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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利技术产业化是指通过创 新 扩 散、专 利 技 术 与 传 统 技 术 的 相 互 渗 透，使 与 专 利 技 术 有 关 的 系 列

产品达到一定市场容量和 生 产 规 模 并 形 成 产 业 的 过 程。本 文 基 于 对 上 海 市 专 利 与 专 利 产 业 化 现 状 的 分

析，指出了影响上海市专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的瓶颈问题，从专利申请动机、专利审核制度、产学研合作

模式重塑、失效专利的利用、专利技术产业化基地建设、创新专利与标准的协同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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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开发应用专利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已经成为许

多国家和地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与专利

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等概念不同，专利技术产业化是

指通过创新扩散、专利技术与传统技术的相互渗透，
使与专利技术有关的系列产品达到一定市场容量和

生产规模并形成产业的过程。专利技术产业化不仅

指专利技术的应用，更强调基于专利技术的创新产

品完成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以及进一步刺激研

发投入与产业发展的循环过程。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赖国外技术转移，自身的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许多产业的核心专利被国外控

制。从国家统计数据看，我国每年的专利授权数量

并不少，且很多专利技术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
但多数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成功转化的

专利只有２０％左右。上海市在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年

高速发展成为" 专利申请大市" 后，专利技术产业化

问题越来越突出。短期的政策工具难以从专利技术

产业化的机理上寻求问题的症结并提供系统的解决

方案，导致政策实施结果与预期有较大差距。学术

界对专利技术产业化问题的认识和建议仍限于“产

学研合作”、“加强研发投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

面。本文基于对上海市专利技术及其产业化现状的

分析，从循环的起点到终点辨识影响上海市专利技

术产业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提出促进专利技术产

业化的政策思路。

２　上海市专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现状分析

２．１　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的变化趋势

自我国１９８５年《专利法》实 施 到２００８年 底，上

海市累计受理３类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申请２８８６５４件，其中发 明 专 利８６１５８件，占 申 请 总

量的２９．８％；实 用 新 型８８３１４件，占 申 请 总 量 的

３０．６％；外 观 设 计 １１４１８２ 件，占 申 请 总 量 的

３９．６％。按职务与非职务专利划分，非职务 专 利 累

计５８６８０件，占 申 请 总 量 的２０．３％；职 务 专 利 累 计

２２９９７４件，占７９．７％。平 均 年 申 请 量 为１２０２７件。
同一时期，上海市累计授权３种专利１４１９２４件，其

中发明 专 利１６８４７件，占 授 权 总 量１１．９％；实 用 新

型６１７６７件，占 授 权 总 量４３．５％；外 观 设 计６３３１０
件，占授 权 总 量４４．６％。按 职 务 与 非 职 务 专 利 划

分，非职务专利为３０４９４件，占授权总量的２１．５％；
职务专利 为１１１４３０件，占 授 权 总 量 的７８．５％。上

海市平均年授权量为５９１４件①。
从图１和 图２可 以 看 出，１９８５年 以 来，上 海 市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于

专利申请量的变化往往是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的，因此其间也部分地表现出增减交替变化的

特点。一般来说，专利授权量通常受到申请量、申请

质量和专利审批能力等因素的影响［１］。

２０００年以后上 海 市 专 利 申 请 与 授 权 的 快 速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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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海市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各年专利申请量统计图

数据来源：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

图２　上海市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各年专利授权量统计图

数据来源：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

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专利制度在经济建设中

的作用日益显著，正在成为刺激创新的主要因素之

一；②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了对

专利申请的资助和奖励；③民营企业开始注重用专

利制度保护发明创造成果，常以企业业主或研发人

员的个人名义申请专利。
虽然上海市这些年来，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后专利

申请量与授权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图３却显示了

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上海市专利批准率（专利授权数占专

利申请数的比例）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申请量与授权量增长呈现出不一致性。

图３　上海市专利批准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公布数据整理。

２．２　专利授权结构

２０多年来，上海市专利授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

化，如图４所示。发明专利所占比例处于上升阶段，

从１９８７年的４％逐 渐 上 升 至 近 年 来 的１５％左 右。
虽然２００８年 发 明 专 利 所 占 比 例 达 到 了１７．４％，但

在３种授权专利中发明专利所占比例最低。实用新

型专利所 占 比 例 不 断 缩 小，从 超 过９０％降 至 不 足

５０％，２００８年实用新型专利所占比例为４８％。外观

设计则从早年的不足１０％上 升 至２００３年 的７１％，
而后显著下降，保持在４０％上下波动，２００８年外观

设计所占比例为３４％。

图４　上海市专利授权中３种专利所占比例图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公布数据处理得到。

近年来外观设计申请量增长非常迅速，２０００年

外观设计所占比例首次超过实用新型。上海市专利

申请授权情况随之逐步调整，已经由以实用新型为

主转变成为 以 实 用 新 型 和 外 观 设 计 两 者 为 主 的 局

面。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在３种专利申请中的

比例近年虽保持在１５％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有很大差距，反映出上海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不多的事实。

２．３　专利交易的知识产权类型结构

按知识产权 分 类①，２００７年 上 海 市 认 定 的 技 术

合同交易情况如图５所示。合同成交金额居第１位

的是技术秘密合同，成交金额为２２２．０７亿元，较上

年增长２８．２％，占全市 成 交 总 金 额 的５１．３％；合 同

成交金额居第２位的是计算机软件技术，表明随着

软件产业的迅猛发展，国家鼓励计算机软件开发的

优惠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第３位的是专利

技术，专利技术的合同成交金额较２００６年有较大幅

度的增长，增幅为４６％。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

计３种专利类 型 中，涉 及 发 明 专 利 的 技 术 合 同１６９
项，成 交 金 额４０．９３亿 元，较２００６年 增 长６１．６％；
涉及实用新型的技术合同８２项，成交金额１１．３７亿

元，增长２０．１％；涉 及 外 观 设 计 的 技 术 合 同２１项，
成交金额６．３２亿 元，增 长２０．６％。专 利 交 易 以 发

明专利为主的特征说明上海市在专利技术转化方面

的能力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交易主要为技术秘密和

计算机软件，专利交易以发明专利为主。

２．４　专利技术转化率

①　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ｍｏ．ｎｅｔ．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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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７年上海市各类技术合同知识产权构成（亿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在国际上通常把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产出乃至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准，但
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或专利技术转化）并没有一个普

遍公认的标准，尤其是如何量化专利技术转化。本文

主要以技术成果转让（签订合同数、合同金额等）和专

利出售情况（经认定登记专利合同项数、专利出售数占

授权专利数的比例、以及合同金额等）为标准来衡量上

海专利技术转化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上海专利转化情况统计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年份

技术成果转让

合同数
（项）

收入
（亿元）

专利授
权数
（项）

专利出售情况
经认定登
记专利合

同（项）

专利实施
率（％）

合同金额
（万元）

１９９８　 ９１９　 ２．５８　 ２３３４　 ７７　 ３．３０　 １５３７．７５
１９９９　 ９３７　 ３．５０　 ３６６５　 ５０　 １．３６　 ４６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８８　 ３６．４４　 ４０５０　 ６２　 １．５３　 ２３２３．９０
２００１　 １２９４　 ５０．７１　 ５３７１　 １０８　 ２．０１　 ５６２７．４０
２００２　 １１５６　 ４６．１８　 ６６９５　 １０７　 １．６０　 ８０７１．６０
２００３　 ２１１２　 ５０．７９　 １６６７１　 １９５　 １．１７　 ６１８４．１０
２００４　 ２４５３　 ４２．３２　 １０６２５　 １３７　 １．２９　 ３９２１．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４４４　 １１０．０８　 １２６０３　 １１２　 ０．８９　 ３２６６．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１７２　 １６５．１８　 １６６０２　 ７５　 ０．４５　 ８１８４．８８
２００７　 ２１３３　 ２１２．４９　 ２４４８１　 ４５　 ０．１８　１０８０７．７０

　　注：专利实施率＝专利出售数／专利授权数。
数据来源：根据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上海年鉴》数据整理。

　　从表１可以看出，上海市技术成果转化合同数

波动较大，２００４年 合 同 数 达 到 最 大 值 后，开 始 呈 现

逐年递减的趋势，经登记认定的专利技术合同也有

类似的变化。虽然专利授权数是逐年上升的，但是

专利授权 数 与 专 利 出 售 项 数 差 距 较 大。仅 以 合 同

数、总金额分析上海市专利转化的发展情况得出的

结论可能有失偏颇，因为存在合同数大、总金额数并

不高的情况。因此，为了避免此种弊端，以平均每项

合同金额和专利实施率作为指标，更能合理地分析

上海市专利技术转化情况。从图６可清楚地看出，
上海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的专利实施 率 呈 逐 年 下 降

趋势。

图６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上海市平均每项合同金额、专利

实施率变化图

数据来源：根据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上海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３　上海市专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中的

瓶颈问题

　　１）专利申请多，创新活动少。
上海的企业并不太依赖专利来获得研发投资收

益，企业热 衷 于 申 请 专 利 的 动 机 呈 现 多 元 化 趋 势。
促进企业创新的专利制度设计仅带来专利数量的增

加，并没有同样刺激企业的创新努力。原因之一是

部分企业通过以专利申请为名，向政府申请资金的

资助，再以低质专利获得政府资助的追加。政府资

助并未充分激发企业研发活动，却滋生了企业的寻

租行为。原因之二是部分企业并不需要通过研发活

动来获得专利授权，企业的专利战略从单纯的防御

性技术保护向进攻性价值创造转变。

２）专利授权多，有效专利少。
上海的专利集中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两类，

发明专利比例低，有效发明专利更少。上海有效发

明专利比例较低的原因，一是专利申请与维护费用

低廉，以及政府对专利申请费用给予资助；二是“数

字政绩观”导致的“数字专利主义”。科研单位、政府

部门鼓励专 利 申 请 的 资 助 政 策 主 要 以 量 化 指 标 为

主，以“量”取“财”，专 利 申 请 异 化 成“跑 马 圈 地”的

“套钱”游戏。

３）高校专利多，有效实施少。
上海高校专利申请量近年来持续上升，但其专利

实施许可率却在低水平上徘徊。一是因为多数高校

专利缺乏有效的中试和工业性实验，没有解决实际生

产中的问题，没有形成配套技术措施适应工业化生产

的要求，更少考虑当前市场的需求。而目前大部分企

业研发力量薄弱，无法对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排除

开发中的技术障碍，因此不愿从高校引进专利。二是

因为单项专利难以保护技术发明，不能保证有效占领

市场。企业即使引进这种专利也难以占领市场，因此

企业对此类专利少有兴趣。三是高校的科研考核机

制并未强调专利技术产业化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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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人申请多，职务申请少。
上海的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比例一直高于国内平

均水平，但和国际，尤其是专利技术产业化较为发达

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非职务发明人的

组织化程度较低，信息交流不畅，大多缺乏对技术与

市场前景的分析及预测，部分发明人往往热衷于在

自我封闭的空间里研究，不少闭门造车的发明创造

实际上是低水平的重复。部分民营企业和研究机构

的发明创造以企业主或研发人员的个人名义申请专

利，降低了资方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专利技术的

估值，也减少了专利技术得到扩散的机会。

５）研发周期长，专利寿命短。
与其他省市的情况类似，上海有效发明专利的维

持率低，超过一半的发明专利维持时间不到１０年，极
大降低了专利技术被拓展应用，形成新产业的潜力。

６）专利应用面窄，专利渗透慢。
专利技术不是一项单一技术，其产业化成功与

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技术辅助、进一步研发支

持以及外部环境对其接纳与适应。上海很多专利技

术的应用过于狭窄，与传统技术交互渗透缓慢，延迟

了专利技术产业化的整体周期。

７）以政府指令为基础的行业标准多，以企业专

利为基础的行业标准少。
专利权作为一种独占权，是投资回报的重要形

式之一。例如美国高通公司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公司

在ＣＤＭＡ领域拥有１４００多项专利，并使相关的标

准成为移动 通 信 的 国 际 标 准，从 而 获 得 迅 速 发 展。
我们的政府与企业尚没有形成将专利技术作为未来

新产业技术标准的意识。原因之一在于研发人员很

难兼具创新管理、专利管理和标准化管理的综合意

识与思路，没有能够在研发之初具备产业发展方向

的洞察力，缺乏将专利技术“埋入”标准之中并适时

将专利“激 活”以 达 到 更 广 泛 实 施 专 利 技 术 的 积 极

性。专利技术能否成功实现产业化，形成具有竞争

优势并促进企业持续性自主创新的新产业取决于企

业创新、专利与标准化管理的协同作用。

４　政策建议

１）因势利导专利申请的多元化动机。
政府专利费用资助政策要更加具备可操作性，

要避免企业等创新主体通过专利申请的寻租行为。
鼓励企业在部分行业的专利申请变被动为主动，有

些专利并不需要实施，而是作为一种防御手段限制

跨国企业的竞争，有些专利需要实施，但不是立刻实

施，而是“放水养鱼”，张网以待。要鼓励企业专利战

略逐渐从单纯的防御性技术保护向进攻性价值创造

转变，由主要在国内申请转变为国内外申请并重，由
通过专利实施创造价值转变为并重专利许可等多种

专利价值创造手段。

２）改革专利费用的标准和审核制度。
提高专利质量的方法之一是使获得专利的难度

加大，通过减少专利授权数量来提高专利质量。这

一做法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确保不授予低质量专利，
更主要的是确保发明者在拥有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发

明时，能够快速地被授予专利，进而提供发明者足够

的产权来保护发明的后续投资。此外，提高专利费

用标准，为专利申请提供分级别审查，减少资金浪费

在低质量专利的申请审核上。

３）重塑产学研合作模式。
产学研合作要能够链接专利技术与市场两个重

要环节，由高校和企业共同遴选有潜力和前景的专

利技术，进一步与企业进行联合开发。高校需要调

整专利激励模式，并重事前与事后激励，不但要重申

请，更要重实施。

４）提高企业利用失效专利的效率。
我国中小企业的研发和风险承担能力较低是普遍

的现象，各级知识产权局或各类中介机构应引导企业

通过“打时间差”，免费实施某些失效专利，大大提高专

利技术的使用寿命，提升专利技术的渗透幅度。

５）构建专利技术产业化基地。
采 取 专 利 技 术 产 业 化 基 地 或 者 科 技 园 区 的 方

式，集聚一批具备相关专利技术的企业群或基地群，
促进相关企业通过合作研发、专利联盟、交叉许可等

方式深化专利技术的二次开发和应用。要向具备专

利渗透潜质的企业提供法律、政策、金融支持，并为

专利技术 产 业 化 基 地 或 科 技 园 区“嫁 接”配 套 性 设

施、高素质劳动力、风险承担性客户以及服务型网络

等克服环境不适应性的驱动因素。

６）促进创新、专利与标准的协同作用。
首先，引导企业从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就制定

知识产权战略与技术标准战略。在研发初期，引导

企业通过技术预测把握行业技术发展及技术标准形

成方向，使企业研发方向与之一致，并鼓励企业利用

各种信息渠道分析技术发展中知识产权状况，使企

业专利工作、标准化工作与研发同步。其次，鼓励具

有市场优势但缺乏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将技术及时

申请为专利，将企业标准及时编码，并通过专利特许

增加市场认 可，积 极 参 与 到 技 术 标 准 的 制 定 过 程。
鼓励技术落后但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通过构建技术

标准战略，获得市场广泛认同，以事实标准对抗跨国

企业的技术优势。
（下转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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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创新方法的研究与推广是一项开创性、基
础性和长期性工作［７］，因此，为了实现ＴＲＩＺ推广应

用战略目标，需 要 对 战 略 规 划 期 内ＴＲＩＺ的 全 面 推

广和应用工作进行科学的战略部署，以为黑龙江省

ＴＲＩＺ创新方 法 的 推 广 与 应 用 提 供 战 略 思 路，为 明

确未来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提供支持，同时也为其

他省市推广应用ＴＲＩＺ创新方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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