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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专利战略是高校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指出高校当前存在专利战略意识较淡薄、

专利管理制度不健全、激励机制不够完善、专利技术转化率不高等问题，论述了高校专利战略的重要性，

提出从构筑严密外围专利网、加强专利管理、搭建专利转化平台、加大对专利的资金投入、鼓励风险投资

参与高校专利技术转化 5 个方面制定专利保护策略，促进高等学校专利战略的全面实施，进而提升高校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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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等学校不仅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而且拥有丰富的

科研成果，在专利申请上潜力很大。2000 年以来,全球专利

申请的年增长率为 3%～5%,而我国专利申请年增长率在

20%左右,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最新统计，2009 年我

国共受理专利申请 976 686 件，同比增长 17.9％，其中我

国高校申请的专利 61 579 件，占全国总量的 12.8%。相比

之下,美国大学在该国的专利申请量中只占 4%。但是，目前

国内高校专利战略意识相对淡薄，专利激励政策不够完善，

专利技术转化率低，专利申请数量不均衡，专利申请仅集

中在少数高校，有 75%的高校专利申请数量极少，甚至一

片空白。例如，2008 年教育部 75 所直属高校申请专利 15 965

件，其中浙江大学 2 033 件，清华大学 1 310 件，上海交通

大学 1 103 件。这 3 所大学专利申请量占直属高校申请量的

27.8%，而 75 所直属高校中还有 17 所高校专利申请量在 10

件以下。 

1 高等学校专利战略存在的问题 

(1)专利战略意识较淡薄。首先是高校管理层专利战略

意识不强。目前，设置专门的专利管理机构的高校较少，

专利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如河南省 80％的高校专利工作仍

处于无机构、无人员、无制度和无经费的“四无”状态。二

是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所有的专利事务所与大学脱

钩，大学的专利事务所纷纷脱离高校，造成高校的大量专

利代理人流失。三是科研人员的专利知识缺失和专利意识

较弱。有的研究人员，研究出一项新技术，先写文章发表，

然后，再申请专利；还有的研究人员，自己开发一项新产

品，试制成功之后，急于鉴定、推销，尔后，为防止他人“借

鉴”才想到申请专利，便把产品技术说明、样本甚至销售使

用效益情况资料拿来申报专利。殊不知，这些新技术、新

产品，按专利法规定，已丧失了新颖性，不能授予专利权。 

(2)专利管理制度不健全［1］。目前我国不少高校对是否

申请专利、获得授权的专利维持多长时间、是否转让或者

许可等问题基本由项目负责人决定，而不是由学校依据科

研优势和学科优势以及有没有发展前景来决定。值得说明

的是，目前在专利申请补贴、考核评价等政策的综合激励

下，高校获得了许多具有可专利性、但没有产业化前景的

专利。而美国高校认为专利申请需要很高的成本，所以申

请专利之前，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要对申请专利的技术进

行严格筛选。对那些发展前景较好,自己又有优势的核心技

术申请专利；然后积极开发外围专利，形成保护圈。只有

那些商业潜力好、同时又适合专利保护的发明才最终进人

专利申请的程序,而且其申请、维持、许可都由大学承担。 

(3)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现有评价机制容易导致高校科

研人员优先选择鉴定、发表论文，而不是优先选择申请专

利。科研项目通过鉴定获奖后，可以得到很多实惠，如数

量可观的奖金、优先晋升技术职称、享受政府津贴、相当

高的岗位津贴、退休工资提高等；还有论文专著的权重一

般比专利的权重要高，而且发表论文成本低，见效快，风

险低，而专利申请和维持费比较贵，申请周期长。这使得

大多数高校科研工作者们认为专利申请得不偿失。所以项

目完成后，许多科研人员往往通过发表论文、申请成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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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获得奖励，而不是通过将科研成果申请专利。以 2008

年为例，教育部直属高校在研项目 111 304 项，发表论文

212 958 篇，授权专利只有 8 692 件。其次，现有评价机制

使得选择申请专利的科研人员积极申请专利，获得专利证

书后，大多不再维持专利，这样不利于高等学校优势学科

发展。 

(4)专利技术转化率不高［2］。高校的科研优势虽然从客

观上为科研人员提供了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条件，但由于我

国高校没有足够的专利技术孵化基金，专利实施许可时缺

乏经验、作价不合理等其它因素也不同程度地阻碍了专利

技术的实施。而且，由于缺乏高水平的专利技术转化人才

和专业工程技术人员，降低了技术转移率，从而阻碍了专

利技术的实施。特别是发明专利的实施率很低，经济效益

不高。根据 2008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统计数据，直属高校申

请专利 19 130 件，而专利出售合同只有 735 项。 

2 高等学校实施专利战略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专利战略是指高等学校面对激烈竞争的环

境，自觉主动地利用专利文献提供的新技术信息，利用专

利制度提供的法律保护和其它种种条件，促进专利技术开

发和科技创新，在技术竞争中，有效地保护高等学校的合

法权益，为高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一种长远规划

和整体谋略。 

高等学校专利战略的目标旨在获取有利的竞争地位，

保持高校的优势学科或特色学科。其在法律上表现为未经

专利权人的许可，他人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

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专利产品或使用其专利方法；也不

得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

产品。正是由于成功实施专利战略具有以上功效，外国企

业在高技术领域向我国大量申请发明专利，以抢占中国未

来市场，特别是在信息通讯、半导体、医药制造等高技术

领域，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都高达 65%以上。这说明我国

高技术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发达国家的专利制

约。而在我国许多高等学校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

有把专利作为战略武器来运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

不断加大，国外的专利触角已延伸到我国电信、数码相机、

软件等领域，甚至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也未能幸免［3］。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实施专利战略的重要性。面对日益严

峻的国外专利攻势，高等学校应积极应战，主动反击，并

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3 高等学校的专利保护策略 

对不同的高等学校来说，由于其科研实力和优势学科

不同，其专利保护策略也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高校，在

不同阶段，专利保护策略也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讲，高等

学校仍有一些基本的专利保护策略。 

3.1 核心技术申请基本专利，构筑严密的外围专利网 

拥有优势学科的高等学校，将优势学科的核心技术申

请基本专利［4,5］，围绕其优势学科不断进行研究，通过学

科交叉产生新的特色学科，从而申请众多的外围专利，利

用这些外围专利进一步覆盖其优势学科，而且使竞争对手

望而生畏，找不到基本专利。我国高等学校在技术上与欧

美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基本专利不多，可以走引进吸收、

消化创新、自主开发的发展道路。近几年通过技术引进，

国内企业的硬件设备不比国外同类企业差，但核心技术仍

被外国控制。高等学校可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通过与相

关企业合作，消化引进技术，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再全

力围绕这些技术主动进行应用性的开发研究，不断创新，

形成自己的基本专利，构筑专利网，突破欧美的技术垄断，

变被动为主动。 

3.2 加强专利管理，提高专利质量 

高等学校要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落实办公

场所，配备相应数量懂得法律、擅长管理、精通业务的专

门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负责学校知识产权事务，组织开展

学校专利申请、审查、评估、登记和监管；管理学校有关

知识产权的转让、许可等合同。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

教职工申请非职务发明专利应向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供足

够的非职务发明的证明，由学校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审批。

对于职务发明，应向学校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提出专利申请，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要以专利是否具

有市场开发潜力、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是否

有利于优势学科的保持为先决条件，决定是否提交专利申

请。如果学校放弃此项发明，则该发明作为非职务发明由

发明人自行处理;如果决定学校为发明的专利权申请人，以

学校的名义申请专利，学校在享有专利申请权的同时承担

申请、维持、转化等方面的费用。 

3.3 搭建专利转化平台，促进专利技术转化 

目前，高校专利战略主要以注重权利和实施为目的内

容的贸易战略。在我国现有自主知识产权总量还很少的情

况下，需要激励广大高校科技人员大量申请专利，同时加

强专利转化。一方面，可以通过企业在校内设研发机构转

化专利技术。社会上很多企业为了得到高校的技术、人才

支持，往往都在大学科技园内建立起自己的研发机构。大

学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其推介专利技术。在大学

科研人员的指导、配合下，企业的研发机构将这些专利进

行中试和产业化开发，最终实现专利技术的转化和产业化。

另一方面，可以以专利技术为核心技术创建高新技术企业。

大学对那些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专利技术，可以自行投资

创建企业进行孵化。一旦技术成熟并基本形成稳定的产品，

企业自然也就具备了较高的市场价值，大学可以将技术和

企业一同包装出售给社会上的大型企业，实现专利技术的

转移和转让。 

3.4 加大资金投入，为专利保护提供基础 

首先，高校应拨专款或从技术转让、许可收益中提出

一定比例，设立专门保护基金，用于专利申请费、专利代

理费、专利维持费以及知识产权培训等方面。改变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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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费和专利维持费由教师或课题组承担，使教师和科技人

员的智力成果不至于因申请经费或专利维持年费不足而失

去保护，从而为高校的知识产权创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目前，一些高校已经设立了专利基金，如清华大学的专利

基金达 300 多万元，南京大学的专利基金也有近 200 万元。

这些专利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职务发明创造和专利的申请

费、代理费、实质审查费、年费等，以及兑现专利法规定

的对发明人的奖励等。它改变了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费用

由发明人或者课题组承担的状况。 

3.5 鼓励风险投资参与高校专利技术的转化，提高专利转

化率 

改善高校的融资环境，推动高校专利技术的转化，需

要风险投资机构的有效介入。从各国科技成果转化状况来

看，风险投资发展得好的国家，风险投资机制完善，科研

成果转化水平也就高；反之，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其科

研成果转化会举步维艰。例如，美、英、法、日、德 5 国

的风险投资之和占世界总额的 90％以上，其高新技术产业

占据了世界发展的主导地位，其专利技术转化也是最好、

水平最高的。高校应加强与金融投资机构的合作，逐步建

立健全以种子基金、风险基金、创业基金和科技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等为内容的创业资本市场，吸引社会企业向专利

技术投资，推动国外风险投资公司进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投资机制。 

总之，高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高校科技人员普

遍存在专利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为维护高校和个人以及

国家的权益，预防专利资产流失，应当重视专利在知识产

权保护中的运用，促进高等学校专利战略的全面实施，进

而提升高等学校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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