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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标；隹与专利之间的关系．if-在逐步发生变化。以GSM移动通讯标准为例，研究了标准与专 

利之间关系由冲突走向协调的演进过程，以及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Motorola公司专利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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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施技术标准 

化战略对于企业 的生存与发展 日趋重要。在 

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技术标准化战略思 

考以及如何将这种思考付诸行动，对企业而 

言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本文以GSM移 

动通讯标准为例，研究了标准与专利之间关 

系由冲突走向协调的演进过程，以及在其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 Motorola公司专利战略。这 

对于我国高科技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 

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专利战略选择都 

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 GSM 标准与专利关系的演进 

标准和专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标准追 

求公开性、普遍适用性，强调社会集体利益， 

并力求使社会能够以最小的成本集体使用 

该项技术。而专利则在法律上是一种具有较 

强排他性和绝对性的私有产权。专利持有人 

追求的是利用专利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 

法律也正是利用这种利益“引诱”来肯定和 

激励人们进行知识的探索和创新。标准和专 

利利益的互斥性，使得标准化组织在制定标 

准的时候一般都尽可能避免技术标准中包 

含专利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 

专利和标 准之 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一方 

面，在高新技术领域内制定技术标准时的公 

知技术越来越少，大多数研究或者技术成果 

都被申请了专利保护。巨大的专利数量以及 

专利技术的产业化速度加快，使得标准化组 

织不得不要同专利权人谈判，以将其专利技 

术作为标准技术使用。另一方面，专利持有 

人为 了能够利用标准来实现市场竞争 中的 

标准垄断，也会主动申请将专利技术作为标 

准技术。利益的一致性使得标准与专利关系 

越来越紧密，专利逐渐成为标准中一个不可 

或缺的部分 ： 

像大多数标准化组织一样，GSM标准组 

织在最初选定 GSM标准基础的时候，尽力 

避免标准里面涉及到专利等知识产权内容。 

但是随着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产品技术含 

量的增加，以及市场竞争的复杂多变，GSM 

标准组织(ETSI)开始意识到它所面临的是一 

个“全新的标准制定环境”，并不得不承认 ： 

作为一个高科技的移动通讯产业标准，GSM 

的发展将 “无法回避专利问题”。按照 GSM 

标准组织(ETSI)对于专利政策的不同，可以 

将 GSM标准和专利之间冲突和协调关系的 

演化过程划分为 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要求专利持有人进行“义 

务许可”(Compulsory Licensing)：所谓义务许 

可是指，如果某项技术是 GSM标准的必要 

专利，那么GSM标准组织(ETSI)要求专利持 

有人，有义务以标准化组织可以接受的条件 

将其专利许可给标准组织。专利义务许可机 

制使得 GSM标准组织fETSI)以及电信运营 

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专利技术，因此受 

到了那些没有较强的专利研发能力，但是又 

渴望专利技术的电信运营商的欢迎。但是， 

它在另一方面却严重损害了那些具有较多 

专利技术的电信没备供应商的利益 

第二个阶段：允许专利持有人保留“皇 

冠上的珍珠”。为了缓解由于专利义务许可 

所带来的与专利持有人之间的矛盾，GSM标 

准组织(ETSI)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允许专利 

持有人在专利义务许可时保留那些对他们 

至关重要，并且进行专利义务许可将可能严 

重损害他们利益的专利技术 人们形象地将 

这称为是“皇冠上的珍珠”例外原则：尽管 

“皇冠上的珍珠”例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标准与专利的关系，但是它在实施过程 

之中却遇到了现实的困难 如对于“皇冠上 

的珍珠”，由谁来进行判断?判断的权限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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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判断者是如何选拔产生的?复杂多变的 

现实情况使得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在上述现 

实情况的制约下，“皇冠上的珍珠”例外原则 

最后被取消了。 

第三个阶段：专利持有人的“默认许可” 

机制。“默认许可”机制规定：除非有特殊的 

情况发生，GSM标准中的专利持有人必须在 

公平、合理和非排他的情况下，自动将专利 

许可给标准化组织。“默认许可”机制还规 

定，如果专利持有人希望在标准之中拥有自 

己的专利权利， 须在标准开始制定的 l80 

天内将需要在标准中保留的专利及其附属 

权利情况及时通知给 GSM标准组织(ETSI) 

尽管“默认许可”机制为专利持有人提供了 

一 个申请保留自己专利权利的机会，但是这 

对于专利持有者来说却是不现实的。这主要 

是因为标准制定是一个漫长而且系统的过 

程，专利持有人无法在标准开始制定 l80天 

内就将标准中可能涉及的专利情况通知给 

GSM标准组织 (ETSI)。在各方的压力之下， 

GSM标准组织(ETSI)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默 

认许可”机制。 

第四个阶段：标准组织与专利持有人的 

关系开始缓和。GSM标准组织(ETSI)标准组 

织与专利持有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极大地 

制约了GsM标准的发展和市场开拓。为了 

缓和与专利持有人的矛盾和加速 GSM标准 

的制定，GSM标准组织(ETSI)在 l994年9月 

对“默认许可”机制进行了修改和变通：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专利持有人将会 

得到合理和公平的专利许可报酬。 一且意 

识到 GSM标准之中有自己的专利，专利持 

有人需要以合适的方式通知 GSM标准组织 

(ETSI)。 对于GSM标准需要的专利技术， 

GSM标准组织(ETSI)委员会将询问专利持有 

人是否愿意在～个公平、合理和非排它的情 

况下将专利技术许可给GSM标准组织(ET． 

SI)： 专利持有人可以选择不将其专利许br 

给GSM标准组织(ETSI)：如果没有其它的替 

代技术，GSM标准组织(ETSI)委员会将请求 

专利持有人修改他的不进行专利许叮的决 

定：如果此时专利持有人仍然坚持不进行专 

利许可，那么专利持有人需要将其原因告诉 

GSM标准组织(ETSI)委员会。然后，GSM标 

准组织(ETSI)委员会会将专利持有人的解释 

递交给GSM标准组织(ETSI)的顾问委员会。 

GSM标准组织(ETSI)对“默认许可”机 

制的修改和变通考虑和尊重了专利持有人 

的利益，促使 GSM标准组织(ETSI)和专利之 

间由对抗与冲突逐渐走向了协调。相应的， 

GSM标准之中的专利数量也得到了很快的 

增长：从2001开始，每年新增专利数均在 500 

项以上；而2004年 l～8月的专利数增加竞 

高达 l 056项。截止到 2004年8月7日，我 

们在GSM标准组织(ETS1)标准数据库的检 

索结果显示此时的 GSM标准包含有 3 635 

个专利。 

2 GSM 标准化中的 Motorola专利 

战略 

在 GSM标准化过程之中，Motorola公司 

有较强的专利保护意识 20世纪80年代，美 

国政府开始重视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越 

来越多的专利侵权案赔偿要求得到法院的 

支持。这极大地激发了Motorola公司的专利 

保护意识，并促使它积极制定能够凭借专利 

优势获取巨大专利收入的专利战略。具体而 

言，Motorola公司在GSM标准化中成功实施 

的专利战略有两个：一是促使GSM标准组 

织(ETSI)改变对专利的态度；二是组建了以 

其为主的联盟组织 。 

1987年．以欧洲电信运营商为主的 

GSM标准组织(ETSI)试图要求制造商提供全 

世界范围内免费使用专利许可证 ，Motorola 

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这些要求。因为在 GSM 

标准制定的最初阶段，当许多欧洲公司依照 

传统将其技术无偿转让给标准制定组织的 

时候，Motorola公司将许多GSM标准的关键 

技术申请了专利保护 此外，在参与欧洲 

GSM标准制定之前，Motorola公司就已经参 

与其它的通讯标准制定，如美国的D．AMPS 

移动通信系统。为了避免GSM标准的扩张 

影响其在其他地区的利益，Motorola公司反 

对 GSM标准组织(ETSI)试图要求制造商提 

供全世界范围内免费使用专利许可证。Mo． 

torola公司的行为激发了其他设备供应商的 

专利保护意识，并得到了一些电信设备商的 

默认和支持 在电信设备商的一片反对声 

中，电信运营商提出的两个要求最终以失败 

而告终：此后，电信运营商开始逐个同设备 

供应商进行谈判，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 

法：要求电信设备商以一个“公平、合理、无 

差异”的价格将所有专利许可给它们。为了 

维护在其他地区的利益，Motorola公司仍然 

坚持拒绝类似的协议。这使得 Motorola公司 

在欧洲市场丧失了一些电信运营商客户，但 

是却维护了其长远的专利利益。在Motorola 

公司领导下的这次专利权利纷争，是 GSM 

标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后，GSM 

标准的专利持有人开始质疑标准组织的“专 

利义务许可”机制，并迫使标准组织逐步考 

虑它们的专利权利和相关利益。 

Motoro|a公司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专利战 

略是联合 Nokia、Aleatel、Ericsson和 Siemens 

共同组建了一个联盟组织。当时，Motorola公 

司拥有 GSM中的27项专利技术，Nokia公 

司拥有 GSM 中的 19项专利技术，Alcatel公 

司拥有GSM中的 l4项专利技术：该专利联 

盟内的Ericsson虽然只有 3个专利，但是作 

为GSM技术标准的发起者，Ericsson具有很 

大的影响力 联盟 内的另外一个公司 

Siemens的GSM专利尽管也比较少，但它所 

具有的交换平台方面的优势正好弥补了 

Motorola公司的不足。Motorola联盟的成立 

为Motorola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首 

先 ，Motorola公 司免 费获 得 了其他公 司的 

GSM标准专利技术。在联盟内部 ，Motorola 

公司 可以和联盟内的其他公 司共享 GSM标 

准专利，以及所需要的其它相关专利技术。 

事隔 lO年，联盟这种专利共享的机制给Mo— 

torola公司带来的利益更为明显 截至2004 

年 8月 ，Nokia公 司拥有 GSM 中的 l 284项 

专利技术，Ericsson公司拥有GSM中的829 

项专利技术，而Motorola公司仅有 GSM中 

的379项专利技术。尽管 Motorola公司的专 

利拥有相对数量下降，但是凭借专利交叉许 

可机制却仍然可以得到Nokia、Ericsson等公 

司的专利许日r。第二，增强了Motorola公司 

与GSM标准化组织的谈判能力。在 1993 

年，GSM标准组织(ETSI)就专利持有人的“默 

认许可”机制进行表决时，联盟内5个公司 

按照 GSM标准组织(ETSI)的表决机制只具 

有 l2％表决权，尢法阻止该方案的通过：但 

是在专利“默认许可”机制具体实施过程之 

中，Motorola联盟成员的一致反对却对其最 

终的失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提高了 

Motorola公 的市场竞争能力：1994年以 

后，联盟控制了GSM设备生产的绝大多数 

专利，任何得不到该联盟专利许可的公司将 

无法进行设备生产。例如法国的Matra公司、 

丹麦的Dancall公司以及许多日本公司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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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许可证 ，而被排斥在通讯产品市场之 

外。特别的，一些日本公司因此大约推迟了6 

年的时间。对于联盟 以外那些获得全部许可 

证的企业而言，由于其专利使用费占到GSM 

手机成本的 29％，因而在移动通讯市场竞争 

中难以与联盟内的企业进行竞争。 

3 启示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技术标准化中 

的 Motorola公司专利战略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该案例对于我国高科技产业技术标准的 

制定，以及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发 

挥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启示之一：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标 

准制定 

在 GSM标准的制定过程之中，电信运 

营商和GSM标准组织(ETSI)分别从自身利 

益出发，企图要求 Motorola等设备运营商放 

弃其专利权利。然而，在Motorola等设备运 

营商的努力和坚持下，电信运营商和 GSM 

标准组织(ETSI)最终无奈地作出了妥协。随 

后，Motorola公司积极参与GSM标准制定和 

推广，并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这说 

明在专利 日益成为技术标准重要组成部分 

的今天，企业一方面要积极申请专利，同时 

在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之中更要善于维护 

自己的专利权利和合法利益。相比之下，我 

国企业对于标准化的意识不强，再加上技术 

研发能力太弱，企业在标准制订过程中的角 

色还未转变过来，始终处于被动执行的地 

位。 

启示之二：基于专利交叉许可的联盟在 

技术标准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Motorola公司联合 Nokia、Alcatel、Er— 

icsson和Siemens所共同组建的联盟。在维 

护专利持有公司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技术 

标准的推广过程之中都是积极的促进力量： 

在我国，该联盟在市场竞争中也取得了巨大 

成功 ，Motorola、Nokia、Alcatel、Ericsson和 Si— 

emens等都也早已经成为国人所熟悉的手机 

品牌。这对于我国企业的技术标准制定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以EVD为例，目前我国 

EVD核心技术及相关技术目前已获得 2O多 

项专利，初步形成了强有力的专利保护网。 

为了降低因为与DVD的兼容而产生的专利 

费用问题，EVD企业完全可以与 DVD的专 

利所有人实现“交叉许可”，也就是用我们的 

EVD专利换取他们DVD的专利。如此一来， 

就可以避免了如某些媒体所报道的企业生 

产每台 EVD依然需要缴纳几十美元的专利 

费用的问题。 

启示之三：技术标准的开放性对于标准 

的推广有重要意义。 

GSM标准就是一个开放的标准，其专利 

不仅来自于欧洲各国的不同公司，而且还来 

自于 Motorola等美国公司。标准的开放性使 

得该标准具有较强的技术包容性。这一方面 

可以将世界范围内优秀的技术吸收到标准 

中来：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该标准更好地在 

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我国的TD—SCDMA标 

准成为国际电信联盟承认的国际标准之一， 

但是该产业联盟包括的主要是我国的相关 

企业。事实上，在 TD—SCDMA技术标准之中， 

我国的大唐电信占有7-3％的专利，而 Nokia 

占有32％的专利，Ericsson占有23％的专利， 

Siemens占有 l1％的专利 ，Qualcomm 占有 

2％的专利，其它的公司占有23％的专利。因 

此，我国的标准制定应该根据移动通信标准 

化的广泛国际性和全球统一性 ，进一步增强 

其开放性，并使其成为全球标准的合理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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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Strategy in the Standard-Setting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has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dard and paten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vement process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dard and patent with the case of 

GSM．Also，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atent strategy of Motorola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 

volvement process．The GSM case is helpful f0r US to underst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realize role of firm’S patent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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