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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美合作发明 授权专利可 以从
一

个侧面反映 中美在产业技术领域研 发合作 的 特点 。 本文基 于美国 专利数

据库 从专利授权机构 、专利质量 、专利合作强度等方面 对近 年来 中美合作发 明 的 授权专利特点进行 了 计量分

析
，
发现 中美在专利技术合作方 面存在 的 问题

，
并提出 相应 的政策建议 。

关键词 ： 研发合作 ； 专利计量 ；
专利质量 专 利合作 强度

中 图 分类 号 ： 文献标识码

美科技合作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

引 目

由 幸会作去 划 教据泰源
近年 来 ， 国 内 外学者对 中美在产业技术 领域 的

研发 与创新合作给予了 高度关注 。 髙旭东等针对国 在专利数据分析和处理方面 美 国 经 济研究 院

有大型企业和行业协会 、 高新技术企业 、 产业集群中 （ 开展了 长期 和 系 统性 的研究工作 。

的外向型 民营科技企业 的不同特点 ， 对我 国 企业参 整理公布 了 年美国 发 明专 利 的专利 发

与 中 美科技合作 、 利 用 国 际科技资 源的现状和特点 明 人国籍信息 。 利 用 这部分信息 ， 选取其中 发 明 人

进行 了研究 。 吴贻康针对中 美科技合作 的走 向 ， 国 籍为 中 国 和美 国 的 专利 ， 将其确 定为 中美合作 专

提出 了 抓住共同关心 的 问题 、 加 强与跨 国公司研发 利 。 根据中美科技合作 的历史阶 段 ， 选取时 间窗 口

机构 合作 、 利用新机制 和基地扩大合作 、推进
“

引 进 为 年 。 利 用 专 利分类 法将 目 标

来 走 出 去
”

与 谨慎并购 四 点 建议 。 通过 数据发明 专利 按照其所属 领域划 分为 非药品化工产

研究 中美科技合作 中 的科学家流动 趋势
，
发现近年 品 、 计算机与 通讯 、药品 与医疗 、 电气与 电 子产品 、 机

来中 国在美学者的归 国 率有上升 的趋势 对 中 国 的 械 、 其他 大类 小类 。

科技进步将会有一个 良好的影 响
，
也成为 两 国科技 中美第一 件合作发 明专利 出 现在 年 隶属

合作发展过程中 的新机遇 。 但是
，
由 于 产业技术 化学产品 领域 的有机化合物 分类 ， 至 年 ， 中 美

领域的合作大多 发生在企业之 间 ， 美 国 对与 中 国 开 合作发明 专利共计 项 。 从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中

展高 技术领域的合作较为敏感 设置 了诸多障碍 至 美合作发明专 利 的 主 要 集中 于 化学品 、计算 机与 通

今 有关的实证研究还 较为薄弱
“

。 信 、 医 药 、 电气 电子领域 。

合作发明专利是中 美在产业技术领域研发合作

的重要产出 形式之一

，
也是 中 美科技合作基于市 场 表 中美合作发 明专利 领域分布

环境下
“

优势 互补 、 互利 互 惠
”

原则 的 成果 体现 ，
针

合转龍

对中 美合作发明专利 的分析 ， 有 助 于把握产业技术

领域中 美技术合作的重点 、合作的水平 、利益分配机

制及其变化趋势 发现合作中 存在的 问题 ， 为制定中

电 气电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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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两 国合 作 发 明 专 利 的 授权数量 缓 慢 增 长 ，

年开 始
，
巾美 合作鋼 专難龍 增 长速 度 明

专利计量学 （ 是将数学 和 统计学 显加 快 。

的方法用 于专 利研究
，
以 探索 和挖掘 其分布结构 、 数

量关系 、 变 化规 律等 内 在价 值 的科学 。 本 文利 用

专 利计量 学 的相关方 法 ， 分析 中美 合计合作 在 技术

领 域 的合作 情况 。

关于合作 专利 的 定 义
，
在 考察对 象是 专利 授权

人合作还是 专利 发 明 人 合作上
， 尚 存 在一 定 争 议 。

％

与 这种争议相 对应 的 ， 关于 国 际合作 专利 的 定义
，
有

±

两种 不 同 的 观点 ，

一 种 观点 认为专 利 授权人为 两个
、於

或 两个 以 上不 同 国 家 的机构 或个人的专利 是 国 际合 少 於

作专利
；
另

一种 观点 则认为 专 利发 明 人 是来 自 两个 图 中美合作专利 的 分阶段增 长趋势

或两个 以 上不 同 国 家 的 专利 是 国 际合作专 利 。 本文

认为
，
由 于专利 信息 的特点

， 专利授权人通 常都是唯
合作 专 利挪人 与■人分 析

，

的 ， 因此 本文細发 明 人合 作为专 利合作隨准 ，

、 ， 一

通 过对 至 年 巾 美

，

作 专利 的 授 权人

将国 际合作 专利 定义 为 ： 由 两 名 或两 名 以 上 来 自 不
进行 分析

，
中 美 合 作 发 明 利 的授权 共 名 。

同 国 家发 明 人合作发 明 的专利 。

选取 利授权― 《 权入 ’ 中

作专 利授权人 分 布 见表 。 可 以 看 出 ， 中 美合 作 专

基于 专 利 计量的 中 美 科技 合 作评价研究 利 的授权人 以 企业 和个 人为 主 。 这 名 专利 授权

自 年第 件中 美合作发 明专利授权 以来
，

人 ’ 即 全部授 权人 中 的 ’ 所 拥 有 的 专 数

截至 年
，
翻共合作发 明 件美 国 专 利 。 图

巾美 合作发 明 专利 的 ’ 接近 半 数 。 則 位

描述 了 巾 美科技 合作 在 两 科 技 合作 同 阶
，■

人 中
？

构擁人 个 其排名 与賴酬 地 区 〉

段 中 专 利 增 长 的 趋势 图 。 可 以看 出
，
从 至

表 中 美合 作发 明专 利 授权人 分 布

授权人类型 授权人数 量 所 占 比 例 所持专利数 占 中美合作专利 总数比重

企业

个人

大学

政府

表 中 美合作发 明 专 利 机构授 权 人专 利 授权 数 排 名

排名 机构名 称 机构类型 国 家 地 区 专利授权数

企业 美 国

企业 美 国

企业 香港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大学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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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机构名 称 机构类 型 国家 地区 专利授权数

大学 美 国

企业 美 国

企业 台湾

企业 美 国

大学 中 国

政府 美 国

大学 美 国

企业 美 国

企业 美国

大学 美 国

企业 美国

政府组织 美国

企业 美国

政府组织 美 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企业 美国

大学 美 国

大学 美国

从表 可 以 看 出
， 在 家机构授 权人中 ，

除 清 中 美合作专利 质量与合作强度

华大学 、 鸿海精密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新 科实业 专利平均被 引 频次是衡量 发明人所发明专利影

有 限公司分别位于 中 国 大 陆 、 中 国 台 湾 和 中 国 香港 响力 和质量 的重要标准 专利 平 均被 引 频次 的计算

之外 ， 其他机构授权人均为美 国机构 。 可见 至 方法如下 ：

年 中 美合 作发明 专 利 的 主 导权和 收 益权基本

由 美 国方 面掌控 。

在 中美合作专利发明 中 ， 同样存在 第三方 国 家

和地 区参与 现象。 在 项 中 美合作 发明 专利 中
，

式中
： 久 代表第 纟 个发 明 人 的发 明 专利平 均被

有 项专利有 第三方 国 家和 地区 发 明 人的 参与 ，

引 频次 ， 代表其发 明 的第 件专利被引用 的次数 ，

中美合作专利发明 中 的第三方国家 和地区发 明人主 代表其发 明 专 利 的总 件数 。 本文 将 同一

国 家 地

要来 自 中 国香港 、 日 本 、 英国 台 湾 、 加拿大 、 德 国 、 法 区 的发 明人看作一个 整 体 ， 计算五个专利领域 中美

国等 。 对第三方 国 家和 地区 的地理位置进行分类 ，

两国 以及其他主要第三方 国家 地区屆际合作发明专

发现 ， 中 美专利 合作 的主 要第 三方合作伙伴是来 自 利的平均 被 引频 次 ， 如表 表 所示 。

于与 我国 地理位 置较近的亚洲 和经济技术水平较发

达的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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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主要国 家 地区 国 际合作 发 明 专利 被引 用情况 表 表 主要 国 家 地 区 国 际合作发 明专 利被 引 用情况表

化 学品 领域 ）
（
医药领域 ）

发明 人属性 专利数 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 频次
一

发明 人属性 专利数 被 引次数 平均被引 频次

中 美 合作 中 美合作

加拿大 日 本

美国 口 美国

日 本 加 拿大

奥地利 韩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

比利 时 澳大利 亚

韩国 法国

德国 印 度

中 国 台 湾 中 国 香港

法国 德国

印 度 中 国 台 湾

中 国 香港 比 利时

中 国 奥地利

新加 坡 中 国

表 主要 国 家 地 区 国 际 合作发 明 专 利 被 引 用 情况表 表 主 要国 家 地区 国 际合作发 明专 利 被引 用 情况表

机械领域 ）

发明 人属 专 利 奶隨 〒均被引 频 发明 人属性 专 利数 被引 次数 平均被引 频次

中美合作 日 本

加拿大 美国

美国 加拿大

中 国 台 湾 法国

澳大利亚 德国

日 本 澳大利亚

法国
比利 时

比利 时 奥 地利

德国 中 美 合作

新加坡 新加坡

中国 香港 中 国 台 湾

印 度 中 国 香港

韩国 韩国

奥地利 印 度

国 中 国

表 主要国 家 地 国 际 合作发 明 专利 被引 用 情况表
表中 阴影部分显示 了 不 同技术领域中 美合作发

■ 賴 ）

明专利 的被 引 用情况 。 可 以 看出 ， 在化学 品 、 计算机
发 性 数 被

：
数 平均 频次

与通信 、 电 气 电 子 、 医药 四 大领域
， 中美科 技 合作发

中 国 香港 明 专 利的平 均被引 频次都远远高 于其他各国驰区 的 同 领

美国 域的 国 际合作专利 ，
中 美两国 发 明 人在这 四 大领域

的合作拥有较高 的影 响力 和 技术热点 贴进度 ， 形成

比利时 ；

了 优势互补 与共羸 。 值得注 意的 是 ， 我 国 的 国 际合

法国 作发 明专利在五个 专 利领域 中
，
平均被 引 频 次排位

均不理想 ， 由 此可见 中 美合作 的发 明专 利是 我 国 国
英地 不〗

德国 际合作发 明专利 的 重要部分 对我 国 的技术 水平提

曰 本 升有着 十分重要的 意义 。

萨尔度 系 数是 由 萨 尔 顿 和 麦 克 吉 尔 于

新加坡 年提 出 的 表征 两 个 领 域 之 间 关 系 程度 的标 准 化

中国 台 湾 系 数 。 利 用 萨尔 顿 系 数 ， 可 计算 不 同 领域类 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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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两 国 合 作 发 明 专 利 的 合 作 强 度 ， 其 计 算 方 法 尔顿合作强度系数 ， 代表发 明 人 和发 明

如 下 ： 人 合作发 明专利 的数量 ， 和
】
分

别代表发明 人 和发明 人 ） 所发明 专 利 的总 数 。 将
”

々 中美发明人看作 一个整 体 计算全部专利 领域 中 美

式中 ， 、 代表发明 人 和 发明 人 的 萨 合作发明专利 的 萨尔顿系数 获得表 。

表 各技术领域 中美 合作发 明 专利 萨尔 顿系数

技术领域 中国 发明 专利数 美国 发明专 利数 中美合作专利数 萨尔顿系数

中 美专利合作强度最强的十个技 术领域分别 为 电子商务方法 与软件 ， 农业 、 畜 牧 、 食 品 ，
电气照 明 ，

农业 、 食 品 、 纺织 燃气 遗传学 服装与 纺织
，
涂料 ， 娱乐 设备和容器

， 中 美专 利合作强 度最弱 的 十个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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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分别 为 电 动 机 、 发动 机与 配件 ， 通信 ， 电 力 系 和先进人才 互通有无 ， 另
一方面也有 助 于打破双发

统 半导体 ，
材料加 工与处 理

， 地球工作 与 钻井
，
光 的技术壁 垒

，
在 国 际科技组织的大环境下

， 加深两国

学 交通运输 ，
电子设备 药品 。 从表 中可 以看到

， 合作 。

中 美两 国合作强度 最强 的 十个技术领域 ， 两 国 的发 （ 加强 合作知识产权保护 重 视我 方权益 。

明 专利 数量都相对较 少 ， 而 两 国 发明 专利 相对较多 在 合作成果 的管理中 ， 我国 也应加 强对双方合

的技术领域 两国 的专利合作强度较低 。 可 以 发现 ， 作 产 出 的知识产权的 制 度 和 法律保护 ， 维护 双方利

两国专利合作较高 的领域并非 是两国技术的优势领 益 约定违约 责任 。 在合作研究的过程 中 设立有效

域 两国 开展专利 合作的 主要 目 的是优势互补 互利 监管机制 ， 对我 国重要 的信息 、 数据采取隔 离 机制 ，

共贏 。 尤其是在 中 国 专 利 授权数量较 少 的 技 术领 防止 因合作造成关键信息流 失 ， 侵害我 方权益 。 针

域 如 服装与 纺 织
，
电 子商 务方法与 软件 ， 燃气 ， 农 对两 国合作专利 中 中 方授权人非 常 少 的情况 应在

业 、 食 品 、 纺织等领域 中 ， 两 国 的合作 强度很高 。 中 发 明 专利 合作的过程 中 ， 争取我方合理权益 坚持共

美专利 合作对我 国 技术水平和技术竞争力 的提升 的 有 知识产 权的共享与 公开 ， 并着力 在合作 中 获取独

重要提升作用 。 立成果 形成 自 主知识产权 。

加强政府对中 美企业间研发合作的资助 。

目 前 我 国政府对 中 美科技合作的经费 资助 主

基于前述研究结果 本文对 中 美产业技术领域 要投到 了 大学和科研 机构 ，
对 中 国 企业实 施

“

走 出

的研发合作提出 以 下几点政策 建议 ： 去
”

战 略 寻 求 与 美 国 产业部 门 的研发 合作支持 不

鼓励 国 际发 明 专利 产 出 ， 提高 我 国 机构 在 足
，
对中 国 企业在中 美产 业技术领 域 的合作 也缺乏

中 美科技合作过程 中对专利产 出 的 重视 。 有效的政策引 导 ， 而美 国 联邦 政府在支 持学 术界与

中 美科技合作 多年 以来 从美 专局 的数据 中 产业 部 门 对 外 科技 合作 中 建立 了 有 效 的 联 动 机

可 以 看出
， 两 国 的 科技合作 活 动 开展 已 呈 现

一

定 成 制 今后
，
我 国 政府应该 加大对中 国 企业与 美

效 ， 但合作专利授权数量仍然较少 我 国政 府应继续 国 学术界和产业部门 的研发合作 的政策 引 导和 资金

重视和 鼓励 我 国 机构 在 参与 中 美科 技合作的 过程 支持力 度 帮 助 中 国 企业在合作中 获 得 平等或主 导

中 更多地参与到 专利发 明合作活动当 中 鼓励我 国 的地位 ， 以 获得更大 的合作成效 ， 合理分享和保护知

机构通过与美 国机构 合作 ，
获 取国 际 发明 专利 等 相 识产权 。

关知识产权 。 鼓励我 国 公 司 建立 海外研发 机构 ， 利

用我 国公司 的海外 研发机构和 境外跨 国公司 的国 内

研发机构 ，
加 强专利 合作 ，

掌握关键技术 ，
抢 占 技术 高旭东 ， 孙 荣玲 等 政府鼓励和支 持企业 参与 中 美科技合作

的 政策措施研究 清华大学 ，

战略新兴产 业和 关键技术领域 ’ 加强 两 国
吴贻康 谈 中美科技合作的 走 向 及我们 的思考 ⑴ 中 国 科技

产业 ， ：

专利 作

从两 国 不 同 技术 领域 专 利 合作强 度 中 可 以 看

出 ， 中美两国 在新兴技术领 域和关键技 术 中合作强

度均不甚理想 ， 其中 不 乏两 国 贸易 竞争和美方技术 — 。 ，

优势保持 的考虑 。 我 国应 当在两 国政府间框架协议
■圖

下 ， 与美国 加 强战 略新兴产 业 和关键技 术领域 的专
；

‘

科技部 国际合作司 丽 年中 美科 技合作执 行秘书会 议文献

利合作 ，
互通有无 提升我 国技术实力 。

汇编 科学技术部 ，

立足全球 ，
拓展中美专利合作 。

树立全球视野
， 广泛参 与 国 际科技组织和技术 。

研发活 动 ， 吸引 更多第三方国 家和 地区 的技术人员 、

刘云
，
董建 龙 美国 政府国 际科 技合作的经费投人与结构分布

优势技术 、 科研经费投人到 中美科技合作中 来 ， 打破
⑴ ’

：

— 化

肖 利 ， 汪飚翔 主要发达国 家国 际科技合作 的资助政策及其启

两国双边合作 的格 局 ’ 弓 丨 导将 中美科技 合作 由 双边
示⑴ 科学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 ， 雇 ，

合作 向 以 中 美合作为核心 的 多 边合作
”

转变
， 合作 肖利 ， 朱斌 ， 张利华 等 美 国 联邦 政府及 民 间 机构对 外科技

范 围 的 推广 ，

一

方面 可以 更 多地接触 国 际先进技术 资助 报 告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技 政 策 与 管 理 科 学 研 究



专辑 刘 云等 ： 中 美合作 发明授权专利计量分析及政策启示

所
，

究
，

：

何斌 ， 孙树栋 当代国 际合作 的经验与启 示 科技管理研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