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18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专项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加快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力推进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建设，

紧密围绕专利事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以

及国家重点产业需求开展研究，着力形成一批高价值的研究

成果，为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推动专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部门应当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和研究队

伍，其中申报单位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申报单位/部门可以

单独申报，也可以联合其他单位/部门申报，但总数不得超过3

家。如申报单位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属部门进行申报，应当

将该部门列为指导单位。 

（二）课题研究人员总人数为 10-15 人，课题参与人员

原则上应具备 3年以上相关研究经验或工作经验。 

（三）申报单位/部门要结合研究积累和工作实际，自选

角度、自拟题目进行申报。选题要强化问题意识，聚焦关键

点，紧跟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新进展，体现研究的前瞻性、

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对于分析情报类课题，具有地方政府、产业主管部

门或本单位配套研究资金者可获得优先立项，纳入国家、省、市

重点产业化发展项目的可获得优先立项。 

（五）项目研究时间为 5-8 个月。 

三、重点研究方向 

（（（（一一一一））））专利业务类专利业务类专利业务类专利业务类    

1. 1. 1. 1.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专利事业未来发展相关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专利事业未来发展相关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专利事业未来发展相关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专利事业未来发展相关问

题研究题研究题研究题研究 

（1）面向 2035 年专利事业发展目标及路径研究 

（2）支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专利制度研究 

（3）知识产权强国视角下专利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研

究 

2. 2. 2. 2. 加快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建设相关问题研究加快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建设相关问题研究加快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建设相关问题研究加快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4）支撑未来创新发展的专利审查机构建设问题研究 

（5）中国特色专利审查体制机制相关问题研究 

（6）对标世界一流审查机构的质量评价方式研究 

（7）推动专利审查机构创新发展的效率提升问题研究 

（8）专利审查人才队伍能力建设问题研究 

（9）人工智能在专利审查中的运用研究 

3. 3. 3. 3. 加强专利质量提升相关问题研究加强专利质量提升相关问题研究加强专利质量提升相关问题研究加强专利质量提升相关问题研究    

（10）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质量提升对策研

究 

（11）支撑专利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 

（12）创造、保护、运用、管理环节中专利质量协同管



理机制研究 

（13）产业创新趋势与专利审查相关问题研究 

（14）关键技术领域专利审查标准研究 

（15）高价值核心专利培育和评估研究 

（16）提升专利技术供给水平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17）人工智能产业与专利分类的对接研究 

（（（（二二二二））））分析情报类分析情报类分析情报类分析情报类    

1. 1. 1. 1. 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    

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

情况、应用情况、产业政策等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焦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急需突破的技术（可参考国务

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通过专利信息分析，

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进行相关领域技术突破提供参

考。 

2. 2. 2. 2. 大数据领域大数据领域大数据领域大数据领域    

围绕大数据技术和应用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情况、应用

情况、产业政策等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焦我国大数据

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重点领域大数据的特定技

术和应用，为我国大数据产业的技术和应用发展方向提供建

议。 

3. 3. 3. 3. 智慧城市领域智慧城市领域智慧城市领域智慧城市领域    

围绕智慧城市相应产品和技术的专利分布情况、应用情

况、产业政策等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焦智慧城市不可

或缺且急需解决的产品和技术，例如智慧路灯、智慧交通等，



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支持。 

4. 4. 4. 4. 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领域    

围绕环境治理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情况、应用情况、产

业政策等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焦我国急需解决的大气

污染治理、污水治理、污泥治理等相关技术，为我国环境治

理提供支撑。 

5. 5. 5. 5. 海洋工程领域海洋工程领域海洋工程领域海洋工程领域    

围绕海洋工程相关的产品和技术的专利分布情况、应用

情况、产业政策等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焦钻井平台、

高技术船舶等相关产品和技术，为我国海洋工程建设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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