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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自主创新的中国装备制造企业

知识产权能力发展策略

—
以中国第二 重型机械集 团公 司为例

肖延 高
,

李仕明
电子 科技 大 学 管理 学院

,

成都

摘 要 以 中国 第二 重 型机械集 团公 司为例
,

分析 了装备制 造 企 业 自主创 新 能 力 的 形 成过 程及其知 识 产权

管理 策略
。

研 究结 果表 明 在不 同的竞争环境 下
,

知 识 产权在促进技术后 来者创 新 能 力提 升 和 企 业 绩 效提

高方 面 的价值是 不 同 的 技 术后 来者 的 知 识 产权表现 为 以 实 用 新 型 专利 和技 术秘 密为 核 心 的 知 识 产权组

合 在创 新的 不 同阶段
,

技 术后 来者的 知识 产权能 力各 不 相 同
,

管理 重 点 也存在较 大 差 异 由 于知 识 产权制

度特别 是专利 制 度的 地域性和 时效性特征
,

后 来者有机会 掌握核 心 技 术 并获得 知 识 产权保 护
,

从 而 获得持

续 竞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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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是体现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

基础性战略产业
。

经过 近 年 的技术 引进和 自主

发展
,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制造能力不断提高
,

但仍存

在着制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不对称 的现象
,

这严

重制约着我 国装 备制造产业竞争力 的提 升仁‘口。

为

此
,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一

年 提 出要着力提高装备设计
、

制造和集成能

力
,

把获取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 的 自主知识产权作

为中国产业竞争的突破 口
。

相对 于美 国
、

日本
、

德

国
、

瑞士等国的技术先进装备企业来说
,

中国装备制

造企业的整体技术能力要落后 一 年
。

如何通

过有效的引进一消化一吸收一再创新和持续的技术

学习发展 自主创新能力
,

从而获得
“

后来者优势
” ,

是

摆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前的现实课题
。

本文在文献 回顾 的基础上
,

分析 了中国第二重

型机械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二重集团 的技术演进阶

段
,

讨论了在不 同创新 阶段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知识

产权管理面临的挑 战和 问题
,

以及提升知识产权能

力所采取的策略
,

并得出了相应结论和有益启示
。

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

后来者优势理论
”
认为

, “

后来者
”
在开发技术

、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上具有一 系列 的优势
,

这既体现

在新兴技术 的开发上
,

也体现在成熟技术 的开发 和

应用上仁 〕。

在成熟技术领域至少有两种机会 改进

成熟技术 的机会
“

重新 发 明
”

成熟技术 的机会困
。

“

后来者
”

培养技术创新能力一般从技术引进开始
,

通过一个社会学习过程来实现比 〕。

“

技术范式
”
理论认为

,

一旦一项重大创新发生
,

就会建立起一种新 的
“

技术范式
” ,

随之而发生 的将

是一 系列受制 于既定 的
“

技术范式
”

并沿着一定 的
“

技术轨迹
”

进行的产品性能改进和生产工艺改进的

改进型 创新 活动 「月几技术 后 进 国在技术 引进 基础

上
,

沿既定技术轨迹而发展的技术创新
,

共有 四个过

程或阶段 模仿创新
、

创造性模仿
、

改进型创新
、

全新

型创新
。

也就是说
,

技术后进 国能够通过
“

学习
” ,

在

较短的时间里掌握和运用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摸索和

研究才形成的技术经验和知识
,

从而缩短 与发 达 国

家的差距田
。

为此
,

必须摒弃传统 的引进一消化一

吸收一创新 的单纯技术的封闭系统观
,

立足 于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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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市场的结合
,

用 开放系统中的二次创新竞争

观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
,

在赢得市场竞争优势 的同

时
,

培养 自主创新能力 〕
。

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的控制下
,

获得 自主知

识产权 的创新
,

知识产权是 自主创新 的关键
’〕。

的研究表明
,

在很多产业领域
,

创新 已经成为

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动力源 〕。

然而
,

创新只是创

新者赢得创新所得
、

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

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

创新者赢得创新所得
、

获得

竞争优势还有赖于有效 的知识产权积累
、

利用和保

护 ‘ 〕。

本文以走访二重集团的高层管理团队
、

技术 中

心
、

主要研发机构
、

制造分厂
、

市场本部
、

企业文化中

心所获得的调研资料为基础
,

结合二重集团的发展

年鉴 一 和部分统计数据
,

围绕二重集团

技术演进 阶段及其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策略进行研

究
,

试图回答 以下问题 ①对于作为
“

后来者
”
的中国

装备制造企业来说
,

制约其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的要

素是什么 ②在不同的技术创新阶段
,

企业的知识产

权能力特点及其提升策略是什么 ③
“
后来者

”
如何

在创新中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功能
,

赢得
“
后来者优

势
” 。

案例分析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知识产权发展基本情况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提供装备

的企业 的总称
,

其提供的主要是投资类产品
,

包括系

统
、

主机
、

零部件
、

元器件和技术服务
。

世纪

年代以来
,

世界装备制造业 中心 由 日
、

韩开始向中国

转移
,

中国已成为承接世界装备制造业转移的主要

基地
。

与此同时
,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正 面临着来 自

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强大的知识产权压力
。

有证据显

示
,

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正在中国兴起一场专利
“

跑马

圈地 ” 装备产业技术集中的 国际专利分类 中

大类有关中国发明专利 申请统计结果表 明
,

目前

中国企业 的申请量约占总量 的 包括 国外跨

国公司在华子公 司和研究机构
,

日本
、

美 国
、

德 国
、

英 国
、

韩 国 等 国 企 业 的 发 明 专 利 申请 量 约 占
。

同时
,

发达 国家跨 国公 司高度 防范技术转

移和产品交易中的技术溢 出
,

对其掌握的核心专利

和关键性技术秘密予 以严密控制
。

为了应对 国外跨国公 司强大 的知识产权压力
,

也为了企业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

国内主要 的重型装

备制造企业纷纷走上 以创新谋发展 的道路
,

重视技

术学习和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

强化知识产权的有

效积累和运营
,

以期提高竞争位势
。

二重集团的基本情况

二重集团的前身是国营第二重型机器厂
,

成立

于 年
,

位于中国西部重工业重镇德阳
。

它是为

中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有

重点骨干企业 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 家试

点企业集团 ” 年被 国家确定为 家计划单列

企业集团 年被列为 家关系国家安全和 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骨干企业
,

是中国 家重大装备

国产化基地
。

截至 年年底
,

该企业共有员 工

余人
,

其 中研发人员 余人
。

二 重集 团

主导产品为 大型冶金成套装备
、

大型铸锻件
、

重型

容器
、

大型锻压设备
、

航空模锻件等产品
。

主导产品

的国内市场 占有率为 大 型 连 铸连 轧机为 以

上
,

中厚板轧机为 以上
,

热模锻设备为 以

上
,

大型电站铸锻件为 以上 其 中大型 汽缸体

为
。

二重集团的产品 出 口 美 国
、

德 国
、

英 国
、

日本
、

韩 国
、

新加坡等
。

二重集团的技术演进阶段分析

近 年来
,

二重集团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经历

了以下 个阶段 阶段一 一
,

基本建设与

自行设计 阶段二 一
,

技术引进与模仿创

新 阶段三 一
,

合作制造与创造性模仿

阶段 四 一
,

集成制造与改进型创新 阶段

五 至今
,

总包制造与全新型创新
。

二重集团

技术创新各阶段典型产品和技术以及重要事件如表

所示
。

在阶段一
,

二重集团技术发展 的重点是通过测

绘进 口 的机器设备和产品
,

模仿制造或设计制造非

标准件和部分标准件产品
,

积累制造工艺经验
。

在

阶段二
,

则采用技术许可贸易的方式
,

引进大量的制

造技术和加工工艺
,

通过参与应用设计
,

积累技术创

新能力
。

特别是引进 日本制钢所室兰工厂的热加工

技术和设备
,

通过消化吸收
,

在蒸汽机缸体等主导产

品上逐步走上 了
“
干 中学 ” 的技

术能力发展和积累之路
。

在阶段三
,

在前期技术引

进和模仿创新 的基础上
,

凭借先前积累 的制造能力

和技术能力
,

通过 由外方技术总负责
、

工程总承包
,

二重集团负责部分转化设计
、

合作制造 的方式
,

进一

步提高制造能力和国产化率
。

但由于处于分包制造

的打工地位
,

企业 的绩效并不理想
。

在阶段 四
,

开始

了 自主设计和集成制造
,

特别是两 台 毫米热连

轧机成套设备的研制和交货
,

表 明二重集 团具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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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技术、急负责和工程承包能力
。

从二重集团的

战略规划来看
,

在
,

阶段五
,

二重集团批以建立
“

世界

知名成套装备基地尹和
“

世界知名铸锻钢基地 ,, 为 目

标
,

以实现技术总负责
· 、

工程总承包
一

为发展重点
,

实

施
“

走出去护战略
,

在全球开展技术和工程项
’

目合作
,

通过合资有并购等方式
,

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

最终

实现从
“

制喳
”
基地向“制造

一

创造 ”基地的擅变
。

表 二重集团的技术演进阶段

阶阶段段 典型产 品和技术术 重要事件件

阶阶段 毫米特厚板轧机的设计和制造
、、

年成立设计科 、、

。。。吨多向模锻水压机的设计与制造造 聘请前苏瓣家到厂工作
」」

从从从从捷克进 口 吨水压机机

阶阶段 。毫米中厚板轧机的设计与制造八
’ 一 卜 一 众 找 典 大大 股立重型机械设计研究所和大型铸锻件研究所

与与与德国西马克公司合作设计并 自行制造
’

’百 辜半势终轧邦
、 一

通过许可证贸易方式引进德国奥姆克机器制造公司热模锻压力力

与与与 日本神户制钢所合作设计并 自行制造 ‘“ “毫半板燕连铸机机 机的设默
、

制造技术旧本制钢所室兰工厂热加工技术等
二二二 生 扭

··

多次派串技术人员到国外御 联合设计
‘‘‘‘

在热加工工艺
、

冷加工工艺
、

焊接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破

阶阶段 与意大利皮安蒂公司联合设计
、

合作制造 毫米热轧带钢钢 设立工艺研究所和信息技术瓜朴

连连连轧机成套设备
‘

⋯
·

‘ , 一一 通过大量联合设计
、

合作制造学尽国外先进技术

由由由 日本 和三菱羚
及

司负责主机基本设计和详细设计
、

部分应应 在核电产品
、

航空模锻件
、

大型气轮机缸体等技术领域逐步开展展

用用用合作设计
,

合作制
‘

造 毫米热轧带钢成套设备天 自主研发
,

积累技术能力

由由由德国西马克公司技术总负责
,

合作制造 毫米热连轧机机 与清华大学
、重庆大学

、

燕山大学
、

四川木学
、

北京科技大学等开开

犀犀犀犀广泛的产学研项 目合作作

阶阶段 转化设计制造 米宽厚板轧机成套设备 制定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科攀岑界战略规划等

自自自主设计制造 毫米中厚板轧机 新设核电及重型容器研究所
、

焊接技术研究所
、

计量技术研究究

自自自主设计制造 毫米热连轧机热卷箱设备 所
,

设立 国家级技术中心
,

统辖集团公司研发机构构

自自自主设计制造 兆牛热模锻 自动生产线
一一

自自自主设计制造
一

毫米热连轧机
, ‘ 、 卜 ‘‘‘

向向向波兰出口
‘

毫米热连轧机成套设备

由由由二重集团总包全线设计制造 毫米热连轧机成套设备
阶阶段

卜 一

户
‘

才

””
提出技术总负责

、

工程总承包的战略定位
‘‘‘ 、

诵 几二二

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成成成成立以中国二重为核心 的全国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代表表

中中中中国参加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熟补
、、

筹筹筹筹建国家级工程中心
,

将研发机构延伸到美国
、

欧洲
、

俄罗斯等等

国国国国家和地区

拟拟拟拟通过兼并
、

合资等方式
,

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地

二重集团的知识产权能力发展策略分析

知识产权能力是指企业创造
、

利用 和保护知识

产权
,

将知识产权资源与其他资源整合
,

参与市场竞

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 的能力
,

按管理过程可分为

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

利用能力和保护能力
。

伴随着

二重集 团的技术演进
,

二重集 团以专利和技术秘密

为核心的知识产权的积累
、

利用和保护也经历 了从

无到有
、

从有到实逐渐演进 的过程
,

并在不 同的技术

创新阶段运用了不 同的知识产权管理策 略
、

使其知

识老椰巨力不断提升 ,

从元有力她促进 了于熏集团

技术解力的发展
。

二重集 团在不同技术演进叽段所

面临的知识产权管理的挑战与
卜

问题
、

以及所采取 的

相应管理策略和主要结果如表 所示
。

讨论
’

月
、

知识产板价值的实现条件
一

从二重集 团的技术创新演进和知识产权能力发

展来看渤识产权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中 的价值实

窥蜘髻以卞几娜断
劝经济体制

、

法律制
一

度与市场结构
。

在计划经

济条件下
,

国家和 政府是经济资源 的调配 者
,

相 应

地
,

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也就没有存在 的必要

性
,

企业之啤声
二

煎是生产协手和竞赛关
一

系一
但随

着市场弩挤的精型和竞争加剧
,

企业从生产单位演

孪成具有独立利益追枣的市场 主体
,

知识产权逐渐

成为了企业参与竞争的巷心资源
,

客观上需要加强

法律制度的保护 一 特别是 中 国加人 以后
,

面

对全球化竞争环境和 以 为代表 的国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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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规则
,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不得不重视知识产权

积累
,

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

利用和保护能力
。

企业创新阶段和创新能力
。

二重集团的技术

演进和知识产权管理表明
,

如果企业发展处于生产

要素导向或投资导 向阶段
,

企业发展主要依赖的是

物力资本和货币资本
。

当企业发展到创新导向阶段

时
,

即使处于传统产业 中的企业
,

知识产权的价值也

表现得非常明显
。

可见
,

知识产权的价值并非完全

受制于行业
,

而是与企业发展的动力源相关
,

与企业

的创新阶段密切相关
。

因此
,

知识产权管理本身不

是 目的
,

其目的是通过知识产权创造激励机制
,

不断

积累和高效利用知识产权
,

组合运用司法
、

行政
、

海

关等多种知识产权保护途径
,

提升企业 的创新能力

和学习能力
,

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

使企业在动

态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中形成并保持持续 的竞争优

势
。

表 二重集团不 同技术演进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策略

阶阶段段 知识产权管理的挑战和问题题 知识产权管理策略略 主要结果果

阶阶段一一 计划经济体制 建立技术图书馆
,

收集
、

翻译技术信息和资资 无无

缺缺缺乏单独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料

国国国内技术无偿共享 派人到国内其他企业培训
、

学习习习

重重重实物资源
,

轻智力资源源源源

阶阶段二二 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 利用许可证贸易机会大量派人到国外先进进 制定了 余项企业标准
,

采用了德国国

《《《民法通则 》
、

《专利法 》
、

《商标法 》等相继颁颁 技术企业培训
、

学习 标准
、

标准
、

标准
, 日本本

布布布 设立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

学习
、

转化并采用用 的 标准等

伴伴伴随国际技术贸易而来的知识产权许可和和 国际标准 申请专利 项
,

其中职务发明专利 项项

保保保护要求出现 开始申请专利

知知知识产权的价值开始显现现 实施技术改进奖励励励

阶阶段三三 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成立专业标准化委员会 新增企业标准 项
,

国际标准和 国外外

行行行业竞争加剧 成立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

统管专专 先进标准的采标率达到

《《《著作权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相继颁颁 利
、

商标和版权 申请专利 项
,

获权 项

布布布 出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制制 部分专利技术有偿转让

联联联合设计知识产权分享问题 度 申报并成功获权商标 件
,

其中一件获获

应应应用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突出出 积极 申请专利和商标注册册 四川省著名商标标

阶阶段四四 中国加人 设立发明专利申请奖励
、

专利获权奖励
、

获获 全面修订企业技术标准 卷

《《《专利法 》
、

《商标法 》
、

《著作权法 》等得到大大
“ 国家专利奖

”
项 目特殊奖励

、

专利实施利利 负责组织中国机械工业大型铸锻件标准准

幅幅幅修订 益分配
、

专利工作奖励等 化技术委员会

自自自行设计制造的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复合保保 开始强调技术秘密的保护护 申请专利 项
,

获权 项 获得 项 四四

护护护问题突出 川省著名商标

自自自行设计和制造 中的技术秘密保护问题突突突 热卷箱专利产品创造年产值 亿元
,,

出出出 专利产品创造年产值 亿元

调调调整管理机构
,

在技术 中心 的综合技术管管管 专利申请量下 滑 。。 年 项
,

年年

理理理部下设知识产权科
,

降低 了知识产权管管管 项
,

年 项
,

年 项项

理理理机构的职能级别别别别

阶阶段五五 技术总负责和工程总承包需要企业具有更更 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多多多的知识产权积累
,

更强 大 的知识产权创创 绘制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地 图
,

建立知识产产产

造造造
、

利用和保护能力 权预警平台

全全全球研发和制造需要从全球范围考虑竞争争 将知识产权指标嵌人项 目鉴定
、

创新成果果果

对对对手的知识产权布局
,

避免知识产权风险 奖励和考核指标体系

基基基于 日常行政管理的技术秘密管理机制成成 建立严密的技术秘密管理机制
,

强化专利
、、、

为为为二重集团提升技术能力
、

激励创新 的重重 技术秘密
、

版权
、

商标的组合管理

大大大障碍碍 拟调整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

在技术 中心设设设

立立立立知识产权部部部

不 同创新 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重点

知识产权管理只有与企业 的创新阶段和创新能

力匹配
,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

在不 同的创新 阶

段
,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重点是不相 同的
。

总体上

讲
, “

后来者 ”的创新起点往往是工艺创新和产品改

进
,

而工艺创新和产品改进 的成果很大部分是不能

专利 化 的
,

只能 以技术秘密 的方式存在
。

因此
,

在
“
后来者

”的创新过程 中
,

技术秘密的管理 占据了非

常重要 的地位
。

具体来讲 在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

阶段
,

企业技术能力非常弱
,

知识产权管理的重点是

在技术转移中学习和转化国际标准和外 国企业 的企

业标准
,

并在应用改进设计 中逐步积 累以技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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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知识产权 在合作制造和创造牲模仿阶段
,

企业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能力
,

企业技术创新
、

以

工艺设计和产品改进为主
,

知识产热管理的重点是

迅速形成企业技术标淮
,

以企亚标准来固化技术创

新成果
,

同时
,

逐步积累企业 的应用型专利
「

,

提升企

业商标的知名度和咨美誉度 扩在集成制造和改进型创

新阶段
,

企业技术创新的重点是自主设计和国产化
,

技森幼迸一步增弧知识扮碑嘿的薰点是强化

企业标准的管理
,

重视青利 葬术秘密 商标
、

版权等

的组合运用
,

知识产权从创新成果 的事后保护逐步

嵌人到技术研发 、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的整个过程
,

知识产权管理具有 了全局性战略意义
’

在 总包制造
和全新型创新阶段

,

基于技末总负责和土程总承包

的镀萝
,

技术畸和生户制造咖具砂球戚野
,

知识产权管理的重点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

成为国

内专业标准的主导者和
,

国际标准的参与者
,

强化知

识产权
·

的有效积
一

累和知识产权管理职能
,

强化专利

的有效利用和技术秘密的保护 提升知识产权 的创

造
、

利用和保护综合能力
。

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塑造并保持企业竞争优势

专利制度是八给创晰之火浇上利
「

益之油琴的励燃

剂
。

专利的地域牲 、

时效性札公承性为垢来者 , 实
现“后来者优势

”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
。 “后来者

”

不仅可 以利用专利的公开性特征
,

通过专右利信息 了

解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前沿和发展路径
,

而且可 以

利用专利的时效性
,

充
、

分利用失效专利 , 缩短与国 际

先进自家 的技术能力差距
。

‘

更为重要钓是
, “

后来

者 ”

在拉禾创新过桂甲
,

可以充却用专
一

卸的地球性
’

特征
,

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

将创新成

果在中国或其他国家 申请专利
,

掌握并获得受知识

产权保护的核心技术
,

从而形成一定的技术和市场

进人壁垒 在此基础上
,

利用 自身的技术积累和 自主

创新方 式
,

不 断 改 进 和 延 伸
,

形 成专 利 网
,

使企业在一定 的区域市场形成垄断
,

从而获

得持续竞争优势
。

以 中薄板坯热连轧带钢 短

流程生产线 中的关键设备热卷箱为例
,

长期 以来
,

国

外跨国公司对热卷箱技术一直进行技术封锁
,

为 了

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
,

二重集 团成立热卷箱项 目组
,

历经数年的努力
,

于 年 自主开发出第一代热卷

箱
,

及时向国家专利局 申请专利并获权
。

此时
,

国际

最新的热卷箱技术又进一步更新
,

推 出无芯移送技

术
。

无芯移送技术是当今世界热卷箱领域最前沿的

技术
,

开发难度极大
。

二重集 团又成立无芯移送式

热卷箱工程项 目组
,

反复研讨
,

修改技术方案
。

年
,

项 目组成功设计出无芯移送式热卷箱
,

并及时向

国家专利局 申请专利并获权
。

无芯移送式热卷箱的

设计成功
,

使其价格与进 口 同类产品相 比低
’

至
丁

卜

,

每台可节省外汇 万至 万美元
。

由于

知识产权的积极跟进
· ,

这项产 品成功 占领 了中国市

场 包括中国台湾省的台北 ’, 赢得了垄断地位
,

并把

长期改莱星断送二寒术领缚的跨国公司几乎挤了出

去
。

这项产品已经成为中国二重集团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

从 年至 年底
,

具有热卷

箱专利技术 的热轧带 钢 工程 已 创 造 工 业 产值 约

亿元
。

今 结论
一

一

本文以口重集团为例
,

讨论了中
、

国装备制造企

业的技术演进过程及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策略
。

得出

如下结论
’

作为
“后来著,’,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 的技术发

、 、

矛 产 ,

展呈现出明显 的
“

引进一消化一吸收一再创新 ”的轨

迹
。

但是
,

由于装备制造行业 的多技术
、

多产 品特

点
,

加上企业在不 同的发展时期对技术发展和产品

选择侧画不同东企业在 同 、时期韵不同技术领域呈

现出不同的技术演衫七阶段
。

一
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企业 的技术能力 的演进

,

知识产权管理面临的挑战和 问题也不断变化
,

需要

采取相应的案略
。

’

知识产权企从技术创新初期的创

新成果事后保护工具
,

逐渐演变成企业谋求持续竞

争优势的核心资源
。 ’

知识产权管理 已经嵌人到技术

衅认杯转声知轰术蜘的整知概
劝在不 同的经济体制

、

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下
,

知识产权对于企业绩效的价值是不相同的
。

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
、

竞争的加剧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

知识产权的价值表现得越发 明显
。

同时
,

知识产权

的价值并非完全受制于行业
,

而是与企业发展 的动

力源相关
,

与企业 的创新 阶段密切相关
。

知识产权

的管理策略有必要与企业 的技术发展战略和技术创

新能力相匹配
。

与工艺创新和产品改进相一致
,

技术后来者

的知识产权表现为 以实用新型专利和技术秘密为核

心
,

商标
、

版权相结合的知识产权组合
。

同时
,

在不

同的技术演进阶段
,

企业 的知识产权能力具有 明显

的差异
,

知识产权管理的策略也有所不同
,

企业应 当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 以调整
。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地域性

和时效性特征
, “
后来者

”
在技术积累的基础上

,

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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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抓住机会
,

掌握核心技术并获得知识产权保护
,

从

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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