济和技术强国，其技术实力和经济基础相辅相成，强大的经济基础带来了创新

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不断强化的技术创新又保障了德国经济的长盛不衰，这一点可以从德国

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及专利布局上充分体现出来。截至 2010 年 2 月 2 日，德国申请人在华专利申
请总数为 7.7775 万件，在各国在华专利申请中排名第三，其中发明专利 7.0065 万件，占申请专
利总数 90.1%，这说明德国申请人在华专利申请的质量非常高，数量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与之在
国际上的经济和技术地位相吻合。 
  本文旨在从 2004年至 2008年 5年间，德国公开和授权的在华专利申请数据中发现一些其专
利申请的特点，为我国企业在制定专利战略时提供一些启示。本次分析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

（CNPAT），该数据库收录了自 1985年以来的 400多万件中国专利数据。 
  专利公开/授权量逐年上升 
  从表 1和图 1中可明显发现，德国在华公开/授权的专利数量逐年上升，2008年比 2004年增
长了 69.5%，体现出德国企业一贯稳健、务实的工作作风。 
  本文分析数据涉及到国际专利分类（IPC）号，每一个国际专利分类号都代表一个技术领域，
其广泛涉及人类生活必需的农、轻、医以及作业和运输、化学和冶金、纺织和造纸、建筑和采矿、

机械工程、物理、电学等各个领域。 
  表 2 列出了涉及德国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前 25 个技术领域，以及申请该类技术专利的主要
公司。从专利申请的技术领域来看，德国在华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医药、化学、通信等领域，其

中，医药化学相关领域为 13 个，占 52%；与通信相关的领域为 7个，占 28%；与医疗设备相关
的为 3个，占 12%。专利申请领域相对集中，凸显了德国申请人，尤其是几家专利巨头的技术强
势地位，其在专利申请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垄断优势。 
  主要的专利申请人 
  商场如战场，在如今的商业活动中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具体产品尚未进入某一

市场之前，知识产权先来跑马圈地、抢占地盘，通过一系列的核心专利和外围专利，形成针对某

一技术领域的专利池，从而占领该市场并打击竞争对手。 
  在本次分析采集到的 2004年至 2008年德国申请人在中国公开和授权的发明专利文献中，共
有申请人 5270个，按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统计排序，取前 25位排名，参见表 3。 
  从表 3看出，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4位的申请人——西门子公司、巴斯夫公司、罗伯特·博世
有限公司和拜耳公司，都是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其在医疗设备、电子通信、化学化工和电工机械

等传统优势领域，逐年加强在华的专利部署。 
  西门子公司专利策略分析 
  笔者以在华专利申请量最大的申请人——西门子公司为例，分析其专利策略。 
  西门子在其公司网站主页上刊登了其专利战略，笔者从中选取了部分章节进行翻译和总结。

众所周知，德国西门子公司是具有百年历史的世界著名大企业，2009年，其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
入达到 39亿欧元，占其总销售额的 5.1%。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这家老牌大企业对创新的重视程
度。 
  在西门子的商业战略中，创新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创新可以帮助企业削减成本、增

加销售，从而获得更高收入。在当今的商业竞争中，那些不能及时在正确的时间在市场上推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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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公司，将会受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惩罚”。以前的公司，经营策略信奉“早起的鸟儿有

虫吃”的信条，后来又出现了“第二只老鼠得到奶酪”。具体而言，第一种方式是指那些对市场

有灵敏嗅觉、反应快速的公司（例如苹果公司、亚马逊公司等），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第一时间

把新产品、新应用或新商业模式投入到市场中；第二种方式则是那些能够快速跟进的公司（例如

戴尔公司等），能够避免高额的研发投入和市场启动风险，通过价格、质量和服务品质最终赢得

客户。 
  而西门子公司则走的是第三条创新之路，即“潮流倡导者”。这样的公司可以在市场上建立

新技术标准，按照前两种公司类型的说法，第三种公司既可以控制“虫子窝”又能够避免“老鼠

夹”，而所有这一切的保证就是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技术优势，特别是那种能够控制竞争优势的所

谓的核心技术，即他们有能力彻底改变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 
  “潮流倡导者”必须拥有把研发活动与商业策略相契合的能力，并且拥有核心专利，就像在

技术与市场两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一样，西
门子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目标就是在尽可能多的商业领域成为“潮流倡导者”。 
  在具体的专利策略管理上，西门子公司拥有一套积极、活跃的策略管理手段。西门子的专利

策略管理始于 1995 年，一开始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关注新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开始，
其每年的专利申请量都比前一年翻番，直到超过 4000件。西门子目前持有 5.6万件专利，并且每
5年至 6年就对其持有的专利进行筛选和组合，这样每年还能够转化出大约 7000件新专利申请。 
  西门子并不只是进行跑马圈地的专利扩张，而是越来越重视专利的质量和价值，这代表着公

司资产必须被广泛应用到有竞争力的领域，尤其必须充分考虑到专利的价值。西门子在考虑专利

价值的时候会首先判断，该专利是不是可以和别的公司进行交叉许可。在西门子，任何子集团都

可以在他们签署的交叉许可协议中包括其他子集团的所有专利，这充分展现了西门子内部的协同

效应，全公司一盘棋。通过交叉许可协议，企业避免将一定比例的销售额用于支付许可费用。 
  在西门子，知识产权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原材料、房地产等）相比较，重要程度与

日俱增。目前，西门子有超过 220名专家在负责优化现有专利的使用，同时还要确保所有专利符
合公司的需要。一个新发明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技术的独创性，更在于它有可能产生的市场价值。

从这 5.6 万件专利中可以看出，西门子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专利排名显示，西门
子一直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公司之一，尤其是那些在特定领域保护技术秘密的核心专利。这些知识

产权足以让竞争者难以用替代技术突破西门子的技术壁垒，特别是在专利权与国际标准相结合的

应用方面。 
  此外，西门子还实行了很多鼓励重点专利和外围专利开发的计划，包括授予全公司在世界范

围内 12 个最具创新活力人物的“年度发明人”奖。专利团队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升知识产权对
于“潮流倡导者”的作用，产生出的专利是整个研发过程的一个部分，这才能让西门子尽可能快

速和完整地保证技术秘密的安全。 
  另外，为了确保公司知识产权的安全，西门子专利团队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监视市场参

与者是否有任何非法应用专利权的行为。不同业务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在自动化技术领域，产

品的侵权情况必须得到有效的打击；在医疗保健领域，专利通常可以成为谈判的砝码，使其能够

不受限制地进入各主要竞争对手的技术领域；在服务业务方面，例如涉及专利的具体流程和商业

模式的设计等，专利可以很好地帮助西门子公司抵御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 
  不仅如此，专利团队的专家还被用于西门子收购其他公司时评估和分析被收购方的专利价

值，确保这些知识产权能够快速和本公司现有的专利相融合，使其可被有效管理并在西门子公司

内部都可以使用。与之相应地，当某些业务被出售时，专家们还会致力于保障专利技术能够继续

在西门子得到应用。为了加强市场地位，西门子公司还积极利用其专利组合，交换或出售许可，

与对手或伙伴协商全面交叉许可协议，追踪专利侵权行为。 
  对国内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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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德国经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从本文分析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企

业有效运用了知识产权制度，不断提升和保持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 
  德国企业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加以制定和实施。具体来讲，德

国企业之所以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工作，主要源于三大动力：一是技术需要。德国企业普遍认为，

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获取最大经济效益，首先要在产品技术上取得领先优势，只有不断

致力于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市场需要。德国企业十分注

重专利技术的开发、应用以及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以此占领市场；三是应对竞争对手的需要。

德国企业通过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发明人把机密泄漏给竞争对手，同时，密切关注竞争对手在产

品技术上的发展，寻找技术空当。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企业可以借鉴德国企业的成功做法，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在

进入市场时，产品未动，专利先行，借助专利技术占领市场。 
  在技术创新方面，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的产学研合作，并充

分结合市场需求，形成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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