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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数字之路、绿色之路。知识产权是推动创新驱动、数字

化转型和绿色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与共建国家携手加强知识产权合作交流，有力支撑“一带一路”创新发展。先后

与 57 个共建国家签署知识产权合作协议，与俄罗斯、波兰、埃及、沙特等多个共建国

家开展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合作，国家知识产权局成为安哥拉、伊朗、沙特、泰

国等 10 个国家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柬埔寨对

中国发明专利授权结果予以认可，老挝认可中国发明专利审查结果。累计培训共建国

家知识产权官员和从业人员 1300 余人次，录取来自 50 余个国家的 230 余名学员参加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2013 年以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坚持以“包容、发展、合作、共赢”推进知识产权

交流合作，走过了 11 年的春华秋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编制《中国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专利洞察（2013-2023）》报告，用专利统计数据客观记录共建“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工作的坚实足迹。统计数据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

共建国家之间专利活动日趋活跃、双向往来不断加强，数字和绿色创新合作迈上新

台阶。

一是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活动增量扩面。2013-2023 年，中国共在 52 个共建国

家及相关组织申请了专利，累计专利申请量达到 7.0 万件，保持 20% 以上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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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共建国家有专利申请的中国企业达到 3269 家，较 2013 年大幅增长，2013-

2023 年累计达到 9496 家，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热情高涨。

二是共建国家在华专利申请呈活跃态势。2013-2023 年，共有 122 个共建国家在华

提交了专利申请，较 2013 年增加 33 个 , 占共建国家总数的近八成。在华累计专利申请

量达到 28.5 万件，年均增速为 5.6%，高于国外在华整体水平 3.3 个百分点。

三是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专利创新强劲。2013-2023 年，中国共在 25 个共建国

家及相关组织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 2.7 万件，年均增速为 16.9%；共有

59 个共建国家在华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授权 5.5 万件，年均增速为 11.6%。中国

与共建国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活动均呈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六四开”格局。

四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专利创新提速。2016-2023 年，中国共在 27 个共建国

家及相关组织有绿色低碳专利活动，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3637 件和

1664 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26.0% 和 21.3%，2020-2023 年年均增速进一步提高至 65.4%

和 49.6%。储能技术为中国与共建国家绿色专利创新最活跃领域，所占比重均在 5 成

左右。

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刚需”，也是国际贸易的“标配”。十余年的实践表明，

知识产权合作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打开了创新合作

的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展望未来，各方将继续携手共进，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交流互

通，织密知识产权合作网络，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经济贸易更好实现融合，为

创新之路建设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第一部分　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活动增量扩面

3

第一部分　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活动

增量扩面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活动驶入“快车道”，共建国

家加速成为中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

2013-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累计专利申请量为 7.0 万件，年均增速为 21.3%；

累计获得专利授权 3.5 万件，年均增速为 20.0%，且以发明专利为主，所占比重超过

95%。中国专利足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五大洲国家，已累计在

52 个共建国家或有关组织有专利申请，较 2013 年增加 17 个。

图 1-1　 2013-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申请、授权量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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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共建国家有专利申请或授权的中国企业达到 3269 家，较 2013 年（608

家）大幅增长，2013-2023 年累计达到 9496 家。其中，累计申请量排名前五的企业

分别为华为、小米、阿里巴巴、中兴微电子和腾讯，主要分布在数字通信、互联网等

行业。

图 1-2　2013-2023 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累计专利申请量前十中国企业（单位：件）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35 技术领域划分，2013-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

家专利申请最多的 10 个技术领域，既包括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音像技术、电信、

半导体等信息技术，也包括药品、生物技术等医药生物领域。其中，增速最快的是半

导体，年均增长 30.2%。

图 1-3　2013-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申请量前十技术领域（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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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共建国家在华专利申请

呈活跃态势

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以

更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共建国家来华申请专利保护。

2013-2023 年，共有 122 个共建国家在华有专利申请，较 2013 年增加 33 个 , 占共

建国家总数的近八成。共建国家累计在华专利申请量为 28.5 万件，年均增速为 5.6%。

截至 2023 年底，共建国家在华专利有效量达到 15.3 万件，与 2013 年底相比，年均增

速达到 9.0%，高于同期国外在华整体平均增速 4.1 个百分点。

从专利类型看，共建国家在华专利申请以发明专利为主，所占比重达到 79.3%，外

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分别占 5.6% 和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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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3-2023 年共建国家在华专利申请、有效情况（单位：件）

2013-2023 年，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共建国家在华专利申请量最大的技术领域是半

导体（16197 件 )。以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共建国家在华专

利申请量最大的技术领域为其他消费品（3948 件）。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西亚共建国

家在华专利申请最大技术领域为基础材料化学（432 件）。

图 2-2　2013-2023 年按世界不同区域划分在华专利申请所属技术领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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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数字“一带一路”建设

专利创新强劲

2013-2023 年，中国共在 25 个共建国家及相关组织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

利（以下简称“数字专利”）授权 26853 件，年均增速为 16.9%；共有 59 个共建国家在

华获得数字专利授权 54619 件，年均增速为 11.6%，数字技术创新有力支撑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

图 3-1 2013-2023 年中国与共建国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情况（单位：件）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共建国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活动六成左右分布在制

造业、四成左右分布在服务业，呈“六四开”格局。从具体产业看，专利授权量最多

的均为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主要包括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光伏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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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产业；其后是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通信等数字

技术研究和实验发展；授权量排名第三的产业是软件开发。

图 3-2　2013-2023 年中国与共建国家数字经济前五中类产业专利授权情况（单位：件）

在共建国家有数字专利授权的中国企业由 2013 年的 206 家增至 2023 年的 758

家，2013 年以来累计企业数量达到 4441 家。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五的企业依次是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5191 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1336 件）、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1267 件）、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161 件）和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52 件）。

图 3-3　2013-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数字专利授权前十企业（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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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专利创新提速

2016-2023 年 A，中国共在 27 个共建国家及相关组织有绿色低碳专利活动，累计发

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3637 件和 1664 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26.0% 和 21.3%。其

中，2020-2023 年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65.4% 和 49.6%，呈加速增长态势。

图 4-1　2016-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单位：件）

A　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绿色专利统计数据自 2016 年起开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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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63 个共建国家在华有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申请，累计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16507 件和 9930 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7.7% 和 3.1%。近三年专利申请和授权均实现数

量突破，2023 年分别达到 2882 件和 1423 件。

图 4-2　2016-2023 年共建国家在华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单位：件）

分技术领域看，储能技术申请最多，且增长最快。2016-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

储能技术发明专利申请量累计达到 1734 件，所占比重为 47.7%，年均增速为 55.9%. 共

建国家来华储能技术发明专利申请量累计达到 8448 件，所占比重为 51.2%，年均增速

为 21.6%。 

图 4-3　2016-2023 年分技术领域中国与共建国家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申请量（单位：件）

2016-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有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申请的企业达到 1314 家。排

名靠前的企业中，既有中国石化等传统能源企业，也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新能源和

新能源汽车企业，同时也包括 OPPO、华为等数字通信类企业，反映出数字化、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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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创新的发展特点。

图 4-4　2016-2023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前五企业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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