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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近十年上海高校专利数量、质量和科技投入与产出情况, 指出专利工

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上海高校专利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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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作者认为专利质量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专利的技术质量,二是专利的法律质量.技术质量是指专利技术含金量

的高低,创新性的大小,对技术发展的促进程度.而法律质量是指专利是否符合法律保护的要求,能否获得法律授权, 并有效保

护技术.技术质量和法律质量是构成专利质量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即便专利申请的技术质量高,但申请专利时书写的法律文

件质量不好,也会影响到审批程序的长短、保护范围的宽窄,甚至影响到专利申请能否被批准.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及高校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中国高校已经成为专利申请增长最快的

地方. 据中国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显示, 2003年我国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34 731件, 其中企业

21 858件、大专院校7 704件、科研单位 4 711件、机关团体 458件, 较上年分别增长了 49%、80%、

37%和 53%
[ 1]

.本文拟对上海地区高校的专利工作态势和发展做一个分析和探讨, 提出可供参

考的意见,以期对高校专利工作发展有所裨益.

表 1� 1994� 2003年上海高校、上海市和

全国高校专利数据对照表 �

T ab�1� Com par ison o f patents statistics am ong un iv ers ity in Shangha i

area, Shangha i and a ll un iversities in Ch ina from 1994 to 2003

年份
专利申请量 /件

上海高校 上海市 全国高校

专利授权量 /件

上海高校 上海市 全国高校

1994 82 2 323 654 48 1 454 285

1995 72 2 456 574 49 1 436 258

1996 64 3 154 604 34 1 610 228

1997 98 3 119 635 42 1 886 256

1998 120 3 419 794 54 2 334 243

1999 220 4 602 988 84 3 665 425

2000 604 11 318 1 942 183 4 048 652

2001 630 12 777 2 636 160 5 371 579

2002 898 19 963 4 282 179 6 693 697

2003 1 794 22 374 10 252 466 16 671 3 416

� � � 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 [ 2~ 4]

1�上海高校专利工作态势分析
( 1) 专利数量的变化分析.

在很大程度上,专利申请量反映

了高校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

专利授权量说明了高校专利的质

量①和整体水平. 据统计, 上海市高

校十年间专利申请量增加了 20�8
倍,授权量增加了 8�7倍; 从本地区

横向比较,上海市十年间专利申请量

增加了 8�6倍, 授权量增加了 10�5
倍;从全国高校系统纵向比较, 全国

高校十年间专利申请量增加了 14�7
倍,授权量增加了 11倍 (详见表 1) .

从表 1可以看出,十年间上海高

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一直呈上升势头, 尤其是进入 1998年后,我国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



全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加大了对科研教育的投入,高校各项专利工作指标迅速上升.

上海高校 1999年的专利申请量比 1998年增加近一倍, 授权量也明显增加,较上年增长了 55%.

上海高校专利的申请速度明显高于上海市和全国高校专利申请量增长的速度, 但授权速度略低

于上海市和全国高校专利授权量增长的速度.

图 1� 1994� 2003年上海高校专利变化趋势图

F ig�1� Change trend of patents in Shanghai

un ive rs ities from 1994 to 2003

从图 1可以看出, 十年间上海高校的专

利申请量占上海市专利申请量的比值变化

呈现起伏中上升的趋势, 2003年达到最高为

8�0%.上海高校的专利申请量占全国高校

专利申请量比值的变化则呈现低到高有逐

步回落的轨迹, 2000年达到最高为 31�1% ,

近三年有所回落, 2003年为 17�4% . 上海高

校专利授权量占上海市专利授权量的比值

变化则保持在一中心轴线 2�82%周围波动,

变化不大.而上海高校的专利授权量占全国

高校专利授权量的比值变化则与上海高校

的专利申请量占全国高校专利申请量比值

变化呈现相同情况,即低到高有逐步回落的

轨迹,在 2000年达到最高 28�0% ,近三年有

所回落, 2003年为 13�6% .

从上面的分析和各曲线变化说明上海高校的专利保护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专利申请积极性

不断增加,专利申请量迅速攀升,专利授权量也稳中有升,但授权速度偏慢,专利的法律质量②有

待进一步提高.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龙头, 近年来经济一直蓬勃发展, 据上海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 2004年上海市的生产总值 ( GDP)已经连续 13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
[ 5]

.上海高校有上海为依托,专利工作潜力要进一步挖掘.

( 2) 专利技术质量分析.

专利数量只能衡量技术发明活动的规模, 而专利质量则更能反映专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

度和专利制度的运行绩效.发明专利因科技含金量高、研发投入相对较多、具备国际可比性等特

征已经成为科技产出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我们以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的多少来判断专利权技

术质量的高低.

由表 2中可以看出,上海市高校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占三类专利比例大大高于上海市职务发

明专利 7%的平均水平, 实用新型专利所占比例高于全市 33%的平均水平,而外观设计专利所占

比例远低于全市 60%的平均水平. 这充分说明上海高校的专利技术含金量较高, 技术质量较好,

有助于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如日本 2000� 2003年发

明专利的授权数占专利授权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70�5%, 77�6% , 78�3% , 79�0% ,近年发明专利

数一直维持在较高授权比例上,并呈不断上升趋势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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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授权量分析,上海高校十年间授权量增长速度低于上海市水平和全国水平,而从本文即将论述的 �专利的技术质量分

析 �部分可以看出,高校专利的技术质量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这说明上海高校专利的法律质量偏低.



表 2� 1986� 2003年上海高校、上海市

� � � � � 三类专利比例对照 � � �

T ab� 2� Com parison o f three types pa tents betw een

Shangha i un ive rsities and who le Shanghai

from 1986 to 2003 %

类 � 别
三类专利授权比例

上海高校 上海市

三类专利申请比例

上海高校

发明专利 41 7 74

实用新型 56 33 24

外观设计 3 60 2

� � � 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 [ 4]

� � 由表 2中可以看出, 上海市高校的专利申

请数与授权专利的比例结构相比, 发明专利

的比例升高, 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比例降

低. 这种情况是由专利授权的滞后性造成的.

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 专利要经过一定的

审查程序, 符合法律要求方可授权. 不同类型

的专利审查程序不同. 一般来说, 发明专利要

经过 2到 3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要经过 1

年左右才被授权. 从申请量和授权量中三类

专利比例不同, 说明我国高校发明专利的比

例逐渐增大, 实用新型比例逐渐缩小, 呈下降

趋势,外观设计一直保持较低比例并略有下降, 这符合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发达国家专利发展

经验,标志着上海高校三种专利的比例结构日趋合理,正逐步与国际接轨.

( 3) 上海高校的科技投入和专利产出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 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 国家不断加大了

对科技的投入.从 R& D经费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 R&D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 R& D经费年平均增长率一般在 2%至 3%左右,基本上与 GDP增长同步,而我国进

入 90年代后 R& D经费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13�4% ,明显高于 GDP的增长速度
[ 7]

.

由表 3看出, 从 1994到 2003年, 上海高校的课题投入经费稳步增长, 平均增幅为

19�2% , R& D人员数在 1996至 1999年间有轻微回落外,其余年份都在 1�4万人左右. 专利授

权量从 1999到 2003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平均增幅为 25�5%. 这说明近年上海高校专利工

作活跃,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专利生产率③不尽如人意, R& D研发人员人均授予专利数为

0�009 1件,仅略高出全国专利生产率 0�008 5件 0�06个百分点, 平均每 939万元投入产出专

利 1件
[ 8]

.从总量上专利授权数进步较快,但人均专利数离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专利指标

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表 3� 1994� 2003年上海高校科技投入与专利产出

T ab� 3� S&T input and patent outpu t of un iversities in Shangha i area from 1994 to 2003

项 � � 目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R& D人员数 /人 14 851 14 640 13 938 13 764 13 693 13 900 13 526 14 282 14 555 14 987

课题投入经费 /万元 43 942 51 877 63 189 84 961 92 567 105 979 135 647 171 363 215 057 256 410

专利授权数 /件 48 49 34 42 54 84 183 160 179 466

� � 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 [ 2]

2�上海高校专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1) 专利意识尚未真正形成,传统激励机制存在缺陷.

90年代中后期,上海不少高校纷纷制定专利政策鼓励专利申请.如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复旦大学等都先后颁布了专利管理条例,对职务发明提供申请费、年费支持,并给发明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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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专利生产率系指 R& D研发人员人均授予专利数.



定的现金奖励等.上海市也出台了优惠政策和资助条例,减轻高校专利申请负担,促进专利发展.

虽然专利奖励政策对促进高校专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政策和措施仍旧是一种

传统科研激励机制,与专利制度的设立初衷和运作方式大相径庭.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教师专利意

识出现偏差,将专利申请变成一种获取传统科技资源的手段,申请专利是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奖

金及由此带来的待遇,至于为什么要申请专利,专利的价值和最终目的是什么则毫不关心,严重

曲解了专利制度的法律内涵和社会意义. 专利奖励政策仅仅局限于起步阶段对专利的扶持鼓励,

不可能成为真正激励专利制度发展的原动力, 许多国家如韩国等的专利发展经验也证实了这一

点.只有在进行专利奖励扶持的同时积极帮助教师树立起正确的专利意识, 发挥市场对专利资源

的配置作用,才能真正促进高校专利的健康发展.

( 2)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增长速度形成反差,专利法律质量偏低.

上海高校专利技术含金量较高, 但从十年变化趋势看授权速度却一直偏低, 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的增长速度形成反差,说明上海高校专利法律质量存在一定问题, 影响了专利授权率.专利

是技术与法律的有机结合,只有符合法律形式和要求的技术才能获得专利, 二者缺一不可.其中

专利代理人的素质影响到专利申请的法律质量.从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的最新统计看, 在上海市注

册的专利事务所为 34家,专职代理人仅 270多人,且超过半数人年龄在 60岁以上, 懂技术、通法

律、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由于整个代理行业人才紧缺, 影响专利申请中专业的细化分

工,一些代理人大幅度跨学科代理专利,严重影响了专利质量.因为专利代理人在不了解有关领

域技术背景的情况下,很难合理界定权利要求书的范围, 正确认识技术的创新点,从而影响专利

申请质量,导致专利被驳回.细化专利代理人代理门类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国外有许多专

业性的专利事务所只代理某些领域的专利,如生物技术专利事务所,化工专利事务所, 这极大提

高了专利代理的质量.同时,一些高校内部的专利事务所垄断专利申请,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

专利法律质量.高校所属专利事务所一般规模较小,而一些高校专利申请量又快速增长, 在巨大

数量的压力下,其结果要么是专利质量只能退而求其次, 要么造成申请文件积压被他人抢先

申请. �

( 3) 专利生产率低,大批研究成果成为免费午餐.

从专利生产率来看,上海市 R& D研发人员人均授予专利数依然很低, R& D投入与成果专利

化比例失调.如果高校的研究成果不能全面以专利来体现,其含金量就大打折扣,这意味着高校

以论文等形式展示的成果都已成为公知技术, 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

受两大因素影响.①教师对专利的认识.虽然经过政府和高校的不断宣传和努力,教师的专利意

识明显提高,但教师对专利的目的和作用还缺乏了解.许多教师申请专利并不是以占领技术制高

点、增强科技竞争力为出发点, 而是作为科研成果的附产品存在, 科研任务完成了或者不申请专

利或者申请一两项专利就算了事,至于所申请的专利是否全面保护技术, 是否符合市场需要,是

否具有市场竞争力则在所不问.②高校管理机制不健全.目前不少高校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指导

教师在科研完成后该如何进行专利申报, 造成教师在专利申报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 4) 专利与市场需求脱节,专利实施许可不利.

上海高校专利申请量持续上升, 但专利实施许可率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未能真正转化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高校专利出现 �虚热 �现象.根据国家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的数据

显示, 2001和 2002年, 上海五所重点高校的专利出售数额占授权数的平均比例为 21�4% ,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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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4� 上海 5所重点高校专利出售指标列表

T ab� 4� Sa le index o f pa tent o f five key un iversities in Shangha i area

序号 学校名称 �

2001年

专利出售

合同数 /项

专利出售

总金额 /千元

2002年

专利出售

合同数 /项

专利出售

总金额 /千元

1 上海交通大学 9 12 500 5 4 230

2 复旦大学 1 1 000 0 0

3 华东理工大学 18 9 003 18 6 314

4 同济大学 0 0 0 0

5 东华大学 0 0 0 0

� � �� 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 [ 9 ]

海交大和华东理工稍好

外,同济大学和东华大学

连续两年专利出售合同为

零 (见表 4) . 由于选取的

标本均属教育部直属重点

高校, 并且是专利申请活

跃、专利工作开展较好的

学校, 因此从整体来评估,

全市高校的专利实施率

更低. �

高校专利的转化实施受企业的选择、风险基金的投入、市场的有序竞争及政府的规范管理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从高校方面看,高校专利与市场脱节, 缺乏市场竞争力是造成专利转化实

施难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上海高校专利的构成和特点看,主要存在两大缺陷:①基本专利多,但大

量专利缺乏有效的中试和工业性实验,没有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形成配套技术措施

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研发力量薄弱, 无法对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排

除开发中的技术障碍,因此往往不愿引进此种专利;②单个专利难以保护技术发明,不能有效占

领市场.基本发明完成后如果忽视后继开发,基本专利的权利就会变成孤立状态,会受到改进发

明和应用发明的侵入,企业即使引进这种专利也难以占领市场,因此企业对这种专利少有兴趣.

3�上海高校专利发展策略
( 1) 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专利意识,发挥市场在专利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专利制度作为制度文明的典范, 其设立的目的在第一层次上是全面有效地保护专利权人的

利益, 使得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回报,从而激励创新;从更高层次, 即社会整体

利益的层面上,是对创新技术的利用提供了一种机制, 从而能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实际

上是专利制度的最高目的
[ 10 ]

.目前高校应淡化旧体制遗留下来的 �成果 �观念, 强化 �专利�意

识.要通过宣传教育和目标管理等手段,帮助教师正确认识专利, 将申请专利与提升科技竞争力

和推动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而不是期望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政府和学校的配给资源. 同时发挥市

场在专利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引导教师学会运用专利制度,谋求应得利益,在市场中获得更多利

润,从根本上促进专利发展.

( 2) 改革专利申请委托方式,提高专利法律质量.

专利法律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专利授权率, 高校应加强对专利委托代理的管理,提高专利

法律质量.①高校应尽可能采用多元化申请途径, 打破一家事务所的垄断,通过市场竞争选择优

秀的专利事务所.在选择代理机构时应树立专利代理的专业学科意识, 认真考察所委托的专利事

务所的业务能力、技术背景、实践经验等多种因素, 委托专业背景较好的事务所代理相关领域的

专利. ②在高校下属专利事务所代理专利的现有格局一时难以打破的情况下,应建立完善的考核

机制对内部的专利事务所进行考核, 监督其服务质量,并根据其业务能力和人员情况对专利申请

进行适当分流处理.在所属事务所专利积压数量太大时进行分流处理提高专利申请效率, 对所属

事务所不具备代理能力的案件应委托外面的事务所代理.

( 3) 建立专利指导机制,实现科研成果的全面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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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专利申请只是专利保护的一个点,要实现科研成果的全面有效保护则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综合考虑技术、法律、市场等多方面因素, 单靠教师和专利代理人难以完成. 高校应建立专利

指导机制,通过对教师研究课题的跟踪、指导, 从宏观角度提出专利保护策略,实现对科研成果的

全面有效保护,为专利市场化应用打好基础.在专利管理机构中设置专门人员, 密切跟踪老师研

究课题,特别是对国家重大应用性研发项目如 863、973等项目进行全程紧密跟踪,引导老师进行

立项查新检索,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密切注意专利文献资料,了解学科前沿动态,一旦出现重复

研究情况,及时调整研究方向. 在教师取得实质性研究成果后,帮助教师及时申报专利,指导教师

注意专利申请的适时性和适度性.因为专利权是有时间性的,申请专利过早, 等到专利技术应用

于市场时,专利权可能已接近专利保护期限;如果申请过晚, 又会导致他人抢先申请, 所以选择恰

当的申请日非常重要.还要权衡专利技术的公开与技术秘密之间的 �度 �,慎重选择专利权保护
的最佳范围.要帮助老师综合分析技术研发、仿制的困难程度,技术未来发展前景, 技术生命周

期,市场因素等各个方面, 构建专利保护体系. 如对重大技术突破和技术创新可以采用基本专利

战略, 通过一到几项专利将核心技术保护起来,形成基本专利,控制该技术领域的发展.同时根据

市场情况和自身经济实力,可以在基础专利的外围申请许多原理相同的小专利组成专利网,抵御

他人对基本专利的进攻,增强专利对市场的控制和占有能力.

( 4) 实施专利分类管理,提高专利管理绩效.

目前不少高校都设立了专利基金对职务发明提供资助,但随着高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

快速增长,不少高校已经不堪重负.同时由于资助政策的存在,一些高校中也出现了 �垃圾专利�

的情况.针对这种现象,高校应对专利实行分类管理,在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 将更多资源使用

在能产生价值的专利上,提高管理绩效.从经济的角度衡量, 专利虽然可以产生价值, 但并不是所

有的专利都能够产生价值,专利具有增值功能和贬值倾向.专利与现有的技术相比具有一定的技

术进步和创新,能够在所应用的领域内产生积极的效果并具有创利能力,因此专利具有增值功

能.但由于技术竞争的存在,技术更新使专利的价值呈现递减趋势, 同时专利是一定时期的垄断

权,具有很强的时间性,专利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会呈现贬值倾向.因此,通常情况下专利有三种

状态: ①有明显应用前景的专利,应尽快帮助其寻找转化实施的途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指

导发明人积极开展中试、大试等工业化研究,为实施转化做准备;②有潜在价值的专利,应继续维

持,不要轻易放弃,并引导发明人逐步构建起以基本专利为中心,外围专利为网络的专利群,延长

专利的生命周期;③失去技术价值和市场意义的专利,应选择放弃,避免不必要的支付.

( 5) 加大转化实施力度,促进专利可持续发展.

高校不以拥有专利为目的,高校专利的最终去向是转化到企业,促进经济增长,再通过市场

回报促进高校专利的可持续发展.①学校可以建立专门机构或委托专业机构争取开拓专利的技

术市场,将具有应用前景的项目组织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尽快推向市场,通过积累经验,形成一个

较大专利交易网络,提高专利的实施率.②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激励发明人积极参与专利技术的

转化实施.如对已转让或许可实施的专利,让发明人也得到一定比例的利益分配,同时对由发明

人直接推广实施的专利,可以适当提高发明人的分成比例.③专利转化实施应走多元化的合作道

路.一方面力争将高校的专利技术纳入各类国家应用科学研究推广项目, 如 863项目, 国家 �十

五 �攻关计划等; 另一方面,重视横向联合,借助企业的优势完成专利工业化研究,并实施专利.

对已实施转化的专利,应积极参与专利的中试和工业化实验,根据生产者的设备、人员及市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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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等情况,对加工工艺、技术参数、产品结构等作进一步改进, 适应工业化生产的要求. 通过积极

参与专利实施的工业性实验,建立良好的转让信誉,吸引更多企业引进高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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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Shangha i J iao Tong Univer 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 t: It m akes a study on the g eneral situation about the quantity, qua lity, S&T input and out o f

Shanghai un iversities in recen t 10 years w ith the m ethod of emp irical ana ly sis. It po ints ou t the prob lem

ex isted in pa tent w ork, and pu ts fo rw ard the deve lopm ent strategy of paten tw ork in Shangha i un 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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