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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系统梳理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基本情况和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以第一批全国６０家企
事业专利试点单位为研究对象，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公布的数据，对其在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进行检索和统计，分３个阶段（试点单位认定前、试点工
作开展期间、试点工作结束后）对其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探讨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对专利申请
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试点单位认定前，试点单位的专利申请量增长明显；在试点示范工作执行期内，

其专利申请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试点工作结束后，企事业单位的专利申请量和申请专利的企事业单位
数量都有所增加。这表明，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利申请量的增长，但是存
在部分企业为获得认定而申请专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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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当前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提升国家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已建立较完善的知识产权

法律体系和管理体系，形成了以专利代理、专利信息

服务、专利技术转让中介、专利技术评估、专利金融

服务等为主要功能的服务体系———这为专利申请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根据《２０１２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报

告》，２０１１年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５２．６万

件，同比增长３４．５％，中 国 已 超 越 美 国 成 为 世 界 第

一大发明专利申请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科技进步

和知识产权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并

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确立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导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相关部

委实施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和工程；国家和

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

运用的政策措施，其中开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

是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规范知识产权组织机构建设

的重要战略举措。
自２０００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了多层次的

城市、园区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并构建

了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广

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推进城市、园区和企事业单位的

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实施，形成了“以试点

促推广普及、以示范促深化发展”的工作格局，逐步

实现了以点带面，推动城市、园区和企事业单位自觉

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增强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力。全

国企事业专利和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周期一般

为２年或３年，以企业为主要试点单位，少数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也被纳为试点单位。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国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先 后 确 定 了７７个 国 家

知识产权试点城市、６０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

建市、７９个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１０７０家全

国企事业专利 和 知 识 产 权 试 点 单 位、２１６家 全 国 企

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和５７家全国企事业知

识产权示范单位。目前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实

施效果如何、对创新的影响程度如何等问题仍有待

研究。然而，研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实施效

果，对于发现知识产权制度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改进

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管理和政策具有理论和

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分析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

范工作对我国专利申请活动的影响，以期检验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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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实施效果，发现知识产权

推进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负面效应。

２　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专利申请量增长的影响因素，目前国

内外学者大多关注专利资助政策、专利制度改革、专
利申请动机对专利申请量增长的影响，而对知识产

权试点 示 范 工 作 研 究 得 较 少。例 如，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和

Ｓｉｌｂａｒｍａｎ［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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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钦 红 和 骆 建

文［２］以上海市的专利资助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非

参数统计方法分析了该政策对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

的影响。郭俊华和杨晓颖［３］、李伟和夏向阳［４］、张红

漫和毛祖开［５］分别对上海、宁波、河南和江苏等省市

的专利资助政策进行了类似研究。谭龙、刘云和杨

芳娟［６］针对促进专利申请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的资

助政策，提出了改进建议。Ｓａｋａｋｉｂａｒａ和Ｂｒａｎｓｔｅｔ－
ｔｅｒ［７］对１９８８年日本专利制度改革后专利保护力度

的加大是否导致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增加进行了实证

研究。吴欣望［８］研究了我国两次《专利法》修订对专

利产出的影响。叶静怡和宋芳［９］采用时间序列数据

和动态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专利法》修订的技术创

新激励效应。陈向东、张古鹏和何习［１０］分析了我国

专利制度改 革 的 技 术 创 新 效 应。笔 者［１１］提 出 企 业

专利申请的动机及其内部激励也是影响专利申请量

增长的主要因素。
对于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国内学者大多关

注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较少对知识 产 权 试 点 示 范 工 作 的 实 施 效 果 进 行 研

究。例如，郑永 平、党 小 梅 和 孟 宪 飞 等［１２］在 调 研 企

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

产权示范单 位 评 选 指 标 体 系。曹 丽 荣［１３］对 上 海 市

的专利培育、试点和示范企业以及具体政策实施单

位进行了实证调研，分析了我国专利培育、试点和示

范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３　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

相关政策法规

　　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企业专利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国知发管字［２０００］第２号）和《企事业单位

专利工作管理制度制定指南》，确定每批全国企事业

单位专利和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的试点方案，各省级

行政区的知识产权局、经济贸易委员会根据试点方

案的具体要求组织实施试点工作。另外，为了总结

试点工作的经验及不足，知识产权局会对企事业单

位专利和知识产权试点单位进行总结验收，并评选

试点工作先 进 单 位 和 先 进 个 人。２００４年 国 家 知 识

产权局发布《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试点示

范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以试点促推广普及、以示

范促深化发展”的工作思路，对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

作的目的、指导方针、工作原则、总体要求以及应具

备的基本条件和申报程序、实施和管理做了规定，为
地方试点示范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和依据。２００５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单位

评选管理办法（试行）》，为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

单位的评选提供了依据。与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

点示范工作相关的政策法规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与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相关的政策法规

发布时间 法律法规及其发布时间 相关主要内容

２０００－０２－１６ 《企业专利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对企业专利的管理、信 息 利 用、评 价 和 扶 持、利 益 分 配 与 奖 励、

责任与处罚等做了规定

２００３－１０－０８ 《企事业单位专利工作管理制度制定指南》
对专利工作机构及职责、专利制度运用、专利产权管理、专利奖

惩和考核等做了规定

２００４－１１－１２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指

导意见》
对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思路、工作原则、总

体要求、基本条件、申报程序、实施和管理做了规定

２００５－０３－２５
《关于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试点示范

工作的指导意见＞补充意见的函》

对于基本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

指导意见》中示范城市的基本条件但尚未完全达到示范城市要

求的，将酌情批准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

２００５－１１－３０ 《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单位评选管理办法（试行）》 对评估组织和评估程序等做了规定

２００７－０４－２９
《关于印发＜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创

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对示范创建单位创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内容、支持措施、实

施和进度安排做了规定

２００７－０９－２１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评定指标（暂行）》 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评定标准做了规定

２００７－１２－１２
《关于开展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考核验收工作的

通知》
对知识产权城市试点、示范创建及示范工作的评价标准做了规

定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城区）评定办法》 对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城区）的评定方法做了规定

２０１２－８－１５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 对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的评价标准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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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对专利申请

活动的政策影响分析

　　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对专利申请量的影

响贯穿于试点示范单位确定前、试点示范工作周期

内、试点示范工作结束后的整个过程。

１）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的评选。
试点单位的申报采取企事业单位自愿申报的方

式。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知识产权局在审核和选

择试点单位时所遵循的原则之一是，企事业单位的

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成长性好、技术创新活跃，且在

本行业（或 本 地 区）的 专 利 申 请 量 和 拥 有 量 相 对 较

多，其知识产权工作在企业活动中居重要地位。申

报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的企事业单位需满足的条

件包括：最近３年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同行业

中居前列；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年均增幅高于全

国同期的平均增幅。《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单位评

选管理办法（试行）》中也有规定，申报企事业知识产

权示范单位的基本条件是近３年的专利申请总量在

本行业中 领 先 或 拥 有 本 行 业 重 要 的 核 心 专 利。综

上，企事业单位要想申报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往
往需要增加其专利申请量以满足基本评选条件。知

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评选工作对自主知识产权量的

基本要求如表２所示。

表２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评选工作对

自主知识产权量的基本要求

试点示范单位 基本要求

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年专利申请 量１０００件 以 上，或 占 所 在 省 年

专利申请量的１／５以上，或位列本省同类城

市（不含已 获 批 准 的 试 点 城 市）专 利 申 请 量

位次的前１／２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年专利申请 量 增 长 率 在 全 国 试 点 城 市 中 位

居前三分之一，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全部专利

申请量比例在全 国 试 点 城 市 中 位 居 前１／３，

申请国外专 利 占 全 部 专 利 申 请 量 比 例 明 显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年专利申请量占所在城市的１／５以上

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专利增长率 高 于 全 国 和 所 在 地 区 的 平 均 水

平，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园区专利申请总量的

４５％，拥有一定数量的国际发明专利申请

企事业知识产权

示范单位

自主知识产 权 量 排 名 符 合 或 超 过 本 单 位 在

全国本行业综合能力的排名

　　２）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开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信息收集利用、专利人

员培训、专利工作政策指导、专利战略研究和咨询服

务等方面，对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提供政

策性引导和支持。例如：建立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

管理专家指导委员会和专家会诊机制，对企事业单

位的知识产权管理状况进行综合诊断和咨询；建立

企业专利工作交流站，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专利事务

援助服务；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培训；等等。通过开展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企事业单位将专利工作切

实纳入技术创新、生产和经营等环节，进而促进拥有

自主知识产 权 产 品 的 开 发 和 相 应 产 业 的 形 成 和 发

展、增加单位的专利申请量。全国第四批试点工作

要求各省级知识产权局申请设立企事业单位知识产

权试点工作专项经费，并要求每家试点企业每年投

入的知识产 权 试 点 工 作 专 项 经 费 不 少 于１０万 元。
知识产权试点工作专项经费的增加将促进企事业单

位知识产权成果产出的增加。
此外，各省级知识产权局对专利试点示范单位

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例如：资助国内外专利申请

费用；以专项工作补贴、专利质押贷款贴息等形式给

予资金支持；借助知识产权专家服务队、专利数据库

等优势资源，给予专业服务支持；对示范单位加强宣

传和引导；优先推荐示范单位参评专利奖或参加科

技计划或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等等。

３）试点示范工作中专利工作绩效考核制度的建

立。
《企业专利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将企业

专利状况指标作为评价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和专利工

作的主要指标，具体包括：①专利权、专利申请权拥

有量指标，包括自主开发和引进的专利权和专利申

请权；②专利开发率指标，包括年度专利权、专利申

请权数与同期研究开发投资额比，年度专利权、专利

申请权数与企业技术人员数比等；③专利收益指标，
包括自主开发专利和引进专利的收益；④企业专利

管理状况，包括专利管理综合水平、专利产权管理状

况、专利信息利用状况、制定与实施专利战略状况、
专利收益分配与奖励状况等。在试点工作中，国家

知识产权局鼓励企事业单位将专利考评指标与职称

和职务的晋升和奖惩相结合，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进而调动职工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促进专利申

请量的增加。

４）总结验收以及先进单位的评选。
在每批全国专利和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后

期，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对企事业单位进行总结验收。
根据工作考核评价表，从知识产权管理规章、知识产

权管理机构和人员、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管理、
专利信息利用、奖惩机制和资金投入增长率７个方

面对企事业 单 位 的 知 识 产 权 试 点 工 作 进 行 评 估 打

分，将企事业单位的试点工作分为３个 等 级，即８０
分以上为优秀、６０～７９分为合格、６０分以下为不合

格，其中成绩优秀者将被授予先进单位称号。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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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示范创建验收中，参与验收的单位要对知识

产权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有特色的知识产权工作

进行汇报，如信息分析、专利预警、激励机制和应对

诉讼等，验收达标者将被评为“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

示范单位”。通过对试点示范工作进行考核评价和

评选表彰，企事业单位可以发现自身在知识产权方

面的优势和不足以及与先进单位的差距，促使其重

视其知识产权工作。
在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积极推动下，全国

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的专利申请量不断增

加———从１９８５年的５９２件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２２４４
件。截至２０１１年，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

位的专利 申 请 总 量 达３８３８４１件，其 中 发 明 专 利 为

２２８３８８件、实用新型专利为１０３３３８件、外观设计专

利为５２１１５件。

５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和我国专利

申请活动的定量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第

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为研究对象，利用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公布的数据，对第一

批全国６０家企事业单位在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进行检

索和 统 计，并 对 ２００２年 前（试 点 单 位 认 定 前）、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试点工作开展期间）、２００４年 后（试

点工作结束后）３个 阶 段 的 专 利 申 请 情 况 进 行 定 量

分析，进一步探讨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对专利申

请活动的影响。

５．１　专利申请量总体发展趋势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第一批全国６０家企事业专利试

点单位的专利申请总量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

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期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

位的专利 申 请 总 量 不 断 增 加，但 增 速 较 缓；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年历年的专利申请总量增长率相对较大，分别

为１２３．９％、５７．８４％、６１．８２％和８１．４１％；２００３年

和２００４年 的 专 利 申 请 总 量 增 速 渐 缓；２００５年 和

２００６年专利申 请 总 量 增 长 率 逐 渐 增 大。由 统 计 结

果可知：在专利试点单位认定前即２００２年前，这６０
家企事业单位的专利申请总量增速较快；在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期间的专利试点工作周期内，其专利申请总

量增速渐缓；在专利试点单位认定后即２００４年后，
其专利申请总量的增长率有所提高。

５．２　专利申请结构及专利机构分布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第一批全国６０家企事业专利试

点单位的专利申请结构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

１９８５ 年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占 专 利 申 请 总 量 的

图１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第一批全国６０家企事业

专利试点单位的专利申请总量

６９．９３％，实 用 新 型 专 利 申 请 量 所 占 比 重 为

３０．０７％；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申 请 量 所 占

比重大 于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所 占 比 重，前 者 分 别 为

６９．０３％和６０．４０％；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 期 间，随 着 专 利

申请量的不断增加，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量所占比重交错变化，但始终保持在４０％～
５５％之间；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 期 间，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所

占比重不断增加，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量所占比重不断下降，２００７年发明专利申

请量所占比重达到峰值（８６．６４％）。由此可知，企事

业专利试点示范单位更侧重于申请发明专利。

图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

三类专利申请量所占比重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

位中不同类型机构的专利申请量所占比重如图３所

示。由图３可 知：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 期 间，高 等 院 校 的

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远大于企业和科

研院所；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 期 间，企 业 的 专 利 申 请 量 不

断增加，企业逐渐取代高等院校成为专利申请的主

要机构，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期间企业的专利申请量

超过 专 利 申 请 总 量 的 ５０％，２００６ 年 达 到 峰 值

（６９．２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期间，高等院校的专利申

请量所 占 比 重 逐 渐 上 升，至２０１１年 达 到５６．２９％；
科研院所的专利申请量所占比重在２００６年达到峰

值后趋势下降。
考虑到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个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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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每类机构的平均专利申请情况。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 第 一 批 全 国 企 事 业 专 利 试 点 单 位 中

不同类型机 构 的 平 均 专 利 申 请 量 如 图４所 示。由

图４可知，按平 均 申 请 专 利 量 从 高 到 低 对 不 同 类 型

的机 构 进 行 排 序，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 的 排 序 为 高 等 院

校、科研院所、企业，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的排序为高等院

图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中

不同类型机构的专利申请量所占比重

图４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中

不同类型机构的平均专利申请量

校、企业、科研院所。由此可得，企业逐渐成为专利

申请的重要主体。原因有二：一是申请专利的企业

在不断增加；二是企业的科研产出能力有所提高。

５．３　有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分析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第一 批 全 国 企 事 业 专 利 试 点 单

位有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事业单位个数情况如表３所

示。由表３可 知：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期 间，有 专 利 申 请

行为的企事业单位数量不断增加；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期

间，有专利 申 请 行 为 的 企 事 业 单 位 数 量 有 所 下 降；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期间，有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事业单位

数量逐渐 上 升；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申 请 发 明 专 利 和 外

观设计专利的企事业单位数量不断增加，申请实用

新型专利 的 企 事 业 单 位 数 量 呈 上 升 趋 势———仅 在

２０００年有所下 降；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期 间，申 请 发 明 专

利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先下降后上升。
有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呈上述变化

的原因是：国家在开展专利试点工作时会在政策实

施、人员培训、专利战略研究、专利信息收集利用等

方面对试点单位给予指导和帮助，且部分地区还为

试点示范单位提供优惠政策，因此部分企事业单位

往往为被认 定 为 专 利 试 点 单 位 而 增 加 其 专 利 申 请

量，因此２００２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

的认定时间）以前申请专利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呈增

加态势，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期间申请专利的企事业单

位数目有所下降；另外，专利试点工作的开展使得试

点单位的知识产权工作水平有所提高，其他企事业

单位看到试点单位的专利工作绩效后，会进一步重

视知识产权工 作，从 而 促 使 其 申 请 专 利，因 此２００４
年后申请专利的企事业单位数量有所上升。

表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有专利申请行为的企事业单位数

专利申请行为
年份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有发明专利申请 １３　 ２０　 ２８　 ２９　 ３１　 ２９　 ２７　 ３０　 ３１　 ３４　 ３４
有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２３　 ３０　 ２９　 ３３　 ３３　 ３０　 ３０　 ２８　 ３０　 ３３　 ３２
有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８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６　 １７　 １６　 １９　 １８　 １７　 １９
有专利申请 ２７　 ３１　 ３８　 ３８　 ３６　 ３４　 ３４　 ３６　 ３９　 ３９　 ３８

５．４　当年与前一年专利申请量比较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第一 批 全 国 企 事 业 专 利 试 点 单

位当年与前 一 年 的 专 利 申 请 量 比 较 情 况 如 图５所

示。由图５可知：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０１年的专利申

请量增加的 企 事 业 单 位 数 占 总 数 的５１．６７％，专 利

申请量减少的企事业单位 数 仅 占１６．６７％；与２００１
年相比，２００２年专利申请量增加的企事业单位数占

５３．３３％，专利申请量减少的企事业单位数占１０％；
与２００２年相比，２００３年 专 利 申 请 量 增 加 的 企 事 业

单位数占３５％，专利申请量减少的企事业单位数占

２３．３３％；与２００３年 相 比，２００４年 专 利 申 请 量 增 加

的企事业单位数占３５％，专利申请量减少的企事业

单位 数 占２６．６７％。由 此 可 知：在 第 一 批 全 国 企 事

业专利试点单位认定前，大部分企事业单位的专利

申请量呈增加态势；在专利试点单位认定后，专利申

请量增加的企事业单位数所占比例有所减少。
为了进一步确定专利申请量的变化与专利试点

示范工作的开展有关、能反映专利试点示范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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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本文对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

与全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

示：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 第 一 批 全 国 企 事 业 专 利 试 点

单 位 的 专 利 申 请 量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６１．８２％ 和

８１．４１％，呈上涨趋势，而同年全国企业的专 利 申 请

量增长率仅 为１５．８６％和１４．４２％，有 所 下 降；第 一

批专利试点 工 作 开 展 后（即２００３年 以 后），２００３年

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的专利申请量增长

率明显下降 到３３．２７％，而 全 国 企 业 的 专 利 申 请 量

增长率仍在上涨，为２１．９８％。以上说明，第一批全

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的专利申请量与全国企业的

变化情况不一致，前者的变化趋势受到专利试点示

范工作开展的影响。综上，得出如下结论：存在为获

得专利试点单位认定而申请专利的现象；在试点示

范工作开展期间，试点示范工作对专利申请量增长

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试点单位

当年与前一年专利申请量比较

６　结语

本文在梳理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历史沿革

和政策法规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分析知

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对专利申请活动的影响，得到

以下结论：
第一，１９９９年 以 前，在 第 一 批 全 国 企 事 业 专 利

试点单位中，高等院校是申请专利最多的主体；１９９９
年以后，企业取代高等院校成为申请专利最多的机

构，这是因为企业的科研产出能力有所提高、申请专

利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通过比较企业、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的平均专利申请量，发现高等院校的

专利产出能力大于科研院所和企业。
第二，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更侧重申

请发明专利。１９９６年以后，第一批全国企事业专利

试点单位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所占比重逐渐超过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量所占比重，２００７年的发明专利申请

量所占比重达到峰值（８６．６４％）。

第三，分３个阶段分析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

与我国专利申请活动，可发现：第一阶段，即在试点

示范单位认定前，存在为获得认定而申请专利的现

象，企事业单位的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第二阶段，
即在试点示范工作开展周期内，试点示范工作的开

展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不显著；第三阶段，即在试点

示范工作结束后，企事业单位的专利申请量和申请

专利的企业数量均有所增加———这与试点单位带动

作用的发挥有关。
综上，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专利申请量的增长，但是存在部分企业

为获得认定而申请专利的现象。鉴于此，国家在开

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时，应加强对试点示范工

作的后评估，将企业专利状况（专利数量、专利质量

等）指标作为评价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和试点示范工

作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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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皓云等：随机需求下考虑排污权交易的制造商最优生产与定价联合决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