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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明目前无法申请专利
Erika K. Carlson
Senior Technology Writer

随着人工智能（AI）的日益强大与流行，一些工程

师已开始在发明过程中使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系统，

以帮助其设计更高效的电子产品、具有改进特性的材

料，甚至为产品提出原创性的想法[1–3]。但是，目前

人工智能这一使用方式引出了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知

识产权旨在鼓励创新，保护人类发明者的权利，但这一

概念应如何应用于由人工智能提出的想法？联合国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正在努力解决该问题[4]。
2019年年末，这一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

时，一个国际律师团队正在为两款由人工智能系统设计

的产品申请专利，且在专利申请书中将该人工智能系

统，即统一感知自主引导设备（Device for the Autono-
mous Bootstrapping of Unified Sentience, DABUS）列为

发明人（图1）[5,6]。这个自称人工发明家项目（Artificial 
Inventor Project, AIP）团队已经收到了一些专利机构给

出的结果。2020年早些时候，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拒绝了该团队的申请，因为根据该机构对现行法律的解

释，专利中列出的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不能是机器

[7,8]。到目前为止，出于类似的理由，欧洲专利局和英

国知识产权局（UKIPO）同样拒绝了该团队的专利申

请[9,10]。该团队已对这些机构的决定提出上诉，同时

正在等待中国、印度、以色列等国家的专利机构的决定

[5]。此外，在2020年8月，DABUS的创建者还向美国

专利商标局局长提起诉讼，辩称专利申请的驳回引出了

与现行法律不符的有关专利性的新要求[11]。
“如果你拥有一项发明或是可取得专利的人工智能

产品，却没有传统意义上具有发明人资格的自然人，你

能否获得专利？”萨里大学法学与健康科学教授，AIP
专利律师之一的Ryan Abbott说道，“这是我们在此诉讼

案中需主要解决的问题。”Abbott表示，该案例不仅涉

及为两款产品获取专利，更是作为试验案例去探讨如何

管理人工智能系统所创造发明的知识产权。Abbott在最

近出版的《合理的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法律》（The Rea-
sonable Robo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Law）一书中

讨论了该专利问题以及其他话题[12]。
Abbott和DABUS的创建者Stephen Thaler等AIP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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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IP律师团队正在尝试将人工智能系统列为专利发明人，且已为
两款由DABUS发明的产品递交专利申请书。DABUS由人工智能公
司Imagination Engines创建，该公司致力于开发“思考机器”，即无需
人类赋予特定目标便可生成原创想法并创造发明的神经网络。图片来
源：mikemacmarketing,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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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其他成员都认为只有DABUS才是这两款产品的合

理发明人，而非自然人。在两款产品中，一款是新型的

食品保鲜盒，一款可以用作信号塔（图2）[6]。美国密

苏里州圣查尔斯的人工智能公司Imagination Engines的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Thaler表示，DABUS不仅是辅助

产品设计的工具，还构思了产品设计的想法。该公司

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名为“创意机器”（Creativity 
Machines）的人工神经网络[13]。Thaler说道，他没有

给DABUS任何指令或指示，也没有给出任何需要解决

的具体问题，他提供的是有关这个世界的常识，然后

DABUS可以将各种想法组合在一起，从而获得启示。

例如，它意识到借助一定形状和大小的塑料可以更容易

地握住某物。如果某个启示对于DABUS而言可能是有

用的或是重要的，那么根据DABUS对世界的了解，它

会把该启示保存为记忆，并有可能将该记忆与其他启示

相结合，从而产生创造新产品的想法。

例如，Thaler不会明确指示DABUS去创造一款可

用于牙齿清洁的设备。但是，如果DABUS碰巧以某种

方式将其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拥有的知识与材料特性（例

如，毛发状刷毛可用于清洁表面，塑料等具有一定长度

的刚性材料很容易被人类握住）相结合，那么它可能会

设计出类似牙刷的产品。DABUS会自己构思许多潜在

的新产品，然后像Thaler和Abbott这样的自然人便可为

其提交专利申请书。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传

统意义上的具有发明人资格的自然人，是人工智能自己

生成了这个想法。

该团队并非为了人工智能的利益才对本案进行上

诉。“机器不需要专利，”Abbott说道，“但是制造和使用

机器的人需要专利。如果机器将带来下一波创新浪潮，

那我们便需要制定鼓励人们制造、使用、开发发明型机

器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来源于把这些发明纳入专利体系

的过程。”

英国伦敦Gowling WLG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专家

兼人工智能负责人Matt Hervey表示，专利体系旨在激

励创新。创造一个新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是一个代价昂

贵的过程。一项专利使持有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该发明

具有垄断权，从而在投资后获取回报。Hervey说道：“专

利保护也是一种社会契约，其中规定专利权所有人获得

暂时的垄断权，从而避免该发明的工作原理的公开。如

果人工智能的发明无法获取专利，各公司便倾向于使用

商业机密而非专利，这将导致相关知识无法得到共享，

而创新的步伐也会变得缓慢。”

Hervey表示，可能也会有人反对给人工智能发明授

予专利。具有创造力的人工智能可能会使创新的速度足

够快或成本足够便宜，而通常授予的20年垄断期就没有

必要了。“如果一个特别成功且高产的发明型人工智能

所创造的发明被垄断，那么其所属的公司可能会占有过

多的市场份额，”Hervey说道，“我们需要观察人工智能

的使用是如何发展的，并且平衡其对激励机制和竞争的

需求。”

到目前为止，尽管多家机构都拒绝了该团队的专利

申请，但Abbott表示该项目已经出现了一线光明。一些

专利机构的代表指出，拒绝这一申请不是因为与该团队

的政策论点不同，而是因为根据对现行法律的理解，专

利要求发明人为自然人。他们也承认有必要讨论并可能

更新相关政策。

“如申请人所述，由人工智能机器所创造的发明在未

来可能会越来越普遍。至于专利系统应如何处理或是否

应该处理这类发明，这的确是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英

国知识产权局副局长Huw Jones在决策文件中写道[10]，
“对该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是正确的，在此情况下考虑

修改法律，而不是随意地套用现行法律也是正确的。”

该团队仍然可以为DABUS的发明获取专利。Ab-
bott表示，一些国家的现行专利法比美国和英国的专利

法更为灵活。例如，塞浦路斯和摩纳哥表示不要求专利

的发明人为自然人，以色列也不要求在专利申请书中指

定发明人。Abbott称：“即便没有获得专利，该项目仍是

成功的。就激发公众讨论和政策辩论而言，这是一个非

常成功的案例。”

图2. 由人工智能系统DABUS设计并且迄今尚未成功申请专利的两项
发明包括：一款食品保鲜盒（a），其中器壁的分形轮廓使其可与其他
保鲜盒组装在一起，并能提高抓力和热传导性能；一种以特定模式发
射光脉冲信号的信号塔（b），可与其他潜在的竞争光源区分开[6]。图
片来源：Stephen Thaler，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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