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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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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知识

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的部署要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为主线，围绕专利事业

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热难点问题，以及国

家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研究，着力形成一批高价值的研究成

果，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推动构建专利事业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二、申报要求

（一）可 3家单位/部门（不超过 3家）共同申报，但须

确定一家牵头单位。牵头单位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党政机关

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得作为牵头单位。

（二）课题研究人员总人数为 10-15 人，研究人员原则

上应具备 5 年以上工作经验或 3 年以上研究经验。

（三）申报单位/部门要根据本指南的重点方向，结合研

究积累和工作实际，可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进行申报。选题

要强化问题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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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对于分析情报类课题，申报单位/部门应当具备

专利分析研究经验。

（五）项目研究时间为 6-8 个月。

三、重点方向

（一）专利业务类

1.完善专利法律制度研究

（1）中国特色专利制度基本理论研究

（2）实用新型制度改革研究

（3）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业态新领

域专利保护规则研究

2.提升专利审查效能相关问题研究

（4）专利审查全周期全流程改革优化研究

（5）以质量和效率为导向的审查模式创新研究

（6）全流程各业务类型审查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研究

（7）促进审查标准执行一致的协调和监控机制研究

（8）专利审查业务智能化技术应用研究

3.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专利审查实务研究

（9）全链条保护中审查授权与其它环节相关标准有机

衔接研究

（10）智能制造、融合蛋白、人工智能在医疗诊断中的

应用等特定技术领域专利审查标准完善研究

（11）专利审查国际合作和质量评价比较研究

（二）分析情报类

1.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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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全球专利分布情

况、保护与运用情况、重点产品和装备等方面开展专利分析

研究。重点聚焦量子信息、通信网络、集成电路、高端芯片

等关键技术。通过专利信息分析，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2.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关键技术的全球专利分布

情况、保护与运用情况、重点产品和装备等方面开展专利分

析研究。重点聚焦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等关键技

术，以及在工业互联网、智慧产业等方面深度应用的关键技

术。通过专利信息分析，为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

展提供支撑。

3.新材料领域

围绕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的全球专利分布情况、保护与

运用情况、重点专利产品等方面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

焦新能源关键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及功能材料等。通过专

利信息分析，为我国新材料领域的突破发展提供支撑。

4.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领域

围绕针对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重大疾病的化学药、

中药、生物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专利分布情况、保护运

用情况、重点产品等方面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焦针对

新靶点和新机制的化学药、抗体药、临床优势突出的创新中

药、快速诊断及检测、医用机器人、医学分子影像设备等关

键技术。通过专利信息分析，为我国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的



4

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5.高端装备领域

围绕高端装备领域的全球专利分布情况、保护与运用情

况、重点产品等方面开展专利分析研究。重点聚焦智能制造

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

制造装备等关键技术。通过专利信息分析，为我国高端装备

的稳步发展提供支撑。

6.其他

除上述 5个方向外，亦可围绕我国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及涉及民生领域的关键技术以及专利分析方法论等方面

开展专利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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