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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投入回报正循环

让知识产权更好护航前沿科技创新
因为一枚小小的人工耳蜗，腾讯在全球布

局了几十件专利。

“这些专利涉及语音AI降噪、音频AI算

法、智能验配方法，以及便利老年人的操作界

面等方面。”在近日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

办事处主办的“前沿科技中国实践”座谈会上，

腾讯集团法务部专家顾问谭乃文分享的内容

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谭乃文介绍，基于在实时音频通信上的前

瞻性探索和积累，腾讯天籁实验室将AI技术应

用于人工耳蜗研发，通过不断研究和优化，形

成一套解决方案，突破了人工耳蜗动态噪音实

时处理难题，使人工耳蜗的语音清晰度和可懂

度提高40%，降低了噪音对听障人士的干扰。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系列专利，又巩固了腾

讯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技术优势。知识产

权保护和技术创新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座谈会上，华为、比亚迪、百度等一批各自

领域的领军企业的分享，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技术创新正为众多科技型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401.5万件，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这当

中，企业持有的专利占比超过七成。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13.4万件，同比增长24.2%，占国内企业总量

的近四分之三，占比达73.4%。

与会企业均表示，这与国家相关部门对知

识产权的高度重视，以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密

不可分。例如，在专利申请方面，中国的审查

周期和审查质量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遥

遥领先。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此前曾表示，

将持续完善新领域、新业态专利审查标准，综

合运用多种审查模式，助力绿色低碳技术和

未来产业领域专利申请获权，为新能源、新材

料等绿色低碳技术和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类

脑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

供给。

与会企业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快相关政策

落地的步伐。

“面对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与迭代，我们

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研

发创新‘投入—回报—再投入’的正循环。”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北京分部部长闫

新表示。

“在专利价值发现方面，我们仍需进一步

提升。”谭乃文分析，这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包

括高质量高价值专利培育、专利价值评估、专

利侵权鉴定、专利运营市场配套等。此前发布

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中已对此作出了相应部署。谭乃文认为，

还需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此外，谭乃文认为，在标准必要专利方面，

中国创新主体的应对经验仍然有限。众多中

国的创新主体已经认识到标准与专利联动的

重要性，纷纷加大力度培育标准必要专利。但

绝大多数创新主体目前仍然处于实施人角色，

面临着大量已发或可能发生的专利许可纠

纷。如何平衡专利权人、实施人、公众这三方

的利益，是当前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对此，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汤兆志表

示：“我们将密切跟踪和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物

对于知识产权的影响。同时，继续推进与12家

单位合作开展的‘区块链+版权’特色领域试点

工作，促进版权产业发展。”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缪

丹介绍，今年将在侵权行为调查、商品鉴别以

及信息溯源等方面加强与权利人的联系，提

高保护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科技创新提供有

力保障。 （操秀英 薛岩）

在寒冷天气条件下，新能源

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表现大打折

扣，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

目前，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续

航里程可以胜任市区代步的任

务。但利用其长途出行则比较困

难，里程焦虑问题并未得到充分

解决。

针对电池续航的问题，一个

技术思路是在电动汽车行驶过程

中，利用无线电能传输技术，给电

动汽车电池进行电能补充。像飞

机的“空中加油”一样，动态无线

充电可以实现边行驶边充电，极

大提升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降

低车载电池的容量。

动态无线充电基于电力电子

技术，通过埋设于道路中的发射

端装置，将从电网汲取的电能以

电磁场为媒介，“隔空”传输到行

驶于路面上的电动汽车的能量接

收端，从而实现对电动汽车电池

的充电。无线充电在电能传输过

程中，车辆与充电设施之间并无

线缆的连接，因此可以为高速行

驶的电车充电。采用动态无线充

电的车辆可以采用低容量电池

组，整车重量降低，车辆性能好，

还可以节约成本。随着电动汽车

市场占比不断提升，动态无线充

电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具经济性

和实用性。

近十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

大量使用，动态无线充电技术的

研究、验证和试点也进入快速发

展期。

世界各国从2013年开始在城

市道路上开展短距离无线充电道

路的试点工程，长度从上百米到

数公里不等。试点项目中，用于

公交车充电的项目由于路线固

定，且易与公交站点静态无线充

电结合，技术较为成熟，投入使用

后已经历了数年持续运行的验

证。在普通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

的应用相对困难，需要综合考量

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这是近几

年的研究热点。

加快发展动态无线充电，首

先需要基于技术经济性评估获取

最优的充电功率和道路电气化比

例，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大功率无

线充电技术的性能和安全性，解

决不同种类和款型的电动车的无

线充电兼容性问题，解决瞬时大

功率充电对电网的冲击问题，以

及高速行驶时车辆与

充电线圈定位通信和

网络安全的难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多学科交叉合作和

多方面创新技术的整

合，包括无线充电技

术、电力电子技术、储

能集成技术、低延时通

信技术、道路工程技

术 、网 络 安 全 技 术

等。实现动态无线充

电的产业化落地，需

要科研院所研发配套

技术，政策链协同和产

业界的深度参与。

我国相关研究和

试点项目近两年发展

很快。2022 年，成都

开通了国内首条无线

充电公交线路；2023

年，中国一汽在其创

新基地内建成一个高

功率动态无线充电道

路系统。高速公路无

线充电也在积极规划

中。我国的新能源企

业在充电领域研发能

力强、技术迭代快、市

场占有率高，如果能

配 以 制 度 和 政 策 优

势，与科研院所的技

术创新结合，未来几

年将迎来动态无线充

电产业高速发展期。

未来，动态无线

充 电 系 统 将 作 为 智

慧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无人

驾驶技术相结合，通过车辆的环

境感知和定位技术保证无线充

电的安全性和高效性。车辆的

导航规划也可以依据无线充电

道路的位置进行推荐，保证电动

汽车长期续航。动态无线充电

技术还将实现公路的电气化，促

成交通网与智能电网的动态连

接，实现电网源侧和交通用电侧

的供需平衡，协同优化能源使用

效率和安全。在这样的一体化

网络中，自动驾驶车辆可以实现

无间断高效可靠行驶，无人驾驶

车辆则可以实现全天候无人值

守。这对于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

之间的人员日常通勤和物流保

障，实现点对点直达交通，具有很

高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薛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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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改变你我的生活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个新关键词引发

热议——“人工智能+”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

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开展这一

行动释放哪些信号？专家进行了解读。

“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先来看看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具体表述。在谈

到“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时，肯定了“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成果丰硕”，特别提到“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

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谈到“大力推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报告中说，深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凯表

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前一段时间推动各个

行业数字化，下一个阶段就是智能化，“人工智能+”在

当前阶段恰到好处，这个时机非常好。

去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规模14.4万亿元

我国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各行各业带来

全新赋能，为企业与个人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工业和

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企业采用率已达15%，市场规模约为14.4

万亿元。专家预测，2035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为

全球贡献近90万亿元的经济价值，其中我国将突破

30万亿元。 （科轩）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3月13日，合肥新站高新区学林公园充电站启用，市民正在给新能源车充电。据了解，此次启用的

充电站是一座集群式大功率充电站，占地3000余平方米，配备72个车位及37个充电桩，助力市民绿色

低碳出行。 张敏 摄

便民新能源充电站启用便民新能源充电站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