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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福建省企业专利状况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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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 , 现代社会已进入技术竞争的时代 ,专利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企业竞争力

的强弱 ,从而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运用大量数据展现福建省专利工作的现状 ,并通过分析专利形成过程探讨形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 ,进而提出改进福建省专利工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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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对经济的贡献与技术产业化的两个阶段相

关 : 一是形成新技术源并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二是

新技术的扩散。前者对创新者形成正激励 ,后者对

创新者形成负激励 ,但却有利于技术传播从而实现

技术的最大社会效益。平衡两个阶段的激励是促进

技术创新的关键 ,而专利既是技术活动效果的体现 ,

也是影响技术活动的关键因素 ,因此专利成为一个

国家、地区和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达国家早已认识到专利战略是推动企业技术

创新的重要手段 ,把专利纳入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

之一 ,形成包括专利的意义、专利管理的内容和目

标、专利战略等一整套成熟、有效的专利工作理念 ,

实践表明 ,这些理念的实施有效保持了企业的竞争

优势并形成对后发国家或企业的技术发展的专利性

封锁。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专利工作 , 1994 年、

2000 年、2001 年分别颁布了《企业专利工作办法》、

《企业专利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和《企业专利工作

试点方案》,2003 年更是把实施“专利战略推进工

程”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指导和帮助企业开展专利战

略和管理工作。但是 ,相对于工业发达国家 ,我国企

业专利工作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战略高度考虑专利

工作的企业还很少 ,在国际贸易中因专利问题失去

了大量的机会和市场或者不得不将利润的大部分作

为专利使用费。

福建省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省份 ,产品省内、省外

和国外销售几乎三分天下 ,表现为福建省经济的外

向度高 ,市场开放度也高 ,面临十分激烈的市场竞

争。在国际、国内专利的双重压力面前 ,福建省企业

只有根据现状 ,充分有效地制定与实施专利战略、促

进技术创新 ,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2 　福建省企业专利现状与挑战

自 1985 年《专利法》实施以来 ,福建省的专利工

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专利管理和保护的政策法规

体系初步形成 ,企业在实施专利的过程中也带来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 ,同时促进了福建省科技、经济的发

展。根据福建的区位特点和对台优势 ,福建省在建

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

变中 ,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技术 ,从而促进了福建省

企业技术创新和专利工作 ,但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 ,

福建省的专利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和较大差距。

211 　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持续增长 ,但与先进省市

的差距仍然较大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福建省专利申请量及授权

量从 1985 —2005 年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在

1985 —1995 年间 ,专利申请及授权增长较为缓慢 ,

1995 年以后 ,专利申请及授权迅速增长 ,到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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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十五”期间 ,福建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得

到了快速度增长 ,全省 5 年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分别是 1985 年专利法实施以来前 16 年的 1143 倍

和 1151 倍〔1〕。到 2005 年 ,全省专利申请 9460 件 ,

比上一年增长 26117 % ,是“九五”计划最后一年

2000 年的 2125 倍 ,居全国第 11 位。其中 ,发明专

利申请 1202 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3182 件、外观设

计专利申请 5076 件 ,分别增长 41141 %、26106 %和

23108 %。专利申请总量在全国排位由“九五”末期

2000 年的第 14 位跃升到“十五”末期 2005 年的第

12 位 ,专利授权总量在全国排位由“九五”末期 2000

年的第 13 位跃升到“十五”末期 2005 年的第 9

位〔2〕。

图 1 　1985 —2005 福建省专利

申请量及授权量

　　但与我国发达以及其它沿海省市相比 ,福建省

的差距仍然很大。表 1 是将福建省的专利申请与 9

个发达或其它沿海部分省市对比的情况 :
表 1 　沿海部分省市专利申请量占全国专利

申请量的比例表( %)

省市
1995

比例 排序

2000

比例 排序

2005

比例 排序

福建 218 9 310 8 215 9

北京 912 2 714 3 519 6

天津 213 10 210 10 310 8

河北 410 7 217 9 117 10

辽宁 615 4 511 7 411 7

上海 316 8 811 2 815 4

江苏 610 5 519 6 911 3

浙江 519 6 713 4 1113 2

山东 617 3 711 5 715 5

广东 1112 1 1511 1 1818 1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1 ]和[2 ]整理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1995 —2005 十年间 ,福建

省专利申请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的比重在 10 个省

份中始终排在倒数第二或第三的位置 ,面临着严峻

的形势。

212 　专利质量不高 ,制约科技竞争力和市场开拓力

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企业拥有的自主知识

产权和专利等。发明专利拥有量的多少 ,反映了企

业开发实力及核心竞争能力的大小 ,是衡量科技产

出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指标。所以专利水平、专利层

次的高低取决于发明专利所占的比例。表 2 显示 ,

在最近的“十五”期间 ,福建省发明专利所占的比例

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上保持在全国平均值

的一半的水平 ,此外 ,在 2005 年的 5147 件专利授权

中 ,发明专利只有 242 件 ,仅占 417 %〔2〕。
表 2 　2001 —2005 福建省与全国发明专利申请占

三种专利申请量的比例表( %)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全国 1811 % 1914 % 2216 % 2316 % 2414 %

福建 713 % 816 % 1110 % 1113 % 1217 %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1 ]和[2 ]整理

　　表 3 显示 ,与其它 9 个发达和沿海省份比较 ,

1995 —2005 年间 ,福建省授权的发明专利占授权专

利的比例最低 ,始终处于倒数第一的位置。
表 3 　沿海部分省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

专利授权量的比例表( %)

省市
1995

比例 排序

2000

比例 排序

2005

比例 排序

福建 111 10 115 10 112 10

北京 2114 1 1714 1 1618 1

天津 412 6 216 9 317 8

河北 317 7 316 7 118 9

辽宁 816 2 714 2 415 6

上海 417 4 510 5 916 2

江苏 417 4 516 4 610 4

浙江 315 9 310 8 514 5

山东 515 3 519 3 414 7

广东 317 7 412 6 911 3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1 ]和[2 ]整理

　　上述数据反映了福建省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原创

能力较低 ,与福建省的经济地位不相适应。

213 　专利申请和授权所有权结构不合理 ,制约专利

质量与成果转化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2003 年以来 ,福建省申请

专利中 ,职务专利占全部专利的四分之一 ,远远低于

国家职务申请 4115 %的比例 ,而且呈现一路走低的

趋势 ,从 2003 年的 2616 %降至 2005 年的 2311 %。

形成两种不良后果 :一是国有无形资产严重流失 ;

二是专利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率低 ,造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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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浪费。
表 4 　2003 —2005 福建省职务/ 非职务专利申请表

2003 2004 2005

职务 2616 % 2318 % 2311 %

非职务 7314 % 7612 % 7619 %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2 ]整理

　　而且 ,少量的职务专利还主要集中在大专院校

和科研单位 ,企业占的份额不到一半。统计表明 :

1986 - 2004 年 ,在全省 1845 件职务发明专利申请

中 ,大专院校申请发明专利 564 件 ,占 3016 % ;科研

单位申请 375 件 ,占 2013 % ;工矿企业申请 817 件 ,

占 4413 % ;机关团体申请 89 件 ,占 418 %〔1〕。这种

状况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身份不相称 ,大专

院校和科研单位作为主要的技术创新源与市场结合

还不够紧密 ,其申请专利的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

是职称评定和成果鉴定 ,而不是产业化和市场化。

214 　向国外申请专利少 ,没有建立有效的专利战略

　　从图 2 可以看出 ,福建省向国外及港澳台地区

申请的专利数量已经呈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

图 2 　2001 —2004 福建省向国外及港澳台

地区申请的专利数量

展态势。从 2001 年的 13 件增加到 2004 年的 65 件

(包含 PCT 申请)〔1〕,年平均增速为 18 %。总体上

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 ,反映出福建省已经意识到向

国外申请专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表 5 　向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申请的三种专利中

来自部分沿海省市的分布状况

1995

申请量排序

1999

申请量排序

2002

申请量排序

2004

申请量排序

福建 6 6 2 10 6 9 10 9

北京 85 1 102 1 335 1 362 2

天津 11 4 3 9 23 7 26 7

河北 3 7 11 5 4 10 9 10

辽宁 2 8 9 6 10 8 18 8

上海 1 9 28 3 115 3 162 4

江苏 16 3 8 7 45 5 169 3

浙江 0 10 17 4 37 6 93 5

山东 7 5 7 8 50 4 50 6

广东 19 2 45 2 137 2 393 1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1 ]整理

　　但是 ,从表 5 可以看出 ,福建省向国外及港澳

台地区申请的三种专利在发达和其它沿海省市的比

较仍处于倒数第 2 的水平 ,反映出福建省作为外向

型经济省份 ,企业尚未形成必要的专利战略去参与

国际市场的竞争。

3 　专利形成过程和福建省专利质量偏
低的原因

311 　专利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笔者认为 ,可以用图 3 表示专利的形成过程及

其影响因素 :

图 3 　专利形成过程机理

312 　福建省专利质量偏低的原因

针对图 3 的过程 ,对比福建省的专利现状 ,可以

看出福建省专利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1)研发 ( R &D) 能力与专利意识错位导致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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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低下。福建省研发能力比较强的科研机构、高

校和大中型企业专利意识比较弱 ,不重视专利工作。

首先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而福建省一些大中型

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风险承受力 ,热衷于通过

增加劳动力和物质投入等简单扩大再生产的办法获

得生存和发展 ,忽视对 R &D 的投资 ,导致全省

R &D 投入偏低。2000 年 ,全省 R &D 经费总支出

为 21119 亿元 ,只占 GDP 的 0154 % ,而同年我国

R &D 经费总支出为 896 亿元 ,占 GDP 的 1 %。从

R &D 活动的类型看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 0169 亿

元 ,占 R &D 经费内部支出的 313 % ;应用研究经费

为 1147 亿元 ,占 619 % ;试验发展研究经费为 19103

亿元 ,占 8918 % ,而同年我国的三类研究分别占的

比例为 512 %、1710 %、7718 %〔3〕。可以看出 ,福建

省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重相对偏低。其次 ,

长期以来我国对科研工作成果的管理已逐步形成了

重学术轻市场的评价和奖励机制 ,导致福建省科研

单位和大专院校“重成果 ,轻专利”的现象十分严

重。在这种成果、专利管理“双轨制”的机制下 ,科研

人员忙于争取课题 ,进行成果鉴定 ,发表论文 ,没有

及时申请专利 ,使本该属于我们的市场被他人占有

并常常无意中进入其专利陷阱或圈套 ,这种状况不

符合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要求。第三 ,尽管小企

业是技术创新的温床 ,但是它们普遍缺乏技术创新

能力 ,因而难以形成发明专利。由此可见 ,知识创新

能力与专利意识错位是导致福建省专利质量低下的

主要原因。

2)专业研发人才和专利专职人员缺乏导致创新

能力低下。福建省科研人才缺乏 ,特别是具有开拓

型的高层次科研人才缺乏。2004 年 ,全省科技活动

人员仅 8 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 5121 万人 ,科研人

才缺乏 ,没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 ,也就没有自己

的核心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制约福建高新技术

企业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提高的瓶颈。而且 ,专利

事务管理人才也严重缺乏。合格的专利人才不仅是

事关专利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而且更是事关福建

省对外贸易的客观需要〔4〕。福建省配备专职人员

管理知识产权事务的企业所占比例较低 ,没有任何

配备的企业仍占不低的比重 ,专利事务人员严重缺

乏 ,不能与日益繁重的知识产权工作相适应。而美

国的 IBM 公司仅专利工程师就有 500 余人 ,德国西

门子公司在外围为知识产权服务的工作人员达

1500 人。

3) 专利信息网络服务系统未完善 ,服务功能较

单一。目前已建成的与专利信息服务有关的网络系

统尚不完善 ,对专利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的广度和

程度都很不够 ,专利信息利用率较低。而专利信息

中心仍处于探索阶段 ,还无法满足创新者对专利信

息及相关服务的需求。此外 ,专利统计分析系统尚

未建立 ,无法及时分析专利实施效益、专利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量化关系以及发展趋势的预测等 ,这势必

影响到福建省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企业专利发展战略

的实施。

4) 专利转化机制不健全。目前福建省的专利

转化率只有 10 %左右 ,全省科技主体力量的科研机

构和高等院校科技成果申请专利低。造成这种状况

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 ,科研院校科研成果专利的“职

称效应”使科技人员更趋于发表论文、申请科研成

果 ,这就导致许多专利成了“闲置专利”,不能及时将

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不易在市场上产生经济

效益。其次 ,专利转化实施渠道不畅 ,技术市场不健

全。专利权人自己寻找生产厂家困难重重 ,专利技

术中介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从而阻碍了专利技术的

市场化。第三 ,不少企业缺少专利技术转化的资金、

设备 ,眼看着那些有市场的专利技术束之高阁而无

法实施 ;而投资商对科技成果的价值难以把握 , 对

技术的市场前景、成熟性难以确定从而进一步加大

了专利转化的难度〔5〕。

5) 缺乏必要的专利战略。首先在制定技术创

新战略时就没有设定专利目标 ,在新产品研制出来

后 ,尚未申请专利就将产品推向市场 ,成果被别的商

家抢先申请了专利 ,丧失了本属于自己的专利权。

此外 ,还有大量的成果因没有专利保护 ,而通过发表

论文、成果鉴定、学术研讨、公开使用等方式向国内

外公开 ,造成损失。如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先后研制

出两种非线性晶体材料 ,偏硼酸钡和三硼酸锂。前

一种产品因未在美国申请专利保护而被仿制 ,损失

百万美元和 1/ 4 的美国市场。后一种材料则由于及

时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申请了专利 ,结果不但

销售获利 100 多万美元 ,而且运用专利向美方一侵

权公司索赔 30 万美元。

因此 ,专利战略的缺失会使企业丧失在市场竞

争中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4 　改进福建省专利工作的对策和措施

　　针对以上的问题 ,笔者认为 ,改进福建省专利工

作现状的对策和措施主要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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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变观念 ,增强专利意识。首先 ,要从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抓好企业专利工作 ,要积极利用

知识产权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体系 ,加大宣传普及的

广度和力度 ,创造性地、有效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

努力营造、传播重视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 ,提高全社

会的专利意识 ;其次 ,针对性地建立激励创新的有效

机制 ,对专利申请人给予奖励 ,以股权、专利质押等

多种灵活形式提高专利申请人将专利转化为生产力

的动力 ,如可以根据专利价值确定专利做股的比例 ,

灵活掌握 20 %投资比例的限制 ;第三 ,扭转长期以

来科研人员重评奖、重鉴定、轻专利的不利局面 ;第

四 ,严格管理专利成果归属权 ,对于执行国家项目所

形成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 ,除少数合同约定外 ,应归

承担单位和开发人员所有 ,充分调动广大科研工作

者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加大研发 ( R &D) 和创新的资金投入。加大

R &D 经费投入 ,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书面上。

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大幅度增加对 R &D 活

动经费的投入。首要目标是将 R &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投入仍

将是福建省 R &D 活动经费增加的主渠道。与此同

时 ,要面向市场 ,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

科技资金投入体系 ,才能解决好 R &D 活动经费的

筹措和专利创新源头不足的问题。应逐步形成以财

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

社会集资和引进外资为补充、优惠政策作扶持的全

社会科技投入体系。要鼓励企业增加 R &D 投入 ,

通过经济杠杆、政策导向、约束机制等措施引导企业

不断增加 R &D 活动经费的投入 ,促使企业逐渐成

为 R &D 投入的主体 ,从而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和

工艺创新 ,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

3)加快专利人才队伍的建设和专利人才的培

养。人才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 ,是提高福建省专

利产出水平的重要保证。培养和使用高素质的人才

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履行相应职能的重要保证 ,要把

发展专利事业同孕育优秀人才结合起来。因此 ,要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重视人才、依靠人才、

集聚人才 ,把人才工作作为改进福建省专利产出的

突破口。在人才培养上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整

合高层次人才资源、培养创新团队。同时 ,还要特别

重视发挥懂市场、懂技术、懂管理、懂专利制度的现

代专利事务管理人才的作用 ,以适应现代专利工作

的需要。这样就能既适应科技创新的本质要求 ,又

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便利 ,在法律法规的保护

下激励和推动自主创新。

4)加快专利信息网络的建设和专利数据库的建

立。专利文献含有相关技术、市场与其它类型资料

的关系等的大量信息 ,揭示了现有高新技术的发展

水平、动态和趋势。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 ,全世

界最新的发明创造信息 90 %以上能在专利文献中

找到 ,充分利用专利文献信息能节约 40 %的科研经

费和 60 % ,不仅能提高开发的起点 ,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去采撷智慧之火 ;还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

开发和有限资源的浪费。因此 ,充分利用专利信息

联网、检索工具、文献数据库 ,整合资源 ,创造国际先

进水平的检索环境 ,进一步完善“专利信息服务网络

平台”福建网点的建设 ,开通专利信息高速公路 ,充

实专利信息资源 ,建立、完善专利信息数据库 ,向创

新者提供优质、高效的专利信息服务系统 ,促进专利

信息传播体系的形成。

5)健全专利转化机制、提高专利转化率。福建

省的专利能够形成生产能力和产业化市场的比率很

低 ,但同时巨大的落差也意味着专利技术市场蕴涵

着极大的潜力。因此 ,福建省企业应当尽快将这种

潜力转化为生产力 ,让专利技术成为推动科技创新

的“孵化器”。为此 ,一要加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

有机结合的创新机制建设 ,使科技开发的技术完全

符合企业意图 ,科研合作互动、研发资源共享 ,减少

生产交易成本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要大力培养

和发展专利技术市场 ,加大中介服务力度 ,经常组织

对接洽谈会等活动 ;三要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并

形成相应的管理体制 ,帮助企业开发那些高投入、高

风险、高产出的专利技术和产品 ,提高专利成果转化

的成功率。

6)建立切实可行的专利战略模式。专利战略的

成败决定着企业能否拥有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

决定着企业能否拥有自己的产品战略及整体发展战

略 ,决定着企业能否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根据

企业不同情况、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和需要 ,企业可

灵活运用基本专利战略、外围专利网战略、专利引进

战略、交叉许可战略、文献公开战略和专利标准化战

略等。专利战略的制定要实事求是 ,各个企业的特

点和优势及各种资源是不一样的 ,企业自身差异性

的存在决定了企业要从自身特点出发 ,选择制定切

实可行的专利发展战略。

7)建立完善的专利管理体系。企事业单位是专

利创造、实施和保护的主体。企事业单位主要实施

专利推进计划 ,建立和完善专利管理制度 ,才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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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信息 ,提高专利创造、实施、保护能力。专利管

理基本内容应包括专利技术开发、专利申请、对员工

的技术培训、专利权的运用、专利纠纷的处理等内

容。政府是专利法律和制度的推动和执行的主要力

量。因此政府既促进建立健全专利工作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 ,加大专利保护力度和行政处罚力度 ,创造

公平有序竞争的法律环境 ,给专利权人以切实有效

的保护 ,消除其后顾之忧 ,又要积极引导、协调和支

持科研院校、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使专利制

度和专利管理成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机

制和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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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Patent State of Enterprise of Fujian Province

YAN G Yan2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 Fuzhou University , Fuzhou 350002 , China)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 the modern society enters the era of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 the patent work concerns the power of

one country’s economic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abilities of competition , will even produce deep influence on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analysing current

situation of patent work of Fujian Province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data , the paper probed into the reason which forms this kind of stat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atent forming ,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 of improving the patent work of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 patent ; innovation ;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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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 w Perspective to Performance :

From Static Appraisal to Total Management

Q IAN Tao
( Hangzhou Zhonghen electrics Limited Corporation , Hangzhou 310053 , China)

Abstract :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erformance appraisal ( PA) to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PM) is a new perspective advocated by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ory1 It is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PA and PM1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traditional personnel evaluations , while the latter

implies the modern mean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 PM is much broader concept which includes performance plan ,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

performance appraisal , performance diagnosis , and performance tutorship . The profound change to PM demands some new managerial activities : ①

transformation managerial roles from traditional supervision to coach ; ②high requirement to the managerial skills of tutorship and counseling.

Key words : performance appraisal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managerial role ; manageri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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