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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需求分析 

1.1.1. 项目目标 

本项目为 2023 年河源市场监督管理局《河源市模具产业海外知识产权

风险预警报告》的重要组成。通过开展模具产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专

利分析，为政府推动模具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具体地，本项目将围绕河源市模具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分析，紧扣产

业分析与专利信息分析两条主线，将专利信息与产业现状、发展趋势、政

策环境等信息深度融合，梳理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揭示专利控制力

与产业竞争格局的特征关系，辨析产业发展状况，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找

准河源市模具定位，优化产业创新资源配置，为河源市模具产业高质量创

新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1.1.2. 项目专利导航类型 

根据《专利导航指南国家标准 GB/T 39551.1-2020》，本项目属于产业

和区域类专利导航类型。因此本项目将按照《专利导航指南国家标准 GB/T 

39551.1-2020》中产业和区域专利导航类型的要求进行分析。 

1.1.3. 项目分析范围 

本项目聚焦模具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从全球和河源市模具产业基本

情况、产业发展与专利布局、关键技术发展方向、海外专利侵权制度以及

模具产业涉外专利侵权案例五个部分进行分析。 

河源市模具产业基本情况包括河源市模具产业发展历程、产业链情况、

关键热点技术以及模具产业链中的创新主体情况。依次从全球和河源市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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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模具产业的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地域分布、创新主体、产业政策

及产业发展瓶颈进行深度分析，梳理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 

模具产业发展方向分析包括产业发展与专利布局的互动关系，具体分

析模具产业专利技术发展历程、转移趋势和产业链结构等；全球及中国创

新主体情况分析及重点申请人专利布局分析；从专利申请趋势、协同创新、

专利运营、核心专利等角度对模具产业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等。进而揭示

模具产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与基本方向。 

河源市模具产业发展定位是指对河源市模具产业机构、创新主体、协

同创新、创新人才、专利布局、专利运营等内容进行深度剖析。明确河源模

具产业发展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与风险等，确定河源市模具产业

的基本定位。 

河源市模具产业发展路径部分将对比全球、国内、主要城市的模具产

业专利数据，对河源市模具产业链结构优化、创新主体和创新人才重点支

持、培育、引进和合作、技术发展路径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河源市模具产业

发展提供支持引导作用。 

1.2. 项目技术分解及检索式 

1.2.1. 检索方法 

1.2.1.1. 技术分解表 

模具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产业链上游是指模具原材料，产

业链中游是指模具制造，产业链下游是指模具销售应用领域。因此本项目

将针对模具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进行技术分解。技术分解情况如表 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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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模具产业技术分解表 

产

业

链 

一级 二级 检索式 

上

游 

模具

原材

料 

铸铁 

((((B22D OR B22C OR C22C OR C21C OR C21C1/00 OR C21C1/10 OR 

C21C1/08 OR C21D5/00 OR C21D5/04 OR C22C37/00 OR C22C37/10 OR 

C22C37/04 OR C22C33/00 OR C22C33/08 OR B22D27/00 OR 

B23K335/30 OR B22C1/00 OR B22C1/04 OR B22C1/06 OR B22C1/08 OR 

B22C1/12 OR B22C1/14 OR B22C1/02 OR B22C3/00 OR B22C5/00 OR 

B22C5/02 OR B22C5/04 OR B22C5/06 OR B22C5/08 OR B22C5/10 OR 

B22C5/12 OR B22C5/13 OR B22C5/14 OR B22C5/16 OR B22C5/18 OR 

B22C9 OR B22C9/00 OR B22D1/00 OR B22D2/00 OR B22D3 OR B22D5 

OR B22D11 OR B22D13 OR B22D15/02 OR B22D25 OR B22D27 OR 

B22D30/00 OR B22D31/00 OR C21C1/02 OR C21C1/04 OR C21C06 OR 

C22C37/06 OR C22C37/08)/ic NOT (C22C38 OR C22C21/00 OR 

C22C9/00 OR B22D17/22 OR C21C5 OR C22C19/05 OR C22C1/05 OR 

B22D41/02 OR C22C14/00 OR C22C11/04 OR B22D17/20 OR B22D11 

OR C22C19/03 OR B22C1/22 OR C22C19/07 OR C22C13/00 OR B22C15 

OR C22C21 OR C22C1 OR B22C5)/ic)) AND (铸铁/tacd)) 

模具

钢 

((((C22C38 OR C22C38/00 OR C22C38/02 OR C22C38/04 OR C22C38/06 

OR C22C38/08 OR C22C38/10 OR C22C38/12 OR C22C38/14 OR 

C22C38/16 OR C22C38/18 OR C22C38/20 OR C22C38/22 OR C22C38/24 

OR C22C38/26 OR C22C38/28 OR C22C38/30 OR C22C38/32 OR 

C22C38/34 OR C22C38/36 OR C22C38/38 OR C22C38/40 OR C22C38/42 

OR C22C38/44 OR C2C38/46 OR C22C38/48 OR C22C38/50 OR 

C22C38/52 OR C22C38/54 OR C22C38/56 OR C22C38/58 OR 

C22C38/60)/ic) )) AND (模具/tacd) 

塑料

橡胶 

模具/ta AND (B29C OR C08L OR C08K OR B65D1/00 OR B65D6/00 OR 

B32B25 OR B32B27 OR B32B5/18 OR B32B5/22 OR B32B5/28 OR C08J 

OR B29B OR B29D OR B60C OR C08C OR C08F OR C09F OR CO8H 

OR B29C OR B29K OR B29L)/ic 

型材 

(C22C21 OR C22C21/00 OR C22C21/02 OR C22C21/04 OR C22C21/06 

OR C22C21/08 OR C22C21/10 OR C22C21/12 OR C22C21/14 OR 

C22C21/16 OR C22C21/18 OR C22F1/04 OR C22F1/043 OR C22F1/047 

OR C22F1/05 OR C22F1/053 OR C22F1/057 OR C25C3/12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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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C3/06)/ic 

中

游 

模具

制造 

车床 

(机床/b AND (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B1/00 OR B23B3/00 OR B23B5/00 OR B23B7/00 OR B23B9/00 OR 

B23B11/00 OR B23B13/00 OR B23B15/00 OR B23B17/00 OR B23B19/00 

OR B23B21/00 OR B23B23/00 B23B25/00 OR B23B27/00 OR B23B29/00 

OR B23B31/00 OR B23B33/00)/ic) 

铣床 

(机床/b AND (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C/ic) 

磨床 

(机床/b AND (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4B/ic) 

电脉

冲机

床 

(机床/b AND (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B51/00 OR B23B35/00 OR B23B37/00 OR B23B39/00 OR 

B23B41/00 OR B23B43/00 OR B23B45/00 OR B23B47/00 OR 

B23B49/00)/ic) 

CNC 

(机床/b AND (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D/ic) 

线切

割 

(机床/b AND (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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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K OR B23H7/02)/ic) 

冲压

模具 

(((模具/ta)))  AND (B21D/ic)AND IPC=((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B1/00 OR B23B3/00 OR B23B5/00 

OR B23B7/00 OR B23B9/00 OR B23B11/00 OR B23B13/00 OR 

B23B15/00 OR B23B17/00 OR B23B19/00 OR B23B21/00 OR B23B23/00 

B23B25/00 OR B23B27/00 OR B23B29/00 OR B23B31/00 OR 

B23B33/00))) OR IPC=((B22D OR B21B1/46 OR B41D3/00 OR B22C5 

OR B22C9/06)) 

铸造

模具 

(((模具/ta)))  AND (B22/ic) AND IPC=((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B1/00 OR B23B3/00 OR B23B5/00 

OR B23B7/00 OR B23B9/00 OR B23B11/00 OR B23B13/00 OR 

B23B15/00 OR B23B17/00 OR B23B19/00 OR B23B21/00 OR B23B23/00 

B23B25/00 OR B23B27/00 OR B23B29/00 OR B23B31/00 OR 

B23B33/00))) OR IPC=((B22D OR B21B1/46 OR B41D3/00 OR B22C5 

OR B22C9/06)) 

锻造

模具 

(((模具/ta)))  AND (B21J/ic) AND IPC=((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B1/00 OR B23B3/00 OR B23B5/00 

OR B23B7/00 OR B23B9/00 OR B23B11/00 OR B23B13/00 OR 

B23B15/00 OR B23B17/00 OR B23B19/00 OR B23B21/00 OR B23B23/00 

B23B25/00 OR B23B27/00 OR B23B29/00 OR B23B31/00 OR 

B23B33/00))) OR IPC=((B22D OR B21B1/46 OR B41D3/00 OR B22C5 

OR B22C9/06)) 

塑胶

模具 

(((模具/ta)))  AND (B29/ic) AND IPC=((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B1/00 OR B23B3/00 OR B23B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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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B23B7/00 OR B23B9/00 OR B23B11/00 OR B23B13/00 OR 

B23B15/00 OR B23B17/00 OR B23B19/00 OR B23B21/00 OR B23B23/00 

B23B25/00 OR B23B27/00 OR B23B29/00 OR B23B31/00 OR 

B23B33/00))) OR IPC=((B22D OR B21B1/46 OR B41D3/00 OR B22C5 

OR B22C9/06)) 

陶瓷

模具 

(((模具/ta))) AND (陶瓷/tac) AND IPC=((B23 OR B23B OR B23C OR 

B23F OR B23G OR B23H OR B23K OR B23P OR B23Q OR B24B OR 

C25F3/00 OR B23H OR B24C OR G05B19 OR G05B19/00 OR B25J9 OR 

G01B21/00 OR G01B11/00 OR G01B5/00 OR G01B OR G06F17 OR 

G06F30 OR G06F19)/ic) AND ((B23B1/00 OR B23B3/00 OR B23B5/00 

OR B23B7/00 OR B23B9/00 OR B23B11/00 OR B23B13/00 OR 

B23B15/00 OR B23B17/00 OR B23B19/00 OR B23B21/00 OR B23B23/00 

B23B25/00 OR B23B27/00 OR B23B29/00 OR B23B31/00 OR 

B23B33/00))) OR IPC=((B22D OR B21B1/46 OR B41D3/00 OR B22C5 

OR B22C9/06)) 

下

游 

汽车领域 

(模具/ta) AND (汽车 OR 车辆/a) AND IPC=( C22C1/05 OR B22D41/02 

OR C22C14/00 OR C22C11/04 OR B22D17/20 OR B22D11 OR C22C19/03 

OR B22C1/22 OR C22C19/07 OR C22C13/00 OR B22C15 OR C22C21 OR 

C22C1 OR B22C5)/ic)) OR (((((C22C38 OR C22C38/00 OR C22C38/02 

OR C22C38/04 OR C22C38/06 OR C22C38/08 OR C22C38/10 OR 

C22C38/12 OR C22C38/14 OR C22C38/16 OR C22C38/18 OR C22C38/20 

OR C22C38/22 OR C22C38/24 OR C22C38/26 OR C22C38/28 OR 

C22C38/30 OR C22C38/32 OR C22C38/34 OR C22C38/36 OR C22C38/38 

OR C22C38/40 OR C22C38/42 OR C22C38/44 OR C2C38/46 OR 

C22C38/48 OR C22C38/50 OR C22C38/52 OR C22C38/54 OR C22C38/56 

OR C22C38/58 OR C22C38/60)/ic) )) 

家电领域 

((((((模具/ta))))) ) AND ((冰箱 OR 冷饮机 OR 空调 OR 电扇 OR 换

气扇 OR 冷热风器 OR 空气去湿器 OR 洗衣机 OR 干衣机 OR 电熨

斗 OR 吸尘器 OR 打蜡机 OR 电磁炉 OR 微波炉 OR 电磁灶 OR 

电烤箱 OR 电饭锅 OR 洗碗机 OR 电热水器 OR 电热毯 OR 电热被 

OR 电热服 OR 加热器 OR 电动剃须刀 OR 电吹风 OR 蒸脸器 OR 

超声洗面器 or 电动按摩器 OR 空气负离子发生器 OR 微型投影仪 

OR 电视机 OR 收音机 OR 录音机 OR 录像机 OR 摄像机 OR 组合

音响 OR 制冷电器 OR 清洁电器 OR 厨房电器 OR 电暖电器 OR 整

容保健电器 OR 声像电器 OR 电器 OR 家电)/a) 

医疗器械

行业 
(((模具/ta))) AND (A61/ic OR ((医疗 OR  医用 OR 医学 OR 医美) 

AND (机械 OR 器械 OR 机器)/a)) AND IPC=( C22C1/05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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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检索思路介绍 

检索截止时间为：2023 年 9 月 26 日。进行检索时，采用“分-总”的

B22D41/02 OR C22C14/00 OR C22C11/04 OR B22D17/20 OR B22D11 

OR C22C19/03 OR B22C1/22 OR C22C19/07 OR C22C13/00 OR B22C15 

OR C22C21 OR C22C1 OR B22C5)/ic)) OR (((((C22C38 OR C22C38/00 

OR C22C38/02 OR C22C38/04 OR C22C38/06 OR C22C38/08 OR 

C22C38/10 OR C22C38/12 OR C22C38/14 OR C22C38/16 OR C22C38/18 

OR C22C38/20 OR C22C38/22 OR C22C38/24 OR C22C38/26 OR 

C22C38/28 OR C22C38/30 OR C22C38/32 OR C22C38/34 OR C22C38/36 

OR C22C38/38 OR C22C38/40 OR C22C38/42 OR C22C38/44 OR 

C2C38/46 OR C22C38/48 OR C22C38/50 OR C22C38/52 OR C22C38/54 

OR C22C38/56 OR C22C38/58 OR C22C38/60)/ic) )) 

电子通信 

(((模具/ta))) AND ((H04/ic OR G16/ic OR (电子 OR 通信)/a)) AND 

IPC=( C22C1/05 OR B22D41/02 OR C22C14/00 OR C22C11/04 OR 

B22D17/20 OR B22D11 OR C22C19/03 OR B22C1/22 OR C22C19/07 OR 

C22C13/00 OR B22C15 OR C22C21 OR C22C1 OR B22C5)/ic)) OR 

(((((C22C38 OR C22C38/00 OR C22C38/02 OR C22C38/04 OR C22C38/06 

OR C22C38/08 OR C22C38/10 OR C22C38/12 OR C22C38/14 OR 

C22C38/16 OR C22C38/18 OR C22C38/20 OR C22C38/22 OR C22C38/24 

OR C22C38/26 OR C22C38/28 OR C22C38/30 OR C22C38/32 OR 

C22C38/34 OR C22C38/36 OR C22C38/38 OR C22C38/40 OR C22C38/42 

OR C22C38/44 OR C2C38/46 OR C22C38/48 OR C22C38/50 OR 

C22C38/52 OR C22C38/54 OR C22C38/56 OR C22C38/58 OR 

C22C38/60)/ic) )) 

航空航天 

((((模具/ta)))  AND (B64/ic OR (航空 OR 航天 OR 飞行器 OR 飞机 

OR 航空站 OR 火箭)/a)) IPC=( C22C1/05 OR B22D41/02 OR 

C22C14/00 OR C22C11/04 OR B22D17/20 OR B22D11 OR C22C19/03 OR 

B22C1/22 OR C22C19/07 OR C22C13/00 OR B22C15 OR C22C21 OR 

C22C1 OR B22C5)/ic)) OR (((((C22C38 OR C22C38/00 OR C22C38/02 

OR C22C38/04 OR C22C38/06 OR C22C38/08 OR C22C38/10 OR 

C22C38/12 OR C22C38/14 OR C22C38/16 OR C22C38/18 OR C22C38/20 

OR C22C38/22 OR C22C38/24 OR C22C38/26 OR C22C38/28 OR 

C22C38/30 OR C22C38/32 OR C22C38/34 OR C22C38/36 OR C22C38/38 

OR C22C38/40 OR C22C38/42 OR C22C38/44 OR C2C38/46 OR 

C22C38/48 OR C22C38/50 OR C22C38/52 OR C22C38/54 OR C22C38/56 

OR C22C38/58 OR C22C38/60)/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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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检索，项目组首先针对模具产业链和技术进行分析，通过分类号

和关键词构建各技术分支检索式，相比于采用先检索总数据，后通过关键

词和其他分类号进一步拆解的方式来确定各技术分支，根据技术分支一一

进行检索的效率和准确性都较高。因此，项目组先分别对模具产业的上游

（铸铁、模具钢、塑料橡胶和型材）；模具产业的中游（设备/装置/系统，

主要包括数控机床和铸造机，数控机床的下级分支主要包括车床、铣床、

磨床、钻床、电脉冲机床、CNC、线切割；以及模具制造种类，主要包括五

金模具和非金属模具，五金模具的下级分支为冲压模具、铸造模具、锻造

模具以及塑胶模具，非金属模具的下级分支主要包括陶瓷模具、玻璃制品

模具）等 18 个技术分支进行检索式构建，后续进行检索式验证去噪处理，

最终汇总各技术分支的检索式作为模具产业上游、中游和模具总产业的总

数据。 

每次进行检索之后，都对数据进行抽样人工查阅、筛选，确定准确检

索要素和主要噪音源，并将相应文献的关键词和分类号进行提炼，同时基

于检索过程，对检索策略进行反复调整、反馈，最终确定全面完善的检测

策略。全面检索时将充分、精确扩展关键词和分类号，采用合理的检索要

素搭配，利用检索工具的截词符、同在运算符和逻辑算符，并将不同数据

库的检索数据进行转库，合并得到相对全面、准确的检索数据。 

1.2.2. 数据库介绍 

本次检索专利数据主要来源于 INCOPAT，其为科技创新情报平台，是

一个涵盖世界范围海量专利信息的检索系统，INCOPAT 提供了“原始数据

库”和“同族数据库”两种数据展示形式的数据库，用户可根据需求自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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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对单件专利文献或者对整个专利家族进行检索和数据处理；提供了简单

检索、表格检索、指令检索、批量检索、引证检索、法律检索、语义检索、

扩展检索等多种检索方式，在机器翻译系统的支持下，INCOPAT 可以用中

英文同时查询和对照浏览全球专利。本报告检索涵盖的数据来源情况见表 

1-2 所示。 

表 1-2 数据库收录的国家、地区和组织 

序号 国家代码 国家/组织/地区 序号 国家代码 国家/组织/地区 序号 国家代码 国家/组织/地区 

1 AD 安道尔公国 54 FJ 斐济共和国 107 NO 挪威 

2 AE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55 FR 法国 108 NZ 新西兰 

3 AI 安圭拉 56 GB 英国 109 OA 

非洲知识产权

组织 

4 AL 阿尔巴尼亚 57 GC 

海湾地区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

专利局 

110 OM 阿曼 

5 AM 亚美尼亚 58 GE 格鲁吉亚 111 PA 巴拿马 

6 AO 安哥拉 59 GH 加纳 112 PE 秘鲁 

7 AP 

非洲地区工业

产权组织 

60 GR 希腊 113 PG 

巴布亚新几内

亚 

8 AR 阿根廷 61 GT 危地马拉 114 PH 菲律宾 

9 AT 奥地利 62 GY 圭亚那 115 PK 巴基斯坦 

10 AU 澳大利亚 63 HK 香港 116 PL 波兰 

11 AZ 阿塞拜疆 64 HN 洪都拉斯 117 PS 巴勒斯坦 

12 BA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 

65 HR 克罗地亚 118 PT 葡萄牙 

13 BB 巴巴多斯 66 HU 匈牙利 119 PY 巴拉圭 

14 BD 孟加拉 67 ID 印度尼西亚 120 QA 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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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E 比利时 68 IE 爱尔兰 121 RO 罗马尼亚 

16 BG 保加利亚 69 IL 以色列 122 RS 塞尔维亚 

17 BH 巴林 70 IN 印度 123 RU 俄罗斯 

18 BN 文莱 71 IQ 伊拉克 124 RW 卢旺达 

19 BO 玻利维亚 72 IR 伊朗 125 SA 沙特阿拉伯 

20 BR 巴西 73 IS 冰岛 126 SD 苏丹 

21 BS 巴哈马 74 IT 意大利 127 SE 瑞典 

22 BT 不丹 75 JO 约旦 128 SG 新加坡 

23 BW 博茨瓦纳 76 JP 日本 129 SI 斯洛文尼亚 

24 BX 

比荷卢知识产

权办公室 

77 KE 肯尼亚 130 SK 斯洛伐克 

25 BY 白俄罗斯 78 KG 吉尔吉斯斯坦 131 SM 圣马力诺 

26 BZ 伯利兹 79 KH 柬埔寨 132 ST 

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27 CA 加拿大 80 KR 韩国 133 SU 前苏联 

28 CH 瑞士 81 KY 开曼群岛 134 SV 萨尔瓦多 

29 CL 智利 82 KZ 哈萨克斯坦 135 SY 叙利亚 

30 CN 中国 83 LA 老挝 136 TH 泰国 

31 CO 哥伦比亚 84 LB 黎巴嫩 137 TJ 塔吉克斯坦 

32 CR 哥斯达黎加 85 LK 斯里兰卡 138 TM 土库曼斯坦 

33 CS 捷克斯洛伐克 86 LT 立陶宛 139 TN 突尼斯 

34 CU 古巴 87 LU 卢森堡 140 TR 土耳其 

35 CV 佛得角共和国 88 LV 拉脱维亚 141 TT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36 CY 塞浦路斯 89 MA 摩洛哥 142 TW 台湾 

37 CZ 捷克 90 MC 摩纳哥 143 TZ 坦桑尼亚 

38 DD 东德 91 MD 摩尔多瓦 144 UA 乌克兰 

39 DE 德国 92 ME 黑山 145 US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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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DJ 吉布提 93 MG 马达加斯加 146 UY 乌拉圭 

41 DK 丹麦 94 MK 北马其顿共和国 147 UZ 乌兹别克斯坦 

42 DM 多米尼克 95 MM 缅甸 148 VC 

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 

43 DO 

多米尼加共和

国 

96 MN 蒙古 149 VE 委内瑞拉 

44 DZ 阿尔及利亚 97 MO 澳门 150 VG 

英属维尔京群

岛 

45 EA 欧亚专利组织 98 MS 蒙特塞拉特 151 VN 越南 

46 EC 厄瓜多尔 99 MT 马耳他 152 WO 

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47 EE 爱沙尼亚 100 MU 毛里求斯 153 XK 科索沃 

48 EG 埃及 101 MW 马拉维 154 YE 也门 

49 EP 欧洲 102 MX 墨西哥 155 YU 南斯拉夫 

50 ES 西班牙 103 MY 马来西亚 156 ZA 南非 

51 ET 埃塞俄比亚 104 MZ 莫桑比克 157 ZM 赞比亚 

52 EU 欧盟 105 NI 尼加拉瓜 158 ZW 津巴布韦 

53 FI 芬兰 106 NL 荷兰    

 

1.2.3. 数据处理 

（1）数据降噪 

采用批量去噪方式对检索数据进行去噪处理，个别技术领域比较通用，

有些涉及其他领域的应用也被概括到检索式中，通过去噪去重，提高本次

分析项目的准确率。 

（2）申请人合并 

对申请人字段进行清洗处理。专利申请人字段往往出现不一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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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申请人字段“xxx 集团公司”、“xxx(集团)公司”、“xxx（集团）公

司”，将这些申请人公司名称统一；另外对申请人的前后使用的不同名称，

而实际是同一家的企业的申请人统一成现用名；对于部分主要企业的全资

子公司的申请全部合并到母公司。数据去噪去重。 

（3）相关事项说明 

同族专利约定：在全球专利数据分析时，存在一件专利在不同国家申

请的情况，这些发明内容相同或相关的申请被称为专利族。优先权完全相

同的一组专利称为狭义同族，具有部分相同优先权的一组专利称为广义同

族。本报告的同族专利指的是狭义同族，即一件专利如进行海外布局则为

一组狭义同族。 

（4）近期数据不完整说明 

本次检索对于 2021 年以后的专利申请数据采集不完整，统计的申请量

比实际的专利申请量少，这是由于部分数据在截止日之前尚未在相关数据

库中公开。例如，PCT 专利申请可能自申请日起 30 个月甚至更长实际之后

才能进入国家阶段，从而导致与之相应的国家公布时间更晚，中国发明专

利申请通常自申请日（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要求提前公布的申请除外）

才能被公布，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授权后才公布，其公布日的滞后程度

取决于审查周期的长短等。由于专利数据公开滞后的原因，本报告中有关

趋势从 2021 年后的急剧下降是由于专利未公开所导致，并不代表实际申请

趋势。 

1.2.4. 数语解释 

以下对本报告中出现的术语进行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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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律状态的说明：失效专利包括驳回、视为撤回、无效、未缴纳年

费、权利终止等无效专利。 

有效：在本报告检索截止日为止，专利权处于有效状态的专利申请。 

无效：在本报告检索截止日为止，已经丧失专利权的专利或自始至终

未获得授权的专利申请，包括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或撤回、专利申请被驳

回、专利权被无效、放弃专利权、专利权因费用终止、专利权届满等。 

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

称“WIPO”，该组织是联合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专门机构，根据《成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而设立 

WO：表示该专利经 PCT 条约，由 WIPO 进行登记，然后分别进入多

个国家进行具体申请的专利，这些专利在 WIPO 中进行公开，因此公开号

中以“WO”进行标识。公开号为“WO”的专利，仅能表明这些专利预期

通过 PCT 途径，在全球获取统一认可的申请日，并不能表明这些专利就一

定是在“国际”或者“全球”进行了布局；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跟踪这部分

专利在各国的申请趋势才能明确这类专利是否具有海外布局的情况。 

PCT：专利合作条约英文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简称 PCT,从名称上

可以看出，专利合作条约是专利领域的一项国际合作条约。自采用巴黎公

约以来，它被认为是该领域进行国际合作最具有意义的进步标志。但是，

它主要涉及专利申请的提交，检索及审查以及其中包括的技术信息的传播

的合作性和合理性的一个条约。 

EPO：欧洲专利局（EPO）是根据欧洲专利公约，于 1977 年 10 月 7 日

正式成立的一个政府间组织。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欧洲地区的专利审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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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有 38 个成员国，覆盖了整个欧盟地区及欧盟以外的 10 个国家，早

期 19 个国家为：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

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摩纳哥、荷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西班牙、

英国、塞浦路斯、芬兰。依照欧洲专利公约的规定，一项欧洲专利申请，可

以指定多国获得保护。一项欧洲专利可以在任何一个或所有成员国中享有

国家专利的同等效力。 

EP：是直接向欧专局递交的欧洲专利申请。 

1.2.5. 查全查准验证 

1.2.5.1. 查全率 

查全率(R)和查准率(P)是评估专利检索结果优劣的指标， 

（1）查全率定义： 

查全率是衡量某一检索系统从专利集合中检出相关专利成功度的一项

指标，用来评估检索结果的全面性。即检出的相关专利与全部相关专利的

百分比，通常来说查全率应在 90%以上。 

（2）查全率公式： 

查全率=(检索出的相关专利量/系统中的相关信息总量) ×100% 

（3）本项目查全率验证方法： 

通过模具产业头部创新主体专利情况进行验证。具体地，通过构建的

检索式检出、和模具产业相关专利数量、再统计出各申请人模具产业相关

的专利总量，进而计算查全率，查全率结果如表 1-3 所示，查全率均在 90%

以上，符合要求。 

表 1-3 模具产业查全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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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检索时间范围 
检索出的申

请人专利量 

申请人模具产业相关

的专利总量 
查全率 

日立金属 2004.01.01-2023.09.06 5412 件 5348 件 90.6% 

普利司通 2004.01.01-2023.09.06 118578 件 118355 件 90.2% 

罗伯特博世 2004.01.01-2023.09.06 475720 件 474018 件 90.7% 

 

1.2.5.2. 查准率 

（1）查准率定义： 

查准率是衡量某一检索系统的信号噪声比的一种指标，用来评估检索

结果的准确性。即检出的相关专利与检出的全部专利的百分比，通常来说

查准率应在 90%以上。 

（2）查准率公式： 

查准率=(检索出的相关信息量/检索出的信息总量) ×100% 

（3）本项目查准率验证方法： 

通过构建的检索式进行模具产业的专利检索，从检索结果中随机选取

100 件专利，将这 100 件专利按照技术与模具产业相关性进行筛查，记录

与模具产业相关专利数量。重复 3 次计算平均值。得到的结果如表 1-4 所

示，平均查准率为 92.3%，符合要求。 

表 1-4 模具产业查准率验证 

序号 检索时间范围 
随机抽查样

本数量 

与模具产业相关的专

利数量 
查准率 

1 2004.01.01-2023.09.06 100 件 97 件 97% 

2 2004.01.01-2023.09.06 100 件 92 件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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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4.01.01-2023.09.06 100 件 88 件 88% 

平均查准率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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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模具产业基本情况分析 

2.1. 产业简介 

模具，工业生产上用以注塑、吹塑、挤出、压铸或锻压成型、冶炼、冲

压等方法得到所需产品的各种模子和工具。 简而言之，模具是用来制作成

型物品的工具，这种工具由各种零件构成，不同的模具由不同的零件构成。

它主要通过所成型材料物理状态的改变来实现物品外形的加工。素有"工业

之母"的称号。 

在外力作用下使坯料成为有特定形状和尺寸的制件的工具。广泛用于

冲裁、模锻、冷镦、挤压、粉末冶金件压制、压力铸造，以及工程塑料、橡

胶、陶瓷等制品的压塑或注塑的成形加工中。模具具有特定的轮廓或内腔

形状，应用具有刃口的轮廓形状可以使坯料按轮廓线形状发生分离(冲裁)。

应用内腔形状可使坯料获得相应的立体形状。模具一般包括动模和定模(或

凸模和凹模)两个部分，二者可分可合。分开时取出制件，合拢时使坯料注

入模具型腔成形。模具是精密工具，形状复杂，承受坯料的胀力，对结构强

度、刚度、表面硬度、表面粗糙度和加工精度都有较高要求，模具生产的发

展水平是机械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2.2. 产业发展现状 

1.全球模具行业保持较快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提升 

目前，全球模具行业保持较快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提升。2014 年，全

球模具行业市场规模首次超过 1000 亿美元，之后小幅增长，到 2017 年全

球模具行业市场规模已达 1160 亿美元，2018 年在 1200 亿美元左右。全球

主要模具生产国包括亚洲地区的日本、中国，以及美洲地区的美国、欧洲

https://baike.so.com/doc/5514224-57484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05621-65191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08340-1035618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83449-669715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03566-58161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0731-55761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23062-25616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23062-25616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251851-299830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48210-6061048.html
https://baike.so.com/doc/220407-2331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18041-65316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73824-45798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0460-5585916.html


21 
 

 

地区的德国，中国的模具产值占比最大，将近三分之一。 

 
图 2-1 2011-2018 年全球模具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 

随着全球汽车、消费电子、通信等行业逐步复苏，对于模具尤其是高

档模具的需求量也有所扩大，未来发达国家的高档模具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同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对于模

具的需求量迅速扩大，其装备制造行业对于模具产品的依赖较高，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模具市场也将得到快速发展。可以预见，全球市场对模具的需

求量只会有增无减，市场规模仍将持续增长。 

2.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模具市场逐渐萎缩衰退，但高端产品仍占据重

要地位 

随着模具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模具产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视，但由

于基础和体制不同，发展速度及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当今世界模具产业的

基本格局是：日、美及欧洲各工业化国家作为世界模具产业的领头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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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世界高端模具市场的半壁江山，拥有现代的设计方法和先进的模具制

造设备。 

目前，日本模具业正逐渐将技术含量不高的模具转向人力成本低的地

区生产，只在本国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这导致其模具市场逐渐萎缩

衰退，与高峰期相比，目前日本模具厂商数量约减少了 8.5%左右，从业人

员约减少了 30%，产值衰退率达 11%左右。 

模具行业在美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但美国模具在

全球模具的高端产品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德国模具同样在全球具有较

重要地位。 

3.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国家对模具需求量迅速扩大，中国模具在

国际模具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仍旧存在 

在中国，模具行业的前景更是被广泛看好。一方面，政府加大对模具

产业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支持。在《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就指出，要利用增材制造技术实现模具优化设计、原型制造等；推进

复杂精密结构模具的一体化成型，缩短研发周期；应用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直接制造复杂型腔模具。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仍在中高速增长期内，

中国模具在国际模具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仍旧存在，国内模具市场预期也继

续看。其中，作为模具使用量最大的汽车行业，预计“十四五”期间将会以年

均 10%左右的增长速度发展，加上中国庞大的机动车保有量所带动的维修

配件市场和出口市场，中国汽车零部件也将在厐大市场基础上保持较高的

增长速度，由此预计“十四五”期间汽车模具的年均增速不会低于 10%，包

括汽车轮胎模具在内的橡胶模具年均增速将达到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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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国外模具产业现状 

2.2.1.1. 国外模具产业规模及布局 

1.日本模具产业 

日本模具产业是从 1957 年发展起来的，到 1998 年总产值就已超过 4.88

万亿日元。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模具产能约占全球的 40%，居世界第一

位，每年向国外出口大量模具。据日本通产省工业统计，日本共有模具生

产厂约 10000 家，其中 20 人以下的占 91%，以中小企业为主，据统计日本

模具人均产值约 120 万人民币。日本模具专业化分工水平高，在技术上重

视抛光和研磨加工；近年来，日本塑料模具、粉末冶金模具、压铸模具增长

明显，冲压模具和锻造模具相对减少。 

日本模具产业面临四大挑战：缩短交货期、降低制造成本、提高模具

质量和精度、劳动力不足。对此，日本许多模具厂机架都在积极增加投资，

大量采用无人看管的加工单元，或者通过计算机进行练级控制。模具技术

的开发主要向高精度、高速度、长寿命、复杂、大型、一体化和高性能等方

面发展。 

2.美国模具产业 

美国模具产业已成为成熟的高技术产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

国模具总产值就已达 64.47 亿美元。现有模具企业约 7000 家，其中 90%以

上为少于 50 人的小型企业，具体地，人数在 15 人以下，约占总比例的 60%

左右，人数在 15-50 人占总比例的 30%，其余占比 10%。据统计，美国模

具行业的人均产值在 127 万元人民币左右。美国模具技术上对于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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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模具开发，在设计能力及制造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面临后工业化时代的大调整、大变革，

也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来自成本压力、时间压力和竞争压力，不得不

向中国转移。例如，美国国内压铸企业数量逐年递减，但压铸件的需求量

并未下降，尤其是汽车工业的需求反而有所增加。为满足此需求，该国或

通过在海外设厂生产压铸件，或是向海外采购，其地域目标则主要集中在

东南亚一带。继 2008 年 9 月通用汽车公司投资 2.5 亿美元建设通用汽车中

国园区及技术科研中心以后，福特汽车明确表明在中国市场的长远战略规

划不变，克莱斯勒积极寻求在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国内

媒体也有相关报导，提及海外采购方要从中国购入汽车零部件，金额从数

亿至几十亿美元不等。  

3.德国模具产业 

据德国机械制造商联合会（VDMA)工模具协会统计，德国约有模具企

业 5000 家，2003 年模具产值已达 48 亿欧元，出口率一直稳定在 33%左右。

德国模具产业结构仍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其中 20 人以下占 80%，20-100 人

占 19%，100 人以上占 1%，据统计德国模具人均产值约 200 万人民币，

VDMA 会员模具企业 90 家，这 90 家骨干模具企业的产值就占德国模具总

产值的 90%。 

德国一向以精湛的加工技艺和出产精密机械、工具而著称，其模具产

业也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对于模具这个内涵负责的工业领域，经过多年实

践探索，德国模具制造厂商形成了一个共识：全行业必须协调一致，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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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挖掘开发潜力，共同发扬创新精神，共同技术进步，取长补短，发回

好整体优势，才能取得行业成功。 

为适应当今新产品快速发展的需求，不仅德国大公司建立了新的研究

开发中心，而且许多中小企业也都主动为客户做研发工作。多年来，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德国模具产业一直保持了在国际模具市场中的强势地位，

出口率始终稳定在 33%左右。 

3.韩国模具产业 

韩国模具生产企业约有 2600 多家，年产值约 50300 亿韩元，模具生产

企业多，规模大。由于模具生产企业多，在成本、交货期、质量方面的竞争

较为激烈，生产效益不乐观。技术和难度低的模具生产企业正在向中国转

移。韩国的中低档模具的竞争力不及中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韩国的模

具人才也有很多到东南亚各国、中国、台湾地区工作。韩国的模具生产量

约为日本的四分之一，高精度模具产品部分向日本出口。韩国大型企业的

模具部门和由大型企业分离出来的模具部件生产企业，水平很高，与日本

模具相当。韩国政府比较重视培养本国模具人才，1982 年开始，首尔产业

大学就开始着力于培养模具人才，现在该国共有包括大学、高职学校在内

的模具教育、培训机构 40 个左右。 

3.新加坡模具产业 

新加坡市一个只有 300 多万人口的小国，从上世纪 80 到 90 年代新加

坡政府就十分重视和支持精密模具的发展，出台了很多政策，使模具产业

得到快速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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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拥有各种类型模具以及精密加工企业超过 1000 家，模具年产值

超过 45 亿人民币，在亚洲模具产业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模具企业中

上市的有 10 多家。65%以上企业生产的模具都是为电子产业配套的，主要

生产中小型、高精密、高水平的模具，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框架/封装模具、

五金冲压模具、塑胶模具、硅橡胶模具等领域。 

4.印度模具产业 

印度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该国的模具产业情况统计数据，但从各方面的

情况估算可知，印度模具市场需求量约为日本的二分之一。印度的模具市

场主要面向汽车、电机、电子等行业，这与日本非常相似。自 2000 年至 2004

年，5 年件该国模具需求量增长了 1.5 倍。而且还在继续增长。1947 年独立

以来，印度的工业化政策经历了从劳动集约型向资本集约型转变。为保护

国内市场，实行限制进口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有了一定缓和，从 1991 年

开始实行自由化政策。 

印度有其潜在长处，因为模具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市市场不

断扩大，模具企业在市场上与用户进行双向交流，能够很快获得模具技术

和设备投资；其次是由于印度长年实施限制输入的工业化政策，在某种程

度上促进了本国模具产业的自主发展；第三，注意培养模具人才，印度的

大圩、模具培训机构等具有一定的模具人才培养能力；第四，印度的计算

机和数学是强项，近年来在模具设计和制造上与计算机技术的联系日益紧

密，印度可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 

2.2.1.2. 产业重点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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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国模具行业的著名精密模具制造商的排名及介绍，整理如下表

2-1 全球模具行业的领头羊企业。排名第一的是日立金属机械株式会社，是

日本模具行业的领头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均来自德国的 Maenner 和

FOBOHA.，均是全球著名的模具企业。。 

表 2-1 全球模具行业重点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所在地 主营产品 

1 日立金属机械株式会社 日本 

高速钢、高级特殊钢、磁性应用部

件、计算机和集成电路零部件、汽车

零部件、航天航空材料 

2 Maenner 德国 高精度模具、注塑模具 

3 FOBOHA. 德国 旋转叠模具、四面体模具 

4 SCHÖTTLI 瑞士 高精密和高效模具 

5 普利斯通 日本 轮胎模具 

6 东芝金属机械株式会社 日本 机床、模具 

7 TANNER. 瑞士 热流道注塑模具 

8 FOSTAG. 瑞士 医疗耗材的模具 

9 K.T.W. 奥地利 瓶盖模具 

10 Plastisud 法国 
高气蚀模具、医疗模具、高精度高性

能的模具 

 

2.2.2. 国内模具产业现状 

2.2.2.1. 国内模具产业规模 

近年来，随着中国模具产业高速发展，产值占比已达全球最大，将近

三分之一，我国已成为世界模具制造大国和模具贸易大国。据中国模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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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统计，我国模具出口增幅连续四年超过 20%，但人均产值远低于美

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从国内模具行业市场规模来看，据统计，2015-2019 年，国内模具行业

市场规模由 356.62 亿美元增长至 430.79 亿美元，增长率为 17%。2020 年，

受疫情影响，国内模具行业市场规模降至 382.06 亿美元，2022 年中国模具

行业市场规模回升至 473.62 亿美元。 

 

图 2-2 2015-2022 年全球模具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 

从进出口情况来看，我国模具行业整体进出口持续保持出口大于进口

的贸易顺差状态。据中国海关数据，2022 年，我国模具行业进出口贸易总

额为 69.09 亿美元，其中 2022 年中国模具行业进口额下降至 7.49 亿美元，

进口额创近年新低；出口方面，2022 年，我国模具出口额位 61.60 亿美元，

较 2015 年增加近 11 亿美元。从主要的出口市场来看，我国模具制品主要

出口于美国、德国、中国香港；从进口来源来看，我国模具制品主要从日

本、韩国以及德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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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模具行业出口及进口主要市场排名 

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模具行业属于大行业，行业内各领域优秀企业

众多，但是整体市场集中度低，近年来受汽车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国内

模具行业相关成立企业大幅上升。据企查查数据，2021 年国内模具行业相

关企业成立数量达到 221141 家，2022 年截至 10 月 24 日，新成立数量达

到 234328 家。 

 

图 2-4 2012-2022 年中国模具行业相关企业新成立数量统计分析 

图 2-5 展示的是中国模具销售额占比分布情况，从模具销售额来看，

据统计塑胶模具销售额占总销售额 45%，其次是冲压模具销售额占比为

37%，铸造模具占比 9%，其他模具占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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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国模具销售额占比分布 

图 2-6 展示的是中国模具下游应用领域占比分布情况，从模具下游应

用领域来看，据统计，模具制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电子行业以及 IT 行

业，其中应用于汽车领域的模具占比 34%，应用于电子领域的模具占比 28%，

应用于 IT信息行业的模具占比为12%，应用于家电领域的模具占比为 9%。 

 

图 2-6 中国模具下游应用领域占比分布 

2.2.2.2. 模具产业地域布局 

1.整体地域布局 

图 2-7 展示的是中国模具产业集群分布情况。从中国模具产业集群分布

情况来看，我国模具行业产业集群生产地目前有 20 个，长三角区域模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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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珠三角区域模具集群的产值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产值；其中

模具产值前 10 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湖南、安

徽、山东、上海和福建。我国的模具特色产业基地目前聚集着来自美国、法

国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模具生产、设计和专业培训的 1000余家企业；

形成了包括模具制造、模具标准件、模具材料和模具机械等在内的多元化

模具产业结构布局。 

 
图 2-7 中国模具产业集群分布 

2.主要省市布局及特点 

广东是国内模具市场龙头、三资企业为主体，广东省拥有模具制造企

业 10000 多家，从业人员达 30 多万人，企业数量、从业人员、完成的工业

总产值和出口总之均居全国第一位。广东是当今中国最主要的模具市场，

也是中国最大的模具出口与进口省。全国模具产值的 40%多来自广东，且

模具加工设备数控化率及设备的性能、模具加工工艺、生产专业化水平和

标准程度领先国内其它省市。 

浙江市塑料模具比重大、民营企业为主体。浙江省模具工业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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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市和台州市。宁波的宁海、余姚、慈溪及鄞州主要生产塑料模具，北

仑以压铸膜为主，象山和舟山以铸造和冲压模具为主。台州市主要模具生

产企业集中在黄岩和路桥，塑料模具占大多数。 

上海是信息产业和汽车行业模具为主导。上海现有模具企业 2000 余家，

从业人员 10 万多人，年产值近 60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上海模

具产业将面向 6 大产业和重点行业，特别是信息（IT）产业和汽车行业，

大力发展 IT行业的精密镁合金压铸模、精密注塑模、汽车业的覆盖件模具、

大型零件压铸模、精密冲压件多工位级进模。 

江苏是外资、民营为主力。江苏模具主要集中在苏州和昆山。苏州目

前有各类模具厂 1000 多家，模具加工点 1000 多个，模具年销售额 50 亿至

60 亿元，模具业成为该市新兴工业之一。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荷

兰、美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独资、合资企业很多，民营模具企业也不

少。 

安徽是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目前安徽省拥有一批国内知名度较高的

模具产品，如洗衣机、空调器等大型注塑模、电冰箱吸塑发泡模、电机定转

子叠片高速级进冲模等，有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30%以上。模具标准件、模

具材料基地也已形成。此外山东、福建、天津、辽宁、重庆、河北近年的发

展情况也比较好。 

2.2.2.3. 重点创新主体分析 

由 CNPP 品牌榜中榜发布了“2023 年模具品牌榜中榜”，榜单按照企

业影响力进行排名，该榜单市有 CNPP 前 20 名创新主体情况如表 2-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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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中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均属于冲压模具和轮胎模具企业，分别是天汽

模和豪迈科技，排名第三的是巨轮智能装置，属于数控机床类企业。其中

轮胎企业入榜前三十名榜单数量最多，其次是数控机床行业。 

表 2-2 CNPP 品牌榜中榜中国模具产业前 20 强榜单 

排

名 
企业名称 

2022 年

营收(亿

元) 

主营产品 总部 

1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5.52 
汽车模具、冲压装焊、航

空部件、智能制造 
天津 

2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6.42 

轮胎模具、大型机械零部

件、数控机床 
山东 

3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9 数控机床、轮胎模具 广东 

4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318 
铸锻模具、非汽车铸锻

件、缸体模具 
吉林 

5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 未公布 
注塑模具、钣金冲压模

具、吸附发泡模具 
青岛 

6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 15.42 外覆盖件模具 四川 

7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 25.97 
汽车内外饰系统模具、发

动机模具 
深圳 

8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 57.52 家电类电机模具 宁波 

9 宁波横河精密工业股份 6.68 
家电、汽车、卫生洁具、

电子、医疗器械等模具 
宁波 

10 东风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11 
汽车冷冲模、检验夹具、

汽车主模型、模具标准件 
武汉 

11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 12.28 精密塑胶模具 深圳 

12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 4.44 集成电路封装模具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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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厦门唯科模塑科技股份 9.58 精密塑胶模具 厦门 

14 东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0.36 注塑模具 深圳 

15 
上海塞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

用有限公司 
未公布 汽车车身外覆盖件模具 上海 

16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 11.68 汽车主模型、钣金件模 安徽 

17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 7.8 
汽车内外饰、油箱模具、

双色模具 
宁海 

18 四川省宜宾普什模具 3 注塑模具 四川 

19 深圳亿和精密科技集团 55.99 汽车模具 深圳 

20 宁波合力科技股份 6.85 铸造、压铸、热冲压 宁波 

 

2.2.2.4. 产业政策分析 

我国近几年为加快模具行业的发展，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行业政策，促

进模具行业健康发展。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政策如表 2-3 所示。 

表 2-3 中国模具产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2/11/1 

《关于印发进一步提高

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

行动方案(2022-2025

年)的通知》 

加快推动轻工、纺织、食品加工等产业转型升

级，瞄准国际标准和细分市场需求,从提高产品

功效、性能、适用性、可靠性和外观设计水平

入手，全方位提高消费品质量。 

2021/1/1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

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

指导意见》 

以钢筋制作安装、模具安拆、混凝土浇筑等工

厂生产关键工艺环节为重点，推进工艺流程数

字化和建筑机器人应用。 

2020/11/1 
《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

新的实施意见》 

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走国际化道路，在

元器件、基础件、工具、模具、服装、鞋帽等

行业，鼓励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的“小巨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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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2020/3/1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

专项行动方案》 

建设产业供应链对接平台，打造线上采购、分

销流通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原材料匹配、返

工人员共享、自动化生产线配置、模具资源互

助、防护物资采购、销售和物流资源对接等服

务。 

2020/1/1 

《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

高值医用耗材重点治理

清单的通知》 

婴儿颅骨矫形固定器、颅骨形术材料形成模具

列入清单。 

2019/11/1 

《加快我国家用电器行

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

见》 

着力提升高效环保材型压缩机、直流电机、变

频器、磁控管等关键零件和模具制造的技术水

平和配套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保障产品品

质。 

2019/10/1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9 年本)》 

《目录》中鼓励类包括：1、大型模具、精密模

具、多工位渣滓洞深拉伸模具、非金属制品精

密模具设计、制造等。 

2019/6/1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2019 年版）》 
鼓励外商投资模具产业 

2017/12/1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重点领域关键

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重点发展大型压铸模用热作模具钢等产品。其

中，大型压铸模用热作模具钢。横向心部 V 型

缺口冲击功大于或等于 19 焦耳，等向性（横向

和纵向比）大于等于 0.85，S 小于等于

0.002%、P 小于等于 0.01%，A、C 类夹杂物小

于或等于 0.5 级，B、D 类夹杂物细系小于等于

1.5 级、粗系小于或等于 1.0 级，大型压铸模具

使用寿命达到 10 万次以上。 

2017/11/1 

《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2017-2020

年）》 

以直接制造为主要战略取向，兼顾原型涉及和

模具开发应用，推动增材制造在重点制造、医

疗、文化创意、创新教育等领域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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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增材制造云平台等新模式，线上线下打通

增材制造在社会、企业、家庭中的应用路径。 

2017/4/1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 

未来将突破车用传感器、车载芯片等先进汽车

电子以及轻量化新材料、高端制造装备等产业

链短板，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供应

商，形成从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产业体系。 

2.2.3. 河源市模具产业现状 

2.2.3.1. 河源市模具产业规模及布局 

据统计，2022 年全市实现社会工业增加值 378.98 亿元，优势传统产业

增加值达到 66.66 亿元，其中模具产量为 31.49 万套，全市共有机械与模具

产业规上企业 92 家，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09.01 亿元。随着承接深莞模

具产业转移，河源市将打造超千亿产值的模具产业链，形成模坯、模具配

件、冲压模具、铸造模具、模具后加工等完善的产业链条。 

近年来，河源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大力实施产业兴市行

动，加快打造“1+3”产业集群。目前，深河国际模具城已有 52 家企业入

驻，90%企业已经竣工投产，工业设计中心、模具检测中心、试模中心、配

件制造中心等 4 个模具生产配套中心已揭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校

企共建研发中心 98 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24 个，全市共组

织实施国家、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56 项，为模具城建设“加速度”；力

争在“十四五”期间模具制造产业将达到 300 亿的产值，落户企业将超过

100 家。 

在品牌建设方面，工作不断加强，培育了“河源龙记”等知名品牌；随

着华益盛模具、鹏准模具等国内重点骨干品牌企业的入驻，推动模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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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不断发展壮大，为打造国际产业平台品牌提供了基础。 

2.2.3.2. 产业重点主体分析 

河源市模具产业主要创新主体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河源市模具重点企业 

序

号 
企业名称 细分领域 主营业务 

1 河源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模具 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 

2 河源市华益盛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汽车模具、塑胶模具 

3 河源市鹏准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汽车模具、注塑模具 

4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机床 钨钢立铣刀、合金精加工刀具 

5 河源市昌红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 医疗器械模具、塑料模具 

6 河源市恒大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汽车模具、精密模具 

 

2.2.3.3. 产业政策分析 

河源市模具产业政策分析如表 2-5 所示。 

表 2-5 河源模具产业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3/6 

《河源市发展机械与模

具产业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推动我市机械与模具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

造百亿级机械与模具产业集群。 

2021/7/3 
《河源市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十四五”规划》 

依托我市模具发展基础，重点发展覆盖件、结

构件、零步件汽车精密模具。 

2016/9/1 

《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

扶持河源市高新区模具

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

抢抓“深莞惠”模具产业转移机遇，打造模具

产业集群，推动市高新区发展增速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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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2.3. 产业链分析 

如图 2-8 所示，模具产业链上游为模具原材料，主要包括铸铁、模具

钢、塑料橡胶和 型材等原材料；中游为模具制造，模具制造所需的设备/装

置/系统以及模具制造的种类，制造模具的设备/装置/系统可再进行下一级

分支，即数控机床的车床、铣床、磨床、钻床、电脉冲机床、CNC 和线切

割，以及铸造机；模具制造的种类可分为属于五金模具的冲压模具、锻造

模具、铸造模具，以及非五金模具的塑胶模具、陶瓷模具以及玻璃制品模

具等种类；下游则为模具的应用，主要应用于汽车领域、家电领域、医疗器

械行业以及航空航天领域。 



39 
 

 

 

图 2-8 模具产业链 

2.4. 产业技术链分析 

模具行业的技术主要集中于上中游，下游的应用是基于上中游的成品，

因此本部分仅针对模具产业链的上游和中游技术进行分析。 

（1）模具 CAD/CAE/CAM 技术 

在数字化技术以及三维造型技术的支持下，CAD/CAE/CAM 一体化技

术已经普遍应用于汽车大型覆盖件模具中，不仅能够进行模具涉及、制造

与冲压，而且在数控编程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实现 DNC。CAD/CAE/CAM 技

术在塑料模具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模具 CAD 不仅仅是对传统设计

与计算方法的单一模仿，而且采用先进的设计理论，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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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的知识理论进行设计，使结果更加合理、科学。其次在模具结构设

计过程中采用了立体思维以及三维参数化特征，信息流组织以及管理、共

享等技术贯穿了模具设计、装配与检测等的全过程；另外还能够对模具的

可制造性进行科学评价，其中主要涉及到模具制造与费用的大致估算、模

具实用性的评估以及零件制作工艺的评估等。 

（2）高速铣削技术 

作为型腔模具加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铣削加工技术以其加工平稳、加

工质量优良以及加工效率高等特点在模具加工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首先

该技术具有高效性，一般情况下，高速铣削的主轴转速保持在 15000-40000

转/min，其最高能够达到 1000000 转，在进行钢切削时，速度可以达到

400m/min，其与传统的铣削加工相比高出 10 倍左右，在加工效率方面也显

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已插座外壳压铸模加工为例，传统的铣削、电火花成

型加工所需的而时间为 60 小时左右，而采用先进的高速铣削加工 14 小时

便能够完成。高速铣削技术精度较高，一般能够达到 10 微米，其工件温升

小，表面不后悔出现变质会微裂纹，质量较高，研究显示其表面粗糙度 Ra

不高于 1 微米。另外高速铣削技术能够对高硬材料进行加工，最高硬度可

达到 60HRC，成为当前模具制造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3）电火花加工技术与绿色产品技术 

电火花加工主要是指在液体介质中，采用脉冲放电原理对导电材料出

现的电蚀现象进行清除，进而使零件的尺寸、形状等达到相应的技术要求。

国外的电加工机床技术发展较快，其性能、工艺指标与自动化程度均处于

领先水平。当前的电火花加工机床过程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辐射扫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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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仅会引发一系列安全事故的发生，而且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因此，国际市场开始致力于对绿色产品的研究。以日本某公司为例，该公

司采用直线电机伺服实施驱动，不仅反应速度快，而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

度，且不容易变形，体现了鲜明的优越性。除此之外部分 EDM 采用混粉加

工工艺、微精加工脉冲电源等技术，提升了工作效率。 

（4）3RPM 下的快速制模技术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该技术将 CAD

技术、数控技术以及机械工程技术等融为一体，实现了由零件涉及发展成

为三维实体原型涉及，是一项系统性的先进制造技术。 

（5）热流道技术 

热流道市在注塑模具中使用的，将融化的塑料粒子注入到模具的型腔

中加热组件系统。热流道是通过加热的办法来保证流道和浇口的塑料保持

熔融状态。由于在流道附近或中心设有加热棒和加热圈，从注塑机喷嘴出

口到浇口的整个流道都处于高温状态，使流道中的塑料保持熔融，停机后

一般不需要打开流道取出凝料，再开机时只需加热流道到所需温度即可。

因此，热流道工艺有时称为热集流管系统，或者称为无流道模塑。 

（6）模具虚拟制造技术 

模具虚拟制造技术，就是在计算机上实现模具设计制造全过程的技术，

在计算机仿真实际的模具开发和制造过程，在模具实际制造之前就可以在

虚拟现实中发现和解决各种设计与制造问题。因此虚拟制造技术代表了数

字化模具技术的最高发展水平。虽然虚拟制造技术在飞机制造中已有成功

应用的先例，但在模具制造中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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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强度钢板冲压技术 

高强度钢由于在屈强比、应变硬化特性、应变分布能力和碰撞吸能等

方面具有优良的特性，在汽车上的使用量不断增加。目前，在冲压件上使

用的高强度钢主要有烤漆硬化钢（BH 钢）、双相钢（DP 钢）、相变诱导

塑胶件钢（TRIP 钢）等，与高强度钢板应用相关的是激光拼焊的冲压技术。

拼焊板是将两块或两块以上不同厚度、不同形状、不同性能或不同表面状

况的板料焊接而成的板材。由于高强度钢板在塑性变形市弹性变形比较大，

因此回弹控制是当前高强度钢板冲压技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这其中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提高回弹分析的精度，二是研究合理的模具设计参

数，如拉延筋、工艺补充面、压边力等。 

（8）激光表面强化技术 

激光表面强化技术在模具上的应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激光表面淬

火和激光熔覆。激光表面强化技术可对不同材料的模具工作表面进行强化

处理，以提高模具使用寿命和修复磨损面。对于采用合金铸铁制造的覆盖

件模具，火焰淬火的硬度一般为 HRC40-50，激光淬火的模具表明硬度则可

达 HRC55-65，硬化层的有效深度为 0.5-0.7mm。激光淬火层硬度均匀，与

集体有很强的结合力。由于激光加热速度快，热影响区小，所以被处理的

模具变形很小。激光淬火具有较高的处理速度，通常可达 0.5m2/h。激光熔

覆技术可对模具表面局部损伤部委进行修复，覆层可与模具零件基体形成

最佳的冶金结合，修复效果明显优于其他焊接方法。 

（9）超声波加工技术 

目前超声波加工精度能够达到 0.01-0.02mm 之间，粗糙程度与传统的



43 
 

 

模具制造技术相比明显降低，仅为 0.54 微米，对于冲模、拉丝模以及抛光

模等工艺中体现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10）激光加工技术 

激光加工技术不仅能够对表面进行一些列的处理，而且能够实施打孔、

雕刻以及微细加工等工艺，其在聚晶刚石拉丝模胚料中的加工直径不足

0.04mm，数十秒便能够完成。 

2.5. 产业企业链分析 

模具产业链全球重点企业详情见表 2-6 所示。 

表 2-6 模具产业链全球重点企业 

主要细

分领域 
企业名称 所在地 主营业务 

铸铁 

新日本制铁 日本 铸铁 

株式会社久保田 日本 铸铁件 

日立金属株式会社 日本 铸铁 

模具钢 

杰富意钢铁株式会社 日本 模具钢 

神钢建设机械株式会社 日本 模具钢 

大同特殊钢株式会社 日本 模具钢 

塑料橡

胶 

住友橡胶 日本 橡胶、塑料 

赫斯基注射器成型系统有限

公司 
加拿大 医疗注塑模具 

株式会社普利司通 日本 轮胎模具 

型材 
美铝公司 美国 型材 

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 日本 型材 

数控机

床 

天田集团 日本 激光束切割机床 

山高刀具 日本 车床、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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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快机床欧洲两合公司 德国 激光切割、数控钣金机床 

铸造机 

神钢建设机械 日本 铸造机 

SMS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 铸造机 

Posco 公司 韩国 铸造机 

五金模

具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冲压模具、汽车模具 

SCHÖTTLI 瑞士 高精密和高效模具 

FOBOHA. 德国 旋转叠模具、四面体模具 

非金属

模具 

TANNER. 瑞士 热流道注塑模具 

FOSTAG. 瑞士 医疗耗材的模具 

K.T.W. 奥地利 瓶盖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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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全球模具产业专利分析 

3.1. 产业发展与专利布局关系 

3.1.1. 产业技术发展历程 

图 3-1 展示了近 20 年模具产业全球专利申请趋势，截至检索日，全球

模具领域专利总申请数量为 336 万件。申请趋势总体分为三个阶段：2009

年以前属于技术萌芽期，2010~2020 年属于快速发展期，2020 年以后属于

技术调整期。 

 

图 3-1 2000-2023 年模具产业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1）技术萌芽期（~2009 年） 

2000~2009 年，全球模具领域专利总申请比较稳定，年专利申请量在 4

万~5 万件之间，总体上呈缓慢增长态势，技术处于萌芽期。 

（2）快速发展期（2010~2020 年） 

2010~2020 年，全球模具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专利申请量快速增

长，2020 年专利申请量达到 17 万件。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发展，工业

迎来了快速发展，例如汽车产业、医疗行业的高速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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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模具需求也逐渐增多，使模具产业实现了空前的发展。 

（3）技术调整期（2019~2023 年） 

自 2020 年开始，全球模具产业进入技术发展调整期，年专利申请量呈

波动下降的趋势。随着行业的饱和、模具产业往高端技术发展以及全球经

济形势的日益严峻，模具行业也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处于技术转型阶段，

因此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下降。2022-2023 年的专利申请量因部分专利申请还

未公开所以统计量偏少，并不代表实际情况。 

3.1.2. 产业转移趋势 

图 3-2 展示了全球模具产业专利分布情况。由图可知，全球模具产业

的专利主要集中在中国（121 万件）、日本（41 万件）、美国（14 万件）、

韩国（10 万件）以及德国（8 万件），由此可知，中国是模具产业的重点

市场竞争地域，中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备受市场青睐，创新主

体在中国积极开展专利布局。 

 

图 3-2 全球模具产业专利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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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展示了全球模具产业专利主要流向。由图可知，中国的创新

主体的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中国，在其他地区的专利申请较少；日本、美

国、韩国以及德国的创新主体除了在本土的专利布局外，还非常积极地在

中国、日本、欧洲、韩国以及德国进行专利布局。加拿大和西班牙的模具专

利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得较为全面，基本在主要的国家都均有专利布局，具

有一定的优势，相较而言，中国创新主体的海外布局处于劣势。 

 

图 3-3 全球模具产业专利主要流向 

图 3-4 展示了全球模具产业专利主要地域转移趋势。由图可知，在 2010

年前，模具产业的专利主要布局在日本、美国等地，2010 年后，模具产业

专利在中国的申请显著提高，全球模具产业也在由美国、日本、韩国、德国

等传统市场国家快速向中国转移，彰显出中国市场的蓬勃发展趋势以及国

际市场地位。此外，主要的技术来源国为美国、日本和德国，说明这三国控

制了模具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了核心专利。美国、日本、德国、中国

均是模具领域开展较好的国家。因此，通过技术来源国可知，从整体的研

发力度来看，日本、美国和德国在模具产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是该技术

领域绝对领跑的国家。中国、韩国也在持续发力，在该领域具备一定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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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实力。 

 

图 3-4 全球模具产业专利地域转移趋势 

3.1.3. 产业链结构 

图 3-5 为全球模具产业链专利构成情况。由图可知，全球模具产业链

上游和中游均有专利布局，技术覆盖全面。其中中游模具制造为主要的专

利布局领域（专利占比 71%），美国、中国、日本以及德国模具产业链均

以中游模具制造为主，美国、中国以及德国中游模具制造在产业链的占比

均高于 70%，而日本的中游模具制造在产业链的占比较低，占比仅为 67%。

与全球相比，中国、美国以及德国的中游模具制造领域的专利有所增长，

而日本的中游模具制造领域的专利有所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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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全球模具产业专利构成情况 

图 3-6 展示了 2005 年至 2022 年全球模具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可以

了解产业链结构的调整方向。 

 

图 3-6 2005 年-2022 年全球模具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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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6 可知，中国、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从 2005 年至今，产业的结

构调整变化不大，中国模具产业的中游模具制造环节在不同时期的占比基

本都为 70%以上，美国和日本模具产业的中游模具制造环节在不同时期的

占比基本都在 60%以上，德国模具产业的中游模具制造环节在不同时期的

占比均在 75%以上，由此可知，2010 年后，全球模具产业链结构整体呈向

产业链中游模具制造方向调整的趋势，目前为止，中美日韩等国家模具产

业整体上以中游产业链模具制造领域专利数量占据绝对优势。 

3.2. 重点申请人分析 

3.2.1. 全球申请人排名 

 

图 3-7 全球模具产业专利申请人排名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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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人在某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可以直接反映该申请人在该领

域的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申请量排名靠前的专利申请人在该领域拥有

一定实力的技术储备。专利申请人在某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可以直接反

映该申请人在该领域的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申请量排名靠前的专利申

请人在该领域拥有一定实力的技术储备。图 3-7 为模具产业全球申请人排

名 top20 分析，排名前 20 名创新主体专利申请总数为 202156 件，占全球

模具产业专利申请总量的 5.9%。其中新日本制铁排名稳居第一位，专利申

请数量为 22781 件，发那科株式会社排名第二位，专利申请数量为 20663

件，神钢建设机械株式会社排名第三位，专利申请数量为 13464 件，其他

申请人专利申请数量均低于 1.3 万件。 

前 20 名申请人中，20 家为企业申请人，企业研发实力雄厚且市场竞

争激烈。     

从申请人所属国别情况来看，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上榜创新主体最

多，中国的创新主体并没有上榜，美国上榜 2 家(通用电器, 罗伯特博世)，

日本上榜 16 家(新日铁、发那科、日立金属等)，德国上榜 1 家(西门子)，

韩国上榜 1 家。可见当前海外创新主体仍占据模具产业核心技术的绝对优

势地位，日本创新主体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模具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定地位，相关企业数量多，

但规模偏小，研发实力较弱，与国外知名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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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全球模具产业各技术分支专利申请人排名 TOP10 

图 3-7 为全球模具产业各技术分支申请人排名 top10 分析。由图可知，

日本在模具产业上游、中游的每个产业链细分领域均出现了全球领先的龙

头企业，其在不同的技术分支中日企在申请人排名前 10 名中基本上均占 3

个席位以上，其次是美国，美国企业在模具产业的各分支中的申请人排名

前 10 名中基本上占 2 个以上的席位，说明了日本和美国在模具领域的核心

技术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模具产业非常成熟且完善，其技术实力也遥遥

领先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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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重点申请人对比分析 

图 3-8 为近 20 年模具产业重点申请人对比分析，对比分析企业包括日

本的日立金属、天田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本田技研工业、神钢建设机械和

日本京瓷，德国的罗伯特博世，瑞典山刀高具等全球龙头企业。 

 

图 3-8 全球模具产业重点专利申请人对比分析 

从近 20 年专利申请数量来看，罗伯特博世以 474018 件专利稳居第一

位，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大同特殊钢、日立金属、天田、山高刀具普

利司通、本田技研工业、神钢建设以及日本京瓷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为

19873 件、5348 件、19890 件、4255 件、118355 件、378972 件、1088476

件、231176 件；可见国外龙头企业专利申请规模较大，海外龙头企业占据

优势地位。 

从中国专利申请来看，在中国布局最多专利的企业是罗伯特博世，共

有 41988 件专利，中国专利占比为 8.86%，其次是本田技研工业，共有 34928

件专利，专利占比为 9.22%，且两者均是生产汽车模具的海外龙头企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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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最少的是数控机床的龙头企业天田株式会社。 

图 3-9 展示了全球模具产业重点专利申请人近五年的核心专利。结合

图 3-8 和图 3-9 可知，在近五年核心技术的专利申请方面，罗伯特博世以及

本田技研工业的专利核心技术最多，分别有 7183 件以及 7569 件专利，最

少的是大同特殊钢，仅有 50 件专利，本田技研工业的核心专利主要是铸造

模具，而罗伯特博世的核心专利主要是塑胶模具。 

从中国专利诉讼来看，普利司通、本田技研工业以及罗伯特博世的中

国诉讼较多，分别为 16 件、47 件以及 25 件，由此可见，本田技研工业和

罗伯特博世善于利用专利诉讼的手段维护自身产品的市场及发展，打压侵

犯自己权利的相关竞争对手。 

综合以上分析，全球龙头企业不仅专利申请规模大，还能够通过专利

的运用，对市场和竞争对手产生影响，企业专利控制力强。 

 

图 3-9 全球模具产业重点专利申请人近 5 年的核心专利 

株式会社天田（AMADA CO.,LTD.）集团总部创建于 1946 年，现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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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全球约有近百家分公司的集团性上市公司，是一家金属加工设备的综

合性大型跨国企业。主要以钣金设备、切削研磨设备、压力机设备和精密

焊接等四个板块为主业，除此以外，还致力于开发制造控制机器、模具、程

序软件以及周边自动化设备等综合提案。 

山高刀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全球最大的为铣削、非转位刀

具、孔加工和刀柄系统提供全面的金属切削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之一，山高

总部位于瑞典法格斯塔，目前在 75 多个国家拥有约 4 100 名员工。山高

是山特维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目前属于山特维克机械加工业务部门。 

普利司通(BRIDGESTONE)公司是世界知名的轮胎生产商，雄居世界轮

胎业前列的普利司通集团，自 1931 年创建以来，销售区域遍布全球 150 多

个国家，设有 51 家轮胎工厂，112 家轮胎关联及其他工厂，而且拥有东京

（日）、阿克伦（美）、罗马（意）、无锡（中）、横滨（日）、曼谷（泰）

六家技术开发中心。2018 年总销售额达 3 兆 6501 亿日元，是世界上最大

的轮胎制造厂商之一，稳居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排名之列。 

罗伯特博世（Bosch）是一家德国跨国公司的工程和技术公司，总部位

于格林根.近斯图加特.德国，于 1886 年在斯图加特城里，博世员工超过 23

万，遍布 50 多个国家，从事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和能

源建筑技术的产业，博世的业务范围涵盖了汽油气筒、柴油系统、汽车模

具、汽车底盘控制系统、汽车电子驱动、起动机与发电机、电动工具、家用

电器、传动与控制技术、热力技术和安防系统等。博世集团与中国的业务

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 1909 年，目前博世已在中国设立了 11 个独资公司，

9 个合资公司和数个贸易公司及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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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键技术发展方向分析 

3.3.1. 技术储备分析 

 

图 3-10 全球模具产业各技术分支专利申请情况 

图 3-10 展示了全球模具产业各技术分支专利申请情况。由图 3-10 可

知，在模具产业链的上游原材料领域中，各国研发重点集中在塑料橡胶领

域，其次是型材。在中游模具制造方面，在设备/装置/系统方面，主要以磨

床、线切割和铸造机为主；在模具种类中，各国研发重点集中在塑胶模具

以及冲压模具；在下游模具应用中，各国研发主要应用于电子通信、汽车、

和家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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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申请趋势分析 

 

图 3-11 全球模具产业各技术分支专利趋势 

本部分主要分析模具产业链各技术分支近 40 年专利申请总量、近 5 年

专利申请量及近五年专利活跃度指标等，近 40 年各技术分支专利申请总量

能够反映模具产业专利布局整体情况，近 5 年各技术分支专利申请量及专

利活跃度分析能够反映近几年专利布局热点和重点方向。 

图 3-11 为模具产业链全球各技术分支专利申请趋势。从各技术分支近

40 年专利申请总量来看，美国模具产业申请主要集中在航天航空领域，其

活跃度为 15%；日韩在铸造机领域较为活跃；德国在模具产业近 5 年专利

申请的活跃度几乎低于 10%；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模具产业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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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活跃度基本在 40%以上 

3.3.3. 协同创新分析 

 

图 3-12 全球模具产业协同创新分析 

“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

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

合作，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促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发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8%B5%84%E6%BA%90/127483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4%B8%BB%E4%BD%93/127483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8%A6%81%E7%B4%A0/17970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84%8F%E5%BF%97/1944798?fromModule=lemma_inlink


59 
 

 

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

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是当今科

技创新的新范式。 

图 3-12 为模具产业链各技术分支国内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专利申

请情况。从各技术分支专利联合申请总量来看，产业链上游的塑料橡胶，

中游的铸造机、塑胶模具、铸造模具是热门领域；近五年型材、冲压模具、

玻璃制品模具的协同创新热度显著增强。 

3.3.4. 专利运营分析 

 

图 3-13 全球模具产业协同创新分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2%E8%A1%A5%E6%80%A7/48590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8E%A8%E5%B9%BF/7003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8E%A8%E5%B9%BF/7003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6%8A%80%E6%9C%AF%E5%88%9B%E6%96%B0/50456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6%8A%80%E6%88%90%E6%9E%9C/64055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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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为模具产业链各技术分支中国专利运营情况分析，包括转让、

许可和质押三种主要的运营方式。近 40 年联合专利申请数量能够反映专利

运营整体情况，联合申请近 5 年活跃度能够反映专利运营热点方向，因为

涉及运营的专利通常是该领域内企业所关注的比较新的专利技术。 

从各技术分支近 40 年专利运营总量来看，产业链上游原材料领域协同

创新重点方向为塑料橡胶、型材，专利运营数量分别为 61884 件、13302 件；

产业链中游协同创新重点方向为磨床、铸造机、冲压模具、塑胶模具、铸造

模具，专利运营数量分别为 6346 件、24973 件、1525 件、57583 件、10379

件。 

由图中专利数据可知，中国模具产业链近 40 年专利运营重点方向与近

5 年专利运营重点方向一致。 

由图中近 5 年专利运营活跃度可知，产业链上游原材料领域协同创新

热点方向为塑料橡胶、型材，活跃度分别为 43.65%、32.83%；产业链中游

协同创新热点方向为铸造机、冲压模具、塑胶模具，活跃度分别为 52.36%、

45.32%、33.34%。 

3.3.5. 专利诉讼分析 

专利诉讼主要包括侵权诉讼、行政诉讼等，在国际竞争中，专利诉讼

是最常见的竞争手段，目标都是保护自己的市场利益，打压侵犯自己权利

的相关竞争对手。图 3-14 为模具产业各技术分支中国专利诉讼分析。 

国内机械与模具领域专利纠纷集中在塑料橡胶、铸造机以及塑胶模具

领域，诉讼数量分为 111 件、98 件以及 98 件；涉外专利纠纷主要集中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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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铸造机领域，主要诉讼人基本为日本、德国等境外公司。 

 

图 3-14 全球模具产业中国专利诉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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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分析 

4.1. 河源市模具产业结构分析 

4.1.1. 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排名 

图 4-1 展示了模具产业全国各地市专利排名，通过分析可以掌握河源

市模具产业的专利实力在全国的定位情况。 

 

图 4-1 模具产业全国各地市申请专利排名 

由图 4-1 可知，河源市模具产业共有专利 1025 件，在全国排名 118 位，

占全国专利数量的 1.0%。全国模具产业专利数量排名前五地市的专利量均

超 2.5 万件，河源市与前五地市相比，实力相对较弱。此外，孝感市、宜春

市、衡水市、平顶山市和河源市等地市的模具产业专利规模差距不大，实

力相当。 

图 4-2 展示了模具产业全省各地市公开专利排名，通过分析可以掌握

河源市模具产业的专利实力在全省的定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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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模具产业广东省各地市申请专利排名 

由图 4-2 可知，河源市模具产业共有专利 1025 件，在广东省排名第 13

位，仅次于韶关市；专利量占广东省模具产业专利总量 0.8%。全省模具产

业专利数量排名前五地市的专利量均超 5000 件，河源市与前五地市相比，

实力相对较弱。此外，汕头市、清远市、韶关市和河源市等地市的模具产业

专利规模差距不大，实力相当。 

4.1.2. 河源市模具产业链结构 

图 4-3 展示的是河源市及中国重点地市模具产业链结构对比情况，其

中，选取的对比城市均为重点发展模具产业的城市。通过与各城市对比，

可以参考各城市的先进经验，为河源市模具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由图 4-3 可知，河源市模具产业链的专利构成以中游模具制造环节为

主，占比达 58%，上游原材料供应在河源市模具产业链的专利构成占比 42%。

说明河源市模具产业主要依托于模具制造业的发展。深圳市、东莞市、惠

州市、宜春市以及衡水市的模具产业链的专利构成均以中游模具制造为主，

不同的是深圳、东莞和河源市的模具的上中游的产业链占比较为均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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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和衡水市的模具的中游模具制造的比重较大，在产业链相对倾斜，

产业链发展相对不平衡。 

 

图 4-3 各地市模具产业结构对比 

图 4-4 展示了河源市 2005 年至 2022 年模具产业链结构的调整情况，

可以了解产业链结构的调整方向。 

由图 4-4 可知，在 2010 年之前，河源市模具产业链中上游原材料供应

的占比为 100%，即 2010 年前河源市模具产业链缺失中游模具制造；2011

年后，随着河源市工业的高速发展，河源模具产业链的结构也逐渐向中游

模具制造的方向调整，这环节的专利技术也越来越多，占模具产业链的 58%，

上游专利占比也逐渐下降，占模具产业链的 42%，2017 年之后，随着深圳

和东莞的模具产业向省内西部转移，至 2022 年，中游模具制造环节专利占

比在产业链中均超过 50%，河源市模具产业结构目前以模具制造方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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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河源市模具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4.1.3. 河源模具产业重点申请人分析 

4.1.3.1. 专利总数申请人排名 

图 4-5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申请人类型分布情况。通过分析可以

了解河源模具产业的创新主体类型分布是否合理，了解科研单位的科研及

专利产出实力等情况。 

 

图 4-5 河源市模具产业申请人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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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5 可知，河源市模具产业的专利申请人以企业申请人为主，占

比 90.07%；其次是个人申请人，占比 8.49%；再次为大专院校申请人，占

比 0.96%；科研院所的专利申请较少，占比仅为 0.48%。通过分析可知，模

具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申请专利活跃，虽然河源市高校资源不多，

但高校也非常重视模具产业的研发和技术攻克，具有较多的科技成果积累，

为专利成果转移转化以及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转移转化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

础。 

图 4-6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名单及

对应的专利规模。由图 4-6 可知，申请人 TOP10 中，共涉及企业 10 家，大

专院校和个人申请均为 0 家。 

 

图 4-6 河源市模具产业申请人 TOP10 

从具体排名来看，申请人 TOP10 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河源

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源富马硬质合金有限公司以及河源昌红精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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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分别有模具产业相关专利 46 件、43 件和 33 件，具有较强的

研发实力；第二梯队为河源市恒大模具有限公司、河源市兴达源模具有限

公司、河源市西品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和平县冠华精密模具以及河源市宏

松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有模具产业相关专利 27 件、26 件、21 件以及 20

件；之后的申请人均为第三梯队，专利规模均在 20 件以下。 

4.1.3.2. 重点申请人 

图 4-7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重点申请人专利技术分布情况，包括

上游原材料的专利申请数量、中游模具制造中设备/装置/系统环节、以及专

利申请类型等多个方面，可以全面了解企业的创新与专利布局全貌，进而

为企业后续的专利布局提供一些建议。 

 

图 4-7 河源市模具产业重点申请人专利技术分布情况 

河源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隶属于龙记集团，龙记集团于 1975 年创办，

是世界知名品牌模架制造商，集团在河源、杭州、及其他亚洲地区均设有

生产工厂，在世界各地也成功建立享有极高声誉的 LKM 品牌。时至今日，

龙记已有 40 年销售模具钢材经验，是知名模具钢品牌的指定代理商，如日

本大同、瑞典一胜百、法国安赛乐米塔尔、宝武特冶及龙记集团自家品牌

「龙记特殊钢」等，龙记已成为模具钢材专家。龙记拥有厂房占地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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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多平方米、数控加工设备逾 800 台、员工达 5000 人、超过 800 台

进口加工中心，其中超过约 200 台用于标准产品，600 台于非标的工业集

团。从专利技术情况来看，河源龙记拥有与模具产业相关的专利共有 46 件，

其中有 19 件发明专利，25 件实用新型专利；有 12 件是涉及模具钢材技术

的专利，是主要的专利技术来源，与产品相关。 

河源富马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创始于 1993 年的河源富马硬

质合金开发公司，2003 年整体改制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 2

在“新三板”挂牌（证券简称：河源富马；证券代码：430482）。公司是国内

一家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中高档硬质合金制品及高端精密刀具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权，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

系认证，是广东省专业化的硬质合金生产商，同时还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和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建立有博士科研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

设计中心和硬质合金工程中心等高标准研发平台， 是广东省硬质合金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切削难加工金属

材料专用刀具工程研究院" 的依托单位，广东省第二批创新型试点企业，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的重点承担单位。公司现已形成圆锯片用硬质合金刀头、

硬质合金锯片铣刀和木工用硬质合金长条三大主导产品系列，并建立了机

夹、焊接刀片，矿用合金、拉拔模具、精密零部件、数控刀具等多条特色制

品生产线，"富马硬质合金图形"商标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富马硬质

合金"产品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产品。从专利技术情况来看，河源富马拥有与

模具产业相关的专利共有 43 件，其中有 23 件发明专利，20 件实用新型专

利；其主要涉及的是数控机床技术的专利共有 16 件，其中在型材方面以及

https://baike.so.com/doc/4087277-42860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7163046-73870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7065615-72885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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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机方面，河源富马均有 6 件以上的专利。 

河源市昌红精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主要生产打印机

（OA）等办公自动化设备的精密塑胶制品及装配；河源昌红精机隶属深圳

市昌红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昌红科技，股票代码：300151）的全

资子公司，昌红科技创立于 2001 年，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集

自主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为一体的精准医疗器械及办公自动化（OA）

系列产品开发生产的集团企业，目前公司已在深圳、河源、上海、江苏、安

徽、香港、越南、菲律宾等设立了 13 家全资分支机构以及产业基地。公司

自创立以来，专注精准医疗器械、辅助生殖器械、高端医用耗材、办公自动

化（OA）系列产品及汽车精密零部件系列产品的开发，公司建有符合 GMP

要求的无尘净化车间 15500 平方米，独立研发实验室 4900 平方米，拥有国

际领先的全自动高端医用耗材&试剂&仪器生产流水线、净化设施和灭菌设

备，医疗产品覆盖到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医疗院所、研究机构、诊断实

验室等提供广泛的服务。昌红科技模具工装拥有德国 4.0 概念全自动生产

线，模具实现了全自动智能化制造。OA 非金属产品成型模具荣获“深圳机

械 30 年精密模具标杆产品奖”，2019 年被中国模具工业协会评为“企业信

用评价 AAA 级信誉企业”和“模具出口重点企业”，全国“精模奖”一等

奖等多项国家、省、市、地区奖项，深圳坪山本部已建成省级精密注塑模具

工程技术中心。昌红科技主要客户为世界 500 强企业，有日本兄弟（亚洲）、

柯尼卡美能达、丰达等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公司连续多年被欧、美、日等国

家世界 500 强客户授予绿色环保产品供应商，连续多年荣获客户品质金奖

和贡献奖。从专利技术情况来看，河源富马拥有与模具产业相关的专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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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3 件，其中有 7 件发明专利，26 件实用新型专利；其主要涉及的是塑胶

模具的专利共有 22 件，是主要的专利技术来源，与产品相关。 

4.1.4. 河源模具产业协同创新分析 

图 4-8 展示了深圳、东莞、惠州、宜春、衡水以及河源五大重点城市模

具产业的协同创新情况，包括协同创新的专利申请数量、协同创新的模式

等。 

 
图 4-8 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协同创新分布情况 

通过分析图 4-8 可知，河源市模具产业共有 20 件合作申请，占河源市

模具产业中国专利总量的 1.96%；从合作模式来看，企业与高校合作的产

学研情况最多，共有专利 15 件，其次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共有专利 55 件；

高校与科研单位没有合作，产出 0 件专利。 

与深圳、东莞、惠州、宜春以及衡水相比，河源市的产学研合作专利数

量高于惠州、宜春以及衡水，但低于深圳和东莞。广州、深圳的高校、科研

单位资源较多，因此相应的产学研合作以及高校与科研单位之间的合作也

比较多；惠州、衡水、宜春虽然高校、科研资源并不多，但是企业之间合作

紧密，分别有 116 件、34 件和 21 件合作申请，这些合作申请主要是集团内

部之间的企业合作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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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河源市模具产业协同创新合作意识稍显薄弱，协同专利占

比较低，占全国协同专利总量比重的 0.05%。后续在协同创新合作方面，河

源市的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合作的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范围，政府可

以有针对性的举办一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会或接洽会，为企业

提供更多的合作资源。 

4.2. 河源模具产业专利布局分析 

4.2.1. 专利申请趋势 

图 4-9 展示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申请趋势情况。由图 4-9 可知，河源市

模具产业的专利申请情况在 2015 年之前呈缓慢增长趋势，2016 年-2020 年

快速增长，这一时期专利年申请量均在 60 件以上，2021 年后专利申请量

稍显下降，但专利年申请量依然保持在 100 件以上；可能是因为疫情以及

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等原因导致河源市 2023 年模具产业的专利申请较为明

显的下降，截至 2023 年 9 月，2023 年河源市的专利年申请仅为 13 件，根

据目前全球疲态的经济情况，预估 2023 年的专利申请量不超过 100 件。 

 

图 4-9 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申请趋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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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展示了河源市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的专利申请趋势情况。由图

可知，从深圳、东莞、惠州、宜春、衡水和河源的申请趋势来看，自 2021

年以来上述 6 个城市在模具产业的专利申请成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产业

创新形势不太乐观。因此，通过对比可知，虽然河源市模具产业的专利申

请量不大，与对标城市相比，快速增长期的专利增长幅度较低，但创新较

为稳定。 

 

图 4-10 河源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专利申请趋势情况 

4.2.2. 专利类型 

图 4-11 展示了河源市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中国专利类型情况。由图 4-

11 可知，河源市共有发明专利 211 件、实用新型专利 805 件和外观设计专

利 7 件。从发明专利占比来看，占比 20.6%，低于深圳市、惠州市和东莞

市。宜春和衡水的模具产业的发明专利占比超过了 30%，占比较高，而河

源市大多在在模具制造、装置设备的技术申请专利，因此实用新型专利相

对较多，与当地的产业较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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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河源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中国专利类型情况 

4.2.3. 专利法律状态 

图 4-12 展示了河源市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中国专利法律状态情况。 

 

图 4-12 河源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中国专利法律状态 

由图 4-12 可知，河源市共有有效专利 706 件、失效专利 273 件和审中

专利 47 件。从专利有效率来看，有效占比高达 68.9%，优于其余五市。河

源、东莞和惠州模具产业的专利有效率均超过 60%，呈现了较好的专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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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状态。河源市模具产业的专利有效率接近 70%，呈现极好的专利维持状

态，但仍存在不足，因此可以通过鼓励研发、加强创造，补充专利数量；另

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围绕公司产品、技术开展专利布局，如引导企业开

展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引导积极申报中国专利奖等，鼓励企业开展高价

值专利培育和申请，减少专利的放弃情况。 

4.2.4. 高价值发明专利 

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及占比情况通常代表区域创新程度高低，为引导

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更加注重专利质量和效益，聚焦核心关键技术领域，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 5 种情况的有效发明专利纳入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统

计范围，为全社会培育高价值专利指明了方向。五种高价值发明专利，即：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

超过 10 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图 4-13 河源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中国高价值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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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展示了河源市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高价值发明专利情况。由

图 4-13 可知，河源市共有高价值发明专利 6 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

8.0%；深圳、东莞、惠州、宜春和衡水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分别为

20.8%、20.0%、20.6%以及 18.5%，河源市模具产业高价值发明专利的占

比均低于其他五个城市。 

4.3. 河源模具产业专利运营分析 

4.3.1. 整体运营情况 

图 4-14 展示了河源市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的专利运营情况。 

 

图 4-14 河源与其他城市模具产业专利运营情况 

由图 4-14 可知，河源市模具产业共有 78 件专利进行了运营，占专利

总量的 7.62%，专利运营低于深圳、宜春和衡水，高于东莞和惠州模具产业

的专利运营占比。从专利运营类型来看，河源市模具产业共有 52 件专利涉

及转让，3 件专利涉及许可，23 件专利涉及质押。整体来说，河源市模具

产业在专利运营方面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4.3.2. 运营主体分析 

4.3.2.1.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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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河源模具产业专利转让人 TOP10 

图 4-15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转让人 TOP10 的情况。由图可

知，河源市模具产业中河源市西品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专利转让最活跃，共

有 18 件专利转让，其次是河源市东院鹰牌陶瓷有限公司和鹰牌陶瓷实业

（河源）有限公司，均有 4 件专利发生转让；排在第三位的是周国富，这

前三位的专利转让量均在 3 件以上。之后的专利转让人的转让数量均低于

3 件。 

 

图 4-16 河源模具产业专利受让人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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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受让人 TOP10 的情况。由图可

知，河源市模具产业中广东省西勒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受让专利最多，共有

18 件，主要是来自河源市西品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其次是河源市山德科技

有限公司，共受让专利 6 件；河源市东源鹰牌陶瓷有限公司共受让专利 4

件。此外还有一些企业有少量的专利受让的需求。 

4.3.2.2. 许可 

图 4-17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许可人 TOP10 的情况。 

 

图 4-17 河源模具产业专利许可人 TOP10 

由图可知，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许可人中周国富的专利许可最活跃，

共有 2 件专利发生了许可，其次是东源广工大现代产业协同创新研究院，

1 件专利许可。 

 

图 4-17 河源模具产业专利受让人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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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被许可人 TOP10 的情况。由图

可知，陆宇皇金建材（河源）有限公司被许可专利最多，被许可的专利共

有 2 件；其次是东源县李竹园种养专业合作社，被许可的专利有 1 件。 

4.3.2.3. 质押 

图 4-18 展示的是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出质人 TOP10 的情况。由图可

知，河源市模具产业中河源市益豪塑胶五金电子制品有限公司以及河源普

天通讯科技技术有限公司出质专利最多，均为 5 件；其次是东源县成宇达

科技有限公司和河源正信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出质专利均为 3 件，此外还有

一些企业有少量的专利出质。企业通过积极的开展专利质押融资，盘活专

利资产，为企业的高速发展低成本的获取资金，实现创新—融资—创新的

良性循环。 

 

图 4-18 河源模具产业专利出质人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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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模具产业涉外风险应对 

5.1. 主要国家专利侵权审理制度和流程 

5.1.1. 美国的专利纠纷处理 

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

市主管美国全国专利及商标申请以及核准手续的重要机关，提供专利保护、

商标注册和知识产区证明。依据《美国法典》第 35 编，共有三类发明创造

可以获得专利，即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植物专利，发明专利的保护

期为自申请之日起 20 年。美国法律规定，对三种专利均给予实质审查，

审查要求严格。 

     根据美国专利法第 154 条，专利权人就其获得专利的发明享有排他

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和进口的权利，在专利权的有效期内，任何

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和进口专利权所覆

盖的发明，都属于侵权。专利侵权救济途径包括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 

司法救济：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分为联邦管辖与州管辖，级别管辖两个

层次。联邦民事救济：（1）禁令，为了阻止侵权，法院可以根据衡平原则

授予禁令；（2）损害赔偿，认定侵权存在的，法院应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

足以补偿侵权损失的损害赔偿金，但是该损害赔偿金不得低于侵权人使用

该发明的合理许可使用费，还有诉讼费用和利息。法院可将损害赔偿数额

增加至 3 倍；（3）律师费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可向胜诉方判付合理的律师费。

联邦刑事公诉：美国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土安全部下属的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CBP）分别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对知识产权刑事

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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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救济：美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措施主要集中在边境执法，保护进

口贸易的知识产权，涉及主要部门包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以及美

国国土安全部下设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有

权主动或根据原告申请对进口贸易中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比如侵犯专利、

注册商标/普通法商标、注册版权、注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商

业外观、仿冒、虚假宣传或者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等进行调差并作出决定，

一般被称为 337 调查。 

以上为美国专利制度的相关介绍，可见美国具有完善的专利保护法律

体系，专利保护环境严苛，非常注重专利保护，严厉打击专利侵权行为。 

5.1.1.1. 专利侵权判断 

美国专利法第 271 条涉及侵权问题，该条款知识开列了一串侵权行为，

并且指出这些侵权行为指向的目标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但却没有进一

步指出如何判断一项专利是否遭到了侵权。 

在判断侵权行为时，依据的证据分为：一、内在证据，即由专利的权利

要求书、说明书和专利审查档案组成，法院要求将所有内在的证据记录加

以考虑来决定权利要求的含义；二、外在证据，包括从字典的定义到专家

证据，初审法院的法官有决定是否采纳外在证据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如果

内在证据可以对权利要求进行合理解释，则不需要对外在证据加以考虑。 

而侵权判断则有两个原则，即字面侵权以及等同侵权。 

1.字面侵权。字面侵权是指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方法与某一专利的权利

要求相比，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具备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技术特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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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权利要求里的每一个限定或要素都可以在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找到，

则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构成对该专利的字面侵权。 

法院常以可以预见的标准作为字面侵权的比照。如果要求保护的主题

存在于 102 条所定义的现有技术中，并在专利权人的发明目的之前，那么

该权利要求是被预见了的；如果要求保护的主题是在专利权授权之日后被

使用的，那么就是字面侵权。 

如果一项被诉侵权的产品或方法中包含的技术特征或步骤比所引用的

权利要求中少，那么就不存在字面侵权。被诉侵权的技术是否超过所列的

技术特征，取决于权利要求中出现的过渡术语。大多数权利要求适用过渡

术语“包括”，这是一种开放式的权利要求，可以任意添加额外的不包含在

权利要求中所述的技术特征。其它的权利要求使用一种封闭式或者混合式

的过渡术语，如果被诉侵权的技术包含权利要求中以外的技术特征，则可

能不会判定侵权。 

2.等同侵权。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长久以来问题最多、争议性最强

的当属等同原则。等同理论起源于美国，用于调整日益多样化的发明和专

利说明书解释程度之间的界限，通常作为强化专利权的理论根据被使用。

等同侵权是相对于字面侵权而言，其含义是指：被被控侵权的产品或方法

与某一专利的权利要求相比，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虽

然与权利要求中的限定或要素不一样，但两者只有非实质性的区别；或者

说，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等同于权利要求中的某一个

或某几个限定或要素，则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构成对该专利的等同侵权。 

在确定等同原则时，美国最高发言于 1950 年关于“Graver Tank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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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er Air Products Co.”案件做出的判决是等同原则最为重要的判决。通过

该案，法官认为将专利权局限于字面侵权只会鼓励竞争者找到要求保护发

明的不重要的替代物，因此，专利局的授权只会阻碍发明人寻求有效的专

利保护，从而违背了专利制度的宗旨。等同原则的实质是“防止被控侵权物

通过对权利要求保护的发明进行次要细节上的改变而保持实质相同的功能

来规避侵权”。该案给出了等同侵权的“功能—方式—效果”判定准则，即当

被诉侵权产品或方法以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实现“实质上相同的功能并获得

实质上相同的结果”，侵权就可能会发生。非实质性区别准则是判定等同侵

权的起点，但是达到这个标准不一定得出侵权的结论。有四个重要的因素

限制了等同原则的应用。它们是全部技术特征准则、现有技术准则、审查

过程禁止反悔准则、以及公共贡献准则。这些准则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要经

常质询。 

5.1.1.2. 专利诉讼流程 

美国专利诉讼流程见下图，其中包括起诉、答辩、证据调查、权利要求

解释、专家证人和证据调查、侵权抗辩、专利无效、以及其他侵权抗辩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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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美国专利诉讼流程 

起诉：在这个阶段，只有专利权利以及独占许可中的被许可人可以提

起诉讼，因此在专利抗辩阶段也可以以此理由来推翻侵权诉讼的基础。在

这个阶段，起诉人还应该具体指出，涉案专利、被告侵权产品或者行为、被

告侵权的事实、根据，而无需在这个阶段表明需要赔偿的金额。同时应当

注意，很多起诉人没有充分准备，指出侵权人侵权的客观事实和法律基础

而未成功诉讼。另外，在该阶段需要选择管辖法院，而不同管辖法院的立

场不同，因此在美国诉讼中，争夺有利的法院和法官是律师工作中的重要

一环。 

答辩：被告在接到送达的诉状之后，就应该着手准备答辩状。在此期

间，要仔细审视被告的每一项诉讼请求，并确定应诉策略。在答辩状中一

般应对诉讼请求的方式有：肯定或者否定每一个诉讼请求、提出专利无效、

提出专利不可执行、或者提起反诉。另外也可以针对管辖权、诉讼主体资

格以及程序上的缺陷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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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调查：美国的诉讼程序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证据调查取证实在

诉讼开始之前，在法律和法官的保护下进行。原告一般调查被告产品开发、

产品市场宣传、销售、产品利润、被告是否知道专利存在、有没有绕开专利

设计产品、有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咨询过侵权行为等。而被告一般会调查专

利的现有技术、专利的构思、专利技术实现、原告的产品是否实施了涉案

专利技术等。 

权利要求解释：权利要求定义了专利的权利范围，是诉讼的焦点。在

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就争议性词汇展开最多的讨论。原告为了证明侵

权，尽可能把权利要求解释得较宽，被告则反之。但自 1995 年之后，为了

避免冗长的解释过程，联邦巡回法院依据马克曼案，判定法官在诉讼中应

当举办一次专门解释权利要求的听证会，即马克曼听证会（Markman 

hearing）。听证会上，法官依据专利文件、字典、专家证言等来解释权利要

求。 

专家证人和证据调查：专家证人是诉讼中重要的证人，专家需要有高

等教育背景、多年的从业经验、以及有多篇发表过的文章等。证据调查中

主要关注的是，专家们给出的各类证明文献。 

侵权抗辩：不侵权抗辩是实践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抗辩理由。该抗辩中，

主要进行权利要求特征和产品进行一一对比，得出是否抗辩的结论。而侵

权来说，则分为字面侵权以及等同侵权两种判定方式。 

无效：被告为了增加胜算，通常在提出不侵权抗辩的时候，也会提出

涉案专利的无效。其中，被告会想尽办法证明涉案专利不具有新颖性和创

造性、存在无法授权的其他缺陷，如权利要求撰写不清楚，说明书公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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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等等。 

其他抗辩理由：如果被告证明原告是通过不诚信的行为获取的专利，

即使该专利为有效专利，被告的产品也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法官仍然可

以判决不去执行专利权。其他还有超过时效、专利权滥用等方式来抗辩。 

综上可知，在美国的专利诉讼程序中，如果有效把握每个环节中的决

胜点，就有可能赢得诉讼，这些决胜点分别是：专利权人是否合法持有专

利、权利要求范围解释、无效处理、专利权合法获取等等。 

由于英美法系相似，因此下文对于直接侵权判断的原则不再赘述，下

面对其他国家在判断侵权的不同之处做详细介绍。 

5.1.2. 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的专利纠纷处理 

5.1.2.1. 英国 

在英国，《英国专利法》中涉及侵权判定的法条为第 60 条第（1）款、

第（2）款和第（3）款，其中明确规定： 

（1）根据本条规定，如有人在专利有效期间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在联

合王国对于一项发明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应作侵害发明专利论处：（a）如

果该发明是产品发明，行为人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使用或进口该产品，

或不论是否销售而持有该产品；（b）当该发明是一项工艺时，在联合王国

使用了该工艺，或推荐他人使用该工艺，而他明知，或在当时任何精神健

康的人理应知道，未经所有者同意，在联合王国使用该工艺会侵害该专利；

（c）当该发明是一项工艺时，行为人使用或请求他人使用该工艺，使用或

进口任何以该工艺直接获得的任何产品，或者不论是否为了使用而保存此

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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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本条规定，在专利有效期内，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在英国境

内向非被许可人或无权实施该发明的人，提供或表示愿意提供任何有关发

明关键组成部分的手段，使发明得到以实现，而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

些手段会用来实施该项发明，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3）上述（2）的行为不适用于提供一般生活必需品，除非提供或帮助

的目的就是促使接受提供的人或导致接受提供的人实施第（1）款规定的行

为。 

从上可知，英国体系内的侵权分为直接侵权（即与一般以权利要求范

围为准则判断特征是否在产品中体现的方式相同）与间接侵权。 

其中专利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为：一是帮助行为，只要行为人有提供

帮助的行为即可，帮助行为又可分为：“提供” 和“表示愿意提供的意愿”；

二是行为对象，向非被许可人或无权实施专利权的人提供“任何有关发明关

键组成部分的手段”；三是主观条件，要求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为之的

“提供行为”或“提供的手段”会被他人用于侵犯专利权，且间接侵权并不以

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为前提。 

间接侵权对模具企业来说，最大的影响在于有可能因为“专利在英国发

生效果”而产生侵权。 

该侵权判断的法律依据为：欧洲专利公约（EPC）、欧洲共同体专利公

约（CPC）和《专利合作条约》的有关规定与《英国专利法》第 60 条规定

对该类行为的规定有相同的立法目的，如《欧洲共同专利公约》第 26.1 条

中表示“一个共同体专利应赋予其权利人阻止任何第三人未经其许可在缔

约国境内提供或者许诺提供给他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对专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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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表述，均只要求能使发明能有效运作，并使组件能在与其所在地点

被利用即构成侵权，并未强制要求设备完整存在于某一国家。这些条款均

只要求对发明专利的提供行为是在一国境内发生。 

英国法院对采取以被控侵权系统实质上在一国境内产生什么效果，被

控侵权人主观上对被控侵权系统在一国投入所欲达到的目的等确定，以规

范行为人的行为，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对多主体拆分侵权依旧采取共同侵

权制度解决，其判定思路源于其普通法中连带责任规定。共同加害人是数

个侵权人违反共同的义务或实现共谋的侵权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如竞

合多个加害人是各行为人独立实施，数人行为导致同一受害者的同一损害，

应各自独立承担责任。在共同加害人侵权时，须有与他人配合。但促使行

为显然不同于实施行为。一个只是促使但没有构成侵权的人，不是共同加

害人，不应与侵权人一同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如果双方主观符合共谋并

在英国市场经营专利产品，事实上也侵犯了英国专利，则应被视为共同加

害人。可见英国实际上是综合实际效果发生原则和共同加害行为两要素来

判断系统专利的多主体侵权。 

5.1.2.2. 德国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领导者，拥有举办各种商品交易会的传统。超过 50%

的世界领先展会是在德国举办的。例如，汉诺威国际办公自动化、信息与

通信技术博览会（CeBIT）、 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博览会（IFA）等。德国

展会是最重要的展会之一，是许多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途径。 

在德国，知识产权所有者可以对参展商采取以下措施： 海关扣押进口

产品，海关扣押展品，民事禁令，刑事搜查和拘留，尤其是后者是最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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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知识产权案件属于民事范畴，在发展初期很少采取刑事措施。然而，

随着中国制造 业的不断成长和入侵，美国和欧洲逐渐形成了本土化的知识

产权保护模式，出现了知识产权案件刑事化的趋势。搜查令比临时禁令更

容易获得，所以刑事搜查案件在展览中很常见。 

专利共同侵权行为及民事责任立法源于 1900 年《德国民法典》。其第

830 条第（1）款规定，数人因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引起损害的，任何一人

均对损害负责。不能确定数关系人中因何人行为引起损害的，适用相同规

定；第（2）款规定教唆人和帮助人视为共同行为人。 

德国的专利侵权制度体现在《德国专利法》第 10 条第（1）款和第（2）

款规定：（1）专利权的效力还在于，如果第三方知道或者根据这些发明的

手段显然适合和意图用于该发明的情形，未经专利权利人同意，行为人不

得在本法效力范围内将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wesentliches Element，即 

essential element）提供或许诺提供给除有权利用该发明之外的第三人。（2）

如果上述行为针对的是通常可获得的普通产品，则本条第（1）款不适用，

除非第三方诱使被提供人实施第 9 条第（2）款所禁止的任何行为。由上可

知，任何人在德国境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他人提供“发明的必要技术特

征”，并明知或应知该技术特征会用于实施专利的，也构成专利侵权。 

专利权人可在其专利被实际侵权之前采取救济措施。通常，专利权人

不仅希望通过从销售专利产品中获利，且希望从必需的配件和材料中获利。

当一项专利同时被多个主体侵权，专利权人很难找到每一个侵权人并发起

诉讼。但如果这些侵权产品提供商为同一家公司，则可通过对提供者发起

间接侵权诉讼，从源头遏制侵权，既高效解决问题又降低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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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我国模具产业来说，摒除直接侵权以外，德国的间接侵权也

有可能存在极大的危害。 

间接侵权不同于直接侵权，间接侵权只包括提供或者许诺提供相关组

件的行为。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提供行为和许诺提供行为必须发生在德

国；二是行为的对象（即顾客）必须意图在德国利用这项发明。因此提供、

许诺提供和意图使用都须发生在德国。如果潜在侵权人在德国境外贩卖商

品，或者其顾客意图在德国境外使用这件商品，原则上不用承担间接侵权

责任。 

德国最高法院在 1982 年曾指出，间接侵权从未要求潜在侵权人传送的

物理客体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但该物体必须因“发明功能赋予其个特性”。

德国最高法院以利于专利权人的方式对“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作了扩大 

解释，认为凡属于权利要求中的特征部分通常是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且

要求该物体必须与发明的组件有关。 

德国间接侵权条款除要求潜在侵权人提供的是“发明的必要性技术特

征”之外，还要求间接侵权人主观上明知或者应知其实施行为适于且用于实

施发明专利。可知，间接侵权成立还要求间接侵权人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行

为会导致第三人侵权的发生。此外，该条还暗含要求其顾客必须意图使用

所售物品，使发明在德国实现技术效果，但并不要求顾客随之或最终实现，

有此意图或打算足矣。 

德国普通法下，侵权的引诱者或者参与者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样

适用于专利侵权。如果有人故意引诱或者帮助侵权，支持或鼓励专利侵权

的人可能以其亲自实施了专利侵权被指控为直接侵权。因此，引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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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最终可能导致行为人承担专利直接侵权责任。而且间接侵权责任的承

担并不排斥直接侵权责任，两者可同时存在，如果当事人不仅实施了故意

鼓励他人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而且提供了为实 现上述目的发明的实质性

技术特征，那么不仅要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同时还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间接侵权不以直接侵权为前提，可能导致专利保护范围的无端扩大。

因此，欧洲在认定间接侵权行为时，主要从侵权主体专利认知水平与主观

态度方面加以判断，依据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帮助或者引诱来考察侵权行

为人间责任分配。 

5.1.2.3. 日本 

日本的专利侵权制度体现在《日本专利法》第 101 条第 1 款至第 6 款

规定，下列行为被视为侵犯专利权或专用实施权： 

（1）对产品发明专利而言，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转让或进口、

许诺转让专用于制造该专利产品的物品等行为； 

（2）对产品发明专利而言，在明知一种物品（在日本广泛流通的物品

除外）用于专利产品的制造，该物品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或缺的，而

且该发明为专利发明以及该物品用于实施该发明的情况下，以生产经营为

目的，制造、转让或者是进口、许诺转让等行为； 

（3）对产品发明专利而言，为了转让、进口等生产经营行为而持有该

物品的行为； 

（4）对方法发明专利而言，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转让或者是进

口、许诺转让专用于实施该方法的物品等行为； 

（5）对方法发明专利而言，在明知一种物品（在日本广泛流通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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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用于专利方法的使用，该物品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或缺的，而

且该发明为专利发明以及物品用于实施该发明的情况下，以生产经营为目

的，制造、转让或者是进口、许诺转让等行为； 

（6）对方法发明专利而言，为了转让、进口等生产经营行为而持有采

用该方法制造所得产品的行为。 

该法条明确将实施为部分专利、但具有诱发侵权的高度盖然性的行为

视为间接侵权行为，并规定间接侵权行为的类型包括制造、进口、转让等

以及许诺转让等。 

日本专利法与美国专利辅助侵权和引诱侵权的规定不同，日本专利法

中的间接侵权仅指辅助侵权，不包括引诱侵权。间接侵权包括客观间接侵

权和主观间接侵权两种形式。 

在日本专利法第 101 条第 1 款和第 4 款所规定的情况下，只要所涉及

的物品是“专用于”制造涉案产品专利或实施涉案专利方法的，即只要客观

上发生制造、转让或进口等专用于涉案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的事实，则构

成间接侵权，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侵犯专利权的主观过错。 

在客观间接侵权行为中，涉案物品必须是“专用于”专利产品或专利方

法的。该物品专门为适用于某一特定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而制造或改造，

而非常商品，该物品的本质作用就是使用于该特定专利产品或方法，该物

品不具备商业性和经济性意义上的实用性用途，以及为社会一般理念所通

常承认的用途。如果物品本身还有其他用途，即便行为人明知 该物品被用

于侵权行为，行为人也不构成间接侵犯专利权，例如钉子、螺丝之类的共

用品当然不能成为间接侵权的对象。 此规定的目的是尽量防止产生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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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滥用专利权时产生的弊害。 

在日本专利法第 101 条第 2 款和第 5 款规定了提供者具有主观侵权故

意的情况下，制造、销售“非专用品”也将构成专利间接侵权行为，这就是主

观间接侵权。此处的“非专用品”不包括在日本广泛流通的物品。“广泛流通”

的商品，在这里应当是为了不特定多数人大量生产并销售的、在市场上可

购买到的规格商品或普及产品，此类商品具备用于实施专利技术之外的其

他用途。若被控侵权人同时满足：明知涉案物品适用于专利产品的生产或

专利方法的实施，明知涉案物品是解决专利技术问题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明知涉案物品所适用的发明为专利发明，明知涉案物品将被适用于实施相

关的发明；则被视为在主观上具有侵权故意。 

由此可见，以非专用品为对象的制造、销售行为，在进行侵权认定时

对行为人主观过错方面的限定较为严格，专利权权人需证明被控侵权人在

主观上存在侵权故意，被控侵权如果不符合上述四条件之中的任何一个条

件即可由此免于承担专利间接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是为防止专利权人滥用

专利权。 

间接侵权不以直接侵权为前提，日本专利法规定的间接侵权的宗旨在

于使专利权容易取得完全的防卫。间接侵权的成立与直接侵权事实的发生

与否无关，间接侵权行为是第三者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向无权使用该项专利

的人提供或供应 其中关键部分的中间产品而故意怂恿和唆使其实施该项

专利。 

5.1.3. 337 调查 

337 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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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简称“337 条款”)对向美出口过程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

制裁措施的做法。 

由于目前我国对向美出口的商品深受该调查的困扰，因此本小节将对 

337 调查的法律依据以及流程进行简单梳理介绍，以供参考。 

5.1.3.1. 调查简介 

337 调查起源于 1930 年关税法美国 1930 年《关税法》(Tariff Act)第 337

条，后修正编入《美国法典》第 19 卷第 1337 节，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凡

进口到美国的外国产品，不论以何种形式比如销售、出租、寄售等进入美

国，若其侵犯了美国本土产业现有或正在建立中的合法有效的具有执行力

的专利权、注册商标、著作权或外观设计 (Mask Work)、专有技术等，即构

成对 337 条款的违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都可进行调查。虽然这一

条规定包括了专利、商标、著作权及外观设计等，但实践中 ITC 的调查大

多是与专利权有关。因为对于侵犯商标和著作权的案件，多由美国海关与

边境保护局 (Bureau Of Customsand Border Protection)负责处理，ITC 运用

337 条款调查的专利案件，有发明专利(Utility Patent) 和实用新型专利

(Design Patent)两大类。 

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有很多，美国分别有不同的法律来对付。

比如对付垄断有反垄断法，对付倾销有反倾销调查，对付补贴有反补贴调

查，而针对进口产品侵犯美国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则有

337 条款调查。美国法崇尚自由和公平竞争，若以侵犯专利、商标等不公平

竞争的做法或手段威胁、破坏或实质性损害美国国内产业时，或妨碍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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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建立，或构成贸易的垄断或限制时，均为非法。ITC 有权颁布命令禁止

进口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外国产品。337 条款所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虽

然包括其他一些一般性不公平行为比如垄断或试图垄断等，但从诉讼实践

上看，这些条款主要被用来针对侵犯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公平

贸易行为。换言之，一旦美国厂商认为外国的进口产品侵犯了它们的专利、

商标等知识产权，就可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如果起诉合格，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将启动对被诉产品的调查，若调查认为侵权行为成

立，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向海关发布命令，禁止该项产品进口。被诉产品

的美国之路被堵。 

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是实施 337 调查的主管机构。同时，337 条款规定，

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将其所作裁决提交美总统审议，如美总统在美国际贸

易委员会裁决作出后 60 日内未基于政治因素予以否决，则该裁决将成为终

局裁决。 

5.1.3.2. 管辖内容 

违反 337 条款的行为包括以下两类： 

1.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指进口产品侵犯了在美国登

记或注册的、有效的知识产权，而美国国内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国内产业。

此类违反 337 条款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存在以进口为目的的销售、

进口或进口后的销售行为；（2）上述行为侵犯了在美国登记或注册的专利

权、商标权、版权或半导体芯片拓扑图设计权；（3）美国国内已经存在或

正在形成国内产业。在确定美国是否存在国内产业这一问题上，可以考虑

申请人是否在厂房和设备方面作了重要投资，是否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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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或在实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实质性投资(包括研发费用

或授权许可费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证明此类行为违反 337 条款时，不需

要同时证明存在损害。 

2.其他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 

其他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指进口过程中除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以外的其他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 

此类违反 337 条款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存在以进口为目的的销

售、进口或进口后的销售行为。（2）上述行为存在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

平行为。337 条款没有对什么是不公平竞争方法或不公平行为作出解释，但

实践中，其指向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了欺骗性进口、行贿、侵犯商业秘

密、假冒经营、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等。（3）上述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

行为对美国产业造成损害，或者对美国产业的建立构成阻碍，或者对美国

的贸易或商业造成限制或垄断。此要件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是否由于这种

不公平进口行为导致美国同类产业的销售下降和利润损失。 

5.1.3.3.  337 的救济方式 

实践中，337 调查主要针对上述第一类行为，即进口产品在美国市场

上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针对第二类行为发起的 337 调查数量极少。

如美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外国企业向美出口的产品在美市场上侵犯了美企

业的知识产权，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有限排除令。禁止申请书中被列名的外国侵权企业的侵权产品进入

美国市场。 

2.普遍排除令，即不分来源地禁止所有同类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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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止令，即要求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行为，包括停止侵权产品在美国市

场上的销售、库存、宣传、广告等行为。任何违反停止令的企业将会受到每

天高达 10 万美元罚金的惩罚，或所涉商品当日销售价值的两倍，两者中

取高者。 

4.没收令，如果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曾就某一产品发布过排除令，而有关

企业试图再次将其出口到美国市场，则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可发布没收令。

根据该没收令，美海关可以没收所有试图出口到美市场的侵权产品 

救济措施没有确定的有效期，除非美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侵权情形已不存

在，否则排除令和停止令将在涉案知识产权有效期内一直执行。 

5.1.3.4. 调查流程 

337 调查的主要程序包括：申请、立案、应诉、听证前会议、取证、听

证会、行政法官初裁、委员会复议并终裁、总统审议。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

对 USITC 的裁决结果不服，可以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图 5-2 337 调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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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在

“尽早的、可行的时间内”完成一项337调查并作出裁决。实践中，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一般在12-15个月内结束调查，复杂案件可能会延长至18个月。 

1.立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常根据申诉决定立案，很少自行决定立案。收

到申诉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指定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Office of 

Unfair Import Investigations，“OUII”）中的内部律师调查申诉背景并决定申

诉是否符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程序性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官员

还可以与被诉方进行联系以确定在调查中是否可以从被诉方处获得信息以

及申诉方的诉求是否有事实根据。这一过程时限为30天。一旦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决定立案，将发布公告并将申诉书和公告副本送达起诉方所指的

被告，随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委派一名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ALJ”）负责案件调查和初步裁决并提出救济措施的建议。同时，不

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的一名内部律师也将作为单独一方，代表公共利益全

程参加调查。 

立案后的 45 日内必须确定终裁的目标时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调查，通常案件需要在1年内作出终裁。 

2.应诉 

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启动调查公告起20日内为应诉时间，应诉

方以书面方式应诉。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起诉方在起诉中同时提出了采取

临时救济措施的申请，则被诉方必须在申请送达10日内对此作出反应并正

式应诉，否则视为同意此申请。如无正当理由未能按应诉规定应诉则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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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放弃抗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应起诉方要求立即采取救济措施。 

3.披露 

披露程序也就是各当事方获得信息、收集证据的过程，披露方式包括

书面证词、书面质询、出示书证、请求承认等。由于此类调查的时间比较

紧，如果调查过程为 1 年，整个披露程序必须在 5 个月内完成。披露过程

中，行政法官可召开会议，处理各种申请事项或要求获得更多信息。对于

不按要求提供信息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给予制裁。 

4.听证 

披露阶段结束后的 1 个月为听证准备阶段，听证会持续 1 天～几个星

期。 

5.裁决 

听证会后，各方有最多 1 个月的时间准备供行政法官裁决时考虑的证

据和材料。行政法官有约 60 天时间对听证会当中提交的文件和证据进行考

虑并准备作出初步裁定上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行政法官的裁决包括被

诉方是否违反了“337 条款”，并规定被诉方如希望在总统审查期间继续进口

需缴纳的保证金数量。如果案件不涉及上述 4 种知识产权，行政法官还须

裁决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了损害。同时，行政法官还会就救济措施提出建议。 

各方可以就行政法官的裁决提出申诉，请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

复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接受或拒绝复审申请，也可主动决定复审。

不提出申请则意味着放弃今后任何上诉的权利。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决定对裁决进行复审，将会就复审范围和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如果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不进行复审，则行政法官的裁决在上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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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日后成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 

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有违反“337 条款”的行为，会将其裁决及

其依据呈交总统。总统可以在 60 日内出于政策原因否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的裁决。一旦总统同意，则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成为最终裁定。 

6.上诉 

对于最终裁定的上诉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负责审理，各方必须在作出

最终裁定 60 日内提出上诉。 

5.1.3.5.  337 调查特点 

337 调查是美国知识产权体制中的一种快捷处理方式，旨在尽力保护

美国产业，与专利侵权诉讼不同，337 调查有着自身的特点。 

337 调查 10 特点主要包括： 

1.立案容易：发起“337 调查”的申请人只需证明在美国存在与申请人主

张的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不需证明有损害。 

2.处罚严厉：一旦被认定侵权，非但被申请人的相关产品，其他同类的

产品也有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 

3.调查周期短：大多数情况下，ITC 的调查期限为 12-16 个月，复杂案

件可能会延长至 18 个月，而联邦地区法院的专利案件审查周期长达两年甚

至更长; 337 调查由于时间紧，往往导致不能很好地遵守正当程序要求。由

于 337 调查只能由国内厂商提起，针对的只是外国被告，构成了对国外被

告的歧视。加拿大和荷兰政府均就这一问题提出过抗议。在 ITC 第 142 号 

337 调查案中，原告声称有家日本公司和一家韩国公司侵犯其专利，主审法

官在听审时给 9 家被告总共 21 个小时抗辩，每个被告平均只有两小时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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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被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经济、许可证、合同、禁止反悔、反垄断

等方面的抗辩，不得不长话短说。 

4.对物管辖：对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适用属物管辖权。只要能够

证明存在涉案进口产品，申请人就可以请求。 

ITC 对世界各地的被控企业同时展开调查。仅在涉及禁止令时才需考

虑对人管辖权。337 调查的最大特点是 ITC 所拥有的广泛的管辖权，其管

辖可以是对物管辖，而且是全国范围的。许多在法院不能起诉的案件，却

可以在 ITC 起诉，被告在法院可以提出的一些抗辩，在 ITC 却不被接受，

例如对加工制造专利诉讼，国外产品使用了美国专利权人的加工制造专利

构成侵权时，法院和 ITC 均可提供相应的保护， 但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

根据专利法，法院允许被告提出以下抗辩，其中之一是产品经“随后的加工

制造已经发生实质化 ”(materially changed by subsequent processes) 或“已成

为其他产品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becomes trivial and nonessential 

component of another product)。但 337 调查中 ITC 不接受这样的抗辩。 

法院拥有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In Personam Jurisdiction)是在联邦法院

起诉的先决条件，而且法院仅有对本地区的管辖，ITC 却可接受对物的起

诉，不论对物的主人是否拥有对人管辖权，均可受理且具有全国效力。 

ITC 的 337 调查管辖权可分为四种：标的物管辖权，对物管辖权，对

人管辖权，以及正当程序管辖权。 

5.1.3.6. 与诉讼的差异 

337 调查针对的是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但同样的案件也可以在联邦

法院起诉，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法院的诉讼通常只有对人管辖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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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的 337 调查既有对人管辖权，还有对物管辖权；总体来说，ITC 的管辖

包括： 

1.标的物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所有 337 调查均要求 ITC 拥有标的物管辖权，所谓标的物是指原告所

指控的必须是违反337条款的行为，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不属于 ITC管辖，

因此不应向 ITC 提起诉讼，ITC 也不应受理。原告在诉状中必须指明起诉

是因为进口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按法院及 ITC 的解释，包括侵犯专利、

商标、版权，假冒、不正当利用商业秘密，虚假标识，虚假广告，垄断，掠

夺性定价等，而且这些行为还必须是发生在进口产品上。美国法律界认为，

在理论上，美国宪法授权国会就国际贸易立法，国会也可授权其他机构管

理国际贸易，所以外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并不是它们的既定的权利，而是

美国国会的恩准。即使是美国公民，也同样不具有进口产品的既定权利，

而是法律所给予的一种特权。实践中虽然标的物的管辖权很少单独出现，

因为几乎所有案件在起诉时早已有产品进口到美国，这样 ITC 的管辖权依

据就多了一个对物管辖权。但在理论上，即使没有实际的进口，只要已发

生违反 337 条款的行为，ITC 就足以拥有管辖权，它作出的排除令则将阻

止侵权产品在将来进入美国，虽然作出排除令时进口尚未实际发生。这一

点，足以表明 ITC 管辖权的广泛。ITC 由此也因为手伸得太长而受到一些

非议。 

2.对物管辖权(In Rem Jurisdiction) 

对物管辖权是指法院或其他机构对其控制范围内的特定财产即“物”进

行管辖的权力。对 337 调查而言，只要侵权产品进入了美国，就都在 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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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辖之下，ITC 的对物和对人管辖权都是全国性的，而联邦法院的管辖

权则是地区性的。举例来说，侵权产品进入纽约，原告要向法院起诉，只能

在纽约地区的法院提起，不能向加利福尼亚的法院起诉，这就是法院管辖

的地域性。但如果原告欲向 ITC 提起 337 调查，则不论侵权产品进入美国

哪个州，ITC 均享有对物管辖权，这是全国管辖权。 

3.对人管辖权 

对人管辖权是指法院或其他权力机构对在其控制范围之内的特定的人

所拥有管辖的权力，比如他是本地居民或本地企业，或者在本地有分支机

构或经营活动等，均可以产生对人管辖权。本来无对人管辖权的外国被告

如果出庭应诉，无论是亲自出庭还是委托律师出庭，都可以使 ITC 取得对

人管辖权。被告既不出庭也不答辩，甚至连诉状的回执都没有，ITC 就不

享有对人管辖权，由此有些措施就不能采取。比如不可能向其发出命令以

停止销售、出口或停止侵权。发布停止令时需要对被告拥有对人管辖权。

有对人管辖权，ITC 才有权向被告发布命令，要求其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

美国法院为了取得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不断降低标准和要求，创造出所

谓最低限度的接触(Minimal Contact)理论。ITC 在这方面与美国法院相比有

过之而无不及。ITC 甚至声称它的调查不需要对被告拥有对人管辖权，也

可以发布停止令。但实践中，没有对人管辖权的情况下发布停止令没有太

大的实际意义。ITC 本身并无强制执行权，其停止令还是要通过法院执行。 

4. 正当程序管辖权(Jurisdiction of Due Process)所谓正当程序，是英美

法的一个重要法律原则和理念，其基本含义是，一个人不经有管辖权的法

院合法的审判不能被判定有罪和承担责任。按照正当程序的要求，被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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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要求享有为自己辩解的适当机会。在任何情况下，只听一面之词，不给

对方辩解机会的审判是违反正当程序的，因而是非正义的。ITC 在 337 调

查中的正当程序管辖权是指 ITC 在采取适当方式对被告进行通知后，被告

即使不答辩、不出庭，也不影响 ITC 的管辖权。正当程序管辖权须以标的

物管辖权为基础。ITC 的通知方式有挂号信函通知、公告通知等方式，信函

没有退回、公告期满均可以推定已经通知到了被告。其次，ITC 的 337 调

查可以发布排除令，而法院无权这么做，法院所能给予的救济主要是金钱

赔偿；337 调查不会对被告处以金钱制裁；而法院诉讼中，败诉的被告可能

会被要求向原告支付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以及支付原告的律师费

用。 

第三，ITC 的最终裁定需提交总统审查，总统可以基于政策考虑予以

否决，但总统无权审查法院的判决。337 调查程序中设置了为期 60 天的总

统审议期，如美国总统未在 USITC 裁决作出后 60 日内基于政策因素予以

否决，则 USITC 的裁决将成为终局裁决；法院诉讼中没有这一程序。 

5.2. 模具产业涉外专利侵权案例分析 

5.2.1. 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销毁恒力制冷设备公司涉外专利案侵权模具 

2005 年，瑞典阿尔法拉瓦尔隆德有限公司和瑞典阿尔法拉瓦尔股份有

限公司发现，由江阴恒力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生产、上海行峰冷暖设备有限

公司销售的ＺＬ50Ｄ系列和ＺＬ95Ａ系列板式换热器，与这两家公司的板

式换热器如出一辙，为此，两家瑞典公司先后以侵犯其两项发明专利权为

由将恒力公司和行峰公司告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两

被告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要求恒力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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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并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上海市二中院经审理查明，恒力公司生产、销售的两款系列板式换热

器，侵犯了两原告享有的名称均为“板式换热器”的两项发明专利权，并在

案件审理期间继续生产销售侵权产品。于 2007 年 1 月 22 日对两案作出一

审判决，判令恒力公司停止侵权，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共 30 万元人民币。

鉴于恒力公司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上海市二中院同时对其作出民事制裁决

定，收缴恒力公司生产ＺＬ50Ｄ系列和ＺＬ95Ａ系列板式换热器的模具。

该两案判决完毕后，法院决定将先行查封的模具在现场销毁后再予收缴在

25 日的执行现场，执行法官宣布开始销毁后，一名工作人员随即使用金属

切割设备对侵权模具进行切割，并将模具中具有侵权特征的关键部位进行

高温烧毁，模具随后被运回上海处理。 

5.2.2. 福州海关于 2018 年查获一起涉侵海外知名商标专用权模具案 

福州保税区海关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查获涉嫌侵权模具 64 套，分别

涉嫌侵犯 Adidas、Nike、Gucci、Chanel、Umbro、Puma 等 10 个知名商标

专用权，案值 21.94 万元人民币。 

该批模具由福建省某贸易公司申报，出口至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品牌

申报为无牌。海关工作人员查验时发现，该批模具在通常出现品牌标识的

部位使用与模具同色的颜料进行喷涂覆盖，表面看不出任何标识，造成无

品牌的假象。现场查验人员逐一刮拭后发现了隐匿的商标标识。相关商标

权利人均确认上述 64 套模具侵权，并申请海关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目前，福州海关已依法对上述侵权嫌疑货物进行扣留，并进一步展开

http://fj.taiha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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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处理。据业内人士介绍，一套类似模具平均一小时可生产 4 双拖鞋带

面，64 套模具一年可生产约 200 万双，相当于一个中型鞋厂的产量。出口

如此大批量模具，说明一些不法分子已经由过去单纯的出口侵权鞋类产品，

转向出口制假工具及原材料，危害性大大增强。 

福州保税区海关由此展开相关业务培训，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执法水

平，对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侵权假冒货物实施针

对性打击；同时，持续开展多种形式政策宣传，引导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保护自主品牌。 

5.2.3. 宁波市成功调解韩国专利权人与江北区婴童用品公司的涉外专利侵

权模具案 

2022 年 11 月，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管局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外专利侵权

纠纷案件，促成涉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2022 年 8 月，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管局收到韩国籍专利权人李先生委

托北京铭硕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递交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

该专利权人投诉我区某婴童用品有限公司未经许可，生产、销售侵犯其发

明专利权的儿童座椅脚踏板，请求该局依法作出行政裁决。宁波市江北区

市场监管局受理后，依据《专利法》《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的规定对涉事企

业的生产现场进行检查和证据保存，对双方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在案件

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组织了行政调解工作，引导涉

事企业认识到行政裁决的法律后果，从而主动寻求权利人的谅解，承诺不

再生产销售涉案产品并销毁库存产品和生产模具，专利权人也同意放弃部

分请求，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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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涉外专利风险应对策略 

为提高河源市模具产业和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掌握海外风险应对方

法，本章从风险识别防范的角度、以及常用应对策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以期为企业应对风险提供有利指导。 

5.3.1. 高诉讼风险专利的识别 

专利诉讼纠纷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

此，识别高诉讼风险专利对企业规避专利侵权风险有着重要意义。 

Allison 等人早在 2004 年就针对诉讼专利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诉

讼专利通常具有较高的价值，其特征与非诉讼专利有着明显差别，诉讼专

利具有较高的专利家族数、专利引用数以及权利要求数等关键特征。Chien 

的研究结果表明，专利权利要求数、专利分类号数等特征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应当考虑引入专利授权后所获得的指标，例如专利权人的变更次数，

专利被引数、专利维护费等。D.Alex 等人在研究 1994-2000 年发生在美国

的诉讼专利特征时，利用两组不同指标分别评判专利发生诉讼纠纷的可能

性，发现包括专利被引数的一组指标效果更好。Ning Su．Hsin 等人以 1976-

2010 年美国专利局的诉讼专利为研究对象，利用发明人数、IPC 数、专利

被引数等指标构建了逻辑回归模型预测专利发生诉讼纠纷的可能性。Chun 

Lee．Pei 在 HsinNing Su 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同样指标和方法，研究了跨国

贸易中专利发生诉讼纠纷问题。Macro 选取专利被引数、专利引用数、权利

要求数等专利特征构建了实物期权模型研究专利的有效性和成本。Agliardi

等人在 Macro 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对专利权人的未来收益、专

利的有效性和保护范围、专利的诉讼成本进行模糊处理，构建实物期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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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评估 专利的法律价值。Yi HsuanLai 等人选取专利被引数、参考专利数、

专利家族数等指标，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方法做专利的法律价值进行评价。 

从这些学者的探索来看，专利同族、专利权项数目、引证次数、专利权

变更等项目，均对于识别高诉讼风险专利有着重要启示。 

而多年来这些因素的获取与专利数据分析息息相关。因此本章从专利分

析的角度来识别高诉讼风险专利。 

5.3.2. 从专利布局中识别风险 

市场或者产业格局，往往与专利布局相一致。从前面分析可知，日、

美、德三国的模具企业起步较早，在市场争夺中早已建立了优势地位。因

此据统计，日本、美国和德国模具企业具有较多的高诉讼风险专利，可见

日本、美国、荷兰和德国企业在模具技术研发的雄厚实力。上述情况与模

具产业格局基本一致。另外，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等新进企业起步较晚，

其高诉讼风险专利较少，表明在专利技术方面仍与龙头企业存在差距，其

发起诉讼的实力远不及日、美、德三国的大型企业。 

利用 IPC 分类号来了解产业中的重要技术，由此辨识出高风险专利也

是有效的方法。一般认为，重要技术分支相对来说，申请量较为集中，说明

这一技术分支竞争相对激烈，同时诉讼风险也较高。 

5.3.3. 从专利权人识别风险 

对专利的企业分布和技术领域分布的分析表明，以日立金属、山高刀

具、普利司通、罗伯特博世等为代表的日本、美国、德国的模具企业具有较

强的诉讼实力，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更容易发生专利诉讼纠纷，上述结果

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这些企业的特点在于，模具行业的技术能力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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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律力度大。而相应的，我国申请人的国内

外诉讼、应诉能力都相对较弱，且法律保护意识不强。 

另外，美国本土企业以及日本、德国模具策划产业的巨头，对自身市

场受挤压较为敏感，加之在各地都有强有力的律师团队，也熟悉各国的专

利制度，因此提起诉讼的机会比其他申请人更高。 

另外，随着专利流氓产业的产生，也有不少专利流氓利用法律的空子，

虽然没有实体产业，但也由于精通法律漏洞而频繁针对一些企业提起诉讼。 

因此在前期规避风险的时候，需要提前把这些重要企业的专利进行深

度分析，找出可能造成影响的专利。 

5.3.4. 常用应对策略 

无论何种应对策略，均需要对产品是否侵犯专利权作出客观判断，才

能做下一步的部署和决策。一般应对策略包括：应诉、和解、及规避。 

1.应诉 

涉案 337 调查的中国企业首先要判断的是应诉与否，为了判断这一内

容，企业要综合考虑企业规模、发展方向、出口量、经济及法律力量、是否

存在侵权等方面因素后决定。 

因为 337 调查最坏的结果是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因此企业在分析对美

出口量之后，可以据此作出初步判断。另外，提醒国内企业注意的是，如果

目前企业对美出口量不大，但不能排除未来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也不

能预测未来美国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具备诉讼实力的企业，应当考虑到未

来的情况，以及美国企业仍然有可能在其他国家提出专利诉讼进而影响到

企业的国内外声誉的情况下，也应当积极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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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来说，美国市场在当下以及未来均无扩展需求的情况下，为

了企业的成本考虑，可以不应诉，放弃美国市场。 

应诉初始，要组织各方面力量，从产品和专利特征对应、专利的现有

技术、专利的取得是否合法、专利是否有效等角度进行证据准备以及应诉

策略的筹划。 

由于国内企业较少应对海外司法程序的经验，因此甄选恰当的海外律

所就成为了重中之重。但随着国内企业在海外诉讼的经验积累，以及国内

申请需求激增，美国国内已有不少律所能够熟练与国内企业对接，帮助应

诉顺利进行。 

2.和解 

在实践中，很多国内企业面多 337 调查，最终选择了和解告终。达成

和解的谈判过程中，选择合适的策略至关重要。 

在和解程序中，通常美国申请有两种诉求，第一种是收取国内企业的

许可费；第二种是将国内企业赶出美国市场。比如前面提到的专利流氓等，

其直接诉求是收取许可费用；而深受中国商品影响的相同产业制造商的目

的当然就是将相应中国产品驱逐出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就需要根据对手

制定不同的和解方案，尽早确定赔偿金额。 

另外，与和解功能相似的，还有签署同意令（consent order），签署该

同意令可以帮助申请人早日从 337 调查中脱身。同意令本质上是与 ITC 签

订，而相当于双方在 ITC 组织下形成了和解，并遵守 ITC 确定的执行指令。 

3.规避设计 

专利规避设计是指：被控侵权的企业重新设计一种不同于涉案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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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来规避原告的专利权。规避设计产品一旦获得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的认可，将不受排除令等救济措施的影响，企业仍能继续对美出口此类产

品。337 条款并不禁止重新设计、研发、生产、进口和销售。这种规避行为

不是恶意侵权，而是合理的利用竞争对手的专利，是代价最小的一项研发

活动，是避免侵权发生的重要措施，专利规避设计往往能后发制人。 

如果被申请人侵权可能性较大，但又需要保持美国市场，则较为灵便

的方式就是尽早开始专利规避设计的工作。在 ITC 的审查程序中，可以在 

ITC 颁布排除令之前，将修改规避后的产品提交到 ITC 供其审阅，保证修

改规避后的产品并未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中。同时，规避设计并不等于承认

侵权，尽早规避也有利于促成和解。另外，美国海关负责执行 337 的排除

令，其对于产品是否未落入侵权保护范围中，也有一定的辨识力和判决力。 

但在进行规避设计时，要注意以下因素：一、规避设计后的产品要有

使用推广的可能性，也即在美国市场上有潜力，并且与侵权方案之间存在

明显的、让各级人士易于分辨出的 区别。二、规避设计宜早进行，在涉及 

337 调查初期就应当组织人力进行规避方案的设计调整，并且 ITC 的审查

流程较短，速度较快，争取时间获得规避方案，得以在庭审过程中展示，提

高了赢面。并且该规避后的方案应当基本成型，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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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建议 

现基于上述分析研究结果，归纳总结当前河源市模具产业发展现状，

提出关于河源市模具产业专利布局发展的几点建议如下： 

1. 加大研发投入，形成核心技术。河源市虽具有一定的模具产业基础，但

尚不完善，其主要问题是产品竞争力弱，关键设备以及技术等大都掌握

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大企业中。河源市的模具产品的竞争力不够，不

能充分掌控市场，不能与长远的发展战略相适应。河源市企业需加大研

发投入，加强自主研发能力，争取一席之地，整合资源，形成竞争优势。 

2. 推进创新主体开展技术创新，推进创新主体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

进一步提高专利申请质量和提升专利数量；同时鼓励企业参与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示范企业申报，组建专利导航分析团队，针对模具技术领域

和行业标杆企业，找到阻碍发展的专利技术瓶颈，时刻关注全球行业龙

头企业的技术研发动态，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3. 加强专利布局，避免海外涉诉。模具技术起源于欧洲，但是在亚洲国家

（地区）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区。

随着模具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特别要重视发明专利的申请，企业可以

利用国内外的专利检索平台，建立企业自己的专题库，并关注业内发展

动向，特别是国外领头企业的专利动态。根据专利的地域性特点，先于

对方专利的优先权期限，申请相关的专利而形成自己特有技术，不仅可

以有效的破坏对方的新颖性，更可以保护自己的市场，避免海外涉诉。

必要的专利申请和保护可以帮助企业抢占市场份额，只有重视模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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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核心技术研发和强有力的专利保护，才能从中突围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