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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法律意义上讲，自主知识产权是指在一国范围内，由本国的
公民、企业法人或非法人机构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对其自主研
制、开发、生产的知识产品所享有的一种专有权利。其中，主权的
单一性和主体对主权的依附性是自主知识产权生成的根本前提条
件。自主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自主专利权、自主商标权和自主著作权
三大部分。从经济学和企业经营角度讲，自主知识产权是经济持续
发展的独特战略资源，是企业赢得持久竞争优势和获利的智力资
产。

中国知识产权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改进，企业形成自主知
识产权的能力有所提高，尤其在商标国际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工
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数量方面增速很快，总量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但企业在发明专利和品牌策略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譬
如，中国企业品牌策略通常是去努力改进产品质量形象，而对品牌
的视觉设计方面注意不够，影响了品牌的国际化目标。

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自主知识产权稀缺，缺乏品牌竞争力的
事实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巨大的挑战，而且，近几年在
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中，知识产权越来越具有私权公权化的特征，
国家干预的色彩越来越浓厚，为企业知识产权的国家干预和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自主知识产权关系到国家
的竞争力，从国家竞争战略来讲，也需要国家与企业的合作。相对
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中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很弱，对政
府支持存在很强的需求。这也为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能
力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由。

自主知识产权能力是企业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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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本书重点分析了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的运用和管理方面
的能力表现，如知识产权战略与标准化战略的结合、知识产权商业
化战略 ( 科技成果转化) 、专利联盟战略、品牌战略等; 从国家财
政直接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和风险投资、政府采购和知识产
权保护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政府支持政策成效，并借鉴美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支持政策的经验，提出了中国支持企业自主知
识产权能力发展的宏观政策建议。同时，研究和创新知识产权支持
政策中必然存在的复杂性表明，政策决策过程本身是信息密集型
的，支持政策本身又是实验性的———它要求不断尝试新的政策工
具，并根据日新月异的环境对自身加以改进和完善，而政策的改进
又是反复的、持续的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者
的能力建设显得尤其重要。

本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 “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发展自主知识
产权与知名品牌问题研究” ( 项目编号: 05BJY053) 结题报告的基
础上修改而成。武汉市知识产权局以及东湖开发区分局为课题提供
了调研和数据支持，徐丹和简真强参加了书稿第 7 章的编写。博士
和硕士研究生易朝辉、高强、黎玉、邢缤月、万娟等参与了课题的
研究。作者感谢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局长董宏伟先生的帮助! 感谢以
上研究生的参与! 感谢周茂荣教授和谭力文教授的支持! 感谢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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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上 篇
●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
现状、问题与分析的理论基础

上篇的逻辑安排是围绕着研究问题的提出、现状以及研究
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而展开。

具体内容是:
第一章，提出问题，明确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第二章，回顾和分析了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研究的相关理论

思想，提出了本书适用的理论框架———战略管理中的竞争优势
理论。

第三章，在市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能
力的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明确了现状和问题，为下篇的对
策研究提供实际依据。



第 1 章 概 论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财
富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纵观全球范围的经济
合作，无论是生产领域的合作，还是贸易领域的合作，无论是货物
贸易，还是服务贸易，许多都是以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知识产
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不仅是人类的财富，而且也是创造人类物质
财富、精神财富的工具和手段。智力资源打破了国界，在全球范围
内流动，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当
今社会推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1. 1 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与国家竞争优势

进入 21 世纪，知识经济成为各国经济的发展的关键因素，知
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和财富的重要标准，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纷纷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制定一系列政策支持本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发展。

温家宝总理曾经明确指出: “21 世纪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知识产
权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
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逐渐成为国家和企业争取科技和经济竞争优势
的重要手段，构成了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日益受到人们
的关注和重视。

从国际动向来看，各国都加强了对企业知识产权的国家保护。
日本实现了由“技术立国”到 “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移，美
国依法建立了“美国国家知识产权协调委员会”，美国联邦贸易委
员会还发表了支持专利政策的 “促进创新”报告。从一国长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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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来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
以自主创新能力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科技落后的严峻态势已

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001 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 49 个主要国
家 ( 占世界 GDP的 92% ) 中，居于第 28 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不仅如此，中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在 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
30%以下，其中美国、日本仅为 5%左右。面对这一严峻态势，中
国欲使科技发展 “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很勉强，引领未来
就更难了 ( 任慧文，2004 ) 。而缺乏核心专利恰是前几年 DVD、
食品塑料盒风波、2G 技术等知识产权纠纷中中国企业受制于人
的关键所在。中国企业缺乏维持持续成长的战略竞争性资源: 缺
乏国际品牌，缺乏创新动力，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这些直接影响
了其持续发展的能力，体现为在国内市场难以应对国际竞争者建
立的防御壁垒，在国外市场又难以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和品牌影
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全面快速发展，企业的创新能力和
品牌意识都有所提高，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89 年
的 0. 7%上升到 2005 年的 1. 3%，虽然低于美国、日本的 3%，但
年增长率已超过了发达国家，表 1-1 是我国 R＆D ( 研究开发) 投
入占 GDP 比例的增长情况。近几年，我国专利的申请量以年均
18%的速度增长，2004 年发明专利首次超过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
一些很好的企业非常重视知识产权，重视自主创新，重视形成自己
的核心技术。譬如，深圳华为公司是一家专门制造通信产品的民营
企业，其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46%，是国内所有企业中申请发
明专利最多的企业，累计申请国内专利 3500 件，同时还向国外申
请了 400 多件，注册商标也有 600 多件。另一些很好的例子是青岛
的一批企业，像海尔、海信、青啤等，它们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做
得也比较好，申请了很多专利，其中海尔平均每天申请 3 件专利，
每年 1000 多件。但是这样的企业数量太少了，目前还有大量的企
业没有自主创新，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据统计，国内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有 99%的企业
没有申请专利，有 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所以在国际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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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中国是制造大国，但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还处在一种比较
落后的状态。我国高端的医疗设备、半导体以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
和光纤制造设备，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多重要的装备、制
造产品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石化装备的 80%、数控
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 70%依赖进口，彩电、手机的关键技术
50%以上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包括电脑中小小的一个鼠标、DVD
播放机我们都要交专利费。虽然我国的外贸总额已居世界第三位，
但是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仅仅占外贸总额的 2%。

表 1-1 我国 R＆D投入占 GDP比例与几个国家的比较

国别

R＆D/
GDP

年份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印度 韩国

2005 1. 30

2004 1. 44 2. 68 3. 13 1. 88 2. 85

2003 1. 31 2. 62 3. 15 1. 89 2. 64

2002 1. 23 2. 67 3. 12 1. 90 2. 53

2001 1. 07 2. 74 3. 07 1. 87 0. 78 2. 59

2000 1. 00 2. 72 2. 99 1. 86 2. 39

1999 0. 83 2. 65 2. 96 1. 87 0. 86 2. 47

1998 0. 69 2. 60 2. 95 1. 80 0. 67 2. 55

1997 0. 64 2. 58 2. 84 1. 81 2. 69

1996 0. 60 2. 55 2. 78 1. 88 0. 77 2. 60

1995 0. 60 2. 51 2. 90 1. 95 2. 50

1994 0. 50 2. 43 2. 77 2. 01 0. 81 2. 44

1993 0. 62

1992 0. 70

1991 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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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别

R＆D/
GDP

年份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印度 韩国

1990 0. 71

1989 0. 70

注: 表中空白处数据不可得。资料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2005 ) 》

及中国科技统计网。

我国企业不仅在知识产权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知识产权质
量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传
统产业也不例外 ( 吕薇，2004) 。一些跨国公司正利用知识产权抢
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例如，信息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不到国外的一半，国外占 68% ( 韩俊，
2005)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2 年统计，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发明专
利，本国人、本国企业申请的最集中的领域有: 第一位是中药，国
内申请占 98% ; 第二位是软饮料，占 96% ; 第三位是食品，占
90% ; 第四位是汉字输入法，占 79%。这是我们占优势比较集中
的领域。而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所集中的领域主要是高科技领域:
第一位是无线电传输，占 93% ; 第二位是移动通信，占 91% ; 其
后为电视系统，占 90% ; 半导体占 85% ; 西药占 69% ; 计算机应
用占 60%。据另一项统计，在 2005 年的广交会上，我们国家的企
业出口产品 50%是贴牌的，29%没有商标、没有品牌，只有 21%
有自己的商标。这些企业虽然是出口型企业，有一定的国际竞争能
力，但是拥有自己品牌的只有两成。国外有统计显示，2005 年全
球 100 个最有价值的品牌，前 100 个亚洲有 10 个，其中日本有 7
个，韩国有 3 个，中国为零。

而从国际知识产权的含金量来看，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集
中在几个发展前景看好的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
料等。在这些具有战略性、前沿性和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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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的高技术领域中，美国、欧洲和日本拥有绝对优势，譬如在
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拥有专利占 59%，欧洲 9%，日本 17%。我
国近几年只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技
术，并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自造”。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还不强，创新主体的知
识产权意识还较薄弱，众多产业和企业还缺乏核心竞争力，知识产
权拥有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企业尚未成为知识产权创造的
主体，科技活动层次大多处于低端，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
形成市场规模，更不用说创造品牌了。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
增强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已经成为全面提升国家竞争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抉择。如何从政府和企业角
度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已成为推动企业、产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课题。

1. 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从法律意义上讲，自主知识产权是指在一国范围内，由本国的
公民、企业法人或非法人机构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对其自主研
制、开发、生产的知识产品所享有的一种专有权利。有学者认为，
自主知识产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具有主体本土化、权属
域内化、权利集成化以及私权公权化四大特征，与一般意义上的知
识产权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主权的单一性和主体对主权的依附
性是自主知识产权生成的根本前提条件 ( 芦琦，2000 ) 。在我国，
所谓自主知识产权是指中国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经过其主导
的研究开发或设计创作活动而形成的、依法拥有的独立自主实现某
种技术知识资产的所有权。申请人在从中国其他自然人、法人或非
法人单位处继受取得的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而形成的
知识产权视为自主知识产权 ( 科技部: 《高科技产业自主知识产权
认定指南》，2000) 。

自主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自主专利权、自主商标权和自主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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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部分。
从经济学和企业经营角度讲，自主知识产权是企业赢得持久竞

争优势和获利的智力资产。具体来说，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独特战
略资源 ( 要素) ，是一种获得国家法律保护的生产要素，是企业赢
得持久竞争优势的独特资产。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智力财产，需要
通过物化的产品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其最终市场化的产品所含载的
技术先进性和凝聚的品牌影响力就成为知识产权所有者所具有的竞
争优势，两者缺一不可。其中，技术的先进性显示了知识创造者的
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意味着创造者运用技术创造经济价值的能
力。有技术优势，但没有品牌影响力，或者有品牌，没有技术优
势，都不能成为竞争优势。

知识资产具有全球流动性、产业渗透性和价值倍增性，因此，
各国政府和企业都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加
以研究 ( OECD: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6) 。

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自主知识产权稀缺，缺乏品牌竞争力的
事实 ( 任慧文，2004; 路甬祥，2002; 陈昌柏，2002; 李顺德，
2004; 夏清华，2003 等) 使得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强大的国际跨国公司设置的两大专利陷阱 ( 对我国成熟产业的
专利垄断价格和对有发展潜力产业的研发跟踪) ( 李轩，2004) 和
对中国著名商标的抢注 ( 国家商标局，2004 ) 面前，中国企业感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生存和发展威胁。

尽管从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实施主体来看，知识产权战略应该首
先是企业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但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
的弱势地位，说明单靠企业自身难以抵御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需
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支持; 而且，近几年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
中，知识产权越来越具有私权公权化的特征，国家干预的色彩越来
越浓厚，为企业知识产权的国家干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供了理
论依据。比如，美国和欧盟试图以国内法影响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
解决; 美国商务部诉诸 WTO 向中国政府打击盗版行为施压; 任意
启动侵权或反倾销调查程序; 抵制中国的国家标准; 在一些国家政
府的支持或默许下，国际跨国公司建立专利联盟，设置专利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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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 ( 打火机、电视机、DVD、食品塑料盒等知识产权纠纷) ，抢
注中国企业著名商标等，联合抵制中国竞争企业; 种种专利权的滥
用，知识产权领域的不正当竞争 ( 曹新明，1994 ) ，说明中国企业
的国际竞争环境正在恶化，知识产权问题已变成不仅是单纯的法律
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发展和国家产业安全的国家战
略问题 ( 李虹，2004; 张志成，2004) ，需要国家采取积极有效的
应对措施。

我国现有的专利申请和授权制度、商标注册制度和驰名 ( 著
名) 商标的国家认定制度、对商业 ( 技术) 秘密的保护制度等为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和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 刘佩智，2004;
陈美章，2004) 。但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尤其是自主专利技术的竞
争，因其创新的动态性而使其也具有动态性。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
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影响了技术创新者的积极性。政府在技
术发明中的职能与市场职能常常互相混淆 ( 路甬祥，2002) 。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缺乏一个宏观层面的知识产权战略，国家尚未从
宏观经济战略角度协调技术、产业和对外贸易等相关经济因素
( 余翔，1997) 。而现有的知识产权政策又由于机构重叠，职能划
分不清等原因，也难以实施 ( 张志成，2004 ) 。有学者把这种现象
解释为“政府失灵” ( 李轩，2004) 。而陈昌柏教授认为，中国目
前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是专利保护不力，而是自主知识产权太少，特
别是基本核心专利和职务发明专利不足。政府必须在鼓励创新和强
化保护方面保持微妙的平衡 ( 陈昌柏，2002) 。专利制度的目标不
是保护弱者，而是激励创新，促进竞争 ( 李轩，2004) 。

如何改变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落后的现状? 路风教授认为，
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主开发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并以中国汽
车产业为例，认为汽车产业没有形成自主开发能力，自主品牌缺失
的原因是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从来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个方面，而始
终把目标放在产业集中度和规模上。他提出了关于未来政府汽车产
业发展多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奖励支持自主开发成果，帮助自主
产品树立品牌以及税费优惠 ( 路风，2004) 。中国经济应追求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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