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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生物技术领域建立强大的专利战略，对提升生物技术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分析

我国生物技术专利发展趋势和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浙江 48 家生物技术企业的 124 项发明专利和浙江 5 所高

等院校的 70 项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的实证研究，对生物技术专利的创造、管理、运用等方面的状况进行剖析，

指出生物技术企业在专利战略与技术创新协同、专利战略管理水平、专利战略综合运用能力等方面亟需改

善和提高。认为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应当与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市场创新战略和经营管理战略密切结合，

协同发展，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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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是企业为获取与保持市场竞争

优势，激励专利创造、专利保护和专利转化与运用并谋取

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

策略与手段。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

战，其中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

产品依然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对这一问题的应对和解

决直接落在自主创新和专利战略两大发展要素上。因此加

强对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的研究，深入分析影响生物技

术企业专利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对提升生物技术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浙江作为生物技术产

业的生力军，近年来利用活跃的民营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优

势，在积极发展生物制药、加快推进中药现代化和农业生

物工程技术产业化等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因此，基于

浙江数据的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1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研究述评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依赖于不断深入和扩大的生物技

术研发，生物技术研发具有多学科协作、投资大、风险高、

周期长等特点，需要完善的专利制度为其提供支持与保障，

这就决定了在现代生物技术领域建立强大的专利战略是至

关重要的［1］。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人们关于生物技术

的许多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专利法通过对“三性”

标准要求的宽泛解释，已基本使生命物质的可专利性问题

得到解决，从而在生物技术的法律保护上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2］。专利权保护在生物技术企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专利权保护的局限性也同样是有目共睹的［3］。例如“围

绕发明”等问题限制了生物技术在基因信息技术领域的发

展。这也使生物技术企业不得不考虑其它形式的专利保护，

如技术秘密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专利权保护的局限

性。此外，在生物信息和生物芯片领域，针对由道德问题

产生的对基因序列专利申请的不利环境，可以通过版权、

商标、商业秘密等对核心技术进行进攻性的组合保护［1］。

另外，由于生物技术发展阶段多，开发周期长(如生物医药

产品一般需要 8 年)，将大大消耗专利的保护期。例如在 FDA

批准上市的重组蛋白生物技术药物中，除新一代突变体产

品，如胰岛素突变体、EPO 突变体外，几乎所有药物的基

因序列和蛋白质序列都已过专利保护期。由此可见，现代

生物技术更加依赖综合性的专利保护，企业只有通过组合

专利创造模式，加强专利管理和运用，将专利战略与技术

战略协同发展，才能保证产品和技术的市场竞争力。 

国外对企业专利战略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时间。相关

研究表明，企业专利战略对技术创新绩效改进具有明显的

推动作用。Samson［4］认为专利的真正价值是企业利用它作

为企业战略——资产增值、研究开发和企业发展整体营销

战略的一部分。Arahi［5］认为专利战略管理能提升企业在市

场中的竞争优势。Dan McCurdy 和 Marshall phelps［6］论述

了专利的许可战略和许可能力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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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在 针 对 生 物 技 术 企 业 的 专 利 战 略 研 究 中 ， Dennis 

Fernandez 和 Mary Chow 提出，由于研究突破性的药品和基

因治疗，以及进行生物传感器和其它医疗系统的研发有着

巨大的金钱和时间效益。因此，在生物技术领域，一个强

大的专利保护战略是至关重要的［1］。他们提出每个不同的

生物技术领域应该开发不同的专利战略，通常涉足一个或

多个领域的公司应该采用综合策略。另外，在用以保护核

心技术的防守性战略之外，还应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

包括对正在形成的标准和竞争者所关注的焦点的分析，从

而能够获得竞争优势或与其它专利持有者之间交换使用对

方产品。余翔、黎微指出：美国生物技术企业借助其技术

的领先优势，倾向于通过专利贸易占领市场，通过技术标

准、专利联盟、基本专利与专利网相结合的战略扩大市场

占 有 率 ［ 7 ］ 。 例 如 全 球 最 大 的 DNA 芯 片 开 发 制 造 商

Affymetrix 公司通过申请的 243 项专利，构建了严密的专利

网，有效地阻止了竞争对手。生物芯片 Celera 公司通过实

施专利共享战略，迅速扩张 ESP、SNP 数据库，目前该公

司和其合作伙伴已获得了上亿美元的数据库使用费。中小

型的蛋白质生物芯片公司 Zyomyx 则通过交叉许可战略获

得市场竞争优势。但我国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的研究仍

处于探索阶段，在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同时，还需要

从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专

利管理的现实入手，有针对性地优化专利战略。 

2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实施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本研究结合企业专利战略的创造、管理、运用等方面，

在分析我国生物技术发展趋势和特点的基础上，重点结合

浙江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实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

剖析，旨在分析影响企业专利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为企

业专利战略的推进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法和策略。研究重点

调查了浙江 48 家生物技术企业的专利战略实施状况，并抽

样调查了 2001—2006 年这些企业已授权的 124 项发明专利

的实施状况，同时比较了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 5 所高等院

校的 70 项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的实施状况。其中被调查企业

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生物诊断技术、中医药技术、农业

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企业类型为私营控股占 63%、港澳

台商控股占 13%、国有控股占 10%、集体控股占 8%、外资

控股占 6%。企业规模为小型企业占 46%、中型企业占 44%、

大型企业占 10%。 

2.1 生物技术专利申请和实施的现状及问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在国家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下，我国的生物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生物技术专利持续快速增长，但研发主体以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为主 

根据国家专利局的统计，1997—2006 年有关生物技术的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从 1997 年的 

1 161 件增长到 2003 年最多时的 3 839 件，增长了近 3.3 倍。

其中，国内申请为 15 589 件，占 63%，多于国外来华申请量。

上海和北京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其次是江苏，广东、浙江等

省份［8］。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生物技术得到了

较为快速的发展，而浙江的生物技术发展也具有一定的领先

优势。 

但与国外企业是发明专利申请的主体不同，国内生物

技术领域的研发主体以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主，而且所

占比重逐年上升。截至 2006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生物技术

的国内申请人主要以大专院校(占 31%)和科研机构(占 26%)

为主，企业申请人排在第三位(占 25%)，最后为个人申请(占

17%)［8］。在大学与科研院所申请人中，复旦大学的专利申

请量最多，其次是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由此可见，近六成的生物技术专利申请集中在大专院校与

科研单位手中，企业所占的比重不足三成。这表明，一方

面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在生物技术领域研发非常活跃，另

一方面则反映出我国目前生物技术专利的产业化水平尚待

提高。 

2.1.2 生物技术专利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对企业

专利战略的引导 

对生物技术专利产业化水平的研究还可以通过发明专

利的实施情况和获得的市场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对浙江 48

家生物技术企业的 124 项发明专利和 70 项包括浙江大学在

内的 5 所高等院校的发明专利的实施率和获得的市场收益

展开调查。调查显示，生物技术企业发明专利有 71%已经

实施，而高等院校生物技术发明专利实施率只有 37%。对

已实施发明专利获得市场收益的调查显示，企业专利获得

收益在 100 万元以上的占 66%，高等院校专利获得收益在

100 万元以下的占 86%(见表 1)。对专利没有实施的原因调

查显示，除部分专利是因为实施时机未到外，主要是因为

与投资方或生产企业谈不拢，或是联系不到投资方，或是

生产企业没有实施能力等，还有部分是因为专利存在法律

纠纷。这些实证一方面说明加强专利技术交易转化平台建

设对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企

业需要提升专利市场化运作能力，而加强对生物技术企业

专利战略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2.2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实施的现状及问题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实施状况调查包括企业专利战

略规划状况、企业专利管理状况、企业专利研发状况、企

业专利综合运用状况等内容。 

2.2.1 生物技术企业的专利战略意识逐步增强，但战略管理

手段还需更加多样化 

对 48 家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规划及基本情况的调查

包括制定专利战略规划的情况、专利战略的重点、专利战略

内容等(见表 2)。对企业专利管理状况的调查包括相关机构

的组成情况、制度建设、运行机制等内容(见表 3)。调查显

示，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意识逐步增强，制定专利战略规

划的企业占多数，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是专利和技术秘

密的创造与保护。企业内部专利的管理状况主要体现在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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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建立管理制度和鼓励员工创新。这些实证说明专

利战略管理在生物技术企业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但目前还停

留在制度建设层面，对专利内部管理、交易与投资方面的战

略缺乏规划，专利战略管理手段亟需进一步多样化。 

表 1 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的实施情况及市场收益 

专利实施及效益 
发明专利

数(项) 
实施率 

(%) 

生物技术发明专利实施获得的市场收益所占的比率(%)  

10万元及

以下 

10~50万元 
(含50万元) 

50~100万元 
(含100万元) 

100~500万元
(含500万元) 

500万元

以上 
不清楚 

企业 124 71 18 9 7 25 41 0 

高等院校 70 37 10 24 24 28 8 6 

表 2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实施基本状况 

实施状况 

专利战略规划比例(%) 专利战略重点比例(%) 知识产战略内容比例(%) 

没

有 
1–2年 3–5年 

5年 

以上 
专利 商标 

技术 

秘密 

其

它 

创造与 

申请 

管理和 

运用 

控制预防

流失 
投资与交易 

企业 20 33 30 17 65 27 31 10 35 25 20 14 

表 3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管理和专利综合运用状况 

专利管理和综合

运用 

专利管理状况所占比例(%) 专利战略运用状况所占比例(%) 

主要领导

负责 

独立的专利

部门 

专利管理

制度 

开展专利培

训 

劳动合同中有

专利协议 

建立专利

预见制度 

与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合作 

与其它企业建

立专利联盟 

专利制度与

标准体系 

结合 

企业 92 58 96 79 77 35 62 17 58 

2.2.2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研发质量有待提升，专利战略与技

术创新战略的协同还需加强 

表 4 和表 5 是企业和高等院校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的

研发时间、研发成本、研发方式、创新类型的比较数据。

从专利的研发时间分析(见表 4) ，企业 51%的专利研发时

间在 1~3 年，在 3 年以上的占 41%；高等院校 60%的专利

研发时间在 1~3 年，但在 1 年以下的有 28%，3 年以上的

仅占 12%。这说明生物技术的研发效率普遍得到了提升，

其中企业专利的研发时间略高于高等院校的专利研发时

间，但高等院校专利研发时间过于短效会引发对专利质量

的质疑。研究通过继续分析各专利研发成本的数据显示(见

表 4)，企业有 48%的专利研发成本在 30 万元以上，而高等

院校有 76%的专利研发成本在 30 万元以下。这说明所调查

的生物专利的研发成本投入普遍不高，但企业的研发成本

投入显著高于高等院校的研发成本投入。再从专利的创新

类型分析(见表 5)，属于原始创新的企业专利只有 28.32%，

大量为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而高等院校有 73%的

专利属于原始创新。从专利研发方式分析(见表 5)，61%的

企业专利和 69%的高校专利均是自行研发，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之间还缺乏积极的合作。这些实证说明，被

调查生物技术企业的专利质量有待提高，企业专利战略应

与技术创新战略协同发展，促进企业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真正将知识产权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而

高等院校的专利由于缺乏资金和有针对性的市场研发，也

导致专利研发质量不高。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企业综合

利用各种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加

强产学研合作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实现生物技

术专利有效转化和扩散的重要途径之一。 

2.2.3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实施策略亟待优化，企业的专利战

略综合运用能力有待提高 

对生物技术企业综合运用专利能力的调查主要通过专

利策略实施内容和适用程度来反映(见表 6)。调查显示，在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实施策略的运用中，虽然注重专利文献跟

踪，但只有 1/3 的企业建立了专利预见制度，仅有 16.67%的

企业关注专利联盟的建立，很少有企业使用专利转让、许可

证贸易或交叉许可的策略。有 58.33%的企业意识到专利制度

与技术标准体系结合的重要性，但在具体专利策略选择上缺

乏实践。在开展合作研发的企业中，对建立合作初期的专利

确认和协议保护制度，以及运作阶段的专利资源使用、保护

和专利归属等制度建设有一定的认识，但对结题阶段专利资

源的使用、保护和专利归属的相关制度建设缺乏关注。这些

实证说明，生物技术企业综合运用专利的策略和手段还需要

改善。企业需要培养“运营”专利的意识，将专利与产品生产

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等企业经营管理内容相结合，完善在产、

学研合作方面的专利制度建设，优化专利策略类型，综合运

用各种手段来保护和利用专利。 

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在生命科学研

究和生物技术创新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发明的创造性和

申请的质量与国外相比差距仍较大，专利成果的产业水平化

还有待提高，企业在专利综合运用和保护方面的能力仍比较

欠缺。因此，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加强对专利成果的综合运

用，促进专利成果产业化是当下生物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主 

表 4 生物技术企业和高等院校发明专利的研发时间和研发成本比较 

专利权人 

类型 

研发时间所占比例(%) 研发成本所占比例(%) 

1年及

以下 

1~3年 
(含3年) 

3~5年
(含5年) 

5年以

上 

5万元及

以下 

5~10万元
(含10万

元) 

10~30万

元(含30万

元) 

30~50万

元(含50

万元) 

50~500万

元(含500万

元) 

500万

以上 

不清

楚 

企业 8 51 31 10 7 7 15 13 22 13 23 

高等院校 2 60 11 1 24 29 23 16 6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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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生物技术企业和高等院校发明专利的研发方式和创新类型比较 

专利权人 

类型 

研发方式所占比例(%) 创新类型所占比例(%) 

自行

研发 

合作研发 

不清楚 原始创新 
集成创

新 

消化吸收 

再创新 
不清楚 

与企业 
与高等

院校 

与科研

单位 

与国外

机构 

与多方

合作 

企业 61 2 16 18 2 1 0 38 48 13 1 

高等院校 69 11 7 6 0 6 1 73 20 6 1 

表 6 生物技术企业各种专利策略运用适用程度 

程度类别 很符合 较符合 基本符合 完全不符合 

策略类型 

1.基本专利 

 
2.专利保护 

1.商业秘密 

2.技术秘密 

3.专利布局 

4.专利文献跟踪 

5.与商标结合 

1.专利网 

2.技术文献公开 

3.专利合作研发 

4.专利申请布局 

5.关注专利域外效力 

6．注重专利法律法规 

1.专利转让 

2.专利许可证贸易 

3.专利交叉许可 

4.与标准结合 

题。在知识产权日益重要的今天，只有不断加强生物技术企

业专利战略的管理和运营，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

产品，我国生物技术企业才能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浪潮中

求得生存和发展。 

3 生物技术企业推进专利战略实施的具体

策略 

3.1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应与技术创新战略紧密结合 

调查显示，以中小型和私营企业为主的浙江生物技术

企业的专利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这与企业发明专利质量

不高，企业缺乏专利战略与技术创新战略的协同规划和运

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推进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的实

施，必须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础，专利战略应与技术

创新战略协同发展。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专利策略的组合

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例如企业可以利用专利保护研发

平台，不仅对核心技术，还要对关联技术进行改进，实现

平台产品的持续创新，最终使创新产品利润最大化。企业

还要善于运用专利情报和专利文献策略，积极开展专利调

查，掌握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技术预见，为专利的

申请和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积极探

索和完善各种用于支撑技术创新战略的专利战略。其中生

物技术企业尤其应该关注产学研合作中的专利战略运用，

在利用相关专利法、合同法等法律来保证合作顺利进行的

同时，有必要在专利战略中建立“知识联盟”，使知识资源

内部化，进而获得更大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 

3.2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应与市场战略紧密结合 

调查显示，专利和技术流转市场不发达、企业与高等

院校间的技术合作关系不紧密、专利实施方式单一等问题

是阻碍生物技术专利成果转化的主要原因。而企业实施专

利战略的目的就在于协调技术创新成果扩散，将丰富的技

术创新潜力转化为知识产权资源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因

此，生物技术企业的专利战略还需要和市场战略紧密结合，

引导企业从技术、市场和法律的三维坐标出发，决定企业

的研究开发路线，把握技术竞争主动权。因此，促进专利

技术交易平台建设，加强企业综合运用专利战略的能力，

成为推进企业专利战略与市场战略结合的重要内容。例如

生物技术企业可通过专利先行战略，利用专利池、专利丛

林等组合专利来严密保护支持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为

进入目标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企业可以通过交叉许可战

略、专利转让战略等方式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企业还可

以通过建立专利战略联盟，实施专利标准化，促进本企业

专利纳入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者融入国际技术标准，使

其技术优势不仅转化为产品优势，而且形成产业优势等方

式，谋求对未来市场的持续垄断。另外，企业在实施投资

行为之前，开展专利技术评估和价值评估也是非常重要的。 

3.3 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与企业经营管理战略要紧密结合 

研究表明，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在技术进步和专利申请

方面虽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专利质量参差不齐、专利制

度不够完善、专利战略管理能力有待提升是摆在面前的现

实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应对和解决直接落在自主创新和专

利战略两大发展要素上。自主创新是专利战略的出发点和

根本目的，专利战略则为自主创新提供扎实的运行基础和

动力，只有通过完善的专利战略管理体系，自主创新才能

具有更好的投入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将科技成果优势转

化为市场优势。因此，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的实施还必

须和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紧密结合，从提高企业专利战略的

综合管理水平出发，通过机构、制度和人员培养的不断完

善，加强企业专利战略的综合运用能力。此外，企业还需

要运用战略管理的思想，通过切实分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专利价值和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逐步优化企业专利

战略类型，构建动态的专利战略组合模式。例如生物技术

比较优势不明显的企业可以实施以防御为主的专利组合策

略，如我国的生物医药技术企业、生物能源工程企业、农

业生物技术企业等。生物技术领先企业可以实施攻守兼备

型或以进攻为主的专利组合策略，例如我国的中成药技术

企业、基因工程技术企业等。 

推进生物技术企业专利战略是与企业技术创新战略、

市场创新战略和经营管理战略密切结合的系统工程，三者

之间只有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才能使企业获得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