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本国申请 &国外来华申请区块链专利情况

作为数字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袁 区块链推动

着野信息互联网冶向野价值互联网冶变迁遥 对于一个

区域或城市袁 区块链产业的发展不仅赋能当地原

有产业升级袁还会在与云计算尧人工智能尧物联网

以及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过程中袁 带来

突破性的创新遥因此袁积极布局并推进区块链技术

产业发展尤为重要遥
本文通过专利技术分析袁 揭示我国及厦门区

块链技术产业的研究和发展情况袁 并对厦门布局

和推进区块链技术产业提出发展建议袁 旨在为厦

门市进一步推进区块链技术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提

供决策参考遥
中国区块链专利分析

根据 PatSnap 全球专利数据库袁 截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袁 检索得到院 中国区块链领域专利申请

14336 件袁占全球 56%遥中国专利申请趋势尧创新热

点基本上同全球一致袁 但大部分专利于 2017要
2019 年申请袁目前多数处于审查状态袁有效专利仅

978 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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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显示了中国区块链专利国内外申请量排

名前 20 的申请人及专利数袁腾讯和阿里巴巴申请

量遥遥领先袁各为 702 件和 682 件曰其次为北京艾

摩瑞策科技有限公司袁申请 316 件曰其他排名前 20
的国内申请人申请专利数 81~252 件不等遥

一般来说袁 外资公司在华申请专利意味着通

过构筑专利壁垒袁以便更好地在华开展相关业务遥
除阿里巴巴外袁 恩链是在华申请区块链相关专利

数量最多的跨国公司袁数量达 107 件袁专利主要围

绕身份验证及支付协议展开遥 再者是美国的万事

达卡尧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尧埃森哲等袁各申请了 36
件尧27 件尧18 件遥 其中袁万事达卡专利主要围绕支

热点
话题

表 1 显示了本国申请人是中国区块链专利的

申请主体袁 在 14336 件中国区块链专利申请中袁本
国申请占 91%袁国外来华申请占 9%遥本国申请人主

要为企业和高校 & 科研单位袁各占 78%和 14%袁申
请地集中在广东和北京袁 其申请量远超国内其他

省市袁两者共占本国申请总量 55%遥 国外来华申请

人 95%为企业袁申请地主要来自开曼群岛尧美国尧安
提瓜和巴布达袁三者共占来华申请总量 81%袁其中

开曼群岛居首袁申请 750 件袁占来华申请总量 58%袁
其主要企业是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袁 安提

瓜和巴布达的申请则都来自恩链控股有限公司遥

表 2 中国区块链专利国内外申请量排名前 20的申请人及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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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厦门区块链专利申请量 3件及以上的申请人

2. 专利申请概况

中国共申请全球区块链专利 13847 件袁 其中袁
福建省申请了 327 件曰厦门申请了 184 件袁占福建

省总量 56%袁占全国总量 1.3%遥
厦门 2017 年才开始有区块链专利申请袁 且仅

18 件袁大部分专利为 2018 年申请的袁目前仅 10 件

为有效专利遥 厦门申请人的区块链专利申请全部

是国内申请袁没有海外布局遥
厦门涉及区块链专利申请的申请人有 45 个袁

大部分为企业袁11 个申请人有 3 件及以上专利申

请袁其他 35 个申请人仅有 1~2 件专利申请遥厦门区

块链技术专利申请 69%集中于本能管家尧触信智能

科技尧泰链科技尧智慧谷物联科技尧快商通尧顺势共

识信息科技 6 家企业遥 其中袁申请量 3 件及以上的

申请人及其专利涉及技术领域如表 3袁其研究内容

主要涉及金融尧商业尧办公等方面的数字数据保密

或安全处理及传输遥
综上所述袁厦门区块链技术创新在福建省占有

一席之地袁但起步较晚袁科研基础薄弱袁产业尚未形

成聚集袁专利申请集中于少数企业袁多数专利为应

用型创新遥

表 3 厦门区块链创新指数评分及排名

付业务展开袁包括支付方法尧支付硬件尧支付安全尧
支付交易风险评估尧 交易方的隐私保护及交易结

果的审计等遥
综上所述袁 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步伐同全球

趋于一致袁 创新源主要来自本国袁 创新主体为企

业袁创新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尧北京尧浙江尧上海等

东部发达地区遥 中国已成为全球区块链技术应用

高地袁区块链产业创新活跃袁专利申请总数全球第

一袁国内的互联网龙头企业尧金融企业尧区块链初

创企业等积极布局区块链技术专利袁国外的恩链尧
万事达卡等跨国公司也紧跟其上遥 但中国区块链

底层技术创新薄弱袁核心技术有待突破遥
厦门区块链产业分析

1. 产业发展现状

厦门信息产业发达袁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袁具

备发展区块链技术产业的基础和潜力遥 此外袁厦门

已成立厦门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及厦门市区块链

协会等机构袁初步搭建了区块链产业发展的平台遥
但厦门高校少袁区块链创新应用研发企业规模小袁
研发基础较弱曰 目前政府尚未出台区块链专项政

策袁也未提出明确的发展计划遥
厦门区块链产业发展总体排名相对靠前袁得

益于厦门活跃的创业环境及产业基础遥 中国电子

学会区块链分会等 7 家单位联合发布的 叶2020 中

国区块链城市创新发展指数曳袁对 83 个城市渊包括

4 个直辖市尧78 个省会及地级市尧1 个国家级新区冤
进行评估袁 厦门区块链创新指数评分及排名如表

3袁综合排名为 16袁相对靠前袁但综合评分仅 61.65
分袁远低于排名前四的北京尧深圳尧上海尧杭州袁其
综合评分都大于 85 分遥

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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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话题

厦门区块链产业发展建议
基于以上我国及厦门区块链技术产业发展的

实际情况袁 建议厦门从以下几方面布局并推进区

块链技术产业发展袁 在新经济形势下抓住数字经

济发展新机遇袁 推动厦门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

级遥
1. 加强与信息尧互联网等技术的融合袁加快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

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遥鼓励支持区块链尧计算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尧 互联网等企业和研究机构

进行技术融合和联合创新袁 发挥区块链技术在促

进数据共享尧优化业务流程尧降低运营成本尧提升

协同效率及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袁 构建区

块链产业生态袁推动区块链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袁同
时带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做大做强遥

2. 加速与地方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袁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

坚持融合发展与因地制宜并进袁 聚焦于与地

方实体经济相结合袁寻找实际落地场景袁同时融合

人工智能尧物联网尧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新兴技术袁
有针对性地开展符合城市定位的特色应用袁 培育

区块链应用的新模式新业态袁 推动厦门市经济转

型升级袁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3. 推动 野区块链+冶 在政务民生等领域的应

用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建议优先选择政务数据共享尧普惠金融尧司法

存证尧医药品溯源尧商品防伪尧食品安全及社会救

助等国计民生重点领域袁 组织开展区块链应用的

先导示范袁加快区块链应用真实落地袁在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尧
便捷尧优质的公共服务遥

4. 集聚野产学研金服用冶等多方资源袁加快推

进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鼓励和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区块链创新

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袁 进行区块链底层技术和应用

开发平台建设曰集聚野产学研金服用冶等多方资源袁
进行区块链密码技术尧共识算法尧隐私安全尧交易

效率尧 分布式系统与存储等核心技术的研究及演

进升级袁降低区块链技术应用落地难度袁推动技术

应用产业化遥
5. 鼓励支持培育技术专业人才袁促进产业持

续发展

区块链知识体系覆盖多个技术领域袁 相关人

才严重不足遥 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区块链相关技术

研究和人才培养是促进区域区块链产业持续发展

的基础遥建议建立健全区块链人才梯度培养机制袁
以区块链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袁 发挥高校科教资

源优势袁鼓励高校开设区块链相关教学课程袁培养

学科交叉尧知识融合尧技术集成的专业人才和复合

型人才袁 为区块链技术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

储备遥
（作者单位：厦门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

渊接上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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