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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的影响
—基于浙江的调研

张　勇，宋明顺

（中国计量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文章以企业家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的影响为切入点，运用浙江省专利调研数据，将企业家专利意识，特

别是有效的专利意识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企业经济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各调研地区企业家专利意识对

企业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专利意识总体上较高，但有效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是很大

等问题。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结合各地区企业家专利意识的政策性因素分析，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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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合理

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正确的制定知识产权战略、

恰到好处的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已成为维护国家利

益和经济安全的强大武器。作为在促进社会经济

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业，其知识产权的运行情况，

特别是企业家专利意识对整个企业经济的提升至

关重要。

经济学家 Ｇｉｎａｒｔｅ和 ｐａｒｋ［１］（１９９７）研究１１０
个国家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之间的专利保护水平差别，
提出专利保护水平存在临界效应，其间接的促进

经济发展。之后，ＫｅｉｔｈＥＭａｓｋｕｓ［２］（２００６）；Ｒｏｄ
Ｆａｌｖｅｙ，Ｄａｖｉｄ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ＮｅｉｌＦｏｓｔｅｒ［３］（２００６）等
对专利保护水平对企业经济的发展进行相应的分

析。ＡｌｅｘＣｏａｄ，ＲｅｋｈａＲａｏ［４］（２００６）研究发现创
新对市场的影响是根据市场价值的分配而变化

的。对于那些 Ｔｏｂｉｎ’ｑ值高的企业来说，市场价
值对创新活动是很敏感的，反之则小。ＰｅｔｅｒＫ
Ｙｕ［５］（２００７）通过对中国内部推力、外部压力以及
地方相关利益者的发展的分析，指出强有力的知

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减缓中国经济的进步。Ｗｕｒｙ
ａｎＡｎｄａｙａｎｉ［６］（２００８）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与公司
绩效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公众所拥有的知识

产权将会限制公司的绩效的增长。张平［９］

（２００９）通过对大企业发明专利的实证调查和分
析，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国民经济发展并不

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宋亚勋、徐君义［１０］（２００６）则从知识产权文化
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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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有：许春明、单晓

光［１４］（２００７）；曲建忠、张红霞［１１］（２００５），叶留娟、
赵有广［１２］（２００８）等。周竹南，郑明［１３］（２００８）认
为亚太地区较富裕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和目的有

明显的相同之处，但在农业的相对优势上却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在注重农业的

食品安全、鼓励采用生物工程技术，学习美国对基

因技术授予专利的做法，以提升自身知识产权的

能力与地位。

姜彩楼［１５］（２００８）选取１９８７－２００４年时间序
列数据，分析得出了专利产出和 ＧＤＰ之间存在协
整关系，经济增长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强度相对较

大，而专利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弱。

同样，盛安平［１６］（２００９）；张炜［１８］（２００９）等也有相
关论述。张传杰、冯春晓［１７］（２００９）的研究认为企
业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

产出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和显著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
庄子银［１９］（２００７）在其文章中将企业家的模

仿活动纳入到内生经济增长，得出拥有较多的企

业家的经济会有更高的增长率。Ｂａｕｍｏｌ［７］

（１９９０）；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ａｎｄＮｏｏｒｄｅｒｈａｖｅｎ［８］（２００４）；
李宏彬等［２０］（２００９）利用相关数据分析得出企业
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且这种正效应是因果性的，即企业家精神促进了

经济增长。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知识产权对企业经济的影

响研究来看，有对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发展宏观的

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

的效应分析，也有从部门或者省际、国别层面实证

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触及企业家的专利

意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却很少，而且

少量的相关研究也是停留在定性层面，缺乏相应

的定量分析以及实证数据支持。基于这种现状，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浙江省８６３①

家规模及以上企业的１８８９项授权发明专利进行
调研，并对影响企业家的专利意识的因素进行定

量分析，建立了政策分析的评价模型。围绕影响

企业家专利意识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以此为

切入点，分析这些因素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家的影

响程度与作用效果，从而为提出合理有效专利激

励政策提供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依据。

２　影响企业家专利意识的相关因素
分析

２１　调研企业专利的基本情况
企业专利研发情况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

析：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研发

的投入资金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研发该项专利

所耗费的时间和专利研发成本分析。调查发现：

（１）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从业人员数量
分布有待改进。

研发人员与企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主要分布在

５％～２０％之间。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人数１０％
及以下的有４２５家，占４９％；１０％至２０％的企业
有２５２家，占２９％；２０％至５０％的企业有１３４家，
占１６％；５０％以上的企业有３７家，占４％；另有
１５家不清楚，占２％。

（２）研发的投入资金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尚
需提高。

本次调查的８６３家企业，总体上来说，研发投
入占企业销售额的比率在 １０％以下。其中有
４４％的企业２００８年研发投入资金占销售额５％
以下，３５％的企业在 ５％ ～１０％；１３％的企业在
１０％～２０％；有７％的企业在２０％以上；另外１％
的企业不清楚其研发投入资金。

（３）研发该项专利所耗费的时间较短。
就研发时间而言，１８８９项授权专利的研发时

间集中在半年到 １年之间（占授权专利总量的
４０％），其次是在 １～３年（占授权专利总量的
３４％），其他时间分布专利数量较少，说明浙江省
企业授权专利的研发时间部分属于短期研发，部

分属于中长期的研发。而实施这些专利的时间起

点却主要是申请后授权前。其中，申请后授权前

占６１％，申请前占３６％，授权后占１２％。授权前
实施很容易引起知识产权纠纷。

（４）研发成本相对较低、发明专利占比较少。
被调研专利中有 ７０％专利研发成本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下。其中，研发成本在 １０万及以下的占

① 课题调查完成的８６３位企业家的有效问卷，是基于２００８年度浙江省授权发明专利运用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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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０万以上 ～５０万及以下占 ２７％，５０万 ～
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的占１０％，１００万～５００万
元（含 ５００万元）的占 ６％，５００万以上（含 １０００
万元）的占 ６％。从数据分布来看，发明专利占
２７％，实用新型专利占 ３４％，外观设计专利占
３７％。作为科技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在总的授权
专利中的比例相对较低，不到三分之一，但实用新

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因为其创造的价值较低，

对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贡献率并不大。

２２　企业家专利意识及企业收益分析
企业家专利意识是指企业家认为专利在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意识强，认为专利在企业的

发展过程的作用大；反之则反是。基于上述企业

家知识产权意识的内涵，通过对２００８年浙江专利
调研中企业家问卷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得到以

下结果。

（１）您认为专利对企业的生存、发展的作用
有多大？

调研发现，企业家认为专利对企业生存发展

的作用比较大、非常大的占９０％左右。绍兴地区
的企业家普遍认为专利对企业生存发展作用比较

大，其他地区无明显差异，且认为专利对企业生存

发展的作用比较大、非常大的百分比都在８０％以
上。可见，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专利对企业的生存

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调研发现，企业家认为专利

对企业推动力比较大、非常大的占８７％。
（２）专利实施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与竞争

力。

调研发现，９０％的企业家认为专利实施可以
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台州地区完全不同意此观点

的比例相对与其他四个地区的比例较高，达到

４６２％，远远高出浙江省的平均水平 ０８７％，其
他地区完全不同意的比例均在浙江省平均水平之

下。同时，被调研的企业有９７％认为专利实施可
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总体上看，企业家认

为专利实施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３）尽可能多地申请专利是企业的一项发展
策略。

大部分接受调研的企业家将尽可能多的申请

专利作为企业的一项发展策略。从各地区来看，

大部分地区与浙江省的总体情况相同，除台州地

区外。台州地区完全不同意此观点的企业家百分

比较其他四个地区较高，达到１１５４％，而其他几
个地区均在４％以下。而且，大部分接受调研的
企业有清晰的专利战略，对此观点持不太同意、完

全不同意看法的百分比相对较少，约占 １０％左
右。企业家们实施专利的意愿都比较大，达到

９４％左右，杭州、金华地区相对较低，其他地区无
显著差异。

（４）专利实施可以为企业盈利。
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专利实施是可以盈利的。

但是，台州地区对专利实施是盈利的观点持完全

不同意看法的比例达到１６１５％，在五个地区中
达到最高。可见，浙江上企业家总的认为专利实

施是可以盈利的，但台州地区在专利实施可以盈

利这个观点上看法分布与其他地区的差异较大。

２３　相关政策因素对企业家专利意识影响程度
本文所指的专利意识相关的政策性因素是指

为了提高企业家的专利意识，政府所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主要包括专利实施费用计入成本的政

策，专利实施费用抵扣所得税政策，建立专利试点

示范区、对企业提供政策优惠，专利技术实施后进

行资金补贴，政府采购政策，加强专利代理机构建

设，引入公益性质的专利实施评估和管理组织，政

府授予企业荣誉称号、并组织活动提升企业知名

度，提升针对重点发展产业的专利实施扶持政策，

政府给予企业人才方面的支持等１０个政策性因
素。下面以“在您看来，专利对企业的发展有多

大的推动力”为指标，以迄今为止该项专利获得

的实际收益额的组中值为解释变量ｘ１，１０个政策
性因素分别为变量 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ｘ８，ｘ９，ｘ１０，
ｘ１１，建立虚拟因变量模型：

Ｙ＝ａ０＋ａ１ｘ１＋ａ２ｘ２＋ａ３ｘ３＋ａ４ｘ４＋ａ５ｘ５＋ａ６ｘ６
＋ａ７ｘ７＋ａ８ｘ８＋ａ９ｘ９＋ａ１０ｘ１０＋ａ１１ｘ１１ （１）
在００５检验水平下，运用逐步剔除法（逐个

剔除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可能较小的因素，在模型

构建中主要表现为各因素的 Ｐ值较大），分析计
算后各地区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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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浙江各调研地区政策性因素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ｐｏｌｉｃ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因素

地区
ｘ２Ｐ值 ｘ２系数 ｘ４Ｐ值 ｘ４系数 ｘ１１Ｐ值 ｘ１１系数 常数项

杭 州 －－ －－ －－ －－ ０．００２６ １．２２７９ ０．７３０９

宁 波 ０．００１９ １．５２９４ ０．０００７ １．６３５５ －－ －－ －０．４５６１

绍 兴 －－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９ －－ －－ ０．００００

台 州 ０．００８０ １．６６４７ ０．００９６ １．８８７４ －－ －－ ０．９８７０

金 华 ０．０２６３ １．５９５７ －－ －－ －－ －－ ０．４５２０

　　其中，ｘ２代表专利实施费用计入成本的政
策，ｘ４代表建立专利试点示范区、对企业提供政
策优惠，ｘ１１代表政府给予企业人才方面的支持。
从表１可以看出：

杭州等五个地区，在００５的检验水平下，对
应的Ｐ值均小于００５，通过检验。其中ｘ１１的系数
大于０说明在杭州地区，政府给予企业人才方面
的支持对提高企业家专利意识有正向的促进作

用。ｘ２，ｘ４的系数均大于０，说明在宁波、台州地
区，实施专利实施费用计入成本的政策，建立专利

试点示范区、对企业提供政策优惠等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均可提高企业家专利意识。绍兴地区 ｘ４
的系数大于０，说明政府建立专利试点示范区、对
绍兴地区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

企业家的专利意识。金华地区的系数大于０，说
明政府实施专利实施费用计入成本的政策可以提

高金华地区企业家的专利意识。

３　企业家专利意识与企业效益的相
关性分析

３１　指标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
本文选取２００８年专利调研数据，通过对调研

中企业家问卷的分析，选取（您认为专利对企业

的推动力有多大）为意识指标，并根据该问题的４
个选项（非常大、比较大、一般、不太大）引入３个
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同时，将企业专利收益和

企业专利研发成本分别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引入

模型中，取值均以组中值为准。具体方程如下：

ｙ＝ａ０＋ａ１Ｄ１ｘ＋ａ２Ｄ２ｘ＋ａ３Ｄ３ｘ （２）
其中 ｙ表示调研企业的专利收益，ｘ表示调

研企业的专利研发成本，Ｄ１，Ｄ２，Ｄ３分别代表引入

的三个虚拟变量，Ｄ１ｘ，Ｄ２ｘ，Ｄ３ｘ均代表企业家专
利意识转化为行动之后的变量，即理论分析中所

提及的有效意识。

３２　结果分析
（１）浙江省总体回归分析。
总体来看，浙江省三变量、二变量模型的Ｆ检验

值，均在００５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但是有低Ｒ２的
特征（如表２所示），这主要是因为建模数据是截面
数据，且调研过程中的抽样和数据选择时的取值均

存在误差所致。Ｄ１ｘ，Ｄ２ｘ的Ｐ值均为０，小于００５，
通过检验，但Ｄ３ｘ变量的Ｐ值为０２４６１，大于００５，
通不过检验，说明当企业家专利意识较弱时，其对企

业经济效益的作用不明显。但是，剔除Ｄ３ｘ变量后，
Ｄ１ｘ，Ｄ２ｘ的Ｐ值均为０，小于００５，通过检验。

表２可以看出，在二变量和三变量模型中，
Ｄ１ｘ，Ｄ２ｘ前面的系数均大于０，且Ｄ１ｘ前面的系数
均大于Ｄ２ｘ前面的系数，说明浙江企业家专利意
识比较强时，他们的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是有一

定的正面影响。且在研发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企

业家专利意识越强，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正面影

响就越大。但总体来说，由于专利效益的滞后性，

表现在当期的企业效益不是很大，即浙江省企业

家有效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作用不是

很大，但是在后期，浙江省企业家有效意识对企业

经济效益的拉动作用有可能会加大。

（２）各地区变量回归分析。
由表２可以看出，杭州、宁波、绍兴、台州、金

华地区三变量、二变量模型的 Ｆ检验值，均在
００５的检验水平下显著。Ｒ２相对较小，原因与浙
江总体情况相同。Ｄ１ｘ，Ｄ２ｘ的 Ｐ值均为０，小于
００５，通过检验，但是，四个地区的 Ｄ３ｘ变量的 Ｐ
值都大于００５，通不过检验。这说明当企业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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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一般时，其对企业经济的影响不明显。宁波地

区Ｄ３ｘ变量的 Ｐ值为００１９２，小于００５，通过检
验。这说明企业家有效的专利意识对企业的经济

效益有一定的影响。

表２ 浙江省及其各地区变量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地区

　变量
浙江省总体 杭州市 宁波市 绍兴市 台州市 金华市

Ｄ１ｘ的 Ｐ值

Ｄ１ｘ系数

Ｄ２ｘ的Ｐ值

Ｄ２ｘ系数

Ｄ３ｘＰ值

Ｄ３ｘ系数

Ｒ２

常数项

Ｆ检验值

三变量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二变量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２９

三变量 ４．０３４５ ４．７０９０ ３．１１３２ ２．７７２３ ２７．３１０５ ５．１７４３

二变量 ４．０１４２ ４．７０６２ ３．１０２１ ２．７５４６ ２７．３２６１ ４．９１７８

三变量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３７８

二变量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

三变量 ２．５７１８ ３．４１９５ ３．６６９７ １．４０１８ ３８．４７３６ １．１７８３

二变量 ２．５５６０ ３．４１７４ ３．５９６８ １．３９５７ ３８．４９４７ －－

三变量 ０．２４６１ ０．７９９２ ０．０１９２ ０．６５４１ ０．９７７８ ０．５７３８

二变量 －－ －－ －－ －－ －－ ０．０１９０

三变量 ０．６１９０ ０．０９８０ ２．８４４２ ０．０９４６ －０．２７８７ －１７．２７６５

二变量 －－ －－ －－ －－ －－ －２１．２４８６

三变量 ０．２００８ ０．３０５８ ０．１６０４ ０．３８９９ ０．３４９５ ０．３１３６

二变量 ０．１９９２ ０．３０１８ ０．１５６３ ０．３８８８ ０．３４９５ ０．２８２４

三变量 ２６２．６２５１ ２５９．２０３８ ２６６．５３０９ ２１７．５１９６ ５７．５０７８ ３１４．６５３６

二变量 ２６７．３９７３ ２５９．９３３３ ２６６．２４３５ ２１９．４３２７ ５７．００８０ ３７０．８８５２

三变量
６２．４９２１

（２．６０）

３４．５０６１

（２．６０）

１６．９９８５

（２．６０）

２２．７９５８

（２．７１）

１２．７１８１

（２．７４）

７．６１５４

（２．７９）

二变量
９２．９０８０

（３．００）

５１．９７６２

（３．００）

２１．５６３２

（３．０７）

３４．３４６６

（３．１）

１９．３４５３

（３．１３）

１０．０３４９

（３．１８）

　注：表示００５检验水平下显著。

　　除宁波以外的四个地区剔除 Ｄ３ｘ变量后，
Ｄ１ｘ，Ｄ３２的Ｐ值均为０，小于００５，通过检验。

表２可以看出，在二变量和三变量模型中，
Ｄ１ｘ，Ｄ２ｘ前面的系数均大于０，且Ｄ１ｘ前面的系数
均大于Ｄ２ｘ前面的系数，说明五个地区企业家专
利意识比较强时，他们的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是

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且在研发投入一定的情况

下，企业家专利意识越强，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正

面影响就越大。

在二变量模型中，通过横向比较这五个地区

和浙江总体Ｄ１ｘ，Ｄ２ｘ前面的系数（如表２所示），
发现杭州、金华、台州地区Ｄ１ｘ的系数都大于浙江
的平均水平。杭州、宁波、台州地区Ｄ２ｘ的系数大
于浙江的平均水平，说明在研发投入一定的情况

下，杭州金华、台州地区企业家有效专利意识的作

用大于浙江企业家有效专利意识的平均作用。浙

江省企业家专利意识总体比较强时，他们的专利

意识对企业经济是有一定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台

州，Ｄ１ｘ，Ｄ２ｘ的系数，远大于杭州、宁波、绍兴等地
区该变量的系数。可见，台州地区企业家非常强

的有效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作用是很

大的。提升企业家专利意识并将其转化成有效的

行动力在台州地区切实可行。

研发投入不变的情况下，绍兴地区企业家非

常强的有效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作用

大于较强的有效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

作用，较强的有效的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

拉动作用大于一般的有效的专利意识。纵向比较

Ｄ１ｘ，Ｄ２ｘ发现，该地区企业家的有效专利意识对
企业经济的拉动作用均小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

可见，提升绍兴企业家的专利意识并将其转化为

研发人投入，其对绍兴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不大。

与杭州等四个地区不同，宁波地区企业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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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有效的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也有的一定

的拉动作用。研究发现，宁波地区企业家非常强

的有效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作用小于

浙江的平均水平，但比较强的有效的专利意识对

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作用大于浙江的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是宁波地区企业家的专利意识转化程度

较高，一般的专利意识也可以将其转化成行动并

对其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而企业家非常强

的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作用相对较

小，可能因为宁波企业家非常强的专利意识的转

化程度已达到很高，而比较强的专利意识的转化

程度正趋于上升阶段，对企业经济效益加大。

金华地区的二变量模型，Ｄ１ｘ对企业经济效
益有正向的拉动作用，而 Ｄ３ｘ对企业经济效益的
拉动作用却是反向的。说明在金华地区可能存在

两种情况：一是研发专利作为技术储备，二是为获

得政府专利补贴而进行该项专利的研发。随着相

关技术的发展，其市场收益会下降，三是高额的研

发成本使得原本作为技术储备的专利贬值。此

外，对于那些为获得专利补贴而进行研发投入的

企业家，实际上是在恶意的分配金华地区的支持

资金，使得整个金华地区企业的经济福利降低。

可见，纠正金华企业家对知识产权的误区，切实提

升金华企业家有效的专利意识能够很好的拉动金

华企业的经济效益。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由于专利效益的滞后性，

总体上，浙江省企业家有效的专利意识对企业经

济效益的拉动力不是很大，其中，绍兴地区企业家

不同程度的有效专利意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

力均较低，台州、金华地区企业家有效专利意识对

企业经济效益的拉动力大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

然而，随着转型升级水平的提高，企业家有效地专

利意识对企业效益的拉动作用将会加大。

４　对策建议

４１　加强专利政策的引导，形成有利于专利实施
的发展环境

　　促进企业专利实施，需要政府为专利技术产
业化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强化相关政策对促进

专利实施的导向作用，尤其是在促进发明专利成

果的转化上，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和税收方面

的优惠政策，加强企业综合运用专利能力。政府

应该继续加强对促进专利扩散的成果转化平台建

设，进一步发展和引导专利中介服务机构。企业

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运营和保护专利成果

（例如通过交叉许可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并促

进专利纳入行业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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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为企业谋取最佳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４２　实施专利实施费用计入成本政策，提升企业
家专利意识

　　通过企业家专利意识的政策性因素分析，发
现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宁波、台州、金华等

地区的企业家们的专利意识，台州地区效果最为

明显。因此，浙江省应提升企业家知识产权的有

效意识，且在台州、金华、宁波地区可实施将专利

实施费用计入成本的政策，提升企业家专利意识，

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利优惠政策及资金奖励补助政

策，将意识有效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４３　加大专利产品的研发力度，有效提升授权发
明专利的质量

　　通过加大对知识产权密集型商品的政府采购
力度，给予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税收减免等支持措

施，引导各类资源流向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增

强企业研发高质量的专利产品，有效克服专利研

发过程中的“短、平、快”行为，增强企业专利申请

和使用方面的法律意识，避免导致授权专利的无

效和法律纠纷。通过政府、企业、个人、外资的多

元化投资体系，运用经济杠杆、政策措施和导向、

约束机制等引导和鼓励企业主动增加科技投入，

切实提升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并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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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发挥专利示范区带动作用，提升企业高层

专利运用能力

　　通过专利示范企业以及区域的带动作用，推
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企业层面的实施落实，鼓

励和促进企业专利在示范区进行合理转化和运

用；完善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综合援助，支持企业积

极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通过建立健全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和机构，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激励制度，

选择和运用适合的专利组合策略，全面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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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４５　积极开发和盘活知识产权
企业可以在金融危机中利用知识产权进行盈

利。也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转让，盘活部分无形资

产。不少企业已经拥有大量的专利和商标，也有

数量可观的其他无形财产。同时，建立有效的产

权价值评估系统，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的价值，避免

出现将申请过的证书束之高阁，有的甚至忘记续

展续费。加强市场观察，强化知识产权经营流转

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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