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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芬兰在华发明专利申请分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曾心茁  
 

  作为世界上首个将国家创新系统(Finnish Innovative System)概念用于建立本国科技创新产业
政策框架的国家，芬兰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在经历波折后才逐步走向成功。上世纪 70 年
代，芬兰经济仍然主要依靠传统制造业。上世纪 80 年代初，芬兰进行了战略转型，选择发展知
识型经济，才逐步成为创新型国家。同时，芬兰政府成立了由芬兰总理担任主席的芬兰科技政策

委员会，以及为企业研究与开发及商业化提供咨询服务和经费资助的芬兰技术发展中心。之后，

芬兰在全国先后建立了 10 个以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园。以政策为引导，以几家大公司为领头
羊，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芬兰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功，实现了战略转型和经济腾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连续多年在全球竞争力

排名中位居前列。 
  本文通过研究芬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现状，揭示芬兰企业在我国的专利布局、主要申请

人及技术热点等信息，为我国相关行业和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在中国专利检索系统中，选取国别省市代码字段，以“FI”作为检索条件，检索到芬兰在中
国已公开的发明专利申请有 8960件，检索时间为 2010年 10月 14日。 
  中国专利法于 1985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在实施当天，就有 3 家芬兰企业各自提交了一件发
明专利申请。芬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趋势，总体可分为 4个阶段：1994年之前，芬兰每年的
申请量都能达到两位数，但都没有超过 60件，属于起步期；1994年至 2005年，随着中国专利制
度的逐渐完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芬兰企业在中国

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也开始了飞速增长，从 1993年的 44 件，上升到了 2005 年的 948件，年平均
增幅达到了 29%；2006年至 2007年，芬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开始小幅下降；2008年，受
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芬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开始大幅下滑。虽然 2009年至 2010年的数据
不能反映当年实际的申请量，但从已公开的申请量（2009年 76件，2010年 20件）中可以预判，
近两年的申请量也将呈现下降趋势。 
  主要申请人分析 
  芬兰企业在中国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共涉及 1030个申请人。如图 1所示，诺基亚公司以 5032
件的专利申请量高居榜首，占总量的 56%，是排名第二位的奥托库姆普联合股份公司的 14.8倍。
诺基亚公司是移动通信领域全球领先的设备供应商，致力于提供包括移动电话、图像、游戏、媒

体等产品以及面向移动网络运营商和企业用户的解决方案。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诺基亚公司就
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诺基亚公司在中国连续多年的销售额位居中国移动通信行业外商企业之

首。中国不仅是诺基亚公司重要的生产研发基地，还是诺基亚全球客户及市场运营五大战略市场

之一。 
  截至 2010年 10月 14日，诺基亚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 5895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为
5032件，占申请总量的 85.4%；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4件，占申请总量的 0.7%；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859 件，占申请总量的 14.6%。在 3 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申请占绝大部分，这说明诺基亚公
司的专利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发明进行的，其技术含量较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诺基亚公司

的战略发展重点在于掌握领域内的核心技术，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从 1993 年开始，诺基亚
公司每年都会在中国提交发明专利申请。从 1994年至 2005年，诺基亚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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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明专利布局，发明专利申请量出现了大幅增长，2005 年的发明专利申请达到了 554 件，是
1994 年发明专利申请量的 8 倍。2005 年之后，由于经济不景气，以及受到苹果 iPhone 与基于
Android平台的系列产品冲击，其发明专利申请量逐年萎缩。 
  如表 1所示，诺基亚公司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中排名靠前的技术领域依次为电信、数字通信、
计算机技术、基础通信处理、测量技术、声像技术、电子设备和器件、光学技术、信息管理方法、

控制技术、机械工程、半导体技术、消费品、医疗技术、建筑工程和家具玩具。其中，排名前 4
位的电信、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和基础通信处理的专利申请量为 6595 件，占全部申请量的
91.2%。由此可见，诺基亚公司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其中电信
技术占 53%，数字通信技术占 21%，计算机技术占 13%，这 3个技术领域是诺基亚公司在中国进
行重点布局的领域。 
  H04Q7/38 用于接通到或来自移动用户的呼叫的装置领域是诺基亚公司专利申请最为集中的
领域，涉及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654件，占申请总量的 13%。该领域申请量几乎每年都处于各领
域申请量之首，说明该领域是诺基亚公司主要经营的技术领域。 
  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二位的奥托库姆普联合股份公司是金属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在全球

30多个国家拥有约 7600名员工。奥托库姆普联合股份公司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341件，
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包括：C22B 15/00铜的提炼；C25C 7/02电解法生产、回收或精炼金属的工
艺中，涉及电解槽的电极和电极的连接件技术；B01D 11/04液态溶液的萃取。 
  其他申请量排名前 10 位的公司也均是知名的国际公司，这些公司主要涉及的技术领域参见
表 2。 
  技术领域分析 
  芬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中，共包含 5405个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号）。表 3是专利申请
量最多的前 10个 IPC号，以及提交此类专利申请的主要申请人。 
  从表 3可以看出，芬兰申请人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主要涉及电信、数字通信和计算机领域，
排名前 10的 IPC号共涉及 2812件专利申请，占总量的 31.4%。其中，在 H04Q7/38领域即用于
接通到或来自移动用户的呼叫的装置等技术的专利申请最为密集，有 670件。 
  发明人分析 
  如表 4所示，在检索到的数据中，按发明人拥有的专利申请量进行排序发现，排名前十位的
发明人所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主要涉及电信、数字通信、机械工程和环境技术领域。 
  小结 
  专利在维护企业科技优势及增强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早

已从成本和价格的竞争，转变为专利技术的竞争。芬兰企业在中国提交了大量的发明专利申请，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 
  在中国实行专利制度伊始，芬兰申请人就开始在中国提交专利申请，其发明专利申请主要涉

及电信、数字通信和计算机领域。诺基亚公司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就超过了芬兰企业在华申请

总量的 50%，而且在电信、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基础通信处理、测量技术、声像技术等领域
均做了周密的发明专利布局。诺基亚公司在专利方面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其在创新方面的投入。据

了解，诺基亚公司 36%的员工在做研发，11.2%的净收入用于研发。除诺基亚公司外，芬兰企业
在造纸、电梯、能源、聚合物和机械工程领域也提交了相当数量的发明专利申请。 
  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芬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芬兰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创

新的政策有很大关系，这就使得芬兰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目前，芬兰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在

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从上世纪 80年代初的 0.8%增加到 3%左右。同时，芬兰技术创新
体系适应了本国经济发展，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产学研三位

一体。芬兰政府下属的国家科技开发中心专门为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特别是新建企业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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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提供科研资助、贷款和专家服务。此外，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进行创新活动,将科研
成果推向产业化，使研究成果几乎在产生的同时即转化为生产力，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

能力，还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出口，从而推动芬兰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如此，芬兰
还根据本国国情和优势，实行部分技术领域重点发展，例如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重点发展信
息技术。 
  从芬兰的创新经验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中国目前约有 70%的研发人员分布在企业
之外的研究机构，大多数企业的创新实力明显不足。因此，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应该成

为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二是优化配置国家研发资源。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

国的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实力。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是靠“勒紧裤腰带”做

研发，因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较弱。如果政府在配置研发资源时，能够有所选择地扶持一

些优势企业，那将会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三是中国应促进创新主体，即企业、大学与研究机

构之间的高效联动，推动创新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第 4页 共 5页 

 
 

 
 



 

第 5页 共 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