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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 2020 年 4月 14 日

2019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知

识产权布局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确提出

“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标志着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初步统计数据
2
显示，2019 年，中国在签订“一带一路”协

议的国家专利申请公开量为 5293 件，同比增长 8.5%，共进

入 24 个国家。其中在韩国申请公开共计 2676 件，位居所有

申请目的国之首；越南、新加坡、俄罗斯、南非分别以 571

件、557 件、434 件和 355 件位列第二至第五名，位居前五

的国家申请公开量占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申请公开总量的

86.8%。专利申请布局持续呈现高度集中态势。根据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公布的 35 个技术领域分类标准，2019 年，数字

通信居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申请公开技术领域之首，公开量

为 840 件；计算机技术和有机精细化学分别以 480 件和 287

件居第二、三位。

1本次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指与我国签订“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具体名单见一带

一路网 http://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i_id=10037,印度非一带一路

协议国家，因此不属于此次统计范畴。
2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申请公开数据基于德温特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统计得到，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 日，因数据库在部分国家的数据采集存在更新延迟，此统计为初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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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授权公告量为 3557 件
3
，

同比增长 8.0%，共计进入 22 个国家。分国别看，在韩国专

利授权公告量为 1549 件，授权公告量居所有目的国之首；

俄罗斯、南非、波兰和新加坡位居第二至第五位，专利授权

公告量分别为 753 件、343 件、205 件和 180 件，位列前五

的国家授权公告量占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授权公告总量的

85.2%。计算机技术位居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授权技术领域

之首，公开量为 369 件；数字通信和电气机械设备分别以 328

件和 218 件居第二、三位。

2019 年，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申请公开量排名前十位的

申请人均为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 786 件、166 件、127 件、108 件和

105 件位列第一至五名。

初步数据
4
还显示，2019 年中国在 87 个沿线国家进行商

标申请，共计 26755 件。其中，在韩国申请量为 4960 件，

居沿线国家之首；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分别以

2696 件，1960 件、1852 件、1836 件位居第二至五位，中国

在前五目的国商标申请量共计 13304 件，占比 49.7%。

从尼斯分类上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标

活动目前主要以实物商品为主。2019 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中国在沿线国家专利授权公告数据基于德温特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统计得到，文中所涉及中

国申请人均指中国居民申请人，即注册地或居住地在中国的企业、个人或其他单位。
4 中国在沿线国家商标申请数据基于科睿唯安 CompuMark SAEGIS 全球商标数据库，检索

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 日，因数据库在部分国家的数据采集存在更新延迟，此统计为初步数

据。CompuMark SAEGIS 数据库注册数据可得性不高，WIPO 数据库更新时间为次年 10 月，

因此本报告不涉及商标注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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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申请人海外商标申请中实物商品类别占比为 77.3%，服

务类别占比为 22.7%。第 9 类（科学仪器及计算机相关设备

等）以 6339 件申请居中国在沿线国家商标申请类别之首，

第 35 类（广告及商业经营）、第 25 类（服装鞋帽）、第 3 类

（日化洗护用品）、第 7 类（机械设备及电动工具）分别以

2819 件、1864 件、1711 件和 1705 件居第二至五位。

2019 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 1916 件在沿线国家商标

申请居全国首位，厦门幼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OPPO 广东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维沃（VIVO）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内蒙古

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 703 件、700 件、639 件、

444 件列居第二至五位。（北京化工大学 蔡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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