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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介绍

范晴
专利代理师、专利诉讼代理人

手机：13806201126
邮箱：fan@szpat.com  

工作经历：

• 198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 1992年调入苏州市专利事务所工作；
• 1992年通过首届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获得中国专利代理人资格；
• 1999年被评为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江苏省专利局先进工作者；
• 2000年改制苏州市专利事务所，成立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 2000年协助龙宝生物向法院提起全国第一例请求司法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
• 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专利代理人；
• 2008年成立苏州创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担任法人代表、总经理；
• 2010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表彰为我国专利工作和知识产权事业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
• 2013年经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为全国首批专利诉讼代理人；
• 2015年受聘担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兼职教授、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 2016年当选为苏州市知识产权服务业商会首任会长；
• 2017年当选为国家知识产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
• 2017年当选为苏州市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
• 协助八方电气应对日本新时代技研株式会社的欧洲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入选2017年江苏省知

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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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

三性

• 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 符合自然规律，有再现性，有积极效果。

新颖性

• 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专利局提出过专利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
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 现有技术：是反映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创造性
• 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

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 实质性特点：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该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
• 显著的进步：与现有技术相比能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

一、专利授权的条件



第二次修改、2001年7月1日实施：

第三次修改、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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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
开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的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
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

•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专利局提出过专利申请，并记载在
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 现有技术：是反映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一、专利授权的条件



专利文献、科技杂志、媒体广告、在线数据库。

万方数
据库

车型上市

现有技术：包括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公开使用或者以
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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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利授权的条件



采用PLC技术的轿车组合仪表试验系统

由于提前发表论文，

致使技术方案公开，

丧失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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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利授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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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挖掘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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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挖掘

手段

效果

问题

• 技术问题

现有技术存在什么问题？

• 技术手段

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 技术效果

产生了什么技术效果？

专利是什么： 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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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挖掘是发现适于进行专利保护的新的技术方案；是从专利的视角，
对纷繁的技术成果进行剖析、拆分、筛选以及合理推测，进而得出各技
术创新点和专利申请技术方案的过程。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是新的技术方案；
第二点是进行剖析、拆分、筛选以及合理推测。

1、满足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专利布局的需要；
2、为了使科研成果得到充分保护、从而使研发过程中付出的创造性劳
动获得回报。

二、专利挖掘

专利挖掘是什么：

专利挖掘的目的：



• 通过有效的专利挖掘，能够避免科研成果出现专利保护的漏洞，并且能以现
有技术成果为支撑，将专利保护的范围延伸到所有具有专利申请价值的技术
点；

• 通过专利挖掘，还能从基础专利出发梳理出所有的关联技术点和其它对应的
外围专利，从而对基础专利建立牢固的保护网，对核心技术进行全方位保护
，避免给竞争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 通过有效的专利挖掘，可以增加专利的拥有量，提高企业的无形资产含量，
增加和竞争对手谈判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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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挖掘

专利挖掘的作用：



• 建立周密的专利保护体系，全方位保护企业的研发成果；

• 通过有效的专利挖掘，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的数量与质量；

• 保证产品的市场独占地位，垄断性；

• 了解行业技术发展方向，竞争对手的研发动态；

• 对技术研发起到指导和提示作用，提高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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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挖掘

专利挖掘的意义：



• 1、问题导向法

• 企业自有技术中的改进和创新，通常都是要解决某一现有技术中客观存在的
技术问题。企业在生产和研发过程中，研发人员或一线工人经常会发现现有
技术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成本过高、耗时过长、效率不高等问题
；市场人员也经常会发现，我们的产品在与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对比时，存
在体积较大、能耗较高、美观度不够等问题；企业在引进他人已有技术或设
备时，也会发现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与当地环境资源等的配合问题、
与企业现有技术无法融合的问题、与企业现有设备和生产方法的整合问题，
等等。

• 正是由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得企业研发人员和一线工人能够展开研究
和改进，从而获得许多不同的技术改进点。因此，从企业面对的以及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出发，得出企业究竟采用了何种技术手段来解决它，就可以挖掘
得出相应的技术改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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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挖掘

专利挖掘的方法：



• 2、特征比对法

• 企业的自有技术和现有技术的方案都是由一个个的特征组成的，因此，如果
将他们的特征一个个分解开来，逐一进行比对，找出有差异的特征来，就能
够快速准确地获知企业在该自有技术上的技术改进所在。

• 特征的差异可以是特征的增加、省略、变更、替换等等，例如可以是结构形
状的改进、零部件的增减、要素的替代等，甚至可以是某一技术特征的进一
步优选或替换等等。这些特征的差异，就直接对应于一个个的技术改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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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挖掘

专利挖掘的方法：



• 3、效果倒推法

• 企业所有技术改进和创新的直接目的，通常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技术效果。
该技术效果例如可以是现有技术中没有实现的新效果，也可以是效率提高、
成本降低、体积下降、使用寿命延长、维护更方便、生产工艺简便、可靠性
提升、美观度提高等等，还可以是对已有技术手段的替换，或者是填补了领
域的技术空白等。对于挖掘出的效果，一定注意需要将其具体细化，不能采
用笼统的、总体的效果描述。

• 在确定了具体的效果之后，就可以从相应的效果出发，倒推出与该效果有关
的关联因素，确定是否是对某一个或多个特征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是
由于采用了一定的技术手段获得了相应的技术效果，进而就可以找到对应的
技术改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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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挖掘

专利挖掘的方法：



• 问题导向法：比较适合于现有技术的问题较为明确，企业的研发和项目也多
由问题出发的领域；

• 特征比对法：比较适合于技术方案的组成或结构比较明确的领域，方便对方
案进行技术特征的拆分；

• 效果倒推法：比较适合于对效果要求比较明确的领域，便于快速准确地获得
细化的效果。

• 上述三种方法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自由选择的，
三种方法也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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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挖掘的方法：

二、专利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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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底书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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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专利名称

• 2、技术领域

• 3、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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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附图说明

• 8、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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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交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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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实用新型：提供的图片可详细阐述本提案的主要构思，包括但不限于流程图、产品结构示意图

、结构框图、逻辑框图、工艺流程图以及其他有助于代理人理解本提案内容的图片，但不得使用工程

蓝图或图纸。

三、技术交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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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外观设计专

利，需要提供六

面视图或六面照

片，立体图或照

片、使用状态图

或照片，并说明

创作要点、与现

有产品的区别特

点等内容。

三、技术交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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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交底书

常见的误区：

1. 只要是专利保护的客体，最好都申请专利保护。
 首先要考虑用专利还是商业秘密，比如，算法、解决方案、工艺流程、材料配方等。

2. 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就不去申请专利。
 获得授权并非专利申请的唯一目的，公开方案，不让他人申请/将来无效他人专利。

3. 申请专利对技术的创新程度要求很高
 只要满足新颖性创造性，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

4. 软件算法不能申请专利。
 《专利审查指南》2017最新修改，程序本身不能专利。但是，通过程序模块实现某种功能的系统方法、软硬

件混合的产品，都可专利。具体而言，工业过程的控制程序、数据处理、改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等都属于可
专利的范围。

 已经公开发行销售但尚未开源的软件，也可尝试专利申请。
 建议立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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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交底书

常见的误区：

5. 专利申请时间节点：形成最终方案后，再申请专利。
 论文、产品测试、产品销售、产品手册、官网新闻公开都可能导致丧失新颖性和创造性。
 只要有方案构想，就能申请专利，不论最终方案是否一致。
 建议：

① 文章应当在申请日后发表
② 申请专利后再洽谈合作
③ 根据技术检索确定研发方向
④ 研发完成即开始申请准备

6.  一件产品申请一件专利
 需要多维度、多部件保护，否则他人容易绕开

7. 公开充分/技术秘密：技术交底的时候需要有所保留
 公开不充分会导致专利被无效

8.  代理人只负责整理和提交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确定是核心
 代理人的失误可能导致整个专利无效（比如翻译错误、修改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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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摘要及附图



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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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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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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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现有技术



权利要求书（申请文本） 权利要求书（授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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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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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说明书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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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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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对比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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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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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对比文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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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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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第三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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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第四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范 晴
手机：13806201126
邮箱：fan@szpat.com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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