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优

先审查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允许涉及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

产业等六项情形的专利进行优先审查申请。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承办北京市范围内

专利申请优先审查推荐工作。为加快审查速率、

保护知识产权，为创新主体创造更好的营商环

境，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从三个方面入手，着

力推进这项工作。

关于加强对优先审查申请政策的宣传和培训，

张会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018年中时，梦之墨公司

专利授权数不到20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不到8项。

“中促局的工作人员主动找到我们，为我们宣讲政策，

做申请流程的培训。”张会会称，通过优先审查政策，

梦之墨公司的专利授权数量大幅增加，已累计提交

60项授权专利优先审查申请，完成44项发明专利授

权，审结专利一共53件，授权率达到85%。

驻扎在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拉动北京的创新

创业发展，可曾经两三年才能等来一个发明专

利的授权，是所有“双创”企业心头说不出的苦。

为此，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推动专利优

先审查推荐工作进程，通过专利优先审查，让符

合条件的专利授权周期缩短了2/3以上。

据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统计，从2017年

8月其承办以来，到2020年6月底，已经有2600

余家创新主体的1.7万余件专利优先审查请求

推荐给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优先审查。今年疫

情特殊期间，有33件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专

利申请获得优先审查推荐。

正是因为有了“快速通行卡”，在中关村，

“双创”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够更快发挥效用，这

股科技创新的潮流，也乘着东风吹遍全北京。

授权专利对于许多企业，尤其是以高精尖技

术为主的创新企业来说十分重要。

随着科创板的设立，授权专利数量成为科技

企业上市的“敲门砖”。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总监胡帅称，即将上市的寒武纪此次能

成功登陆科创板离不开授权专利的取得。据悉，

今年3月20日，证监会发布的《科创属性评价指引

（试行）》中对企业的科创属性明确提出了一项常

规指标，即形成主营业务的发明专利达5项以上，

额外条款中也规定形成核心技术和主营业务收

入的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合计50项以上。

缺乏资金也是大多数科技型初创企业要面临的

难题，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授权

专利的数量对于科技企业募资和进行质押融资也意

义重大。“授权量不高，就很难让外界，无论是投资人

还是用户，对我们有信心。”梦之墨科技有限公司知识

产权总监张会会表示。胡帅也肯定了授权专利在商

业谈判中的地位。“有了授权专利，能够更好地证明你

的核心技术。”他说。

此外，在国内获得专利授权，也有利于国际

专利授权的获得，对于知识产权的出海大有裨

益。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

董文倩称，其他国家的专利申请，比如PPH，也会

基于中国的审查结果作为参考。“在国内获得授

权专利，有利于把控走出去的节奏。”

专利授权周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长期以

来，授权专利的申请周期过长成为广大创新主体的

困扰。前述负责人称，在普通流程下，发明专利授权

需要三年，而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也需要

一年左右才能得到授权。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漫长的申请周期对

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而对于技术更

新迭代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互联网企业来说，

字节跳动相关专利工作人员坦言：“互联网企业

对于快速的授权更加迫切。”

·“等不起”的专利授权·

·三管齐下促授权·

中关村：专利“法则”追赶科创速度

提起中关村，你会想

到什么？

密集的知名学府和

科研院所集中了大量智

力资源，让这块面积不大

的区域成为孵化高新技

术企业的摇篮。2019年，

中关村企业年度专利申

请量达到9.7万件， 同比

增长9.3%；到当年年底，

中关村企业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120880件，占

全市企业发明专利拥有

量的65.9%。

庞大的申请量曾让

不少科技企业在等待专

利授权的队伍中焦急不

已。而现在，通过专利优

先审查推荐，专利授权周

期缩短了2/3以上。

这不仅让专利申请

跑出了“中关村速度”，也

成就了科创发展的“中关

村速度”。

中关村目前拥有近3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拉动北京的创新创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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