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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技术

■第二看台

上世纪 60 年代就提出高铁建设计划，而来

自财政预算、运力审核和环境规划等各方面的

“阻挠”让美国本土的高铁发展“步履艰难”，成为

发达地区高铁还未踏足的“处女地”。除此之外

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都面临着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更新、提速的需求。

2014 年，美国波士顿地铁项目公开竞标。

中国与日本、德国的企业正面交锋。最终，中

国北车击败日本川崎重工等竞争者，获得为波

士顿地铁系统提供超过 280 辆地铁车辆的大订

单。在此之后的泰国高铁、新马高铁的项目竞

争中更是掀起阵阵狂潮。随着印度总理莫迪提

出修建“钻石四边行”高铁网，各国都在紧盯这

块“肥肉”。4 月 25 日，中国铁路局派出一个由

26 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印度班加罗尔，开

始考察修建“迈索尔—班加罗尔—金奈”高铁

路线。这时，日本已和印度就孟买至印度西部

城市艾哈迈达巴德 500 公里的高铁建设项目共

同进行可行性调查，并于今年 7 月向印度政府

提交了调查报告。

贾利民表示，面向国际高铁市场，中国高铁

“走出去”在经济和技术层面都具有优势。“中国

高铁成本低廉，而且技术适应性更强。”从东到西

跨越五个时区、从南到北走过三个气候带，中国

高铁能够满足如此复杂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

说，对全球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的适

应能力是最强的，还没有哪个国家的高铁技术能

像中国这样的实施”。

“当然，中国高铁发展只有短暂的十年，面对

传统高铁巨头对国际市场话语权的把握，我们的

技术标准如何尽快国际化是目前最为迫在眉睫

的任务。”贾利民认为，中国大型铁路交通装备成

系统的走出去，说明中国高铁在国际上的竞争

力，面对国际竞争中存在的政治因素，推广中国

高铁才是重点。

群雄逐鹿，争夺高铁“处女地”

中国高铁企业纷纷谋求扩充海外市场份额，

触动了传统高铁巨头的奶酪，这必然会引起竞争

对手的高度关注和运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手

段实施的竞争遏制。而且，自 2004年以来，由原

铁道部主导组织的高铁技术引进的历史，以及中

国高铁一定程度上依靠技术引进和集成而非原

始创新的现实，令知识产权成为中国高铁“走出

去”项目中最为敏感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高铁关键技术和核

心领域申请了不少专利，但是这些专利目前主要

还是国内专利，在美国、欧洲、日本及其他潜在目

标国部署的专利偏少，海外专利申请战略处于落

后阶段。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2年发布的专

利统计简报，截至 2011年 9月，中国企业在美国、

欧洲、日本的专利申请份额分别只有 0.38%、

0.28%及 0.27%，远低于美国、欧洲、日本的专利

申请份额。

但是，贾利民告诉记者，知识产权具有“普世”

价值，即使在国内申请的专利同样也适用于国外，

只是具体到法律层面，政治因素的壁垒就会更多地

竞争利器，知识产权需“一马当先”

■市场动态

“市场未动，专利先行”。就像国外高铁巨头

很早以前就开始针对中国部署专利一样，完全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也应尽早在“走出

去”目标国实施专利申请战略，进行高铁专利的

合理布局，打好“组合拳”。

“实施专利申请战略需要关注技术发展的动

向，力争令原技术提供方或其他竞争对手的设

备、技术落入己方专利的保护范围。”金杜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田文静曾撰文指出，当原技术提供方

或其他竞争对手认为中国企业违约、侵犯其商业

秘密、专利乃至提起诉讼时，中国企业可提出反

诉，迫使对方主动谋求和解、进行技术交叉许可，

或在与原技术提供方开展合作时争取更理想的

合作条件。“而且，中国企业应该充分意识到扭转

落后形势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抓紧并尽早在目标

市场国实施专利申请战略。”

如果通过专利 FTO（freedom to operate）调

查，确认竞争对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目标国部

署的某项专利可能导致中国高铁进入当地市场

构成专利侵权，中国企业可根据情况考虑实施专

利无效战略。即针对该专利的漏洞、缺陷，依据

目标国法律提起无效程序，使对方专利成为任何

人均可自由使用的公知技术，为己方高铁技术进

入目标国市场清除专利障碍。

此外，也可以通过规避设计绕开他人专利、

技术秘密，并注意保全独立研发证据。如果中国

企业确认了存在侵权风险的具体技术方案或关

键技术点，中国企业可以考虑针对专利展开规避

设计，使己方技术方案跳出该专利的权利要求保

护范围，或针对技术“秘密点”所在，然后从手段、

功能、效果三方面实施规避设计，降低技术秘密

侵权风险。

再者，中国企业可通过设计一定的项目交易

结构，尽量减小高铁技术引进历史对高铁“走出

去”项目的影响。例如，中国企业可通过搭建“控

股公司+项目公司”的交易结构，争取与技术引

进合同无直接关系、没有接触过引进技术的项目

公司作为实施“走出去”项目的平台，从而增加原

技术提供方判定高铁技术“走出去”构成技术引

进合同违约和商业秘密侵权的难度。

布局策略，打好专利“组合拳”

文·本报记者 何 亮

北京：“专利猎头”活跃 海淘
200余国际专利

北京市知识产权市场最近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专利猎

头”，他们专职为国内企业“海淘”国外优质专利，助其开拓国际市

场。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海外专利布局主题沙龙

上获悉，一家名为“七星天”的知识产权服务企业近日一口气收购了

一老牌日企 218项专利，共涉及世界八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实力的提升，中国制造“走

出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海外市场拓展中，不少中国

企业陷入竞争对手发起的“专利诉讼潮”。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

业对海外专利的需求尤为迫切。相比海外专利申请长达数年的马

拉松，海外专利收购不仅时间短，还可采众家之长，移他山之玉。

但海外专利价格不菲，同时存在制度壁垒和收购难度大等问题，收

购门槛较高。

于是，“专利猎头”应运而生。作为知识产权海外服务机构，他们

拥有多年从事企业海外专利布局、侵权风险规避以及企业海外专利

诉讼紧急救助的丰富经验。此番则通过设立海外专利运营基金，开

始致力于帮助国内企业猎取物美价廉的海外专利。

在这次大规模的专利收购中，就涉及到 LCD 产业，即上世纪

80 年代风靡国内的电子表显示技术。由于日本本土 LCD 产业萎

缩，部分企业产生了出售专利的意愿。“专利猎头”很快嗅到了这一

新动向，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专利一旦被海外专利流氓或中国企

业的竞争对手所获取，将很可能成为在海外市场中对中国企业发

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武器。综合权衡后，一举收购了日本企业 200 余

项专利。

长沙：知识产权帮企业融资31.3亿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融资难，中小微企业融资更难。为破解

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湖南长沙市从知识产权

入手，开始了知识产权投融资模式的努力探索。据《长沙晚报》报

道，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长沙知识产权工作媒体通气会上获悉，自

2010 年列为全国首个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试点城市以来，至今年

8 月，长沙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工作推动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项

目 403 项，实现金额 31.3 亿元，知识产权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瓶颈

得到有效缓解。

最高法：2012年至今年 6月新收
知识产权案38万余件

9 月 2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江必新表示，2012 年至 2015 年 6 月，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

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 380442 件，审结 352788 件。其中，审结知识产

权民事一审案件 299689件，审理了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与腾讯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和垄断纠纷案等一大批具有社

会影响的案件，有力维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共审结知

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 15048 件，有力促进了依法行政。共审结知识

产权刑事一审案件 38051 件，持续保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高

压态势，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

智能采茶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所属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

单位名称：长沙学院

成果简介：该项目为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计划一般项目，项目

立 项 名 称 为“ 智 能 采 茶 机 器 人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为

“2013NK3007”，项目执行时间为 2013.6 至 2014.6。项目设计了一套

智能采茶机器人主控硬件电路及相关的软件系统，研究了茶叶图像

分割及纹理图像检索方法，实现了茶叶嫩芽在自然光照条件下的分

级识别。

成果创新性：通过对待采茶叶嫩芽的特征分析，采用免疫优化算

法与 Q-shift双树复小波变换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茶叶图像分割及纹

理图像检索，实现自然光照条件下茶叶分级识别算法，并完成算法的

FPGA实现。

成果先进性：该技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采茶机械中，具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由于在国内采茶机主要采用人工操作，市场上未见

智能采茶机械的应用，该课题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成熟度：05、初样级：完成图纸设计、工艺编制、调试完备

市场分析：目前，市场流行的多人操作弧形采茶机械或单人操作

的推子式采茶机需要先将茶园进行规模化、规范化改造，采茶时采用

切刀齐刷刷地采下。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品种整齐、发芽程度一致、生

长密集的茶树，且一刀切的方式要求采茶工耐心细致、技术熟练，采

下的茶叶还会参差不齐。该项目研究的人工智能茶叶分级识别算

法，开发的可基本替代采茶工的智能采茶机器人采茶技术具有较好

的现实意义，市场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好。

商业模式分析：该项目的商业模式以中国茶叶生产及加工行业

为主要依托，提升茶叶嫩芽机采的正确率，集中力量满足高端茶叶生

产的特定需求，加深与传统采茶机械的差异化竞争，降低高端茶叶采

摘成本。

拟采取的转化方式：合作研发

资金需求额：30万元

融资用途：市场开拓

推荐单位：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今年 70 岁的纪桂富曾经是一名医生，邻居

们都称呼他“老纪”。老纪醉心各种小发明 40余

年，目前持有 6 项国家专利，是位十足的专利技

术“发烧友”。近日，记者来到纪桂富位于角斜镇

五虎村的家中。他告诉记者，希望能向更多投资

者推介他手中的几个实用新型专利，寻找对此感

兴趣的投资者进行专利转让。

“我这些技术都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总局颁

发的专利证书，希望能通过对这些专利进行市场

化应用，为生活带来更多实用和便利。”老纪说，希

望有识之士能与他联系，开发应用这些便民产品。

民间发明达人灵感源于
日常细节

一走进老纪家，就能看到屋子里堆满了各种

零碎部件。老纪告诉记者，他甚至专门腾出了一间

屋子作为自己的工作室，用来摆放缝纫机、操作台、

各种工具等。“我所有的发明都是纯手工制作，先做

出一个模型来，再进行反复试验和改进。”老纪说。

老纪平时就很爱观察日常细节。他将自己

的设计创意与生活细节结合起来。上世纪 70年

代初，年仅 20 多岁的他发现煤油灯燃烧后的能

量损耗太浪费，就想着要将其好好利用。后来，

他竟将煤油灯与孵化小鸡两个毫不搭边的事结

合到了一起。

“一只老母鸡只能孵 20多个鸡蛋，成活率八

成，如何能大量地孵化小鸡，提高成活率呢？”他

当时这样想。于是，他反复试验，终于发明了用

煤油灯孵小鸡的新法。据介绍，这种孵化方法成

本低，成活率高，一次性可孵化 178 只小鸡。后

来，这种做法被《人民日报》报道，引起了不小的

轰动，全国各地慕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坚持钻研不断创新防紫
外线伞帽试验成功

退休后的老纪更是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

思都放在了小发明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新产

品。他说：“我就是闲不住，看到或者听到一些感

兴趣的事情，就爱动动脑子思考。”今年，老纪又

发明了一种可以透气、防紫外线的伞帽。近期，

这个发明成功申请了专利。

老纪的伞帽成品和市面上的帽子不大一样，

帽顶和帽身都涂有防紫外线涂料，帽顶周围开了

10 个左右气孔，防晒且透气性能更好。帽腰内

部有用尼龙粘扣固定的内撑条，帽顶内部也有这

样一个小内撑。这个内撑条内部切割为小块泡

沫塑料，可最大限度减少帽子与头部皮肤的接触

面，让人感觉更凉爽。不需要降温时，只要把内

撑条拆掉，就能变成普通帽子。

寻找合作厂家将专利批量生产

专利拿到了，可如何对既有产品的进行技术

升级和功能优化呢？这可难为了老纪。

“这些专利放在家里很可惜，希望有人来投

资，将其开发成为成熟的商品进行市场化生产，

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享受到便利。”老纪拿出相

关专利证书对记者说，“甚至可以把我的这些专

利集中开发，成立一个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

产业园。”

老纪表示，若有人想投资，有关技术问题他

会负责到底。 （缪凡/文 胡仁杰/摄）

草根发明达人为专利找“婆家”

纪桂富展示获得的专利证书

在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的大形势下，近几

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高铁建设项目处处开花，据

统计，目前中国正在洽谈的国外高铁项目有 20

个。高铁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又一闪亮的新名

片，中国高铁在海外高铁项目中能屡屡中标，靠

的完全是中国高铁的硬实力。

首 先 是 中 国 高 铁 建 设 经 验 丰 富 ，技 术 成

熟。虽然中国并不是高速铁路技术的原创国，

但是中国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以及在一次次建设中积累的实践经验，高

铁技术已经是经得起检验的中国制造。尤其是

中国高铁的全天候适应能力，更是绝无仅有，

中国高铁率先实现了从高纬度严寒环境到低纬

度湿热环境的安全运行。

其次是中国高铁性价比高。一份全球高

铁研究报告显示，国外建设高铁每公里成本为

0.5 亿美元，而中国只需 0.33 亿美元，相差近三

分之一。低成本带来的是相对便宜的票价，这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这

也是中国高铁在中亚国家迅速成长起来的重

要原因。

最后是中国高铁的客户服务体系完善。在

雅加达—万隆高铁招标中，中方承诺 3 年建成

雅加达—万隆高铁，而日本承诺的是 3 年后开

工，预期建成要到 8 年后了，时间意味着金钱和

效益，这也是中国高铁在竞争中胜出的重要原

因。 （葛秋梦）

——延伸阅读——
中国高铁走出国门靠的是硬实力

CFPCFP

出现。而且，全球专利申请的分布也没有想象的那

样糟糕，因为目前高铁领域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技术垄断局面。专利申请量较大的日立、东芝、西

门子等企业，其在全球专利申请总量中的份额也不

过 1%—3%，而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专利申请量之和

仅占申请量的15％，技术集中度不高。

在原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勇

智看来，要让中国高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

竞争，需要研究国外高铁市场特点，进而抓住知

识产权的优先权。“现在，国外高铁市场的需求特

点是安全可靠、全寿命周期成本低、绿色环保。

因此，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进程中，要针对高

速动车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制定相应对策。开

展竞争对手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分析，强化核心

技术专利国外布局的策划，加强核心技术知识产

权在目标市场的保护实施。”

中美将成立高速铁路项目合
资公司，建设并经营美国西部快
线高速铁路——全程 370 公里，
连通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这条
高铁线路成为中国铁路装备自
2014 年 10 月获得波士顿地铁车
辆采购项目之后正式登陆美国的
高铁项目。

据统计，目前中国正在洽谈
的国外高铁项目有 20 个。高铁
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又一闪亮的
新名片。

“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最快的路线当然是

15 号公路”，网友“赫尔辛基的冰雕”提示了两个

时间，“两市全程距离是 433公里，自驾开车需要

4个小时；乘坐灰狗巴士，就得 7个小时”。然而，

2018 年开通的一条与 15 号公路重合或毗邻、全

程约耗时 80 分钟的中国高铁将把自驾车、灰狗

巴士狠狠地甩在身后。

9月 17日，中央财经办副主任舒国增在新闻

通气会上表示，中美将成立高速铁路项目合资公

司，建设并经营美国西部快线高速铁路——全程

370 公里，连通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目前，包

括中国铁总、中国中车等六家企业在内的中方联

合体已经在美国注册成立了中国铁路国际（美

国）有限公司，并与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就组建合

资公司签署协议。这条高铁线路成为中国铁路

装备自 2014年 10月获得波士顿地铁车辆采购项

目之后正式登陆美国的高铁项目。

从 2004 年开始引进高铁技术，到 2008 年 8

月 1日最高运行时速 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开

通运行，中国高铁产业风驰电掣般的崛起速度令

世界为之瞩目；由国内建设到国际竞争，中国高

铁在国际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正在逐步积累

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的脚步。中国高铁

产业，带着“中国创造”的印记，“走出去”参与国

际竞争。中国高铁联合行动计划专家组副组长、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贾利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高铁完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高铁走出国门高铁走出国门，，竞争剑指专利竞争剑指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