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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AI终端应用大爆发，生态角逐全面展开

◆ 2024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12.4亿部，同比增长
6.4%，市场在经历两年下滑后迎来强劲复苏。

◆ IDC预计，2025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将达到2.89亿，
同比增长1.6%。

◆据Canalys数据，2024年第四季度全球AI PC（配备了专门用
于处理AI工作负载芯片的台式机和笔记本）出货量占据整个
PC市场的23%，环比增长18%，表现强劲。

◆据Counterpoint Research于数据，2024年全球智能眼镜出
货量突破200万，同比暴增210%。

◆Meta Ray-Ban智能眼镜独占市场份额60%，带动国内小度AI
眼镜、闪极科技旗下AI眼镜、雷鸟创新旗下AI眼镜等新品。

◆小米、三星、字节跳动等或计划进军全球智能眼镜市场。

AI融合 企业 产品 有关专利布局 特点

可穿戴设备 百度 小度AI眼镜产品 CN116300092B

语音交互、智

能眼镜的移动

状态分析用户

意图

融合到PC、

手机端自研

AI大模型

杭州深度求索人

工智能基础技术

研究有限公司

Deepseek CN118246542A

将数据集切分

为数据序列，

减少对存储、

通信资源的消

耗

百度 文心一言

CN118606590B、

CN118764681B、

CN118764682B

人机、视频交

互

字节跳动 豆包
CN108564833B、

CN110475065B

人机交互、图

像处理

车载端（融

合到车载端

的大模型专

利布局）

商汤科技
DriveAGI自动驾驶大

模型
CN112949827B

神经网络生成、

数据处理

吉利 星睿AI大模型 CN117891469A

实现将大模型

从云端运行转

移至用户终端

运行

智能终端应用企业专利布局概况AI端侧落地手机，景气度持续回升

AI PC出货量环比大幅增长，AI技术落地及
功能扩展为PC厂商带来新机遇

可穿戴设备开启“百镜大战”，迈向AR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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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筑竞争优势护城河：典型AI终端专利布局

◼ 专利布局成为企业构建竞争壁垒的关键。

2013-2023年专利新增情况（单位：万件）

◼ 近十年专利情况反映了智能终端领域整体爆
发的产业发展趋势。

2013年以来，智能终端专利数量显著增长，据H-Tech 
Data，近十年间复合增长率达32.6%。截至2024年7
月，我国智能终端相关专利数已有50.5万件之多，发
明专利占比达63.3%，海外专利占比12.6%。

从申请主体看，企业专利占据主体。OPPO、华为、vivo、联想、
中兴、荣耀、小米等头部企业引领产业创新发展。
◆ OPPO专利总数位列第一，发明专利占比高达88.0%。
◆腾讯、百度侧重AI与智能终端结合，分别在计算机程序、深

度学习等技术领域有所布局。
◆歌尔在光学领域有一定积累，陆续拿下索尼、Meta、联想、

Pico等知名品牌的VR、AR订单。

智能终端领域专利申请主体排名

数据来源：H-Tech Data

数据来源：H-Tech Data3



二三、人工智能专利申请趋势“从快速增长到理性布局“

78

➢ 2005-2011年，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集中在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等基础领域；年均专利增长率约为10%。

➢ 2012-2020年，人工智能技术处于快速突破期，深度

学习、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技术取得显著进展；

专利申请量从3万件激增至20万件，年均增长率超过

20%；有效专利占比从32.81%增长至52.08%，表明

技术成熟度提高，专利商业价值和技术稳定性增强。

➢ 2022年专利申请量达到峰值，随后专利申请量有所回

落，人工智能技术逐步进步商业化落地阶段，创新速

度放缓。

➢ 中美日韩欧五大经济体提交的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为

95%，构成了AI技术发展的创新中枢，中国专利申请

量全球第一，全球占比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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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我国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技术分支与全球基本一致

79

➢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以及技术的发展应当在计算模型系统等人工智能硬件以及基础数据处理、图像和视频识别技术

等方面增强专利布局,消除竞争战略隐患,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的发展。

重点：硬件及数据处理

全球专利申请侧重电数据处理、计算模

型系统以及图像数据处理或产生

（ G06F、G06N、G06T小类的专利申

请量排名前三），反映出全球专利申请

侧重在人工智能硬件以及基础数据处理

方面。

重点：图像和视频识别

中国专利申请侧重电数据处理、识别或

理解图像或视频（G06 F、G06 V、

G06T小类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反

映出中国更加重视图像或视频识别技术

领域的创新以及产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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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我国人工智能专利主要申请人企业与高校并重

8080

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排名前10的申请人

在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排名前10的申请人中,中国申请人有5

家，分别为腾讯、百度、华为、平安科技和浙大;美国申请人

有3家,全部为计算机领域的巨头公司,分别为谷歌、IBM和微软

域的巨头公司, 韩国的主要申请人为计算机领域的巨头公司三

星电子。

强化资金管理与调度

企业技术攻坚、高校学术创新

腾讯科技、百度、华为、平安科技专利申请量超过万件；企业

和高校申请人各占5位。反映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企

业能力、学术生态、政府响应以及资本环境等多种力量共同作

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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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客观看待WIPO《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中国优势

8181

《报告》显示的数量优势：

2017年以来全球GenAI专利布局情况，中国以3.8万件

专利申请量居全球首位，是第二名美国的6倍。

➢ 从GenAI主流模型专利总量看，腾讯、平安、百度占

据前三甲，IBM跻身第四，阿里巴巴排第五。全球前

20名中，中国企业12家，占60%；美企4家，日企2家，

韩企和德企各1家。

➢ 从GenAI数据处理类型的专利状况看，文本/语音专利

量前10名公司中，中企5家，美企3家。图像/视频专

利量前10名的公司里中企4家，美企2家。

➢ 从GenAI应用领域的专利状况看，在软件应用领域的

专利前10名中，中国公司有6家，美企3家，韩企1家。

腾讯专利数量最多，达1363个专利家，平安集团和百

度均有500个以上，其余7家的专利总量在3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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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2

➢ 从专利申请量排名看，高校是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专利申请的主要创新主体。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

专利申请量位居前三名。

➢ 近五年，我国科研院所之间、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加。2019年联合专利申请突破1000件；2021年专

利申请超过2000件；2023年专利申请达3000余件。

七、我国科研院所AI创新活跃高，专利申请“量质”优势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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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我国科研院所AI创新活跃高，专利申请“量质”优势显现

8383

➢ 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音和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分支。从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专利申请趋势看，

近十年我国科研院所的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专利申请量持续攀升，与2019年相比，2023年专利申请增量率高达82%。

➢ 2015年至2021年，专利授权率也不断提升，2020年和2021年专利授权率达60%以上，印证我国科研院所技术创新深度与

质量不断增强， 2022-2024年因审查周期导致大量专利处于在审状态，授权率呈现阶段性回落。

➢ 从技术分支看，我国科研院所申请的计算机视觉专利最多，专利占比为75%；其次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专利占比为18%；

智能语音专利较少，专利占比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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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24年，我国科研院所AI底层技术专利申请量持续攀升，以Chiplet为例2023年增长率激增至80%。

➢ 2015-2021年专利授权率稳定在65%~70%区间，印证我国科研院所技术创新深度与质量优势，20222024年因审查周期导致大

量专利处于在审状态，授权率呈现阶段性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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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至今，专利申请量和申请人数量均呈上升态势，2023年申请人数量较2021年增加60%，可以看出，科研院所类创新主

体的Chiplet技术创新活跃度较高。

八、高校院所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呈强相关，AI芯片技术领域专
利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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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校院所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呈强相关，AI芯片技术领域专
利水平大幅提升

8585

被引用专利申请人 引用专利申请人 被引用专利数量 被引用专利申请人 引用专利申请人 被引用专利数量
台积电 10 中科院微电子所 1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 华为 3
中芯国际 6 海力士 2
海力士 2 IBM 4
英特尔 7 华进半导体 8
台积电 15 海力士 1
IBM 10 中科院微电子所 4

英特尔 11 之江实验室 4
华进半导体 7 复旦大学 2
三星电子 5 海力士 3
华为 10 台积电 8
美光 5 中科院微电子所 5

清华大学 2 日月光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电科58所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之江实验室

中科院微电子所

从TOP10申请人的专利被引用情况可以看出：

➢中科院微电子所、之江实验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申请

的芯粒技术专利主要被英特尔、IBM、海力士、三星电

子等国外企业引用。可见，我国科研院所的芯粒技术专

利已经被国外巨头公司所关注与借鉴。

➢同时上述三家科研院所申请的专利被台积电、华为、中

心国际、华进半导体等国内企业引用情况增多。可见，

我国芯粒产业链协同增强，国内企业开始利用本土高校

科研成果。

➢中科院微电子所、之江实验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

电科58所和复旦大学申请的芯粒技术专利的自引用与交

叉引用情况增多。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科研院所在芯

粒领域持续技术积累、技术迭代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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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产学研协同申请专利态势明显，区域内协同创新活跃

8686

➢近五年，我国科研院所之间、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加，我国产学协同创新呈现结构性跃升。

➢2020年联合专利申请量明显增加，占2020年专利申请总量的30%；2021年联合专利申请量有所回落后继续攀升，2023

年达到峰值52件；近五年联合专利申请量年均占比约18%。

➢由此可见，政策引导下各类创新主体深度融合态势显现。校企联合实验室等新型研发机构对专利联营策略的主动实践，

显现出正在从单一主体创新向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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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我国AI关键技术专利创新亮点及发展建议

8787

1

⚫AI企业界技术创新活

跃度显著提升。

⚫科研院所的Chiplet

技术专利申请持续攀

升且专利授权率较高。

量质优势显著

2 3

产学研用协同增强

4

科研团队创新提升

⚫科研院所AI底层技术

专利已经被国外巨头

关注借鉴。

⚫国内企业利用本土科

研成果趋势明显

⚫科研院所AI技术积累

迭代频繁。

⚫科研院所之间、科研

院所与企业联合专利

申请数量明显增加。

⚫高校专利许可模式探

索从专利成果向行业

解决方案的纵向穿透。

⚫研究所、高校、新型

研发机构专利创新

“并驾齐驱”。

⚫典型科研团队的专利

创新兼顾基础理论突

破与工程化创新，助

力AI产业发展。

企业引用率增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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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我国AI关键技术专利创新亮点及发展建议

8888

强化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合攻关
搭建“定向需求对接平台”，由企业提出产业化技术痛点，科研院所聚焦攻关核心技

术专利。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共建AI关键技术试验环境，加速关键软硬件实验室成果

的适配与规模化验证。

01

试点“专利+解决方案”捆绑授权模式，例如将科研院所的先进专利成果与工具链、测

试方案打包，为中小企业提供“交钥匙”技术包。设立AI产业链关键技术专利孵化机制，

支持高校团队以专利入股方式参与企业商业化项目，推动专利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

创新高校专利许可模式02

培育本土应用标杆场景03
针对国内企业在自动驾驶、具身机器人、先进计算等领域的技术需求，筛选科研院所核

心专利，联合打造行业级解决方案，形成可复制的商业化案例。引导企业优先采用国产

芯片及基础软件技术，形成市场需求驱动的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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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还是思想，才使我们与众不同

研究，还是研究，才使我们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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