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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当前俄罗斯知识产权的改革，分析俄罗斯知识产权管理的体制与机制情况，总结俄罗

斯知识产权全员参与的管理模式；对俄罗斯知识产权市场（以专利为主）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俄罗斯

专利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归纳俄罗斯知识产权发展的目标和管理改革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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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知识产权管理现状研究

阳显仁

（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贵阳　550081）

俄罗斯拥有强大的科研潜力，专利成果也曾经

辉煌一时，而且对知识产权管理自成体系，但近年

来，俄罗斯科技创新活动发展速度相对迟缓，在国

际舞台上专利申请量和增长态势不太乐观。为此，

俄罗斯政府频出新政，分解细化了知识产权管理的

具体目标。本文拟对俄罗斯知识产权现状（以专利

为主）及其管理进行初探。

1　俄罗斯知识产权管理的基本情况

1.1　知识产权局与专利局的概况

俄罗斯管理知识产权与专利的部门实际上是一

个机构，两块牌子。

1.1.1　俄罗斯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历史渊源

俄罗斯 1918 年在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下辖的

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设立了发明事务委员会；1931 年

归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管理；1947 年改为发明与发现

委员会；1955 年，转变为国家级的国家发明与发现

委员会，归苏联国家科委管理；苏联解体后，1992 年

成立俄罗斯专利商标委员会；1996 年，更名为俄罗

斯专利商标署；2004 年，根据俄罗斯联邦第 314 号

“关于联邦行政机构的体系和结构”总统令，命名

为联邦知识产权、专利与商标局；2011 年 5 月 24 日，

改名为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 [1]。

1.1.2　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是俄罗斯联邦在法

律保护的范围内负责对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和商

标）进行管理、监督和使用的执行机构，有对全

俄罗斯知识产权、专利和商标，以及军工领域和

军民两用技术在科研、实验设计与技术商业化涉

及国家利益的方面实施法律保护，2011 年归俄罗

斯联邦经济发展部管辖。原属俄罗斯文化部管理

的版权问题自 2015 年起也转归俄罗斯联邦知识产

权局管理。

（1）联邦知识产权局机构设立及编制

①机关单位的设置

设局长一名、局长顾问两名、副局长三名、司

级职能部门四个。局长直管财务行政司和国际合作

司。国家服务司、国家利益监控与法律保护司以及

直属的三个事业单位由三位副局长负责。

②三个由国家预算拨款的直属事业单位

A. 俄罗斯联邦工业产权院

该院承担工业产权审查和登记工作，接受和审

查专利的登记申请，包括国际检索；按联邦法审议

专有权处置协议和国家登记材料；审议延长专有权

期限的请求；审查专利申请的专家意见，以及无效

保护和提前终止等反对意见；提供专利数据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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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咨询服务；为专利代理人开展认证和注册工作。

B. 联邦军事与特殊和两用智力活动成果法律

保护中心

该单位负责统计政府采购的军口科研开发项

目；检查军工科研项目执行情况；编制在军工技术

研发和使用中涉及国家利益的保密条例；提供该领

域信息系统运行的软硬件支持；开展科学咨询活

动，编制分析材料和建议，为国防工业提供科研生

产建议；申请和保护国防专利；监督实施该领域专

利转让的国家利益。

C. 俄罗斯国家知识产权学院

该校是俄罗斯唯一一所培养知识产权创建、管

理、法律保护和商业使用领域专业人才的教育机构。

其源于 1968 年成立的苏联国民经济专业人才和领

导干部专利工作业务培训学校，1994 年升格为大

学。学院设有科学委员会、校董事会、研究生院。

从 2011 年起创办季刊《版权》杂志（知识产权和

版权协会学报）。

（2）联邦知识产权局的主要职能

联邦知识产权局是俄罗斯联邦行政权力的执

行机关，对涉及经济和民法案件的知识产权、专利、

商标、智力活动成果的使用按照法律实施管理和监

督职能，保护俄罗斯联邦、公民和法人在智力活动

成果权利分配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国际科技合作框

架内产生的智力成果 [2]。

工作职能包括：

按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和其他法规制定

管理规定，为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客体提供法律保

护，以及使用这些法规的程序；

对知识产权的申请鉴定实施监督与检查，并按

照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签发知识产权保护证

书；

对知识产权，以及许可协议和权利转让协议进

行登记，并发布知识产权登记信息；

对俄罗斯的发明、实用新型、商标、特殊服务

标记、地理标志及商品原产地名称给予登记、保护、

批准、协调；

负责专利代理人认证和登记，监督其依法代

理；

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法律及标准；

检查和监督专利费和注册费的缴纳情况；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1.2　俄罗斯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及其司法调节

1.2.1　俄罗斯知识产权法规的沿革

俄罗斯独立后，继承苏联地位，成为《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

1993 年，颁布了《俄罗斯联邦专利法》《俄罗斯

联邦商标、服务标志和商品原产地名称法》《俄罗

斯联邦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法律保护》《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法律保护》《俄罗斯联邦版权法》《俄罗

斯联邦育种成果法》六部知识产权单行法律，重建

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申请入世后，又修改和补充

了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如 2002 年《俄罗斯联邦〈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法律保护法〉修正案》、2003 年《俄

罗斯联邦〈专利法〉修正案》、2004 年《俄罗斯

联邦〈著作权与邻接权法〉修正案》等。

2008 年起俄罗斯执行联邦第 230 号“关于《俄

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生效”的总统令，废除

知识产权原有的一系列单行法，将知识产权法纳入

民法典。俄罗斯也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将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完全民法典化的国家。2014 年第 35 号

总统令对该法又做了修改，按照新法典第 1 350 条

发明专利、第 1 351 条实用新型、第 1 352 条工业

设计，指导俄罗斯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

计、专有技术、商标、许可和侵权责任等多种类型

的知识产权保护。

1.2.2　知识产权的法律调节程序

俄罗斯政府认为建立一个高效调节和处理知识

产权的司法环境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决条件。俄罗

斯联邦知识产权局下属工业产权院成立了专利争议

裁判所，负责知识产权争议的行政复议程序。当事

人如对主管机关就知识产权国家登记所做的决定存

在异议，可提请专利争议裁判所进行复议，若仍然

不服，可向联邦知识产权法院起诉，请求司法审查。

2011 年修改的《俄罗斯宪法》专门设立了隶属

于司法部的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确权、撤销及

其他行政决定的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一审法

院进行审查；而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先由商业法院

进行一审和二审，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再审法院以合

议庭的形式负责审查其他商业法院所做出的判决。

对有可能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向知识产权法院主席团

提请上诉，交仲裁法院由裁判委员会进行审查，并

在某些情况下诉诸国际行政程序。2017 年，仲裁法

院开始致力于解决知识产权与风险投资之间的纠纷，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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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仲裁程序之外，还向争议双方提供调停服务。

2　俄罗斯知识产权全员参与的管理模式

2.1　涵盖全俄各阶层的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

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

2012 年批准的第 218 号“联邦知识产权局条例”

第 6.4 条而成立，对知识产权局在行使职权过程中

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审查和做出处理决定。该委员

会成员除知识产权局外还包括俄罗斯联邦教科文委

员会、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军事科学委员会、俄罗

斯联邦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联邦卫生部、俄罗斯联

邦教育与科学部、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俄罗斯联邦

工业和贸易部、俄罗斯联邦工商局、军技合作局、

国防工业司、技术监督计量署等部委的政策法规司，

议会条例和组织委员会、总统办公厅科教政策室、

立法和比较法研究所，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简称

“俄技”集团）、斯科尔科沃基金会、全俄发明家

和创新者协会、知识产权律师组织等 [3]。

2.2　对知识产权局履行职责实施社会监督的社会

　　 委员会 

根据 2012 年 5 月 7 日第 601 号“关于完善国家

管理体制的主要方向”总统令，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社

会局领导下的专家委员会成立了隶属于联邦行政机关

的社会委员会，成为社会监督政府机关工作的机制。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担任委员会秘书长，委

员会成员还有俄罗斯从事知识产权及专利法律研究、

专利代理及律师协会等知名社会组织的人员。

2.3　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的质量管理委员会

为提高知识产权国家服务的质量，2016 年联

邦知识产权局根据第 38 号文《关于联邦知识产权

局质量委员会》成立了质量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

任务是在专利申请的鉴定阶段以及对争议的审核阶

段出现问题时，协调各部门制定统一的解决办法。

领导层由联邦知识产权局局长、局办公厅和

联邦工业产权院的领导及负责人组成。质量委员会

对服务的完整性和质量进行客观和独立的评估，其

对一些处理决定的质量分析机制目前已达到国际水

平。

2.4　全民参与管理的便捷公民投诉途径

2016 年，依据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第 324 号

文件和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条例第九章出台了关于

知识产权上诉的指南，规范办理公民和组织的信访接

待，并定期形成公民诉求情况的总结分析报告。

（1）电子文档的形式。网站未注册的用户可

以填写专用的“电子表格诉求”；已注册过的用户

可以通过个人账户向该局发送申诉。

（2）当面接待形式。先预约后，该局负责人

或授权人员在局机关无条件接待公民或法人的诉

求。

（3）信任热线。为施行全员监督管理，杜绝

腐败行为，设置了热线通道。

3　俄罗斯知识产权发展的现状

俄罗斯约 90％知识产权全部或部分靠预算资

金支撑，但其创新率约为 8%~10％，同时，民用

高技术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仅为 0.3％。这与

俄罗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潜力不相当。以下将以俄

罗斯专利市场情况为代表，对俄罗斯知识产权发展

现状进行介绍。

3.1　俄罗斯联邦专利市场的发展现状

3.1.1　俄罗斯专利申请情况

2015 年约 23.9％的发明专利注册在“满足人

类生活需求”这一类，17％是“化学与冶金”，16.2％

是“工艺过程”，15.1％是“物理学”，11％是“力

学、发动机、爆破工程”，10.1％ 是“电力”，这

反映出前沿技术领域的专利较少。

据 2015 年统计，俄罗斯前 20 名专利持有人有

4 名个人和 9 所大学（但都不是世界知识产权市场

的领先者），以及“鞑靼石油”“俄燃气”“俄铁”

等企业。在前 100 名俄罗斯专利持有人中，17 名

为个人，且拥有的专利占俄罗斯全部专利的 44.3％。

2017 年，俄罗斯有 23.2 万项发明专利、5.3 万

项实用新型专利、3 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

2018 年，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加，比上年增加了

9.4%，数量最多的行业是石化和冶金，商标申请

数量增长了 3.5％，发明申请达 37 957 件。但与其

他国家相比，申请总数仍然很少 [4]。

3.1.2　俄罗斯专利申请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

2015 年，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国外

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德国、日本、

法国，占外国申请人申请总数的 70.3％；申请实用

新型专利领先者是美国、塞浦路斯、乌克兰和白俄

罗斯，占外国申请人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总数的 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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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以 GDP、人口规模、

研发成本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等对世界专利活动进

行了评估。按这些指标，自 2004 年以来俄罗斯专

利和商标申请数量均未进入前十。2015 年，全球

共有约 290 万件专利申请，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申

请人提交的，约 36 万项，其次是美国。2015 年全

球共有 598 万件商标专利注册申请，第一名是中国，

有 283 万件申请，第二是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俄

罗斯排名第九。2015 年底，全球生效的商标专利

有约 3 650 万件，其中大部分在中国（1 034 万件）。

2017 年，俄罗斯有效商标专利有 56 万余件 [5]。

3.2　俄罗斯与国外专利市场的现状分析

（1）根据 2014—2016 年统计数据，从俄罗斯

联邦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在 35 个特定技术领域里授

予的专利数量情况看，前三位分别是食品化工、医

学技术和测量技术；排在最后三位的是微观组织

与纳米技术、IT 控制方法、通讯。IT 技术和动力

工程等高技术领域已成了俄罗斯专利的弱项。

（2）在 20 个领先国家里，俄罗斯在生物材料、

测量、医疗技术、光学、控制系统（信号）等领域

的专利申报数量远落后于美、中、日等国。在从事

申报业务的专利事务所方面，根据 2014—2016 年

数据，俄罗斯在军工制造、能源等领域申请专利的

RSI 指数①超过中国，而在民用工业领域不如中国；

俄罗斯在化学领域的食品化工、冶金、表面技术和

涂层、药品等专利的 RSI 指数超过中国，而在环境

保护技术、材料化学、生物技术、高分子聚合物化

学、精细有机化学领域弱于中国。

（3）从俄罗斯商业新闻和司法统计看，2014—

2016 年全球知识产权服务市场最活跃的前 100 名专

利权利持有人来自 9 个国家，其中中国大陆 20 名，

俄罗斯只有 1 名。该俄罗斯持有人名叫奥·伊·科

瓦谢科夫。他总共拥有超过 3 万项专利，这比其他

任何俄罗斯公司都要多。此人在 2014 年拥有超过

3 400 份申请，2015 年在全球排名第 21 位，且是前

述排名中唯一的自然人，其余均是公司性质。科瓦

谢科夫申请的专利主要是食品行业的配方和加工方

法。

（4）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把全球国家按收

入进行划分，俄罗斯、中国、巴西被列为“中等”国家。

根据在全球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2015 年俄罗斯进

入排名前 20 的国家，申请量比 2014 年增加了 18.5％，

但仍然比领先者少了一个数量级。俄罗斯专利大多

数集中于食品化学领域，而世界领先者的申请多分

布在计算机技术领域 [6]。

3.3　俄罗斯知识产权发展的目标和加强管理的改

　　 革措施

总的来说，俄罗斯知识产权市场发展缓慢，专

利活性较低，资金支持较弱，大部分知识产权（以

专利形式）成果未进入商业化阶段，在知识产权

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些法律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知

识产权和专家流失对俄罗斯技术发展和国防造成隐

患，因此政府提出以下措施。

3.3.1　俄罗斯政府在 2024 年科技创新优先方向里

　　　 对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提出新要求

2018 年，普京第四次当选总统后，颁布了“五

月令”。为响应总统令，俄政府公布了“至 2024 年

工作优先方向”，其中提出未来六年将创造条件，

通过知识产权交易加速国家创新进程，对专利申请

量及其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1）增加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交易；保证俄

罗斯年度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不低于 4 000 件；在

世界权威索引数据库的发文量占比应由 2017 年的

第 11 位提升至 2024 年的第 5 位；专利申请量占比

应由 2016 年的第 8 位提升至 2024 年的第 5 位。

（2）在制定和实施国家研发计划时明确并加

强有关知识产权的标准和要求，包括在制定有关产

品研发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技术规范时要开展专利研

究，构建专利发展路线图。

（3）完善联邦财政预算资金资助的知识产权

的交易机制，每年定期对属于国家的相应权益进行

认定，政府再以技术许可或接受法人机构资金购买

（技术转让）的方式保留或转让相关权益。

（4）构建适宜的国家知识产权服务和转移体

系，包括成立至少 35 家专门从事科研和教育机构

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技术转移中心。

（5）利用国内产品认证标识和原产地标识，

发展国内销售和出口市场，包括注册并支持至少

300 个俄罗斯原产地品牌商品。

（6）实施大规模的培训计划，每年培训不少于

①　Relative Specialization Index，简称 RSI，指某个国家在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相对强度，即某国特定技术领域专利数量占所有技术领

域全部专利的比例，与全球该特定技术领域专利占比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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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人次，以提高其专业技能。为申请人和权利

人提供更优化的国家服务。

3.3.2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内部管理改革举措

（1）推进干部人才政策。按照 2004 年第 79 号

“关于俄罗斯联邦公务员制度”联邦法的要求，每

年通过竞聘选拔，充实专利队伍，将优秀人才列入

后备干部梯队，提拔下属机构人才填补机关空缺。

优先加强专家人才建设，2018 年在联邦工业产权

院开设“发明与实用新型”和“商标”轮训，量身

定制理论课程，请经验丰富的专家传授实践技能。

完善人事晋升机制，形成人才队伍储备。至 2018 年

底，专家人数达到 1 002 人。

（2）施行勤政廉洁管理。根据 2004 年第 79 号

“关于俄罗斯联邦公务员制度”联邦法、2008 年

第 273 号“关于打击腐败”联邦法，以及 2010 年

第 821 号“关于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遵守服务行为要

求和调节利益冲突”的总统令，联邦知识产权局成

立了遵守国家服务要求和利益冲突调节委员会。评

估行使职权时产生腐败的可能性，重点关注风险系

数大的岗位，并及时调整。设立反腐热线和投诉平

台接受公民信访。公布典型案例及预防方法，在办

公场所增设监控设施确保交往的透明性，形成对腐

败的零容忍。社会委员会每两年定期审查年度反腐

执行情况和下年度的反腐计划。

（3）补设和撤销相关机构。2019 年 1 月联邦

知识产权局第 1 号文件撤销了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

局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按照俄罗斯总理指示，增设

了设计法律保护咨询委员会，负责处理提案和建议，

旨在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保护设计者权益来促进俄

罗斯设计事业的发展。应俄罗斯联邦审计署 2019 年

4 月的提议，拟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中成立一个调节

知识产权流通的新机构，依法对科学家的劳动成果

进行更精确的调整。

（4）修改知识产权相关的费用。联邦知识产

权局宣布，除了对费用计算方式进行若干结构性改

革外，还决定增缴费用。申请商标超过 5 个类别的，

每多申请一类要额外缴纳 1 000 卢布。除了注册费

外，还要缴纳 2 000 卢布的证书印发费。专利年费

和外观设计的申请费也提升约两倍。根据新的规定，

除提高费用外，专利申请人的权利要求超过 10 项

后每增加一项要额外缴纳 700 卢布，单独要求进行

实质审查 3~5 项的，每项增缴约 3 000 卢布，超过

5 项每项增缴 5 000 卢布。申请人是发明人时，费

用可以享受 75% 优惠。

3.3.3　为专利服务提供最优化平台

（1）优化电子政务系统。采用人工智能工具

和区块链技术，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与 Yandex

公司合作优化专利申报和检索电子系统，提高发明

和实用新型申请的专家鉴定效率，为用户提供便捷

的专利费用计算服务，专利数据库按英语和俄语国

际分类检索。

（2）缩短专利审核时限。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

局在 2018 年年度总结报告中宣称，每年减少专利申

请审核的时间，与上年相比，商标申请的平均审议

期限从 8.89 个月减少到 7.5 个月、发明从 9.24 个月

减少到了 8.05 个月。自 2019 年 3 月，对俄罗斯联邦

科教部国家计划参与者的专利申请审核期限减少到

6 个月，而在 2018 年发明专利申请平均需要大约 8 个

月。

（3）出台发展专利新措施。设立专利基金，

以免费微额赠款形式给予科研项目参与者资助，用

于支付国际专利费用。斯科尔科沃基金会的知识产

权中心承担这项特殊服务。联邦知识产权局在斯科

尔科沃有常设办事处，以优惠和更便利的条件组织

项目参与者申报国际专利。设计作品同工业品外观

设计和商标一起受到版权保护。

4　对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相关建议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和经营活动

呈蓬勃之势，为服务好“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必

须了解和遵循俄罗斯的知识产权规则，知己知彼，

加强我国的相关工作。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谋划，改革体制，优化知识产权全

程管理。

俄罗斯在不断地完善现代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为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法律

环境。根据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要求，我国知识产

权管理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发展的问题。因此，需抓

顶层设计，谋划布局，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制

改革，理顺管理和服务机构的职能。尤其要强化专

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整个生命周期的全过

程全方位、多维度管理，实现专利技术商业化良性

发展，确保我国不仅在申报数量上，而且在管理上

成为真正的专利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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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苦练内功，深根固柢，促进专利工作稳

健发展。

俄罗斯坚持高标准审查专利的创造性，强调专

利技术含金量。我国专利在数量上虽比俄罗斯多，

但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申请的专利缺乏详细的依

据，技术解决方案描述宽泛，实践上操作性差。而

且，中国专利中 96％在中国申请，只有 4％提交国

外申请；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

中只有 18% 来自国外。因此，我国需加强基础建设，

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培育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使

我国专利向高技术领域倾斜，并调整国内外申请的

比例和结构，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专利质量水平。

（3）主动作为，知己知彼，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

俄罗斯的基础研究力量雄厚，专利发展潜力巨

大，而且自我保护意识强，重视专利等知识产权保

护。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问题，要熟知俄罗斯的相关制度，做好知识产权调

查，避免产品出口至俄罗斯有侵犯专利或商标之嫌。

同时，要保护我国专利和商标在俄罗斯的申请和注

册，按照两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及国际法则，捍卫我

国企业的智力成果。

（4）响应倡议，开放包容，加强中俄知识产

权国际合作。

俄罗斯知识产权管理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需

加强两国合作，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同探索新

的保护途径和模式，提高审查效率和为申请人提供

多样化服务。在多个领域进行联合研究，包括能力

建设、知识产权专家与审查员的培训、公众知识产

权意识的提升等。此外，还需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政

策的包容性，增强与国际规则及俄罗斯专利制度的

协调性，开展人才交流和数据交换，联手参与制定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共同反制一些西方国家对知识

产权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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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Russia

YANG Xian-ren
(AECC Guiyang Engine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Guiyang　550081)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re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Russ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Russ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ummarizes the management mode of Russ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th full participat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data of Russi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rket (mainly patents), 
studies the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s patent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objectives of Russi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reform measures. On this bas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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