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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专利资助政策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一项 重要举措

,

对社会公众专利意识的提高与专利申请量 的

增长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本文选取广东
、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上海 和北京 6 个专利发展强势地 区为研究对象
,

对

其专利资助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 和比较分析
,

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定量分析其专利资助政策对专利申请量增长 的

影响
,

显示不 同地区的专利资助政策对于改进专利权人结构
、

专利申请结构 以及促进 三类专利申请都有不 同程度

的正向影响
,

为进一步改进地方专利资助政策
,

促进专利申请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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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
,

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剧了科技
、

知

识产权的竞争
,

特别是专利权争夺 的竞争
。

近年来
,

我国专利发展速度迅猛
,

2 0 11 年我国发 明专利 申请

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

专利资助政策作为我国专利事

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

对社会公众专利意识 的提

高与专利 申请量 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但

是我 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

必须要实现从专利

申请大国向专利质量强国的转变
,

专利资助政策在

新的形势下也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
。

有关专利制度和专利资助政策对专利 申请的影

响
,

国内外学者已开展 了较多的讨论
,

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 面
:

(l) 专利资 助政策 出台 的原 因
,

T h u -

ro w[
’〕提出专利政策应结合专利制度对不同行业 区

别对待
,

从而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减少垄断带来 的福

利损失 ;专利的公共性特征
、

对创新行为的鼓励需要

以及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要求被认为是专利资助出台

政策 的原 因川
; (2 )专 利 资 助 政 策 的正 面 效 应

,

z u e k e r [”
,

F rie d m a n 〔‘〕
认 为政 府资助额 度对 高校 的

专利产出和专利实施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王峰 〔’〕

认为专利资助能够提高专利权人的专利 意识 ; 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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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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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理 工

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知识管

理与创新管理
.

漫和毛祖开 〔‘〕指 出专利 资助政策不仅促进 了专利

申请量的提升而且还采取 了相关 的措施辅助
、

配合

和完善知识产权战 略的实施
,

对经济社会 的发展也

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文家春和朱雪忠 [ ’〕将专利

资助政策的作用界定为对专利制度激励功能产生 的

补充效应和对专利产出结构调整的杠杆效应 ; (3 )

专利资助政策的负面效应
,

袁真富〔8 〕认为专利资助

不仅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

加剧专利结构失衡
,

而且还会降低专利质量
,

从而 阻碍 技术创新
; 马忠

法 tg ]
,

管煌武
[ ’。3认为 目前的专利资助政策导致大量

的垃圾专利和专利泡沫现象
,

扭曲专利制度
,

给技术

转化带来 了人为障碍 ; (5) 专利资助政策负面效应

产生的原因
,

资助对象及资助额度的设置不够合理
、

没有资助重点
、

受资助专利的质量较差
、

专利资助与

相关管理部门未建立信息交换机制
、

缺乏重点资助

项 目的信息来源
、

政策的易理解性和便利性不足是

产生问题的主要原 因〔”
一 ”〕; (6) 专利资助政策的改

进建议
,

江镇华 〔‘, 〕
,

李伟
[川 指出应加大对确有困难

的主体以及西部地区的资助 ;缩小资助范围
,

只资助

发明专利 ;针对为专利 申请专利
、

利用政策漏洞获利

的行为
,

学者们建议 限额资助
、

授权后资助以及分阶

段资助等资助方式 t”
,

” 一 ’‘〕; (7) 专利资助政策 的定

量分析
,

张钦红
,

骆建文 「‘, 〕采用非参数检验 的方法

分析了当前 上海市 的专利 资助政策
。

李 伟和夏 向

阳 〔’‘} 以宁波专利促进政策为研究对象
,

采用非参数

检验
、

多元线性 回归和 G ra ng er 因果检验等方法分

别分析专利促进政策对专利增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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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特定地区 的专利资助政

策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

结论不免存在一定 的局限

性
,

综合分析我国三类专利 申请量
、

授权量及专利总

量
,

广东
、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上海
、

北京一直居于前六

位
,

成为专利发展强势地区
,

无论是在专利 申请数
、

授权数
,

还是在发明专利申请数
、

授权数上都具有优

势
,

这 6 个地区 的专利总量几乎 占了全 国专利数量

的一半以上
,

而且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

基于此
,

本文

选取上述 6 个专利发展强势地区为研究对象
,

首先

对其专利资助政策 的演变进行 梳理和分析
,

然后采

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定量分析其专利资助政策对专利

申请量增长的影响
,

比较专利资助政策对专利权人

结构
、

专利 申请结构 和促进三类专利 申请量增长 的

影响
。

2 地方专利资助政策分析

2
.

1 专利强势地区专利资助政策梳理

作为知识产权大省
,

为鼓励广东省发明人申请

发明专利的积极性
,

广东省于 2 0 0 0 年制定实施 《广

东省发明专利 申请费用资助暂行办法》
。

2 0 03 年修

订后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状况按 比例资助发 明专利
。

2 0 0 7 年修订实施《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

资助管理办法》鼓励在校学生 申请三种 类型专利
。

同年为鼓励广东省单位及个人 申请国 (境 )外专利
,

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增强 国际竞争力
,

广东省制定实

施 了《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

财政厅 国 (境 )外专利 申

请资助办法》
。

自 2 0 0 7 年开始
,

江苏省 的专利一直领跑全 国
,

其专利资助政策在于促进全省专利 申请数量的稳步

增长和申请质量 的提高
,

江苏省于 2 0 01 年 9 月颁布

实施《江苏省省级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限

额资助三类专利的申请
。

2 0 06 年修订实施《江苏省

省级专利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

按 比例资助重大发

明专利和苏北地 区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

2 0 n

年再次修订 实施《江苏省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 (专

利资助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加大 了对重 大发

明专利的资助力度和额度
。

围绕促进专利创造
、

运用
、

保护和管理
,

浙 江省

从 2 0 01 年起设立浙 江省专 利专项 资金
,

颁布实施

《浙江省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定额资助发

明专利
。

2 0 0 3 年修订实施 ((浙江省专利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
,

资助实审后的发明专利
,

2 0 0 6 年再次修订

政策
,

明确只对国内外授权的发明专利给予补助
,

资

助对象增加
,

资助额度有所提高
。

山东省于 20 06 年特设立 山东省专利发展专项

资金
,

同年 7 月颁 布实施 ((山东省专利发 展专项 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
,

按有 限额 的实 际发生额 资助国

内发明专利
,

经济欠发达县的实用新型
、

外观设计专

利以及 国外 和港澳台地区 的 申请专利
。

2 0 0 9 年修

订实施的《山东省专利发展专项 资金 管理办法》只

针对国内授权 的发明专利
、

PCT 国际申请和国外授

权的发明专利给予资助
。

上海作为最早制订专利资助政策的地 区
,

19 9 9

年便制定 实施 了《上海 市专利 申请费 资助实施 细

则 ))
,

并于 2 0 0 3 年修订实施 ((上海市专利费资助办

法》
,

对于三类专利 申请费
、

发明专利三年内的授权

费
、

实用新型
、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当年年费以及国外

发明专利授权费给予实际缴纳额资助
。

另外
,

上海

市对于在读硕士
、

博士研究生 的发 明创造给予额外

资助
。

2 0 0 5 年修订完善 资助对象
。

2 0 07 年 3 月进

一步修订完善资助条件
。

北京作为我国教育
、

科技资源最为富集 的城市
,

于 2 0 0 0 年 8 月颁布实施 《北京市 2 0 00 年度专利 申

请费资助暂行 办法 》
,

对 北京市的单位与个人在 电

子
、

信息等 8 个重点技术领域 的三类专利的申请费
、

发明专利实际审查费 以及维 持费进行资 助
。

2 0 03

年《北京市专利 申请资助奖励办法 (试行 )》进行较

大改进
,

明确资助类型并确定资助上限
。

20 07 年 1

月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专利 申请资助金管理暂行办

法》首次提出对本市确有困难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资

助
。

此外
,

专利资助的范 围更加广
,

对资助原则
、

资

助管理部门的权 限等做出明确界定
。

2
.

2 专利强势地区专利资助政策对比分析

2
.

2
.

1 专利资助政策对 比

通过对专利发展强势地区专利资助政策演变过

程 的梳理
,

我们从专利资助对象
、

资助类型
、

资助额

度和资助程序四个方面对 比分析这几个地区 的专利

资助侧重点
、

力度并结合专利数据具体分析专利资

助政策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见表 1 )
。

分析表 1 我们看 到
:

(l) 各地 区 的专利资助对

象大同小异
,

只有北京市明确提出针对确有 困难 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资助
,

浙江和上海规定资助受益人

为专利申请人
,

专 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不属于

资助受益人 ; (2 )资助类 型方面广东
、

浙江和山东资

助发明专利
,

江苏资助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

上海和

北京三类专利都资助 ; (3) 资助额度上江苏
、

浙江和

山东都是定额资助
,

广东分地区按比例资助
,

上海按

实际缴纳额资助
,

北京是有限定的全额资助 ; (4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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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利强势地区最新专利 申请资助政策对 比

省区 资助对象 资助类型 资助额度 资助程序

广东省
本省 企事业单 位

、

机关
、

团体 和在本 省辖 区

内有 经常居所 的个人

发明专利 的申请费
、

实质 审查费 ; 重大突 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 明专利申请费
、

实质审

查费和代理费

重大发明专利申请
、

授权的重大 发明专利的

申请费
、

实审费
,

获得 国 (境 )外受理 的专利

申请
、

授权 的专利申请费
、

审查费
、

代理机 构

服务费等费用
,

苏北地区获得 国家授 权的实

用新型专利

不 同 地 区 按 比

例资助
申请后资助

江苏省
本省企事业单位

、

机关
、

团体或者户籍在本

省的个人

国 内定额 ; 国际 申 请
、

授 权 后

限额 资助

浙江省

本省企事业单位
、

社会 团体 和发明专利第一

权利人地址在本省辖区内的 自然人
,

以及 负

责专利事务协调管理的政府机关

省境 内机关团体
、

企事业单位和有经 常居所

的个人 (不含计划单列市 和外资及外资控股

企业 )

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的补助 定额资助 授权后资助

山东 省
国内授权发 明专利资 助

、

PCT 国际 申请资

助
、

国外授权发明专利资助
定额资助

发明专 利授权 后

资 助 ; PC T 进 人

国际阶段资助

专利第一 申请人 为注册在 本市 的企事业单

上海市 位
、

机关或社会团体
; 专利第 一 申请人为 具

有本市户籍或本市居住证的个人

实 际 缴 纳 额 申 请
、

授 权 后

资助 资助

北京市
专利第一申请人为本 市确有 困难 的单位 和

户籍在本市或具有本市居住证的个 人

发 明
、

实用新型 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费
; 授

权发明专利的实质审查费 ;发 明专利 的授权

费及授权后第二年
、

第 三年 的年费 ; 实用 新

型
、

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 费

三类专利 申请费及单 位 向外国 申请发 明专

利费用

有 限 额 的全 额

资助

申请 后 授 权 前

资助

注
:

资料来 源于各地区知识产权官方 网站
。

助程序上浙江和山东为授权后资助
,

其他 省区针对

不同专利申请后或授权后进行资助
。

从专利资助对

象
、

资助类型
、

资助额度和资助程序四方面对 比各地

区几经修改的专利 申请 资助政策
,

我们发现各地 区

越来越注重发明专利的申请
,

且专利质量的要求越

来越高
,

资助审查程序也越来越严格
。

2
.

2
.

2 专利资助政策实施前后专利申请分析

从 2 0 00 年开始各地区专利数量突飞猛进
,

这与

专利资助政策的颁布实施密切相关
,

10 年间专利资

助政策从促进专利数量上的增长到质量上的提高不

断修改调整
。

图 1 一 图 6 显示 20 00
一 2 0 ro 年各专利

强势地区三类专利比例结构变化情况
,

10 年间三类

专利除了数量上 的激增外
,

结构上也发 生了变化
:

(l) 各专利强势地 区的发明专利 申请量 占本地 区专

利申请总量 的比例都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
,

截至 2 01 0

年
,

北京的发 明专利 比例最高 (58 % )
,

其次为上海

(3 7% )
、

广东 (2 7% )
、

江苏 (2 2 % )
、

山东 (2 1% )
、

浙

江 (15 % ) ; (2 )截至 2 0 10 年
,

各专利强势地区 的实

用新型专利 比例都 占到 了本地 区专利 申请总量 的

1/ 5 以上
,

个别地区超过一半 (山东 )
,

除江苏省的实

用新型专利 比例有大幅下降外
,

其余地区都是小 幅

升降
; (3) 除江苏省 的外观设计专利 比例有大幅提

升外
,

其余各地区外观设计专利 比例都有不 同程度

下降
,

截至 2 01 0 年
,

江苏省的外观设计比例 占到 了

57 %
,

而北京 的外观设计专利 比例只有 9 %
,

其他省

区均 占到 1/4 以上 ; (4) 结合专利资助政策 的变化
,

近年来各强势专利地 区都从专利数量的增长转向了

专利质量的提高
,

更加注重发明专利的申请
,

但是从

近十年三类专利的比例结构变化看
,

效果并不是十

分显著
。

图 7
、

图 8 为 2 0 0 0 一 2 01 1 年各地区发 明专利 申

请量与授权量 占全国发明专利 申请量与授权量的比

例
,

我们可 以看到广东和北京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相差无几
,

为 发 明专 利数 量和 质量 均较 高 的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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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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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 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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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海市三类专利申请结构

3 区域专利资助政策的影响分析

3
.

1 研究方法

由于专利数据 的复杂性
,

无 法对专利的参数情

况及专利 申请数量 的分布形 态做出判断
,

本文采用

两独立样本 的非参数检验过程对两个总体的分布是

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 检验
,

试 图 回答 以下 问题
:

( l) 专利资助政策出台前后一年三类专利 申请数量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

各 自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 ( 2) 若

不存在显著差异或差异不 明显则扩大样本量
,

考察

专利资助政策出台前后两年的数据
,

然后分析呈现

的特点 ; ( 3) 不同申请主体 (工矿企业
、

大专院校
、

科

研机构以及机关 团体 )专利 申请量在专利 申请资助

政策前后有无明显变化
。

3
.

2 定t 分析

鉴于专利 申请 数据 的可得性
,

我们选 取 2 0 0 3

年 9 月实施 的《广东省 发 明专利 申请费用资助暂

行办法》前后 12 个月 的数据 和 2 0 0 7 年 12 月 颁布

的《广东省 知识产权局 发 明专利 申请资 助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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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前后 2 4 个 月 的数据
,

利用 SPSS 软 件包 进 行

W ilc ox on 秩和检验
,

结果如表 2 所示
。

广东省 的专

利资助政策仅针 对发 明专 利
,

故 只考 虑发 明专利

受到 的影响
,

2 0 0 3 年《广东省发 明专利 申请费用资

助暂行 办法》出 台后
,

发 明专利 申请数 量 明显 提

升
,

而随后 的专利 资助政策 对于专 利 申请数量 影

响不明显
,

在 扩大样 本量 后 出现 明显 差异
。

说 明

专利申请资助政策 在一 定时间范 围内对 于专 利 申

请量的提升有积极作用
。

依照上文定量分析方法和专利数据 的可得性
,

我们对其他地区 的专利资助政策对其专利 申请数量

的影响依次进行定量分析
,

结果如表 3 所示
。

年份 月数

表 2 广东省专利申请 t 检验结果

发明 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

0
,

9 3 2

企业

0
.

0 0 7 0
.

16 0

非 职务

0 0 0 20012241224
20 0 3

.

0 9

0
.

1 12

P 值
0

.

0 0 7 0
.

0 0 8 0
.

0 8 9 0
.

8 4 3

20 0 7
.

12

0
.

2 4 2

0
.

00 2 0
.

4 8 3

表 3 其他省 区专利 申请t 检验结果

月数 发明

0
.

0 0 8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科研单位 大专 院校

2 00 1
.

0 9

2 0 0 6
.

1 1

0
.

07 8 0
.

0 7 8 0
.

6 7 1

企业

0
.

0 8 9 0
.

1 14

非 职务

0
.

0 60

江苏 0
.

0 6 8 0
.

06 0
.

0 8 9 0
.

0 0 7 0
.

3 7 8 0
.

0 3 9

0
.

0 0 1

2 0 0 1
.

1 1 0
.

0 0 2 0
.

14 3 0
.

0 04

0
.

2 9 1 0 0 2 0 0
.

0 0 1

2 0 0 3
.

0 7

浙江 0

0
.

4 7 8

0
.

6 12

0 9 3 2 0
.

0 2 8 0
‘

0 0 1 0
.

4 1

2 0 0 6
.

0
.

00 8 0
.

0 17 0
.

3 19 0
.

2 4 2 0
.

0 3 9

2 0 0 3
.

0 7

0

0
.

34 7

0
.

0 0 3 0
.

0 0 1

0
.

5 14 0
.

34 7 0
.

5 5 1 0
.

5 9 0 0
.

84 3 0
.

3 4 7

山东 2 0 0 6
.

0 7

0
.

00 1 0
.

18 0

I067
一
060

.

9 7 7 0
.

16 0
.

2 4 2

2 0 0 9
.

10

0
.

0 19

0
.

0 4 5 0
.

9 77 0
.

79 9 0
.

17 8 0
.

9 7 7 0
.

0 2 0

2 0 0 3
.

1 1

0
.

0 0 0 0
.

00 7 0
.

12 7 0
.

4 7 0 0
.

0 2 6 0
.

0 13

0
,

0 1 0
.

0 5 0
.

0 7 1 0
.

0 3 9 0
.

0 3 9 0
.

0 0 5 0
.

1 4 3

上海 2 0 0 5
.

0 7

0
.

0 0 3 0
.

0 0 5

0
.

0 7 8 0
.

14 3 0
.

9 32 0
.

4 4 3 0
.

7 13 0
.

3 19

2 0 0 7
.

0 3

2 0 0 2
.

1 1

0

0
.

0 0 2

0
.

3 17 0
.

13 8 0
.

0 6 1 0
.

0 2 1

北京 0
.

04 5

0

0
.

4 7 8 0
.

84 3 0
.

0 2 0 0
.

1 14 0
.

0 0 7 0
.

2 4 2

2 0 0 7
.

0 1

0
.

00 1 0
.

4 33 0
.

7 18

1212241212241224122412241224122412241224121224

注
:

数据来 源于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
,

官方 网站下载
。

由表 2
、

表 3 数据
,

我们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

(l)

江苏省首部专利政策的实施对于发明专利 申请量的

提升具有显著的效果
,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

申请量无显著差异
,

而 2 0 0 6 年政策 的修订大大改善

了外观设计专利的 申请状况
,

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专利则不能通过检验
,

但是样本量扩大后三类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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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通 过检 验 ; (2 )浙 江省 首部 专利 资 助政 策和

2 0 0 3 年修订实施 的政策对于三类专利 申请量 的提

升都有显著效果
。

而 2 0 0 6 年政策的再 次修订使三

类专利均不能通过检验
,

样本量扩大后结果得 到改

善 ; (3) 山东省首部专利政策 的实施对于三类专利

申请量的提升都有显著 的效果
,

2 0 0 6 年修改后的专

利资助政策对于三类专利 申请量 的提升并无显著作

用
,

扩大样本量后 出现显著差异 ;现行专利资助政策

前后一年数据不能拒绝原假设
,

扩大样本量后出现

差异 ; (4) 上海市首部专利资助政 策的实施 对于发

明专利申请量 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效果
,

而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 的 申请量无 显著差异
。

2 0 0 5 年政

策修订后
,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的效果都很显

著
,

而外观设计专利仍不能通过检验
。

直到 2 0 07 年

政策再次修订
,

外观设计专利前后 2 年数据还是未

能表现出明显差别 ; (5 )北京市两部专利资助政策

对发 明专利 申请量 的提升都有显著效果
,

而实用新

型专利首次不能通过检验
,

外观设计专利两 次均不

能通过检验 ; (6) 综观 6 个专利强势地区
,

其首部或

较早修订的专利资助政策对专利 申请量的影响都比

较大
,

而对 比三类专利 的敏感度发现发明专 利更 为

敏感一些
。

如 2
.

2
.

1 所述
,

各地区越来越注重发明专利的

申请
,

专利资助政策的定量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发明专利较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要敏感
,

说明

专利资助政策对于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提升有明显作

用
。

所以 2 00 0 一 2 01 0 年各专利强势地 区 的发 明专

利比例都有不 同程度 的提高
,

而北京市的发 明专利

比例最高
,

超过了一半以上
,

而其外观设计专利不到

10 %
,

这一方面说明其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和提高 ;

另一方面结合定量分析中北京市外观设计专利两次

均不能通过敏感度检验
,

说明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对

于改变专利产出的比例结构有影响
。

对于专利 申请

资助政策几经修改的省区
,

首部实施或修订 的政策

对于专利 申请数量 的影响较大
,

而现行 的专利资助

政策对于专利 申请量 的提升则不明显或无效
,

扩大

样本量虽然会改善结果
,

但是我们更多的认 为这是

综合因素的影响结果
,

专利申请资助政策的影响因

子明显减弱
。

这说明除了早期知识储备积累外
,

专

利申请资助政 策的实施促进 了知识产权意识 的加

强
,

客观上使专 利 申请量大幅提升
。

另外现行专利

资助政策对于不同类型的专利资助有所侧重明显改

善了
“

为专利而专利
”

的意图
,

防止专利出现
“

井喷
”

式增长
。

采用同样方法本文对不同申请主体在政策前后

的申请量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广东
、

江苏省区 的企

业对于专利 资助政策的改进较 为敏 感
,

而浙江
、

山

东
、

上海
、

北京四个地区 的大专院校对于专利资助政

策的改进较为敏感
。

4 结语

近年来
,

各地区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和投

人力度都大大增强
,

专利 申请和授权保持高速增长
,

且伴随着专利资助政策的不断调整
,

主要地区均提

出由
“

专利 申请
”

大省转变为
“

专利质量
”

强省的政

策导向
。

本文通过选取 6 个典型地 区专利申请资助

政策前后的专利 申请数据分析
,

得出以下结论
:

(l)

区域专利资助政策的不断改进有助于调整专利产出

的比例结构
,

对于发明专利 申请量 的提升尤其显著 ;

(2 )专利 申请资助政策对于专利 申请量和专利权人

的影响因时因地而异
,

对于专利 申请资助政策几经

修改的省区
,

首部实施或修订 的政策对于专利 申请

数量的影响较大
,

而现行的专 利资助政策对于专利

申请量的提升则 不明显或无效
。

因为 W ilco xo n 秩

和检验会降低检验功效故检验效能低
,

而且非参数

统计检验方法都采用一些近似估计作出推断结论
,

因此
,

本文的结果有一定的近似性
。

不 同区域的专利资助政策对于当地三类专利申

请量及专利 比例结构都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
,

要从
“

专利 申请
”

转向
“

专利质量
”

导向
,

各地区需要

进一步调整专利 资助政 策
,

促进 专利 申请 结构 的

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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