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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操秀英

在 高 科 技 领 域 ，中 国 企 业 历 来 都 是 扮 演

“追赶者”“跟跑者”的角色，而深圳大疆创新科

技 有 限 公 司（下 称 大 疆）创 始 人 汪 滔 和 他 的 公

司 却 在 短 短 十 年 内 在 消 费 级 无 人 机 领 域 充 当

着“领 跑 者 ”的 角 色 。 凭 借 着 在 这 一 领 域 的 技

术积累和专利储备，汪滔带领着大疆创新在无

人机领域不断开疆拓土。

在消费无人机领域，大疆无论是专利申请

数量还是授权数量在无人机行业中都处于绝对

领先。该公司提供给科技日报的资料显示，截

止到 2017 年 4 月，大疆共申请专利 3547 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 1040 件；全球发明专利 184 件，其

中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55 件。

大疆有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作为

一 家 以 技 术 创 新 为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科 技 企 业 ，

大 疆 一 直 践 行 着“ 以 大 量 的 研 发 投 入 寻 求 技

术 突 破 ，以 合 理 的 专 利 布 局 保 护 自 主 研 发 技

术 ，以 技 术 突 破 支 持 产 品 的 创新”的理念。正

是 因 为 大 疆 是 以 研 发 为 第 一 发 展 要 务 的 创 新

型公司，以至于其研发人员的构成几乎占公司

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也十

分高昂。

该负责人介绍道，大疆从自我保护、内部培

训和尊重市场三个维度，在专利工作上投入大

量精力。在自我保护上，大疆在国内外积极申

请商标、专利以及进行著作权登记；对知识产权

在国内以及重要的市场国进行海关备案；在海

内外重要市场国监测商标被抢注的情况，并及

时进行处理或维权；在海内外重要市场国监测

专利被侵权的情况，以及时维权，尤其是中美欧

日等市场。

在内部培训上，大疆有专门的电商平台知

识产权维权渠道；不定期给公司市场销售部门

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培训，以助于市场一

线 人 员 在 发 现 知 识 产 权 被 侵 权 时 第 一 时 间 反

馈知识产权部门；有专门的知识产权部沟通平

台，随时接收来自市场销售的侵权反馈及维权

需求。据了解，大疆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也是

一支吸纳了众多名校出身，具有丰富经验的海

外部队。既有毕业于美国常青藤名校的高材生

和来自美国知名律所的律师，也有熟悉日本知

识产权制度、具有丰富专利代理经验的专利代

理人。

“同时我们也非常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但凡需获得权利人许可的，都

会从正规渠道商谈许可事宜。”该负责人说。

至于此前参与的多起诉讼，该负责人表示，

大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技术专利，不针对

任何具象的个体，仅仅针对侵犯专利这一行为

本身。“既往大疆关于专利侵权的申诉，都是基

于侵权事实和法定理由，建立在我国专利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合理合法的维权行为，

从目前申诉结果来看，大疆绝大部分的申诉都

得到了法律的支持，所申诉的有效专利权得到

了应有的保护。”他说，大疆未来也将继续主张

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同时也将坚持保护自

己的知识产权。

该负责人强调，大疆所有的其他专利,都与

涉案专利一样，是在巨大研发投入的基础上开

发出来的。大疆出于对自身专利权保护而提出

的法律申诉，既保护了自身的技术创新力，也给

予了这样一支年轻、进取、富有创造力的研发团

队以信心和鼓励，同时也为行业科技进步和整

个市场良性竞争贡献了力量。

专利护航，中国无人机“开疆拓土”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典型案例

目前看来，消费级和行业类无人机的知识产

权运用和保护现状差别很大。“现在各研发团队

都在抢占专利制高点，高校是无人机研发的主力

之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研究院院长黄

大庆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在黄大庆看来，目前无人机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状况差强人意。“现在专利有很多，但是

严格按照规范来执行的很少，基本还是自己想怎

么做就怎么做，也没有人给专利费。”他说，无人

机的外形都很类似，这方面不好维权，很多专利

集中在软件方面，但基于开源系统开发的软件专

利保护也并不容易。

但他认为即便如此，知识产权保护并没有

成为妨碍该行业发展的问题。“从积极的角度

看，大家互相借鉴创新的做法，使用开源软件

来迅速开发自己的功能，使得整个行业进步很

快。”黄大庆说。

在王琦琳看来，高校科研人员有这种观点很

正常。“高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业类无人机方

面，他们的用户是特定客户，通常只需要满足特

定功能就能有较好市场，活得很不错，彼此之间

竞争不大，且大部分是基于开源平台来开发的，

确实还没有到打知识产权战的时候。”

而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是另外一重天。据

行业类与消费级无人机专利保护“两重天”

无人机火起来，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但其

实，自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无人机的发展和使用

已有超过 90年的历史。经历了 20世纪漫长的萌

芽期和酝酿期之后，无人机在 21 世纪初迎来高

速成长期，并逐步从军用领域扩展到了民用领

域。如今，民用无人机已在应急救援、环境检测、

电力巡线、航拍测绘、农业植保等多个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

“民用领域的无人机分为面向个人用户的消

费级无人机和行业无人机两大类。”4月 25日，长

期关注无人机行业知识产权的高域智能研究院

专利运营专家王琦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有资料显示，无人机领域涉及的专利申请数

量已达 5000 多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3000

多件，占比超过 50%，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000 多

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约 250件。

我国无人机领域专利最早申请于 1986 年，

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第三研究所提交

的用于无人机定高飞行控制的电子数字显示高

度的装置。

进入 21世纪，无人机专利申请量逐年增长，

2015 年的专利申请量更是达到 2000 多件，反映

了近几年无人机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攻关。

“很难准确统计无人机领域的专利数量到底

有多少，统计方法不同差别可能会很大。”王琦琳

说，但毫无疑问，涉及无人机相关技术的专利数

量近年来大幅增长，他本人手里就握有几百件相

关专利。

资料显示，无人机领域前 10 位申请人的专

利申请量占比将近 20%。排名前十的机构中，除

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位列首位，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均位列前十.可

见，高校的无人机研究探索无疑成为我国无人机

领域一大主力军。

高校成无人机专利申请主力军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行业的专利竞争格局

已定，由于这个领域还存在一些具有不确定性的

专利资产，导致这场战争可能具有更多变数。”王

琦琳说。

他表示，通过检索发现，有大量高校、研究机

构或者独立第三方注意到了无人机的价值，并申

请了不少专利。虽然这些专利绝大多数质量不

佳，但还是不乏一些可圈可点的。

他举例道，大疆刚刚发布的 Mavic Pro 便携

无人机使用了一项精准返航技术，即在起飞前拍

摄下方的地形照片作为参考，在返航降落的时候

参考该照片以便实现精准降落。而这个技术的

专利就掌握在独立第三方手里。“不排除这种可

能，独立第三方手中的专利将成为涉入无人机专

利战的新筹码，从而使得战争的局面更加扑朔迷

离。”王琦琳说。

大疆有关负责人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与手

机行业不同的是，无人机行业尚属新生，无论是

技术还是市场，都还有非常广阔的拓展空间，这

对每一家行业企业来说，都是同等的发展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人机行业还未发展到需要

从业者大规模争夺专利权来制衡对手、获得突破

和发展的阶段。”

该负责人表示，从目前无人机行业竞争格局

来看，大疆在全球拥有领先的市场占有率，所拥

有的专利数量也遥遥领先，并始终坚持大量的研

发投入以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并不遗余力保护所

取得的专利。基于上述，大疆对于继续保持技术

创新和积累、专利权拥有数量上的领先优势拥有

坚实的信心。

变数很多专利战将扑朔迷离

国外无人机公司 Synergy Drone近日对中国

大疆创新及法国派诺特发起专利诉讼，控告这两

家公司旗下无人机产品所使用的“无头模式”侵犯

该公司的一项无人机专利。分析文章称，从Syn-

ergy Drone的背景来看，这起诉讼极有可能是专

利流氓的“小动作”，其目的在于勒索巨额的赔款。

事实上，随着中国无人机行业的迅速发展，

专利领域也是风起云涌。这个技术高度密集型

产业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现状如何，是否会如

业内人士所说将迎来一场“混战”？

不完全统计，2015 年起，大疆先后起诉了深圳道

通、佛山黑马、广州华科尔、YUNEEC 昊翔、北京

零度等多家无人机公司专利侵权。大疆还在美

国起诉了昊翔，而有英特尔撑腰的昊翔，也端起

一幅血战到底的架势。华科尔更是主动应对大

疆的出击，向大疆提起了侵权反诉。

德国科隆两年一届的Photokina展会上，大疆无人机亮相。 陈晓根/视觉中国

快速发展的无人机技术和未来广阔的市场让无人机厂商及研发

人员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无人机相关技术

被申请了专利。

据统计，无人机领域涉及的专利申请数量已达 5000 多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3000 多件，占比超过 50%，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000多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约 250件。

专利申请数量
发明专利超半数

在无人机方面，中国的申请数量最高，美国位居第二。欧美发达

国家和中国是无人机专利申请的最主要区域。由于中国广阔的市场

空间和不可忽视的发展态势，加之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保

护的大力推动，使得中国成为无人机技术专利的第一申请量大国。

专利申请版图
中国位居第一

（除标注外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图有真相

无人机产品涉及机械、电子控制、农业、环保、电力等诸多领域，

通过对相关专利文献的技术主题分析，关于无人机的技术热点主要

集中在无人机的操作与控制、飞行设备以及机身结构，两翼或多翼的

旋翼机是无人机产品主要采用的方式。

无人机相关的发明正在从基础结构部件转向无人机应用系统方

面，这也是无人机行业专利申请和布局时值得关注和考虑的。

专利技术分布
发明转向无人机应用系统

在对国内专利进行申请人地域统计发现，94%的专利均为本土

申请人，只有 6%的来自国外，其中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等欧

美发达国家。

通过分析，发现国外大型飞机、直升机制造商如波音公司、

霍尼韦尔公司等并未在中国进行大量专利布局，这或许由于他

们担心核心技术、技术秘密被公开或所在政府禁止其向国外申

请专利。

来自国内的申请人中，北京、江苏、广东、陕西专利申请量较

大，其中北京、江苏和陕西因聚集了大量科研院所，故具有较强的

研发能力；而广东一方面制造业发达，生产实践中对无人机技术也

多有创新或改进，另一方面，深圳聚集了多家优秀的无人机企业，

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九星

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等，因此广东的申请量也较高。

目前，我国无人机主要集中于民用消费领域。虽然无人机专

利申请量急剧增长，申请人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同时应用和技术

领域得到迅速扩展，但是整体而言依然以研究为主，缺乏核心专

利，在关键技术上与国外仍存在一定差距。不过，国外尚未开始在

我国进行大规模的专利申请、布局，我国的相关企业应该抓住机遇

进一步加强专利申请、布局和应用，同时积极寻求在国外进行专利

申请、布局以扩大自己的市场。

专利地域分布
北京江苏广东申请量较大

王琦琳 2016 年曾撰文称，近段时间内，中国

唯一有可能形成真正的专利战争的技术领域就

是无人机。

他分析，中国当前大多数行业的技术水平没

什么亮点和专利储备，而在另一些行业，例如通信

和互联网领域，少量大企业各自持有海量专利，已

经形成恐怖平衡。“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别动我，我

也不动你，你要敢动我，我也能动你。所以偶尔骚

扰一下是有的，但是战争是打不起来的，而无人

机领域的专利，规模不大，但小有所成，增长迅速，

而分布不均，这都是可以开战的前提。”他说。

但时隔不到一年，王琦琳就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他的这一观点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无人机市场一家独大的局面更加

明朗。

王琦琳说，2016 年，大疆的 Phantom 4 革了

其他无人机企业的命，逼得大家转投自拍无人机

的蓝海，而零度 Dobby、曼塔 S6 等在这个蓝海里

还没怎么划拉，大疆用新推出的 Mavic Pro，革

了自己的命，无人机市场重新被大疆一统江湖。

“大疆之前向通道科技提起外观设计侵权诉

讼，是因为该公司参加国外的一些展会，导致国

外市场会混淆两个公司的产品，对大疆产生一些

负面的影响，这个案件虽然一审是大疆败诉了，

但后来通道科技也没做起来，所以对大疆的威胁

不大，目前在广州高院二审审完了。”王琦琳说。

华科尔则主要专注于竞速无人机。“这个细分

市场实在太小，也不会有太大威胁。”王琦琳分析，

所以，与大疆创新对峙的各方在短时间内都拿不出

和大疆抗衡的武器，被告们要么继续坚持跟大疆把

诉讼程序拖下去，暗中发力或能守到局面转机的某

一天，或是和解，交钱了事，再者就是悄悄离场。

一家独大的局面日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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