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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报告并非商业性报告，因此深度方面无法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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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业概况 

本报告选用 incopat 专利数据库，就相关主题在全球范

围内的专利保护情况进行了专利检索与数据分析，检索时间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节  相关概念 

1.1.1 后视镜的定义 

后视镜是驾驶员坐在驾驶位上直接获取汽车后方、侧方

和下方等外部路况的工具。 

1.1.2 后视镜的必要性 

为了驾驶员操作方便，减少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

人身安全，中国在 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中要求：“机动车（挂车除外）应在左右至少各设置一面主

后视镜”，且所有后视镜都必须能调整方向，参见“12.2 间

接视野装置”部分。 

1.1.3 后视镜的种类 

按安装位置可以分为：内后视镜、外后视镜、下视镜； 

按后视镜的镜面形状可以分为：平面镜、球面镜和双曲

率镜面三大系列，另外还有一种棱形镜，棱形镜的镜表面平

坦，但其横截面为棱形，通常用作防眩目型的内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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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制镜时涂用的反射膜材料可以分为：铝镜、铬镜、银

镜、兰镜（涂层）4 种； 

按后视镜的调节方式可以分为车外调节和车内调节 2种； 

车外调节是在停车状态下，通过用手直接调节镜框或镜

面的位置的方式来完成视角的调节，该方式费时费力，很难

方便地一次性完成，驾驶员需在座位上用手伸出车窗外调节，

在行车、雨天等情况下调节很不方便。一般的大型汽车、载

货汽车和低档客车都采用车外调节方式，以降低成本。 

车内调节可以为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调节后视镜、观察

后视野提供较为方便的条件，中、高档轿车大都采用车内调

节方式。该方式又分为手动调节式（钢丝索传动调节或手柄

调节）和电动调节式 2种。 

由于后视镜的位置直接关系到驾驶员能否观察到车后

的情况，而驾驶员调整后视镜的位置又比较困难，尤其是前

排乘客车门一侧的后视镜。因此，现代汽车的后视镜基本都

是电动的，由电气控制系统来调节。 

1.1.4 后视镜的结构原理 

后视镜的视界是指镜面所能够反映到的范围。业界有视

界三要素的说法，即驾驶者眼睛与后视镜的距离、后视镜的

尺寸大小、后视镜的曲率半径，这三要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关

系，当后视镜的距离和尺寸相同时，镜面的曲率半径越小，

镜面反映的视界越大；当镜面的曲率半径相同时，镜面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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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越大，镜面反映的视界越大。 

同时，后视镜也有一个反射率指标。反射率越大镜面反

映的图像越清晰。反射率的大小与镜内表面反射膜材料有关。 

由于一般轿车的速度提高，外后视镜迎风面积较大，因

此风阻和噪声是设计者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外后视镜外

形轮廓要符合空气动力学，用圆滑的线条以减少风阻、降低

风噪。 

1.1.5 后视镜存在的问题 

盲区范围大 

后视镜设置在车身前侧，无论怎样旋转都看不到车身正

后方的完整路况，只能通过调整后视镜角度、结合多个后视

镜的画面以及司机的个人经验分析车后的具体情况，对各后

视镜的角度调节、司机对车辆的熟悉程度等依赖程度较高，

驾驶结构差别过大的车辆时，司机将无法准确判断新车周围

的路况。 

无法反应真实距离 

外后视镜视野范围大，但镜面不一定是平面镜，而且镜

面需要前后偏转一定角度才能让驾驶员看到较大的范围，所

以从后视镜上无法直观地确定出车外的实际距离，依然需要

司机凭经验判断。 

当司机无法确定路况环境时，只能通过经验去判断，比

如根据后车在后视镜中占据的比例判断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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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视镜中只能看到后车的 1/2车身，且后车占据了后

视镜高度的 1/2画面，则后车车距为 4米左右； 

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整个后车，且后车占据了后视镜高

度的 1/2 画面，则后车车距为 9.5 米左右； 

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整个后车，且后车占据了后视镜高

度的 1/3 画面，则后车车距为 15米左右； 

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整个后车，且后车占据了后视镜高

度的 1/4 画面，则后车车距为 24米左右。 

这些经验只适用于车身尺寸在同一范围内的车辆，且需

要司机熟记，一旦记错或者驾驶车辆尺寸变化较大，这一经

验将失去作用。 

雨雪天气使用受影响 

雨雪天气容易造成车窗起雾或车窗外有水流，司机看不

到或看不清楚车外后视镜反射的图像，无法及时了解车身侧

面或远处的路况。 

1.1.6 后视镜发展现状 

作为汽车上历史最为悠久的零部件之一，汽车后视镜诞

生至今已经超过百年。现在大部分汽车的后视镜仍采用左右

大小一致并且面积较大的方形镜。 

根据《计算机辅助工程》第 18卷第 4 期（2009 年 12月）

中的《普通后视镜空气动力阻力数值分析》（陈枫、李启良、

杨志刚）文章记载：后视镜作为钝体以较大的结构尺寸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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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汽车外流场中，带来的阻力为整车空气阻力的 2%-5%。 

2016 年 7月 3 日的美国《汽车新闻》报道称，2016 年 6

月 17 日，日本通过一项新法规，允许无后视镜汽车上路。

该法规使供应商争相开发此技术，包括日本市光工业株式会

社和德国博世集团。《汽车新闻》同时报道称，美国很可能

在 2018 年通过类似法规，随后中国也将推广。预计到 2023

年前，日本 29%的汽车将使用摄像头代替后视镜，且 12%的

汽车将不再有外后视镜。 

其实考虑到风阻、设计美学等原因，现如今越来越的汽

车厂家想要将后视镜更换成摄像头。起初还只是在概念车上

展现摄像头代替后视镜，但是很多厂商把这种设计带到了现

实，法拉第未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CES 展上发布的 FF91 就

是鲜明的例子。 

而在这方面，传统汽车厂商表现也许更为激进。比如早

在 2014 年大众汽车就在推出的新车大众 XL1 上配置了一套

外置摄像头后视镜系统，以取代传统的后视镜。但因为各地

法律因素无法上路，最终这款大众 XL1仅在德国和奥地利有

售。 

其实之所以如此众多的汽车厂家想要利用摄像头代替

后视镜，不仅仅是因为传统后视镜本身影响视线、空气动力

等原因，还在于摄像头可以安装在汽车任意地方，没有盲区，

因此更有助于提高汽车安全性。另外近些年并线辅助等汽车



6 

 

先进配置的普及，客观促进了摄像头取代后视镜的进程。 

第二节 重点企业 

重点企业的确定，是基于汽车后视镜领域比较知名的企

业。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国外企业是美国的麦格纳电子

（MAGNA ELECTRONICS INC），麦格纳创建于 1957 年，创立

60 多年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供应商之一。麦格纳电子

的产品主要包括：整车工程与代工制造、车身与底盘系统、

动力总成系统、电子系统、外饰系统、座椅系统、闭锁系统、

车顶系统、镜像系统这九大系统，本报告涉及镜像系统内的

车内后视镜、车外后视镜以及电子影响控制系统等具体产品。 

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汽车行业

十强中唯一一家民营轿车生产经营企业，始建于 1986 年，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在汽车、摩托车、汽车发动机、

变速器、汽车电子电气及汽车零部件方面取得辉煌业绩。特

别是 1997 年进入轿车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持

续的自主创新，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现资产总值超过千亿元，

连续四年进入全国企业 500 强，被评为“中国汽车工业 50

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跻身于国内汽车行业

十强。2018 年度《财富》杂志世界 500强排行榜中，浙江吉

利控股集团以 411.719亿美元的营收位列第 267位，强势攀

升 76 位，这也是该公司自 2012 年首次进入榜单以来连续 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9%E5%88%A9/49022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1%E8%90%A5/609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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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榜。 

第三节 代表技术 

汽车后视镜领域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代表技术： 

1、辅助系统与控制装置 

该技术主要为汽车驾驶的辅助系统、相关的控制装置，

包括利用摄像头与车载显示器实时展示摄像头的拍摄画面

来代替现有的车外后视镜等内容，显示器上不同摄像头拍摄

画面的切换、分屏展示等； 

2、车载传感器 

该技术主要涉及车载传感器，比如：风速传感器、车速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上述传感器与控制装置

的配合使用方法等； 

3、图像数据、视觉系统、显示系统 

该技术主要涉及图像、视频数据的实时传输与显示，比

如利用摄像头取代外后视镜，并将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实时传

输和显示在车内的显示单元上以观察车外路况的方法；或者

是车内显示单元的数量和位置分布、显示画面的切换方法等； 

4、成像镜头、成像透镜 

该技术与摄像头的取景有关，比如取景范围控制、镜头

防污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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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专利布局 

第一节 专利数量及技术分布概况 

2.1.1 全球专利数量及国家分布 

对于汽车后视镜领域，迄今为止全球已公开的专利总量

为 25493 件，最早的专利申请日为 1954年 6 月 4日。 

 

对于汽车后视镜领域专利全球分布如上图所示，相关专

利数量较多的国家主要为：美国（9064件）、中国（7746 件）、

日本（6310件）。 

2.1.2 全球专利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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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的 IPC分类号分布来看，如上图所示，后视镜领

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B60R 技术,相关专利数量达到了

11979件。 

上表中的 IPC分类号含义如下表： 

小类 含义 

B60R 不包含在其他类目中的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件 

H04N 图像通信，如电视 

G08G 交通控制系统 

B60Q 一般车辆照明或信号装置的布置，及其安装或支承或其电路 

B60W 
不同类型或不同功能的车辆子系统的联合控制；专门适用于混合动力车辆的

控制系统；不与某一特定子系统的控制相关联的道路车辆驾驶控制系统 

G02B 光学元件、系统或仪器 

G06K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 

G06T 一般的图像数据处理或产生 

B60K 

车辆动力装置或传动装置的布置或安装；两个以上不同的原动机的布置或安

装；辅助驱动装置；车辆用仪表或仪表板；与车辆动力装置的冷却、进气、

排气或燃料供给结合的布置 

G06F 电数字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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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2007-2018 各年的专利申请中，关于汽车

后视镜的专利仍然以 B60R（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件）这

一结构类改进为主，但排名第二的 H04N（图像通信，如电视）

的专利数量明显在逐年增加，说明后视镜领域在图像通信这

一领域的技术正在快速发展。 

 

从受理国家或组织来看，如上图所示，受理量排名靠前

主要为：美国、中国和日本，德国和韩国总受理量相对较少，

欧洲专利局等其他组织或国家的受理量则明显偏低；由于同

一件专利可以同时包含多个 IPC分类号，因此上图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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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上的专利技术分布的体现，并不能体现专利的实际受理

量分布。各国专利申请中，还是以 B60R 技术为主，H04N 技

术则位列第二。 

第二节 专利时间分布情况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关于汽车后视镜领域，从 1999 年

的 382件，到 2016 年的 3849件，专利申请量逐年上升；2017

年的总受理量为 2640 件，2018 年已公开的专利数量为 455

件，鉴于近两年内的部分专利尚未公开，全部公开后该数据

将继续增加，因此 2018年的总量还将继续上升。 

第三节 专利法律状态及运营情况 

2.3.1 全球专利类型分布 

关于汽车后视镜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中，发明占比较多，

占到了总量的 87.78%，实用新型占 11.67%、外观设计占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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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全球专利受理国家分布 

 

如上图所示，关于汽车后视镜与摄像技术的全球专利申

请中，排名靠前的受理国家或组织分别是：美国（6713件）、

中国（6657 件）、日本（4920 件）、德国（2717 件）、韩国（2364

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627 件）、欧洲专利局（513 件）、

法国（312件）、英国（268件）、俄罗斯（159件）、印度（156

件）。中国受理量与美国受理量相当，与排名第 3 的日本相

差 1700余件。 

第四节 专利申请人发明人概况 

2.4.1 全球专利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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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汽车后视镜与摄像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中，申请量

排名前 10的申请人如上图所示。 

第 1名 MAGNA ELECTRONICS INC的相关专利公开量为 492

件，占全球相关专利公开总量的 1.92%；第 11 名 DAIMLER AG

的相关专利公开量为 210 件，占全球相关专利公开总量的

0.82%。 

中国申请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专利

公开量为 110件，排名第 26。 

2.4.2 全球专利发明（设计）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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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汽车后视镜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中，参与专利数量

排名前 10的发明（设计）人如上图所示。 

排名第 4 的白云飞是参与相关专利最多的中国发明人，

参与的专利数量为 83 件，该数量占 NIALL R. LYNAM（排名

第 1，参与专利 317 件）参与相关专利数量的 26%。 

2.4.3 发明（设计）人参与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NIALL 

R. 

LYNA

M 

KENNE

TH 

SCHOF

IELD 

DAVID 

S. 

BREED 

白云飞 

LYNA

M,  

NIALL 

R. 

WEND

E 

ZHAN

G 

JOHN 

T. 

UKEN 

WILBU

R E. 

DUVA

LL 

THOM

AS A. 

SEDER 

YUESH

ENG 

LU 

B60R 272 137 74 71 57 30 49 43 0 31 

H04N 116 113 0 12 0 30 0 0 9 32 

G08G 28 28 6 0 0 3 0 0 14 4 

B60Q 146 98 20 0 41 0 22 14 0 16 

B60W 9 8 0 0 0 7 0 0 5 2 

G02B 161 46 0 0 30 0 29 0 23 0 

G06K 35 44 40 0 0 18 0 26 5 19 

G06T 9 10 2 0 0 24 0 0 3 13 

B60K 36 14 6 5 14 4 8 4 6 4 

G06F 25 18 40 0 0 0 5 17 10 0 

上表是参与专利较多的发明人及参与专利的技术分布，

多数发明人参与的专利主要集中在 B60R与 H04N领域，排名

第 1 的 NIALL R. LYNAM、排名第 2的 KENNETH SCHOFIELD 在

排名前 10 的领域中均有涉猎，相对其他发明人来说，两人

所涉技术领域分布较为广泛；排名第 4的中国发明人白云飞

参与的专利分别是：B60R（71 件）、H04N（12件）、B60K（5

件），涉猎领域较集中，主要集中在 B60R领域，H04N 领域涉

及专利的数量仅为 B60R领域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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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专利技术分支概况 

2.5.1 申请人各年度专利申请量分布 

 

相关领域专利数量排名前 10的申请人均为国外申请人，

排名第 1（MAGNA ELECTRONICS INC）和第 6（GM GLOBAL 

TECHNOLOGY OPERATIONS LLC）的申请人都是从 2008 年才开

始申请专利，专利数量在近些年明显上升；其中 MAGNA 

ELECTRONICS INC 是从 2012年开始申请量突增；其余申请人

各年专利申请量较为分散，但部分申请人近些年专利数量开

始明显增加。 

2.5.2 发明（设计）人各年度参与专利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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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明人参与专利年度分布来说，参与专利数量排名前

3 的发明人：NIALL R. LYNAM、KENNETH SCHOFIELD、DAVID S. 

BREED 在 2001-2018 年均有参与专利申请；排名第 4 的白云

飞则是从 2000才开始有专利申请，尤其是 2016年，白云飞

参与相关专利的数量占到了该领域相关专利全球申请量的

40-50%。 

2.5.3 各国每年专利受理量分布 

 

从受理国家和组织来说，1999 年到 2018 年期间，美国

与中国每年受理的专利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从 2012

点开始，美国与中国的专利受理量和占各年总受理量的比例

明显上升，每年都占到了总受理量的 50%以上，美国和中国

成为了相关领域近些年的重点申请国。 

2.5.4 各国申请人每年专利申请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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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请人所属国家或地区来说，2009年到 2018年期间，

排名前 10 的申请人每年都有专利递交，日本和美国申请人

各年专利申请数量在当年专利申请总量中所占的的比例比

较稳定；从 2012 年开始，中国申请人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

占比开始上升，2016、2017年甚至达到了当年专利申请总量

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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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专利布局 

第一节 专利数量及技术分布概况 

3.1.1 中国专利数量及省市分布 

汽车后视镜及摄像头领域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总量已达

6658件。 

 

各省市专利数量分布整体如上图所示，可以很直观地看

到，广东、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专利申请数量相对较多。 

申请人省市 专利数量 申请人省市 专利数量 

广东 1058 吉林 61 

北京 557 江西 57 

江苏 367 河北 50 

浙江 352 广西 36 

上海 315 黑龙江 35 

安徽 219 中国香港 20 

山东 192 山西 13 

四川 161 贵州 11 

福建 133 甘肃 11 

重庆 125 内蒙古 7 

湖北 117 新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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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省市 专利数量 申请人省市 专利数量 

中国台湾 108 云南 4 

辽宁 97 西藏 2 

陕西 90 青海 2 

天津 80 宁夏 2 

河南 77 海南 1 

湖南 71   

各省市相关专利申请数据见上表，相关专利最多的是广

东省，达到了 1058 件；相关专利数量最少的海南省，仅有 1

件。 

3.1.2 中国专利领域分布 

 

从专利的 IPC分类号分布来看，相关领域的专利主要集

中在 B60R（不包含在其他类目中的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

件）领域，专利数量达到了 3472 件，涉及到这一技术领域

的专利占相关专利总申请量的 52%；H04N（图像通信，如电

视）领域所涉专利数为 1089 件，不到 B60R 领域的 1/3，涉

及这一技术领域的专利仅占相关专利总申请量的 16%。 

3.1.3 申请人所属国及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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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相关专利还是以国内申请人为主，排名靠前的领域

分别是 B60R：2749 件、H04N：736件、B60Q：577件、G07C：

414件，B60R领域的专利数量为 H04N领域专利数量的 4倍。 

国外申请人中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日本、美国、德国、韩

国，受中国的汽车标准影响，国外企业递交的专利也是以

B60R（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件）领域偏多，日本 327件，

美国 177 件；H04N（图像通信，如电视）领域次之，日本 220

件，美国 77 件；从日本申请人向中国递交的专利领域比例

可以看出，日本申请人在 H04N 领域申请专利的比重明显高

于国内。 

3.1.4 中国专利领域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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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8 各年的专利申请中，中国的关于后视镜的专

利以 B60R（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件）这一结构类改进为

主，且该类别的专利申请量还在明显上升；属于 H04N（图像

通信，如电视）分类的专利数量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全球专

利申请来说，增长速度明显缓慢，中国申请人在这一领域的

技术发展、专利布局明显滞后。 

第二节 专利时间分布情况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从 1999 年的 10 件、到 2016 年的

1295 件，各年的相关专利申请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2 年

专利申请量从前一年的 286件增加为 485 件，2015 年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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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量从前一年的 624 件增加为 1029 件，几乎翻倍增长，说

明中国的汽车后视镜与摄像相关的技术在快速发展；据目前

公开的数据，相关领域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是 2016年，

申请数量多达 1295 件。 

第三节 专利法律状态及运营情况 

3.3.1 中国专利类型分布 

 

关于汽车后视镜技术，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为

4169件，占总量的 62%；实用新型为 2440件，占总量的 37%、

外观设计为 49件，占总量的 1%。 

3.3.2 中国专利受理量与申请人所属国分布 

62%

37%

1%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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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申请时间来看，如上图所示，除中国外，日本和美

国申请人每年均会向中国递交一定数量的相关专利申请，虽

然数量在逐年增加，但随着中国申请人申请数量的增加，中

国申请人每年递交专利所占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3.3.3 中国专利法律状态及专利有效性分布 

 

从专利法律状态来看，已授权专利为 2774 件，占比

41.66%；实质审查中的专利为 1678 件，占比 25.2%；专利权

终止的专利为 1068 件，占比 16.04%；撤回专利 589 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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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8.85%；公开状态的专利为 286 件，占比 4.3%；驳回专利

210 件，占比 3.15%；已放弃专利 51 件，占比 0.77%；全部

无效专利 2件，占比 0.03%。 

 

 

相关专利的有效性分布如下：有效专利 2774 件，占比

41.66%；审查中专利 1964 件，占比 29.5%；失效专利 1920

件，占比 28.84%；有效专利占比相对较多。 

第四节 专利申请人发明人概况 

3.4.1 中国专利申请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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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汽车后视镜与摄像技术在中国的专利申请，申请量

排名前 11的申请人如上图所示，其中，国外申请人如下： 

高通 MEMS科技公司（177件，第 1 名） 

通用汽车环球科技运作有限责任公司（144 件，第 2 名） 

福特全球技术公司（91 件，第 4名）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88件，第 5 名）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77件，第 7 名） 

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70件，第 8 名） 

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57件，第 11 名）； 

 

中国申请人只占 4 个名额，分别是：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10 件，第 3 名）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83 件，第 6 名） 

北京兴科迪科技有限公司（61 件，第 9名）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58件，第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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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申请人在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量明显比国外申请

人的专利申请量少，且专利申请数量也被赶超，中国申请人

的研发投入较少或专利保护意识相对滞后。 

3.4.2 中国专利申请人类型分布 

 

申请人以企业为主，申请量达到了 4979 件，而个人申

请的专利只有 1141 件，大专院校专利申请 492 件，科研单

位、机关团体等类型的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极少；由于后视

镜与摄像技术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的汽车，因此，科研单位及

其他类型的申请人在该技术上申请专利较少。 

3.4.3 中国专利发明（设计）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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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明人来看，参与专利数量排名前 10 的发明人分别

是：白云飞、加茂宏幸、桐野秀树、潘磊、赵福全、车莉、

浅见太郎、余嘉伟、克拉伦斯·徐、威廉·J·卡明斯、马

尼什·科塔里，排名第一的白云飞参与的专利为 83 件；排

名 2-10 名的发明人中，相邻排名之间专利数量相差不大，

从 53 件逐渐变为 27 件。 

白云飞是北京兴科迪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董事长、经

理。该公司一家集开发研制测试、生产经营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已经与德国奥迪、德国大众、一汽-大众、一汽轿

车、北京奔驰、上海大众等 40 余家汽车生产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成为国内位于前列的专业汽车电子产品供应商。“北

京兴科迪科技有限公司”是白云飞于 2003 年 3月 25 日注册

成立的。由于公司属于创新研发型企业，创新能力强劲，同

时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专利、软著及商标

证书，包括：发明 117 件，实用新型 511 件，外观 3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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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 7 件，商标 2 件，其中 80%专利技术已经实现了

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近 2 亿元的销售产值。由于公司在研发

过程中之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再加上公司较高的研发能力，

通过持续的创新，兴科迪的前装供货市场实现年度销售额 30%

的持续增长，售后市场建立了覆盖全国的 4S 店精品附件、

汽车零配件经销商、汽车改装店等销售网络；在海外市场初

步与欧美、中东、南美、印度等地区的商会建立了合作渠道。 

加茂宏幸、桐野秀树参与的都是日本企业“株式会社 WGR”

的专利申请。 

潘磊是深圳市歌美迪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执

行董事、总经理，大股东（参股比例 100%），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31日，歌美迪已经成功研发了 Win CE导航系统，安

卓导航系统、行车记录系统、倒车可视系统、CANBUS 汽车信

息系统、自动防眩、手动防眩、倒车雷达探测、温度指南针

显示、测速雷达等十几条后视镜产品线。歌美迪的后视镜，

通过了 DOT、FCC、E-mark、C-tick、SASO、ADR、ROHS 等多

项国际认证。 

赵福全是国际著名汽车研发专家、机械学家，同时为全

球汽车精英组织副主席。2001 年荣获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

“Forest R. McFarland”奖，2006 年成为美国汽车工程师

学会院士。曾经任职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技术研发）、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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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研究院院长及浙江汽车工程学院院长。 

车莉参与的都是其本人申请的专利，35 件相关专利仅有

1 件已授权，少量专利处于实审中，其余大多数专利均已撤

回。 

第五节 专利技术分支概况 

3.5.1 申请人各年度专利申请量分布 

 

对于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申请人来说，高通 MEMS科技公

司在 2014 年之前、尤其是 2012 和 2013 年在中国申请了大

量相关专利，后续再没有申请；通用汽车环球科技运作有限

责任公司从 2011 年开始每年都有 10-30 余件的专利申请；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

司都是从 2010 年开始每年均有专利申请；北京兴科迪科技

有限公司的专利申请则集中在 2012 年到 2016年，后续尚未

统计到有专利申请；其余申请人则几乎每年都有专利申请。 

3.5.2 发明（设计）人各年度参与专利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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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明人分布情况，2009 年到 2018 年之间，白云飞

在 2009 年、2010-2018 年均有参与专利申请，2016 年参与

数量较多，达到了 40 件；加茂宏幸则只有在 2015-2017 年

参与了专利申请，尤其是 2016 和 2017 年分别达到了 22 件

和 29件；桐野秀树则只有 2016和 2017年参与了专利申请，

但专利数量分别达到了 22件和 25 件；潘磊每年参与专利数

量较少，但数量分布相对均匀；赵全福在 2010-2013 年之间

参与了专利申请，且在 2012 年参与专利数量多达 24 件；车

莉只在 2014 年参与了 35 件专利申请，余嘉伟在 2015 年参

与了 29 件专利申请，其余发明人在 2009 年到 2018 年之间

参与专利申请数量相对较少。 

3.5.3 中国专利申请人所属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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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数量上来看，申请人以中国申请人为主，专利总

申请量达 4440 件，占相关专利在中国申请量的 66.69%；国

外申请人中，日本和美国申请人的申请量相对较多，分别为

809 件和 760 件，占相关专利在中国申请量的 12.15%和

11.41%；德国、韩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申请人申请的专利数

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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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和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4.1.1 各国申请专利技术领域侧重点不同 

从各个国家或地区受理案件的技术分布可以看出，排名

靠前的 3 个国家或地区的侧重点分布如下： 

美国受理的专利侧重于 B60R 和 H04N； 

中国受理专利侧重于 B60R； 

日本受理的专利侧重于 B60R 和 G08G。 

上述三个 IPC分类号的含义如下： 

B60R：不包含在其他类目中的车辆、车辆配件或车辆部

件；H04N：图像通信，如电视；G08G：交通控制系统。 

可见，美国的专利申请主要保护的是传统的后视镜+将

画面转播到车内的技术；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保护的依然是

传统的后视镜；日本的专利申请主要保护的是传统后视镜+

与后视镜相关的交通控制系统，包括如何实现整车的控制，

实现不同后视方位的画面自动切换等。 

可见国内申请人对于 H04N与 G08G技术的专利申请相对

较少。 

4.1.2 后视镜正在向小体积、智能化方向发展 

从后视镜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专利技术分布趋势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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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后视镜这个对天气、司机个人经验依赖程度较高的汽

车配件，已经从最简单的镜面结构，开始向智能车载设备方

向发展，外后视镜的体积也越来越小。画面通过车内显示器

播放，对天气以及司机个人经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第二节 发展建议 

4.2.1 后视镜智能化已成趋势，建议国内申请人提前布局 

国内相关专利的申请仍然以传统的后视镜为主，但美国

和日本已经开始有大量关于后视镜画面在车内显示、交通控

制系统等有关后视镜智能化的专利申请；有鉴于此，建议国

内申请人提前布局，当然也可以在相关领域进行布局。 

具体来说，国内市场除了受政策影响以外，还有其他因

素制约了后视镜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下面简单罗列几条： 

1、摄像头防护技术发展限制：摄像头设置在车外，设

计时需要让摄像头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自清洁能力；电

路系统也需要提升，以确保行驶过程中不会出现信号丢失现

象。 

2、摄像头维护难、维护费用高：摄像头属于精密仪器，

发生故障用户很难自行解决，势必会产生不少的维修、维护

费用，这也是阻碍原因之一。 

国内申请人可以从以上方面着手进行研发，在国内政策

允许取消传统后视镜之前做好专利布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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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研发过程注意规避已有专利 

对于已经被他人申请保护了的技术，在确定研发方向时

应主动进行规避，避免产品上市后进入被动局面。 

对于研发方向上已经有大量专利申请的现象，可以申请

一些外围专利，对新的、局部的改进点进行保护，实现外围

专利的积累。这样在后期的侵权谈判中，可以作为谈判的筹

码，尽量促成和解或降低赔偿额，为企业节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