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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国知局发布 2024 年 1-10 月专利统计数据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 2024 年 1-10 月知识产权主要统计数据快报。相较于 2023 年 1-10 月，发
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4.65%，实用新型同比下降 5.64%，外观设计同比下降 4.06%。

2024 年 1-10 月，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88.9 万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为 165.6 万件，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量为 51.3 万件。

（2023 年和 2024 年 1-10 月同期数据对比）



第 3 页

专 利

商 标

国知局发布 2024 年 1-10 月商标统计数据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了 2024 年 1-10 月的商标统计数据。

1-10 月，我国商标申请量为 574.0 万件；商标注册量为 388.5 万件。截至 2024 年 10 月，有效注册商
标 4909.3 万件。

1-10 月，我局收到中国申请人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5,827 件。

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 559.1 万件。其中，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
458.6 万件。实用新型专利有效量为 1162.1 万件。外观设计专利有效量为 303.8 万件。

1-10 月，我局受理 PCT 国际专利申请 5.9 万件。其中，国内申请人提交 5.5 万件。
1-10 月，中国申请人共提交外观设计国际申请 1,751 件，共有 1,996 件已公开外观设计国际申请指定中国。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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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中国：《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 2023 年全球专利申请量创历史新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世界知识产权指标》（WIPI）年度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专利申请
活动量再创新高，申请量首次突破 350 万件，这标志着尽管宏观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全球专利申请量仍连
续第四年实现增长。

中国（164 万件）、美国（518,364 件）、日本（414,413 件）、大韩民国（287,954 件）和德国（133,053
件）是全球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印度（64,480 件）的专利申请量增长了 15.7%，排名上升一位至第六位，
主要由印度经济快速增长支持下居民专利申请量大幅增加所推动。

印度还首次在 WIPI 中的三类主要知识产权排名中都跻身前十位，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在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间都增长了一倍以上，商标申请量增长了 60%。

“即便面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对知识产权的需求仍在增长。而且这种需求越来越本土化。例如，专利
申请量的增长主要是由国内居民推动的，而非外国创新者。随着申请量的增长，要应对的挑战仍然是质量问
题以及将知识产权申请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

图源：WIPO 中国

其他知识产权

国知局发布 2024 年 1-10 月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统计数据

1-10 月，我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申请 9,248 件；发证 8,399 件。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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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2023 年，全球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量 [1] 也有所增长，增幅为 2.8%，达到 152 万项外观设计，其
中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中有 7 个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商标申请活动 [2] 总量为 1,523 万类，比 2022 年下降了 2%，
但降幅远小于上一年。

2023 年，亚洲各局的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继续保持长期以来的趋势，分别占全球申
请量的 68.7%、66.7% 和 69%。在亚洲区域内，知识产权申请高度集中，中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主管局
合计去年在亚洲的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中分别占 91.1%、77.0% 和 87.2%。

注：* 表示申请中包含的商标类别和外观设计数可以进行跨境比较，因为某些国家要求为每个类别或每
项外观设计提交独立的申请，而另一些国家允许在一份申请中包含多个类别 / 多项外观设计。

专利

WIPI 发现，中国、大韩民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居民的专利申请量大幅攀升，成为 2023 年全球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

在排名前 20 位的来源地中，印度（+15.7%）2023 年的专利申请量增长最快，连续第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印度也是前 20 位中唯一一个在过去十年中申请量每年都实现增长的来源地。芬兰（+11.2%）是前 20 位中
除印度外唯一一个在 2023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来源地，居民申请量和海外申请量的双增长是推动这一增长
的原因。

2023 年，中国的申请人提交了约 164 万件专利申请，覆盖国内和国外司法管辖区。紧随其后的是美国
（518,364 件）、日本（414,413 件）、大韩民国（287,954 件）和德国（133,053 件）。前五大来源地在
2023 年提交的专利申请量均高于 2022 年，其中大韩民国（+5.7%）增长最快，其次是中国（+3.6%）、美
国（+2.5%）、日本（+2.2%）和德国（+1.4%）。

除大韩民国外，前五大来源地的总体增长主要归功于居民申请量的大幅增长。而对大韩民国而言，居民
申请量和国外申请量的增长都对总体增长做出了贡献。

2022 年（由于申请和公布之间的时间延迟，目前只有最近一年的完整数据），计算机技术仍然是全世界
已公布专利申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技术，占全球总量的 12.4%。位列其后的是电气机械（6.8%）、测量（5.9%）、
医疗技术（5.4%）和数字通信（5.3%）。在排名前十位的技术领域中，计算机技术（+10.7%）是唯一一个
在 2012 年至 2022 年期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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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据估算，2023 年全球共提交了 1,163 万件商标申请，涵盖 1,523 万个类别。2023 年，申请中指定的类
数减少了 2%，这是自 2009 年以来连续第二年出现减少。

中国申请人的申请活动量最高，按国内和国外申请类数总和统计约为 740 万类；其次是美国（849,876 类）、
俄罗斯联邦（543,692 类）、印度（496,293 类）和德国（441,293 类）的申请人。在前五大来源地中，印度
（+6.1%）和俄罗斯联邦（+30.1%）在 2023 年的申请量都实现了增长，而中国（-3.4%）、德国（-7.3%）
和美国（-10.1%）则有所下降。印度的增长是由于居民申请量和国外申请量双增长驱动的，而俄罗斯联邦的
总体增长则完全是由于居民申请量的增长。德国和美国的总体下降归咎于居民申请量和国外申请量的双双下
降，而中国的下降则是由居民申请量的下降造成的。

2023 年全球申请量的下降要归咎于前 20 个来源地中有 13 个国家的申请量下降，其中瑞士（-10.5%）、
土耳其（-17.6%）和美国（-10.1%）这三个来源地的申请量降幅达到两位。相比之下，其中七个来源地的商
标申请量实现增长，包括印度尼西亚（+10%）、墨西哥（+11.1%）和俄罗斯联邦（+30.1%）的两位数增长。
此外，巴西（+8.5%）在 2023 年也实现了健康增长。巴西的增长完全由国内申请量的增长推动。印度尼西
亚和墨西哥国内和国外申请量的增长推动了其居民申请量的增长。

亚洲在全球商标申请量中占主导地位，占总量的 66.7%，与十年前，即 2013 年的 49% 相比有了可观的
增长。这一趋势导致同期其他五个区域的总体占比下降。2023 年，欧洲占全球总量的 17.2%，其次是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 7.1%，北美占 5.8%。其余份额分布在非洲（1.9%）和大洋洲（1.3%）之间。

2023 年，研究和技术领域吸引了最多在国外寻求商标保护的申请人，占所报告的全球非居民商标申请
量的 20.1%。其次是卫生（13.7%）、服装及配饰（12.4%）以及休闲和教育（10.1%）。农业（10.1%）、
商业服务（9.7%）和家用设备（8.7%）紧随其后。相比之下，与化学（3.1%）、建筑（5.5%）和交通运输
（6.6%）相关的行业在海外申请中所占份额最小。

据估算，全球 155 个知识产权局的有效商标注册量为 8,820 万件，比 2022 年相比增长 6.4%。2023 年，
中国的有效商标注册量再次居首位，达到 4,610 万件。其后是印度和美国的主管局，有效注册量均接近 320
万件。

与太阳能、燃料电池、风能、地热能和水能等能源技术相关的已公布专利申请量从 2007 年的约 2.94 万
件增至 2022 年的约 4.47 万件。

工业品外观设计

2023 年，全球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约为 119 万件，其中包含约 152 万项外观设计，比 2022 年增长了
2.8%。

2023 年，中国申请人的外观设计申请量为 882,807 项，居世界首位。其次是美国（69,076 项）、德国（64,986
项）、意大利（60,486 项）和大韩民国（60,120 项）。这前五大国家在 2023 年共占全球活动量的近四分之
三（74.6%）。主要受中国申请人申请量快速增长的推动，前五大来源地的合计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 3.6
个百分点。

在前五大来源地中，意大利（+15.7%）在 2023 年的申请量增长最快，其次是中国（+5%）和美国（+2.6%）。
相比之下，德国（-7.6%）和大韩民国（-3.4%）有所下降。意大利的两位数增长是由居民申请量的急剧增长
所推动的，而美国的整体增长则由国外申请量的大幅增长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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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排名前 20 位的来源地中，有 13 个国家的申请量有所增长，其中 7 个国家的申请量出现了
两位数的增长。增幅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37.3%）、印度（+36.4%）和俄罗斯联邦（+31.6%）。

亚洲占 2023 年全球申请外观设计总量的 69%。其次是欧洲（23.5%）和北美（4.5%）。2023 年，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以及大洋洲的合计份额为 3%，低于十年前的 3.4%。2013 年到 2023 年，北美（+5.3%）和
亚洲（+2%）的外观设计项数是所有地理区域中平均增幅最大的地区。

2023 年，全球约有 610 万件有效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比 2022 年增长了 10.5%。中国的有效注册数量
增长了 14.2%，达 320 万件，占 2023 年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53.2%）。紧随其后的是美国（424,718 件）、
大韩民国（414,117 件）、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欧盟知识产权局）（329,358 件）和联合王国（309,554 件）。

2023 年，在全球总量中所占比最大的部门是纺织品和配件（17.3%）、家具和家居用品（16.9%）、工
具和机械（11%）、电力和照明（9.2%）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和视听（8.8%）。这五个部门合计在全球登记
的类别中占总数的 63.2%。

植物品种

2023 年全球共提交了约 29,070 件植物品种申请，较 2022 年增长了 6.6%，连续第八年实现增长。中国
申请人在 2023 年最为活跃，共提交了 15,552 件植物品种申请，占全球总量的 53.5%。排在中国申请人之后
的是荷兰（2,924 件）、美国（1,763 件）、法国（993 件）和联合王国（939 件）。

在排名前五位的来源地中，中国（+25.9%）是唯一一个在 2023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荷兰王国
（+1.7%）继前一年急剧下降后恢复了温和增长。相比之下，法国（-14.9%）、联合王国（-43.3%）和美国
（-16.8%）在 2023 年的申请量较 2022 年大幅减少。

地理标志

来自 86 个国家和地区主管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据估算有 58,600 个受保护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是
用于具有特定地理来源且具有源于该产地的品质或声誉的产品的标志，例如用于奶酪的格吕耶尔（Gruyère）
或用于烈酒的龙舌兰（Tequila）。

2023 年，中国（9,785 个）是本国领土内有效地理标志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德国（7,586 个）、匈牙利
（7,290 个）和捷克共和国（6,657 个）。欧盟国家取得如此高排名的原因是，通过欧盟区域体系生效的 5,376
个地理标志在每个成员国都是有效的。

与“葡萄酒和烈酒”有关的有效地理标志（48.1%）几乎占 2023 年全球总量的一半，农产品和食品占
44.8%，手工艺品占 4.2%。

脚注
1. 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指的是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中包含的外观设计总项数。
2. 商标申请活动指的是商标申请中指定的总类数。

（来源：WIPO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