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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
基于高技术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王重鸣 薛元昊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摘 要]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成为高技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因此,如何构建知识

产权创业能力以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成为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从创

业能力的视角出发,以“探索—转化—开发”的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三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案

例进行比较和分析,可归纳出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三个维度,分别是:获取能力,包括内部创造和外部吸

收;维护能力,包括产权保护和系统构建;运营能力,包括产品运营和产权运营。研究结论一方面扩展了

学界对知识产权创业问题的认识,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对高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创业实践

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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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yBuildingandEmpiricalAnalysisofIntellectualProperty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y:AMulti-CaseStudyBasedonHigh-TechFirms

WangZhongming XueYuanhao
(SchoolofManagement,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Intheknowledge-basedeconomy,intellectualproperty(IP)hasbecomeaprimarymeansfor
companiestoprotectinnovation,gainprofit,andenhancecompetitiveness.Particularlyforhigh-tech
entrepreneurialcompaniesinthechangingtechnologicalandbusinessenvironment,managingandusing
IPeffectivelycouldbringthemnewcompetitiveadvantages,anddifferentiatetheirgrowthpathfrom
others.Underthebackgroundofthe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inChina,facilitating
IP-basedhigh-techentrepreneurshipbecomesanationalstrategy.However,howtobuildupIP
EntrepreneurshipCapability(IPEC)ofcompaniestoacceleratetheirgrowthanddevelopmentisstill
uncleartobothresearchersandpractitioners.TheexistentliteraturehasexploredIPmanagement,

strategy,andcapabilityissuesfromvariousangles,buttheyaremostlybasedongiantcompaniesstatic



practices,payinglittleattentiontothedynamicentrepreneurialprocess,andlackingoftheoretical
constructionandempiricalvalidation.Thisstudyadoptedtheentrepreneurialcapabilityperspectiveand
usedthe″exploration-transformation-exploitation″organizationallearningtheorytodevelopaframework,

aimingtocapturethekeyelementsandcharacteristicsofIPentrepreneurshipprocessinhigh-techfirms.
Amulti-casestudybasedonreplicationlogicwasconducted.Datawerecollectedfromthreenational
high-techfirmsthroughin-depthinterviews,observationsandcompanyarchives.Bydoingwithin-case
analysisandcross-casecomparison,threedimensionsofIPEChavebeenidentifiedasthecapabilityof
IPEC:acquiring,retainingandutilizing.Acquiring,consistingofinternalcreatingandexternal
assimilating,depictstheprocessofgettingIP;retaining,includingIPprotectingandsystembuilding,

referstotheprocessofmanagingIP;utilizing,includingproductutilizingandIP-rightutilizing,involves
theprocessofachievingandmaximizingthevalueofIP.Thethreedimensionsareinterrelatedand
complementarytoeachother.Acquiringcapabilityisthebasisforhigh-techcompanieslong-term
growth,utilizingcapabilityisthekeyprocesstoensuretheirshort-termperformance,andretaining
capabilityprovidessupportstotheothertwobymanagingandprotectingcompaniesknowledgeassets.
Lackinganyoneofthethreewouldjeopardizehigh-techcompaniesgrowth.Therefore,abalanceis
neededamongthethreecapabilitiesduringhigh-techcompaniesdevelopment.Inaddition,bycomparing
ourfindingswiththeexistentliterature,wefoundthatChinesehigh-techcompaniesweredifferentfrom
theirwesterncounterpartsinthewayofutilizingthevalueofIP.IPownedbyChinesecompaniesis
frequentlyusedtoapplyforgovernmentsubsidiesandawards,whilelicensing,cross-licensing,and
tradingarethemajorstrategiesemployedbywesterncompaniesregardingtheuseofIP.Possiblereasons
ofthisdifference,suchaslegalenvironmentandpolicyfactors,werediscussedbasedontheinterview
evidence.Thetheoreticalcontributionsofthisstudyarethreefold:First,webringthe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andorganizationallearningtheoriesintothefieldofIPmanagementandentrepreneurship,

whichextendstheexistentunderstandingofthisresearchtopic.Secondly,throughthemulti-casestudy,

weidentifythekeydimensionsandcharacteristicsofIPEC,whichprovidesthebasisforfuture
quantitativeresearches.Thirdly,weuncoverdifferentpattern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ompanies
intheirIPentrepreneurshippractices,whichmightbeadirectionforfurthercross-culturalcomparisons.
Meanwhile,ourresearchfindingsalsoprovidesomeguidelinesforChinesehigh-techentrepreneurial
companiestoimprovetheirIPpracticesaswellastofacilitatetheirgrowth.
Key words:high-tech entrepreneurship;intellectualproperty;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y;

organizationallearning;multi-casestudy

一、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知识最有形的载体和法律依据,不仅成为企业保护创新、获取

利益、赢得领先地位的竞争利器,也是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超越有形资产而主导着当

代企业的发展[13]。特别是对高技术创业企业而言,尽管有形资产上的劣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但对

于知识产权资产的有效管理和运用却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47]。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知识产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法律或者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是创业过程中的

战略性问题之一,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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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为了促进创新的产生和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于

2008年正式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战略予以实施;
之后又相继推出了多个针对性项目,着力提升中国企业在创业和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意识与

维权能力。然而,随着市场和竞争的日益国际化,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依旧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首先,企业平均知识产权申请量仍然较低,大多数企业还缺乏相应的意识和能力[11];其次,企
业创新成果的转化率普遍较低,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亟待提升[12];最后,来自国际厂商的知识产权纠

纷日益增多,电池、汽车、通信设备等多个产业先后遭到国际厂商的知识产权诉讼,严重制约了产业

的发展和提升,甚至还成为阻碍中外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对于高技术创业企业而言,如何构建相应的能力以更好地创造、保护、管理和运用知识产

权并促进创业的成功,换言之,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仍然是当前理论和实践

亟待解决的问题。回顾以往研究,虽然学者们尝试了从多种视角、多个层次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
但现有理论一方面欠缺对知识产权创业能力内涵的探究,另一方面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和实证

支持,而且对创业的动态过程关注不足,难以为企业实践提供切实的指导。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构建和多案例分析,归纳出高技术企业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核心维度和关

键特征,为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开展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构建

(一)知识产权管理理论

目前对知识产权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法律和经济领域,管理学研究相对较少,总结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个视角:(1)类型视角:Granstrand[1]和冯晓青[13]等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知识产权所

包含的种类提出了诸如专利策略、商标策略等相应的管理策略和能力要求。(2)过程视角:

Granstrand对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过程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从“概念提出”到“研究开发和技术获

取”再到“商业化”三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型[1];类似地,Reitzig提出了“知识产权价值链”的概

念,认为企业应整合考虑知识产权的“获取和产生”、“保护”、“利用和实施”三个方面的策略和能

力[3];而diNorcia提出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商业化产品开发”的RT&D模型[14]。(3)层次

视角:Davis和Harrison提出了“价值等级理论”,把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看作是一个由五个价值层

次所构成的金字塔,从下往上分别是基本防御、成本控制、利润中心、整合开发和愿景引领,每一层

都代表了知识产权在创业过程中的特定角色和作用[15]。(4)要素视角:Reitzig指出,有效的知识产

权管理应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和商标控制、知识产权交易、完全品牌化、支持核心研发五个方面

的构成要素[3];孙伟[16]、孙伟和姜彦福[17]则提出,企业应从技术、市场和产权三个方面构建知识产

权能力与策略。
总体而言,类型视角和要素视角本质上是在探究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外延,并未揭示其内在机

制;层次视角和过程视角虽然试图探究能力背后的机制问题,也提供了启发性的观点和框架,但缺

乏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仍不足以明晰能力的内涵特征。而且,现有理论和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对大

型企业成功经验的静态总结上,对创业动态过程的理解和关注相对欠缺。
因此,本文认为,只有结合先前研究成果,从创业能力的视角重新审视知识产权在创业过程中

的作用,进而构建能够辨别和评价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理论模型,才能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业活动

提供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知识产权创业能力定义为:将知识产权资源融入

创业过程之中从而促进自身成长与发展的一种能力,体现在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运用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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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过程和行为中。

(二)企业创业能力理论

先前的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从不同视角直接或间接地对企业的创业能力进行刻画。Chandler
和Hanks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选取了财务、物质、人力资源、组织和技术五个方面刻画企业的创

业能力[18]。Man等人从组织竞争能力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创业企业的创业能力模型,其中包括内

部资源、环境互动、公司绩效和创业者影响力四个方面[19]。Zhang等人则以创业过程理论为基础,
围绕创业机会的创造、发现、评价和利用这一过程对创业能力进行考量[20]。

从本质上看,创业是发现、评价和利用机会以创造商品或服务的过程[21],所以从创业过程的视

角出发更有助于刻画创业能力的核心内涵。在关于创业过程的理论和模型中,有的聚焦于创业初

期的机会识别问题[22],有的关注于创业后期的行为特征[2324],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的创业过程理论

基本上都遵循着“机会捕捉—资源整合—机会利用”的模式[21,2526],而这一模式则可以通过“探索—
转化—开发”的组织学习机制进行解释。

(三)组织学习理论

先前研究指出,组织学习机制在组织能力的形成、演化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组织能力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和理论视角[2730]。在组织学习理论的发展过程中,March
提出的“探索学习—开发学习”(exploration-exploitation)的理论模型揭示了组织学习的内在机制

和过程,具有很好的理论借鉴意义[31],已被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应用于战略管理、组织理论、管理经

济学等多个领域[32]。探索学习主要包括组织的搜索、发现、实验、风险承担、创新等开拓性行为,主
导了企业对于新知识、新机会的发现和捕捉过程;开发学习主要包括组织的优化、选择、制造、执行、
实施等旨在提高组织效率、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导了企业对机会的利用过程。

然而,探索学习和开发学习在时间上并不一定是连续的,组织通过探索学习所发现和获得的新

知识、新机会、新技术往往需要在组织内部保留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最终得到利用[31,3334],这就需要

组织通过结构调整、资源配置等方式对新的知识、机会、技术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留,并在利用之前

进行有效激活。因此,Garud和Nayyar提出了转化能力(transformativecapacity)的概念,强调通

过技术的选择、维护、重新激活和综合三个方面将现有资源与未来发展相联系,维持和构建企业的

竞争优势[33]。在此基础上,Lane等人[35]以及Lichtenthaler[36]提出了“探索—转化—开发”的组织

学习过程模型,通过转化学习的过程将组织的探索和开发活动联系起来。

(四)本文研究框架

“探索—转化—开发”的组织学习机制主导了企业“机会捕捉—资源整合—机会利用”的创业过

程,也为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研究提供了恰当且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框架。首先,高技术企业通过

内部研发、技术引进、兼并收购、合作联盟等多种策略创造和获取知识产权[1,34],而这些策略的成功

实施则要求企业具备技术创新、技术搜寻、风险承担等“探索”能力。其次,企业在获取知识产权之

后,一方面要通过法律途径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37],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制度、规范和组织结构的

调整,保证知识产权作为知识的“活性”和作为资产的价值能够得到组织成员的理解[3,15,38],这些正

是“转化”学习的要点所在。最后,仅仅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并不能够为企业带来效益,而只有围绕

发展目标,通过产品生产、制造优化、知识产权运营等形式将知识产权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之中,才能

实现知识产权的内在价值[15,39],这一点正是“开发”学习的要义所在。
综合以上分析,“探索—转化—开发”的组织学习理论模型可以准确地刻画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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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机制与核心特征,因此,本文将以此模型作为理论框架,重点关注案例材料中所表现出的探索、转
化与开发方面的行为特征,以期归纳出企业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核心内涵,取得理论上的进展。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具体原因有二:第一,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
究人员对相关现象的理解尚不充分,所以难以通过定量方法捕捉其核心内涵和特征,而遵循复制逻

辑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在新的、未被深入理解的现象和问题上非常合适,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具有更好

的可靠性和概化效度[4041]。第二,先前有关知识产权管理的研究多数是基于成功企业的横截面信

息而进行的,缺乏对动态创业路径和能力构建过程的关注,而深度案例研究则能够反映研究对象在

各个阶段的变化情况[41],对案例本身的动态性有更好的把握。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研究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选取了三家企业,其中两家是全国企事业知识

产权示范单位,一家是市级专利试点企业。选择这些企业的原因有二:第一,通过理论抽样选取极

端的或者有代表性的案例更有利于理论的构建[4041],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示范单

位、专利试点企业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非常符合本研究的设计和需要。第二,在案

例数目的选择上,Berg指出多案例研究的最佳案例数为3—7个[42]。为了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本
研究也尽可能保证所选案例的多样化,综合考虑企业的成立时间、所有制形式、规模、产业等因素

后,最终选取了三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它们的背景信息见表1:

表1 样本企业背景信息

  背景特征  鸿雁电器    朗科科技    网新集团

创立时间 1981年 1999年 2001年

所有制形式 国有→股份制 民营 国有→股份制

所处产业 电器制造 移动存储 信息、环保、交通、建设

主要产品 电工和照明产品 闪存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
软件外包、环保脱硫、轨道交

通控制系统、科技园

年销售规模 10亿元 2亿元 100亿元

员工数 2000多人 240多人 近10000人

累计申请专利数 350多个 340多个 100多个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深度访谈、直接观察和文件调阅三种方法收集数据,具体过程如下:(1)向熟

悉样本企业的人了解情况,并通过学术文献和网络公开资料搜集相关信息。(2)前往样本企业开展

实地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企业主管研发或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层经理和核心员工,每个访谈一般持续

1—2个小时;之后,作者也会请求受访企业提供相关内部资料,并参观专利墙、技术创新成果展等,
以获得更加直观的信息。(3)与了解企业情况的政府部门(科技局或知识产权局)和知识产权专业

服务公司取得联系,从侧面捕捉相关信息。
在分析单元方面,由于本研究所聚焦的知识产权创业能力是一个组织水平的概念,因此,本研

究将选取企业作为分析单元,重点关注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组织层面的行为特征。在分析技术方面,
本研究将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分析相结合。在案例内分析阶段,针对每个案例进行独立的总结和

分析,并按照时间顺序对知识产权相关的关键行为、事件进行刻画。在此基础上,对三个案例进行

横向比较,归纳出其中共有的特征,从而提炼出更扎实、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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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

(一)案例内分析

受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详细展开案例企业的知识产权创业历程,所以将其中的关键事件按时间

顺序抽取出来,并根据企业的创业阶段进行了整理,具体呈现在表2之中。

表2 样本企业知识产权创业关键事件汇总

企业 知识产权创业关键事件

鸿雁

1.初创期(1981—1990):(1)引进英国面板开关技术,针对国内市场进行技术改进,激发国内产业变

革;(2)引入英国质量体系;(3)率先申请商标、专利保护

2.成长期(1991—2001):(1)成立打假办公室;(2)重组研发部门,形成5个科室、60多人的专业研发

队伍;(3)与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开展研发合作;(4)成立知识产权委员会,建立相关制度

3.发展和转型期(2002—):(1)制定自主开发与合作、引进相结合的知识产权战略;(2)规定将销售额

4%以上投入研发;(3)构建开发、管理、支撑、前瞻研究4个研发平台,形成180多人的研发队伍;
(4)与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正式合作,成立博士后工作站;(5)引进CIMS、CAD等制造平台技

术,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和浙江大学引进专利;(6)建立20多人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子公司、
研发部门设置知识产权工程师;(7)开发行业专利检索系统、内部知识管理系统;(8)凭借技术、品牌

优势扩大国内产品经销网络,并与德国、越南企业合资、合作;(9)制定5项国家标准和40多项行业

标准,4项专利进入其中

朗科

1.初创期(1999—2002):(1)研制闪存盘基础技术并申请国际发明专利;(2)成立创新中心、芯片设计

部,领导技术研发工作

2.成长期(2003—2006):(1)引进海外集成电路设计专家团队;(2)成立移动存储技术和应用研究中

心,形成一支超过员工总数20%的研发队伍;(3)设计近、中和远三层次研发体系,坚持将销售额的

8%以上投入研发;(4)先后获得中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近200项发明专利;(5)主动通过诉讼迫使

侵权厂商交付专利许可费,形成专利盈利模式

3.发展和转型期(2007—):(1)制定“专利部署—专利维权—专利运营”的知识产权战略,设计“直接

收取专利许可费、将专利与解决方案捆绑销售、利用专利交叉许可快速推出新产品”的专利运作体

系;(2)与东芝、金士顿、IBM等大厂商建立合作关系,专利许可收入快速增长;(3)积极参与多项行业

标准制定和各类荣誉评选,获得地方政府知识产权专项资助;(4)跟随产业发展趋势,向云存储领域

展开研发和专利布局

网新

1.初创期(2001—2003):(1)与浙江大学、英特尔、IBM、智邦科技等建立研发战略合作,并推出“易”
系列产品;(2)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便携式动态心电图仪等产品;(3)与富士电机、道富银行开展

合作,拓展海外软件外包市场;(4)组建中央研究院,负责研发、孵化新技术及知识产权管理

2.成长期(2004—2008):(1)与浙江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际培训中心;(2)引
进脱硫专利技术并进行二次研发,开拓工业脱硫市场;(3)依托核心技术和专利,衍生出IT应用服

务、软件出口、机电总包和移动数字等多项业务;(4)与富士电机、WindEnergyHolding等开展研发

合作;(5)加强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旗下公司被认定为浙江省版权保护示范企业

3.发展和转型期(2009—):(1)整合研发资源,成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下设知识产权中心负责知

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2)开发内部知识管理系统,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制度;(3)依托研发和知

识产权优势,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获得政府奖励和资助;(4)与客户、第三方伙

伴建立知识产权沟通机制;(5)成立创新研究院,负责新技术的孵化和产业化;(6)每年投入超过1亿

元支持研发活动,研发人员比重超50%;(7)参与制定智能互联、电子政务等领域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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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案例分析

跨案例分析发现,“探索—转化—开发”的组织学习机制在样本企业的知识产权创业过程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分别主导了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获取、维护和运营能力,且每方面能力中都包含了两

个关键维度。

1.知识产权获取能力

如何又快又好地获取知识产权是高技术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挑战,也是企业区别

于对手和构筑竞争优势的基石。通过跨案例比较发现,探索学习机制支配了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取

能力,而且样本企业主要采用两种探索行为获取知识产权,即内部创造与外部吸收。
本文将内部创造定义为通过内部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从而获得知识产权。例如,鸿雁的受

访人告诉我们:“我们公司的资金、待遇、人员等所有方面都向研发工作倾斜……我们自己规定研发

投入必须高于销售额的4%,实际上达到了7%……我们也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研发体

系,目前采取了矩阵式的管理框架,有180多名研发人员分布在公司的各个事业部。”朗科的受访人

告诉我们:“我们公司的创始人本身就是技术出身,所以非常重视自主研发,我们的核心产品就是几

位创始人发明的……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先后成立了创新中心、芯片

设计部、移动存储及应用工程技术中心等多个专门的研发部门……目前研发人员比重已经达到

20%,研发投入都在销售额的8%以上。”网新的受访人也提到:“我们公司是从大学里衍生出来的

企业,因此保持着创新研发的传统……创立之初依靠自主研发的基金交易平台、便携式动态心电图

仪等产品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站稳了脚跟……一开始就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不断引进周边高校的研

发人才,现在研发人员比重超过50%……我们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超过1亿元,在行业里处于

较高水平。”这些均是内部创造的体现。
本文将外部吸收定义为通过与外部组织进行合作研发、技术引进、技术交易等方式获取知识产

权。例如,鸿雁的受访人提到:“我们最初的面板开关技术就是从国外引进的,之后成立了设计室进

行技术改造,当时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们一直都非常强调产学研相结合,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就和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进行技术研发合作,后来还与浙江大学共建了院士工作

站,每年投入200多万元开展合作研发和人才培养……近几年来还与日本松下、我国台湾东贝等公

司进行技术引进合作。”朗科的受访人提到:“我们和大学、科研院所一直都有合作,依托他们的优势

开展前瞻性的技术研发……与企业的技术交流、合作也很多,比如IBM、明基等都与我们有长期的

技术合作关系。”网新的受访人告诉我们:“我们公司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发展,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与高校合作……我们和浙大的计算机、软件、能源学院以及一些科研团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每年

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和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依托高校的创新资源进行研发……与英特尔、IBM、
思科、道富银行等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从合作伙伴那里吸收了许多技术、管理方面的知识,
提升了公司自身的能力。”这些均是外部吸收的体现。

结合先前文献,本文认为内部创造与外部吸收两个维度能够有效反映知识产权获取能力。一

方面,内部创造不仅是企业获取知识和知识产权的重要途径,而且是企业跟踪和评价技术进步、更
好地利用外部知识的基础[4345],还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647]。另一方面,在开放式创

新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外部吸收的方法不仅能获得外部的关键知识与知识产权,节省研发投入,取
得快速进展,而且可以激活内部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发挥协同效应[4849]。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背

景下,企业不能单独依靠内部创造或外部吸收,而是需要将两者结合、优势互补,以便更好地促进知

识和知识产权的获取[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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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产权维护能力

如同有形资产一样,企业在获得知识产权资产之后,也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一方

面避免侵权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要为这一资源的合理利用创造良好的组织条件。通过跨案例

比较发现,转化学习机制支配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护能力,而且样本企业主要采用了两种转化行为

来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即产权保护和系统构建。
本文将产权保护定义为通过申请、维护、法律维权等手段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为其利用提

供合法性基础。例如,鸿雁的受访人告诉我们:“我们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都不知道商标、
专利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率先申请了商标和专利保护……后来由于仿冒产品太多,我们在1994年

又成立了打假办,最多时20多人到全国各地打假……现在申请专利的目的以防护为主,避免别人

侵犯。”朗科的受访人提到:“我们公司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发明了闪

存盘的基础技术后,在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等多个地区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围绕核心专利,我
们还申请了一批外围专利,形成了专利网络,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我们的Netac商标也是国

际性的……发现侵权后,我们都会及时发起侵权诉讼,然后迫使他们购买我们的专利授权。”网新的

受访人告诉我们:“我们公司在创立之初就申请了‘浙大网新’和‘INSIGMA’商标保护……成立第

二年就开始申请发明专利……为了保护国外市场,我们也申请了国际专利……和阿尔斯通的专利

纠纷让公司更加意识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

理,另一方面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行为都是产权保护的体现。
本文将系统构建定义为通过组织设计、制度建设、管理优化等方法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水

平,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其价值实现提供适宜的组织条件。例如,鸿雁的受访人提到:“我们在

1992年就设置了兼职人员负责专利的申请、管理……1997年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由总经

理直接负责,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奖励制度……前几年制定了知识产权奖励办法,修订了新产

品和新技术奖励办法,奖励力度甚至比美国、日本的同行都高……我们还开发了知识管理平台、建
筑行业专利检索系统。”朗科的受访人也提到:“我们公司的法务部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由总经

理直接领导……制定了专利激励办法等制度,设计了知识产权的工作流程,把知识产权工作渗透到

企业的各个部分……我们还建立了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等几个专业平台,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合

作。”网新的受访人提到:“我们在2002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制定了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制度和

规范,有专门人员负责技术情报搜集和知识产权申请、保护工作……建立了创新奖励系统,用奖金、
提拔甚至股权等形式激励员工进行创新……开发了知识管理平台,促进公司内部的知识共享和管

理……对公司的创新资源进行了整合,成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设置了信息情报部、知识产权

中心等部门,更加系统地推进研发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这些行为都是系统构建的体现。
结合先前文献,本文认为产权保护和系统构建两个维度能够有效反映知识产权的维护能力。

一方面,企业对知识产权的申明和保护不仅是将无形资产有形化、经济化的重要手段[1,10],而且也

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39],为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和保证。另一方面,
系统构建又可以为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提供保障,不仅可以在业务层面建立促进开放式创新、提高

知识产权管理效率的准则和规范[3,38],而且可以通过调整组织结构、改善决策体系、构建愿景战略

等行动使知识产权融入组织的文化和流程之中,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15,52]。

3.知识产权运营能力

仅仅拥有知识产权并不能够为企业带来效益,只有将知识产权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其服务于

企业愿景、目标的实现,才能够真正发挥知识产权的价值。通过跨案例比较发现,开发学习机制支

配了企业的知识产权运营能力,而且样本企业主要采用了两种开发行为来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即
产品运营和产权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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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产品运营定义为通过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等途径从产品销售中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例

如,鸿雁的受访人提到:“我们公司从成立之初就是国营体制、民营机制,必须依靠自己打开市场、自负

盈亏,所以一直都很强调产品、技术的市场化……我们的专利大多数是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产生的,不
是为了申请而申请,所以基本上保持了100%的产业化率。”朗科的受访人提到:“我们的核心优势是存

储技术,但除了移动存储产品外,我们还围绕核心技术开发出了数码、娱乐、控制芯片等方面的产

品……我们的专利是基础发明专利,很多厂商都绕不开,所以必须和我们合作,现在许多世界500强

厂商都向我们定制产品和服务。”网新的受访人提到:“我们公司一直非常强调市场导向的经营策略,
看准了 市 场 机 会 后 才 会 进 行 研 发,所 以 成 果 能 够 很 快 转 化 为 产 品……创 立 之 初 就 提 出 了

‘Computer+X’的发展战略,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不同的产品和市场领域……对于一些有潜力的技术,
我们通过创新研究院的平台进行孵化,将技术发展成新的产品甚至是子公司。”这些事件都是产品运

营的体现。
本文将产权运营定义为通过知识产权的授权、交易、参与标准制定、奖项评选等途径扩大企业收

益和影响力。例如,鸿雁的受访人提到:“鸿雁是建筑行业标准化副主任单位,所以一直都在想办法把

专利技术放到行业标准中,目前有好几个专利都进了标准,提升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我们也积

极参与评选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知识产权示范单位,这些提升了我们在行业中的地位……我们集团

有4家子公司都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税率降低了10%,作用很大。”朗科的受访人告诉我们:“我们

公司把知识产权当作产品经营,通过法律诉讼迫使侵权企业与我们合作,我们授权他们生产并收取专

利费,这部分收入基本不需要成本,利润率很高……我们申请了政府的知识产权专项资助,获得了高

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这些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网新的受访人提到:
“网新凭借技术和知识产权成果申请了许多政府资助和奖励,每年都有上千万元,对我们的研发工作

起到了很大帮助……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专利试点企业等的评选,提升了我们的行

业影响力……为了巩固行业地位,我们也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在智能互联、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

务平台等领域都是标准制定单位。”这些事件都是产权运营的体现。
结合先前文献,本文认为产品运营和产权运营两个维度能够有效地反映知识产权的运营能力。

一方面,产品运营是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直接途径,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生产和销售产品获得经济回

报、拓展业务范围、构建品牌优势,而且还可以从顾客的反馈中获得技术改进的一手资料,从而进一

步优化和提升已有创新成果[1,15]。另一方面,将知识产权作为产品进行产权运营,不仅能够以较低

的成本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而且可以构建合作网络、扩大企业影响,与产品运营互为补充,共同促

进企业的成长[39]。
值得指出的是,已有文献指出,国外优秀企业比较重视与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相关的运营策略,

将知识产权视为产品,通过授权、交叉授权、交易等策略为企业创造利益[1,3,13,15]。而本研究的案例

材料表明,除了朗科较好地将知识产权融入商业模式中,并通过多种经营方式创造利润以外,其他

两个案例在这方面的实践相对不足。究其原因,一家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专利运营与整个法律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虽然对企业侵权有一定的惩罚,但
对于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却没有约束,所以还是有需求存在,这就造成企业不愿意花钱购买或者授

权知识产权”。由此可见,交易、授权量低是与我们整体上的知识产权意识和法律环境密切相关的,
其改变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然而,案例材料也表明,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在产权运营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特色,即比较重视政

府主导的各类奖项、荣誉的评选和参与标准的制定,这一点在国外文献中并不多见。通过参加这类

活动,企业一方面可以获得政府的重视、支持、税收减免等优惠,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自身品牌优势

和业内领导力。而且,鸿雁的受访人告诉我们,“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出台了很多优

66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4卷



惠政策,奖励力度很大,这在日本、美国都没有……国外企业的创新都是自己在做,而我们国家政府

主导的作用很大”。可见,中国的政策环境为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研发提供了很多机会,有效地利用

这些机会将会对企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四)跨案例分析小结

综上所述,企业的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由获取能力、维护能力和运营能力三方面所构成(见图

1)。其中,获取能力以获得知识产权、构筑竞争优势为目标,包括内部创造与外部吸收两个维度;维
护能力以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促进其价值实现为目标,包括产权保护和系统构建两个维度;而运

营能力的目标是运用知识产权实现组织多方面的成长与发展,由产品运营与产权运营两个维度构

图1 知识产权创业能力模型

成。三方面能力之间联

系密切、互为补充:获取

能力是前提,维护能力

是保障,而运营能力是

将知识产权转化为企业

价值、促进企业成长与

创业成功的关键环节。
可见,知识产权创业能

力是三个方面的集合体,只有三个方面协同发展,企业的创业实践才能顺利进行。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从“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核心内涵是什么”这一实践问题出发,通过理论构建与多重案例

分析,提炼出了知识产权创业能力模型。与先前研究相比,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创业能力和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研究框架。虽然先前的

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探讨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和能力[3,1315,17],也提出了学习机

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2,8,53],但大多停留在对大型企业成功经验的静态总结上,缺乏对创业及企业

能力构建过程的了解和关注,也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而本文从创业能力的视角出发,将知识

产权放入创业过程之中,并提升到组织能力的层面进行讨论,继而以“探索—转化—开发”的组织学

习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研究框架,拓展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其次,通过多案例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提炼出了构成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关键维度。

本文通过对三家高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创业历程与关键行为的梳理和分析,基于组织学习和创业

能力的理论框架,提炼出了由获取能力、维护能力和运营能力构成的知识产权创业能力模型,并识

别出了每个维度中的关键特征。这些发现一方面印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深化和丰

富了能力模型的内涵,从而对知识产权创业问题有了更加系统、全面的理解,也为今后进一步的量

化研究提供借鉴。
最后,通过与现有文献的比较,发现了中西方企业在知识产权实践方面的异同。与国外优秀企

业相比,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在知识产权的获取、维护和产品运营方面的实践与国外企业较类似,而
在产权运营方面则存在较大不同。国外优秀企业比较重视围绕知识产权自身权利属性的运营策

略[3,13,15],而中国企业则更注重借助知识产权获得政府的奖励和支持,提升企业的影响力。通过分

析发现,前者与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人们的整体意识相对落后有关,而后者则与政府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创新研发有关。这一发现可以为进一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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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文对于高技术企业的创业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如Teece所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那些拥有强大知识产权基础,并将其融入商业模

式与组织能力之中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财富与成功[54]。可见,以往仅仅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简单思

路已经不能有效支持企业的创业和成长,这就需要从更加全局的角度看待知识产权问题,并围绕它进

行系统的组织能力构建,以应对当今的竞争和挑战[55]。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知识产权创业能力模

型及其理论机制可以很好地指导企业相关实践的开展,帮助企业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二,通过对样本企业知识产权创业历程的回顾发现,知识产权创业能力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是融合在创业过程之中,并与企业的发展阶段及所处的经营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对高技

术创业企业而言,在创业初期就要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结合自身发展水平进行系统的

考虑和规划,确保获取、维护和运营三方面能力的协同提升,使知识产权成为推动企业成长和创业

成功的关键动力。
第三,虽然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整体意识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政府对企业

创新活动的支持则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此,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采取扬长避短的策略,
一方面要尽可能规避可能的知识产权风险,为今后的长远发展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优

惠政策,借助外部力量推动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应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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