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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冰、中埃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
项目再延长

专利合作条约（PCT）高级巡回研讨会在华
召开

国知局发布《2023 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主要统计指标》

为继续给申请人提供高效便捷的 PPH 服务，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与冰岛知识产权局、埃
及专利局就 PPH 试点项目再延长达成一致，两
PPH 试点项目均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再延长五年，
至 2029 年 6 月 30 日止。其中，中冰 PPH 指南中
更新了冰岛知识产权局总部地址，其余内容保持
不变，将继续适用于中冰 PPH 试点；中埃 PPH
试点项目的要求和流程继续沿用中埃 PPH 指南。

两 PPH 试点项目再延长将有利于创新主体的
专利申请得到更快速地审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冰、中
埃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近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联合主办的专利合作条约（PCT）高级巡
回研讨会先后在天津、湖北召开。

会上，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WIPO 的专家围
绕 PCT 体系最新进展及使用实务等议题进行了详细
介绍，解答了参会代表提出的问题，以增进相关创新
主体和服务机构对 PCT 体系的了解，提升有效利用
PCT 体系的能力，提高 PCT 申请操作实务水平。

来自相关企业、高校、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天津中心，
相关地方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等单位的代表共约 300 人
参会。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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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

当地时间 7 月 3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报告记载了截至 2023
年的十年间 54,000 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明。报告显示，中国申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数量最多，远远超
过五大地区另外的美国、韩国、日本和印度。

报告的主要发现包括如下方面：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的总体情况。2014 年至 2023 年，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发明申请量达

54,000 件，发表的科学文章超过 75,000 篇。而仅 2023 年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就超过了全部总数的
25%，发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论文超过全部总数的 45%。然而，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仍只占全球所
有人工智能专利的 6%。

关于排名前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机构。具体分别是：腾讯（2,074 项发明）、平安保险（1,564
项）、百度（1,234 项）、中国科学院（607 项）、IBM（601 项）、阿里巴巴集团（571 项）、三星电子（468
项）、Alphabet（443 项）、字节跳动（418 项）、微软（37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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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的地域情况。申请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司法辖区分别是：中国（38,210 项发
明）、美国（6,276 项）、大韩民国（4,155 项）、日本（3,409 项）和印度（1,350 项）。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的具体形式与领域。其中，图像和视频数据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中占主导地
位（17,996 项发明），其次是文本（13,494 项）和语音 / 音乐（13,480 项）。使用分子、基因和蛋白质数
据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增长迅速（自 2014 年以来有 1,494 项），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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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利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生命科学（5,346 项发明）、文档管理和出版（4,976 项），
以及商业解决方案、工业和制造业、交通运输、安全和电信领域的 2,000 多项发明。

同时，报告也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将对各行各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使用引发的版权问题已经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引发争论。例如，在美国，艺术家、作家等已提起诉讼，指控 
OpenAI 等主要人工智能公司未经许可使用其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来训练 AI 系统。另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
人工智能发明是否可以申请专利等等。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