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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软件产业概况

软件产业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在促进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上世

纪90年代以来，我国软件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产业规模

迅速扩大，技术创新水平有所提高，骨 干 企 业 不 断成 长，
产业体系初步建立。 中国软件业从构成上主要由软件产

品、软件服务及系统集成三部分组成。 2008年中国软件产

业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 572.9亿元，其中，软件产品是软件

业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2008年销售收入达3 165.8亿元，
占软件产业总收入的41.8%；其 次 是 系 统集 成，当 年 销 售

额为1 616.4亿元，占软件产业总收入的21.3％；余下的软件

技术服务、嵌入式系统软件和IC设计分别占软件产业总收

入的19.2％、14.8％和2.9％［1］。 衡量一个产业技术创新水平

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明专利拥有量。 因此，对于我国软

件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态势、申请人构成以及主要技术领域

进行分析，对于衡量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水平和自主创新能

力及其与跨国企业相比所处的地位和差距， 具有重要意

义。

2 中国软件产业专利申请行为分析

2.1 数据来源及专利检索方法

关于软件专利数据分析， 国内外已经存在一些研究。
根据对软件专利赋予不同的定义，如“计算机相关专利”、
“算法专利”、“计算机执行的专利”等，界定的软件专利范

围不同，专利检索式的构造、检索途径、分析方法也存在着

差异。 软件技术的应用领域涉及各行各业，如果仅仅依托

关键词在所有行业进行检索， 不仅其精准度尚待考量，检

索所得的数据能否体现软件业的专利态势， 也还值得商

榷。
因此， 本文选用关键词和IPC分类号相结合的方法来

构造 检 索 式。 按 照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划分标准 ［2］，将软件业归入信

息和通信技术（ICT）服务业进行分析，以求充分反映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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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软 件 专 利 的 总 体 情 况 。 采 用 《OECD专 利 统 计 纲 要

（2008）》［3］ 中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联合发布的ICT产

业所涉及的IPC分类号和关键词“software”、“computer pro-
gram”、“algorithm”， 在德温特世界专利创新索引数据库中

对中国软件专利进行检索， 最后检索时间为2009年8月18
日。

2.2 中国软件产业专利申请态势分析

通过对中国软件产业1990—2008年软件专利申请量

进行检索分析，绘制出中国软件发明专利年申请量和中国

发明专利年申请总量 ［4］对比图，如图1所示。

图1 1990年-2008年中国软件发明专利年申请量和

发明专利年申请总量对比

中国专利法实施初期，中国专利局对涉及计算机程序

的相关发明授予专利保护的条件相当苛刻。1993年之前遵

循的《审查指南（1986）》规定，一件含有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申请专利，其必要条件是计算机硬件必须因为该程序而有

所变化。 例如，如果计算机程序对硬件设备起到了改进或

控制的作用，或者对技术方法作出了改进，那么该计算机

程序和设备、方法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就具有可专利性。在

当时，一般在工业实践中应用的绝大部分含有计算机程序

的发明专利都很难达到上述要求。 因此，1993年之前中国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相当少，年申请量不到

100件，约占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0.5％。
随 着1993年 中 国 专 利 法 及 其 实 施 细 则 的 修 改 和 实

施 ［5，6］， 中国专利局也修改了审查指南并于1993年4月1日

颁布。 《审查指南（1993）》放宽了对含有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专利保护的条件限制，不再将“程序导致硬件的变化”作为

包含程序的发明获得专利权的前提。一件含有计算机程序

的发明专利申请， 只要该发明的主题能够产生技术效果，
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就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
审查指南的这一突破性发展，使得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

专利申请量逐渐增多，2000年突破了1 000件，占当年发明

专利申请总量的2.19%。
为了配合2001年中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第二次

修订实施 ［7，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再次修改

了审查指南， 并于2001年10月18日公布实施。 《审查指南

（2001）》对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标准没

有明显改变，基本上保持原来的立场。 但随着中国软件业

的蓬勃发展，2000—2005年，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

申请量仍旧保持着平均每年53.7%的高增长率，2006年由

于审查指南进行了再次修改 ［9］，对与软件专利申请相关的

一些重要审查原则作了较大的修正 ［10］，且专利法第三次修

改也开始进行，不太稳定的法律环境使得有些企业持观望

态度，软件专利申请量出现小的波动，但是2007年开始又

继续保持高速上升的势头。
2.3 中国软件产业专利权人构成分析

软件专利权人的专利拥有量可以直接反映软件企业

专利申请行为的活跃程度。本文对1990—2008年获得授权

的59 755件中国软件专利的专利权人构成进行了分析，发

现中国软件专利申请行为与企业的规模非常相关。绝大多

数专利是由极少数大型跨国企业申请的，中小软件企业和

独立软件研发者的专利申请量仅占到中国软件专利申请

总量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表1显示的是拥有中国软件专

利总量排名前10的企业。

排名 申请人 软件专利拥有量

1 IBM 4 804

2 飞利浦 3 714

3 索尼 2 980

4 三星 2 106

5 微软 2 021

6 诺基亚 1 864

7 佳能 1 734

8 松下 1 364

9 中兴 868

10 英特尔 842

表1 中国软件专利拥有量TOP10企业

数据显示， 中国软件专利拥有量排名前10的企业，一

共 拥 有 软 件 专 利 22 297 件 ， 占 中 国 软 件 专 利 总 量 的

37.31％，这10家企业都是雇员人数过万的跨国企业。通过进

一步分析，发现1990—2008年间中国软件专利申请100件以

上（含100件）的企业共有113家，共申请软件专利48 206件，
占软件专利申请量总数的80.67％。由此可见中国软件专利

分布高度集中，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状态。 绝大多数

软件专利是由很小一部分跨国企业拥有的， 相比之下，占

中国软件业绝大多数的中小软件企业拥有的软件专利占

中国软件专利总量的比例微乎其微。
此外，从表1中不难看出，在中国软件专利拥有量排名

前10的企业中，中国本土企业只有1家，即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其余9家全部是国外跨国企业。 其中，美国和日本

的企业最多，共有6家。 由此可见，中国大部分软件专利实

质上掌握在国外企业特别是美日跨国企业的手中。
为了了解中国本土软件业的专利拥有情况和技术创

新能力， 我们对中国软件专利拥有量超过200件的企业的

国别进行了分析。 中国软件专利拥有量超过200件的企业

共46家，拥有占总量62.46％的软件专利。 这46家企业中中

国企业仅有5家 （如表2所示）， 拥有占中国软件专利总量

5.50％的软 件 专 利， 美 国 和 日 本 的企 业 共 有26家， 拥 有

36.16％的中国软件专利， 其余的由欧洲国家及加拿大、韩

国企业拥有。 由此可以推测，超过一半的中国软件专利掌

握在其它国家企业，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企业的手中。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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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温特手工编码 技术领域 专利布局最密集 TOP5 企业 专利量百分比

T01-S03 软件产品 IBM、索尼、飞利浦、微软、三星 33.37%

W01-C01D3C 便携式/掌上设备 GOLDSTAR、三星、松下、索尼、NEC 24.20%

W01-B05A1A 蜂窝电话 华为、爱立信、诺基亚、QCOM、三星 37.65%

W01-A03B 信息包传输 华为、中兴、三星、爱立信、诺基亚 36.77%

T01-D01 数据编解码 松下、华为、索尼、飞利浦、中星微电子 21.24%

T01-J10D 图像数字化/编码/压缩 三星、飞利浦、索尼、松下、THOMSON 33.01%

W01-A06G2 储存和转送开关 华为、中兴、爱立信、三星、诺基亚 36.75%

T01-N01D 数据传送 华为、中兴、IBM、三星 QCOM 21.82%

T01-J05B4P 数据库应用软件 中兴、华为、中星微电子、IBM、上海精密光学研究所 20.00%

T01-J08A 装置支持处理 三星、GOLDSTAR、飞利浦、索尼、松下 18.40%

表3 中国软件专利最集中的10个技术领域及专利布局密集企业

方面，中国软件市场在国际软件贸易中的核心地位由此也

可见一斑，中国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软件企业的重要

目标市场。 但是，中国本土软件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比起其

它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
表2 中国软件专利拥有量超过200件的中国企业

中国软件专利

拥有量排名
专利权人

软件专利拥有量

（件）

9 中兴 868

17 华为 670

20 中星微电子 640

21 英业达（台湾） 626

23 海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84

通过对表2分析发现， 中国软件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

与企业性质也具有一定的关系。表2中5家中国企业全部同

传统商业和制造业有密切联系，如电子技术、通讯、机械制

造，而以软件开发为主要经营目的的企业根本没有。 主要

原因有二：其一，以软件开发为主要目的的纯软件企业绝

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无论从企业财力还是从所掌握的技

术来看都相对较弱，专利拥有量难以位居前列；其二，基于

中国的法律环境， 软件和计算机程序本身不具有可专利

性，因此，以生产纯软件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企业，其产

品和技术很难获得专利权，软件专利申请量少也是情理之

中的事情。
2.4 中国软件专利的技术分布

为了解中国软件专利的技术分布情况，我们对1990—
2008年获得授权的59 755件中国软件专利所属的技术领

域进行分析。通过德温特手工代码对这些专利的创新点所

在技术领域分布进行分类统计 ， 发现中国软件专利发明

点， 亦即创新最为集中的十大技术领域为数字计算机、电

话和数据传输系统、广播/无线电和线路传输系统、音频/视
频记录装置和系统、计算机外围设备、电视和收音机接收

装置、处理和机器控制、数据记录、电子摄影和摄像、半导

体材料和加工，这些领域分布的专利量达到中国软件专利

总量的95.27％。 其中，数字计算机领域的软件专利量超过

中国软件专利总量的一半，达到63.13％，电话和数据传输

系统占15.33％。
对于软件专利的发明点进一步细分，筛选出中国软件

专利最集中的10项技术，并挖掘出在各项技术中专利布局

最密集的5家企业和它们拥有的专利量占该领域专利总量

的百分比，如表3所示。

3 结论

通过对中国软件产业专利申请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

软件业专利申请行为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中国软件业专利拥有量两极分化的情况较为突出。 绝

大多数软件专利是由极少数大型跨国企业申请的， 中小软件

企业和独立软件研发者的专利申请量仅占到中国软件专利申

请总量极小的一部分， 说明中国软件专利申请行为与企业的

规模高度相关。
（2）中国软件专利申请行为与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息

息相关。以嵌入式软件等与硬件相结合的软件为主要产品

的企业，较之以应用软件和客户定制软件为主要产品的企

业，其申请专利的可能性更大。
（3）通过对1990—2008年中国软件专利数据的动态分

析，发现中国软件业的专利申请行为与软件专利相关法律

环境变化存在着内在联系。
（4）超过一半的中国软件专利掌握在其它国家企业，特别

是美国和日本企业的手中，中国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软

件企业的重要目标市场。 中国本土软件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

其它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5）中国软件专利创新最为集中的技术领域为数字计

算机、电话和数据传输系统，在专利布局最为密集的10项

技术中，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企业最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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