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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家底

“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成果‘不愿转’的
顾虑、‘不会转’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梳理盘
活有价值却被闲置的专利成果是推进专利转
化运用的重要任务。”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运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说。

要唤醒“沉睡专利”，首先需要摸清家
底，盘点存量专利。今年 1 月，国家知识产
权局、教育部、科技部等 8 部门印发 《高校
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简称

《方案》），提出“力争 2024 年底前，实现
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专利盘点全
覆盖，2025年底前，加速转化一批高价值专
利，加快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造
和运用机制，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
化率和实施率明显提高，努力促进高校和科
研机构专利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近日，湖南省、安徽省、陕西省、黑龙
江省、重庆市等多个省份陆续启动高校和科
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工作，构建存量专利基
础库。

“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工作
中，应突出发挥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王培
章说，一是突出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主体
作用，把能够转化的专利存量家底摸清摸
透；二是突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专利对
接推广、落地转化过程中，调动企业、投资
机构、服务机构等多方面积极性；三是突出
发挥政府服务支撑作用，搭建统一的综合服
务平台，支撑数据汇集共享，为专利转化运
用营造良好环境。

在梳理完善存量专利过程中，不少高校
和科研机构通过分级分类管理，方便了专利
与企业需求进行对接。

打开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网
站，可以看到机器人、细胞分选仪、诊疗系
统等各种高精尖科研成果如“商品”一样摆
在“货架”上。企业感兴趣便可点击进入，
了解成果所属领域、技术优势以及负责人联
系方式。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已发布自动驾
驶、新型显示、氢能、智能传感器、区块链
等 16 个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全景洞察图谱，
并按产业细分领域匹配企业定向推送。

哈尔滨工程大学加速建立专利分级分类
管理制度。对现有存量专利进行分级分类评
估、分级分类评分、专利市场估值，筛选出
高价值专利，出具分级分类评估报告。参照
评估报告，制定符合学校学科特色、地理优
势的分级分类标准及管理运营方案，进一步
盘活学校专利资产。

中国科学院开发了专利分级分类评估工
具，从技术、市场、法律三个维度全面盘点
评估，并进行分级分类处理。中国科学院发
展规划局副局长武斌表示：“对无转化或保护
价值的专利，及时终止维持；对市场需求潜
力较大、具有应用价值的专利，通过开展专
场推介、成果路演等对接活动，促进转化；
对适用广泛、适合多方实施的专利，推动开
放许可和托管运营。”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还须做优增量。王
培章表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存量专利是动
态变化的，新申请、新授权专利不断涌现，
不转化运用又将成为新的存量专利。因此，
必须从源头上做优专利增量，才能从根本上
盘活，避免“前清后积”。

专利质量决定成果转化的成效，如果科
研人员申请专利的目的主要是结题验收、职
称评定、申报奖励等，那便很难将其产业
化。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引导科研人员以
问题为导向，主动面向经济主战场开展科学
研究。日前，天津师范大学与江苏贝嘉宁硅
业有限公司就高容量硅碳负极材料开发技术
专利权转让成功签约，9 项发明专利，共计
900 万元。锂离子电池材料是国家重点支持
产业，天津师范大学团队取得的成果技术成
熟度高，可以有效提升锂离子电池容量，解
决电动汽车里程焦虑问题。

政策“松绑”

科研人员是专利研发的主体，如何激发
他们研发和转化的积极性，是高校专利盘活
存量、做优增量的关键。

职务科技成果长期被当作国有资产进行
管理，难以激发科研人员进行专利转化的动
力。当前，高校正逐步完善分配政策和激励
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沈
国峰是“创业型科学家”。他创办医疗科技公

司，将科研成果实现产业转化，推出国产磁
波刀，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但最初作出创
业选择时，沈国峰犹豫了很久：“高校科研成
果属于国有资产，一旦转化失败，团队和高
校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2020 年，上海交通大学获批全国首批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试点单位，探索首创“赋权+完成人
实施”新途径，将科研成果 70%的所有权份
额赋予科研团队，剩余的 30%份额归学校所
有。这一改革打消了转化团队和项目投资人
的后顾之忧。如今，沈国峰创办的公司已取
得 100 余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核心知识产
权，近3年公司4次获得融资，累计融资规模
近4亿元。

“近年来，教育部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
等部门协同，结合高校实际实施一系列举
措，加快促进高校专利转化运用。”教育部科

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副司长李楠说，深化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改革试点、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以及职务
科技成果管理试点等，通过产权激励、评价
导向和创新成果管理等方式，有效激发了科
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和创造力。

除了进行赋权改革，高校和科研机构还
推出更多专利转化激励举措。西北工业大学
在专职科研岗位中单独设置“科技成果转
化”职称系列。南京理工大学加大科技成果
转化在职称评聘中的权重，对于在推进成果
转化过程中解决了行业产业发展重大问题的
科技人员，在职称评聘时可单独认定。

“ 《方案》 要求各部门各地方优化调整
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将专利转化效益纳入
高校和科研机构学科评价、机构评估、项目
评审、人才评价、职称评定等评价指标，进
一步突出专利质量和产业化导向。”王培章

说，与此同时，今年 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
联合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相关方案，
加强对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质量评
价和跟踪监测，促进相关专利转化运用。

优化职务成果转化管理模式，完善专利
转化收益分配机制，调整职称评定指标……
一系列政策改革激发出创新活力。数据显
示，近 5 年高校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从
6000多项增长到2.1万余项，转化金额从33.9
亿元增长到110.1亿元。

政策“松绑”后，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还
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2023年10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提出“支持以‘科技成
果+认股权’方式入股企业”。认股权是指科
创企业或相关方按照协议约定授予外部机构
在未来某一时期认购一定数量或一定金额的
企业股权 （或股份） 的选择权。因专利等科

技成果在转化过程中存在无法准确估值或定
价的难题，专利持有人可先与企业签订认股
权协议，待专利等科技成果完成产品化验
证、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时，根据市场化估值
和认股权协议约定获取相应股权，更加准确
评估专利的产业化价值。近年来，认股权逐
渐发展成为科技企业拓宽外部股权融资渠道
的有效方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管二司
一级巡视员竺煜表示，“科技成果+认股权”
一方面能够给予专利持有人、企业和投资方
更大的灵活性，解决专利等科技成果估值
难、转让难的问题，有效促进专利产业化；
另一方面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专利产业化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操作风险和其他风险。

精准对接

产业化是专利的生命力所在。各地正
加大力度打通“堵点”，畅通科技成果转化
渠道。

“过去，发明专利申报成功后，我也想加
快成果转化，但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浙
江工业大学校聘教授钟麒说。钟麒的发明专
利是“一种兼顾高速开关阀启闭动态特性和
启闭缓冲特性的方法”，可应用在工程机械领
域。不过，自申报成功后，这项专利便长时
间“躺”在实验室里，成了“沉睡专利”。

不少科研人员面临同样的问题。对此，
浙江省推出专利公开实施制度：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计
划项目所形成的专利成果，自授权公告之日
起满 3 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的，应当纳入公
开实施清单，并由专利权人合理确定专利公
开实施的方式和费用标准。钟麒的专利被列
入公开实施清单后，很快就有企业找他对接
洽谈。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专利转化运用的
新途径、新模式，打通专利转化的“最后一
公里”，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就是其中一项重要
探索。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22个专利
开放许可试点省份3200多个专利权人共计5.9
万余件专利参与试点。

不同于传统的“一对一”许可方式，专
利开放许可可以实现权利人一视同仁、简便
快捷的“一对多”许可。专利权人自愿声明
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任何人依照声明
的价格和标准支付费用即可便捷获得专利实
施许可。

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
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今年将全面实
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推进“一对多”的开
放许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专利转
化效率。

为了让高校专利与企业需求更加有效对
接，“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模式日益兴起。

在合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实验室，科研
人员专心致志检测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领域的
固态电池。此前，奇瑞新能源公司提出的

“用于新能源汽车半固态电池的关键技术”被
安徽省列为“揭榜挂帅”项目之一。合肥工
业大学“揭榜”，通过紧密产学研合作，研发
团队形成了10多项专利技术，推出了超厚电
极设计的半固态电池，在能量密度、电池稳
定性以及安全性方面都实现了较大提升。

如今，许多高校派出特派员入驻企业，
让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实现“无缝衔接”。

西安文理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屈颖
娟是学校选拔出来的成果转化特派员，她时
常深入西安各区县走访科技企业，为企业与
高校合作铺“路”架“桥”。化学工程学院教
师李蓓蓓的发明专利“一种高微孔率高比表
面积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在储氢、精细化学
品选择性吸附等领域表现出优异应用前景。
经过屈颖娟牵线，李蓓蓓的发明专利在西安
兰德尔绿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实现成果转化。

精准对接是实现专利转化的关键环节。
《方案》提出，高校和科研机构可根据企业反
馈的技术改进需求和产学研合作需求，特别
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
原创技术等重点需求，对相关专利技术进行
改进，或与企业联合攻关，开展订单式研发
和投放式创新，布局更多符合产业需求的高
价值专利。

“促进高校专利转化运用是推动高校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李楠表
示，下一步，教育部将结合“专利转化运用
专项行动”相关要求，在有关评价、评估、
评审等工作中，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和转化运
用等指标，强化高校专利转化激励，促进高
校科技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
质生产力。

全面盘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

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潘旭涛 杨林娜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专利转化运用的重要
力量。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专利转化运用方面最新进展。据介
绍，截至2023年底，中国国内高校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79.4万件，科研机构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22.9万件，合计占国内有效发
明专利总量的1/4。然而，高校和科研机构
存在大量“沉睡专利”，推动这些专利“下书
架、上货架”，加速转化运用，对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曹 一作 （新华社发）

◀四川省宜宾市是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图为3月4日，在电子科技大学宜宾园区，研究人
员正在调试智能化的智能终端质检设备。

王 宇摄 （人民图片）

▼位于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深海科技创
新公共平台项目，定位“大共享+小学院”模式，
由崖州湾科技城入驻院校参与共建。

张 茂摄 （人民图片）

◀2 月 21 日，在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在演示空中成像互动查询
台。东超科技基于自主研发的“可交互空
中成像”技术，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携手
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研发平台，注重将技
术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加强与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搭建产学研用平台，推动草莓产业高质
量发展。图为3月7日，长丰县水湖镇草莓小镇智
慧农业谷数字草莓示范园，工作人员采摘草莓。

方 好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