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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广西高校在广西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专利技术产业化情况进行调查 ,分析了广西高校在专利

技术产业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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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技术产业化是指对已有的专利技术进行再

开发 ,通过实验、组合、生产、应用、推广等诸多环节 ,

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 ,直至发展成新产业以

及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系列活动[1 ] 。基于此目的 ,

国内外学界都十分重视专利技术产业化的研究。近

年来 ,有学者对高校专利技术产业化问题做了相关

研究。如北京大学陈美章教授与她的研究生们进行

了“关于大学专利技术产业化的思考”,吴树山教授

对大学科技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进行了探析。本文

对广西高校科技成果专利化的情况、专利技术的产

业化程度、高校专利在制糖、中药、汽车、有色金属等

广西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产业化程度进行了调查 ,在

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广西高校在专利技术产业化方

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关对策。

1 　广西高校在支柱产业中科研成果
专利化情况

111 　制糖产业科技成果专利化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的产糖省 (区)和世

界食糖主产区之一。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壮大 ,区内

现有制糖企业共 94 家 ,日榨能力达 30 多万吨 ,产糖

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50 %以上 ,增加值占全区工业

产值的 10 % ,利税占全区工业产值的 15 %。2005 —

2006 年榨季 ,全区机制糖产量为 538 万吨 ,占全国

总产量的 61 %。可以说 ,糖业在促进广西经济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

11111 　科研情况

(1)广西高校糖业科研项目总体情况 　从广西

高校科研项目经费资助的主要来源 ———广西区科技

厅和广西区教育厅的项目统计资料中 ,可得到广西

高校近 10 年的糖业科研项目数据 ,本文以此作为课

题分析的主要依据。

表 1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糖业科研项目

广西区科技厅高校成果

登记项目数

(1996 —2006 年)

广西区教育厅高校科研

项目数

(2000 —2006 年)

合计

16 10 26

　　从表 1 可看出 ,广西高校在糖业领域有一定的

研究基础 ,但从广西高校的整体科研实力来看 ,情况

不容乐观。以糖业项目申报较多的 2003 年为例 ,该

年共有 4 项糖业科研成果 ,其中广西区科技厅下达

的有 2 项 ,仅占该年度科技厅资助高校项目总量的

413 % ;广西区教育厅下达的也只有 2 项 ,不足该年

度下达的高校项目总数的 1 %。这说明按其实际具

有的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来看 ,广西高校在糖业技

术领域的研发明显不足 ,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对广西糖业产业的发展支持度较低。

(2)广西高校糖业项目的合作研发情况 　由表

2 可看出 ,对于糖业科研项目 ,不管是广西大学还是

广西其他高校 ,都以高校独立完成为主 ,其中广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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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有 70 %的糖业科研项目是自己独立完成的 ,广

西大学独立完成的比例为 52 % ,高校与企业、研究

所合作的项目较少 ,这也反映了高校的科研工作孤

军奋战的局面。

表 2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糖业科研项目

按合作主体分类

项目统计主体
与企业合作

项目数

与研究所合作

项目数

高校独立完成

项目数

广西地区高校 4 4 18

广西大学 3 3 13

11112 　科研成果专利化的基本情况

(1)广西高校糖业专利的申请授权情况 　①专

利总量少。广西高校近 10 年申请的糖业相关专利

均为发明专利 ,共 15 项 ,仅占高校专利申请总量的

915 %。②广西高校在糖业领域的专利均为广西大

学独立申请或其同其他相关单位联合申请 ,未见区

内其他高校申请糖业领域的专利。并且在 15 项发

明专利中 ,仅有 1 项是广西大学同企业联合申请的 ,

有 2 项是同科研院所联合申请 ,同企业联合申请的

比率比科研项目联合开发的比率还要低 ,不足 7 %。

③从 IPC 技术领域分析来看 ,11 项专利技术 (不含

已失效的 4 项专利) 均为蔗糖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技

术 ,如蔗渣造纸 ( IPC 主分类号为 D21 H) 、废糖蜜生

产饲料 ( IPC 主分类号为 A23 K) 等 ,这说明目前广

西糖业技术领域的研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制糖工

业技术 ( IPC 主分类号为 C13) ,专利技术水平有所

提高。

表 3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糖业发明专利申请情况

发明专利的法律状态 已获授权 申请尚未授权 失效专利

项数 8 3 4

　　(2)广西高校糖业科研成果的专利化情况 　由

表 4 可看出 ,高校科研人员已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科

研成果申请专利。但是 ,经统计可知 ,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在广西区教育厅、广西区科技厅申请的

26 项科研项目中 ,仅有 4 项申请了专利 ,科研成果

专利化的比率仅为 1514 % ,仍有 8416 %的科研成果

没有申请专利 ,高校科研成果流失的状况堪忧 ,更不

用说运用专利这一利益工具去创造经济和社会财富

了。

表 4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糖业科研成果与发明专利对照表

项目名称 组织鉴定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人

蔗渣深加工制膳食纤维的研究与开发 广西区科技厅 蔗渣深加工生产膳食纤维的方法 广西大学

由制糖、酒精、淀粉生产引起的重点污染源

废水治理及示范研究
广西区科技厅

用糖蜜酒精废液生产钾化工产品的方法 ;

糖蜜酒精废液净化回用的方法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

院、广西大学

利用甘蔗糖厂的滤泥、蔗髓作为造纸填料的方法 广西区教育厅 利用甘蔗糖厂的滤泥、蔗髓作为造纸填料的方法 广西大学

利用甘蔗糖厂浮渣生产有机活性物的研究 广西区教育厅 溶剂并行萃取糖厂浮渣中蔗脂和叶绿素的方法 广西大学

112 　汽车产业科技成果专利化情况

汽车产业是广西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广

西汽车产业的经济总量居全国第 12 位 ,整车产量居

全国第 6 位 ,微型车的市场占有率为全国第一 ,车用

内燃机的生产在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 ,广

西的汽车产业已形成以微型汽车、中重型载货车、客

车及乘用车和农用运输车为主的整车产业布局 ,以

及以车用内燃机为主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布局 ,广西

共有规模较大的汽车工业企业 95 家 ,汽车产业的产

出约占广西工业经济总量的 1/ 9。2006 年广西汽车

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82189 亿元 ,占广西 GDP 的比

重为 1173 % ,占广西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 7160 % , 分别高于同期国家平均水平 , 即

1167 %和 4139 %。广西汽车工业不仅对广西经济

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在全国也具有较重要的

影响和地位。

11211 　科研情况

(1)广西高校汽车产业科研项目的总体情况 　

经调查发现 ,广西高校承担的与汽车有关的科研项

目共 16 项 ,其中 1996 —2006 年在广西区科技厅登

记的与汽车有关的高校科研成果为 8 项 , 2000 —

2006 年在广西区教育厅立项的与汽车有关的高校

科研项目为 8 项 ,这说明广西高校已涉足汽车产业

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但是从整体来看 , 1996 —

2006 年在广西区科技厅登记的由高校完成的 489

项科研成果中 , 与汽车有关的项目仅占其中的

1164 % ,这说明广西高校对本地汽车产业的发展缺

乏应有的技术支撑。

另外 ,经进一步分析可发现 ,高校获省厅支持的

研究项目中与汽车相关的课题较少 ,特别是在汽车

关键技术方面未见有系统性的持续研究。

(2)广西高校汽车产业科研项目的合作研发情

况 　在广西高校承担的 16 项汽车科研项目中 ,有 5

项是高校与企业合作完成的 ,其余 11 项均是由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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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的 ,约占广西高校承担的汽车科研项目的

69 % ,目前尚未发现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情

况。

11212 　科研成果专利化的基本情况

(1)广西高校汽车产业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经

检索发现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申请的与汽车有

关的专利共 7 件 ,其中发明申请 2 件、实用新型 5

件 ,7 件专利中有 4 件因未缴年费而已被终止专利

权 ,失效专利占了一半以上。

此外 ,承担与汽车有关的科研项目的高校主要

是广西工学院和广西大学。政府主管部门可重点整

合两校的研究资源 ,使其共同研发相关课题。

(2)广西高校汽车产业科研成果的专利化情况

将广西高校所承担的与汽车有关的科研项目同其汽

车专利的申请情况对比后可发现 ,广西高校承担完

成的 16 项科研项目中只产生了 1 件实用新型专利 ,

可见广西高校在汽车技术领域的科研成果专利化的

比率仅为 6125 % ,高达 93175 %的科研成果未见申

请专利。

113 　有色金属产业科技成果专利化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 10 大重点有色金属之

乡之一 ,区内的矿产地有 1008 处 ,有色金属矿产资

源丰富、品种较齐全、分布广泛 ,许多种贵稀金属、重

金属的存有量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居前列 ,其中铟储

量居世界第一 ,锡储量居全国第一 ,铝土、锑、锌的储

量均居全国前五位之内。广西的有色金属产业具有

一定的基础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 ,该产业获得了较

快发展。

11311 　科研情况

(1)广西高校有色金属科研项目的总体情况 　

经调查发现 ,1996 —2006 年期间广西高校承担的与

有色金属有关的科研项目共有 23 项 ,其中在广西区

科技厅登记的与有色金属有关的科研成果有 11 项 ,

在广西区教育厅立项的与有色金属有关的项目有

12 项。可见 ,与有色金属有关的高校科研项目数略

高于与汽车有关的高校科研项目数 ,但在 1996 —

2006 年广西区科技厅登记的广西高校科研成果总

量中也只是占到 2125 %而已。

(2)广西高校有色金属科研项目的合作研发情

况 　广西区内的广西大学资环学院、物理科学与工

程技术学院 ,桂林工学院等高校承担有较多的有色

金属科研项目 ,这些高校是广西有色金属产业创新

体系中的重要技术提供者。从合作情况来看 ,23 项

科研项目中有 1 项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完成的 ,1

项是两所高校合作完成的 ,其余 21 项全部是由高校

独立完成的 ,高校独立完成率高达 9113 %。

11312 　科研成果专利化的基本情况

(1)广西高校有色金属产业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从中国专利数据库中的数据来看 ,广西高校申请的

与有色金属有关的申请专利共 20 件 ,且全部是发明

专利 ,这说明广西高校在有色金属产业领域具有一

定的技术创新能力。

从专利申请主体来看 ,1996 —2005 年广西区内

高校中只有桂林工学院、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广西大

学这 3 所高校在有色金属领域申请了专利 ,其中桂

林工学院申请的专利最多 ,为 15 件 ,桂林电子工业

学院为 4 件 ,广西大学仅 1 件。

(2)广西高校有色金属产业科研成果的专利化

情况 　将广西高校承担的与有色金属有关的科研项

目同其有色金属专利的申请情况作对比后可知 ,其

科研成果专利化的比率为零。科研成果专利化是科

研成果能够有效转化、实施的必经环节 ,从目前的研

究情况来看 ,广西高校难以有效地支持地方有色金

属产业的发展。

114 　中药产业科技成果专利化情况

中医药产业是广西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全区

医药工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其产值占医药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60 %～70 % ,广西区内已

形成 10 多家大中型中成药工业企业带动一批新兴

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趋势。2005 年 ,广西现代中药

加工规模以上企业 91 家 ,实现工业总产值 38 亿元、

利润总额 4115 亿元、利税总额 8107 亿元 ,分别占全

区医药工业总产值、利润总额、利税总额的

62149 %、62168 %和 66150 % ,在全国同行业中其销

售收入排 11 位、利润总额排 8 位、利税总额排 10

位。截至 2005 年 ,广西生产中药 2621 个品种 (次) ,

涉及剂型 28 个 ,中药单品种数为 958 个 ,拥有中药

新药产品 20 个、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34 个 ,荣获广西

名牌的有 21 个 ,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的有 3 个。

11411 　科研情况

(1)广西高校中药产业科研项目的总体情况 　

从表 5 可看出 ,广西高校在中药领域有一定的研究

基础 ,承担了广西区教育厅和广西区科技厅一定的

科研项目。其中 2000 —2006 年承担的广西区教育

厅的项目 68 项 ; 1996 —2006 年承担的广西区科技

厅的项目 29 项。但 1996 —2006 年高校承担的由广

西区科技厅拨款的各领域项目总数共计 561 项 ,而

中药领域的只有 29 项 ,所占比例太少 ,仅为 5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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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广西高校承担的中药产业领域科研项目与中药

产业在广西区的支柱产业地位严重不符。

表 5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中药产业科研项目

广西区科技厅

高校成果登记项目

(1996 - 2006 年)

广西区教育厅

高校科研项目

(2000 - 2006 年)

合计

29 68 97

　　(2) 广西高校中药产业项目的合作研发情况 　

1996 —2006 年广西区高校向广西区教育厅和广西

区科技厅申请的中药产业科研项目中 ,有 94 %是由

高校独立完成的 ,广西大学所承担的中药产业科研

项目均由其独立完成 ,广西区高校同企业合作研究

开发的中药项目占 2 % ,与研究所合作开发的项目

占 4 % ,如此比例令人怀疑高校项目产出成果能否

真正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从表 6 还可看出 ,广西

大学所承担的中药产业科研项目在项目总数中所占

的比例不高 ,经统计发现 ,广西区高校中广西医科大

学、广西中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的中药产业科研

项目占了大部分比例。

表 6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中药产业科研项目

按合作主体分类

项目统计主体 与企业合作 与研究所合作 高校独立完成

广西区高校 2 4 82

广西大学 0 0 9

11412 　科研成果专利化的基本情况

(1)广西高校中药专利的申请授权情况 　①专

利总量少。广西高校 1996 —2006 年申请的中药相

关专利均为发明专利 ,共有 7 项 ,仅占期间高校专利

申请总量的 414 %。②对专利权人进行分析可知 ,

广西高校在此期间申请的 7 项中药专利中 ,广西大

学有 2 项 ,广西师范大学有 1 项 ,右江医学院有 3

项 ,广西中医学院有 1 项 ,广西其他高校均未申请相

关中药专利 ,并且 7 项发明专利中仅有 1 项是高校

同企业联合申请的 ,高校同科研院所联合申请的项

目为零。③对 IPC 技术领域分析可知 ,上述 7 项专

利全部是中药制剂及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 ,没有中

药应用发明 ,这说明广西区高校申请的中药专利技

术含量不高 ,中药科研成果质量还有待提高。

(2) 广西高校中药产业科研成果的专利化情况

　进一步将 1996 —2006 年广西高校中药科研项目

与其申请的中药专利进行对照后可发现 ,广西高校

在广西区科技厅和广西区教育厅立项的 97 项中药

项目中 ,其产生的科研成果居然没有一项申请过专

利 ,广西高校申请的 7 项中药发明专利中也没有一

项是广西区教育厅、广西区科技厅立项项目的产出

成果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中药项目科研成果的知识

产权流失 ,将专利申请为非职务发明或对产生的科

研成果没有及时申请专利造成的 ,这反映了高校科

研人员的专利意识不强 ,也真实地反映出广西高校

承担的广西区教育厅和广西区科技厅资助的项目成

果专利化程度不高的现状。

2 　广西高校专利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1)学校管理层的专利产业化意识淡薄。高校管

理层没有充分意识到科技成果专利化进而产业化对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2)缺失专利技术转移机制。各高校都不同程度

地制定了一些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 ,但一般只对

职务发明产出的专利申请与权属进行了管理规定 ,

而对专利技术实施与转移只定出了一两条要求报批

的条款 ,却无明确的操作与支持细则。

3)有管理机构而无专人作为。如某高校在科技

处成果科中并设“知识产权保护与开发中心”,其职

能是专门负责学校的知识产权、专利权的保护和开

发等管理工作 ,但发明人反映该中心只能起到“填一

张表 ,盖一个章”的作用 ,没有专人专司专利技术开

发应用的具体工作。

4)高校专利技术宣传推广渠道不对路 ,缺乏权

威、高效、便捷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信息交流平

台。笔者在调研中发现 ,企业和高校在寻找技术合

作伙伴时通常是利用个人关系进行联系的。

5)高校项目研究的针对性不强 ,没有重点针对

广西区的支柱产业开展专利技术研究。

6)缺乏专利技术转化推广人才 ,缺乏社会中介

机构的参与。

7)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为研究而研究、为专利

而专利 ,很少有人去思考实现专利技术产业化。广

西高校 40 %左右的授权专利在授权后几年因未缴

费用被终止而变成失效专利就很能说明此问题。

8)专利从产出到产业化的链条出现严重脱节。

广西高校从技术研发项目的选择 ,技术研发的过程 ,

技术成果的产出 ,专利成果的评价、推介 ,专利技术

成果的转让、中试、专利化、形成规模产品 ,到专利产

品投入市场的各个环节都几乎各自独立 ,没有很好

地与企业衔接 ,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这是当前

广西高校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通病。

9)广西高校产出的专利数量太少 ,可产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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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自然就匮乏。广西区高校 1996 —2006 年期间

的三种类型的专利申请量总计不到 200 项 ,而浙江

大学在 2004 年一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就已超过

600 项。

3 　广西高校加强专利技术产业化的对
策措施

　　(1)制定规划 ,正确引导 　广西区知识产权局、

广西区教育厅、广西区科技厅等政府部门应根据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并结合广西制糖产业、汽车产

业、有色金属产业、中药产业这 4 大支柱产业的特

点 ,引导广西高校制定专利技术产业化的近期乃至

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2)健全机构 ,科学管理 　有能力进行研究开发

的高等院校 ,必须尽快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制定

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尽快设立知识产权研

发中心 ,完善技术成果尤其是专利技术成果转移机

构[2 ] 。

(3)激励创新 ,完善机制 　高校必须尽快制定完

善的科技成果专利化、专利技术产业化的激励机制。

在科技项目立项、科技成果鉴定登记、科技成果评奖

时 ,对那些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有可能实

现专利化和产业化的项目应进行如下要求 :立项时

必须提交专利文献检索与技术分析报告 ,鉴定登记

成果时应要求其申请专利 ;可使专利技术参与科技

进步奖评奖 ,在职称评定时 ,专利技术成果尤其是发

明专利应成为晋升职称、反映学术水平的有效证明

材料。

(4)校企结合 ,政策倾斜 　广西区科技厅、广西

区教育厅、广西区发改委等部门应制定有关项目资

助立项政策 ,积极实施有助于促进制糖、汽车、有色

金属、中药这 4 大支柱产业发展的、具有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项目 ,对校企联合技术攻关和专利技术产业

化项目给予政策倾斜。对于对广西支柱产业发展有

较大推动作用的项目 ,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积极促

成校企联合申报 ,促使其协同完成重大的技术创新

项目。

(5)强化培训 ,人才引领 　广西区政府应大力支

持有条件的综合型高等院校增设知识产权管理专

业 ,积极支持相关高校建设 ,支持相关高校申报知识

产权管理专业硕士点 ,开展技术管理类的复合型知

识产权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 ,积极支持知识产权

管理师专业资格培训和考试认证工作。

(6)完善政策 ,创新服务 　广西高校专利技术产

业化的发展需要全社会良好服务环境的大力支持 ,

需要有助于促进专利技术产业化的配套政策出台 ,

需要着力构建研发中心、行业协会、担保机构、中介

服务机构 ,需要建立富有活力的、多层次的、具有广

西区位特色的金融服务体系 ,做好专利技术的评估、

质押、风险投融资等金融服务工作 ,通过建立以专利

技术为主的专业市场、电子商务为支撑的营销网络 ,

尽快建立起高校与支柱产业大中型企业以及行业协

会互动的技术创新信息服务平台 ,做好技术创新相

关信息尤其是专利信息的检索、市场分析、评价、技

术预测决策等信息服务工作[3 ] 。

参加本文课题调研工作的还有黄日昆、贾冰、彭

霁丹、赵敏等同志 ,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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