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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动态。为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助力营商环境优化，提高我市企

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提升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专利、商标

行政执法水平。9 月 11 日至 13 日，由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办、

涪陵区知识产权局承办的“知识产权面对面”系列培训活动首期研修班

在涪陵区圆满结束。来自涪陵区 26 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的

近 40 位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以及周边 9 个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科及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为了丰富授课内容，最大程度满足企业对知识产权侵权判定和涉外

知识产权纠纷处置的学习要求，本期培训邀请了重庆知识产权法庭、知

名律所等单位和机构的知识产权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详细讲解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重点条文和出海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等方面内容，分

享了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述了商标侵权构成要件、

商标侵权免责事由、中国企业知识产权出海攻略等知识，广受学员好评。 

“知识产权面对面”系列培训旨在走区县、进园区、帮基层、助企

业，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风险防控、知

2023年 9月 29日 



识产权维权援助、知识产权海外风险应对、商标/专利侵权判定和案例

分享、专利大数据应用、专利导航、企业商标法律风险防控典型案例等

实操性强的课程培训，进一步提高区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工作能力和水

平，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国专利分析（二） 

一、动力电池系统、整车控制及附件是国外申请人在华专利布局的重

点 

从下图可以看出，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法国等对中国市场进

行全面的专利布局，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是日本，在各技术分支上的专

利申请量均超过其它四国。动力电池系统、整车控制及附件是国外申请

人在华专利布局的重点。 

 

图 1 国外在华专利技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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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申请人以企业为主，大企业产业链多环节布局；国内申请人

以车企、高校、专注产业链某一环节的企业为主；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驱动电机系统国外申请人专利集中度明显高于国内申请人；充电

桩及电池回收目前专利集中度较低 

下图是中国专利申请各技术分支国内外申请人排名比较。对于纯电

动车技术，国内申请人主要是比亚迪、北汽、奇瑞等汽车生产商，对充

电技术积累较为雄厚的企业，例如国家电网、欣锐科技、有感科技等，

以及接入新能源汽车新赛道且重视专利的企业，例如华为。欣锐科技成

立于 2005 年，自 2006 年初进入新能源汽车产业，专注新能源汽车高压

“电控”解决方案（其主要技术集中在车载 DC/DC 变换器和车载充电机，

统称为车载电源），在车载电源和大功率充电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及

产业经验。有感科技是一家提供无线解决方案与优质产品的技术驱动型

企业，新能源车动力电池无线充电产品供应商，制成基于碳化硅 SiC 材

料的无线充电芯片等，目前为近四十家国内外整车厂一级供应商。国内

外前 10 的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占该技术中国申请量的比例均在 8%左右，

相差不大。 

对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汽车厂商为主，例如国内排名前三位

的分别是比亚迪、吉利、广汽，国外企业是丰田、福特和现代。国内前

10 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占该技术中国申请量的 9.95%，而国外则为

32.94%，明显高于国内申请人，技术垄断程度较高。 

对于燃料电池汽车，国内申请人主要是格罗夫氢能、亿华通以及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格罗夫氢能成立于 2018 年，主要研究氢能汽车



 

及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在全功率氢能动力系统、全

新平台架构、创新能量管理系统、轻量化车身、整车 VCU 控制系统、热

管理技术等核心领域构建产业生态。亿华通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以自

主氢燃料电池系统为核心，构建了包括双极板、电堆、整车控制器、智

能 DC/DC、氢系统、测试设备、燃料电池实验室全套解决方案等在内的

纵向一体化产品与服务体系。国内外前 10 的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占该技

术中国申请量的比例均在 12-13%，相差不大。 

在动力电池领域，国内申请人比亚迪、宁德时代、蜂巢能源、国轩

高科的专利申请量均在 100 项以上，国外申请人则主要是 LG、丰田、

三星。国内外前 10 的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占该技术中国申请量的比例均

在 10%左右，相差不大。 

在驱动电机系统领域，国内申请人中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

例如江苏大学、东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国外申请人则以三菱、日立、

西门子等国外企业为主。国内前 10 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占该技术中国

申请量的 9.78%，而国外则为 14.6%，明显高于国内申请人，技术垄断

程度较高。 

在整车控制及附件领域，排名靠前的国内外申请人均为车企，国内

外前 10 的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占该技术中国申请量的比例均在 10%左

右，相差不大。 

在充电桩及电池回收领域，国内申请人中国家电网具有绝对的技术

优势，申请量达到 1762 项，遥遥领先于其它申请人，排名第二的邦普

循环，成立于 2005 年，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废旧电池循环利用企业，聚焦回收业务、资源业务

与材料业务，为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一站式闭环解决方案和服务。

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邦普循环已参与制修订废旧电池回收、电池材

料等相关标准 279 项，其中发布 162 项。国外企业则主要以丰田为代

表的车企为主。目前，国内外前 10 的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占该技术中国

申请量的比例均未超过 7%，专利集中度并不高。 

总的来看，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各主要技术的国外申请人都是业内

技术实力较强的车企（例如丰田、福特、通用汽车、现代、日产、起亚

等）或者一些知名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例如罗伯特博世、西门子、LG

等），体现了国外企业全产业链布局的特点。而国内的申请人则呈现出

知名车企、高校、专注产业链某一环节型企业等遍地开花的态势，也说

明国内企业在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分工较细，从事相关技术研究的主体

较多，竞争非常激烈。 

  

  

  



 

 

 

图 2 中国专利各技术分支国内外申请人排名 

三、2017 年后，中国市场新进入者专利分布主要集中在动力电池系统、

充电桩及电池回收、整车控制及附件三大领域 

 

 

图 3 中国市场新进入者技术分布 

以 2017年开始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定义为新进入者，从技术上看，

申请量最多的是动力电池系统，占比为 30%，其次为充电桩及电池回收

技术，占比 27%，排名第三的是整车控制及附件，占比为 22%，三者合

计占比达到 77%，是中国市场新进入者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新进入者中，中国企业占据主导，有感科技、格罗夫氢能、蜂巢

能源、趣电智能值得关注 

从中国市场各主要分支的新进入者的排名情况来看，除了动力电池



系统，其它技术的新进入者的申请量很少超过 100 项。新进入者中基

本都是中国企业，由此可见，近年来参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中国创新主

体比较活跃。申请量较多的新进入者主要是有感科技、格罗夫氢能、趣

电智能、蜂巢能源。 

  

  



 

  

 

 

图 4 中国市场各技术分支新进入者专利申请量排名 

 

 

 

 

 

《新能源汽车产业专利导航》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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