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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量子信息科学是当前科技创新的聚焦点，中美两国都在加速战略部署，以提升本国在全球量子

信息科学产业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本文以专利数据为依据，从专利申请趋势、技术领域分布、专利申请

机构、专利布局等方面，结合国家政府在该领域的战略布局，对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产业的发展态势

进行了分析比较。当前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均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主要聚焦于量子通信，美国则

更加关注量子计算机。专利市场布局方面，中国在其他国家 / 地区专利布局较少，中国未来量子信息科

学产业的发展还应重视国际重要专利市场的前瞻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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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信息科学是利用量子系统的各种相干性、

纠缠性进行编码、计算和信息传输的信息科学，其

基础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1]，具体应用包括量子

计算、量子通信、量子雷达和量子精密测量等方

面 [2]。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可以在提升测量精度、

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等方面突破传统经典

技术的束缚，进而在信息、材料、生命和能源等多

个领域孵育出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颠覆性技

术，有望成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

展的核心力量 [2]。

面对 21 世纪量子信息科学的爆发式发展和第

二次量子革命的到来，各国在该领域的竞争也进入

白热化。英国在 2014 年启动了“国家量子技术计

划”[3]，并于 2015 年发布《量子技术国家战略》，

计划建立量子通信、成像、传感和计算四大研发中

心，目前已累计投资超过 5 亿英镑。欧盟于 2016 年

推出为期 10 年的“量子宣言”旗舰计划 [4]，总投

资额超过 10 亿欧元，涵盖量子通信、量子计算、

量子模拟、量子计量和传感以及量子技术基础研究

5 个领域，于 2018 年 10 月启动首批 19 个项目。

德国于 2018 年 9 月推出“量子技术：从基础到市场”

框架计划，该计划是德国在量子研究领域出台的首

个科技促进计划，拟于 2022 年前投资 6.5 亿欧元

用于促进量子相关技术的研究发展与应用。

在这场量子信息科学全球发展浪潮中，中美两

国的发展无疑最引人瞩目。美国早已将中国视为全

面竞争对手，不仅仅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还体

现在科学技术领域。2018 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

其实质就是科技实力之争 [5]。两国政府高度关注量

子信息科学的发展，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专利是产业发展的基石，通过对专利信息的分析及

预测，可以了解产业发展现状及动向，把握技术竞

争态势，进而摸清国家或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列举了近几年中美两国政

府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重要举措，进而基于专利

信息对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产业应用发展进行了

分析研究，了解重点技术领域产业发展态势及未来

动向，以此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推动中国量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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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科学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或调整提供参考。

1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针对量子信息科学，政府宏观战略规划方面，

王炼 [6] 梳理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量子信息

研究的整体情况和近年来的新举措；张娟 [7] 介绍

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针对量子信息科学发展提出

的政策考量；叶珍珍等 [8] 梳理了欧盟和美国的量

子政策发展轨迹，重点分析了最新的重大战略部

署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相关科学家。技术和产业发

展方面，郭光灿 [9] 阐述了量子信息技术的研究现

状与未来发展远景；高芳等 [10] 对全球量子信息技

术最新进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量子信息

技术在 2010 年后已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徐启建

等 [11] 回顾了量子理论及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综述了国内外量子通信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水平；肖

玲玲等 [12]、杨秀丽等 [13] 针对量子通信领域，借助

专利分析，探讨中国在量子通信产业领域的优势及

劣势，并据此对中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然而，通

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比对中美两国政府在量

子信息科学领域战略部署并结合专利数据分析探讨

两国量子信息科学产业发展态势的研究尚不多见。

因此，本文梳理比对了中美两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

域的战略规划，进而通过专利分析，研究两国之间

产业发展的差异，最终根据研究得到的结论为中国

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2　中美两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重要举措

2.1　中国

早在 2006 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中就已经将“量子调控研究”列为科技部 6 项“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之一 [14]。2016 年 2 月，中国科

学技术部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包含了“量子

调控与量子信息”重点专项。同年，在《“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面向 2030 年部署启动的重大

科技项目中，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也成为最先开

展的专项之一，专项研究内容涵盖研制通用量子计

算原型机和实用化量子模拟机，研发城域、城际、

自由空间量子通信技术 [15]。2018 年，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明

确加强对量子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重大科学问题的

超前部署，加快实施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等“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16]。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十九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建议，瞄准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前

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

科技项目，用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并在后续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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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远景规划》中对量子信息科学

的发展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划布局，包括聚焦量子

信息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国家实验室，形成结构

合理、运行高效的实验室体系；瞄准包括量子信息

等前沿领域，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包括

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

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相关产业；加快

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DNA 存储等前沿技术，

加强与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等 [17]。

2.2　美国

2018 年 12 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

通过了《国家量子倡议法案》，计划未来 10 年内

向量子信息领域投入 12 亿美元资金，由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

配合联邦政府共同落实。其中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

院主要支持基础性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研究，制定

量子信息科学发展标准；国家科学基金会主要负责

发起量子信息科学和工程基础研究、跨学科量子信

息科学和工程研究，以及该领域的人才储备教育计

划；能源部负责牵头成立国家量子信息科学研究中

心 [18]。2019 年 3 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宣

布成立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2020 年 2 月，国家

量子协调办公室发布了《美国量子网络战略构想》，

战略构想聚焦于量子计算和网络技术的研发，明确

美国量子网络未来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目标 [19]。

2020 年 2 月 11 日，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

局公布的 2021 年总统关键行业投资预算显示 [20]，

多个科研领域经费支出遭到削减，但是量子信息科

学领域的经费预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提升，

针对承担该领域研究的联邦关键科研机构 2021 年

的总投资，将比 2020 年增加 50% 以上，到 2022 年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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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将增加一倍。2021 年 5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

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高票通过了《无尽前沿法

案》，如若通过该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在未来 5 年

内向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 1 100 亿美元，

而“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就是其中 10 项关键技

术领域之一。表 1 针对中美两国在量子信息科学领

域的主要战略举措进行了罗列对比。

3　基于专利分析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产

　……业发展态势

3.1　数据来源及检索方式

“智慧芽”是著名的商业化全球专利检索平

台，覆盖整合了全球 116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数据，

借助全球专利同族信息、引用数据，可以开展多维、

表 1　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战略举措

国家 年份 政策规划 出台方

中国 2006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国务院

2016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国务院

2018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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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远景规划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

美国 2016 推进量子信息科学：国家挑战与机遇 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2018 国家量子倡议法案 众议院

2020 量子网络战略构想 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

2021 无尽前沿法案 参议院

深度的专利分析，获悉国内外技术及布局情况。本

文通过“智慧芽”专利数据库系统获取数据，检索

时间范围为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3 日。

通过文献调研以及业内专家研判，确定以“量子通

信”“量子计算机”“量子网络”“量子存储”“量

子模拟器”“量子传感器”“量子成像”“量子导

航”“量子编码”“量子密钥”“量子算法”“量

子传输”“量子加密”等 24 个关键词作为检索词。

国际专利分类（IPC）是根据专利和实用新型所涉

不同技术领域，对专利和实用新型进行分类 [21]，

完整的 IPC 分类包含部、分部、大类、小类、大组、

分组。如 G06F16/00，其中，G 代表部，06 代表大类，

F 代表小类，16 代表大组，00 代表小组。由于量

子信息科学主要涉及物理及电学，因此 IPC 分类号

设定为 G 部与 H 部，数据获取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3 日。因专利申请到公开一般有 18 个月左右延迟，

所以 2019—2021 年数据仅供参考。

3.2　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从 2001 年 1 月 1 日开始，截至 2021 年 4 月 13 日，

中国量子信息科学领域专利申请总量为 3 636 件，

美国在该领域专利申请总量为 2 868 件，专利申请

年度趋势如图 1 所示。对于中国来说，有关量子信

息科学的专利申请从 2007 年开始兴起，其后一直

保持增长态势，增速保持在 30% 以上。特别是从

2016 年开始，专利申请数量达到爆发式增长，增

速高达 45%，这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国务院在 2016 年

发布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其中将量子通信纳入战略性产业中进行

着重培育发展，良好的政策环境刺激了科研工作者

对量子信息领域研究的热情。美国有关量子信息

科学的研究兴起于 2000 年，之后到 2002 年有一

个明显的增长，但进入 2002 年以后趋势平缓，专

利数量没有明显变化，甚至在 2007 年到 2009 年

之间出现回落，2009 年到 2015 年恢复增长趋势，

但增速缓慢。2015 年到 2019 年，美国量子信息

科学专利申请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增速高达

45%。2019 年，《国家量子倡议法案》通过，势

必将对美国量子信息科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大的

提升。

总体来说，中美两国专利申请年度趋势变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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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明显，美国量子信息科学产业起步早于中国，这

与美国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实力是分不开的。得益于

美国在计算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领先地位，量子

信息技术作为一门多融合、多交叉的前沿技术，为

量子信息科学的起步发展提供了优势条件。相比于

美国，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借助中国科技与经济实

力的持续提升以及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专利数量

增速较快，特别是从 2012 年中期开始，专利数量

已经超越了美国，并在后续一直保持着数量领先的

优势。

3.3　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每件专利申请时会被分配一个或者多个 IPC 分

图 1　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专利申请趋势

类号，IPC 分类号反映了该项专利的研究内容和技

术主题。对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按 IPC 分类

号（大组）统计，选取占比排名前 5 的技术主体

进行对比分析，如表 2 所示。中国量子信息科学

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 H04L9（保密或安全通信装

置）、H04B10（传输系统）、H04L29（数字信息

传输）三大类，专利数量占比都达到 10% 以上，

特别是 H04L9（保密或安全通信装置）所占份额为

46.62%，几乎占到全部专利的一半；此外还包括

G06N10（量子计算机）、G06N3（基于生物学模

型的计算机系统）。对于美国来说，G06N10（量

子计算机）、G06N99（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

机系统）、H04L9（保密或安全通信装置）以及

H01L39（应用超导电性的或高导电性的器件）占

比较高，均达到 10% 以上。可以看出，中美两国

近 20 年来量子信息科学关注的技术领域不同，中

国主要集中于量子通信方向，而美国则更加关注量

子计算机方向。

结合全球量子信息科学排名前 10 的 IPC 技术

领域（见表 3），图 2 绘制了中美两国的分布情

况，可以看出，两国趋势差异较大。美国在前 10 名

IPC 技术领域均有所覆盖，且分布较为均匀；中国

则主要聚焦于 H04L9（保密或安全通信装置），其

他技术领域 H04B10（传输系统）、G06N10（量子

计算机）等也有所分布，但其余技术领域分布较少。

3.4　专利申请机构分析

根据产业发展规律，产业发展越成熟，产业

内部资源整合程度越高，即大量专利集中在产业少

数龙头企业中，专利数量在申请机构的分布情况

会形成集中 - 离散的特征 [22]。同理，当专利数量

相对集中度低时，容易造成“专利分散”，将会

一定程度阻碍竞争，弱化产业创新 [23]。表 4 列出

了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领域专利申请量前 10 名

的机构。可以看出，中国前 10 名的申请机构共申

请了 1 022 件专利，占全部专利的 28.1%，美国为

999 件，占全部专利的 34.8%，两国专利数量相对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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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美量子信息科学专利申请排名前 5位的 IPC技术领域分布

表 3　全球量子信息科学前 10位 IPC 技术领域注释

国家 分类号 定义 专利数量（件） 占比（%）

中国 H04L9 保密或安全通信装置 1 862 46.62

H04B10 利用无线电波以外的电磁波或利用微粒辐射（例如量子通信）
的传输系统

735 18.40

H04L29 H04L1/00 至 H04L27/00 单个组中不包含的装置、设备、
电路和系统

479 11.99

G06N10 量子计算机，例如基于量子力学现象的计算机系统 323 8.09

G06N3 基于生物学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165 4.13

美国 G06N10 量子计算机，例如基于量子力学现象的计算机系统 719 26.09

G06N99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小类中其他各组中不包括的
技术主题

426 15.46

H04L9 保密或安全通信装置 328 11.90

H01L39 应用超导电性的或高导电性的器件，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
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283 10.27

B82Y10 用于信息加工、存储或传输的纳米技术，例如量子计算或
单电子逻辑

203 7.37

序号 分类号 IPC 类别

1 H04L9 保密或安全通信装置

2 H04B10 利用无线电波以外的电磁波或利用微粒辐射（例如量子通信）的传输系统

3 G06N10 量子计算机，例如基于量子力学现象的计算机系统

4 G06N99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小类中其他各组中不包括的技术主题

5 H04L29 H04L1/00 至 H04L27/00 单个组中不包含的装置、设备、电路和系统

6 H01L39 应用超导电性的或高导电性的器件，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这些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7 H01L29
专门适用于整流、放大、振荡或切换，并具有至少一个电位跃变势垒或表面势垒的半导体器件；
具有至少一个电位跃变势垒或表面势垒；半导体本体或其电极的零部件

8 G06F17 特别适用于特定功能的数字计算设备或数据处理设备或数据处理方法

9 B82Y10 用于信息加工、存储或传输的纳米技术，例如量子计算或单电子逻辑

10 G02F1 控制来自独立光源的光的强度、颜色、相位、偏振或方向的器件或装置；非线性光学

集中程度没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从专利申请机

构类别角度考虑，中国前 10 名申请机构中 6 家是

企业，高校有 4 家，排名分别是 5、6、8、9，分

布于中下层区域。而美国申请量排名前 10 名的机

构中前 8 家都是企业，高校仅占最后 2 席。需要

注意的是，作为专利申请机构，企业与高校在定

位与目标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企业作为创新主

体进行技术专利的申请，技术创新会更加贴近市

场需求，而高校作为创新主体，则会面临创新成

果转化与应用相对滞后等挑战，难以快速满足市

场需求和产业发展。

3.5　PCT 专利申请分析

专利申请人通过 PCT 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

申请成本较高，专利审批较为严格，通过后可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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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众多缔约国承认 [24]。因专利质量较高，PCT 专

利申请数量已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

作为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

标 [25]。经统计，美国量子信息科学 PCT 专利数量

为 224 件，占美国该领域所有专利申请的比例为

7.81%，中国量子信息科学 PCT 专利数量为 41 件，

在中国该领域所有专利申请中占比为 1.13%。同时，

全球有关量子信息科学的 PCT 专利总数为 514 件，

其中美国占比 43.58%，中国占比 7.98%。对比可

以发现，中国 PCT 专利不论从数量还是占比上，

都低于美国，表明我国量子信息科学专利技术质量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6　专利五局流向

专利五局是指当前世界最大的五个知识产权

局，即中国知识产权局（CNIPA）、美国专利商标

局（USPTO）、欧洲专利局（EPO）、韩国特许厅

（KIPO）和日本特许厅（JPO）。通过分析专利五

局流向，可以了解特定国家 / 地区在中、美、欧、日、

图 2　中美两国全球量子信息科学前 10位 IPC 技术领域分布

表 4　中美量子信息科学专利量前 10的机构

序号 中国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件） 美国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件）

1 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191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275

2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6 D-Wave 公司 185

3 国家电网公司 117 微软技术许可有限责任公司 113

4 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8 英特尔公司 105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2 谷歌有限责任公司 92

6 北京邮电大学 102 MagiQ 技术有限公司 80

7 南京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78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47

8 清华大学 70 Rigetti 量子计算开发公司 38

9 南京邮电大学 65 哈佛大学校长及研究员协会 32

10 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麻省理工学院 32

合计 1 022 999

占比 28.11% 34.83%

1 819 719 355 55 467 14 26 80 16 76

350 192 522 327 110 190 154 186 124 61

0 2 4 6 8 10 12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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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23 88 42 40 14

333 2 938 467 347 142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韩五大局的市场布局情况。统计对比中美两国量子

信息科学专利五局流向，结果如图 3 所示。中美两

国专利布局的主要市场国 / 地区都是本国，中国达

到了 95.17%，美国为 69.43%。美国除本土外，在

中国、欧洲、日本、韩国都有所布局。中国在本土

图 3　中美两国量子信息科学专利目标市场国 / 地区分布

外地区专利布局较少。结合两国 PCT 专利数量可见，

美国更加重视量子信息科学专利的全球化布局，这

有利于促进美国量子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相比之下，

中国量子信息科学专利的全球化布局较少，专利国

际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4　结论及建议

4.1　主要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在政府宏观层面上一直

保持着对量子信息科学的高度关注，在国家各阶段

科技创新发展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对

技术方向、实验平台、产业布局等方面做出明确规

划，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并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的部署实施，保证规划目标的实现。美国则在加速

量子信息科学研发投入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立法，

对国家支持、基础设施、人才教育、社会资本投入、

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则，联邦政府各

科研机构按要求承接任务，侧重点各有不同。

专利申请总体趋势方面，当前中美两国量子

信息科学均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借助于科技经济优

势，美国量子信息科学专利研究早于中国，但是随

后 10 年发展较为平缓。中国自 2007 年后，专利申

请量逐年递增，且增速高于美国，显示出中国对于

量子信息科学的研发投入显著增多。2013 年中国

专利数量反超美国，截至 2019 年两者差距不断拉

大。

专利技术研发布局方面，中国主要聚焦于量子

通信，全球最长大尺度光纤量子通信主干网“京沪

干线”的建成、墨子号的成功发射都表明中国在量

子通信领域已取得众多领先成果，未来还需进一步

扩宽量子信息科学技术领域的布局。而美国则更加

关注量子计算机，美国 D-Wave 公司研制开发了全

球第一款可商用量子计算机 D-Wave One，而以微

软、谷歌公司为代表的企业更是将量子计算机应用

于无人驾驶汽车、数据分析、图像处理等多个领域。

除了量子计算机，美国还基本覆盖了量子信息科学

产业中的主要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机构方面，中美

两国的创新主体都以企业为主，专利集中离散程度

较为一致，中国高校 / 科研机构在量子信息科学产

业创新中所占权重略高于美国。专利市场布局方面，

美国在本国、中国、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有所布局，

中国在本国外国家 / 地区专利布局较少，结合 PCT

专利数量可见，虽然中国量子信息科学产业未来发

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但还应重视国际重要市场

专利前瞻性布局。

4.2　政策建议

新国际形势下，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量子信息科

学的发展，建议如下：

（1）中国应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继续保持对量子

信息科学的高度重视，制定国家量子信息科学战略和

愿景目标。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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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优化顶层设计，明确各方职责，针对已有的

量子信息科学技术与应用基础，梳理急需攻克的关键

技术，制定国家量子信息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以及国际标准，明确发展路线图及各阶段预期目标。

（2）政府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健全国家量子

信息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整

合高校和科研院所量子科技创新资源，建设量子信

息科学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加强

基础理论研究。在计算机、导航、医学检验及环境

监测等相关应用领域依托科技领军企业组建一批技

术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积极推动新兴技术商业化。

进而统筹协调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三者之间

的合作关系，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及产业应用技术的

联合攻关，形成量子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囊括

量子信息科学产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专利共享平

台，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移转化等环

节的有机衔接，将技术创新转化为推动经济健康发

展的不竭动力。

（3）扩宽技术研究领域，鼓励多领域、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量子信息科学产业的发展不能仅集

中于量子通信，应扩宽研究范围，促进相关技术领

域间的交叉融合，均匀覆盖量子信息科学技术专利

方向，形成中国自身的核心技术。加强与各国的开

放合作，促进不同领域、国内国外量子信息科学机

构、研究人员间的对话合作，凝聚多方优势，互利

共赢，在为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注入新思考、新动力

的同时，积极扩展国际市场专利布局。

（4）重视人才资源的长期培养，将人才作为发

展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战略储备。鼓励高校建设量子

信息科学相关学科，加大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培

养，在强化人才培育力度的同时推动高端人才的引

进，从全球范围内聘请吸纳量子信息科学领域高水平

人才，构建专家库并定期更新。促进大学、研究院所、

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我

国量子信息科学发展提供持续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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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Patent Analysis

SHA Rui1, LIU Yan-long1, WANG Dong-yang2

(1. The High-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4; 
2. Major Projects Offic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Abstract: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is the focu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ccelerating their strategic blueprint to enhance their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industry. Based on the patent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aspects of patent application trend, technical field distribution, patent application agencies, patent layout, 
etc.,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government in this field.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both in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China is mainly focusing on quantum communication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quantum computers. In terms of patent market layout, China 
has fewer patent layouts in other countries/regions besides its home country. So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rward-looking layout of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atent market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industry.

Keywords: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patent analysi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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