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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是时候唤醒是时候唤醒
““沉睡专利沉睡专利””了了

■王 琦

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通知》，提出

唤醒未充分实施的“沉睡专利”，助力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根据《2019年中

国专利调查报告》，国内有效专利实施

率为55.4%，仍有大量专利没有得到充

分实施，研发投入损失、公共资源浪费

现象不容忽视。

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每一次的

科技发展都蕴藏着巨大的价值，除了

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还能为百姓创

造更便利优质的生活。目前，科技专

利申请保护等方面已经日趋完善，但

科技专利的转化利用率并不高。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一旦时机错过，专利就

可能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唤醒“沉睡专利”，让专利真正发

挥作用，走出实验室，走到企业车间，

走到百姓生活中去，实现发明到应用

的转化，这需要政府、社会及高校科研

人员等方面更多关注。每一个发明专

利都凝结着发明人的心血，但并不是

每个发明专利都能获得人们的重视。

有些发明如5G等直接关系着国家、社

会的大发明，万众瞩目；而有些小发

明，如自动折叠伞的按钮、伸缩钥匙扣

等，就很容易被人忽略。但这些小发

明同样能给百姓生活带来便利，也能

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一方面是发明者的心血被束之高

阁，发明热情被逐渐消耗；另一方面是

中小企业苦求专利技术却找不到门

路。如何为两者牵线搭桥，让两者顺

利对接，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华丽

转变，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为之助力。

政府应尽快构建和完善专利公共

服务平台，在专利评估、专利维权、专

利推广、专利转化等方面提供更多的

帮助，为企业寻找好的专利项目，避免

发明专利明珠蒙尘，真正在发明专利

和企业间架起桥梁。

应进一步完善建立科技专利申

请、保护、应用、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让发明者的心血获得保护。“沉睡

专利”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高校和科研

院所。根据2018年发布的《高校专利

转化现状调查研究》，高校专利真正实

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不足5%。专利转

化率如此之低，或与高校发明大多归

属校方，当牵扯老师或多人时产权不

明晰等原因相关，导致科技成果转化

困难。有关方面应进一步建立以发明

人为准的专利产权保护机制，有效激

发发明者热情。

知识产权部门也应加大对专利技

术的把关，提高专利技术的含金量，避

免大量无效发明带来专利泡沫，掩盖

了真正专利“明珠”的光芒。

科技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

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其中最关

键的方面就是科技专利的发明量及转

换应用量。完善专利服务平台，维护

发明者权益，唤醒“沉睡专利”，能更好

地激发发明者的创新创造热情，同时

也能为企业找到核心竞争力，把专利

变为财富，变为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应

用和便利，为国家和百姓带来福祉。

■孔德淇

“学校没盖，名声在外”“房子没住，

就可入读”“除了学校，没啥配套”“名校

冠名，一挂就灵”……据媒体报道，近年

来，各地新建名校冠名学校（以下简称

冠名学校）数量激增。本应是正常的教

育配套，却演变成众多开发商炒作的热

点，形成“名校环城”现象。

新城区教育基础弱，政府投入经费

与知名学府联合办学，以此吸引人口集

聚、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本是政府促进

新城区发展的权宜之计。对于学校和

开发商而言，均有利可图，前者收获了

高额托管费，快速实现低成本“版图”扩

张，并为其教师提供晋升平台；后者依

托名校配套加持，招徕客户、赚足票子。

现实之下，政策的好经被念歪了。

一些房企打着教育均衡的幌子，行的却

是炒作名校、捆绑宣传的营销之实。其

瞄准了家长们的名校情结，借机炒作名

校概念，不仅拔高了百姓的心理预期，

更加深了处于择校期家长的焦虑。部

分购房家长更是深受其害，抱着“买房

进名校”的心理预期，结果发现有的学

校人满为患，入学并无保证；有的学校

名不副实，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教育体

验上大打折扣。

事实上，有关部门已多次发文，整

饬房地产业乱象，严禁捆绑教育进行宣

传，但暴利驱使一些房地产商顶风作

案，继续将新建学校作为营销利器。我

们也需看到，一些地方在做行政规划的

时候，明确列出要建多少所重点或示范

中小学，如此规划实则强化了新的不均

衡和不平等，暴露出深层次隐性问题。

我们要警惕“批量复制”的名校拉高楼

市热度，遏制“名校冠名”冲动，落实“房

住不炒”政策。

“名校环城”现象，是两股力量推动

的产物：一是资本的“怪力”；二是应试

教育指挥棒下，地方追求开发建设、教

育升学政绩的力量。新城区建设学校，

本是政府履行义务教育进行的主动配

套，把每一所学校办好也是政府职责所

在。规避人为炒作学区房，缓解家长因

择校购房产生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政府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加大投入力

度，履行好义务教育主体责任，推进义

务教育阶段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化、常态化；认真评估一些大学和名校

的商业化行为，遏制义务教育名校化、

产业化、商业化冲动，避免少数人打着

教育旗号损伤群众利益等。

兼顾新老城区、强弱学校的协调发

展，不能寄期望于名校冠名、托管和集

团化办学。同时，“名校环城”现象必须

被遏制，防止其蔓延，避免破坏地方教

育生态、制造新一轮的不均衡。要让冠

名学校在规范中发展、在阳光下运行。

走出新城区走出新城区““名校环城名校环城””逐利怪圈逐利怪圈

城市锐评

差评书籍差评书籍““机翻机翻””就是诋毁译者吗就是诋毁译者吗
背景：

近日，一名豆瓣用户因评论书籍

《休战》译者“机翻痕迹太重”。译

者韩烨表示，“机翻”如此说法近乎

人身攻击。一名自称韩烨好友的网

友将差评用户举报至学校。随后，该

豆瓣用户发布道歉声明。对此，网友

发出质疑：“我们是不是没有批评的权

利了？”

@石述思：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批评，

是双方的悲剧。文艺作品因为文化不

同出现偏差是合理的，读者对翻译作品

不满意，译者应持更宽容的态度。同

时，建议学生批评“机翻”不能只是情绪

化的表达，可以通过善意的沟通指出译

者的不足，而建设性、理性的批评才是

译者的财富。学校干涉学生的行为，但

愿校方是为了让学生提升学识、加强修

养，而不只是单纯规避麻烦。希望文体

领域保持更宽松的舆论氛围，这本身超

过对译文的质疑。只有充分的意见表

达，文艺创作才有进步的可能。

@乔志峰：我认为，每一本书都要接

受读者和市场的检验。书的质量如

何？作者（翻译者）的水平怎样？读者

都可以进行评价，这是读者的基本权

利。收到差评就不高兴，完全不符合观

点争鸣、学术讨论的原则，也有违现代

社会文明的应有之义。

@明月如初我心如故：比机翻痕迹

更大的诋毁应该是缺乏对原文之美的

捍卫和对翻译真理的追求。

@郑立寒：批评不自由，赞美就没

有意义。自由评论到底离我们有多

远？如果只剩下一种声音，是不是更

可怕？

@光明网：如果没有面对批评的

心态，实在不适合公开出版作品。须

知，任何一个正常的知识界生态，必

然存在相互评价，所有人在这个过程

中切磋交流、共同成长。文化这个词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开放、包容、理

性，和动辄抱团、敌意是天然相悖

的。在小圈子利益之外，还有公道是

非；在自己“舒服不舒服”的主观感受

之外，还有广大读者“喜欢不喜欢”的

评价权利。

误误 导导

“相亲失败？形象欠

佳？你离成功就差一个发

际线！”“上午植发，下午上

班”“一次植发，终身受

益”……地铁、公交、电梯

里，大幅抢眼的植发广告

不断占领公共空间。夸张

的广告语吸引了不少为容

貌焦虑、试图拯救发际线

的年轻人。

大大小小的植发机构

遍地开花，植发技术花样

百出，动辄收费上万元。

还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声称

“3天包教包会”，从业者可

“自己开店、月入百万元”。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