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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专利调查报告系列——专题三：专利保护环境持续优化

2024 年调查显示，我国企业专利权人遭遇专利侵权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企业遭遇专利侵权后采取的
维权措施更加多元，企业对行政和司法维权效果更加认可。

（一）专利侵权多发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1. 专利权人遭遇侵权比例继续保持低位
2024 年调查显示，我国企业专利权人遭遇过专利侵权的比例为 8.0%， 与 2023 年（6.7%）相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总体保持稳定（参见图 22)。

2. 专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专利权人遭遇专利侵权比例相对较高分行业看，专用设备制造业遭遇过专利侵权的企业比例为 13.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比例为 12.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比例为 11.8%，相对高于其他行业。
（参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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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专利权人维权意识进一步增强
1. 企业专利权人积极应对专利侵权
2024 年，我国企业专利权人遭遇专利侵权后采取维权措施的比例为 84.1%，较上年（83.1%）提高 1.0

个百分点。（参见图 24）

2. 企业专利权人维权方式更趋多元化
遭遇专利侵权的企业中，有 61.9% 采取了两种以上的侵权应对措施，有 34.9% 采取了三种以上的应对

措施，均高于上年。（参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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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利侵权案件高赔偿比例持续提升
1. 企业专利侵权案件中高赔偿比例占一成
2024 年调查显示，企业专利权人涉及侵权诉讼的比例为 3.0%，较上年高出 0.6 个百分点。从赔偿金额看，

我国企业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中法院判定赔偿、法院调解或庭外和解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比例为 9.5%，较上
年（8.4%）高出 1.1 个百分点，较 2021 年（7.6%）提高 1.9 个百分点，专利侵权行为成本持续提高（参见
图 26)。

2. 专利侵权高赔偿比例与企业规模成正相关
分企业规模看，企业规模越大，高赔偿比例越高。大型企业中，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的法院判定赔偿、诉

讼庭审和解金额在 50 万～ 100 万元、100 万～ 500 万元以及 500 万元以上区间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8.8%、
15.1% 和 14.4%，均高于其他规模企业（参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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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广受认可
2024 年调查显示，认为行政处理、仲裁调解以及法院诉讼等维权方式达到预期效果的比例企业更高，依

次为 81.5%、80.5% 和 79.9%；认为自行协商、发出律师函警告等维权方式达到预期效果的比例为 65.0%
和 55.9%，相对较低。（参见图 28）

（五）维权成本是企业专利维权的主要考虑因素
2024 年调查显示，在遭遇专利侵权但是未采取任何维权措施原因中，因为维权过程耗时过长放弃维权

的比例最高，为 67.6%。此外，资金或专业人才不足（37.8%）、赔偿金额较低（35.1%）等也是企业放弃
维权的主要原因（参见图 29)。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 6 页

知识产权

近日，国知局通过其官网发布《2024 年世界五局主要统计指标信息图》，如下图所示。完整版《2024
年五局统计报告》将于 2025 年第四季度发布。

4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24 年）》及 8 件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典型案例。其中显示，人民法院依法运用诉讼保全、惩罚性赔偿等制度，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

总体上看，中国法院 2024 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呈现以下核心特点：

一、案件审判质效全面提升
 案件数量与效率 ：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近 53 万件（一审 47.99 万件），审结 54 万余件（一审

49.41 万件），结案数、审限内结案率持续上升，上诉率、二审改判 - 发回重审比等指标均趋优。
 严格保护措施 ：全年在 460 件民事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比增 44.2%。其中“新能源汽车底盘”

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 6.4 亿元，创典型案例。
 纠纷化解成效 ：通过调解机制成功化解多起纠纷，如最高人民法院调解知名电影著作权侵权案后，涉电

影著作权纠纷案件同比下降 43.32%。

国知局发布《2024 年世界五局主要统计指标信息图》

最高法：2024 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 53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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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保护力度显著增强
 重点领域司法覆盖 ：加大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技术领域保护，审结涉战略性新兴产业

案件占比近 1/3。
技术类案件专业化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6 年审结近 2 万件技术类案件，2024 年发明专利

侵权案件达 818 件，涉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的裁判导向作用突出。

三、审判体系改革深化
 机构布局优化 ：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增至 30 个，558 家基层法院具备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

实现管辖层级下沉。
 审判机制创新 ：25 个高院、242 个中院和 287 个基层法院试点“三合一”审判机制，提升司法保护整体

效能。

四、协同保护格局形成
 跨部门协作 ：联合国家版权局、知识产权局发布版权协同保护意见，推动商标行政与司法标准统一。
 社会共治推进 ：全国实现知识产权调解组织全覆盖，入驻调解组织与人员持续增长，诉调对接机制覆盖

率达 100%。

五、国际影响力提升
 涉外案件增长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涉外案件年均增长 23.2%，吸引更多外国企业选择中国法院

解决纠纷。

附：2024 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重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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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