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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利数量是发展专利质量的基础，而专利质量的高低是专利创造的核心判断标

准和专利实施应用的重要依据，是科技创新产出客观准确的度量。研究表明，武汉市规模以

上企业专利数量发展迅速，但专利总量偏低、质量不高，需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管理，进一

步提高企业专利数量，提升企业专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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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本文将调查对象确定为武汉市年主营业务收人在 4 亿元及以上（以下简称“样本企业”）的规模

以上法人工业企业。根据武汉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3 年，样本企业有 277 家，产值达 8510 亿元，

占同期武汉市规模以上（2000 万元以上）工业总产值（10395 亿元）的 81.87%。在主要专利指标上，

样本企业占武汉市企业专利数量的 30%以上，其中，有专利活动的企业有 155 家，产值达 6964 亿元，

分别占样本企业的 55.96%、81.83%;无专利活动的企业有 122 家，产值达 1546 亿元，分别占 44.04%、

18.17%。

本文主要采用数据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研究的

主要指标有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效专利、有效发明专利、视撤率

、专利维持等。问卷调査对象为申请过专利的 155 家企业、15776 件专利。回收有效企业问卷 114 份，

有效问卷 107 份，回收率为 69.03%，所涉及的企业产值是 6280 亿元、专利申请 14621 件、发明申请

5670 件、专利授权 10120 件、发明专利授权 1878 件、有效专利 9338 件、有效发明专利 1844 件，所占

比例均超过了 92%。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运用数据统计分析、问卷调査等方法，摸清样本企业专利创造存在的问题，分

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为提升样本企业的专利创造能力提出改进对策。



2 武汉市规模企业专利创造存在的问题

(1)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增长迅速，专利质量有所提升，但专利总量偏低。

研究发现，样本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增长迅速，年均增长 30%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专利申请

和发明专利申请指标上，2010 年至 2012 年，样本企业均保持高速增长，超过同期武汉市和全国的平均

增长水平。2013 年，样本企业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小幅回落，均低于同期武汉市专利申请(6.5%)

、发明专利申请（20.6%)的增长水平，如表 1 所示。

2008-2013 年，样本企业所占武汉市专利申请、武汉市企业专利申请比例基本上是逐年上升，表明

样本企业专利创造能力不断增强。但样本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占武汉发明专利申请的比例不到 20%，占武

汉市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的比例在 3 成左右，分别如表 2、表 3 所示。



2008-2013 年，样本企业专利授权呈高速度增长，发明专利授权也保持着 20%以上的增长速度，如

表 4 所示。样本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所占武汉市企业发明专利授权的比例已达 4 成，但占武汉市发明专

利授权的比例不到两成，如表 5 所示，原因在于武汉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利创造能力较强。如

果考虑到武汉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利技术研发能力与江浙等沿海地区的较大差距，而江浙等沿

海地区大专院校的主要专利指标在当地所占重仅有 1 成，表明样本企业专利授权数量与质量与经济发

达地区的差距正在拉大。



2009—2013 年，样本企业有效专利和有效发明专利也一直保持着 40%以上的高速增长，高于武汉

市和全国有效发明专利的增长速度，且有效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的比例已达 2 成。样本企业有效发明

专利所占武汉市（12233 件）、武汉市企业（5592 件）的比例分别为 16.21%、35.46%，表明样本企业

专利质量在稳步发展，但样本企业有效发明所占比例不高，规模以上企业应当大力提高专利创造能力

，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如表 6 所示。



虽然样本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增长迅速，专利质量有所提升，但专利总量偏低。截止到 2013 年，仍

有相当比例的样本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在 277 家样本企业中，未申请专利的占 44.04%，未申请

发明专利的占 55.23%，未获专利授权的占 48.74%，无有效专利的占 52.71%，无有效发明专利的占 70.40%

。这直接影响了样本企业主要专利指标总量。2013 年，样本企业累计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专利

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效发明专利分别为 15776 件、6019 件、10536 件、2034 件、1983 件，分别占

武汉市总量的 13.43%、14.68%、18.19%、17.50%、16.21%，不到 2 成；而同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有

效专利拥有量高达 18880 件，是武汉市规模以上企业有效专利拥有量的近 2 倍。

(2)企业专利质量较低。

样本企业在专利核心指标上所占比例较低，除发明专利申请占专利申请的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外，发明专利授权占专利授权的比例不到两成，低于 2012 年全国 24.90%的平均水平，有效发明专利占

有效专利的比例仅为 2 成，其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实用新型；而且，67.79%的专利授权率也远高于主要

发达国家不到 30%的专利授权率，过高的专利授权率反映出专利整体质量不高。

另外，样本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后的视为撤回为 284 件，占发明申请的比例为 4.72%，撤回率占发明

专利申清总数的近 5%。发明专利申请后的视为撤回，是指发明专利申请被公开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如申请人没有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或者没有缴纳实质审查费，会导致视为撤冋，也就是专利审查尚未

进人实质程序就将专利申请放弃。发明专利申清后的视为撤回，意味着该发明专利申请的质量不高。

样本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撤回率占发明专利申请总数的近 5%，表明样本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的质量需提高

。

而且，样本企业专利维持时间不长，其中，有效期在 5 年以上不到 1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累计 860

件，占授权发明专利的 42.28%;有效实用新型 1740 件，占授权实用新型的 23.55%;有效外观设计 337

件，占授权外观设计的 30.53%。而 2012 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超过 5 年的所占比例为 46.7%

，发达国家则高达 83.5%。有效期在 10 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累计 150 件，占授权发明专利的 7.37%;



有效实用新型 84 件，占授权实用新型的 1.14%;有效外观设计 32 件，占授权外观设计的 2.90%;平均维

持率为 2.71％。而 2012 年，国内这—平均指标为 4.6%，国外这一比例达到 23.8%。这表明，样本企业

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不长，专利质量较低，专利运营能力较低，不善于运用专利为企业的市场竞争

服务。

(3)国有企业专利优势明显，民营企业专利创造能力弱。

国有企业在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效专利、有效发明专利等专

利指标上优势明显，分别占 77.06%、80.42%、76.95%、84.37%、77.65%、84.27%;而民营企业分别占

9.36%、22.90%、10.50%、9.68%、9.91％、17.21%，远远落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主要专利指标

上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表明其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亟需扶持和培育。如表 7 所示。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专利创造能力差异较大与其经济产出有密切关系。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有

63 家，产值为 4004 亿元，分别占被调查对象的 40.65%、57.55%;民营企业有 55 家，产值为 759 亿元

，分别占被调査对象的 35.48%、10.86%;外资企业有 37 家，产值为 2201 亿元，分别占被调查对象的

23.87%、31.61%。同期，武汉市民营经济占 GDP 比例约 41.2%，而湖北省民营经济占比为 53.1%，全国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超过 60%，高出武汉市约 20 个百分点。跟国内中西部同等城市相比，武

汉市也差距较大，例如，比长沙(61.2%)低 20 个百分点，比成都（58.3%)低 17.1 个百分点。而且，武

汉市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等传统第三产业，在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

业等高端行业中占比较低。可见，国有企业在武汉市经济活动中居于突出的地位，民营企业的发展仍

需大力扶持。

(4)先进制造业专利数量优势明显，质量较低；高新技术产业专利质量较高，但数量偏低。

先进制造业企业在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效专利和有效发明专

利等指标上所占比例分别为 56.36%、45.19%、59.40%、47.30%、59.76%、47.10%，优势明显；但发明

专利申清占专利申请的比例、发明专利授权占专利授权的比例、有效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的比例分别

为 30.59%、15.37%、15.94%，占比偏低，专利质量不高。计算机通信业企业在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



请、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效专利及有效发明专利等指标上呈高速增长，所占比例分别为 17.62%

、31.50%、13.57%、31.07%、13.17%、30.91%，专利数量偏低；但发明专利申请占专利申请的比例、

发明专利授权占专利授权的比例、有效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的比例分别为 68.20%、44.20%、47.45%，

占比高，专利质量较高。如表 8 所示。

不同行业企业的主要专利指标产出与其经济产出存在着正比例关系。样本企业中，先进制造业企

业 78 家，产值为 3326 亿元，分别占 50.32%、47.76%;计算机通信业企业 22 家，产值为 1134 亿元，分

別占 14.19%、16.28%;环保能源业企业 16 家，产值为 1%6 亿元，分別占 10.32%、28.23%;新材料业企

业 16 家，产值为 181 亿元，分別占 10.32%、2.60%;生物医药业企业 11 家，产值为 198 亿元，分别占

7.09%、2.84%;其他企业 12 家，产值为 97 亿元，分别占 7.74%、1.39%。调研表明，传统的制造业经过

不断的市场化改革后，在武汉市经济活动中仍保持着传统优势；计算机通信及环保能源行业呈高速发

展趋势，异军突起；新材料及生物医药行业经济产出较低，仍需大力扶持发展。在武汉市经济活动保

持着优势和快速发展的行业中，专利产出指标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5)专利优势企业的专利优势不明显。

调研发现，排名前 8 的专利优势企业在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

效专利和有效发明专利等指标上分别占 61.66%、60.08%、68.09%、70.16%、71.83%、70.15%，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发明专利授权占专利授权和有效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的比例这两项重要指标上，

所占比例分别为 19.89%、19.75%，专利优势企业的专利质量优势不明显。

而且，样本企业在进入全国百名排名的数量不多，排名也不靠前。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统计数

据显示，2009 年，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在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效专利、有效发明上分别以 356

件、49 件、825 件、136 件专利在全国排名第 24、23、23、21 位；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发明

专利授权、有效发明专利上分别以 25 件、97 件专利在全国排名第 43、31 位；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在有效专利上以 469 件专利在全国排名第 85 位。2011 年，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在专利授权、发明专

利授权、有效专利、有效发明专利上分别以 568 件、143 件、1927 件、352 件专利在全国排名第 16、

17、16、18 位；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有效专利上分别以丨 79 件、

32 件、469 件专利在全国排名第 100、65、85 位；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发明专利授权、有效

发明专利上分别以 59 件、186 件专利在全国排名第 36、30 位。可见，样本企业与全国的专利优势企业

仍有相当的差距，专利优势企业有忧。

3 原因分析

尽管武汉市规模以上企业主要专利指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但由于企业研发投人不足、企业

专利管理缺位、一些企业专利申请动机不当、专利代理服务质量不高以及总部经济效应影响等，导致

武汉市规模以上企业主要专利指标数量偏低、专利质量较低。

(1)研发投入不足是样本企业专利数量和质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调研发现，80.37%的样本企业

为了获得专利，首选自行投资研发，而研发投入占年度工业产值的比例仅为 3%，平均知识产权投入占

年度工业产值的投入仅为 1%。研发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企业的专利技术创新活动，影响了企业专利数

量和质量的快速发展，导致专利总体数量较低、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较少。在有专利活动的样本企业中

，近 4 年平均研发投入占平均销售收入 5%以下的企业占 61.68%，占 5%~15%的企业占 31.78%，占 15%~30%

的企业占 4.68%，研发投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 30%的只有武桥重工、矽感科技两家企业。这表明，

样本企业研发总投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应在 5%以内。

另外，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计算方法，从单位 R&D 经费投入的专利产出景来看，规模以上企业

的每亿元 R&D 经费投人平均分别可得到 74.0 件专利申请、20.2 件发明专利申请、51.4 件专利授权、

6.1 件发明专利授权、143.2 件有效专利和 20.4 件有效发明专利。而 2013 年，武汉市规模以上企业专

利申请 3503 件、发明专利申请 1469 件、专利授权 2893 件、发明专利授权 555 件、有效专利 9808 件

、有效发明专利 1983 件，据此可推算出样本企业研发投总入不到 100 亿元，占当年企业销售收人的比

例将近 1.5%，不到 2%，这与上述调研结论基本一致。

(2)专利管理缺位是影响专利数量与专利质量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样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0.22%，占研发人员的比例为 3.38%;44.86%的企业没有设置任何管理机构，

47.66%的企业没有独立的专利管理人员，66.07%的专利管理人员没有专利代理资质。知识产权管理机

构的不健全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人员配备不足、素质不高，将会对企业的专利检索、专利布局、专利运

用、专利保护产生消极影响。

另外，80.37%的企业主要采用自行投资研发的方式取得专利，表明样本企业并未制定科学合理的

专利战略，或者是实施综合专利战略不力。

(3)专利申请动机不当是样本企业专利质量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调研发现，78.51%的样本企业申



请专利的首要目的是利用专利制造保护产品，抢占或拓展市场；但也有 2.8%的企业申请专利是为了满

足行政的硬性要求，或者是为了获得特定的资质，如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等。专利申清动机不当，虽然

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专利指标的数量增长，但会影响专利质量。

(4)企业专利申请意识和布局能力不足是专利质量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调研发现，样本企业中在

新产品立项、研发之前没有进行专利检索分析的企业占 23.37%。专利管理机构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

足、管理素质不高会导致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研发活动的脱节，妨碍企业专利申请的布局设计。而在

另一项调查中，76.64%的样本企业选择需要专利信息检索分析，这也充分说明了企业专利申请意识和

布局能力不足。

(5)总部经济效应也对样本企业专利数量和质量产生了影响。所谓总部经济效应是指，企业按照总

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

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

优势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不但能够使企业资源配置综合成本降低，而且使得总部所在的中

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术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释放，同时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密

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由于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得一些企业将其分公司或子公

司设在武汉进行加工生产。2013 年，样本企业中，总部不设在武汉的企业共有 107 家，产值达 3989

亿元，分别占 38.63%、46.87%;总部设在武汉的企业有 170 家，产值达 4521 亿元，分别占 61.37%、53.13%

。在有专利活动的企业中，总部设在武汉的样本企业有 100 家，占 64.52%，产值达 3775 亿元，占 54.21%;

在无专利活动的企业中，总部设在武汉的样本企业有 70 家，占 57.38%，产值 746 亿元，占 48.25%。

这表明，总部不设在武汉的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产值，均在样本企业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总部不设在武汉的企业拥有的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授权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有效

专利、有效发明专利分别为 2888 件、1017 件、1972 件、266 件、1762 件、264 件，分别占样本企业总

数的 18.31%、16.89%、18.72%、13.08%、17.95%、13.31%，不仅总量较低，而且所占比例均不到两成

，与其经济产出占 4 成以上的比例形成较大反差。

(6)专利代理服务质量不高也会影响到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调査发现，规模以上企业主要是通过

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专利，而近 10%的样本企业认为目前专利代理人水平不高，申请文件撰写存在问题

35%的视为撤回率以及较短的发明专利维持时间也都表明了专利代理服务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3 提升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对策

提升武汉市规模以上企业的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加大研发投入和实施企业专利战略是根本，完

善政府专利考核评价政策和资助政策、提升专利代理服务质量是重要保障。

(1)加大研发投人，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研发投

入对企业专利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技术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是提升



企业技术能力的基础，政府扶持是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必要保障，产学研一体化是提升企业技术能力

的重要途径。企业应树立质量优先、技术优先的意识，加大研发投人，逐步提高研发投人和知识产权

投人占企业年度产值的比例。政府应通过财政支持、税收政策、人才引进等方式扶持规模以上企业的

研发活动，并协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相关研发融资机制，大力培育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同时，应充

分发挥武汉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较强的研发优势，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强大的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统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

势。

(2)加快实施企业专利战略，加强企业专利管理，提升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和布局设计能力。企

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和布局设计能力对企业专利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加快实施企业专利战略，将强

化企业专利管理，有利于提高企业对专利信息资源的利用能力和效率。通过布局全方位覆盖产品应用

产业链的专利申请组合，布局与产品市场同步并动态变化保护范围的专利申请组合，布局不同研发项

目主体对应成系列的专利申请组合，布局多个专利多项权利的要求组合互相交叉交融没有漏洞的专利

申请组合，布局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中关键卡位的专利组合等，可以提升企业在海内外专利

布局的质量，产生高质量的专利和专利组合。因此，应加快实施企业专利战略，推进企业建立和完善

专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适合企业发展要求的专利工作机构和机制，提高企业专利管理能力和水平，

将专利管理纳入企业产品开发、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重点提高企业的专利信息检索等专利信息利用

能力和专利布局设计能力。

(3)遵循“质量优先、数质并重”和“以数量布局、靠质量取胜”的专利事业发展方针，强化专利

质量政策导向。专利数量是基础，专利质量是核心，两者不可分割。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不符

合科学发展观；只重视质量、不重视数量，不符合武汉市国专利事业发展现状:8]。应建立科学的专利

质量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改革专利考核唯数量论的取向，将衡量专利质量的主要指标纳入专利工作评

价指标体系，合理设定增长率评价指标。

(4)加大专利资助力度，逐步调整专利资助政策，实现由重视专利数量向专利数量与专利质董并重

的转变。应统筹兼顾，推进武汉市专利资助政策的质垃化、精细化和体系化。要突出专利资助政策的

重点，注重资助政策的质量导向性，加强对授权专利的资助，以及对授权后维持、申诉、维权等后续

程序的资助，加大对外专利申请的资助力度，严格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资助的审查，降低资助比

例。同时，要加强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等不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监管，严肃处理套取专利资助和奖励资

金等非法行为。

(5)实施针对不同企业的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发展对策。对制造业，应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在保持

现有专利数量指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量。对

高新技术产业，应数质并重，在继续发展专利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有效

专利量。对民营企业，应大力培育其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对于国有企业，

可实施与制造业相同的专利发展对策。同时，将一批总部设在武汉的专利优势企业作为专利质量重点

培育试点企业，在研发投入、专利资助、专利信息利用和专利布局设计等方面予以倾斜，大力培育一



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集团，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6)不断提高专利代理服务能力，有效服务于专利质量发展。应加大专利代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力

度，努力满足武汉市快速增长的专利申请业务需要。同时，不断提高专利代理服务能力，强化专利代

理质量要求，加强专利代理服务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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