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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高校科技成果管理中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入 WTO后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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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高校在科技成果管理中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科技成果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服务于计划经济 40 

余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促进科学技术 

研究和发明创造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系。从 

科研课题立项 、科研经费划拨、科技成果鉴 

定到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都完全由政府行 

为决定。这种科技管理体制在过去封闭的社 

会环境里对推动我 国科技事业确实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以及加入 WTO， 

我国的经济和科技 的发展将全面纳入经济 

全球化的轨道，这种科技成果管理体制的弊 

端逐步显现 ，主要表现在： 

1．1 知识资本流失严重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科技计 

划的实施由政府下达，经费由政府安排，风 

险由政府承担，高校的科研人员身居深闺大 

院，只知道埋头搞科研 ，对成果转化不闻不 

问；只注重成果鉴定，轻视专利申请 ；只热衷 

于论文发表，不注意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 

使大量的有经济效益 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 

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并且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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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是以科技报告 、科技成果大全及论 

文等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表，被国内外无偿 

地使用，造成知识资本的极大浪费。据统计， 

近年来我国每年取得的 “国家级重大科技成 

果 3万多项，除极少一部分申请专利和采取 

技术秘密方式保护外，大部分没有取得专利 

保护”。 

另外，在行政激励政策上也存在着重成 

果鉴定 、评奖，轻专利的倾向。把科技成果鉴 

定、评奖及论文的发表作为评价科技人员成 

绩的尺度之一 ，在分房 、职称 、工资、晋级等 

方面给予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各院校之间的 

竞争实力标准也多以成果多少，发表论文多 

少来衡量。由于不同系统 、不同级别的科技 

成果鉴定、评奖每年都搞几次，科研人员觉 

得这种荣誉来得短 、平 、快，能直接与切身利 

益挂钩。相反，如果是申请专利 ，由于从申请 

到授权需要一定的时间，科技成果的表现形 

式在短时间内难 以实现 ，有时即使获得专 

利，大多职务发明人连获得法定奖酬的权利 

都难以保证，这样的运行机制使得科研人员 

更愿意通过成果鉴定、评奖来实现个人的研 

究价值，而不愿申请专利，造成我们研究出 

的成果被外国人拿去申请专利的事例时有 

发生 。 

1．2 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 

我国搞市场经济已经十几年了，而科技 

成果管理仍沿袭计划经济的老套路，这有悖 

于市场经济提倡的公平竞争原则 ，具体表现 

为 ： 

(1)成果鉴定把关不严。成果鉴定应有 

其严格的程序和标准，藉以防止鱼目混珠。 

而 目前的成果鉴定随意性较大 ，从申请鉴定 

资格、审查鉴定材料、邀请鉴定专家到履行 

鉴定手续 ，都没有严格按照鉴定程序操作。 

就以鉴定专家组成为例 ，有的是项 目主持人 

找 自己认识的专家来鉴定，大家碍于面子 ， 

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不得不说好，使本应 

严格 、科学、审慎的鉴定会蜕变成关系会和 

赞美会 ，这样评出的 “国际领先”或 “国际先 

进”肯定大打折扣。 

(2)成果评奖走过场。成果评奖的目的 

是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推 

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是对科研 

人员进行激励的一种手段。因此，只有严格 

按标准评定 ，才能体现其客观公正性。而目 

前的做法是“矮子里拔长子”，在给定的成果 

里评出若干个不同等级的奖项，这就降低了 

成果奖的档次。虽然获奖成果较多，但拿不 

出在省内、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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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现阶段科技成果管理的对策 

2．1 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作用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服务于市场经济，国外几百年知识产权管理 

体制的发展历史和我国十几年专利法、著作 

法和商标法的实践都体现了知识产权管理 

制度在维护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竞争 、推动和 

保护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目前 ，知识产权 

保护 日趋国际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竞争 

中，仅获得高新技术成果是不够的，还必须 

取得包括本国在内的各缔约方的相关权利 

并得到保护，这样才能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 

争优势。就以专利权为例，专利作为知识产 

权的一种无形资产权 ，持有者有权得到授权 

国的法律保护。专利管理制度通过给发明创 

造者以专利权这种排他独占权，使专利权人 

可以凭此占领市场并得到丰厚的回报 ；不仅 

能收回研究开发付出的投入，而且还能获取 

继续发明创造的资金。没有专利权的发明创 

造，不论你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一旦 

受到侵害，哪个国家都无法给予保护。 

2．2 取消现行的成果鉴定制度 

由于现行的成果鉴定制度已没有存在 

的必要 ，它的继续存在将阻碍生产力的发 

展，上海已明令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 ，对 

科技成果的评价和认定可通过以下任一途 

径：①申请专利 ，由专利局进行审查做出结 

论 ；②由规定的专业技术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评定 ；③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得到评价和认 

可；④通过学术争鸣方式得到认可。随着成 

果鉴定制度的取消，有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也作相应的调整 ，如改变鉴定作为科技项 目 

的结题方式，使通过鉴定不再是申请科技奖 

励和列入国家优先资助计划的前提条件。可 

以预见 ，加入 WTO后我国科技成果鉴定制 

度必将逐步被专利制度所取代。 

2．3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 。高校必须建立面向 

市场的技术创新机制 ，运用知识产权的有利 

手段，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培育新生产力的生长点，提高技术创新 

水平和经济竞争力。为此必须制定一套行之 

有效的规章制度。有关的规章制度应包括： 

(1)制定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和管理 

办法。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和管理办法， 

用以规范和指导高校师生对知识产权保护 

活动的行为和具体工作的操作。它是知识产 

权保护的综合性章程 ，是供科技人员都能遵 

守的规则。 

(2)知识产权管理的人才培养。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是从法律上强有力保护科技成 

果的制度，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维护高校 

权益、加速市场竞争具有重要作用。要把知 

识产权保护作为知识更新、继续教育的重要 

内容，以营造一个人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 

良好环境，提高科技人员寻求知识产权保护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保障技术创新人员的合 

法权益。 

2．4 科技管理部门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 

职能 

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科技管理 

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对 

于要鉴定评审的可转化科技成果，部分创新 

性强的应先申请专利再进行评审鉴定。对那 

些向外单位提供的新技术、新产品应事先对 

有关技术和产品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办理 

法定的知识产权手续 ，使公有的科技成果在 

法律保护下转移，以保护学校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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