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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技术

■第二看台

日立金属是世界钕铁硼生产技术的主要持

有者。其在全球保有 600多项专利。

巨头一出手，稀土永磁行业就要“抖一抖”。

2012 年，它再次发起“专利战”，向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申请，针对中国 3家钕铁硼生产企业及 26

家世界各地的钕铁硼销售及应用企业发起“337”

调查。

在当时发布的公告中，日立金属列出了四项

他们认为最核心的美国专利，其专利号分别为

6461565,6491765,6521874和 6537385。这四项专

利于 2001年 3月到 2002年 7月提出，专利保护期

为 20年。其中三项，属于工艺专利，阐述了制造

烧结钕铁硼磁体的工艺方法。

实际上，钕铁硼最为核心的专利——成分专

利，已经在 21世纪初失效。

钕铁硼的专利问题，伴随着钕铁硼的出现而

产生。

1982 年，住友特殊金属公司（后成为日立金

属的子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钕磁铁，1983 年，

住友金属公司宣布申请了第一个钕铁硼成分专

利。就在同年，美国麦格昆磁公司也宣布发明了

钕铁硼磁体。

经协商，日本住友公司取得了在欧洲和日本

的专利权，麦格昆磁公司取得了在美国专利授

权。两家公司还达成相互授权协议，也就是说他

们可以在对方的专利权领域生产和销售钕铁硼

磁体，而不必缴纳专利费用。

这样一来，任何没有经过两公司授权的企

业，均无法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生产和销售钕

铁硼。

但中国的钕铁硼企业依然获得了发展的机

会。因为，钕铁硼成分的专利申请并未在中国

通过。

1985 年，我国专利局成立。在其开始受理

业务的当天，两家钕铁硼巨头就递交了专利申

请。不过，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专利“新颖

性”只有一年优先权，但 1983年此专利已经进行

过申请，因而被国家专利局驳回。

钕铁硼专利的前世今生

尽管大多数企业无法正大光明地进入欧美

市场，但中国市场的存在，使得中国钕铁硼产业

依然能够快速发展。

在前不久刚刚落幕的第七届稀土产业论坛

上 ，中 国 稀 土 学 会 副 秘 书 长 张 安 文 先 生 称 ，

2000-2013 年，中国钕铁硼毛坯产能由 0.8 万吨

扩至 33.5 万吨，为 2000 年的 41.9 倍。我国钕铁

硼产量占全球 80%，但高端产品产量只占 10%，

出口低于 20%。“2014 年钕铁硼毛坯产量 14.5 万

吨。未来随着新能源车、风电等领域的发展，稀

土永磁材料发展前景广阔。”

瑞道金属网稀土分析师高玉欣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我国虽然是稀土储量、分离和销售大国，

但在知识产权方面显得不足，因而中国虽有丰富

专利战略：基本专利+延伸专利+专利诉讼

■市场动态

“两项日立金属的核心专利，美国方面已经

初步判定无效。”近日，宁波同创强磁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红良在电话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

们对全球稀土专利巨头——日立金属钕铁硼专

利的诉讼，如今有了初步结果。而且“形势也向

好的方向发展”。

有媒体曾将这场诉讼形容为“为了争取生存

权和市场份额的绝地反击”。 中国七家钕铁硼生

产企业联合起来，以强硬姿态回应日立金属的专

利主张，向美国专利局申请日立金属的工艺专利

中两个核心专利无效。其中四家位于宁波的企

业，在中国市场发起对日立金属的反垄断诉讼。

当时，中国大陆只有 8家企业获得了日立金

属的专利授权。其他众多厂家，被隔绝在海外市

场的门外。

故事开始了。

美初步判定日企两项稀土专利无效美初步判定日企两项稀土专利无效

核心专利岌岌可危核心专利岌岌可危

中国企业能否突围中国企业能否突围

2012 年日立金属发起的专利诉讼，最终以

和解告终。

就在开庭日前的几个星期，日立金属突然宣

布，几乎所有 29家公司都与其签署和解协议，向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请撤诉。

而且，中国新增了三家获得专利许可的公

司。至此，中国拿到日立金属专利的公司数量达

到八家。

对没有获得日立金属专利授权的企业来说，

其外贸之路遭到堵截。目前，我国获得专利许可

的钕铁硼产量大概在两万吨左右，仅仅占我国钕

铁硼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2013 年 7 月，多家磁材厂在沈阳成立了“稀

土永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经过联盟对日

立金属在美国的 100 多项专利一年多的分析梳

理，他们发现“这些专利并不能全部站住脚”。

“核心专利早就已经过期。日立金属申请了

许多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专利，看起来专利数量

多，但其实很多都有重复。”赵红良说。

专利的问题不解决，企业的扬帆出海就无从

谈起。虽然一些专家对日立金属的部分专利合

理性也有质疑，但没有人明确指出，这些专利其

实是“无效”的。“我们的产品想要出口，就会遇到

极大阻碍。合作厂商因为担心专利问题产生纠

纷，选择我们的产品总是有重重顾虑。”赵红良认

为，日立金属用发起诉讼又快速和解的方式，造

成专利仍然有效的假象，镇住了国内外的相关企

业。

为了破除假象，中国的企业们干脆将官司打

到了美国去。

“日立金属的绝大部分专利保护，涉及生产

流程或者产品的机加工、电镀等，而中国企业所

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无需使用；这些工艺很大部

分涉及自动化生产，中国企业目前大多为人工生

产，和日立金属专利所涉及工艺根本不一样。”赵

红良表示，还有一些专利涉及的技术，我国企业

早在日立金属申请前就已经使用，不存在侵权的

问题。

目前，初战告捷。6491765 和 6537385 号专

利被初步判定无效。

高玉欣认为，这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有

积极意义。目前中国的钕铁硼产能大概达到每

年 30余万吨，产量十余万吨，处在产能过剩的状

态。由于受到专利限制，国内生产出的大量钕铁

硼难以走出国门；而如果这两项核心专利能被判

定无效，没有获得专利授权的中国企业，同样能

有机会在海外市场一展身手。

“现在，我们在做否定日立专利的工作，诉讼

费用高昂，企业付出很大”，赵红良说，但专利被

判无效，中国的钕铁硼企业就不用再向日立金属

缴纳各类专利使用费。“这个事情再不做，就对不

起这个民族了。”

业内专家指出，除了积极应对专利诉讼，对

已有专利进行分析外，从长远来看，中国企业也

要走自主研发之路，进行专利布局，增加与巨头

进行专利交叉许可的筹码。

结盟起诉，初战告捷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的资源储备，却不能拥有定价权。而麦格昆磁公

司和日立金属公司拥有一整套完整的企业专利

战略，筑起了行业专利护城河。

基本专利，是麦格昆磁公司和日立金属公司

整套专利战略的重头戏，它也是其他专利的基

础。在钕铁硼行业，所谓的基本专利就是成分专

利。在 20 年的保护期中，麦格昆磁和日立金属

凭借这一专利，长时间垄断粘结钕铁硼磁体和烧

结钕铁硼磁体在美、欧和日本的销售权。

“为长期占据垄断优势，企业会对基本专利

的技术做一定技术储备，待到时机成熟，就新申

请专利，延长专利保护期。”比如，专利掌握者通

过在钕铁硼基本成分里添加各种新的元素、钕铁

硼化合物、钕铁硼含钴化合物等手段，将含钴专

利有效期在日本延伸到 2008年；之后，他们又在

钕铁硼的工艺专利上下工夫，把工艺专利的有效

期在美国延伸到 2020年以后。

遭到中国企业诟病、认为其无效的工艺专

利，是专利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玉欣指

出：“日立金属成分专利已于 2003 年到期，申请

工艺专利就是为了构建贸易壁垒。”

为了巩固“江湖地位”，企业也会运用专利

诉讼战略，以达到打击竞争对手、确保自己市

场竞争优势的目的。在赵红良看来，日立金属

发起专利诉讼，目的也不在于打赢对手，“更多

是一种对钕铁硼应用企业的震慑，让应用企业

的法务部门害怕因涉嫌专利诉讼而带来麻烦，

进而拒绝采购中国企业的产品，这样中国的企

业就被‘掐’住了。其实真的去和他打官司，也

未必会输。”

纵横暗交叉结构竹地板

所属领域：新材料

单位名称：安吉恒丰竹木产品有限公司

成果简介：纵横暗交叉结构竹地板由技术持有方根据市场调研

和技术调研，自主研发完成，技术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新产品所

采用技术的先进性在于突破竹地板传统单一的纵交叉或横交叉结

构，通过纵横暗交叉结构来有效消除竹地板在安装后，因环境冷热和

空气湿度变化及板材本身的内部应力而产生的地板变形问题，使企

口整齐、平滑，既有利于板材的加工和安装，又提高了板材的美观

度。企业拥有近 100 多名素质良好的员工队伍和各类专业技术，并

拥有全套油漆成品生产线 1 条，德国进口竹木复合加工成套设备 1

条，豪迈线 1 条，奥地利框钜机及各种干燥平衡保温、多层液压机等

先进设备，能保证新产品项目的产业化生产需求。

成果先进性：含水率 9.3%；静曲强度 153.1Mpa；表面抗冲击性

能 ：1000，9，无 裂 痕 ；浸 渍 剥 离 试 验（max）：20mm；甲 醛 释 放 量 ：

0.1mg/L；耐磨值：0.05g/100r。

市场分析：近年来竹地板产销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是由于竹子

的一些特性使竹地板市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公司开发的纵横暗

交叉结构竹地板在技术工艺上进行了改进，不仅从结构上改变了市

面上竹地板的单一状况，而且在韧性、硬度、耐磨度、耐用度等方面都

得到了大幅提升，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该产品的问世满

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了产品本身的附加价值，可以预见该产

品市场前景可观。

拟采取的转化方式：技术转让

推荐单位：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海洋混凝土全寿命防护材料及在役快
速修复技术研究

所属领域：新材料

单位名称：青岛理工大学

成果简介：该项目在技术开发中，针对所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

取得的技术突破以及所掌握的核心技术属于自主创新，从材料研发

到技术设计均为国际首创，难以复制。该成果采用瞬间固化、高速反

应 的 快 速 喷 涂 技 术 ，制 备 互 穿 式 海 洋 混 凝 土 全 寿 命 防 护 材 料

（Qtech-412-1）。 系 统 深 入 的 理 论 研 究 及 工 程 应 用 研 究 证 实 ，

Qtech-412-1防护层具有卓越的耐老化、抗冲击及抗冻融等性能，其

性能明显优于环氧、聚氨酯等重防腐材料。

Qtech-412-1粘弹层可实现高湿海洋环境下对高含水率和缺陷

混凝土表面的一次性防护处理，在提供对混凝土高附着力的同时，释

放混凝土基材与防护层间的剪切应力，有效避免防护层脱落。优异

的防护性能，以及粘弹层/防护层互穿、粘弹层/潮湿混凝土互穿的互

穿式结构，使得 Qtech-412-1 具有抵抗海洋环境腐蚀 100 年以上的

能力，从而实现海洋混凝土的全寿命防护。

成果创新性：首次设计制备了互穿式粘弹性防护材料，通过分子

结构互穿结合的防护层和粘弹层保证了涂层优异的防护性能和良好

的附着性能，由此构成了海洋混凝土结构全寿命防护体系，确保了其

防护寿命超过 100 年；本项目开发的在役快速修复技术首次实现了

高湿海洋环境及含水率高达 10%—15%的缺陷混凝土表面的一次性

防护处理，将瞬间固化、高速反应的特点成功扩展到青岛胶州湾大

桥、港珠澳跨海大桥等重点海洋工程，实现了对大面积工程的高效、

快速在役涂装。上述成果填补了高湿海洋环境下在役快速防护与修

复的技术空白，为海洋混凝土建设和修复提供了最先进、最快捷的新

材料与技术。

成果盈利性：该技术实现了海洋混凝土结构的一次性防护处理，

在安全服役寿命（以 100年计）期间节省至少 5次维修保养费用，节省

海洋混凝土结构防护体系的人、工、料等费用 80%以上。无论是工程

造价，还是在役修复的难度和周期，其综合性价比都远远高于以往的

海洋混凝土防护材料及在役修复技术。

市场分析：该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取得的技术突破以及所掌握的

核心技术属于自主创新，从材料研发到设计均为国内外首创，与国内

外海洋混凝土结构防护材料及技术相比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目前该

海洋混凝土全寿命防护材料的利润率约为 18%。

拟采取的转化方式：技术许可；技术入股

资金需求额：100万元

融资用途：市场开拓

推荐单位：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藏身于沈阳市

浑南区一处僻静小院，投资仅 3 亿多元，历时短

短四五载，就一举突破少数国际巨头的垄断，在

全国首次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专用薄膜设备

（PECVD 设备）的量产，被誉为 IC 装备业界的

“隐形冠军”。

它就是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

庆功的酒香仍在弥漫。

一个多月前，拓荆所产的 12英寸 PECVD 设

备，累计在线加工量突破 10万片，产品合格率达

到 100％。这标志着，我国国产高端 IC装备实现

重大突破，开始全面进入市场，助力“中国芯”迈

上新台阶。

近日，记者来到拓荆，探访这位“隐形冠军”

背后的奥秘。

这里，听不到机器的轰鸣，看不到壮观的设

备。透过密闭的玻璃窗，记者看到，超洁净的工

区内，穿戴防护装备的技术人员，正在生产线上

紧张忙碌。

“硅片上一层层‘长’出的薄膜，厚度要非常

均匀，要求设备有极高的精度和稳定性，”沈阳

拓荆公司副总经理刘忆军博士告诉记者，“芯片

制造代表了现代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每个硅片

上载有上千片芯片，价值几十万、上百万元美

金，工程师拿起来，手会紧张得发抖！”

长期以来，我国芯片产业严重落后，要靠大

量进口，每年进口量已超过石油，成为第一大进

口商品。PECVD 设备是芯片制造的 4种最重要

设备之一，其核心技术是利用等离子体增强化

学气相沉积法，在硅晶片表面镀一层固态薄

膜。该技术完全被美日等少数发达国家垄断，

设备进口受到严格限制。

拓荆人为何要向这一技术领域的“珠穆朗

玛峰”攀登？

2005年，旅居海外、任美国第二大 IC装备企

业技术副总裁的姜谦博士，在美邂逅了中科院

和沈阳市政府的招商团。从那一刻起，他作出

了回国创业、带领中国 IC 装备制造业打破封锁、

突出重围的重大人生决定；次年，姜谦来到沈

阳，随后领衔承担科技部“十一五”重大技术专

项的研发。

2010 年，在辽宁省及沈阳市、浑南区政府支

持下，沈阳拓荆公司正式成立，投资 3亿多元，向

国际巨头垄断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专用薄膜设备

生产发起挑战。

拓荆在当地招聘大学毕业生，组建创业团

队，又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加盟。经过一系列艰

苦努力，终于完成了硬件、软件、自动控制、工艺

等全部开发任务，成功导入生产商线上测试。

2011 年 10 月，我国首台自主开发研制的 12 英寸

PECVD设备样机出厂。

几年过去了，在向世界科技高峰的攀登中，

拓荆交出了令业内吃惊的答卷：自主开发出 2－

12 英寸 PECVD 三个完整系列产品，成为国内唯

一能够生产用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的 12英

寸全自动 PECVD 设备的企业，薄膜制备可靠

性、可重复性及工艺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

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累计销售产品

18 台（套），其中 12 英寸 PECVD 设备 8 台（套），

为中芯国际、苏州晶方以及复旦、清华等高端客

户提供设备支撑；已获专利 70多项，在申请的有

60 余项；不仅实现设备国产化，还使价格比进口

降低 30％多，提升了我国 IC 制造装备的市场竞

争力。

拓荆在业界开始有名了。但是，拓荆把目

标定得更宏大。

“12 英寸 PECVD 设备每年全球的市场份

额，大约是 100 多亿元，我们要积极抢占这一市

场，”拓荆公司的领导团队显然成竹在胸。

拓荆打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全员持股。

去年又成功进行一次融资，筹备建设新厂区，并

向国际最新一代产品——原子层沉积系统 ALD

设备进军，确保我国 IC 薄膜设备制造与国际主

流技术保持同步。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辽宁，类似拓荆这样

的成长型企业，已涌现出一大批。它们拥有自

主核心技术，抢占行业制高点，显现巨大发展潜

力和良好前景。

新的力量、新的希望正在破茧而出。

目前，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过亿元的企业超过 360家。无论是高端装备，还

是制药产业、激光产业、软件信息服务产业，逐

渐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品牌，引领和带动区域

产业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

探访手握 70多项专利的 IC装备业“隐形冠军”

中关村知识产权诉前调解中心挂牌

据北京商报报道，8月 13日，“中关村知识产权诉前调解中心”在

中关村核心区挂牌成立。这是海淀率先成立国内首只知识产权运营

基金、搭建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设全国首条知识产权一

条街之后，发挥社会力量化解知识产权纠纷、构建和谐有序发展环境

的又一次探索和创新。

随着首都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深入，中关村核心区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也面临新形势。创业团队和小微企业在商业模式、

核心技术创新取得新突破后，将面临知识产权维权和纠纷应对双重

压力。

诉前调解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手段。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副局

长潘新胜指出，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来临，创新主体的知

识产权维权显著意识增强、纠纷调解需求将不断增大。今年上半年，

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已突破万件，其中，办理专利纠纷案

5437件，同比增长 167.6%；在司法审判方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

以来，受理知识产权案件已达 4000 余件。他认为，面对知识产权案

件的多发，发挥社会力量开展诉前调解，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和司法

资源效率，更有利于快速处理纠纷、化解矛盾，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

保护环境，保护创新主体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钕铁硼是稀土中
的钕、氧化铁与硼的
合金，也是当今世界
上磁性最强的永磁材
料。广泛应用于电动
机、风电、磁悬浮、磁
共振等。

目前，我国的钕
铁硼产量每年约十余
万吨，而获得专利许
可的钕铁硼产量大概
在两万吨左右，仅仅
占我国钕铁硼产量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
一。专利的问题不解
决，企业的扬帆出海
就无从谈起。

基本专利，是麦格
昆磁公司和日立金属
公司整套专利战略的
重头戏，它也是其他专
利的基础。在钕铁硼
行业，所谓的基本专利
就是成分专利。在 20
年的保护期中，麦格昆
磁和日立金属凭借这
一专利，长时间垄断粘
结钕铁硼磁体和烧结
钕铁硼磁体在美、欧和
日本的销售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