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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Statistics & Analysis

金砖五国专利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    谭 龙  王 宇  宋赛赛  孙兵兵

摘要：本文对金砖五国的专利发展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以及专利产出

效率方面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而在专利授权率以及有效专利比率上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已成为金砖五国间最大的

国际专利受理国；金砖国家能够形成技术领域的优势互补。最后，笔者针对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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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是世界五大新兴经济体，五国的国土面积占世界各

国领土总面积的近 3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2%。

2010年，五国的 GDP约占世界总量的 18%，贸易

额占世界总额的 15%，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60%。

2013年 3月 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

德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指出，金砖国

家要大力推动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各国共同

繁荣。五方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筹备建立金

砖国家外汇储备库，这一举措将开启金砖五国国际合

作的新时代。可以预见，科技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的

合作也必将成为未来五国协作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鉴于金砖国家（BRICS）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地

位，对金砖国家的专利发展状况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

有利于我们把握各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特点，进一

步借鉴国际经验，对推进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具有参

考价值。

一、金砖五国的专利制度发展概况

在金砖国家中，印度最早建立起专利制度，中国

最晚建立起专利制度。金砖国家都是 TRIPs协议以及

《专利合作条约》（PCT）的合约国，从加入时间来看，

中国和印度是加入上述合约较晚的国家。从专利制度

保护的客体来看，金砖国家均各在其专利法中统一规

定了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保

护，而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也通常为 20年（参见表 1）。

整体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的专利制度有

诸多相似之处，五国也都是国际知识产权事务的重要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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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砖五国的专利申请与授权概况

1．申请量总体趋势比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知识产权统计数据

中心提供了可供国际对比研究的标准统计数据。本文

采用数据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按照统一标准从各成员

国收集获得，可比性强，而各国数据发布时间不一致，

导致部分数据仅更新至 2010年，但这并不影响对金砖

五国专利发展趋势的判断。本文中的专利申请量数据

为来自各国的直接专利申请量和进入国家阶段的 PCT

专利申请量之和，文中如无特殊说明，均采用此统计

数据。

近年来，来自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保持了持续

快速增长，2001～ 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 28%，

而同期来自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的发明专利申

请量年均增长率仅为 10.5%、3.4%、2.7%和 1.5%。

2000年，来自中国与来自俄罗斯的专利申请量大致相

当，而到了 2010年，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来自俄

罗斯的专利申请量的九倍多。从图 1可以看出，在金

砖国家中，中国的专利创造能力在总量和增速方面都

有绝对优势。

同时，在金砖国家中，来自中国的 PCT 专

利申请在总量和增速上也保持了绝对领先地位。

2001～ 2011年间，来自中国的 PCT专利申请量由

2001 年的 1729 件增长至 2011 年的 16402 件，年

均增长率超过 29%。同期，来自印度和巴西的 PCT

2．交叉申请情况

各国间的专利申请情况可以反映区域间技术和

市场的关联程度。从 2006～ 2010年金砖五国间的专

利申请受理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成为其他四国专

利申请的最大受理国，例如，在这五年内中国受理的

巴西专利申请量达到 398件，超过巴西在其余三国的

专利申请受理量之和（参见表 2）。而中国的主要申

请目标国在印度（1640件）和俄罗斯（957件）。中国、

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仅在 2010年向南非提出了少量

专利申请，这或许与南非于当年新加入金砖国家有关。

因此，从专利申请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成为金砖五

国的核心，这种重要地位随着国际合作的加深得以不

断提升。

专利申请量的增长速度也较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8.9%和 12.9%，但是，两国 2011年的 PCT专利申

请量仅为中国的 8%和 3%。

图 1   来自金砖五国的专利申请量的增长趋势比较

表1  金砖五国的专利制度概况

国别 首部 /现行专利法实施时间 保护客体 发明专利保护期限 加入 TRIPs/PCT的时间

巴西 1945年 /2001年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20年 1883年 /1978年

俄罗斯 1992年 /2003年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20年 * 1965年 /1978年 **

印度 1856年 /2005年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20年 1994年 /1998年

中国 1985年 /2008年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20年 2001年 /1994年

南非 1978年 /2005年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20年 1947年 /1999年

注：* 根据《俄罗斯联邦专利法》，药品、杀虫剂或农业化学制品的发明专利权有效期可根据专利权人的请求延长，
但不超过 5年。

** 1991 年，俄罗斯联邦接替前苏联成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 PCT成员国。



2013年第5期74 中国发明与专利
CHINA INVENTION & PATENT 

统计分析  Statistics & Analysis

的优势技术领域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 3）。从专利

申请的公开情况来看，医疗技术、特种加工机械和

土木工程领域是巴西的优势技术领域，数字通信等

领域是中国的优势技术领域，俄罗斯和印度的优势

技术领域分别为食品化学领域和药物领域。从 PCT

专利申请的公开情况来看，显微结构和纳米技术、

药物和医疗技术领域是巴西的优势技术领域，数字

通信、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领域则是中国的优势

技术领域。总之，金砖国家在技术领域上各有所长，

能够形成一定的优势互补。

三、金砖五国的专利质量与产出效率比较

专利授权率、有效发明专利数是较常用的表征

专利质量的指标，而百万人口专利申请量和千亿美元

GDP专利申请量则常用于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专利产

出的效率情况。

1．专利授权率

在金砖五国中，中国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上都

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和强势的增长表现，但从专利授

权率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如图 2所示，金砖国家的专

利授权率大致维持在一个较稳定的状态，2001～ 2010

年，俄罗斯和南非的年均专利授权率超过 70%，而印

度、中国和巴西的年均专利授权率为 29%、22%和

14%。如果只考虑 PCT专利申请，中国 2001～ 2010

年 PCT专利申请的年均授权率约为 26.5%，略高于印

度（23.4%），与俄罗斯（57.8%）和南非（41.9%）存

在较大差距。

表 2  2006 ～ 2010 年金砖五国间的专利申请情况

（单位：件）

国别
受理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来
源
国

巴西 18543 85 216 398 13*

俄罗斯 95 137421 190 431 1*

印度 564 240 25669 792 117*

中国 777 957 1640 992119 66*

南非 206 126 280 414 4284

注：*表示其他四国仅在 2010 年向南非提出了专利
申请。

3．专利授权情况比较

得益于在专利申请量上的绝对优势，中国获得的

专利授权量在金砖国家中也处于领先地位。2004年

以前，中国获得的专利授权量低于俄罗斯；2005年

以后，中国获得的专利授权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到

2011年已经达到俄罗斯的 3.7倍、印度的 44倍、南非

的 63倍以及巴西的 106倍。2001～ 2010年间，中国

获得的专利授权量保持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

36.7%，远远超过印度（14.1%）、巴西（11.3%）、俄

罗斯（6.7%）和南非（0.1%）的年均增长率。

4．优势技术领域比较

由于在专利申请总量上的绝对优势，在金砖国

家中，中国在所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都名列第

一。而从一国自身的专利申请结构来看，金砖国家

表3  基于专利申请公开情况的金砖五国的优势技术领域（按申请量取前三项）

国别 基于专利申请的优势技术领域 基于 PCT专利申请的优势技术领域

巴西 医疗技术；其他特种加工机械；土木工程 显微结构和纳米技术；药物；医疗技术

俄罗斯 食品化学；土木工程；医疗技术 电气机械、设备、能源；药物；土木工程

印度 药物；精细有机化学；计算机技术 精细有机化学；药物；生物技术

中国 数字通信；电气机械、设备、能源；计算机技术 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

南非 材料、冶金；基本材料化学；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冶金；管理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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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情况，间接反映专利的经济功能发挥状况。

如表 4所示，中国的专利维持状况在金砖国家中并

非最理想，巴西、印度等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较少

的国家在专利维持状况上具有优势，而俄罗斯则在

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以及专利维持状况上处于相对

均衡的发展状态。

3．专利产出效率

百万人口专利申请量、千亿美元 GDP专利申请量，

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衡量专利相对数量的重要指标。

由表 5和表 6可以看出，中国的专利产出效率在金砖

国家中是最高的，且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中国的每百万人口专利产出率由 2006年的 93

件 /百万人口增长至 2010年的 219件 /百万人口，而

俄罗斯则维持在 200件 /百万人口的稳定水平上，巴

西和南非呈现出下降趋势，印度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

的水平上。

从每千亿美元 GDP专利申请量指标来看（本文

采用的 GDP数据是以 2005年为基础的购买力评价

折算后的值），中国呈现出重量大、增长明显的趋势。

2006年，中国的每千亿美元 GDP专利申请量为 2023

件，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到 2010年增长至 3213件。

而俄罗斯等其他四国在该项指标上呈现出下降趋势，

说明这些国家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落后于 GDP的增

长速度。

2．有效专利数与有效专利比率

专利的有效状况，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有效状况，

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市场竞争

力。近年来，中国获得的有效专利数增长十分明显，

由 2007年的 100171件，增长至 2010年的 271131件，

年均增长率超过 39.4%。同时，俄罗斯的有效专利数

总量也较大，但增长较慢（仅 10%左右）；巴西、印

度、南非的有效专利数均较少。中国在有效专利指标

上的绝对优势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快速增长直接

相关。

本文引入了有效专利比率（有效专利比率＝有

效专利数 /当年专利授权数），用于反映一个国家或

地区对专利维持的重视程度。一般而言，专利维持

与专利的应用以及专利价值密切相关，因此有效专

利比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专利的有

图 2   金砖五国的专利授权率变化趋势

表4  2004～ 2010年金砖五国的有效专利比率

来源国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巴西 6.23 10.34 9.13 6.50 9.99 10.19 9.15

俄罗斯 4.31 4.80 4.82 5.04 4.77 4.66 6.02

印度 2.71 3.18 2.42 2.82 2.99 4.17 4.03

中国 — — — 2.99 2.75 2.76 3.20

南非 1.74 1.72 2.08 1.85 2.94 2.53 2.49

注：“—”表示数据信息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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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建议

从专利申请产出和获得授权的总量和增长情况来

看，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

深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的专利产出效率也

提升明显，每千亿美元 GDP专利申请量在其他四国均

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

从专利申请所反映的技术领域来看，金砖国家能够形

成较好的技术优势的互补，巩固和深化金砖国家合作

的意义是明显的。

但中国的专利质量状况不容乐观，专利授权率低

于俄罗斯和南非，有效专利比率也与俄罗斯、巴西和

印度有差距。这种申请总量、增长速度以及产出效率

上的绝对优势与专利质量上的劣势形成了强烈对比，

反映出当前我国专利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指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

事业正在步入工作导向从重数量向求质量、见效益转

变的转型发展期。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对专

利质量的重视，在保持专利申请量稳定增长的同时，促

进专利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要促进专利申请量与专利质

量的协调发展。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资源配

置的同时，改革当前科技评价体制，将专利质量纳入科

技计划管理、职称评定、科研和创新绩效考核、专利资

助评审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的标准中。加强专利质

量和专利价值研究，建立和完善专利质量评估体制和机

制，促进专利授权后的保护和应用。作为金砖国家核心

成员，我国应以大国身份推动金砖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

合作，特别是科技和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学习

借鉴其他四国在其优势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经验，

同时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到上述国家开展专利布局和商

业活动，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的国际化运用能力。（作者

单位：谭龙，宋赛赛，孙兵兵，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

济学院；王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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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6 ～ 2010 年金砖五国的每百万人口

专利申请量（单位：件）

表 6  2006 ～ 2010 年金砖五国的每千亿美元 GDP

专利申请量（单位：件）

来源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巴西 20 21 21 20 14

俄罗斯 197 195 197 182 204

印度 5 5 5 6 6*

中国 93 116 147 172 219

南非 18 19 18 17 16

来源国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巴西 232 230 222 214 137

俄罗斯 1530 1392 1333 1337 1440

印度 207 208 205 214 209*

中国 2023 2217 2571 2773 3213

南非 202 202 184 178 173

注：*为预测值。 注：*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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