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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是人才集聚和知识集聚的地方，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高校的科技投入在不断加大，科

技成果数量成快速增长趋势，然专利成果转化数量并不尽人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以抽样数据分析

和描述性统计数据为基础，从高校惯性价值观对专利转化的影响，高校职称评审政策导向对专利转化所产生

的影响，高校专利的价值判断对转化的影响，高校专利与产业关联度对专利转化的影响，国家专利政策性导向

对高校专利转化所产生的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高校专利转化所产生的影响，市场技术中介服务能

力对高校专利转化的影响等七个方面分析了高校专利转化所受的制约因素，并从高校、政府、市场技术中介、

企业四方联动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提高高校专利转化率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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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１９８８年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以来，国家对科技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

２００６年１月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决策，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作

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纵观世界各国发展

历史，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和科

技的竞争。经济要腾飞离不开科技创新，随着科

技研发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科技成果的数量和

质量也随之提高，高校科技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中，

高校的科技成果也越加丰富。然而高校的专利成

果转化数量和质量并不如人意，与美国、日本、德

国等科技发达国家相比，高校专利成果的转化率

还有很大的差距，从而引起了一些学者和“两会”

代表对高校产权效益的关注，高校成果转化率不

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多方互动来提高高校专利

产权的转化率？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从文献查阅看，国内外学者对专利问题研究

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研究专利技术如何保

护的较多［１，２］，二是讨论专利价值增长效应的较

多［３，４］，三是研究专利成果转化。虽然众多学者

研究了高校专利成果转化这一问题，但是能从定

量分析入手，判断转化率不高的文章不多，能给政

府、高校提供真正有借鉴意义的决策分析不多。

美国等采用高校技术转移中心提高高校技术成果

转化的方法已经在国内得到应用，但是探讨如何

更有效发挥技术转移中心共享作用的十分鲜见。

本文试图作些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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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随机抽样法、文献追踪法、

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抽样的样本进行随机性游

程检验，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合访谈信息对高校专利成果转化进行原因和对策

研究。

２２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次研究数据以浙江省最具研发代表性的

１０所高校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网
站公布的数据为样本，采集时点截止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３１日止，时间跨度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在此
基础上，通过对比、筛选，最终选择以浙江大学

２００９年发明专利公布数为典型样本，共取样本
１７２４件［５］，并结合浙江省工业产业中支柱产业情

况，按十大产业进行分类处理［６］，具有支柱产业

类别的公布发明专利样本１３０５件。在１３０５件公

布发明专利中随机抽取化工、电气、通用设备、金

属制品业中１０７件公布发明专利，按新颖性、科学
性、实用性原则进行了能否转化的主观性判断。

本次调查共发放企业调查问卷 ４４份，回收
４４份，有效率１００％。４４家企业中有规模以上企
业４２家，主要分布电子、化工、医药和纺织等行
业。

访谈有两部分组成，一是走访了浙江省主要

的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学院、浙江科技学院、杭

州师范大学７所院校，并对专利管理、转化、激励
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企业访谈主要了

解对发明者激励政策、与高校项目合作及购买高

校专利等情况。

２３　数据处理相关结果
（１）抽样数据的随机性检验。
通过对抽取的１０７件样本进行数值化处理，１

表示可转化，０表示不可转化，２表示判定者无法
确定。四类产业的描述统计分析如下：

表１　抽取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观察值Ｎ 均值Ｍｅａｎ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电气业专利可转化否 ２８ ０．５ ０．５７７ ０ ２

化工业专利可转化否 ２５ ０．３６ ０．４９０ ０ １

通用设备业专利可转化否 ３１ ０．５８ ０．７６５ ０ ２

金属制品业专利可转化否 ２３ １．５２ ０．６６５ ０ ２

采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游程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样本的游程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ｒｕｎｓｔｅｓｔ

电气业专利

可转化否

化工业专利

可转化否

通用设备业专利

可转化否

金属制品业专利

可转化否

检验值（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ａ） ０．５ ０．３６ ０．５８ １．５２

小于检验值的观察值（Ｃａｓｅ＜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 １５ １６ １８ ９

大于或等于检验值的观察值（Ｃａｓｅ＞＝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 １３ ９ １３ １４

总观察值（ＴｏｔａｌＣａｓｅｓ） ２８ ２５ ３１ ２３

游程个数（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ｕｎｓ） １３ １０ １４ １４

Ｚ －０．５５３ －０．８９９ －０．６００ ０．６９３

双侧渐近概率（Ａｓｙｍｐ．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５８０ ０．３６９ ０．５４９ ０．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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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检验结果可知，四类产业的专利成果
游程检验结果中双侧渐近概率 Ｐ＞００５，不拒绝
Ｈ０（Ｈ０：假设数据分布是随机的），说明四大产业
抽样分布很可能是随机的。

（２）Ｋｅｎｄａｌｌ等级相关分析。
抽样的１０７件专利，由专业人员按照“新颖

性、科学性、实用性”判定原则，其中“实用性”又

包含现有技术已经超越或更新、实施成本太高、市

场需求小、支撑技术未成熟、存在明显其它缺陷五

个方面，进行主观性判断，所形成的结果如下表：

表３　样本分类处理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可转化否 产业类别 总计

不可转化

电气 １５

化学工业 １６

通用设备 １８

金属制品 ２

可转化

电气 １２

化学工业 ９

通用设备 ８

金属制品 ７

无法确定

电气 １

化学工业 ０

通用设备 ５

金属制品 １４

１０７件公布发明专利可否转化判断与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网上授权与否统计比较如下：

表４　样本授权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可转化否 是否授权 总 计

不可转化
授权 ２５

无授权 ２６

可转化
授权 ３２

无授权 ４

无法确定
授权 １４

无授权 ６

经采用ＳＰＡＳ软件进行等级相关分析，结果
如下：

表５　样本数据等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ｌｅｖｅｌ

产业类别 是否授权

相关系数ｔａｕ－ｂ ０．３４４ ０．２６８

双侧渐近概率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观察值Ｎ １０７ １０７

从上述分析可知，专利成果可否转化与产业

类别、是否授权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４４、０２６８，
说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并不强。

（３）调查问卷的主要描述性统计结果随文阐
述。

由于问卷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限于论文的

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相关数据在后面的分析中

将予以阐述。

３ 影响高校专利转化的因素分析

根据文献追踪调查及问卷描述性统计相关分

析，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影响高校专利产权转化的

因素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

３１　高校惯性价值观对专利转化的影响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从其产生这一

天起，就决定了她的使命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

各样的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起

主导的作用。教师在主导学生学习过程中，首先

是系统的组织教学内容和材料，而后为了提高教

学效果开始教学方法、方式的研究，为有更好的教

学效果，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不

断研究提高教学的方法与效果。这种教育发展的

历史，决定了高校自身的研究价值判断是教材、论

文、专著，而后是项目、专利、获奖等［７，８］。我们调

查了众多高校的科研工作业绩考核，都无一例外

的包含了这些内容。对已经产生成果的推广和应

用在评价系统中会显得更弱一些，业绩评价中出

现比例会更低一些。正是因为高校的这种研究价

值导向，使教师更为关注教材、论文、专著的出版，

更为重视专利的申请与授权，追求数量，一定程度

上的轻视转化，给我们现有专利成果的转化起到

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３２　高校职称评审政策导向对专利转化产生的
影响

　　由于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评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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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延续了高校惯性评价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高校专利产权的转化。以浙江省高校教师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为例［９］，可以看出，高校教

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依据主要是三大块，一是

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效果，二是论文或专著等代表

作，三是研究的项目。随着职称评审工作的不断

深化，近年来已经开始重视专利的数量和社会服

务活动的内容和质量，在浙江省的教师专业技术

评审表中对专利等已经有所体现，表中终于有一

席之地可以填写，但还是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衡量

标准。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是对一个教师的全面考

核，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对自身发明转化

所作的努力程度不够，追求考核的数量，轻视专利

的质量和转化率，这是当今许多教师为发明而发

明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从国家专利网站的检索

中也可发现，如有的专利仅改变其中的一两个字，

就成为一个新的专利，或者用一样的方法，而只是

改一种元素就成为一个新的专利，这在一定程度

反映了为发明数量而搞专利的心态［５］。作为一

名专任教师，既要教学，又要科研，还要对自己的

成果进行转化，客观上很难全面做到，再加上现行

的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评价方式，一时还不能

完全转变评价观念，这种评价体制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高校专利的转化。

３３　高校专利的价值判断对转化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成立了７６家技术转移机

构，其中设在高校的有 １９家［１０］，据教育部 ２０１０
年统计数据，现全国有普通高校２３５８所［１１］，这一

比例只占全国高校的８‰，占本科院校的１７％。

这一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除１９所拥有技术
转移机构的高校外，几乎都不具备对专利价值进

行评估的能力。在实际进行转化的过程中，许多

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一般是科技处或科研

处）因为缺乏这种能力，不能对自身的专利进行

客观的价值评估，害怕专利无形资产的流失，害怕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失去了本有可能转化的机会，

久而久之企业也就失去了对接洽谈的信心。

３４　高校专利与产业关联度对专利转化的影响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高校专利与高校的学科

发展有着密切相关性。一所高校他的强势学科在

什么领域，那么这所高校的专利数量也在什么领

域。我们分析了浙江省１０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
发现这种关联十分紧密。表６是浙江大学和浙江
工业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
发明专利按浙江支柱产业进行分类统计的情况。

从表６的数字中不难看出，浙江大学的发明专利
较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现代农业等领域；浙江工业

大学的发明专利集中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

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而根据浙江

省２０１１年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工业行业产值情
况，主要集中在表６中的前９大行业中［６］，而主要

高校的专利数量集中在５大行业中，还有许多领
域没有太多的专利数量。这种专利随学科分布的

状况，客观影响着许多行业没有太多的专利选择

余地，影响着高校专利的转化。

表６　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９年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公开发明专利与行业类别关系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ｔ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学校 电气
化学

工业

交通运

输设备

金属

制品

医药

制造业
通信

通用

设备

现代

农业
纺织 新材料 新能源 其他 合计

浙江大学 ７５８ ９４９ ６６ １４８ ８４５ １５０３ １３７ ５５５ ２０ ５ ２ １５５５ ６５４３

浙江工业大学 １０６ ３２１ ８ １８ １２２ １７４ ４１ ３９ ５ ２ ４６８ １３０４

３５ 国家专利政策性导向对高校专利转化所产

生的影响

　　国家为了鼓励原始创新，鼓励发明创造和重
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专利扶

持与管理政策，如国家层面的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专利代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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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和法规。一般的省市也都有相关的激励政

策，如浙江省有《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浙

江省高新技术促进条例》、《浙江省专利保护条

例》、《浙江省促进成果转化条例》、《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及对发明专利实施补助等

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极大的促进了社会各界发

明创造的积极性，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对产权工

作的重视。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

负面的影响，如有的发明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发明

补助，申请了众多的专利，但其发明的质量不高，

很难对社会产生效益，没有经过小试、中试，一个

想法就报一个专利，一方面浪费了国家鼓励创造

发明的资金，另一方面也给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

核带来了大量的工作量。同样高校教师中也有这

种倾向，只求申请的数量，不求申请质量和转化，

授权下来就完事，没有能进行更有效的向企业进

行推广，重申请，轻转化，这是目前高校的普遍现

象。

３６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高校专利转化所

产生的影响

　　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高校专利技术
实施的成败。调查发现，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与高

校的合作往往容易成功，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企业能找到合适的高校专利，二是企业

能够对高校专利技术的实施风险进行一定的评

估，三是实施阶段碰到困难时，企业能与高校一起

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方案。也就是说这些企业

具有对高校专利技术消化吸收的能力，而这些都

是一般中小企业无法达到的。研发能力弱、技术

力量弱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研发能力强的企业

这种消化吸收能力，在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的实施

过程中，一旦碰到实施难度，出现问题，就无法给

高校提供合理化的建议，造成高校与企业间的相

互不信任感，或者相互指责，企业指责高校的专利

技术有问题，无法进行转化，而高校认为这是成熟

的成果，是企业没有能力进行转化实施的原因，不

能分析实施中所产生的真正原因，造成互相扯皮，

最后给双方都带来了损失。正是因为部分企业曾

经发生过此类事件，从而在社会中造成了一种影

响，认为高校的专利技术真正要转化有难度，实验

室结果不适用大批量生产等，从而影响高校专利

技术在企业中的转化。

３７ 市场技术中介服务能力对高校专利转化的

影响

　　目前市场技术中介的服务能力总体较弱，知
识产权评估、转化的专业人员和队伍严重缺乏，是

影响高校专利转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浙江省而

言，技术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已经不少，但是存在规

模小、技术力量弱的根本性问题，许多地市级的中

介机构只有１到３人左右，多的也不足１０人，也
没有与当地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经常性的

联系，方法与渠道单一，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很

难开展有效的转化工作。

４ 提高高校专利转化的对策建议

提高高校专利转化率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

涉及高校、政府、中介和企业等诸多方面，每一环

节的运行失灵，都会给高校专利的转化产生重大

的影响。要提高转化率需要四方联动，协调运行。

４１　高校内部导向和运行管理建议
（１）继续加强与企业的项目对接和共同研

发，这是提高转化率的最有效的方法。高校利用

自身的知识和实验设备优势，根据企业的需求，接

受企业的委托，所开展研发活动具有明确的市场

目标，这样研发成功所产生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

很快的实施，并创造社会与经济价值。这也是目

前高校研发活动的主要形式，产生的知识产权根

据委托协议规定，一般是双方共有，企业应用；也

有的归属企业所有或高校所有。后续研究所产生

的成果归属原则上是谁发明谁所有。

（２）积极引导研发小试和中试，提高转化可
能性。在目前的政策条件下，高校科研管理部门

对教师的发明创造应进行正确的引导，通过调整

校内的考核制度、激励制度、宣传等手段来进行，

要强调发明专利申请前的小试或中试，尽可能出

样品或样机的项目进行专利的申请，并且对专利

的考核导向要引导到这方面来。经小试或中试阶

段的成果基本成熟，其实用性强、针对性强、市场

明确，收益和投资估算比较准确。经过中试的发

明创造，在转化时可减少企业的风险，给企业以信

心感，同时也可减少谈判的时间和周期。

（３）转变研发人员发明创造的观念，引导研
发工作贴近生产实际。高校科技管理部门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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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申请专利时，要加强管理，特别是相同或相近

的专利申请，要及时提醒科研人员，不求数量，但

求质量和效果。这样可杜绝一些稍作改变的专利

的申请，减少学校科研经费的开支，提高专利转化

的可能性。理念性的专利申请要尽可能的控制，

要强调市场需求大的应用性发明专利的申请。高

校要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进行有效的结

合，要兼顾两者的发展，不能只顾科学研究，而不

顾技术创新工作，科学研究的成果只有通过企业

的技术创新，创造出经济价值，才能体现科学研究

所取得成果的社会价值。

（４）科学合理安排现有授权专利的推介工
作。各高校应根据授权专利类型进行分类编制各

种推介资料，针对性地发往各县（市、区）科技管

理部门，由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根据各区

域的企业实际进行推介，这是解决目前技术中介

不成熟和完善的有效方法。浙江大学近年来的做

法较好，他们把授权的专利，每年以电子文档的方

式发往各县（市、区）科技局，再由科技局挂到他

们的网站上，企业可从网上下载浙江大学的专利，

寻找他们需要的相关专利，这种做法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但是还是没有做到分类推介。这也是解

决目前企业网上信息搜索能力弱的一种有效方

法。

（５）淡化经济利益，重视转化效益。高校要
淡化专利转化中的经济效益，要从重视经济利益

转变到促进企业生产力提高的社会效益中来，只

要能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作为高校的研发作用

就已经实现。高校作为专利权人的授权专利经２
至３年还不能转化的，交相应项目资助部门进行
管理，以提高专利的应用效率。如果是科技厅资

助项目而产生的专利，学校科技管理部门就将近

期没有转化的专利移送给省科技厅下属的相关机

构管理，如信息院或专门成立专利托管机构。由

教育厅资助或学校经费资助而产生的专利，近其

内不能转化的移交教育厅所属的部门进行托管，

或都交由科技厅下属的相应部门管理。由这些相

应管理部门进行直接推介或委托技术中介进行推

介，转化所得收益，按相应比例进行分配。

（６）加强已有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职业化功
能。高校技术转移中心是美国、日本等高校知识

产权实现转移或转化的成功模式。目前我国部分

综合性大学因专利数量众多，管理事务与日俱增，

为适应高校知识产权事宜的处理成立了高校技术

转移中心，这一组织大多依附于高校科技处或科

研处，主要负责专利申请、维持费用的缴纳、联系

转化、传递相关市场信息等，同时还兼科技处的某

些管理工作。据我们调查，对一个授权专利多的

高校，如果一个人管理此项工作，每年做好授权专

利维持费缴纳这一工作就不错了，不可能有更多

的时间到企业推介。与技术中介联系也不多，主

要依靠技术中介主动联系。这就明显体现高校技

术转移中心的运作不适应市场或企业的要求，应

加强对高校技术中心的建设，并且要从学校科技

部门剥离出去，通过制订相关的制度，强化专业人

员的配置，使其达到市场技术中介的专业化水准，

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行，从而提高技术转移的

能力。

４２ 政府政策环境建设建议

（１）调整因政策性弊端所带来的专利申请量
增质降问题，改善政策实施的条件，将有利于授权

专利的转化。各省市县为了激励创造发明，加快

技术创新力度，都制订了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如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科技厅关于印发《浙江

省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浙财教字〔２００６〕１５４
号第八条明确规定了“补助额度和方式：（一）国

内发明专利授权按每件 ４０００元人民币补助；
（二）国外发明专利授权按每件３００００元人民币
补助（每件专利限补助在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发

明专利）。”市县的补助政策会更高一些，各地因

财政状况不一，会稍有差别。如果把这里的补助

条件稍作改动，增加“经评估”三个字，就是把要

实施补助的国内授权专利要进行评估后才给予补

助，增加转化实施的可行性评估这一条件，就会杜

绝一些无用性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因为有的研发

人员就是冲这奖励而申请更多的专利。在一次座

谈会上，一位区科技局长就谈到了这一典型案例，

在我们分析高校专利的过程，也发现存在同样的

问题。虽然只加“经评估”三个字，但会对科技部

门实施补助带来很大的工作量和难度。一项激励

政策的出台，总会引起利弊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制

订政策时应尽量避免不利的方面，考虑可操作性

和政策的引导性、科学性、合理性的关系，尽可能

的体现财政激励经费的绩效。

（２）成立专门专利托管配送管理部门，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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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专利到企业。目前各省市都有知识产权局，

管理着相关知识产权事宜，能不能再拓展一些功

能，如对高校授权的３年后还不能转化的专利进
行集中管理，再按行业进行分类，然后有针对性地

配发给企业，实行专利信息最大化的传播。只要

企业有意向，这些专利只要企业适当付点经费就

可进行转让或许可，有的只要适当与发明人进行

沟通或告知，可以免费提供给企业实施，而企业只

须对发明人出据相关应用成果的证明即可，作为

发明人所在高校进行考核的一种依据。如政府专

利管理机构能实现这种服务型的管理模式，一定

能为提高转化率起到良好的作用。

（３）加强对企业专利信息获取人员的培训工
作。政府知识产权部门要充分发挥为企业转型升

级服务的能动性，其中重要的服务内容之一，就是

通过培训，提高企业获取各种技术信息的能力。

加强对企业专利信息获取能力的培训，可大大提

高企业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省市科技管理或知

识产权部门已经关注到这一工作，只要方法适当，

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４）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尽可能的降低高校专
利的管理成本，让高校相关管理人员有更多精力

从事转移推介工作。众多高校认为，目前就专利

维持费一事，就花去了高校专利事务管理人员的

众多精力。我国的专利费用收取方式存在两个不

足，一是费用繁多，增加高校的维持负担；二是缴

费时间间隔短，一年一次，增加高校专利管理人员

负担。美国的管理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学习，如发

明专利保护年限为申请日起二十年，维持费分别

为注册日起第三年半、七年半及十一年半进行缴

纳，共缴纳三次。又如新式样专利（Ｄｅｓｉｇｎｐａ
ｔｅｎｔ），相当于我国的实用新型与外观专利，保护
年限为注册日起十四年，不需缴纳年费［１２］。这大

大减轻了高校专利管理人员的工作量，这有利于

高校管理人员可集中精力向市场作推介转移，同

时也减少了高校的经济负担。

（５）加强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完善建成
技术中介机构服务体系，提高技术中介服务效能。

政府要加强对目前已有的技术中介的建设与引

导，据我们调查，现在地（市）一级虽然建立了一

定数量的技术中介机构，但大多人员少，服务面

窄，服务能力弱，大多还停留在专利申请、保护等

服务上，对技术转移、转让的服务能力不足。“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专

利技术产业化体系”［１３］显得十分迫切。技术中介

与高校的互动，与省级平台的互动都处于失灵状

态，归根结蒂是技术中介缺乏一批有着良好素质

的专业人员。政府应加强对技术中介的引导，在

给相应优惠政策的同时，要促进技术中介与现有

政府科技平台的互动，如浙江省内的各技术中介

和高校技术转移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中国浙江

网上技术交易平台的功能，高校对专利、技术成果

进行发布，市场技术中介进行技术推介，针对性地

把专利技术介绍给企业，提高技术交易率。

（６）加强科技计划体系的引导作用，强化产
学研的结合，提高研发成果的转移率。这是科技

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我国的科技计划体系中

除基础研究外，一定要引导产学合作，这种导向对

高校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国家的各级科技计划作

出相应的引导，高校的科学研究才会从实验室走

向车间、走向企业。

４３ 企业知识更新与信息处理能力建议

（１）企业老总要引导市场营销人员增强信息
处理的能力。对企业来说市场重于研发，但是两

者又是紧密相联的。市场部人员对信息的处理能

力直接影响企业创新与发展，优秀的市场人员，一

方面有极强的市场敏感度和信息收集能力，另一

方面还具有与高校、研究机构项目对接的沟通能

力。这也是国外诸多知名企业之所以成为知名企

业的原因，市场营销人员的这种信息处理能力是

十分关键的，也是知名企业的产品更新速度快、企

业创新能力强的秘密武器。

（２）企业要有意识的培养专门的技术信息收
集人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信息的掌握在

企业转型中更显重要，只有掌握了相关的行业最

新科学技术，企业才能谋求技术改造和升级的可

能。目前专利技术做得好的高校，都会以电子文

件的形式把高校的专利成果发往各地（市）及县

（区）科技管理部门，企业从科技管理部门就能获

得相关专利信息，也可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上检

索相关的信息。目前企业缺乏的就是这类人才，

并且这类人员的培养，也没有放在议事日程中，缺

失这类人员，也就缺失了网上技术的最新信息。

（３）培育吸收高校专利技术的能力。加强对
现有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能力培养，加大对企业

技术人员的培训，可通过针对性到高校培训，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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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项目对接。从我们调查研究情况看，高校

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

是高校的科技成果应是适应市场需求并能有效转

化的成果，即需求性和成熟都较高；二是企业要有

基本的吸纳高校科技成果的能力。而且第二个条

件十分重要，在高校技术转移中起了关键性的作

用。所以，企业一定要培养一支高技术的研发队

伍，能够对企业本身与外来技术信息进行加工处

理并创新。

专利技术转让与许可涉及的问题很多，有产

权方面、估价方面、法律方面等诸多因素，上述对

策建议是课题组成员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直接观

点，限于研究者的水平与能力，还存在不足之处，

特别是对专利按浙江支柱产业分类的准确性存在

不足。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对策与建议能引起主管

部门的关注，能够为我国高校科研投入提高绩效

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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