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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高价值专利的培育是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压舱石,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对高价值专利定义

的基础上,使用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首次对高价值专利进行测度,揭示其理论基础、历史演化和内部

结构。 实证研究发现:(1)高价值专利在专利质量、创新速度、原始创新等各方面均优于非高价值专利;
(2)高价值专利数量不断攀升;(3)高价值专利中企业申请的专利占比高达 2 / 3;(4)产学研合作是推动

高价值专利发展的重要渠道;(5)境外申请人申请的专利相对更有价值。 针对中国高价值专利发展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即应进一步缩小并明确高价值专利的统计范围;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的高价值专利创造机制;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促进知识产权协同运用;加强对非职务专利的

创造激励,转化运用和评价保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专利发展的开放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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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摇 这里是指在中国专利局申请的专利,包含了居民和非居民专利,但居民专利占了绝大多数。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WIPO)没有直接提供 1985 年的世界外观设计专利数据,本文将四类加总,得到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

一、高价值专利助力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中国专利从无到有,已实现快速发展,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1984 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和经济社会发展。 相较于美国 1790 年制定的《专利法》,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比
其晚 190 余年。 中国自 1985 年开始实行专利申请,初期更多注重专利数量的增长,发明专利申请

量占世界比重从 1985 年的 0郾 92%上升至 2019 年 43郾 44% 淤,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专利合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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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PCT)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从 1995 年的 0郾 26%跃升至 2020 年的 25郾 00% 淤,跃居世界

第一。 目前,在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以及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申请

的国际专利数量,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9 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迅速发展,
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逐步提升,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制度与政策持续完善。 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更加凸

显,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对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于。
(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世界知识产权强国的新时代

为了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200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盂,将知识产权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
出到 2020 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 随后,中国高价

值专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专利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015 年 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榆正式印发实施,明确提出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中国逐步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 2021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虞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的预期性指标。 在社会主

义市场条件下,该指标的设置有利于真实反映专利资源的技术含量和市场价值,客观测度科技产业

绩效,引导发明专利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从中低质量向高质量的转变。 2021 年 9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明确提出,到 2035 年,中国知识

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

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愚。 这标志着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发明专利国、PCT
国际专利国之后,正进入全面建设世界知识产权强国新时代[1鄄2],重点转向加速发展高价值专利。

(二)高价值专利的培育是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压舱石

中国自 1989 年设立专利奖以来舆,非常注重对高价值专利的激励,但由于专利发展起步相对

较晚,重点是加速发展发明专利数量,直到党的十九大之后,才逐步加强了对高价值专利的认知。
具体而言,中国高价值专利的提出具有两方面的重要背景。 一是科技演化的必然规律。 与粗放式

增长到集约式增长的经济增长规律类似,中国科技发展也必然经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演化

过程,专利申请数量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亟需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 二是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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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简称 PCT);计算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d Intell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 WIPO)网站,https:椅www3. wipo. int / ipstats / index. htm? tab = patent。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 http:椅www. gov. cn / zhengce / 2021鄄09 /
22 / content_5638714. htm。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 http:椅 www. gov. cn / zwgk / 2008鄄06 / 10 / content _
1012269. htm。

《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http:椅www. gov. cn / zhengce / content / 2015鄄01 /
04 / content_9375. 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椅www. gov. cn /
xinwen / 2021鄄03 / 13 / content_5592681. htm。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http:椅www. gov. cn / zhengce / 2021鄄09 /
22 / content_5638714. htm。

中国专利奖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者给予奖励的唯一的专门政府部门奖,专利奖包括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https:椅www. chipa. gov. cn / col / col41 / 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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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要求。 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大规模投资的潜力不断缩

小,亟需将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本文使用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1991—2018 年)淤,旨在对高价值专利进行测度与实证分

析,探求中国高价值专利的发展状况,进而为加快建设世界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决策信息和政策建

议。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研究所做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

定义,首次对高价值专利的理论基础和优缺点进行分析;二是使用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首次对

高价值专利进行测度,并对其历史演化和内部结构进行系统分析;三是对促进我国高价值专利发展

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以实现国家“十四五冶规划提出的到 2025 年,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 12 件的预期性指标。

二、高价值专利的测度与特征

(一)高价值专利的概念与测度

目前,学界对高价值专利并没有理论上的统一定义。 本文认为,对高价值专利的定义可以

从技术、法律、市场价值等多个维度进行界定。 近几年,我国学界对高价值专利相继进行了实证

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1)基于简单指标对全国层面进行实证分析。 郭颖、李创兰(2020) [3] 将

维持 10 年及以上的专利作为高价值专利,分析了全国专利的区域和行业布局。 程文银等

(Cheng,2020) [4]基于专利被引、权利要求数、科学关联度等技术指标,对全国的高质量专利进行

了实证分析。 (2)使用多维度指标构建评价模型,对特定领域或范围的专利进行实证分析。 刘

勤等(2021) [5]和刘洋(2021) [6]运用一系列技术指标构建专利评价模型,使用获专利奖的专利

进行实证分析。 郭烨等(2020) [7]运用发明问题的解决理论(TRIZ)原理提出高价值专利评估方

法,并据此对特定技术领域进行分析。 第一类研究的优点在于可评估全国情况,具有普适性,但
局限在于评价指标的简单性;第二类研究的优点在于指标评估模型的理论基础较强,评估体系

较为全面,但局限在于过于复杂的指标体系难以应用到全国各领域或各范围。 实际上,学界对

高价值专利研究的大多数评价体系都存在普适性和全面性之间的权衡取舍。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冶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于(简称

《通知》)发布,明确将五类发明专利界定为高价值专利。 (1)战略性新兴产业;(2)在海外有同族专利

权;(3)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4)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5)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

专利奖。 《通知》中第二到第四类更具有理论意义,维持年限[8]和海外有同族专利权[9]主要是从技术

含量评估专利的重要性,这也是专利质量评价体系中常见的指标;专利质押[10] 主要从市场价值评估

专利的重要性,这一指标非常重要,但由于公开的专利数据中很少有这一指标,故而使用较少。
《通知》中第一和第五类则更具有国家战略意义,是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第一类主要是从产

业发展的角度评估专利的重要性,第五类则是从专业同行视角评估专利的重要性。
《通知》提出的五类发明专利分类标准,较好地协调了普适性和全面性的权衡取舍。 一方面,

该分类不仅具有普适性,而且指标简明,可以较好地推广应用到全国;另一方面,该分类又比较全

面,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专利,其本身已经包含复杂

的评价体系。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该产业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战略性,反映了重大技术和发展

需求,其作用不仅限于技术或产业本身,还具有较强的综合效益和带动能力;二是新兴性,代表着科

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不仅具有当代意义,还具有未来引领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跨时空特征使

得其专利价值很难用具体的指标或指标体系来刻画,但其战略性和新兴性就意味着其本身已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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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由深圳德高行知识产权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提供。
http:椅www. gov. cn / zhengce / content / 2021鄄10 / 28 / content_564727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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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一系列反应专利价值的指标。 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是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演化的,而
《通知》中界定的高价值专利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也与现有文献中的高价值专利静态评估方法有所

区别,相比于现有文献,这一分类准则能够更好地为战略决策服务。
当然,《通知》中对五类发明专利的分类也存在不足,如获专利奖、有质押、有海外同族专利权、

存续 10 年及以上的专利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截断问题,这也是各类专利指标评价体系中的常见

问题。 假设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底,则 2008 年之后授权的存续 10 年及以上的专利数量不完整,
临近 2018 年授权的部分专利可能在之后的某些年份获专利奖、发生质押或申请海外同族专利权,
这些高价值专利都未能体现在统计数据中。 由此,学界研究按照这一分类进行的统计,则会在一定

程度上低估了最新几年的高价值专利数量。
本文使用 1991—2018 年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首次对高价值专利进行测度。 该数据库来自

国家知识产权局,包含在中国专利局申请的所有专利。 相比于现有文献中使用的中国专利数

据[11鄄12],本文数据不仅包含专利被引、专利引证中的非专利文献、海外同族专利权、专利运用等重

要信息,而且变量信息极其丰富,时间更新;同时,为验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计算了历年发明专利

授权数量,并与《专利统计年报》中的相应数据进行对比,二者基本一致,结果详见图 1。 故本文数

据库较为全面地囊括了所有专利。

图 1摇 1991—2018 年专利数据库与《专利统计年报》对比

注:作者根据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计算。
摇

本文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2021 年 2 月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

系表(2021)(试行)》淤,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MIPO)提供的 2020 年五个层级的国际专利分类

(IPC)号于,识别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的 IPC 分类号,并将这一分类号用于整个样本期间,即
1991—2018 年,进而避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变更带来的高价值专利评价标准变动问题,从专

利数据库识别有海外同族专利权和维持年限在 10 年及以上的发明授权专利。 由于专利质押融资

金额数据难以获取,本文搜集了专利质押次数的数据,将有质押的专利则视为高价值专利,并通过国

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搜集整理了中国专利奖项目名单盂,将其专利号与专利数据匹配,由于国家科学

技术奖的相关专利难以搜集,故未加考虑榆,最后通过将这些类别的专利加总,识别出高价值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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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椅www. cnipa. gov. cn / art / 2021 / 2 / 10 / art_75_156716. html。
https:椅www. wipo. int / classifications / ipc / en / ITsupport / Version20200101 / transformations / stats. html。
专利奖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https:椅www. cnipa. gov. cn / col / col396 / index. html。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授予个人或组织,专利只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无法搜集获奖的个人或组织的哪

些专利在评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难度远高于专利奖,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包含的专利

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包含在专利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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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价值专利与非高价值专利的特征比较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分析高价值专利与非高价值专利的差异。 (1)专利质量。 专利被引

量和权利要求数是学术界衡量专利质量的常用指标[10,13鄄14],将专利被引作为专利价值衡量指标的

讨论最早出现在文献计量学中。 特拉坦伯格(Trajtenberg,1990) [15] 将专利引用运用到经济学研究

当中,之后这一指标被广泛运用。 专利被引存在比较严重的截断问题,即数据截止点之后的被引量

无法捕捉。 为此,本文参照学界现有文献[16鄄17] 的做法,使用企业五年内专利被引量作为专利质量

的代理变量。 五年内发明专利被引占截至 2018 年底被引的比重高达 76郾 20% 淤,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能说明总体的专利被引情况。 权利要求数明确了专利的权利保护范围。 学界许多研究表明,权利

要求数越多,该专利的质量越高[18鄄20]。 (2)创新速度。 该指标用技术生命周期[21]衡量,即专利公开日

期与其所有引证专利公开日期之差的中位数,技术生命周期越小表示创新速度越快。 (3)原始创新。
该指标用科学关联度[4]衡量,即在专利引证文献中,非专利文献(即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的数量占

比,该值越大反映该专利更多来自科学,该值越小反映该专利更多来自现有的专利技术。
本研究测算结果详见图 2,在 1991—2018 年间,(1)专利质量指标对应的百分比绝大多数均大

于零,这意味着,高价值专利的质量高于非高价值专利,如果以五年内被引量衡量专利质量,高价值

专利相对于非高价值专利的优势更为明显;(2)技术生命周期指标对应的百分比则均小于零,这意

味着,高价值专利的创新迭代速度快于非高价值专利,然而,这一百分比逐渐趋于零,这意味着,高
价值专利在创新速度方面的相对优势正在减小,这不利于中国在世界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抢

占高新技术和前沿技术的世界制高点;(3)原始创新指标对应的百分比几乎均大于零,这表明,与
非高价值专利相比,高价值专利更接近于原始创新,其知识更多来源于科学而非技术。 因此,为实

现更多从“0 到 1冶的突破,我国亟需大力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 2000 年之

前,这一差距非常大,但之后差距迅速缩小。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对原始创新的

注重程度明显下降,但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这一关注程度又开始缓慢上升。

图 2摇 1991—2018 年高价值专利比非高价值专利高出的百分比

注:作者根据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计算。

总之,高价值专利在专利质量、创新速度、原始创新等各方面均优于非高价值专利,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界定标准具有很高的合理性。 我国应加大力度激励高价值专利的创造与运用,以推动专利

5

淤 以截至 2018 年底被引量不为零的发明专利为基础,计算每个专利的五年内发明专利被引占截至 2018 年

底被引的比重,然后求简单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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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迅速扩张型向质量大幅提升的重大转型,不仅要进一步提升高价值专利的创新速度,抢占世

界技术制高点,还要进一步加强高价值专利的原始创新能力,尤其是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冶技术。

三、高价值专利的结构与演化

在研究测度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历年高价值专利授权量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1991—2018
年间,高价值专利占所有授权发明专利的比重为 62郾 68% 。 从高价值专利内部结构看,获专利奖、
有专利质押、有海外同族专利权、存续 10 年及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占所有授权发明专利的比

重分别为 0郾 17% 、0郾 77% 、2郾 79% 、23郾 14% 、50郾 44% 淤。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高价值专利分年测度结果,由于有质押和获专利奖的专利数量占比非常小,

故而未列示。 在每年授权的专利中,我国高价值专利的数量在不断攀升,高价值专利与战略性新兴

产业专利的差距在 2012 年之前不断扩大,但之后不断缩小。 这是由于获专利奖、有质押、有海外同

族专利权、存续 10 年及以上的专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截断问题。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存续 10 年及

以上的专利数量在 2008 年之后依旧为正,这是因为,1991—2018 年,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与《专
利统计年报》的对比是根据专利授权年份划分的,专利存续期是从专利申请年份算起的,故 2010 年

及之后依旧有部分专利的存续期在 10 年及以上于。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高价值专利呈现快速攀升,有海外同族专利权、存续 10 年及以

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也都出现加速上升,这或得益于对外开放带来并分享的技术溢出效应,自
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是互动的,其中,有海外同族专利权的专利主要出现在 21 世纪之后授权的专

利中。 2008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盂之后,高价值专利及其构成的数量进一

步加速上升。 图 3 标示了我国每五年的高价值数量,在每个五年规划期间,高价值专利授权量

都出现快速上升。 可见,我国在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过程中,对外市场开放与国内自主创新战

略都能发挥重大作用,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图 3摇 1991—2018 年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及其构成的演化

注:作者根据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计算。

6

淤
于
盂

五个占比之和大于 62郾 68% ,这是由于这些高价值专利分类之间存在交叉。
本文数据显示,专利授权年份与申请年份之差的平均值为 3郾 35 年。
http:椅www. gov. cn / zwgk / 2008鄄60 / 10 / content_101226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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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创新主体的高价值专利创造

根据第一申请人的名称,本文将申请人分为五种创新主体类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个人、其
他。 (1)含“公司、厂、设计院冶等字样的归类为“企业冶;(2)含“大学、学校、学院冶等字样的归类为

“高校冶;(3)含“研究院、研究所、科学院、中心冶等字样的归类为“科研机构冶;(4)以个人名字出现

的归类为“个人冶;(5)协会、基金会、促进会等难以归类的,归类为“其他冶。 同时,为避免重复计

算,按照上述这些类型顺序采取就前的原则,例如,“ 伊 伊大学的 伊 伊公司冶算作企业,“ 伊 伊 公司的

伊 伊研究院冶算作企业,多个申请人共同申请的发明专利占总量比重为 7郾 36% 。
研究结果显示,1991—2018 年间,五个类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个人、其他)高价值专利的

数量占比分别为 73郾 87% 、16郾 65% 、2郾 17% 、6郾 88% 、0郾 42% 。 其中,企业贡献了高价值专利的 2 / 3
有余,是我国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高等学校为第二位,个人为第三位,科研院所为第四位;可见,科研

院所在高价值专利创造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演化趋势看,各种申请人类型的高价值专利数

量均快速上升,但上升速度层次不齐。 “八五冶计划在“十五冶计划期间,企业在高价值专利中的数

量占比不断上升,但之后便快速下降。 这意味着,我国加入 WTO 之后,对外开放激励了更多企业

申请非高价值专利。 21 世纪之初,我国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促进了价值链低端或创新能力低下企业

的大力发展,但对于价值链高端或创新能力高的企业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高价值专利发展相对缓

慢。 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加强和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十一五冶“十二五冶和“十三五冶期间,我
国企业在高价值专利中的数量占比下降趋势明显放缓,但仍居主体,是主力军(详见表 1)。

表 1摇 1991—2018 年不同申请人类型的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占比 单位:%

专利授权年份 企业 高校 科研院所 个人 其他

“八五冶期间(1991—1995) 59郾 39 12郾 73 6郾 60 20郾 03 1郾 25

“九五冶期间(1996—2000) 68郾 73 8郾 41 3郾 56 18郾 51 0郾 78

“十五冶期间(2001—2005) 79郾 45 7郾 77 1郾 53 10郾 77 0郾 48

“十一五冶期间(2006—2010) 77郾 23 12郾 03 1郾 70 8郾 68 0郾 37

“十二五冶期间(2011—2015) 73郾 48 17郾 94 2郾 29 5郾 88 0郾 41

“十三五冶期间(2016—2018) 71郾 41 20郾 25 2郾 38 5郾 52 0郾 44

摇 摇 摇 注:作者根据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计算。

摇 摇 相比之下,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占比则在“十五冶之后由降转升。 高校和

科研院所申请了大量高价值专利,国家应积极推动这些专利的转化和运用,推动其与企业的创新合

作,充分发挥其在创新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个人的高价值专利授权数量占比不断下降,但依旧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占比甚至高于科研院所。 长期以来,中国注重对职务发明专利的激励机制改

革,但对于非职务发明专利的重视程度则明显不足,不利于个人专利的申请和转化运用。 此外,我
国的协会、基金会、促进会等机构也在高价值专利申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产学研合作的高价值专利发展

基于所有申请人信息,识别产学研合作专利,即由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同时申请的专利。 本文

研究数据显示,1991—2018 年间,我国产学研合作专利仅占发明授权专利总量的 1郾 70% ,比重非常

低,进一步测算高价值专利的产学研合作情况可知,在高价值专利中,产学研合作与非产学研合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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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从“八五冶期间的 0郾 02 下降为“十五冶期间的 0郾 01,之后逐步上升,至“十三五冶期间的

0郾 02。 这表明,我国产学研合作是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近年来,这一重要性日

益明显,而且在产学研合作授权发明专利中,高价值与非高价值专利授权量的比例,从“八五冶期间

的 3郾 33 上升到“十一五冶期间的 6郾 20,之后迅速下降为“十二五冶期间的 1郾 42、“十三五冶期间的

1郾 29淤(详见表 2)。 因而,我国应促进并发挥产学研合作在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方面的作用。

表 2摇 1991—2018 年产学研合作的专利数与高价值专利数 单位:件

专利授权年份
产学研合作的

高价值专利

产学研合作的

非高价值专利

非产学研合作的

高价值专利

“八五冶期间(1991—1995) 120 36 5 817

“九五冶期间(1996—2000) 256 60 22 339

“十五冶期间(2001—2005) 1 355 314 145 264

“十一五冶期间(2006—2010) 5 186 836 392 312

“十二五冶期间(2011—2015) 13 059 9 227 692 504

“十三五冶期间(2016—2018) 12 710 9 879 662 837

摇 摇 摇 注:作者根据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计算。

六、双循环发展的高价值专利攀升

本文分析对象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所有发明专利,包括由境内申请人和境外申请人申请

的专利,在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发展促进高价值专利攀升,为更好地发挥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作用并

提供参考,有必要进一步区分这两类专利。 本文的研究根据申请人注册地识别其为境内申请人还是

境外申请人,计算两类专利的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及其占发明授权专利总量的比重(详见表 3)。
目前,境内申请人与境外申请人的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均快速攀升,而境外申请人增速在“十二五冶

及之后明显放缓,且被境内申请人明显超越。 这表明,我国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推动

了境内申请人高价值专利的飞速发展,但对境外申请人高价值专利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因

表 3摇 1991—2018 年境内外申请人的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及占专利总量比重

专利授权年份
高价值专利授权量 /件 高价值专利占总专利授权量比重 / %

境内申请人 境外申请人 境内申请人 境外申请人

“八五冶期间(1991—1995) 2 938 2 999 68郾 76 88郾 05

“九五冶期间(1996—2000) 7 854 14 741 67郾 08 88郾 53

“十五冶期间(2001—2005) 36 820 109 799 68郾 10 91郾 43

“十一五冶期间(2006—2010) 162 622 234 876 75郾 43 91郾 42

“十二五冶期间(2011—2015) 421 717 283 846 54郾 37 73郾 18

“十三五冶期间(2016—2018) 496 878 178 669 51郾 78 57郾 42

摇 摇 摇 注:作者根据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计算。

8
淤 由于本文所用的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更新至 2018 年,故“十三五冶期间仅指 2016—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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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国在发挥内循环主体作用的同时,更需要发挥外循环的重要作用。 从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占发

明授权专利总量比重看,境外申请人明显高于境内申请人。 这意味着,境外申请人申请的专利相对

更有价值。 因而,我们应充分利用外循环吸引更多境外申请人申请专利;但两类申请人的这一比重

均在“十二五冶之后明显下降,一方面,源于发明授权专利总量增长太快,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低

价值专利的增速明显快于高价值专利,需要重点鼓励高价值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
本文进一步分析境外申请人的结构发现,2018 年,在境外申请人高价值专利中,排名前六的国

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德国、韩国、中国台湾、法国,贡献了总量的 83郾 72% ,其中依次贡献

30郾 44% 、24郾 77% 、10郾 45% 、9郾 34% 、6郾 30% 、2郾 43% 。 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开放态度将较大

程度上影响中国的高价值专利发展,更需要积极鼓励其在中国申请和授权高价值专利。 中国作为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评价国际元计算)、最大的货物贸易体(按现价美元计算),具有超大

规模市场效应和回报。

七、结论与对策

从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看,我国“十二五冶规划将“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冶作为预期性指

标纳入发展预期目标,超额完成了 2015 年的预期目标 3郾 3 件,达到了 6郾 3 件淤于;“十三五冶规划进

一步提出,到 2020 年的预期目标为 12 件,实际达到了 15郾 8 件于盂。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全文发布榆。 我国“十四五冶规划明确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冶作为预期性指

标纳入发展目标。 这是我国专利发展战略从 1郾 0 版升级为 2郾 0 版,有利于真实反映专利资源的

技术含量和市场价值,客观测度科技产出绩效,引导发明专利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从中

低价值发明专利向高价值发明专利转变。 “十三五冶期间,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从 2016 年的 3郾 0 件提高至 2020 年的 6郾 3 件[22] ,相当于 2016 年的 2郾 1 倍,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的

同类指标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更意味着存在巨大潜力。 为此,“十四五冶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至 12 件榆,相当于 2020 年的 1郾 90 倍,总数从

89 万件将达到 172 万件,还将持续高增长,年均增速在 14郾 1% 虞[22] 。 这标志着,国家积极引导

市场创新主体,已经从单纯增加专利数量转向提升质量,更加注重实现市场高价值专利的重大

转变,实现专利发展从 1郾 0 版到 2郾 0 版飞跃,这必将对我国及世界高价值专利产生极其重大且

深远的影响。
(一)研究结论

本文揭示高价值专利官方定义的理论基础,并基于全样本微观专利数据库首次对其进行实证

研究,并对其历史演化和内部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五点重要结论。
(1)高价值专利在专利质量、创新速度、原始创新等各方面均优于非高价值专利,但在创新速

度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在减小,这不利于在国际科技竞争当中抢占世界技术制高点、突破“卡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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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椅www. gov. cn / 2011ih / content_
1825838. 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椅www. gov. cn / xinwen / 2016鄄03 / 17 /
content_5054992. htm。

https:椅m. gmw. cn / baijia / 2021鄄04 / 26 / 34794386. 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椅www. gov.

cn / xinwen / 2021鄄03 / 13 / content_5592681. htm。
总数系按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剩以当年人口数量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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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冶技术。
(2)1991—2018 年间,高价值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我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以及

在 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发布之后,更是加速地增长。 可见,我国对外的市场开放和国

内的创新战略都是高价值专利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外循环和内循环都是促进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
市场与政府应形成强大的合力。

(3)高价值专利中企业申请的专利占比高达 2 / 3 有余,但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该比重不断下

降,这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体系的重要短板;个人的高价值专利授权量

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忽视对非职务发明专利的激励机制的完善。
(4)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价值专利授权量类似,产学研合作与非产学研合作的高价专利

授权量的比重也呈现“U冶型演化趋势,并在“十五冶期间达到低点。 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尤其是

产学研合作是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的重要渠道,且近年来这一重要性日益明显;在产学研合作

授权发明专利中,高价值与非高价值专利授权量的比例却呈现 “倒 U冶 型演化趋势,并在

“十一五冶期间达到高点。 这表明,我国近年来产学研合作在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方面的作用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5)从高价值专利授权量看,境内申请人的授权量快速攀升,境外申请人的授权量则在

“十二五冶及之后几乎停滞,并被境内申请人迅速超越。 可见,我国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

地推动了内循环中的创新发展,但并未有效提升外循环中的创新发展;从高价值专利授权量占发明

授权专利总量比重看,境外申请人的这一比重更高,则其申请的专利相对更有价值,但“十二五冶之
后,这一比重下降,期间的创新繁荣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冶。

(二)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高价值专利的特征、结构、创新主体等各方面的实证研究,针对研究中发现的

具体问题,提出今后高价值专利发展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1)进一步缩小并明确高价值专利的统计范围。 目前,我国从产业特征来划分是否为高价

值专利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有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并不能带来多大的价值;而应从专利

本身的特征(如专利被引、权利要求数、技术生命周期、科学关联度等)出发,进一步筛选高价值

专利,为推动专利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抢占世界技术制高点、突破“卡脖子冶技术提供切

实的指导。
(2)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价值专利创造机制。 我国应倡导,引导创新型行业领

军企业发挥主力军作用,深入推进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动专利的高质量创造;引导大型

企业向中小企业的技术转让和许可,尤其是完善开放许可制度,深化专利的高质量、宽领域、大范围

运用。
(3)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促进产业知识产权协同运用。 我国要加快试点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大力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自主权、知识产权转化收益

分配改革,谨防以“国有资产冶的方式管理职务科技成果,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让更多

科研成果从“书架冶走向“货架冶,避免专利与产业两张皮;在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骨干引领作用

的同时,调动高水平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的生力军作用;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各自

的优势,围绕重大、关键、核心技术进行联合攻关,鼓励组建知识产权联盟,引导开展订单式研发

和投放式创新。
(4)加强对非职务专利的创造激励、转化运用和评价保护。 我国要建立非职务专利资金保障

机制,建立非职务专利导航制度,避免低水平重复创造,非职务专利。 建立统一的非职务专利管理

机构,为专利交易提供供需平台和高水平服务,建立公开透明的交易价格发布机制,提升专利转换

运用效率。 与职务发明专利一样,以质量和价值为标准,完善非职务专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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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发明的高标准保护,提升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避免“赢了官司、输了财富冶的困局。
(5)在新发展格局下,主动推进专利发展的开放合作。 一方面,我国要鼓励境外申请人在我国

申请专利或与境内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境内申请人申请海外同族专利,提升专

利和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动知识产权的对外开放

与国际合作。
总之,我国要以高质量创造和高效率运用为主线,加强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保护、高水平管理、高

层次开放,在双循环背景下,不断推进产、学、研之间的系统协同,大力推动高价值专利发展,为实现

知识产权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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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igh鄄value patent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Powerful Intellectual Property Nation for

China: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Analysis

CHENG Wenyin1,3,摇 HU Angang1,2,3,摇 CHEN Xuel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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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high鄄value patents is the ballast stone for China to build a powerful
intellectual property na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high鄄value patents by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a full鄄sample micro鄄patent database is used to initially measure
high鄄value patents, reveal their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ternal structure.
The major empirical findings are that: ( 1 ) high鄄value patents outperform non鄄high鄄value
patents in terms of patent quality, innovation speed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2) the number of
high鄄value patents is rising; (3)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the high鄄value patents are applied by
firms; (4) industry鄄academia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鄄value patents; and ( 5 ) patents applied by foreign applicants are relatively more
valuabl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鄄value patents,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further narrow down and clarify the statistical scope of high鄄
value patents; to improve the firm鄄oriented and market鄄oriented high鄄value patent creation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in鄄depth industry鄄academia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s for the
cre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evaluation and protection of non鄄service patents;
and to promote the open cooperation in patent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tc.
Key words: high鄄value patent; powerful intellectual property nation; patent quality; patent
data; industry鄄academia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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