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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

归纳总结 高校专利 申请动机
,

从微观层面研究 自主创新主体
—

高校的主

体行为对专利 申请量增长的影响
。

以清华大 学为例
,

对影响高校专利 申请的激励 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

得出结 论
,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
、

专利基金的设立
、

有效的专利 奖励机制
、

重视专利 指标的科技绩效评价体系
、

产学研合作
、

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等是高校内部影响专利 申请量增长 的重要激励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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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随着 21 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
,

知识产权逐渐

成为国家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
、

战略性的资源
。

高校集科学研究
、

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

于一身
,

拥有发展知识经济的师资队伍
、

基础设施

和创新氛围
,

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
,

是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发源地
。

高校的自主知识

产权涵盖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和技术秘密
、

商标

和名称专用权
、

著作权及其邻接权
、

商业秘密及信

息
、

国家法律规定或者依法由合同约定由高等学

校享有或持有的其他知识产权等
。

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作为高校科技创新活动评价的重要指标
,

是

高校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实力的体现
。

高校专利申请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

者研究的重点
,

但多为定性研究
。

研究表明
,

专利

制度
、

高校管理部门及其专利管理水平
、

大学的声

望与名誉
、

商业化程度以及高校对教师的激励机

制
、

高校绩效评价体系等被认为是影响高校专利

活动的重要因素
。

这些研究多从组织与制度的层

面对影响专利 申请的因素进行分析
,

忽略了专利

收稿 日期
: 2 0 12 一 0 8 一 2 8 修回日期

: 2 0 12 一 0 9 一 30

基金项 目
: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2 0 12 D FG l l7 5 0 )

。

作者简介
:
侯媛媛 (19 86 一

)
,

女
,

山东章丘人
,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生
,

研究方向
:

科技评价
,

创新管理
。

1 4 4



科技与管理 高校专利 申请动机与激励因素分析

创造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对专利申请的影响
。

高校

教师作为专利的创造者
,

其积极性的调动将更有

利于专利工作的进行
。

本文在文献梳理 的基础

上
,

从创新主体角度和微观层面对高校专利 申请

动机及激励因素进行研究
,

为高校知识产权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指导和依据
。

二
、

高校专利申请动机

目前关于高校专利 申请动机的研究
,

国内外

学者的研究较少
。

Ba ldi ni (2 005 )「
‘」等学者在对意

大利大学专利申请动机的调查中将动机划分为获

得研究支持
、

获得知识交流
、

获得个人回报 3 类 ;赵

文红
、

樊柳莹 (2 0 10 )「
2 」在此基础上

,

将 3 类动机细

分为 9 个细分指标测度
,

对专利申请影响因素和申

请动机进行因子分析和 回归分析
。

研究者

表 1 高校专利申请动机文献总结

结论

B
a
ld in i等学者 (2 0 0 5 ) [1」 专利申请的动机划分为获得研究支持

、

获得知识交流以及获得个人回报三大类
;
实证结果表明

,

意大

利高校教师的专利申请动机是增强威望
、

名誉
,

以及为研究寻找新的突破点

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 A U T M
影响教师专利发明动机的因素包括版税收人

、

许可证与附加活动
、

职业发展
、

对于初创企业的支持机

制和大学风险资本的可用性

赵文红
,

樊柳莹川

专利申请动机分为获得研究支持
、

获得知识交流
、

获得个人回报三类
,

其中获得研究支持动机包括
:

希望获得更多的研究基金
、

为实验室提供更多装备
、

通过专利获得更多研究认可
;
获得知识交流动机

包括
:

希望获得知识上的拓展
、

与同行交流
、

通过专利活动推动经济和技术发展
;
获得个人回报动机

包括
:

希望获得更高收人
、

提高声望与名誉
、

得到晋升

总结并归纳学者们的研究结论
,

得到高校的

专利申请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l) 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
、

产业化
。

实现科研

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是高校专利申请最重要的动

机
,

通过企业的实施实现成果推广
,

通过产品的销

售获取利润
。

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

要主体
,

是创新成果产生的主要来源
,

市场化是高

校专利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
。

(2 )获取专利许可和转让收人
。

除了专利市

场化
,

对外许可和转让专利也是高校直接获得收

益的重要途径
,

专利许可和转让收人可以用来补

偿前期研发投人和获得利润
。

(3 )为达到单位绩效考核指标
,

获得职称晋升

及奖金等待遇
。

《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

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将形成并拥有

知识产权的数量及质量作为评定科研机构
、

科技

人员科研贡献及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

因此现行

科研成果管理体制中
,

部分高校将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纳人单位绩效评价体系中
,

专利成为衡量单

位或个人职称晋升
、

奖金等的硬性指标
。

这种做

法一方面有效促进了高校专利 申请量的增长
,

另

一方面也导致
“

为专利而专利
”

现象的产生
,

专利

质量无法保证
。

(4 )争取政府的科研项 目
,

完成政府科技计划

项目目标
。

政府科技计划项 目申请中
,

课题组的

资历
,

即研究成果和获发明专利情况
、

在国内外主

要刊物上发表论文情况等是项 目能否成功申请的

重要考核内容
。

此外
,

《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规定
,

申请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时要写明项 目拟达到的知识产权 目标
,

并要

求科研机构主动对其内部科研组织提出知识产权

方面的任务和要求
。

因此为完成项 目申请中设定

的知识产权目标
,

高校往往需增加专利的申请
。

(5) 获得政府或单位的专利资助
。

在国家《专

利费用减缓办法》和《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导下
,

地方和单位纷纷出台专

利申请资助的鼓励或优惠办法
,

专利资助较大程

度地解决了发明人申请或维持专利时的经济负

担
,

促使其增加专利的申请
。

(6) 为获得政府或单位 奖励
,

申报专利奖
。

20 10 年《专利实施法细则》规定
,

专利权持有单位

应将不低于 2 % 的营业利润 (发明或实用新型专

利 )和不低于 0
.

2 % 的营业利润(外观设计专利 )作

为报酬发给发明人
。

在
“

一奖两酬
”

规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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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不少高校对专利 申请和实施的奖励机制进行

了明确规定
。

此外
,

《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每两年开展一次专利奖评选活

动
,

对发明创造水平高
、

已实施
、

经济效益或社会

效益较好的专利颁发专利奖金奖或优秀奖
,

除了

颁发奖状
、

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公布外
,

还要求发

明人所在单位将获奖情况记人档案
,

作为考核
、

晋

升
、

聘任技术职务的依据之一
,

并给予相应奖励
。

因此
,

为获得政府或单位专利奖励
,

高校及教师往

往会增加专利申请
。

(7 )提高声望与名誉
。

专利是评价发明创造

能力的重要指标
,

增加专利申请
、

获得更多授权量

将有助于提高单位或个人的声望与名誉
。

三
、

高校专利申请的激励因素

目前关于专利申请行为
,

国内学者侧重于对申

请行为多个影响因素的研究
。

唐恒(2 001 )「
3 」研究

表明
,

影响高校专利申请的因素主要有
:
意识

、

激励
、

效益
、

法律保护力度
、

管理体系
、

自身发展等诸多因

素
。

王兆丁等(20 02 )「
4」指出影响高校专利申请的

因素主要是我国高校传统的科研成果管理体制
、

高

校教师的价值取向
、

专利服务机构的健全与否和服

务水平
、

经费短缺
、

专利保护不力和专利实施难等间

题
。

郭秋梅 (2 00 4 )「
5 」研究表明

,

高校科技投人与高

校特别是重点高校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严重的不

对称性
。

李玉清等 (2005 )「
6 」对专利申请数量与高

校课题数量
、

科研经费及人力资源等科技投人的关

系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申请专利数与科研经费存在

显著相关性
。

在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

探

讨专利申请量增长的高校内部影响因素对于保证专

利数量与专利质量的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

本文以

清华大学为例
,

从创新主体角度和微观层面分析高

校内部专利申请的激励因素
。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

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

非常重视以专利为重

点的知识产权工作
,

坚持将专利工作作为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和促进 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
。

自 1 9 8 5

年专利法实施以来
,

专利工作经历了以加强专利

意识
、

激励专利申请
、

提高专利质量
、

探索专利实

施为重点的四个阶段
,

并在工作模式
、

规范管理
、

加强服务等几个方面开拓创新
,

推动知识产权工

作不断发展
。

19 8 5 年至 2 01 1 年
,

清华大学累计 申

请国内专利 1 3 7 0 3 项
,

其中
,

发明专利 1 1 859 项
,

实

用新型专利 1 8 16 项
,

外观设计专利 28 项 ; 申请国

外专利总数 1800 余项
,

国外专利授权总数 400 余

项
。

由图 1 所示
,

自19 86 年
,

清华大学专利申请数

量趋势上升
,

1990
一 19 9 5 年期间

,

发明专利所占比

重有所下降
,

1995 年后
,

发明专利所占比重不断上

升
,

到 2 006 年发明专利比重达到 91
.

1%
。

这说明

清华大学更加重视更能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明

专利的申请
。

图 1 清华大学国内专利申请量与发明专利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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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为鼓励 自主创新
,

相继颁布若干规

定
,

在学校政策法规的引导下
,

清华大学采取了多

种激励措施
,

鼓励发明创造
,

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的

积极性
,

包括设立专利基金
、

对专利权人给予奖励

及资助
、

加强专利工作管理等
。

(l)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
。

清华大学在鼓励

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出台了若干规章

制度
,

1999 年制定了《清华大学关于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若干规定》
,

2 001 年制定了《清华大学关于

加强专利工作的若干意见》
,

2 004 年制定了《清华

大学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的管理细则》
,

20 07 年制定了《清华大学申请专利及专利基金使

用管理暂行规定》
。

这些规章制度的出台和实施
,

为清华大学自主创新科研氛围的形成起到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

(2 )专利基金的设立
。

自 19 98 年清华大学每

表 2 清华大学知识产权相关规章制度

年拨专款并从政府
、

企业和个人等方面多渠道筹

集资金设立专利基金
,

用于支付发明专利申请中

所涉及的代理费
、

申请费
、

维持费
、

登记费等总费

用的 7 0 %
,

课题组只需承担剩余的 30 %
。

专利基

金仅资助发明专利的正常申请费用
,

对于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所涉及的各项费用
、

职务

发明人所要求的加急处理费
、

著录项 目变更费
、

恢

复费
、

撤销请求费
、

滞纳金及无效宣告请求费用
、

未经学校批准自行委托的专利申请代理费等不予

支持
。

专利基金的设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研经

费短缺的间题
,

对高校专利申请有一定的激励作

用
。

除此之外
,

清华大学还规定专利授权后的年

费除了由专利发明人使用课题费支付外
,

也可由

专利发明人所在院系承担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专利权人的后顾之忧
。

此外
,

自2 000 年
,

学校利用企业
、

海内外捐赠

等基金支持国外专利申请
。

香港著名实业家
、

爱

国人士曹光彪先生捐资设立的
“

曹光彪高科技发

展基金
”

择优资助清华大学科技含量高
、

具有国际

开发价值的发明专利向国外申请专利
。

美国宝洁

公司设立
“

宝洁研究基金
” ,

支持与学校的科研

合作
。

(3 )有效的专利奖酬机制
。

《清华大学关于加

强专利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
,

学校对每项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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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给予 2 000 元奖励
,

每项授权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专利给予 500 元奖励
。

同时
,

为鼓励专利

技术的转化实施
,

合同约定的专利实施许可费在

汇人学校账户后
,

20 % 可作为奖金奖励给发明人
。

学校对实施专利技术后企业年增利税 500 万元的

专利技术授予
“

专利金奖
” 。

《清华大学关于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2 0 09 )中规定
,

鼓励采

取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

以

技术作价人股兴办企业以及专利或专有技术许可

等多种形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

并对不 同的成果

转化形式规定了相应的利益分配 和奖励方式
。

《清华大学获国家级科技奖成果奖励办法》中规定

对已获得国家级
、

省市级和部委级奖励的成果也

给予奖励
。

另外
,

19 8 3 年
,

清华大学设立
“

清华大

学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效益显著奖
” ,

对从事推广应

用的科技人员给予奖励
。

表 3 《清华大学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2 0 0 9) 中规定的奖励标准
科技成果转化形式 一 , lJ益分酉己和奖励机市。

技术转让、专利委托
学校享有收益的 巧 %

,

院系享有 45 %
,

技术发明人团队享有 40 %
,

其中做出主要

贡献的技术发明人不低于发明人团队奖励总额的 50 %

技术资产人股
学校享有科研成果作价人股后股份总额的 60 %

,

技术发明人团队 40 %
,

其中做出

主要贡献的技术发明人不低于发明人团队奖励总额的 50 %

《清华大学获国家级科技奖成果奖励办法》(2 0 0 6 )中规定的奖励标准

一 奖励标准 一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者
,

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
、

国家技

术发明奖
、

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成果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

国家技术发明奖
、

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的成果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

国家技术发明奖
、

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的成果

{黔缨于辑嘿鬓探集鹭霭赢薰箫
奖励人民巾 2。力兀 一第二 (

_

含)以后署名尹标准的 5 0%

塑
·

获国累科

—
学技术
赫奖的匹是

,

只 有完成单位署名 时
, 3 力 /l

奖励人民币 , 。万元 一
力兀

‘只有完成人员署名时
,

40 00 /2 00 。兀

(4 )专利的拥有量被纳人到科技绩效的评价

体系中
。

《清华大学关于加强专利工作的若干意

见》中规定
,

发明专利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
,

在

对教师的绩效评价中
,

发明专利与高水平论文应

同等对待
,

专利的拥有量应作为理工医学等院系

科技成绩的重要考核指标
。

另有许多高校将专利

申请和授权纳人到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中
,

作为计

算研究人员工作量的一部分
,

或职称晋升的标准

之一
。

这种考核体系的导向作用在推动科研人员

形成专利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也产生了
“

为专利而专利
”

的行为
,

背离了专利制度的本质

目标
。

(5) 明确规定国家科技计划研究团队的专利

申请量
。

清华大学对国家科技计划研究成员的专

利申请量做出明确规定
。

如 863 等重点课题小组

要求研究生在毕业前
、

博士后在出站前完成 3 一 5

个专利申请
。

(6) 产学研合作
,

促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直

接生产力
。

19 9 5 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与企业

合作委员会
,

19% 年成立企合委海外部
。

截至

20 H 年 12 月
,

共有 巧O 家国内成员单位
,

如宝钢

集团
、

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公司
、

华北电网有限公

司
、

中国电信等 ; 40 家海外成员单位
,

如丰田汽车
、

日立
、

英特尔
,

西门子
、

惠普
、

东芝
、

索尼
、

宝洁
、

SK
、

通用汽车
、

三星
、

通力电梯
、

冠捷科技
、

康明斯
、

芬

兰 国家技术创新局等知名跨国企业和机构
。

清华

大学与部分国内成员单位合作建立
“

清华大学研

究生社会实践基地
” ,

与海外成员企业共建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

同时还邀请海内外成员单位的高管

担任客座和顾间教授
。

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创新

平台
,

加强成员单位间的信息
、

技术
、

人才交流
,

达

到互惠共赢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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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以知识产权人股的形式成立了高新

技术企业
。

2 0 0 0 年 9 月
,

清华大学
、

华 中科技大

学
、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军事医学科学院共同出资成

立了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
,

校企的建

立成为实现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方式
。

(7 )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

在专利法实

施初期
,

清华大学就设立了配有专人负责的专利

管理机构
,

目前已发展专利管理与成果管理
、

专利

管理与专利服务
、

专利管理与专利代理相结合的

管理服务体系
。

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办公

室提供围绕专利管理所涉及的专利的申请与授

权
、

专利检索
、

专利中介 (专利申请
、

侵权诉讼
、

无

效宣告等代理 )
、

专利宣传与培训
、

专利咨询等相

关的专利服务
。

在传统服务基础上
,

专利管理部

门还开展了学校专利战略研究
、

专利文献检索咨

询等服务
。

另外
,

为保证专利申请的效率和质量
,

一些研究中心和项目小组设立专利申请联络员
。

四
、

结语

高校专利申请动机包括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

和产业化
、

获取专利许可和转让收人
、

作为单位绩

效考核指标
,

获得职称晋升及奖金等待遇
、

争取政

府的科研项目
,

完成政府科技计划项 目目标
、

获得

政府或单位的专利资助
、

为获得政府或单位奖励
,

申报专利奖
、

提高声望与名誉等
。

高校 内部激励

专利申请的措施有健全知识产权制度
、

设立专利

基金
、

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
、

加强绩效考评体系对

专利指标的重视
、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

产学研

结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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