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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专利态势

编者按

量子计算作为一种能够高速计算、存储和处理信息的新计算技

术，有望克服计算限制，给现有经典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带来质的飞

跃。量子计算作为该背景下的前沿技术，也日趋成为世界各国抢占

的战略制高点，目前全球已有 40 多个国家制定了顶层量子战略，

竞争十分激烈。

欧专局报告显示，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动态发展在

最近十年才开始；量子计算专利成倍增长，发展势头强劲。美国为

量子计算专利布局的最重要市场，其次为日本、欧洲和中国。美国

在量子硬件研发活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在量子计算专利前 100 名企

业榜单中，美国占比 40%，中国占比 15%，日本占比 11%。其中

来自美国的科技公司 IBM 位列第一，其次为美国 Google 和加拿大

量子计算公司 D-Wave。

虽然美国在量子计算研发活动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在量子

计算整体专利布局数量上领先，专利活动相当活跃。本源量子作为

国内量子计算龙头企业，在专利布局上脱颖而出，专利布局数量甚

至超过了英特尔。此外，我国成立了首个“量子计算产业知识产权联

盟”，为中国量子知识产权发展构建坚固护城河，牵引整个量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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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发展。

在量子计算发明申请日益增多的同时，量子计算的相关算法是

否具备专利适格性成为了法律界广泛讨论的话题，美国法律界和英

国法律界均在呼吁给出明确的解释，就目前形势来看，围绕软件和

计算技术可专利性的判定很可能同样适用于量子计算。

笔者梳理了全球量子计算专利态势、我国量子计算专利动态和

有关学者对于量子计算的专利适格性的讨论，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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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量子计算专利态势

欧洲专利局发布量子计算专利洞察报告

2023 年 1月 23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了一份关于量子计算的专利

洞察报告。根据公开的专利信息，该报告概述了整个量子计算和以下子技术 :量

子计算的物理实现、量子错误纠正和缓解，以及与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机器学

习相关的技术。这项研究是由欧洲专利局(EPO)和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ESPI)

与欧洲航天局(ESA)合作，审查了量子技术空间应用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2001-2020 年)。

该报告基于国际专利家族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国际专利家族是指至少 2 个

专利机构公布的基于相同或类似发明相关的专利文件。一般认为，专利申请人

将更大的经济潜力归因于这些专利家族的基础发明，并且从地理角度来看，他

们倾向于寻求更广泛的商业化。

一、量子计算专利成倍增长，量子计算+ML布局势头强劲

近年来，量子计算领域的发明数量不断增加。图 1 展示了量子计算领域发

明国际专利族数量随最早公开年的变化趋势，在过去十年中，该领域的发明数

量成倍增长，远远超过了所有技术领域普遍观察到的增长。“量子计算的物理实

现”、“量子纠错/缓解”和“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些子领域的发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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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过去几年中也成倍增长。“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动态发展在最

近十年才开始，其增长态势高于其他细分领域甚至是整个量子计算领域。

图 1. 量子

计算 专利

族历年变化趋势

二、美国为量子计算专利布局的最重要市场

量子计算领域的专利申请人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欧洲、

中国等地区寻求国际专利申请。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专利申请占所有技术领域

的国际专利申请比例超过 20%，该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申请所占比例明显高于



6

平均水平。可见，专利申请人对量子计算技术具有高经济期望以及跨国商业布

局计划。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专利申请的占比一直很高，反映了美国在量子计算领

域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方面，还是作为这些技术的重要市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专利申请的比例持续居高不下，中国专利申请的比例

也在不断增加。

图 2. 量子计算专利族区域布局变化趋势

三、企业为量子计算专利申请主力，IBM最为活跃

量子计算领域最活跃的申请人中，企业占比很高，这些企业主要来自美国

和日本，少数是美国大学和一家与美国大学保持关系的非营利组织。最活跃的

申请人是 IBM，其次是东芝(包括Nuflare Technology)、英特尔和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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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量子计算专利申请排行榜（前十名）

纵观几十年中的申请人历年变化发现，在 2000-2009 年代，加拿大的 D-

Wave系统公司在该领域非常活跃，专注于绝热量子计算。在这十年中，只有

企业进入了最活跃申请者的前 10 名。相比之下，在 2010-2019 年代，最活跃

申请人榜单还是由大公司主导，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这两所大学成为

了最活跃申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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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量子计算专利申请排行榜（2000-2009 年和 2010-2019 年）

四、量子计算专利合作申请倾向于同一地域的合作

13,000 多个国际专利族中，超过 6,000 个专利族至少有 1 个 EP 家族成

员。在这些专利族中，超过 500 个专利族有一个以上的专利申请人，即为合作

申请专利，在这些专利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专利族中有另一个申请人也来自

EPC缔约国，约有四分之一的专利族中有来自北美的申请人。这些结果表明，

同一区域内的合作相对密切，而不同大洲申请人之间的合作较弱。

五、量子计算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是专利布局热点技术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子领域的专利申请与其他子领域甚至整个

量子计算领域显示出明显的不同。虽然在 2000 年代，该领域的专利申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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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升，但真正的动态发展是在最近的十年才开始的。该子领域目前的专利占

比是 15%，其发展速度甚至高于其他子领域或整个量子计算领域。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个子领域的申请人活跃度也很特别。虽

然整个量子计算领域和子领域"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和"量子纠错/缓解"中最活

跃的专利申请人由 IBM 和部分美国公司领导，但在"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中，其近十年的申请人更加具有多元性。

图 5. 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专利族历年变化趋势

量子并行已经证明，量子计算特别适用于实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ML)

技术。神经网络和量子计算这两种新兴技术之间的联系超出了预计，例如，图

形模型(如生成神经网络)和基于自旋的模型(如 Ising或 Pott模型)之间的等价

性在统计物理学中早已广为人知，并且有充分的研究，这使得量子计算更直接

地适应AI/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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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势头强劲，而量子计算的专用 CPC 分类领域将在

中期内全面建立，EPO 考虑在未来更新本报告，并更仔细地研究本报告所涵盖

的子行业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其他子领域将如何发展和变化。

资料来源：EPO 2023-1 报告

IPWatchdog发布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专利全景报告

2023 年是量子计算技术快速发展的一年，在可扩展量子计算和量子纠错

等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用于创建量子比特(量子位)的多种物理实现方法

或模式正在开发中，它们在性能指标(如量子位计数、错误率、退相干时间和门

速度)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权衡。该报告从专利布局的角度探讨量子计算行业的最

新发展重点和趋势，并讨论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申请专利的战略考虑。

一、量子计算专利数量呈指数增长，中国在数量上领头

量子计算专利申请量在近五年呈现指数式增长，2023 年申请量达到新的

高峰。中国量子计算专利申请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欧洲和日本紧随

其后。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台湾和以色列也公布了大量的量子计

算专利申请。虽然企业可以选择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专利，但它们倾向于优先在

本国申请专利，然后在关键的国外市场进行战略性申请。这种专利申请的地域

布局表明，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在量子计算研究和投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也反映了它们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成熟的专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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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量子计算专利申请历年趋势

图 7.量子计算专利公开地分布情况

二、超导量子计算专利数量占比显著，增长放缓

针对量子计算机各类物理实现方法或模式的专利申请进行统计，可知超导

量子计算的专利申请数量几乎与其他模式的总和相当。这表明超导量子计算是

商业上最成熟的方法，反映了领导该领域的大公司的影响力。继超导量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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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是分别是基于光子、量子点、离子阱和拓扑方法的

技术。中性原子、核磁共振和氮空位量子计算的专利申请相对较少，这表明这

些技术处于早期研发状态。

图 8.量子计算各物理实现方法的专利分布情况

量子计算不同物理实现方法的专利申请活动趋势如图 9所示。虽然超导量

子计算专利申请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到 2023 年将出现明显的小幅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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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超导量子计算专利申请历年趋势

三、光子和离子阱专利增长迅速，中性原子量子计算具备增长潜力

光子和离子阱量子计算的专利申请量都在快速增长。2023 年，拓扑量子

计算的专利申请量略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量子点技术的专利申请在 2019

年达到顶峰，随后呈下降趋势，可能表明人们对该领域的兴趣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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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量子计算专利申请历年趋势

尽管数量不多，但近年来中性原子、核磁共振和氮空位量子计算的专利申

请迅速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中性原子量子计算的增长模式与光子和离子阱量

子计算的增长模式非常接近，但有三年的延迟。这一趋势表明中性原子量子计

算有可能成为一种主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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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中性原子、核磁共振和氮空位量子计算历年趋势

四、美国在量子硬件研发活动中处于领先地位

图 12 公布了各主要专利公开地的每种主流量子计算物理实现方法的专利

申请数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量子计算专利申请总量最高，但美国在

每种主要物理实现方法的专利申请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可能表明，美国

在量子硬件的研发活动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则更关注量子软件和量子计算

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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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各主要专利公开地的量子计算各物理实现方法的专利分布情况

本报告还研究了量子计算的物理实现在专利申请中被引用的程度。在提及

至少一种物理实现方式的专利申请中，发现 24%的这些申请在其独立权利要求

中包含与至少一种方式相关的关键词，这可能将专利的范围限制在特定的方式

上。与此同时，54%的专利在从属权利要求中包含了一种模态，但在独立权利

要求中没有，这表明该技术可能适用于各种量子计算类型，而不会将专利限制

在单一模态上。最后，22%的申请在说明书中讨论了物理实现，但在权利要求

书中省略了它们，这表明这些专利关注量子计算机物理实现以外的领域，并主

要将其作为背景信息或使能公开。

资料来源：IPWatchdog 2024-2-13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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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量子计算技术发明专利 TOP100榜单

incoPat创新指数研究中心对截至 2022 年 10月 18 日，在全球公开的量

子计算领域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发布了全球量子计算技术发

明专利 TOP100 榜单。本排行榜中量子计算技术领域限制在量子计算处理系统

及方法、量子线路的运行方法及装置、量子态层析方法及装置、量子程序的转

化方法及装置、量子逻辑门的操作优化方法、超导量子处理器及量子测控等技

术领域；未包含量子密钥加密、抗量子计算密码等技术领域。

入榜前 100 名企业主要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占比 40%，中国占比

15%，日本占比 11%。其中来自美国的科技公司 IBM以 1323 件专利位列第

一，美国科技公司 Google 和加拿大量子计算公司 D-Wave 分别以 762 件专利、

501 件专利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

表 1.全球量子计算技术发明专利 TOP100 榜单（前 20 名）

排序 企业简称 国家/地区 全球公开的量子计算技术发明
专利申请量/件

1 IBM 美国 1323

2 Google 美国 762

3 D-Wave 加拿大 501

4 Microsoft 美国 496

5 Northrop Grumman 美国 262

6 本源量子 中国 234

7 Intel 美国 221

8 百度网讯 中国 186

9 IonQ 美国 164

10 Rigetti 美国 110

11 Zapata Computing 美国 102

12 NSI 澳大利亚 96

131 浪潮 中国 95

14 腾讯科技 中国 93

15 1QBit 加拿大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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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oshiba 日本 85

17 Honeywell 美国 82

18 NEC 日本 78

19 IQM 芬兰 76

20 NTT 日本 73

数据来源：IPRDaily,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整理

从入榜前 100 名企业地域分布来看，百强企业主要来自全球 18 个国家/地

区。其中美国占比 40%，中国占比 15%，日本占比 11%，其次为加拿大占比

7%、英国占比 6%、澳大利亚占比 4%，德国占比 3%，瑞士、以色列和芬兰

各占比 2%，奥地利、爱尔兰、西班牙、韩国、法国、瑞典、波兰以及马耳他

分别占比 1%。

从全球专利技术来源地来看，截至 2022 年 10月 18 日在全球公开的量子

计算领域发明专利技术，同样主要来源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加拿大。其中

54.18%的专利技术来源于美国，占所有来源国家/地区的首位；16.68%的专

利技术来源于中国，7.94%的专利技术来源于日本，7.04%的专利技术来源于

加拿大。

从入榜前 100 名企业专利被引证数量来看，全球量子计算领域发明专利被

引证数量前十名企业主要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和加拿大。其中美国 IBM 公司

和加拿大 D-Wave 公司在该领域专利被引证数量最多，一定程度上反应两家企

业在该领域的发明专利质量较高，且专利影响力略大于其他企业。

表 2.全球量子计算技术发明专利被引证数量 TOP10 榜单

排序 企业简称 国家/地区 全球公开的量子计算技术发明
专利被引证数量/件

1 IBM 美国 630

2 D-Wave 加拿大 575

3 Google 美国 275

4 Rigetti 美国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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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crosoft 美国 247

6 Hitachi 日本 171

7 Intel 美国 153

8 NTT 日本 148

9 Toshiba 日本 143

10 本源量子 中国 133

数据来源：IPRDaily,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PRDaily 2022-10-26 报告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量子计算机安防专利统计报告

2023 年 1月 9 日，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发布量子计算机安防专利调

研。后量子密码相关专利申请 2011 年以后年均增长率 17.3%，10 年间增加

了 4.2 倍（2011 年 52 件→2020 年 219 件）。预计到 2026 年，全球后量子

密码技术的经济价值将达到 27万亿韩元，占整个安防市场规模（247万亿韩

元）的 11%。

从各国申请量占比来看，美国以 31.6%居首位，日本（16.2%）和中国

（13.2%）紧随其后，韩国以 10.2%位居第 4。日本的申请量呈现下势，中国

（43.6%）和韩国（40.3%）的申请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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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全球后量子密码专利申请趋势

后量子密码领域以格密码为基础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占比 32.0%。2011

至 2020 年，韩国以格密码为基础的技术专利申请量为 69 件，落后于美国

（90 件）和日本（76 件），但最近 5 年的申请量却排在第 2（59 件），与排

名第 1 的美国（62 件）差距较小。

从申请人来看，全球后量子密码技术的开发主要由企业（企业申请人占比

80%）主导。而韩国则主要由政府主导，韩国大学（38.8%）和研究所

（10.1%）的占比较高。

后量子密码申请人中，申请排名第 1 是荷兰飞利浦（73 件），其后为索

尼（72 件）、英特尔（63 件）、IBM（43 件）、富士通（35 件）。韩国申

请人 Cryptolab（25 件）排名第 9、三星（18 件）排名第 16。韩国申请人在

基于格密码的专利申请表现更为突出，Cryptolab（25 件）排名第 4、三星

（14 件）排名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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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全球后量子密码申请人排名

资料来源：河南省知识产权事务中心 2023-2-17 报道

中国量子计算专利态势

中国量子计算专利申请表现突出，本源量子脱颖而出

IPWatchdog 的专利全景报告显示，中国量子计算专利申请数量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美国、欧洲和日本紧随其后。此外，根据 IPRdaily与 incoPat创新

指数 研究中心联合发 布 的 2022 年 全 球 量 子 计 算 技 术 发 明 专 利排行榜

（TOP100）。从 2020 年到 2022 年，中国公司的量子计算技术发明专利由

137 件增长至 804 件，实现约五倍增长。排行榜前 100 名企业主要来自 18 个

国家和地区，美国占比 40%、中国占比 15%、日本占比 11%。其中来自美国

的科技公司 IBM以 1323 件专利位列第一。而中国则有本源量子、华为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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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入围榜单。其中，本源量子以 234 件量子计算专利数量排名中国第一、

世界第六，超越排名世界第七的英特尔公司。

本源量子是国内量子计算龙头企业，2017 年成立，团队技术起源于中科

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本源量子聚焦量子计算产业生态建设，打造自主可控

工程化量子计算机，围绕量子芯片、量子计算测控一体机、量子操作系统、量

子软件、量子计算云平台和量子计算科普教育核心业务，全栈研制开发量子计

算，积极推动量子计算产业落地，聚焦生物科技、化学材料、金融分析、轮船

制造、大数据等多行业领域，探索量子计算产业应用，争抢量子计算核心专利。

截止 2024 年 2月 23 日，本源量子一共公开了 1400 个量子计算相关的

专利族，其中中国专利占比 92.7%，美国专利占比 0.9%，欧洲专利占比

1.4%。2023 年，本源量子计的“一种量子芯片测试结构及其制备方法和测试

方法”专利荣获第十届安徽省专利金奖。

资料来源：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3-10-13 报道

我国首个量子知识产权联盟成立

2023 年 3月 23 日，国内首个“量子计算产业知识产权联盟”正式成立。首

批成员单位共计 8 家，覆盖了从量子硬件，包括超导、离子阱、光量子，到量

子软件、量子应用等量子计算全产业链。业内人士认为，联盟成立标志着中国

量子产业核心“朋友圈”初步形成，进一步夯实了北京区域量子科技的发展凝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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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联盟将为中国量子知识产权发展构建坚固护城河，推动高价值专

利培育、专利交叉授权许可、创新主体向行业标准靠拢，并向关键量子专利领

域布局，牵引整个量子产业高效发展。联盟由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任指导单位，

百度、北京量子院任理事长单位，其他创始成员包括中国信通院、中国移动、

启科量子、玻色量子、华翊量子，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顾问单

位。

联盟还设置了标准与知识产权工作组等 4 大工作组，并成立国内首个“量子

计算专利池”，填补了行业空白。据悉，由于我国在量子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大

多数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在量子方面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相较国际同行仍有一

定差距。专利池的成立，一方面可以为联盟成员搭建合作桥梁，从而推动量子

产业行业标准的制订与标准必要专利的布局，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联盟成员通

过专利池统一发声，构建有利于量子计算产业健康发展的知识产权环境。后续，

专利池将重点布局量子测控、量子安全与加密、量子架构与软件、量子纠错、

量子算法与应用等 7 大量子产业领域。

作为国内重要的量子产业创新中心和战略高地，北京发展量子产业优势明

显。北京的量子产业化创新主体在量子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全国首位，

而联盟成员在量子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在北京占比达 70%。

联盟理事长、北京量子院量子计算执行部长徐洪起提到，量子信息科技具

有高门槛、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同时回报也高，1台 100 个逻辑量子比特

的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大于现在全球所有经典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目前全

球已有 40 多个国家制定了顶层量子战略，竞争十分激烈。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2023-3-29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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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与专利制度

量子密码技术与美国专利制度:一个尴尬的关系

在美国，软件和计算技术的专利适格性（可专利性）一直是广泛讨论的法

律问题，而这个法律问题也适用于量子密码学技术。

2013 年，最高法院对爱丽丝诉 C.L.S.银行案(Alice v. C.L.S.Bank)的判

决使得计算机程序的可专利性的判定产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形成了“Alice测试

法”，即两步测试法。两步测试法包括：a、判断权利要求是否指向法定例外事

项(judicial exceptions)，即自然规律、自然现象（自然产物）和抽象概念。

如果不是，则满足专利适格性；如果是，则判断 b、权利要求是为明显超出

(significantly more)法定例外事项的其他元素。如果是，则通过两步测试法，

判定其满足专利适格性；如果不是，则没有通过两步测试法，判定其不满足专

利适格性。整体上看，抽象概念例外原则与两步测试法结合在一起，是美国司

法实践中用以检验计算机程序的专利适格性的完整评判方法。

计算机程序可专利性通常受制于《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01条中的“抽象

概念”例外。量子计算机系统的可专利性问题通常也通过抽象概念例外和“Alice

测试法”来判断，但量子安全加密技术的可专利性问题还存在不同，因为公众就

专利制度对加密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否会形成难以逾越的障碍的担忧更为严重。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于 2020 年 6月 19 日判决的 Dropbox,

Inc.， Orcinus Holdings, LLC诉 Synchronoss Technologies, Inc.一案很

好地说明了密码学专利的问题。有趣的是，CAFC 在口头辩论中总结出该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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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步骤与使用不同钥匙卡进入政府机构办公室的实际行为之间具有相似之

处。然而，它似乎忽略了该专利的权利要求的实质内容，在给定用户的文件访

问路径上消除不必要的身份验证过滤器。通过从权利要求中消除通用计算组件，

来设想与这些专利加密技术并行的可能的模拟或“实体”。但如果没有这些计算

组件，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呢？

量子解密系统的可专利性取决于“通用”量子计算是否会被法院以与在“通用”

计算机上实现的发明相同的方式对待。我们可以从实体法或现实实践的角度来

思考这个问题。

就实际情况而言，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法院倾向于依据公共利益和可能的“技

术价值”来解决专利适格性问题，即用“硬技术而不是纯软件”来解释发明技术。

此外，有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提交的专利申请听起来像“硬技术”，更有可能

避免 35 U.S.C.§101 的专利适格性判定陷阱。

然而，目前的形势来看，量子安全加密技术是否能申请专利的问题没有得

到确切的答案。因此，人们强烈要求改革美国的法律体系。最近，美国专利商

标局(USPTO)发布了一项征求意见的呼吁，讨论该局应如何应对最近判例法和

专利起诉结果所造成的混乱。例如，在抽象概念例外的情况下，CAFC以超过

80%的比率使已授权的专利无效，并且每年都在继续审理更多的此类案件。

围绕软件和计算技术可专利性的法律判定很可能同样适用于量子计算。至

关重要的是，这些量子计算发明的相对“技术价值”有助于它们在美国专利商标

局获得许可，但在 10-15 年后，当针对相同专利的诉讼成熟时，考虑到该技术

的未来前景，相同的制度设计是否还会适用?

资料来源：IPWatchdog 2021-8-29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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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算法与英国专利制度：量子算法具有可专利性吗？

英国专利法特别指出，计算机程序是不被视为发明的，因而不授予发明专

利。然而，英国专利局也确实经常对软件发明授予专利。这是因为英国《专利

法》还规定，只有当专利要求涉及计算机程序本身时，即当权利要求仅仅涉及

计算机程序的时候，才不具备授予发明专利适格性。

在评估一条权利要求是否只与计算机程序有关时，专利局将考虑软件发明

的整体背景及其目的和整体效果。如果可以确定该计算机程序对技术水平的贡

献是技术性的，那么它就具备专利适格性。举例来说，在专利权利要求中简单

地叙述几行代码很可能会导致该发明不具备技术贡献，但如果阐明该代码更精

确地控制无人驾驶飞行器的导航的话，就可能足以确定其具备的技术贡献。

因此，在考虑一条软件权利要求具有可专利性的可能性时，很重要的一点

是软件在运行时将做些什么，以及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技术性的”。

英国法院尚未发布任何着眼于现行做法对具体量子算法的适用性的判决，

在英国法院作出相反的裁决之前，建议专利申请人对其发明的量子算法采用现

有的经典算法的做法。

首先，“计算机程序”一词的范围很广，足以涵盖经典和量子算法。其次，

上述关于“技术贡献”的测试并不只适用于计算机程序，它适用于法规所定义的

每一类“排除事项”，包括智力活动的计划、规则或方法、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

虽然量子算法与经典算法不同（由于其执行算法的技术更先进），但它们在不

同的数学方法和利用物理学规则中都能找到基础。根据英国法律，任何将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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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扩展到经典算法之外的行为都不太可能被认为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技术性

的”。此外，英国专利局一直非常愿意将现有的做法适用于其他尖端的算法。例

如，英国专利局认为人工智能程序是“计算机的程序”和/或“数学方法”的一个例

子。

英国《专利法》没有定义什么是“技术性的”，在相关的案例法中也找不到

定义。事实上，一个软件是否具有技术贡献，可以成为发明人和专利局（或法

院）之间的一个争议点。然而，纵观英国法院过去的判决，可以找到一些可能

表明计算机程序权利要求存在的技术贡献的考虑因素，如下：

第一、所要求的技术效果是否对在计算机外进行的过程产生技术效果；

第二、所要求的技术效果是否在计算机架构层面上运作；也就是说，该效

果是否产生于正在处理的数据或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第三、所要求的技术效果是否导致计算机以新的方式运作；

第四、该程序是否使计算机成为更好的计算机，即作为计算机更有效地运

行，或者是否提高了计算机的速度或可靠性；

第五、所声称的发明是否克服了所认定的技术问题，而不是仅仅规避该问

题。

如果计算机程序控制一个外部系统（如汽车制动系统）的运行，那么就可

以满足第一条的因素。如果一个计算机程序在运行时能更快或更有效地将数据

存储和加载到存储器中，就可以满足第四条因素。

上述考虑因素是可能同样适用于量子算法。因为上述考虑因素都是针对“计

算机”这个概念，不一定局限于经典计算机。例如，第一条因素评估了计算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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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计算机外部的影响，这对量子计算机同样适用。同样，第二个因素讨论了

“架构”，可以解释为同样涵盖了量子比特。

上述关于计算机程序的专利适格性判断似乎确实与英国专利审查员目前采

取的方法一致。听证官在 O/130/22听证会中中明确声明了目前对软件发明的

测试可以适用于量子算法：

“在听证会上有一些讨论，即是否应该对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在专利

适格性判定上采取不同的方法。我认为，现有的专利适格性考虑因素对量子计

算机一样有效。此外，鉴于专利中所描述和要求保护的“计算机程序”的抽象程

度，重要的是要考虑所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说它的贡献，是否与提供给计算

机的指令有关，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为了指导它如何运作。如果贡献确实

只与这些指令有关，那么要确定的问题是，这些指令是否导致了某种形式的贡

献，而这种贡献超出了计算机程序本身，我不认为计算机是量子计算机或具有

量子元素这一事实会对这一审议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区别。”

资料来源：Marks&Clerk 2023-2-16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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