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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家致力于建设可再生能源为主导、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由于新能源技术的不稳定性需要大规模

的储能技术作为支撑。钠电池技术由于安全性强、能量密度高、成本低和资源丰富等优势受到国内外相

关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根据IncoPat专利数据库检索系统对于全球钠电池技术发明专利的数据信息进

行了研究分析，主要包括对国内外钠电池技术的专利申请总体趋势、专利来源国家及区域分布、国内专

利申请人类型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以专利保护为视角，针对国内钠电池技术专利保护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及对策，为企业研究和开发钠电池技术减少法律障碍，从而进一步巩固自

身创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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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nation is dedicated to establishing an energy system that is dominated by renewable 
energy and characterized by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ity. Owing to the instability of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large-scale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are requisite as support. Sodium battery tech-
nology has captur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such as robust safety, high energy density, low cost, and rich 
resources. Based on the IncoPat patent database search system, the data information of global 
sodium battery technology invention patents has been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It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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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mpasse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trend of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so-
dium battery technologi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al distri-
bution of patent sources, and the types of domestic patent applicants. From the aspect of patent 
protection, certain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domestic sodium battery technology patent 
protection are addressed an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diminish 
legal obstacles for enterprises i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sodium battery technology, thereby 
further consolidating their own innovation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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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近年来新能源技术发展迅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不断上升，同时，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方面类似风能、太阳能等发电方式受自然条

件影响明显，对大规模储能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目前储能元件主要依靠锂元素材料，但锂

矿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锂电池的高污染性和我国绿色发展理念不适应，迫切需要新的替代产品。相对而言，

钠元素具有资源丰富、成本低的优势，使得钠离子电池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相关研究机

构已经将其列入了研发计划，以期实现产业化。我国致力于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多能互补的能源

体系，而规模化储能系统要求储能元件具有安全性高、成本低和寿命长等特点，新兴的市场需求使得近

年来有关钠电池的专利申请逐年增加[1]。企业应当积极将智力成果知识产权化，把专利技术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大规模投入市场应用，对于企业意味着其成为钠电池应用市场的主力军，并能够进一步巩固自

身创新优势[2]。 

2. 钠电池技术专利的基本现状分析 

(一) 全球钠电池技术专利申请的趋势 
钠电池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最早起始于 1974 年，钠电池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锂电池一样受到关

注，经过了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在最近 10 年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目前钠电池技术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

尤其是快充能力方面，钠电池仅需要 10 分钟就能充满，规模化和商业化是目前发展的主流趋势，全球已

经建成了 200 个以上的钠电池技术有关项目[2]，大规模示范性的钠电池研究项目建设大大加快了钠电池

规模化应用进程。 
从专利年度申请——公开数量趋势能够反映出该技术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趋势，钠电池在进入新世

纪之前，专利申请量一直较少，2008 年到 2010 年期间，专利数量有了一定提升，2011 年以后，专利数

量出现了快速增长，这反映出钠电池技术起点较低、起步较晚，但近几年该领域的发展很快，企业从投

入研究到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二) 专利来源国家及地区分布 
专利申请人一般是在其所在地首先申请专利，所以了解专利来源的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较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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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该国家或者地区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3]。当前全球地域钠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主要分布在中国、

美国、韩国和日本四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 635 件，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41%，专利申请量

位居世界第一；专利申请量排在第二位的是美国，其专利申请数量为 278件，约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18%；

韩国的专利申请量为 168 件，日本的专利申请量为 149 件，两国分别位列第三位和第四位；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WIPO)和欧洲专利局(EPO)的专利申请量则相对较少。 
(三) 国内钠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 
我国钠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人类型的分布情况主要分为大专院校、企业、科研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人，

其中大专院校是申请钠电池技术专利最多的主体类型，企业位列第二，其次是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企

业的专利申请量占总体的 83%，是技术创新的中流砥柱，个人和机关团体所占比重较小，只有 2%左右。

通过主体类型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我国钠电池技术研发的创新主体情况，从而可以为国家制定钠电池技术

专利战略提供依据。 

3. 钠电池技术专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 钠电池技术专利形式单一、空间布局不全 
钠电池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储能电池，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产业化应用的条件也

日趋成熟，构成未来智慧城市中智能电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企业专利在申请和授权方面有相当

一部分因素是受实用新型的影响，发明专利的数量虽然保持稳定地增长，但是数量仍然较低，整个全球

的钠电池技术有效专利只占 43.35%，无效专利占到了 30.53%；而约占七成的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电极材

料和电能转化方法方面，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营。整体而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储能钠电池的技

术成熟度不高，规模化生产设备需要高代价的定制，尚未形成储能钠电池的成熟产品体系。另一方面，

我国专利数量上有绝对的优势，达到 635 件，但是我国的 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数量只有 54 件，市场

主体比较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对国际市场的布局依然不足。 
通过以上的专利数据分析发现，虽然我国钠电池专利的数量保持全球第一的状况，但是高被引专利

还是主要集中在日美韩等发达国家当中，而高被引用专利表明在钠电池领域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企业在

该技术领域都需要这方面的技术支持。国内外企业在钠电池技术研究方面集中在二次电池组合(钠电池的

研究和制造)和电极材料等方面，在技术构成功效上面，集中在复杂性降低和稳定性提高，对寿命提高和

电化学提高等方面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因此，针对钠电池技术的研究应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围绕整个产

业链，针对关键薄弱环节如电池使用寿命和稳定性进行补短板。 
(二) 国内企业专利意识淡薄，专利保护知识缺乏 
有调查研究显示：国内有部分从事钠电池技术研究的企业认为，在国内进行专利申请没有必要，还

有一部分的企业则认为到国外进行专利申请也没有必要[2]。这说明国内企业对于专利保护的重视度普

遍不高，甚至对于专利保护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专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企业的智力成

果，为了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不是技术发展的枷锁。如今，“云计算”技术的出现，让文献检索显得

更加便利。特别是对于钠电池的一些核心技术，可能并不是很成熟，研究人员可以在现有的技术之上

反向开发或者技术革新，在原有的技术之上开发出新的技术，获得新的专利授权，以期获得效率的最

大化。在钠电池技术的发明创造之中，非职务发明所占比例较高，且专利权人多为自然人，这说明我国

从事钠电池的企业或法人并没有成为专利申请的主体，钠电池技术专利保护意识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此外部分企业受到传统利润观念的影响，某些管理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他们认为营销广告、销售

推广更能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增加企业利润收入，申请市场监管部门的保护比申请专利保护更加直接

有效[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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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利授权率偏低，专利创新主体较为单一 
通过近 15 年的钠电池专利检索数据发现，单从专利申请量来看，钠电池技术专利总共有 1716 条，

与锂电池技术专利的总量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失效的钠电池技术专利达到了 30.53%，有效专利也仅占

专利总数的 43.35%，不到总数的一半，随着我国对于钠电池的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特别是 2011 年以后，

钠电池技术专利呈快速增长态势，但是技术专利授权率偏低，失效专利较多。分析其原因可以概括为钠

电池技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基础研究进入到瓶颈期，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暂时未出现，从源头上

技术专利已经进入到一个平稳期，创新动力不足。从国内申请人员的类型来看，企业只占到整个创新主

体的 21.01%，科研单位更是只占整个创新主体的 6.49%，其他类型的主体占到了 51.19%，企业和科研单

位作为技术创新的实践者，对于技术专利的需求也是最直接的，但是从申请人的类别上看，企业和科研

单位需要提高钠电池技术专利的申请来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 
(四) 国内企业在国外专利申请数量严重缺乏 
由于专利具有地域性，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授予和保护的专利权仅在该国或地区的范围内有效，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只有申请了国际专利才能获得国际法律的保护。我国从事钠

电池研究的企业近几年来在专利申请和授予量上保持稳定增长，申请发明专利的比例也达到 81.23%，但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效专利的数量依然偏少，与国外企业在华申请的发明专利的数量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专利保护的不足会对企业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未来的战略发展。当前全球各经济体依

然选择深化合作，技术专利在国内的申请和国外的申请是同样重要的，但是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国际

专利上的申请数量明显不足，PCT 国际专利数量的缺失会导致走向国际市场的时候造成巨大损失。 

4. 加强钠电池技术专利保护的对策 

(一) 推进专利成果向产业转化，重视专利产品布局 
由于一些历史因素，国外强企在钠电池领域的基础技术处于较领先的水平，但近些年我国的钠电池

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的力度，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5]。企业要提高原始创新水平，一方面要制定合理有效

的激励政策，积极引导科研人员的研发和专利申请，对于原始创新类的技术要大力支持，派遣工作人员

到国外与先进企业的科研人员沟通交流，对引进技术再创新，申请新的专利保护。同时，企业需要根据

本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立项研发，并不断调整企业的研究方向和寻求专利产业化的方法。另一

方面，可以参照日本企业的发展经验，不断完善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加强对企业无

形资产的管理，企业领导层应制定中长期的知识产权战略，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而放弃专利保护的布局，

积极推动产品与专利保护相组合，由此实现专利布局，避免后期出现因专利不足而限制了自身发展[6]。 
(二) 加强企业专利保护意识，普及专利保护知识 
我国有关钠电池技术的专利申请的数量保持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和科研机构作为研

发的主体，其专利申请量却没有占绝对的多数。由于市场环境和经营理念的不同，我国部分企业对专利

的保护不重视，国外强企都会将专利作为无形资产和竞争武器来参与市场竞争，把专利保护作为战略层

面来实施，因此加强企业的专利保护意识十分有必要[6]。专利保护意识淡薄不仅会阻碍企业的发展，还

会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后期影响产业空间布局。此外，专利保护也不只是企业问题，对企业员工

也要定期开展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的宣传和学习，通过学习讲座等方法加强知识产权意识，除此之

外，企业可以建立奖励制度，有目的鼓励员工参与科技创新、专利维权等工作，切实加强专利保护意识。 
(三) 加大投资力度，激励专利申请 
除了企业和科研机构自身的努力之外，政府还应当加大对该领域内的研发主体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

持力度，提前在市场上做好踩点布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上面抢占战略高地。进一步提升我国自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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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储能钠电池的技术成熟度，还需要重视相关基础材料的研发，更重要的是从战略层面组织有研发基

础的优质企业和科研院合作开展工程化技术攻关，提供相关项目支撑，集中精力解决储能钠电池中存在

的“卡脖子”问题和推进储能钠电池在国外经验基础上的升级换代，以期在短期内实现我国储能钠电池

技术体系的成熟化发展。此外，企业应当注重自主平台建设，探索开发新领域，由此更好的激发科研人

员的积极性来提升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数量[7] [8]。 
(四) 激励企业申请国外专利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新能源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钠电池的市场已经

充分体现，积极开拓市场是企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当企业走出国门面临技术壁垒当企业研发出新的

关键技术，一套成熟的专利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完成钠电池研发、权利保护以及专利申请，进而提升企业

对于钠电池技术的专利保护水平。国内从事钠电池技术研发的相关企业应当积极开展与中国知识产权局、

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与交流，结合企业在现实经营中对于专利保

护遇到的难题，为专利保护实践提供建议；积极参加中美、中欧等国际知识产权会议，提供实践经验和

具体案例来发表自身观点，以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专利保护活动的合作与交流[9]。 

5. 结束语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是企业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专利技术是企业经营的重要战略资源。新能源技

术在过去的十余年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广，建立安全高效的储能体系就十分有必要。我国的钠电池技术在

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钠电池技术专利数量和质量也正在稳定上升，但由于缺乏核心的关键技术，企业

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因侵犯专利而被起诉的风险依然严峻。每一次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研究人员的辛苦

付出，每一种创新技术都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核心技术只有通过专利授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

一家科技企业都应当以全球化的知识产权视野来布局行业发展，通过制定高层次的钠电池技术知识产权

战略来覆盖整个行业的每一个方面，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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