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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重点领域专利突围的路径及对策

内容摘要：当前,美国不断加大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遏制

力度，未来可能会借助专利优势持续打压我国企业发展。

我国专利领域特别是计算机、医学技术、化学材料等对美

专利依赖度较高的领域存在基础专利受制于人、寡头企业

垄断关键专利、产学研脱节严重、专利转化利用难等问题，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围机遇。对此，建议完善专利保护

制度，强化专利支持力度；抢占关键要害专利，构建专利

防御体系；完善市场导向机制，提升院校专利质量；做好

专利转化服务，提高专利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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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正从政治、科技、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发起对我国的

遏制行动，特别是与我国科技脱钩的力度不断增强，近期美国国会参

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

战略竞争法案》，其中在科技领域遏制中国成为其重要内容，这说明

美国两党联手推动对抗中国的科技战正在迅速升温。未来，美国可能

在权衡贸易收益、本国产业利益的基础上，利用专利优势选择我国对

美高度依赖行业进行进一步打压。通过对我国专利领域特别是对外依

赖度较高行业的深入分析，建议完善专利保护制度，强化专利支持力

度；抢占关键要害专利，构建专利防御体系；完善市场导向机制，提

升院校专利质量；做好专利转化服务，提高专利转化效率。

一、当前我国专利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专利领域存在一系列较为突出的问题，导致了部分领

域对外依赖度过高，特别是在医学技术、发动机、高分子化学、计算

机技术、基础材料等行业表现尤为突出。

（一）在行业主要技术路线上的关键专利大多被发达国家占据的

情况下，面临基础专利受制于人的问题

在以延续性创新为主的行业，产业技术创新往往基于过去的技术

基础，而发达国家占据了大量的关键性基础专利，使我国面临受制于

人的困境，随时可能会被断供。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日等国在半

导体专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的专利权数量明显偏低，面临较

大的专利断供风险。据统计，2019 年，中国在半导体制造、半导体

组件与集成电路、半导体元件、半导体零配件等领域的在美专利权数

量分别为 764 件、1805 件、2387 件、270 件，分别占总量的 6.3%、

11.2%、9%和 3.7%，而美、日两国在上述四个领域的专利权数量已经

占据半壁江山，占比分别为 53.9%、49%、53%、54.4%。以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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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为例，美国高通公司利用专利战略，在中国持有大量专利，且大

多是绕不过的核心专利或标准必要专利，使得我国通信设备和手机制

造商每年向高通支付巨额专利使用费。根据高通 2018 财年数据，其

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高达 151.49 亿美元，占总收入的 67%。

（二）在主要关键专利集中于行业寡头企业的情况下，面临单点

突围但容易被技术隔离的问题

目前，在许多高技术领域，受兼并重组的推动，专利技术尤其是

关键核心专利越来越向大公司集中，寡头企业借助强大的专利开发能

力提前布局、绕避新进入者专利，导致专利壁垒不断加高，大大增加

了打破国外寡头企业专利壁垒的难度，使我国企业面临即使实现单点

突围仍会被技术隔离的困境。以医疗技术领域为例，许多企业普遍反

映，国外企业在技术上总体领先于国内企业，并且已经形成系统的专

利网络，国内企业即使在某一细分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并就相关技术申

请专利，但是按照相应规则必须公开核心技术的相关信息，这就很有

可能被国外寡头企业迅速模仿或者进行技术隔离，从而失去市场价

值，最终导致在该领域始终无法实现突破。

（三）在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各自为战的情况下，面临产学研相

脱节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在专利开发方面普遍存在注重考核评

审、忽视市场需求、专利实施率低、产业化率更低的问题。根据《2019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的调查数据，就有效发明专利而言，企业的专

利实施率为 62.1%，专利产业化率为 43.8%，而高校的专利实施率和

产业化率分别仅有 16.8%和 4.5%，科研院所的专利实施率和产业化率

也仅为 31.1%和 13.8%。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例，高校集

中了大量的与化学原料和制品相关的专利，根据 incopat 数据库的专

利数据，2018 年所有高校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领域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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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占 13.4%，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9.4%）。但从高校授权发

明专利的运营情况来看，在所有 79961 件高校授权发明专利中，转让

比例只有 2.9%，许可比例更是只有 0.14%，转化利用的比例非常低。

（四）在信息不对称且缺乏完善评估机制的情况下，面临专利转

化利用难的问题

专利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受技术进步、市场需求、保护时效等

因素影响，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投资者对专利价值判断

力普遍不强，同时又缺乏高素质的专业评估队伍和完善的专利评估机

制，导致专利转化利用难的问题持续存在。根据《2019 年中国专利

调查报告》，对于制约专利权有效实施的主要因素，44.6%的专利权人

反映“信息不对称造成专利权许可转让困难”，40.9%的专利权人反

映“缺乏权威可信的专利交易平台”。其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中，

反映“信息不对称造成专利权许可转让困难”的比例分别为70.5%和

52.7%；反映“缺乏权威可信的专利交易平台”的比例则分别为 42%

和 51.3%。特别是在医学技术、高分子化学、计算机技术、基础材料

等新兴领域，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专利价值

评估难的问题更为突出，大大加剧了专利转化利用难的困境。

二、我国在部分行业实施专利突围的机遇

尽管我国专利突围的形势严峻复杂，但也要看到危中有机，要做

到危中寻机。目前，我国在专利领域特别是在计算机、医学技术、化

学材料等对美依赖度较高的领域存在一些重要机遇。

一是美国在计算机领域并未形成全面压倒性优势，存在诸多薄弱

环节，我国可在基础较好的细分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平衡美国在其他

细分领域的专利优势。根据美国专利局的 2019 年数据，在计算机领

域，美国最具优势的细分领域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体系架构、计算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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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软件工程、数据传输控制程序、数据传输控制协议、控制器和运

算器 CPU 等，按发明人统计，美国专利数量占总量的比重均在 60%以

上。相对而言，美国在半导体组件与集成电路、光学和摄影、半导体

元件、半导体零配件、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相对较为薄弱，按发明人统

计，美国专利数量所占比例均低于 40%。虽然我国在半导体等领域落

后于美国，但是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2019 年，我国在半导体组件

与集成电路、光学和摄影、显示展示用品和声学、半导体元件等 4

个领域的专利数量已经达到美国专利数量的 43%、41%、33%、32%，

而 2014 年上述领域均未超过 12%。因此，我国可在半导体等领域利

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实施重点突围，进而平衡美国在其他计算机领

域对我国的专利优势。

二是美国在化学材料领域并不具有全方位主导权，日本、德国也

具有明显优势，我国可与日德等国合作，形成利益捆绑，制衡美国在

化学材料领域的专利战威胁。以材料化学与纳米领域为例，2019 年，

根据欧洲专利局的数据，美国在该领域的专利数量为 1083 件，占全

部总量的 20.1%，而日本和德国的专利比重则分别为 29.2%和 14.6%，

合计 43.8%，远高于美国；而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美国

的专利数量仅为 668 件，远低于日本的 1644 件；即使根据美国专利

局数据，美国的专利数量为 4870 件，也只占全部总量的 40.1%，在

54 个技术领域中排名第 40 位。因此，我国可在化学材料领域利用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日德等国充分合作，形成利益扭抱，从而制衡美

国在化学材料领域可能对我国的专利战威胁。

三是美国在医疗技术方面的专利集成优势显著，我国在短期内难

以突破，但可实施系统工程稳步推进，依靠研发周期长的天然窗口实

现跨越式赶超。目前，美国在医疗技术领域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2019

年，根据美国专利局数据，美国在医学治疗和护理、医学诊断与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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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专利数量分别占总量的 64%和 62%，在 54 个技术领域中分列

第 3 位和第 7 位；即使在中国，美国在医学诊断与外科、医学治疗和

护理等领域的在华专利数量也分别高达 974 件和 932 件，均远高于日

本、韩国、德国的在华专利数量，在 54 个技术领域中分列第 2 位和

第 6 位。与此同时，2019 年，我国在医学诊断与外科、医学治疗和

护理等领域的在美专利仅有 295 件和 273 件，分别占美国专利数的

3%和 2%。但是，我国在医疗技术领域利用后发优势，加快了追赶速

度。2014-2019 年，我国在医学诊断与外科、医学治疗和护理等领域

的在美专利数量分别年均增长 46%和 36%，远高于美、日等国。未来，

我国可充分利用医疗技术研发周期长所给予我们的较长追赶时间这

一有利条件，通过超常规资源投入，实现医疗技术专利的跨越式增长。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专利保护制度，强化专利支持力度

完善专利保护制度。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修改完善专利

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推动专利、著作权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严格规范证据标准，统一审判标

准。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建设，新

建一批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加快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和资源平

台整合利用，促进基础数据开放和共享。加快建设知识产权质押信息

平台系统。强化资金支持力度。实施军工技术推广专项奖励性后补助

制度。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综合试点，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

模式。完善知识产权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鼓励融资担保公司开发合

适的担保产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

（二）抢占关键要害专利，构建专利防御体系

加强海外专利布局。搭建知识产权海外布局与维权援助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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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设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中心和海外维权互助金，形成系统化、网

络化、智慧化的海外维权与援助高速通道，为企业提供完备、便捷的

知识产权信息与法律等服务。打造立体专利体系。支持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通力合作，抢占关键要害专利，打造不可绕避专利包，不断

增加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的筹码，巩固产业链布局中“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格局，尽量避免科技脱钩的囚徒困境。换道超车出奇制胜。

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围绕计算机技术、医疗技术、

发动机、药品、基础材料化学等对美高度技术依赖行业，积极打造新

技术路线，绕避现有国外专利壁垒，实现换道超车。

（三）完善市场导向机制，提升院校专利质量

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审机制。取消专利数量导向政策，

建立以专利质量为导向的考核机制，构建以代表作制为核心的科研评

价体系。实行合同科研管理机制，引导科研机构加快技术与市场对接

步伐，根据服务企业的科研绩效决定支持经费。健全高校和科研院所

的专利管理机制。配好专利管理机构，配足专利管理人员，对科研人

员提交的发明专利进行提前筛查，确保申请专利质量达到一定标准。

发挥专利运营机构的探头作用。支持专利运营机构提前介入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研发过程，将介入项目的时间点提前至产生发明创新的研发

阶段，从而保证研究成果的变现、转化与运营价值。完善立法、实施、

维权等各环节制度。统筹完善专利制度链条，改革专利年费制度，适

当降低高质量专利的年费，完善专利诉讼制度，降低专利维权成本，

确保企业真正享受专利带来的价值。

（四）做好专利转化服务，提高专利转化效率

构建独立权威的专利评估体系。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

量参与的权威的法律认可的专利评估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

作用，培育壮大一批专业力量雄厚、市场认可的专利评估机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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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利转移机制。实施市场化激励制度，确保对科技成

果转化做出贡献的专业人员获得应有奖励，形成极具活力的高素质科

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对颠覆性技术，探索“研究院+公司双核运

作”；对成熟技术，采取“专利作价入股”；对有潜力技术，探索“共

有产权+期权回报”。培育壮大第三方专利运营服务平台。建立链接

产业需求端、创新供给侧和资本赋能方的多方联动对接机制，打通创

新、产业与资本的数据孤岛。支持“互联网平台+知识产权运营”的

商业模式，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手段，对照预警级别高的细分

领域唤醒高校院所沉睡专利资产。培育壮大一批提供专利开发、交易、

运营、融资、维权等“聚合式”服务的第三方专利运营服务平台，重

点培育专业投资运营专利权的专利运营平台。大力培育知识产权人

才。设立“理工+法学+经济管理”跨学科知识产权学科或专业，加快

培养服务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转化等高素质综合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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