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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

法定要件

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发

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

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

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

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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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规定和法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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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通常按

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三步法”）：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第一步

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第二步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是否显而易见

第三步

2 审查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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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

区别特征

难点 — 客观化

法律适用02
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事实认定
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现有技术的整体教导

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

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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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判难点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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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启示的判断要点

《专利审查指南》规定：

判断过程中，要确定的是现

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某种技术

启示，即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

上述区别特征应用到该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

题（即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

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并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

使本领域技术人员以正向重

塑发明的视角产生改进动机

技术启示针对的是发明实际

解决的技术问题

技术启示的来源是“现有技

术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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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的发现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对改进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动机的考量
正向重塑的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例一

案例二

把握发明构思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例三

5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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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案例分析

技术问题的发现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例一

 意识到解决技术

问题的现实需要

，是所属领域技

术人员进行有针

对性改进的内在

动力。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产生改进现有

技术的动机的前提是，能够意识到

导致现有技术存在缺陷的技术问题

所在。在某些情况下，找到这个导

致现有技术存在缺陷的技术问题，

会成为解决技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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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技术问题的发现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 第99126号复审决定（200980132555.9）

• 权利要求1：一种生产反转录病毒载体制剂的方法

• 区别特征：限定了反转录病毒载体在过滤除菌之前的具体浓度。

• 现有技术状况：

➢ 在无菌药物产品的工业生产中，通常不会认为待过滤

样品的浓度属于影响滤器性能的因素

➢ 病毒载体的制备涉及病毒培养、分离、浓缩、纯化等

多个步骤和环节，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并不清楚哪个步

骤或环节会显著影响实际工业生产中最终产品的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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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技术问题的发现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 第99126号复审决定（200980132555.9）

• 决定认为：本申请贡献在于，发现了过滤除菌前病毒载体浓度较高

是影响EIAV病毒载体收率的原因，进而在寻找解决手段时有目的地

调整了过滤除菌前的病毒载体浓度。

➢ 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在申请日前发现导致EIAV病毒载体收率低的

原因在于过滤除菌前的病毒载体的浓度较高，因此不会去寻找与之

相关的技术手段。

➢ 病毒载体的制备涉及多个步骤和环节，其最终产品的收率通常是

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结果，因而难以预期降低过滤除菌之前载体颗

粒浓度反而能够成功达到提高收率的技术效果。

➢ 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没有动机对现有技术进行上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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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启示的判断环节是，以

最接近现有技术为基础、面

向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沿着正向重塑发明的方向

，判断对于所属领域技术人

员而言，是否存在完成发明

创造的技术启示的过程。

面对现有技术客观存在着某种技术问

题，如果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意识到解

决该问题的现实需要，并且对将区别

特征应用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进行改

进后能使相应的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形

成合理的成功预期，则意味着能够产

生改进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动机。

5案例分析

对改进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动机的考量
正向重塑的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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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改进动机&正向重塑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1 光纤光栅
利用光纤的光敏性，通过紫外光

曝光方法写入纤芯形成的光栅

2 级联
光纤光栅

 多个反射波长不同（周期不同）

的光纤光栅级联使用

• 第10215号复审决定（03138361.0）

• 多个级联光纤光栅的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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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改进动机&正向重塑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1. 一种多个级联光纤光栅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光纤的包层通过包层腐蚀技术腐蚀成直径呈阶梯状变

化的多段，在采用紫外光源对光纤照射制作多个级联的

光纤光栅过程中，对光纤施加轴向应力。

权利要求

光

纤

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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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调节的
固定支座 移动支座

对比文件1-制作光栅的方法

多段普通光纤分别施加不

同拉力，制作周期不同

（反射波长不同）的多个

光纤光栅，再串联焊接在

一起。

案例二 改进动机&正向重塑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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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改进动机&正向重塑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F = E Aε

E为光纤的
杨氏模量

F为轴向拉力 A是光纤的横截面积

ε是轴向应变

驳回决定:对比文件1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本领域

技术人员根据公知的公式F=EAε,完全可以在对比

文件1的基础上去选择改变横截面积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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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改进动机&正向重塑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对比文件1 本申请

•采用物理拉力预制多段光纤辅以熔接
的方式
•先施加不同的拉力预制多段反射波长
不同的光纤光栅，再通过熔接方式将
多段连接在一起、形成级联光纤光栅

缺陷：
•多个光纤光栅之间的参数差异，熔接
后产生的插入损耗、内反射等缺陷，
导致光栅性能不佳
•成本高，难控制、工艺复杂

•采用化学的包层腐蚀技术改变光纤
的直径的方式
•采用一根普通的光纤，通过表层腐
蚀使光纤直径呈阶梯状变化，再对该
光纤施加同一拉力

•效果：
•在同一光纤产生周期不同的光栅段，
形成周期变化连续的、光滑无缝隙的
完整光纤光栅，无损耗和内反射
•成本低、易控制、工艺简单

• 第10215号复审决定（03138361.0）

• 多个级联光纤光栅的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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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改进动机&正向重塑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 第10215号复审决定（03138361.0）

• I.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存在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

➢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从D1认识到，多段熔接的方式存在成本高、

插入损耗、内反射等问题有待解决。

• II.现有技术是否存在解决技术问题的相关技术教导？

➢ D1本身是着眼于通过物理拉力预制多段以熔接的方式

➢ 公式F= E Aε的着眼点通常在于为轴向应变，故提供不同的轴向

拉力是惯常的思路

➢ 未有其它现有技术记载采用改变杨氏模量E或横截面A的方式(通

常横截面积是在光纤制成已固定)

➢ 解决多段熔接带来的问题通常采用提高熔接水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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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改进动机&正向重塑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 第10215号复审决定（03138361.0）

• III.是否会产生改进现有技术的动机？

➢ 作为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在申请日时，面对光纤光栅的损耗大、存

在内反射、工艺复杂、成本高等问题，基于上述现有技术的教导会

怎样做？

F = E A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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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发明构思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例三

发明创造对现有技术做出的贡献，不仅会

表现在技术手段的选取上，而且会蕴含在

发明构思的提出中。

在技术启示的判断环节，把握发明构思，

透过技术方案的文字记载从深层次理解发

明创造，有助于准确把握发明的技术贡献

，从而提升启示判断的客观性。

发明构思对发明创

造的完成至关重要

，它决定了技术改

进的路径、最终形

成的技术方案的构

成以及技术特征之

间的关系。

5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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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把握发明构思提升技术启示判断的客观性

• 第20987号无效决定（200710025460.X）

• 权利要求：

• 一种对留竹青竹黄的圆弧状的竹材的展平方法，其

特征在于：首先，选取带沿竹材轴向缺口的竹材并加热

软化；其次，对上述软化后的竹材进行展平，即，

在竹材受径向力的展平过程中，在沿竹材圆弧段实施展

开的同时，在沿圆弧段的竹黄表面施加分散的导裂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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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齿辊（II代）：

•沿圆周方向进料

施加径向力

•小裂纹轴向贯通、

竹板断裂

•舍弃竹青

•竹板强度下降

II代技术
（证据1）

现有技术
VS

发明目的

I代技术 光面辊（I代）：

•沿圆周方向进料

施加径向力

•竹板断裂、破碎

•不能有效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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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 → 解决思路 → 

解决手段 →  技术特征

提出“以裂治裂的思想”

→选择导裂眼

→“将集中的分裂力分散和吸收”

→分散均匀设置 & 边展开边施力

本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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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导裂眼的作用：

有效提供延展变形空间

圆周方向延展性好

应力分散，受力均匀

钉尖均匀将竹纤维轻微刺……

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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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延展竹材内表面

➢保留竹青竹黄，节约30％竹材资源

➢避免轴向通透性裂纹，获得完整竹板

➢竹板强度保持较好

➢竹片反弹力减弱，竹板更平整

本发明 证据1技
术
效
果
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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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对比&原理分析：

连续V 与 分散V

进料方向

进料方向

V形孔 VS V形槽

进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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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把握发明构思提升技术启示判断的客观性

• 第20987号无效决定（200710025460.X）

• 决定认为：

➢ 证据1施加的是通长的连续三角形凹槽，而涉案专利施加的是

不连续的分散导裂眼。从发明构思的角度看，两者技术方案在

实质上存在很大区别，且没有证据显示在竹材展平过程中施加

不连续的导裂眼是所属领域的公知常识。

➢ 涉案专利相对于证据1施加通长三角槽的方法而言，在板材强

度方面取得明显提高的技术效果，解决了现有技术未能解决的

技术问题，因此证据1未给出技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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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的发现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对改进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动机的考量
正向重塑的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小结

技术问题的发现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正向重塑的视角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例一

案例二

把握发明构思对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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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提出
宝贵意见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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