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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

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

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

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

要素驱动业等 4 个大类产业1。本报告分析了全球及中国 2023 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有效及国际比较状况，并就

2016—2023 年的发展态势进行了统计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体态势

全球情况。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

为 88.8 万件，同比增长 11.7%，占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比重为

44.4%，较 2016 年高 5.8 个百分点。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2为 652.4 万件，占全球发明专利有效

量的 44.5%。

中国情况。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为 40.6 万件，同比增长 21.2%，占发明专利授权量的 44.1%，较

1 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国家统计局令第 33 号）。

2 《2022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统计报告》显示，全球有效发明专利中 91%分布在中美欧日韩五大知识产权局管辖

区域内。为便于统计，本报告中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数据使用经中美欧日韩五大知识产权局授权并维持有效的发明

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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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提高 13.5 个百分点。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为 195.3 万件，占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39.1%；

其中，国内 160.2 万件，占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39.2%。

国外在华情况。截至 2023 年底，共有 93 个国家（地区）在

华拥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35.1 万件，占国外在华发

明专利有效量的 39.1%，其中企业拥有 34.4 万件，涉及企业 1.9

万家。位列前十的依次是日本（11.5 万件）、美国（10.1 万件）、

韩国（4.3 万件）、德国（2.4 万件）、开曼群岛（1.2 万件）、荷

兰（8657 件）、法国（7661 件）、瑞典（6391 件）、瑞士（4923

件）和新加坡（4536 件）。

二、主要特点

（一）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高度活跃，中国市场活力

与创新能力表现突出

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1.7%，比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速高 2.8 个百分点；2016

—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达到

7.3%，高于同期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5.2%）2.1 个百

分点。

从五大知识产权局看，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

授权量最多的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达到 40.6 万件，

其后依次为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18.1 万件、日本特许厅（JPO）

9.1 万件、韩国特许厅（KIPO）6.6 万件和欧洲专利局（EPO）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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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五局合计占全球总量的 88.4%。其中，EPO 和 CNIPA 同比

增速最快，分别为 27.0%和 21.2%，高于全球平均增速（+11.7%）。

从技术来源地看，2023 年，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

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10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41.8万件）、美国（15.1

万件）、日本（12.3 万件）、韩国（8.7 万件）、德国（2.4 万件）、

法国（9432 件）、瑞典（7033 件）、英国（6718 件）、加拿大

（6529 件）和荷兰（6206 件），中国同比增速最快（+19.3%）。

（二）数字产品制造业为全球专利布局重点，数字要素驱动

业为全球创新增长热点

专利规模方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4 个大类产业中，2023 年，

数字产品制造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多（45.4 万件，占比

51.2%），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25.8 万件，29.1%）、数

字技术应用业（17.5 万件，19.7%）和数字产品服务业（338 件）。

截至 2023 年底，数字产品制造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最大（383.0

万件，占比 58.7%），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155.4 万件，

23.8%）、数字技术应用业（113.9 万件，17.5%）和数字产品服

务业（1725 件）。

增长速度方面，不考虑数字产品服务业3，2023 年，数字要

素驱动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速最快（+21.5%），其次为

数字技术应用业（+15.1%）和数字产品制造业（+5.6%）。截至

2023 年底，数字要素驱动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同比增速最快

3 因数字产品服务业专利数量不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总量的千分之一，未将其纳入分行业增速等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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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其次为数字技术应用业（+23.1%）和数字产品制造

业（+20.7%）。

（三）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海外专利布局逐步加大,三方

专利量排名升至全球第 3位

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由 2016 年的 2.1

万件增加到 2023 年的 4.8 万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出海”

趋势显现。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中，有 14.0

万件专利具有海外同族专利授权，占比为 8.7%，高于国内发明专

利有效量中有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比重 3.2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

数字经济创新主体更加重视国际竞争和合作。

从中美欧三方专利量4看，截至 2023 年底，美国（20.6 万项）、

日本（15.6 万项）、中国（7.6 万项）、德国（6.7 万项）、韩国

（6.5 万项）位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前 5 位。从位次变

化看，我国由 2016 年的全球第 6 位提升到 2023 年的第 3 位。

（四）更多企业参与数字技术创新，国外更加重视在华数字

技术专利布局

2023 年，共有 6.4 万家企业在我国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

明专利授权，较上年增加 1.4 万家，同比增长 27.7%，高于获得

发明专利授权企业数量同比增速（+20.4%）。截至 2023 年底，

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拥有 116.7 万

件，占 72.8%，较同期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所占比重高 1.6

4 三方专利指就同一发明创造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均提交了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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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涉及国内企业 15.5 万家，同比增长 24.7%。我国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排名前 100 专利权人中，国内企业

37 家，国外在华企业 22 家。

2023 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量中，46.0%的专利与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相关，高于国内占比（43.9%）2.1 个百分点。2023

年国外在华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数量为

5178 家，占当年国外在华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企业数量的 38.2%，

较 2016 年（31.8%）提高 6.4 个百分点，反映国外企业更加重视

在华布局数字经济相关专利。截至 2023 年底，国外在华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为 35.1 万件。分大类产业看，国外在华

数字产品制造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最大（21.7 万件，占比 61.8%），

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8.5 万件，24.4%）、数字技术应用

业（4.8 万件，13.8%）和数字产品服务业（34 件）；分国别看，

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位居前列的国家是日

本（11.5 万件）、美国（10.1 万件）、韩国（4.3 万件）、德国（2.4

万件）。

（五）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专利优势尚不明显，产学研协同

创新有较大潜力

截至 2023 年底，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中，

数字产品制造业占比为 46.6%，而国外在华这一比重为 61.8%。

从反映技术专业化水平的显性技术优势指数（RTA 指数）5来看，

5 RTA指数=（某地区某技术领域三方专利量/某地区三方专利量）/（全球某技术领域三方专利量/

全球三方专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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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制造关键基础环节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例如，信息化学

品制造（0.3）、增材制造装备制造（0.3）、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

造（0.4）、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0.5）、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系统制造（0.5）等小类产业 RTA 指数小于 1。

2023 年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学研合作发明专利申

请公开量为 19 万件，占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量的比重为 2.8%,高于国内产学研合作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占比

(2.5%)。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中，

高等院校拥有 32.3 万件，占 20.1%，科研机构拥有 8.0 万件，占

5.0%；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排名前 100 的专利

权人中，高等院校 40 家，科研机构 1 家。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具备较好的产学研协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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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国家知识产权局《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

（2024）》指出，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

统计分析，发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为加强对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规模、结构、质量的统计监测，支撑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

统计分类（2021）》（国家统计局令第 33 号）6，国家知识产权

局制定印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2023）》（国知办函规字〔2023〕203 号）7，组织在全球专利

数据库中检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关 105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

超过 2800 万条发明专利，开展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统计

分析工作8。

一、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基本态势

(一)2016—2023 年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作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正在成为全球各

国角逐的主要“竞技场”。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

6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 4 个大类。

7 本参照关系表针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4 个大类中的 15 个中类、86 个小类建立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涉及国

际专利分类表 8 个部、54 个大类、154 个小类、 266 个大组、8367 个小组。

8 由北京六棱镜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统计分析支撑。报告所用专利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2 日，可能存

在部分国家公开数据尚不完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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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授权量为 88.8 万件，占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比重为 44.4%，

占比较 2016 年高 5.8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11.7%，增速较上年提

高5.6个百分点，比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速高2.8个百分点，

保持较高创新活跃度。2016—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

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达到 7.3%，高于同期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

年均增速（+5.2%）2.1 个百分点。

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9为

652.4 万件，占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44.5%，同比增长 22.0%，

比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同比增速高 0.9 个百分点。

图 1. 2016—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二)四类产业专利分布结构

大类产业情况。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4 个大类产业中，

数字产品制造业10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多（45.4 万件，占比

9 本报告中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是指经中美欧日韩五大知识产权局授权并维持有效的发明专利数量。
10 数字产品制造业包括计算机制造、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数字媒体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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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11（25.8 万件，29.1%）、

数字技术应用业12（17.5 万件，19.7%）和数字产品服务业13（338

件）；从同比增速看，不考虑数字产品服务业14，数字要素驱动

业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21.5%，其次为数字技术应用业，同比增

长 15.1%，之后为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5.6%。

截至 2023 年底，数字产品制造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最大，

为 383.0 万件，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的比重

为 58.7%；数字要素驱动业为 155.4 万件，占比为 23.8%；数字技

术应用业为 113.9 万件，占比为 17.5%；数字产品服务业为 1725

件。从同比增速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24.4%，

其次为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同比增长 23.1%

和 20.7%。

制造和其他数字产品制造业等 6个中类产业。
11 数字要素驱动业包括互联网平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等 3个中类产业。
12 数字技术应用业包括软件开发，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其他数字技

术应用业等 5个中类产业。
13 数字产品服务业包括数字产品维修等 1个中类产业。
14 因数字产品服务业专利数量不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总量的千分之一，未将其纳入分行业增速等比较分析，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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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全球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图 3. 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全球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中类产业情况。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

权量排名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为：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25.6 万

件）、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22.2 万件）、软件开发（12.6 万件）、

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6.7 万件）、智能设备制造（5.3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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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速前 5 位的中类产业15依次为：互联网平台（+28.7%）、

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20.8%）、软件开发（+16.9%）、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14.4%）和信息技术服务（+12.4%）。

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前 5

的中类行业是：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221.8 万件），占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34.0%；之后为其他数字要素

驱动业（136.9 万件）、软件开发（79.1 万件）、通讯及雷达设备

制造（57.2 万件）、智能设备制造（30.2 万件）。同比增速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依次为：互联网平台（+32.4%）、智能设备制造

（+26.8%）、数字媒体设备制造（+25.2%）、其他数字技术应用

业（+25.0%）和软件开发（+24.1%）。

图 4. 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中类产业全球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15 数字产品服务业的数字产品维修专利数量仅 338件，未纳入在中类行业同比增速比较分析，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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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中类产业全球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三)五大知识产权局专利分布

授权情况。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多

的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达到 40.6 万件，其后依次

为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18.1 万件、日本特许厅（JPO）9.1

万件、韩国特许厅（KIPO）6.6 万件、欧洲专利局（EPO）4.1 万

件，五局合计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的 88.4%。

从同比增速看，欧洲专利局授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同

比增长最快，达到 27.0%，之后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1.2%）

和日本特许厅（+2.7%），中欧两局均高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

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同比增速（+11.7%）。美国专利商标局和韩

国特许厅为负增长，分别为-2.0%和-1.9%。

有效专利情况。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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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效量最大的为美国专利商标局（214.2 万件），其后依次为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195.3 万件）、日本特许厅（129.2 万件）、

韩国特许厅（68.6 万件）和欧洲专利局（45.1 万件）。从结构上

看，五局中，美国专利商标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

占比过半，达到 55.2%；之后为韩国特许厅（44.4%）、日本特许

厅（43.7%）、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39.1%）和欧洲专利局（34.8%）。

图 6. 2023 年五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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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截至 2023 年底五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四)十大技术来源国分布

授权情况。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

前 10 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16（41.8 万件）、美国（15.1 万件）、

日本（12.3 万件）、韩国（8.7 万件）、德国（2.4 万件）、法国

（9432 件）、瑞典（7033 件）、英国（6718 件）、加拿大（6529

件）和荷兰（6206 件），中美日韩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优势较

为突出。授权量前 10 国家中，中国同比增速最快，达到 19.3%，

比中国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速高 2.8 个百分点；其次为加

拿大（+11.4%）和美国（+9.6%），分别比各自全球发明专利授

权量同比增速高 2.7 个和 3.2 个百分点。从 2016 年至 2023 年位次

变化来看，排名前 10 位国家格局基本稳定，2016 年中国位居全

16 在“（四）十大技术来源国分布”中，中国数据统计中已包括港澳台地区权利人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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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 2 位，2017 年取代美国位居全球第 1 位，成为全球范围内获

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

图 8. 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按来源国排名前 10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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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6—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按来源国排名情况

有效情况。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

利有效量前 10 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190.1 万件）、日本（159.7

万件）、美国（144.3 万件）、韩国（84.5 万件）、德国（18.5

万件）、法国（8.2 万件）、荷兰（5.8 万件）、瑞典（5.5 万件）、

加拿大（4.7 万件）和英国（4.6 万件）。中、日、美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均超过百万件。从结构上看，前 10

国家中，各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各国全球

发明专利有效量的比重最高的是美国，达到 51.7%；瑞典（51.6%）

和加拿大（50.1%）位列第 2 位和第 3 位，均超过一半；中国占

比为 41.9%，在前 10 国家中处于第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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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按来源国排名前 10 情况

从有效发明专利分布来看，来自中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

明专利有效量中，84.3%集中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美、欧、

日、韩四局的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比分别为 10.9%、2.1%、1.7%和

1.0%，合计为 15.7%。相比之下，美国在其他四局的所占比重为

25.8%，日本为 39.4%，韩国为 41.2%。

从在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来看，中国拥有

20.7 万件，低于日本（35.8 万件），高于韩国（16.5 万件）和德

国（7.2 万件）。从在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有效

量比重看，中国仅为 10.9%，在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前 10 个技

术来源国中位居最后一位，远低于加拿大（70.8%）、英国（51.1%）、

瑞典（41.8%）、德国（38.9%）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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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截至 2023 年底十大技术来源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分布情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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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截至 2023 年底十大技术来源国在五局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比

(五)百强创新主体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前

100 的专利权人中，日本 37 家、中国 26 家、美国 21 家、韩国 7

家、德国 4 家、瑞典 2 家、荷兰 2 家、加拿大 1 家。机构类型上，

前 100 位的专利权人中，除 6 家高等院校和 2 家科研机构外，其

余均为企业。入围前 100 位的中国 26 家专利权人中，20 家为企

业，6 家为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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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截至 2023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排名前 100的专利权人国家分

布

二、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基本态势

(一)2016—2023 年发展趋势

授权情况。2023 年，我国1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

量为 40.6 万件，占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比重为 44.1%，占比较

2016 年高 13.5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1.2%，增速较上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速（+15.4%）5.8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 35.9 万件，占 88.5%；国外在华 4.7 万件，

占 11.5%。2016—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

量年均增速达到 18.5%，高于同期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

（+12.5%）6 个百分点。

17在“二、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基本态势”中，我国专利是指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授权、维持有效的

专利，按照申请人/专利权人来源地分为国内和国外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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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主体看，2023 年我国共有 6.4 万个企业专利权人获得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占我国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企

业专利权人数量的比重为 37.5%，占比较 2016 年高 9.3 个百分点；

同比增长 27.7%，高于同期我国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专利权

人同比增速（+20.4%）7.3 个百分点。

有效情况。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

利有效量为 195.3 万件，占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39.1%，占比

较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2.0%，增速较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 160.2 万件，占 82.0%；国外在华 35.1 万

件，占 18.0%。

图 14. 2023 年分国内外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有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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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6—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图 16. 2016—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专利权人情况

(二)四类产业专利分布结构

大类产业情况。2023 年，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发明专利授权

量最多（16.5 万件，占比 40.5%），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

（14.3 万件，35.2%）、数字技术应用业（9.9 万件，24.3%）和

数字产品服务业（145 件）；从同比增速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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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最快，同比增长 34.8%，其次为数字技术应用业，同比增长 25.3%，

之后为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9.5%。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数字产品制造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最大（96.3 万件，占比 49.3%），

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56.8 万件，29.1%）、数字技术应

用业（42.2 万件，21.6%）和数字产品服务业（436 件）；从同比

增速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29.7%，其次为数

字技术应用业，同比增长 26.6%，之后为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

增长 16.2%。

图 17. 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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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中类产业情况。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

权量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为：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12.4 万件）、

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8.9 万件）、软件开发（7.6 万件）、智

能设备制造（2.7 万件）和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2.6 万件）；同

比增速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依次是：互联网平台（+45.1%）、其他

数字要素驱动业（+33.9%）、软件开发（+26.7%）、计算机制造

（+25.3%）和信息技术服务（+24.1%）。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前 5 位的中类产业是：电子元

器件及设备制造（54.8 万件）、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50.9 万件）、

软件开发（32.0 万件）、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16.8 万件）和智

能设备制造（11.2 万件）；同比增速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依次是：

互联网平台（+53.1%）、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28.1%）、智能

设备制造（+27.2%）、软件开发（+27.1%）和信息技术服务（+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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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中类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图 20.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中类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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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地区专利分布

截至 2023 年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分别达到 43.0 万件、36.3 万件和 34.7

万件，合计占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71.1%，

“三强鼎立”态势持续稳固。成渝地区 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8.0 万件，同比增速达到 33.8%，高于国内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同比增速（+25.8%）8 个百分

点，发展潜力较大。

图 21.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区域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大类产业情况。2023 年，国内数字产品制造业发明专利授权

量最多（13.8 万件，占比 38.5%），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

（12.9 万件，35.9%）、数字技术应用业（9.2 万件，25.6%）和

数字产品服务业（133 件）；从同比增速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增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2024）

21

长最快，同比增长 33.8%，其次为数字技术应用业，同比增长 25.3%，

之后为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9.5%。截至 2023 年底，国内

数字产品制造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最大（74.6 万件，占比 46.6%），

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业（48.2 万件，30.1%）、数字技术应

用业（37.3 万件，23.3%）和数字产品服务业（391 件）；从同比

增速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33.6%，其次为数

字技术应用业，同比增长 29.7%，之后为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

增长 19.6%。

图 22. 2023 年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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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截至 2023 年底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中类产业情况。2023 年，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

权量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为：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11.1 万件）、

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7.3 万件）、软件开发（7.1 万件）、智

能设备制造（2.4 万件）和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2.2 万件）；同

比增速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依次是：互联网平台（+45.3%）、其他

数字要素驱动业（+32.5%）、软件开发（+26.5%）、计算机制造

（+26.1%）和信息技术服务（+24.2%）。截至 2023 年底，国内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前 5 位的中类产业是：其他数

字要素驱动业（43.0 万件）、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41.7 万件）、

软件开发（28.3 万件）、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13.3 万件）和智

能设备制造（9.6 万件）；同比增速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依次是：互

联网平台（+55.0%）、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31.8%）、软件开

发（+30.3%）、智能设备制造（+29.8%）和信息技术服务（+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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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3 年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中类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图 25.截至 2023 年底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中类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四)国外在华专利分布

授权情况。2023 年，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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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量为 4.7 万件，占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比重为 46.0%，

占比较 2016 年高 10.2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0.4%，而同期国外

在华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速为负（-0.9%）。2016—2023 年，

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达到 3.6%，

而同期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为负（-0.1%）。

从创新主体看，2023 年国外在华共有 5178 个企业专利权人

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占国外在华获得发明专利

授权的企业专利权人数量的比重为 38.2%，占比较 2016 年高 6.4

个百分点。

图 26. 2016—2023 年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专利权人比重情况

有效情况。截至 2023 年底，共有 93 个国家（地区）在华拥

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 35.1 万件，占国外在华发明

专利有效量的 39.1%。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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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本以 11.5 万件位居首位，美国（10.1 万件）紧随其后，韩

国（4.3 万件）、德国（2.4 万件）分列第 3 和第 4 位，前 4 国家

合计占国外在华的 80.8%。开曼群岛（1.2 万件）、荷兰（8657

件）、法国（7661 件）、瑞典（6391 件）、瑞士（4923 件）、

新加坡（4536 件）进入前 10。国外在华前 10 国家（地区）中，

从产业结构看，开曼群岛（93.8%）、新加坡（67.3%）、韩国（51.0%）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在华发明专利有效量的比重

超过一半，美国（46.6%）、瑞典（42.7%）和荷兰（41.5%）超

过 40%。从同比增速看，前 10 国家（地区）中，开曼群岛（+28.8%）、

新加坡（+15.4%）、韩国（+13.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

有效量同比增速较快。

截至 2023 年底，共有 80 个国家（地区）的企业在华拥有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 34.4 万件，涉及企业数量 1.9 万

家，企业数同比增长 2.9%。企业数量前 10 国家为：美国（6104

家，同比增长 2.4%）、日本（2666 家，同比增长 0.6%）、德国

（2070 家，同比增长 2.7%）、韩国（1526 家，同比增长 6.3%）、

法国（899 家，同比增长 1.8%）、英国（803 家，同比增长 1.6%）、

瑞士（621 家，同比增长 5.8%）、加拿大（503 家，同比增长 2.4%）、

意大利（486 家，同比增长 8.0%）和瑞典（413 家，同比增长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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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截至 2023 年底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大类产业情况。2023 年，国外在华数字产品制造业发明专利

授权量最多（2.6 万件，占比 56.3%），随后依次为数字要素驱动

业（1.4 万件，29.5%）、数字技术应用业（6644 件，14.2%）和

数字产品服务业（12 件）；从同比增速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增长

最快，同比增长 44.5%，其次为数字技术应用业，同比增长 25.7%，

之后为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增长 9.7%。截至 2023 年底，国外

在华数字产品制造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最大（21.7 万件，占比

61.8%），随后依次是数字要素驱动业（8.5 万件，24.4%）、数

字技术应用业（4.8 万件，13.8%）和数字产品服务业（34 件）；

从同比增速看，数字要素驱动业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11.3%，其

次为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同比增长 6.9%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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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2023 年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图 29.截至 2023 年底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大类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中类产业情况。2023 年，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

利授权量前 5 的中类产业为：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1.6 万件）、

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1.3 万件）、软件开发（5009 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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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雷达设备制造（4212 件）和智能设备制造（2620 件）；同比增

速前 5 的中类行业依次是：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47.4%）、互

联网平台（41.1%）、软件开发（29.2%）、信息技术服务业（22.8%）

和计算机制造（20.9%）。截至 2023 年底，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有

效量排名前 5 的依次是：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13.2 万件）、

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7.9 万件）、软件开发（3.7 件）、通讯及

雷达设备制造（3.5 万件）、数字媒体设备制造（1.7 万件）；同

比增速前 5 位的中类产业依次是：互联网平台（+29.1%）、其他

数字技术应用业（+18.9%）、智能设备制造（+13.3%）、其他数

字要素驱动业（+11.0%）和信息技术服务（+9.2%）

图 30. 2023 年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中类产业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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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截至 2023 年底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中类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情况

(五)百强创新主体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中，企业拥有 116.7 万件，占 72.8%，较同期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中企业所占比重（71.2%）高 1.6 个百分点；高等院校拥有 32.3

万件，占 20.1%；科研机构拥有 8.0 万件，占 5.0%。国内共有 17.3

万个专利权人拥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其中企业

15.5 万家，较上年增长 3.1 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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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截至 2023 年底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排名

前 100 的专利权人中，国内专利权人达到 78 个，其中企业数量为

37 家，高等院校为 40 家，科研机构为 1 家。

国外在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排名前 50 的专

利权人分布于日本（24 个）、美国（12 个）、韩国（7 个）、荷

兰（3 个）、德国（2 个）、芬兰（1 个）和瑞典（1 个）等 7 个

国家。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国际比较

(一)三方专利排名分析

专利实力是观察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竞争态势的重要视

角，从反映专利质量的国际通用指标三方专利量18来看，截至 2023

18 考虑到市场规模，本报告中将三方专利量定义为就同样一项发明创造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商标局、

欧洲专利局均提交发明专利申请的专利族数量。详细说明见“五、统计数据与方法”的“（二）专利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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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19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共 75.0 万项。其中，中

国2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 7.6 万项，全球21排名第 3 位，

美国（20.6 万项）和日本（15.6 万项）排名第 1 位和第 2 位，第

4 位到第 10 位为德国（6.7 万项）、韩国（6.5 万项）、荷兰（2.9

万项）、法国（2.7 万项）、瑞典（1.8 万项）、英国（1.4 万项）、

加拿大（1.1 万项）。

图 33.截至 2023 年底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项）

中美产业分析。截至 2023 年底，美国在数字产品制造业（12.6

万项）、数字要素驱动业（4.7 万项）、数字技术应用业（3.3 万

19 截至 2023年底三方专利量的计算周期为 2000年至 2023年期间公布的三方专利量。本报告中，三方专利量统计

起始时间为 2000年，截至某一年份的三方专利量均指 2000年至该统计年份期间公布的三方专利量。

20 在“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国际比较”中，中国数据统计范围为国内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1 在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前 10技术来源国中对标比较，包括：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法国、荷兰、瑞

典、加拿大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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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数字产品服务业（62 项）等 4 个大类产业的三方专利量均

位居全球首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15 个中类产业中，美国在 12

个中类产业三方专利量位居全球首位。

相比之下，大类产业中，中国在数字技术应用业（1.9 万项）、

数字要素驱动业（1.6 万项）等 2 个大类产业三方专利量位居全球

第 3 位，数字产品服务业（4 项）位居全球第 4 位，数字产品制

造业（4.1 万项）位居全球第 5 位。在中类产业中，中国在通讯及

雷达设备制造（1.5 万项）、互联网相关服务（1236 项）等 2 个

产业三方专利量位居全球第 2 位，在其他数字要素驱动业（1.5

万项）、软件开发（1.3 万项）、信息技术服务（3164 项）、电

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885 项）、互联网平台（799 项）等

5 个产业位居全球第 3 位，在计算机制造（3148 项）、数字媒体

设备制造（2756 项）、智能设备制造（2683 项）、其他数字技术

应用业（59 项）等 4 个产业三方专利量位居全球第 4 位，在电子

元器件及设备制造（1.7 万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518 项）、

数字产品维修（4 项）等 3 个产业位第 5 位，在其他数字产品制

造业（858 项）位居第 7 位。

从年度趋势来看，美国稳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全

球首位。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持续增长，排名稳步

提升，由 2016 年的全球第 6 位，提升到 2023 年的全球第 3 位。

与排名第 1 的美国相比，虽然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能力仍

低于美国，但增长潜力较大，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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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的比值由 2016 年的 17.1%，

进一步提升到 2023 年的 36.9%，差距逐年缩小。

图 34.主要国家 2016—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排名变化情况

从中国分中类产业三方专利量变化趋势及全球排名看，其他

数字技术应用业、智能设备制造等产业提升最快。例如，智能设

备制造截至 2023 年底的三方专利量（2683 项）是 2016年（318

项）的 8.4 倍，排名由 2016 年的第 10 位提高到 2023 年的第 4

位。智能设备制造所属小类产业中，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截至 2023

年底三方专利量是 2016 年的 14.7 倍，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是

12.6 倍，工业机器人制造是 12.0 倍，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是 11.5

倍，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是 11.4倍，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是 8.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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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显性技术优势分析

从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技术专业化水平的显性技术优势

指数（RTA 指数）22来看，截至 2023 年底，相对于全球三方专利

量平均水平，中国在数字产品制造业（1.2）、数字技术应用业（2.2）、

数字要素驱动业（1.6）等大类产业已经具备比较优势。分中类产

业看，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软件开发、互联网相关服务的 RTA

指数分别达到 2.8、2.5 和 1.9，专业化水平远高于其他产业，专利

布局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相比之下，在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

（0.8）、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0.8）、信息基础设施建设（0.7）、

其他数字产品制造业（0.4）等中类产业的 RTA 指数小于 1，专业

化水平较低，尚不具备比较优势。

图 35.截至 2023 年底中美日韩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中类产业 RTA 指数对比情况

22 显性技术优势指数（RTA指数）反映了某地区在某技术领域的专业化水平。本报告基于三方专利量计算各国在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的 RTA指数。详细说明见“五、统计数据与方法”的“（二）专利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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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特点分析

本报告基于专利规模、结构、速度、质量等相关统计指标，

通过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16—2023 年发明专利授权趋势以

及 2023 年发明专利授权、有效及国际比较状况，得出如下特点：

一是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增长动能强劲。2023 年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88.8 万件，占全球发明专利

授权量的比重为 44.4%，同比增长 11.7%，比全球发明专利授权

量同比增速高 2.8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排名前 5 位依次为 CNIPA（40.6 万件）、USPTO（18.1 万件）、

JPO（9.1 万件）、KIPO（6.6 万件）、EPO（4.1 万件）。从同比

增速看，EPO 授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同比增长最快，

达到 27.0%，之后为 CNIPA（+21.2%）和 JPO（+2.7%），中欧

两局均高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同比增速

（+11.7%）。

二是中日美韩引领全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依

次是中国（190.1 万件）、日本（159.7 万件）、美国（144.3 万件）、

韩国（84.5 万件）、德国（18.5 万件）、法国（8.2 万件）、荷兰

（5.8 万件）、瑞典（5.5 万件）、加拿大（4.7 万件）和英国（4.6

万件）。截至 2023 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前

100 专利权人主要集中在日本（37 家）、中国（26 家）、美国（21

家）、韩国（7 家）等国家。从授权量位次变化来看，2016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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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10 国家分

布基本稳定，2016 年中国位居全球第 2 位，2017 年取代美国位居

全球第 1 位，成为全球范围内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授权发明专

利最多的国家。

三是数字产品制造业为全球布局重点且数字要素驱动业为

创新增长热点。从专利规模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球发明专利

有效量主要集中在数字产品制造业，截至 2023 年底达到 383.0 万

件，占比为 58.7%；从同比增速看，不考虑数字产品服务业，数

字要素驱动业增长最快，2023 年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21.5%。从中类产业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全球发明专利有

效量（221.8 万件）最多，互联网平台 2023 年全球发明专利授权

量同比增速（+28.7%）最快。

四是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持续活跃。2023 年我国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40.6 万件，占我国发明专利授权

量的比重为 44.1%，占比较 2016 年高 13.5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1.2%，高于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速（+15.4%）。从创新

主体看，2023 年共有 6.4 万家企业在我国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发明专利授权，同比增长 27.7%。其中，国内企业 5.8 万家，同

比增长 31.1%，企业数量达到 2016 年（1.46 万家）的 4 倍。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为 160.2

万件，占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39.2%，占比较 2016 年提高 8.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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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三方专利量稳步提升。中国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中美欧三方专利量持续增长，排名由 2016 年的全球

第 6 位提升到 2023 年的第 3 位，达 7.6 万项，仅次于美国（20.6

万项）和日本（15.6 万项）。分产业三方专利量全球排名方面，

我国数字技术应用业（1.9 万项）、数字要素驱动业（1.6 万项）

三方专利量位居全球第 3 位，数字产品制造业（4.1 万项）位居全

球第 5 位，尤其在二级产业中的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三方专利量全

球排名第 1 位。从反映技术专业化水平的 RTA 指数来看，通讯

及雷达设备制造、软件开发、互联网相关服务等中类产业的 RTA

指数分别达到 2.8、2.5 和 1.9，专业化水平高，专利布局比较优势

明显。

六是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海外布局步伐稳健。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有效发

明专利为 14.0 万件，占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8.7%，较上年降低 1.1 个百分点，高于国内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

的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的比重，我国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技术出海”趋势显现。从中类产业看，通讯及雷达设

备制造（13.9%）、计算机制造（13.2%）、数字媒体设备制造（12.8%）、

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10.3%）等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

专利有效量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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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截至 2023年底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中类产业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有效量情况

七是国外企业更加重视在华数字技术专利布局。截至 2023

年底，共有 93 个国家（地区）在华拥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

明专利 35.1 万件，占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39.1%，其中，

日本（11.5 万件，同比增速为 4.3%）和美国（10.1 万件，7.1%）

位居前 2 位，之后为韩国（4.3 万件，13.1%）和德国（2.4 万件，

7.2%）。国外共有 1.9 万家企业在华拥有 34.4 万件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尽管近年国外在华获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

明专利授权的企业数量有所降低，由 2021 年的 5383 家下降为

2023 年的 5187 家，但占国外在华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企业总量的

比重不断提升，由 2021 年的 34.1%提高到 2023 年的 38.2%，反

映了国外企业在华专利布局不断加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趋势。

八是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专利优势尚不明显。截至 2023 年

底，从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分国内外产业布局结

构来看，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中数字产品制造业占 46.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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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在华这一比例为 61.8%。在数字产品制造业中，国外在华更

侧重于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光电子

器件制造、电子电路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信息化学品

制造等重点产业专利布局。例如，国外在华数字产品制造业中，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比为 14.8%，而国内仅为

7.4%。在数字要素驱动业中，国外在华专利布局更侧重于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数字经济底层支撑产业，而

国内更侧重于互联网平台。从反映技术专业化水平的 RTA 指数

来看，我国专业化水平比较低、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集

中在数字产品制造关键基础环节，例如，信息化学品制造（0.3）、

增材制造装备制造（0.3）、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0.4）、半导

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0.5）、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0.5）

等小类产业 RTA 指数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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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截至 2023 年底国内与国外在华数字产品制造业各小类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比对比情

况

九是我国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具备较好的产学研协同基

础。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排名

前 100 的专利权人中，国内专利权人 78 个，其中企业数量为 37

家，高等院校为 40 家，科研机构为 1 家。2023 年，我国国内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学研合作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23为 1.9 万件，占

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的比重为 2.8%，略高

23 产学研合作申请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是指高等院校和/或科研机构与企业为共同申请人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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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中产学研合作申请所占比重（2.5%），

同比增长 10.3%，为国内产学研合作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同比增

速（+20.4%）的一半左右。从中类产业情况看，国内在智能设备

制造（+0.2%）、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4.8%）、其他数字产

品制造业（-10.1%）等产业产学研合作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同比

增速相对较低，产学研合作尚不活跃，高校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

潜力有待挖掘提升。

图 38. 2023 年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各中类产业产学研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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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数据与方法

(一)专利统计数据库

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

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国知办函规字〔2023〕203 号），

构建中英文检索式，对全球发明专利基于大数据集群进行产业领

域代码标引，并对统计监测常用字段进行清洗加工，形成全球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统计数据库。数据库收集了 1960 年以来，

包括中美欧日韩五大知识产权局在内的 105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

的超过 2800 万条发明专利数据。数据库又分为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授权、有效以及权利人信息等统计子数据库，按月动态更新。可

从国别、区域、创新主体、技术领域等多个维度开展统计分析。

(二)专利统计指标

本报告专利统计指标及相关说明如下：

表 1.专利统计指标释义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单位 指标说明

1 发明专利授权量 规模类指标 件
专利行政部门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数量，按授
权公告日统计。

2 发明专利有效量 规模类指标 件
在统计时点处于专利权维持状态的发明专利数
量。

3 同比增速 速度类指标 %
计算公式为：（当年度指标值-上年指标值）/上
年指标值×100%。

4 专利权人数量 规模类指标 个 发明专利的第一权利人数量。

5 三方专利量 质量类指标 项

三方专利量是指就同样一项发明创造在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均
提交发明专利申请的专利族数量。三方专利量是

评价国家或地区专利实力和技术竞争力的常用
国际可比指标。基于扩展同族统计。分年度统计

时，按照成为三方专利量对应的公开日统计。分

技术来源地区或申请人统计时，按照专利族中最
早优先权日对应专利的申请人国别、申请人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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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单位 指标说明

6
显性技术优势指数
（RTA 指数）

质量类指标 -

根据欧洲专利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专利统计报告，显性技术优
势指数（RTA 指数），又称为专利专业化指数、

专利相对优势指数、技术专注力指数等，反映了
某地区在某技术领域的专业化水平。

当某地区在某技术领域没有专利时，RTA 指数
等于 0；当某地区在某技术领域拥有的专利比例

等于在所有领域拥有的专利比例时，RTA 指数
等于 1（无专业化）；专业化程度增高时，RTA
指数迅速增长。RTA 指数大于 1，意味着专业化
水平高，具有比较优势，数值越大技术相对优势
越显著。具体计算公式为：RTA 指数=（某地区

某技术领域三方专利量/某地区三方专利量）/（全
球某技术领域三方专利量/全球三方专利量）。

7
产学研合作发明专
利申请公开量

质量类指标 件
产学研合作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是指高等院校
和/或科研机构与企业作为共同申请人（原始申

请人）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并公开的数量。

(三)统计事项说明

1. 本报告所用专利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2 日。

2. 为便于统计，本报告中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数据使用经中

美欧日韩五大知识产权局授权并维持有效的发明专利数量。

3. 本报告中，三方专利量统计起始时间为 2000 年，截至某

一年份的三方专利量均指 2000 年至该统计年份期间公布的三方

专利量。

4. 本报告中，考虑到阿里巴巴等企业注册地在开曼群岛，按

地区统计时，未将阿里巴巴等数据合并入中国，仍按照开曼群岛

单独统计。

5. 本报告分产业统计时，采用分数计数法。一项专利可能对

应多个行业（产业），如采用分数计数法，则对于一项专利对应

的每个产业给出均等的分数计数，即若 1 件专利对应 n 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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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每个产业中都计数 1/n 件。由此，专利按行业（产业）对应

的整体计数之和等于专利总数。

6. 本报告在按照分数计数法对各产业进行统计时，因小数取

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配平处理。

7. 本报告中，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的专利量均基于第一申

请人/第一专利权人统计。

本报告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组织编写，北京六棱镜

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统计分析支撑。在报告的编制过程中，

得到了中国知识产权报社原党委书记陈燕、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厅

长蔡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沈恒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主任熊鸿儒、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规划所创新研究部主任张中雍、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数字产

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奇、中关村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秘书处主任

解洪兴、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气候应对

处副研究员陈程等各方领导和专家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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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2023）》的通知

国知办函规字〔2023〕20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四川省

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各地方有关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局机

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商标局，局其他直属单位、各社会团

体：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相关部署要

求，助力构建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加强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专利规模、结构、质量的统计监测，满足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

各界相关统计需求，为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统计支撑，促进知识

产权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融合发展，我局组织制定了《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在工作中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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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

参照关系表（2023）

一、制定目的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相关部署要

求，加强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规模、结构、质量的统计监测，

支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特制定本参照关系表。

本参照关系表适用于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发展状况进

行宏观统计监测，适用于各地方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结合实际需

要开展相关产业专利统计分析工作。

二、制定原则

（一）以党中央、国务院重要部署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等重要政策文件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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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数字经济统计分类和国际专利分类为依据。基于《数

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国际专利分类表（IPC）》，

将国际专利分类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进行对照，最大程度覆

盖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关的专利，为开展专利统计国际比较奠

定基础。

（三）以满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统计监测需求为目标。

立足专利统计工作实际，充分考虑可操作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支撑相关专利统计数据库构建，同时兼顾可调整性，根据国家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国际专利分类的修订实现适应性调整。

三、参照范围

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

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

类经济活动，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

03 数字技术应用业和 04 数字要素驱动业等 4 个大类。本参照关

系表针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4 个大类中的 15 个中类、86 个小类

建立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涉及国际专利分类表 8 个部、

54 个大类、154 个小类、266 个大组、8367 个小组。

四、有关说明

（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大类、中类、小类分类代码及名称

相关表述均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相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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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应一个或多个国际专利分类，所

述国际专利分类对应的关键词概述是对该专利分类的进一步限定，

应结合实际在统计分析中使用。

（三）一个国际专利分类可对应到一个或多个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表明该国际专利分类下专利与一个或多个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相关。一件专利如对应两个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小类，在汇

总统计上一级产业专利时，应做去重处理。

（四）国际专利分类号后加“*”表示包括国际专利分类该层

级及以下所有分类号。

（五）本参照关系表制定参考《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网络版）

和《国际专利分类表（IPC 2022.01）》。

五、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

大类

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

中类

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

小类

国际专利分类 关键词概述

01数字产

品制造业

0101计算

机制造

010101计
算机整机

制造

G06F1*、G06F5*、G06F7*、
G06F15*、G06F17*、G06F21*、
H05K*

计算机工作站、微型计算

机、服务器等计算机整机设

备制造

010102计
算机零部

件制造

G06F1*、G06F3*、G06F5*、
G06F7*、G06F15*、G06F17*、
G06F21*、H05K*、H02J7*、H02M*

计算机显示设备、板卡、电

源、机箱、网卡、电脑、鼠

标、键盘等计算机零部件制

造

010103计
算机外围

设备制造

G06F1*、G06F3*、G06F5*、
G06F7*、G06F15*、G06F17*、
G06F21*、H05K*、G10L15*、
G11B3*、G11B5*、G11B7*、G11C*

计算机外部输入设备、输出

设备、外存储设备、阅读机、

数据转录设备、外部设备耗

材等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010104工
业控制计

算机及系

统制造

G06E*、G06F1*、G06F3*、G06F5*、
G06F7*、G06F15*、G06F17*、
G06F21*、G06J*、H05K*、
G05B19/418

工业控制计算机制造；工业

控制计算机处理部件、输入

部件、输出部件、网络控制

设备等工业控制计算机系

统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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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

大类

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

中类

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

小类

国际专利分类 关键词概述

010105信
息安全设

备制造

G06F1*、G06F3*、G06F5*、
G06F7*、G06F11*、G06F15*、
G06F17*、G06F21*、H05K*

边界安全、通信安全、身份

鉴别与访问控制、数据安

全、基础平台、内容安全、

评估审计与监控、安全应用

设备等信息安全设备制造

010106其
他计算机

制造

G06F1*、G06F3*、G06F5*、
G06F7*、G06F11*、G06F15*、
G06F17*、G06F21*、H05K*、
G06N10*

数字式处理设备、网络设备

等含有中央处理器的计算

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

0102通讯

及雷达设

备制造

010201通
信系统设

备制造

G02B6*、G02B26*、G02F1*、
H01Q*、H04B1*、H04B3*、
H04B5*、H04B7*、H04B10*、
H04B11*、H04B13*、H04B14*、
H04B15*、H04B17*、H04J1*、
H04J3*、H04J4*、H04J7*、H04J9*、
H04J11*、H04J13*、H04J14*、
H04K*、H04L1*、H04L5*、H04L7*、
H04L9*、H04L12*、H04L25*、
H04L27*、H04L61*、H04L65*、
H04L67*、H04L69*、H04M3*、
H04M5*、H04M7*、H04Q1*、
H04Q3*、H04Q5*、H04Q9*、
H04Q11*、H04W*

固定通信或移动通信的通

信接入、传输、交换设备等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010202通
信终端设

备制造

H01Q*、H04B1*、H04B5*、
H04B7*、H04J3*、H04J13*、
H04J99*、H04L13*、H04L15*、
H04L17*、H04L19*、H04L21*、
H04L23*、H04L25*、H04L61*、
H04L65*、H04L67*、H04L69*、
H04M1*、H04M3*、H04M9*、
H04M11*、H04M13*、H04M15*、
H04M17*、H04M19*、H04M99*、
H04N1*、H04Q1*、H04Q11*、
H04W*

固定通信终端或移动通信

终端制造

010203雷
达及配套

设备制造

A63H30*、G01S*、G08G1/0962、
G08G1/0968、G08G1/0969、
G08G1/133、G08G1/137、H01Q*、
H04B1*、H04B7*

导航、识别、侦查用雷达设

备制造

0103数字

媒体设备

制造

010301广
播电视节

目制作及

发射设备

制造

H04H20*、H04H60*、H04J14*、
H04N1*、H04N5*、H04N7*、
H04N11*、H04N13*、H04N21*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设备、

播控设备、发射设备制造

010302广
播电视接

H01Q、H04H40*、H04N5*、
H04N7*、H04N9*、H04N13*、

电视接收设备、广播接收设

备、卫星广播电视接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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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设备制

造

H04N19*、H04N21* 等非家用广播电视接收设

备制造

010303广
播电视专

用配件制

造

H04H40*、H04N9*、H04N13*、
H04N19*、H04N21*、H04N5*、
H01Q*

录像设备、重放设备、音频

电子放大器、拾音器、天线

等广播电视配件制造

010304专
业音响设

备制造

H01Q*、H04H40*、H04N5*、
H04N7*、H04N9*、H04N13*、
H04N19*、H04N21*、H04R1/00、
H04R1/06、H04R1/08、H04R1/10、
H04R1/12、H04R1/16、H04R1/20、
H04R1/22、H04R1/24、H04R1/26、
H04R1/28、H04R1/30、H04R1/32、
H04R1/34、H04R1/36、H04R1/38、
H04R1/40、H04R1/42、H04R5*、
H04R7*、H04R9*、H04R11*、
H04R13*、H04R15*、H04R17*、
H04R19*、H04R21*、H04R23*、
H04R27*、H04R31*

音源设备、调音台、音频处

理器、扩声设备、功放设备、

音箱、耳机等录音、音响及

配套设备制造

010305应
用电视设

备及其他

广播电视

设备制造

H04N13* 、H04N17*、H04H* 监控电视摄像机、高温电视

设备、X光电视设备、微光

电视设备、立体电视设备等

特殊场景、应用下使用的电

视设备及广播电视设备制

造

010306电
视机制造

G03B21*、G09F9*、G09G*、H01L*、
H04M1*、H04N*、H04N3*、
H04N5*、H04N9*、H04N11*

显像管彩色电视机、液晶电

视机、等离子电视机、交互

电视机、智能电视机等电视

机制造

010307音
响设备制

造

G11B11*、G11B13*、G11B15*、
G11B17*、G11B19*、G11B20*、
G11B21*、G11B25*、G11B27*、
G11B3/00、G11B3/02、G11B3/08、
G11B3/085、G11B3/09、G11B3/095、
G11B3/10、G11B3/12、G11B3/14、
G11B3/16、G11B3/18、G11B3/20、
G11B3/22、G11B3/24、G11B3/26、
G11B3/28、G11B3/30、G11B3/31、
G11B3/32、G11B3/34、G11B3/40、
G11B3/42、G11B3/44、G11B3/46、
G11B3/48、G11B3/50、G11B3/52、
G11B3/54、G11B3/56、G11B3/58、
G11B3/60、G11B3/61、G11B3/66、
G11B5/00、G11B5/027、G11B5/03、

智能音响、无线电收音机、

收录音机、唱机等音响设备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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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B5/035、G11B5/09、G11B5/10、
G11B5/105、G11B5/11、G11B5/115、
G11B5/127、G11B5/133、
G11B5/147、G11B5/153、G11B5/17、
G11B5/187、G11B5/193、G11B5/21、
G11B5/23、G11B5/235、G11B5/245、
G11B5/255、G11B5/265、G11B5/29、
G11B5/31、G11B5/325、G11B5/33、
G11B5/335、G11B5/35、G11B5/37、
G11B5/39、G11B5/40、G11B5/41、
G11B5/455、G11B5/465、G11B5/48、
G11B5/49、G11B5/50、G11B5/52、
G11B5/53、G11B5/58、G11B5/584、
G11B5/588、G11B5/592、
G11B5/596、G11B5/60、G11B7/00、
G11B7/002、G11B7/0025、
G11B7/003、G11B7/0045、
G11B7/005、G11B7/0055、
G11B7/006、G11B7/0065、
G11B7/007、G11B7/013、G11B7/08、
G11B7/085、G11B7/09、G11B7/095、
G11B7/10、G11B7/12、G11B7/121、
G11B7/122、G11B7/123、
G11B7/133、G11B7/135、
G11B7/1353、G11B7/1356、
G11B7/1359、G11B7/1362、
G11B7/1365、G11B7/1367、
G11B31*、G11B33*、H04R31*、
H04S*、H05K11*

010308影
视录放设

备制造

G11B31*、G11B33*、H04N5*、
H04N21*、H04N101*

智能机顶盒、录像机、摄像

机、激光视盘机等影视设备

制造

0104智能

设备制造

010401工
业机器人

制造

B25J1*、B25J3*、B25J5*、B25J7*、
B25J9*、B25J11*、B25J13*、
B25J15*、B25J17*、B25J18*、
B25J19*、B25J21*

实现搬运、上下料、焊接、

喷涂、装配、拆卸、打磨、

切割、物流等功能的工业机

器人制造

010402特
殊作业机

器人制造

B08B*、B60S*、B25J* 在水下、高温、低温、辐射、

腐蚀、高空等特定环境下作

业的机器人制造；国防、科

学考察、农业、林业、渔业

等行业中使用的机器人制

造

010403智
能照明器

具制造

H01R*、F21V*、H01F*、H05B45*、
H05B47*

智能照明控制器、智能照明

开关、智能照明遥控系统、

智能照明灯具等智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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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制造

010404可
穿戴智能

设备制造

A61B5*、G06F*、G06T19*、
G06K9*、G06V*、H04N13*、
G06T17*、G06T7*、G02B27*

智能眼镜、智能头盔、智能

手表、智能鞋等穿戴于手

部、腿部、头部等部位的智

能设备制造

010405智
能车载设

备制造

B60R*、G01S13*、G01S17*、
G06F*、G07C5*、H04L69*、
H04N7*、H04W4/40、H05K*

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车辆定

位跟踪设备、身份识别设

备、车载导航设备、车载雷

达、车载网关、智能控制器

等实现车联网、自动驾驶、

车内及车际通讯、交通设施

通信功能的智能车载设备

制造

010406智
能无人飞

行器制造

G05D*、A01M*、B64C27*、
B64C39/02、B64D47/08、F16M11*、
G03B17/56、H04N5/232

遥感测绘、娱乐、商业等应

用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010407服
务消费机

器人制造

A47L1/02、A47L5/12、A47L9*、
A47L11*、B08B*、B25J*、D06F*、
G05B19*、G05D1*

在服务、家务、餐饮、宾馆、

娱乐、医疗、清洁、图书馆、

档案馆、客服、教育、助老

助残、疾病康复、清扫等场

景下的机器人制造

010408其
他智能消

费设备制

造

G02B27/01、G02B30*、G06F17*、
B25J*、G05D1*、H04L69*、
H04N13*、G05B19*、D06F*

在智能家庭、虚拟现实、体

育活动、文化场馆等应用下

的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0105电子

元器件及

设备制造

010501半
导体器件

专用设备

制造

C23C16*、H01L*、G03F*、
GC23C16*、H01L*、G03F*、
G02F1*、G09G*、H01H*、H01G*、
H01C*、C23C14/35、B28D5*

半导体材料、集成电路、二

极管、三极管、太阳能电池

片等半导体器件生产设备

制造

010502电
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

件设备制

造

C23C16*、H01C*、H01F*、H01G*、
H01H*、H01L*、H01M*、H01L31*、
H03H*

电容、电阻、电感、印刷电

路板、电声元件、锂离子电

池等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

制造；机电组件生产设备制

造

010503电
力电子元

器件制造

G05F1*、H01B*、H01H45*、
H01H49*、H01H50*、H01H51*、
H01H53*、H01H55*、H01H57*、
H01H59*、H01H61*、H01L23*、
H01L25*、H01L27*、H01L29*、
H01L45*、H01L47*、H01R13*、
H02B*、H02H*、H02J*、H02M*、
H02P*、H03K17*、H05K7*

电路连接装置、功率转换器

件、电流保护装置、风能发

电保护控制装置、光热设备

及元器件等涉及电能变换

和控制的电子元器件制造

010504光
伏设备及

H01L31*、H02S* 太阳能电池制造；太阳能电

池控制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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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器件制

造

010505电
气信号设

备装置制

造

B62J6*、B60Q1*、B63B45/00、
B64D47/02、B64D47/04、
B64D47/06、G10K1*、B61D41*、
B60R25*、A44C19*、B60C23*、
B60Q11*、B60Q5*、B60Q7*、
B60Q9*、B61D41/04、B61L15*、
B61L29/24、B61L29/26、
B61L29/28、B61L29/30、
B61L29/32、B62J3*、B62H5/20、
B63B45/08、G07G3*、G08B*、
G10K11*、G10K15*、G10K7*、
G10K9*

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信号

装置及电气音响或视觉报

警、警告、指示等电气信号

设备装置制造

010506电
子真空器

件制造

H01J* 电子管及零件制造；显像

管、显示管、射线计数管、

光电阴极管等真空电子器

件制造

010507半
导体分立

器件制造

H01L21/331、H01L21/332、
H01L29/73、H01L29/732、
H01L29/735、H01L29/737、
H01L29/739、H01L29/74、
H01L29/78、H01L29/866、
H01L29/868、H01L29/87、
H01L29/872、H01L29/88、
H01L29/885

半导体二极管、半导体三极

管制造；小信号晶体管、功

率晶体管、半导体敏感器件

等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010508集
成电路制

造

H01L21*、G06F1*、G06F3*、
G06F5*、G06F7*、G06F15*、
G06F17*、G06F21*、H05K*

集成电路圆片、多形式集成

电路封装、MOS微器件、逻

辑电路、存储器、模拟电路、

智能卡芯片、传感器电路、

微波集成电路等集成电路

制造

010509显
示器件制

造

B23K26*、B41J2*、C09K11*、
C09K9*、C23C14*、C23C16*、
G01M*、G01N*、G02C*、G02F*、
G02F1/13、G03B*、G06F*、G09F9*、
G09G3*、G09G5*、H01H*、
H01L21*、H01L23*、H01L25/075、
H01L25/13、H01L27/15、
H01L27/32、H01L33*、H01L51/50、
H01L51/52、H01L51/54、
H01L51/56、H01S*、H04M*、H05B*

液晶显示器件、真空荧光显

示器件、有机发光二极管显

示器件、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件、微型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件、场发射显示器件、电泳

显示器件等显示器件制造

010510半
导体照明

器件制造

B23K26*、B41J2*、C09K9*、
C09K11*、C23C14*、C23C16*、
G09F9/33、G09G3/32、H01L21*、

发光二极管、有机发光二极

管等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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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L23*、H01L25/075、H01L25/13、
H01L27/15、H01L27/32、H01L33*、
H01L51/50、H01L51/52、
H01L51/54、H01L51/56

010511光
电子器件

制造

H01L31*、H01L33*、H01L51*、
H01S*、G02B6/42、G02B6/26、
G02B5/18、G03F7/00、G03F7/20

电子束光电器件、发光器

件、光敏器件、激光器件、

红外器件、通信有源光器件

等光电子器件制造

010512电
阻电容电

感元件制

造

H01G*、H01C*、H01F17*、
H01F19*、H01F21*、H01F27*、
H01F29*、H01F30*、H01F36*、
H01F37*、H01F38*、H01F41*

电容器、电阻器、电位器、

电感器件、电子变压器件制

造

010513电
子电路制

造

H05K1*、H05K3*、G01R*、H01L* 印刷电路板制造；印刷电路

板及元器件构成的电子电

路功能组合件制造

010514敏
感元件及

传感器制

造

H01F*、G01L1/22、G01L9*、
H01L49/00、G01B7/16、
H04W84/18、G01D21/02、
G06F3/041、G01R19/00、
G01N27/00、G01N27/02、
G01N27/04、G01N27/06、
G01N27/14、G01N27/16、
G01N27/18、G01N27/22

力敏、压敏、光敏、热敏、

磁敏、湿敏、气敏等电子元

件或传感器制造

010515电
声器件及

零件制造

G10K*、G10K9*、G11B*、
G11B15*、H01C*、H01F*、H01G*、
H01P*、H04R*

传声器、扬声器、蜂鸣器、

耳机、音箱等电声器件制

造；电声零件制造

010516电
子专用材

料制造

C04B35*、C09K9*、C09K11*、
C09K19*、C23C14*、C23F1*、
C30B15*、C30B17*、C30B29*、
H01F1*、H01L21*、H01L33*、
H01M8*、H01C*、H01P*、H01G*

半导体材料、光电子材料、

磁性材料、锂电池材料、电

子陶瓷材料、覆铜板及铜箔

材料、电子化工材料等专用

电子功能材料、互联与封装

材料、工艺及辅助材料制造

010517其
他元器件

及设备制

造

A61B5/00、A61N5/10、B23K26*、
B41J2*、C09K*、C23C14*、
C23C16*、E01F8*、E04B1/80、
E04B1/82、E04B1/84、E04B1/86、
E04B1/88、E04B1/98、E04D13/18、
E06B5/20、F24F13/24、G01M*、
G01N*、G05D19*、G06F3/042、
G06F15/02、G06F17*、G07D*、
G07F*、G07G*、G10K11/16、
H01H*、H01L21*、H01L23*、
H01L25/075、H01L25/13、
H01L27/15、H01L27/32、H01L33*、

磁卡、磁头、光学头、家用

天线、调谐器、偏转线圈、

录音磁鼓、录像磁鼓等电子

器件制造；

频率元器件、连接器与线缆

组件等电子元件制造；

噪音控制设备、电子加速

器、金融电子应用设备等电

子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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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L51*、H01P*、H01R13*、
H03B5*、H03H9*、H03J*、H03L*、
H04L61*、H04L65*、H04L67*、
H04L69*、H04M*、H05B*、H05H*

0106其他

数字产品

制造业

010601记
录媒介复

制

G06K* 录音带、录像带、软盘、磁

盘、唱片、光盘等记录媒介

复制品

010602电
子游戏游

艺设备制

造

A63F13* 电子游戏；室内电子游乐设

备制造

010603信
息化学品

制造

A61K41*、C01B33*、G03C1*、
G03C3*、G03C5*、G03C7*、
G03C8*、G03F*、G03G9*、
G03G13*、G11B3/68、G11B3/70、
G11B3/72、G11B3/74、G11B3/76、
G11B3/78、G11B3/80、G11B3/90、
G11B5/84、G11B5/842、G11B5/845、
G11B5/848、G11B5/85、G11B5/851、
G11B5/852、G11B5/855、
G11B5/858、G11B7/26、G11B23*

电影、照相、幻灯及投影用

感光材料；摄影、复印用化

学制剂；医用、工业用X光

胶片等信息化学品制造

010604计
算器及货

币专用设

备制造

G06M*、G06G3*、G07B*、G07D*、
G07F*、G07G*

电子计算器、会计计算机、

现金出纳机、POS机、税控

机等金融、商业、办公领域

使用的专用计算设备制造；

货币专用设备制造

010605增
材制造装

备制造

B22F*、B29C*、B23K*、C22C*、
C03B*、F26B*

3D打印机等增材制造设备；

增材制造设备零部件制造

010606专
用电线、电

缆制造

H01B* 通信电缆、交通信号电缆、

电话电缆、计算机网络电缆

等传播声音、文字、图像信

息使用的电线制造、电缆制

造

010607光
纤制造

H01B5*、G02B6* 光纤制造

010608光
缆制造

H01B5*、G02B6* 光缆制造

010609工
业自动控

制系统装

置制造

G01F1*、G01F23*、G01K1*、
G01K3*、G01K5*、G01K7*、
G01K9*、G01K13*、G01K15*、
G01L19/00、G01M3/26、G01P5/01、
H04L12*、G05B*、G05D*、G05F*、
G05G*、F15B*、F16K*

工业制造场景下温度、压

力、流量、物位等变量测控

或者物体位置、倾斜、旋转

等参数调控的工业控制系

统、检测仪表、执行机构及

配套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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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数字产

品服务业

0204数字

产品维修

020401计
算机和辅

助设备修

理

G06Q10*、G06Q50*、B25H3*、
B25H5*、B25H1*

计算机维修；计算机外部设

备维修

020402通
讯设备修

理

G06Q10*、G06Q50*、B25H3*、
B25H5*、B25H1*

电话机、传真机、手机等固

定通讯设备或移动通讯设

备维修

03数字技

术应用业

0301软件

开发

030101基
础软件开

发

G06F5*、G06F8*、G06F9*、
G06F12*、G06F13*、G06F16*、
G06N*

搜索引擎、操作系统软件、

数据库系统软件、中间软件

等对硬件资源调度管理、对

应用软件提供运行支撑的

软件开发

030102支
撑软件开

发

G06F8*、G06T17*、G06T19* 需求分析软件、建模软件、

集成开发环境、测试软件、

环境数据库软件等支撑软

件开发

030103应
用软件开

发

G06F21*、G06F17*、G06F3/048、
G06F3/0481、G06F3/04812、
G06F3/04815、G06F3/04817、
G06T1*、G06T3*、G06T5*、
G06T7*、G06T9*、G06T11*、
G06T13*、G06T15*、G06K*、
H04W*、H04N*、H04L*、
G10L15/22、G10L15/26、
G01C21/34、G06Q30/02、
G06F111*、G06F30*

通用软件、工业软件、嵌入

式应用软件等软件开发；

面向政务、金融、通信、交

通运输、能源、医疗、教育、

新闻等领域的行业应用软

件开发

030104其
他软件开

发

G06F21*、G06F8* 平台软件、信息安全软件等

软件开发

0302电
信、广播

电视和卫

星传输服

务

030201电
信

H04M*、H04W* 固定通信、移动通信、增值

电信、通信数据传送、通信

设施管理、集群通信等通信

服务

030202广
播电视传

输服务

H04N7*、H04N17*、H04N21* 有线广播电视、无线广播电

视等传输、维护、运行、监

测、管理服务

030203卫
星传输服

务

H04N21*、G01S19*、H04B7* 卫星广播、卫星直播、卫星

通信活动等卫星传输服务

0303互联

网相关服

务

030301互
联网接入

及相关服

务

G06Q*、H04L12*、H04L43*、
H04L61*、H04L65*、H04L67*、
H04L69*、G06F17*

涉及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互

联网管理等互联网接入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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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02互
联网搜索

服务

G06Q*、H04L12*、H04L67*、
G06F16*、G06F17*

互联网综合搜索、垂直搜

索、语义分析及搜索、智能

搜索等互联网搜索服务

030303互
联网游戏

服务

A63F13*、G06Q*、H04L12*、
H04L67*、G06F17*

休闲类网络游戏、网络电子

竞技、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

等互联网游戏服务

030304互
联网资讯

服务

G06Q*、H04L12*、H04L67*、
G06F16*、G06F17*

网络新闻、网络新媒体、网

络信息发布等互联网资讯

服务

030305互
联网安全

服务

G06Q*、H04L1*、H04L9*、
H04L12*、H04L41*、H04L43*、
H04L69*、G06F17*

网络安全运维、容灾、备份、

监测、认证、风险评估等互

联网安全服务

030306互
联网数据

服务

G06Q*、H04L12*、H04L67*、
G06F16*、G06F17*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大

数据处理、云存储、云计算、

云加工等互联网数据服务

030307其
他互联网

相关服务

F16L11/127、G08B25/06、G05B19*、
G01C21*、H04L12*、H04N5*、
H01B9*、H04W88*、H04W4*、
G06Q*、H04L51*、H04L65*、
H04L67*、H04L12*、G06F17*、
H04N7/00、H04N21/00

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上

表演、网络艺术品等互联网

服务；互联网资源协作、网

络平台服务等互联网服务

0304信息

技术服务

030401集
成电路设

计

G06F17*、H01L*、H01L27*、
G06F30*、G06F115*、G06F117*

MOS微器件、逻辑电路、模

拟电路、智能卡芯片、电子

标签芯片、传感器电路、微

波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

等集成电路设计

030402信
息系统集

成服务

G01C21/34、G06Q*、G06F*、G06N* 人工智能系统、航空信息系

统、卫星信息系统、空中交

通信息系统等信息系统服

务

030403物
联网技术

服务

G06Q*、H04L*、G05B*、G08C*、
G06F*、H04B*、H04W*、H04N*、
G06K*、G01D*、G07C*、G08G*、
G11C*、B81B*、B81C*、G01S19*、
G01C21*、G01S1*、G16Y*

物联网信息感知、物联网信

息传感、物联网数据通讯、

物联网信息安全等物联网

技术支持服务

030404运
行维护服

务

G01C21/34、G06Q*、H04L*、
G06F*、H04W*、G06K*、G08C*

基础环境运行维护、网络运

行维护、软件运行维护、硬

件运行维护等运行维护服

务

030405信
息处理和

存储支持

服务

G06F17*、G06F3*、G06F9*、
G06F12*、G06F11*、G06F13*、
G06F15*、H04L67*、H04M1*

在线企业资源规划（ERP）、
在线杀毒、服务器托管、虚

拟主机、互联网数据中心等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030406信 G06F17*、G06F1*、G09F9*、 信息化规划、信息技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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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咨

询服务

G06F11/36、G06F11/34、
G06F11/30、G06F15*、G09F15*、
H04L67*

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测

试评估等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

030407地
理遥感信

息及测绘

地理信息

服务

G01C*、G01D*、G01J*、G01N*、
G01S*、G06F8*、G06F9*、
G06F11*、G06F17*、G06F21*、
G06K*、G06V20/10、G06V20/13、
G06V20/17、G06T*、H04L61*、
H04L65*、H04L67*、H04L69*

互联网地图软件、地理信息

系统软件、测绘软件、遥感

软件、导航与位置服务软

件；地理信息加工处理、导

航、遥感测绘等地理遥感信

息服务及测绘地理信息服

务

030408动
漫、游戏及

其他数字

内容服务

A63F13*、G06F9*、G06F17*、
G06F3*、G06F11*、H04L61*、
H04L65*、H04L67*、H04L69*、
G06T13*、G06T15*、G06T17*、
G06F21*、G06F12*、G06F13*、
G06F1*、H04L9*、G06Q30*、
G06Q50*

动漫数字化、电子竞技数字

化、游戏数字化、农业数字

化、文化数字化、体育数字

化等数字内容服务

030409其
他信息技

术服务业

G06F*、H04L61*、H04L65*、
H04L67*、H04L69*、G06Q*、
H04M3*、H04M7*

电信呼叫服务及电话信息

服务

0305其他

数字技术

应用业

030501三
维（3D）打

印技术推

广服务

B33Y*、B29C64* 3D打印技术开发及3D打印

服务

04数字要

素驱动业

0401互联

网平台

040101互
联网生产

服务平台

G06Q10*、H04L67*、H04L12*、
G06F16*、G06F17*

互联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互联网货物运输平台、物流

平台、互联网货物仓储平台

等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

040102互
联网生活

服务平台

G06Q30*、H04L67*、H04L12*、
G06F16*、G06F17*

互联网约车平台、互联网旅

游出行平台、互联网体育平

台等居民生活相关互联网

平台

040103互
联网科技

创新平台

G06Q90*、H04L67*、H04L12*、
G06F17*

网络众创平台、网络众包平

台、网络众扶平台、技术创

新网络平台、技术交易网络

平台等科技创新、创业相关

互联网平台

040104互
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

G06Q50*、H04L67*、H04L12*、
G06F16*、G06F17*

互联网政务平台、互联网交

通平台、互联网节能平台、

互联网环境保护平台等互

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040105其
他互联网

平台

G06F16*、G06Q99*、H04L67* 除互联网生产平台、生活服

务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公

共服务平台以外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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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0405信息

基础设施

建设

040501网
络基础设

施建设

F16L11/127、G08B25/06、G05B19*、
G01C21*、G08C19*、H04L12*、
H04N5*、H02G1*、H01B9*、
H04W88*、H04W4*

光缆、微波、卫星、移动通

信、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5G等网络设施建设

040502新
技术基础

设施建设

F16L11/127、G08B25/06、G05B19*、
G01C21*、G08C19*、H04L12*、
H04N5*、H01B9*、H04W88*、
H04W4*

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

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040503算
力基础设

施建设

G05B19*、G01C21*、G08C19*、
H04L12*、H04N5*、H02G1*、
H01B9*、H04W88*、H04W4*

数据服务器、数据中心、智

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建

设

0407其他

数字要素

驱动业

040703数
字技术研

究和试验

发展

G01C19*、G01P7*、G01S1*、
G01S11*、G01S17*、G01V7*、
G01V9*、G06F1*、G06F3/01、
G06F3/048、G06F3/0481、
G06F3/04812、G06F3/04815、
G06F3/04817、G06F3/0482、
G06F3/0483、G06F3/0484、
G06F3/04842、G06F3/04845、
G06F3/04847、G06F3/0485、
G06F3/04855、G06F3/0486、
G06F3/0487、G06F3/0488、
G06F3/04883、G06F3/04886、
G06F3/0489、G06F3/04892、
G06F3/04895、G06F3/06、G06F5*、
G06F7*、G06F8*、G06F9*、
G06F12*、G06F13*、G06F16*、
G06F17*、G06F21*、G06F40*、
G06J*、G06K*、G06N*、G06T*、
G06V*、G10L*、G11B*、G11C*、
G16B*、G16C*、G16Y*、H01L21*、
H01L23*、H04L*、G05B*、G08C*、
H04B*、H04W*、H04N*、G01D*、
G07C*、G08G*、B81B*、B81C*、
G01C21*、H04L*、H04N*、H04W*、
H05K*

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边缘计算、异构计算、

工业视觉、软件定义网络、

量子信息等数字技术研发

与数字技术试验发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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