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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特征与专利价值

———基于中国专利金奖的经验分析

晁　蓉　龙　敏　黄筱玲

(湖南大学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摘要:中国专利金奖是我国专利领域颁发的最高专项奖,对社会各个行业领域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

要影响作用,研究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发明专利特征与专利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对创造、挖掘和保护高价值专利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中国专利金奖相关数据,分析不同技术领域发明专利金奖的

专利运用能力、专利被引证指数、权利要求数和同族专利数等特征信息.研究发现:不同技术领域获奖发明专利

的专利价值存在明显差异.从国际专利分类(IPC)大技术领域统计结果来看,C部、H 部是获奖发明专利数量较

多且专利价值较高的技术领域;A部、B部和F部获奖发明专利数量接近且专利价值差异较小;D部、E部和 G
部获奖发明专利数量较少且专利价值相对偏低.从国际专利分类获奖数量最多的１０个小类统计结果来看,

A６１K、A６１P、C０７C、C０７D、C１２N、H０４L 在获奖数量和主要特征方面凸显优势,高价值专利的可能性较大;

A２３L、C１０G、C１２P、G０１N虽然获奖数量略少,但主要特征并不明显,因而高价值专利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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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我国专利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国专利奖的设定和评选不仅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要

标志之一,更激发了全社会对创新的热情和动力,催生出更多更优质的专利成果.１９８９~２０１９年,中
国专利奖已成功举办了２１届,累计有６２２５件专利荣获此殊荣,其中发明专利金奖项目在评审的各项

标准中都表现突出,是目前公认的高质量专利代表,但“高质量”并不完全等同于“高价值”.当前,我
国已进入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跨越的关键时期,作为专利领域技术创新的“标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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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专利对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在高铁“走出去”、核电“走出去”的同时,
“高价值”的知识产权无疑承担起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的重任.高价值专利与高质量专利除了在技术

本身都具有高质量之外,学者们普遍认为高价值专利还能够为专利权人带来额外收益,特别是经济利

益.中国专利奖自设立以来,评审委员会不断完善评审工作机制,对评审指标进行多次修改,评选办

法与时俱进.２０１８年重新修订后的«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在评奖标准、评选内容和评选方法上更加

注重专利在市场转化过程中的运用情况.中国专利奖评审的导向作用恰恰印证了我国知识产权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反映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专利事业对“高价值专利”的需求.
专利一边连着技术创新,一边连着产品市场,是创新与市场之间的纽带与桥梁.２０１９年４月,国

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指出“要积极引导企业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实现方式,促进

知识产权创造和应用”① .一般而言,荣获中国专利金奖的发明专利在文本质量、技术水平、经济效益

及发展前景等方面都比较突出,但是否每一件金奖专利都是高价值专利呢? 目前国内对中国发明专

利金奖与专利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而如何促进高质量专利向高价值专利转化是当前专

利实践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专利价值进行较为深入研究,对我国

高价值专利的创造、挖掘和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在研究中国专利金奖方面,邓思铭和乔永忠研究了不同地区创新主体类型对中国获奖专利运用

能力的影响,并分析获得发明专利金奖的不同类型专利权人专利质量[１][２];马荣康等将专利化过程分

成研发、申请、审查和授权四个阶段,利用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和优秀奖获奖数据对四个阶段的相应特

征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突破性技术发明的形成特征[３].袁红霞等人对中国专利优秀奖和金奖

专利的获取数量、技术领域进行分析对比,分别从专利运用、获奖趋势、获奖周期、专利质量等方面对

主要获奖技术领域进行梳理[４].蒋康丽通过对中国专利奖获奖专利数量、技术领域、法律状态、专利

权人类型、专利保护和运用数据的分析,发现获奖专利质量在不断提升,社会关注度日益加大[５].金

柳欣等人从专利影响因素对获奖专利进行深入分析,以第１~１５届的中国专利金奖获奖项目为研究

对象,从多个角度探讨如何提升专利价值[６].
在研究专利价值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专利指标对专利价值的影响、专利价值评估等方

面.专利价值是指授权专利在使用以及产品市场化过程中为专利权人所创造的预期收益价值,即专

利在技术市场的价值[７].研究专利价值评价指标或影响因素的文献,目前至少涉及包括专利属性特

征(如专利的引用次数、专利的发明人数、专利的IPC分类号、说明书附图页数、非专利文献引用数

等[８]),专利战略布局特征(如专利权利要求数、专利优先权数、专利同族数以及独立权利要求书

等[９]),专利所有权特征(如专利市场规模、专利的合作申请、专利维持率、专利组合等[１０]),专利技术

特征(如专利技术的可替代性、技术通用性、覆盖性、专利规避性等[１１]);而专利价值的影响因素包括

专利保护范围、专利创新性、专利权人特征、专利生命周期、研发活动特性和产业技术特征等[１２].还

有学者以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专利为高价值专利代表,分析企业高价值专利被引特征,研究不同行业专利

同被引网络的演化过程,得出高自引是高价值专利普遍特征[１３][１４].专利价值评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其影响因素贯穿技术研发到市场占有,再到运营收益全过程,其中既有客观指标数据分析,也涉

及主观的价值判断.考虑的因素越多则视角越全面,但同时评估的难度也会增大[１５].
本文从文献情报学视角开展研究,通过提取中国专利金奖获奖发明专利数据,对不同技术领域发

明专利金奖的专利运用能力、专利被引证指数、权利要求数、同族专利数等特征指标进行专利价值分

析.之所以选取这些特征指标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统一的高价值专利评价体系,中国

专利交易所推出的“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系”是中国专利价值评估的主流体系,其特征指标的选取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系操作手册»中经常被使用到,也是在国内外研究中使

用频次最多的指标[１６].二是特征指标在专利信息检索中的稳定性和可获取性.具体而言,不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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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是从专利技术的覆盖范围反映专利价值;专利运用能力是从管理运营层面反映专利价值;被引证

指数是从知识关联层面反映专利价值;权利要求数是从技术保护范围反映专利价值;同族专利数是从

区域保护程度反映专利价值.这些特征都是数据型变量,在相关性检验方面都有比较强的正向效应,
能够较为全面地考量专利价值,故其分析结果可以反映不同技术领域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发明专利

主要特征[１７],进而为促进我国不同技术领域创造更多的高价值专利,探寻高价值专利的精准定位提

供参考.

三、不同技术领域专利权人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专利价值信息

(一)研究数据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第１~２１届中国专利金奖中发明专利的相关信息,主要数据获取的具体步骤

如下:首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搜索得到中国专利金奖名单(第１~２１
届),从中搜集发明专利金奖的获奖专利号和专利名称;接着,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的专利检

索平台,根据搜集到的获奖专利申请号(授权号)或专利名称对每一件金奖专利进行专利信息检索.
最后,导出相关专利著录项数据形成EXCEL文件,整理得出关于中国专利金奖的发明专利样本数据

库.检索下载和统计的信息中,专利运用方式包括自行实施、许可、转让和质押等多种方式,本文主要

统计发生率最高的许可、转让和质押三种方式.专利被引证指数选项中有家族被引证指数、被引证指

数等,本文重点考虑包含专利本身以及同族专利的家族被引证指数.同族专利数选项中有简单同族、
扩展同族、Inpadoc同族等,本文选择简单同族专利数.最终形成的样本数据库中包含３２７件发明专

利金奖的申请号、公开号、国际专利IPC主分类号、IPC分类号、申请人类型、专利运用情况、专利被引

证指数、权利要求数、同族专利数等特征信息.
(二)分类标准

在专利技术分类中,国际专利分类系统(IPC)是文献中最常用的分类标准,按照技术主题的设立

将整个技术领域分为五个等级: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１８].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IPC部作为大技

术领域,并在大技术领域下进一步考察技术领域细分(小类).中国专利金奖获奖发明专利的项目数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一技术领域发明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某一技术领域获奖项目数量

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的文本质量和技术水平越高,专利价值可能越高.随着

国家产业技术需求的不断发展,许多发明专利获奖项目覆盖了更多的技术领域,也形成了与国家产业

形势和战略发展相一致的引导作用.比如第２０届中国专利金奖“一种蝉拟青霉菌株及其应用”(专利

号为ZL２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６０３．１,专利权人是浙江泛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其IPC涵盖６个小类１７个

小组,是一件技术应用范围较广的发明专利.但是,不同技术领域专利权人的技术研发能力以及技术

覆盖范围不尽相同,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各技术领域获得的发明专利金奖的

数量会有较大差距.下文分别对不同技术领域中国发明专利金奖项目IPC(部)、IPC(小类)的分布情

况对应的专利数量进行整理分析.
(三)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项目数统计

依据国际专利分类(IPC)部对专利权人获得的中国发明专利金奖项目进行统计发现,第１~２１
届中国发明专利金奖覆盖了IPC８个部,获奖项目专利权人为合作型的,数据统计以第一专利权人为

准.各部所获的项目数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以看出,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发明专利金奖项目数存在明显差异.在大技术领域统

计下,C部(化学;冶金)是获奖项目数量最多的部,共有９９件获奖专利,占获奖总数的３０．３％.其次,

H 部(电学)在获奖数量排名中列居第二,共有７１件发明专利获得金奖,占获奖总数的２１．７％.B部

(作业;运输)与 G部(物理)的获奖项目数量比较接近,分别有４５件、４１件获奖专利,占获奖总数的

１３．８％和１２．５％,但是与C部相比数量明显减少.A部(人类生活必需品)排在第五位,有２９件获奖

项目,占获奖总数的８．９％;F部(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有１７项获奖项目,占获奖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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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E部(固定建筑物)有１５件专利获得金奖,占获奖总数的４．６％;而 D部(纺织;造纸)获奖项目

数量最少,仅有１０件,占获奖总量的３．１％.
　表１ 中国发明专利金奖IPC部的分布情况

IPC部号及部名 个人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企业 合作型 机关团体 总数

A 人类生活必需 ３ ４ ６ １５ １ ０ ２９
B 作业;运输 ６ ９ ５ ２２ ３ ０ ４５
C 化学;冶金 １２ １６ １０ ５２ ７ ２ ９９
D 纺织;造纸 １ ０ ０ ９ ０ ０ １０
E 固定建筑物 １ ２ ２ ６ ４ ０ １５
F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 １ ４ ３ ８ １ ０ １７
G 物理 ０ １０ ５ ２１ ５ ０ ４１
H 电学 ２ ８ １２ ４４ ４ １ ７１

(四)不同技术领域(小类)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统计

根据«国际专利分类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１８)»对应发明专利以及分类号,将３２７件发明专

利金奖的国际专利分类号精确至小类.由于IPC分类与每一部并非一一对应,每一个IPC分类号有

可能对应多个技术领域,本文根据该专利文本的具体内容将其限定在一至两个类目下,统计各个技术

领域细分下的发明专利金奖数量,得到获奖专利的不同技术领域分布数据.结果表明共涉及３９１个

小类,其中获奖专利数量最多的１０个小类分别是 A６１K(３２件)、A６１P(２７件)、H０４L(２３件)、C１２N
(２２件)、B０１J(１７件)、C０７C(１６件)、C０７D(１３件)、C１０G(１３件)、G０１N(１２件)和C１２P(１１件).统

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中国发明专利金奖IPC小类数量排名前十的分布情况

序号 IPC类号 IPC类名 数量/件

１ A６１K
药品制成特殊的物理或服用形式的装置或方法;空气除臭,消毒或灭菌,或者绷带、敷料、吸收垫
或外科用品的化学方面,或材料的使用等 ３２

２ A６１P 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等 ２７

３ B０１J
化学或物理方法,例如,催化作用、胶体化学;其有关设备(特殊用途的方法或设备,见这些方法或
设备的有关类目等) １７

４ C１２N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杀生剂、害虫驱避剂或引诱剂,或含有微生物、病毒、微生物真菌、酶、发酵
物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或从微生物或动物材料产生或提取制得的物质等) ２２

５ C１２P
包含酶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验方法(免疫检测入 G０１N３３/５３);其所用的组合物或试纸;这种组
合物的制备方法;在微生物学方法或酶学方法中的条件反应控制 １１

６ C０７C 无环或碳环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的电解或电泳生产) １６
７ C０７D 杂环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等 １３

８ C１０G
烃油裂化;液态烃混合物的制备,气态烃裂化或高温热解成一定或特定结构的单个烃或其混合物;
裂化成焦炭;从油页岩、油矿或油气中回收烃油;含烃类为主的混合物的精制;石脑油的重整等 １３

９ G０１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法以外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
量或试验等 １２

１０ H０４L 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电报和电话通信的公用设备)等 ２３

从单个专利金奖的技术领域小类涉及内容来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是 A６１K和 A６１P,主要涉及

生物医药、疾病防疫等领域,共有５９件专利获奖,占获奖总数的１８．１％,主要专利权利人有深圳信立

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件)、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有限公司(２件)、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２件)、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２件)等;排名第三的是 H０４L,共有２３件专利获奖,占获奖总数的

７．１％,主要涉及通信领域,专利权利人以华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５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５
件)等行业标杆企业为主;排名第四的是C１２N,共有２２件专利获奖,主要涉及微生物、病毒基因以及

生物技术等,占获奖总数的６．８％;排名第五至第八的是B０１J、C０７C、C０７D、C１０G,分别有１７、１６、１３、

１３件专利获奖,主要涉及石油炼化、高分子化合物等领域,其中,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

公司有１３件,石油化工科学院有８件,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有４件;排名第九和第十的是 G０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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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１２P,分别有１２件、１１件专利获得金奖.从表２统计中可知,不同技术领域(小类)的获奖项目数量

存在明显差异.金奖数量排名前３位的技术领域分属生物医药、疾病防控、通信技术等领域,反映了

中国发明专利金奖专利权人所引领的行业竞争热点和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国

家专利技术水平的总体实力.

四、中国专利金奖发明专利特征与专利价值的相关性分析

(一)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专利运用能力

专利运用能力主要指专利技术的资本化、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能力.国外通过采取某些措施使专

利产生收益,主要涉及增加收入、促进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各界对专利资本化和产业化的

理解还有异议.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商业化过程,包括自行实施、许可、转让、质押、出资

和信托等多种方式.专利运用既是创造和保护专利的最终目标,也是通过专利实施充分实现专利经

济价值的重要手段.通常,许可和转让是专利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商业化运用方式,但是随着我国知识

产权运用战略的不断推进,通过专利质押帮助专利权利人盘活“知”本的方式也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

关注.根据中国专利数据统计,２０１９年全国实现专利质押融资１１０５亿元,质押专利数目３０５３项,同
比增长２１．３％,专利质押表明该专利具有较高经济价值[１９].因此,本文对不同技术领域(部)中国发

明专利金奖的许可、转让、质押三类专利信息进行分析,有助于全面深入探寻高价值专利的运用情况.
具体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技术领域(部)中国发明专利金奖许可、转让和质押情况

技术领域
(部)

专利权许可

件数
占比
(％)

专利权转让

件数
占比
(％)

专利权质押

件数
占比
(％)

专利权许可
并转让

件数

专利权转
让并质押

件数

专利权许
可并质押

件数

专利权许可、
转让并质押

件数

获奖总量及
整体运用率

件数
运用率
(％)

A ２ ３．６ ５ １７．９ １ ３．６ ０ １ ０ ０ ９ ３２．１
B ５ １１．６ １１ ２５．６ １ ２．３ ０ ０ ３ ０ ２０ ４６．５
C １４ １４．１ ２９ ２９．３ ２ ２．０ １４ １ ０ １ ６１ ６１．６
D ２ １８．２ １ ９．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７．３
E １ ７．７ ２ １５．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３．１
F ２ １０．５ ４ ２１．１ ４ ２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２０．０
G １ ２．４ １３ ３１．７ １ ２．４ ２ ０ ０ ０ １７ ４１．５
H ６ ８．６ １３ １８．６ ０ ０ ７ １ １ ０ ２８ ３９．４

合计 ３３ １０．２ ８０ ２４．７ ９ ２．８ ２３ ３ ４ １ １５１ ４６．６

Hiller等曾指出技术领域通过影响专利质量从而影响专利权人的专利收益,再进一步影响专利

权人对专利的运用方式[２０].Carlos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技术领域具有不同社会价值,并会对

专利的商业化产生影响[２１].国内大部分学者也认同这一研究结论,即技术偏好是影响专利权人对专

利实施运用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将获奖专利运用情况按照技术领域(部)进行分类,以经历过

许可、转让和质押的专利数量为指标,统计不同技术领域(部)的专利运用情况,并对统计结果进行

分析.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第一,不同技术领域的获奖数量是影响专利权人实施运用的关键因素.例

如,C部的专利权人是获奖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共有９９件获奖专利,其专利运用数量有６１件,专利

运用率为６１．６％,与其余技术领域相比位居第一.第二,专利运用数量与运用率之间不存在线性相

关性.例如,虽然 A部获奖专利实施运用的数量只有９件,但是其运用率却有３２．１％;D部和E部虽

然专利实施运用数量仅有３件,但是其运用率也有２７．３％和２３．１％;运用数量和运用率居中的是B
部、G部和 H 部,其运用率分别为４６．５％,４１．５％和３９．４％,高于D部和E部.第三,占比最高的专利

运用方式是专利转让,有８０件专利经历转让,约占获奖专利总数的２４．７％;在专利实施运用中,有３３
件许可、２３件许可并转让、９件质押、３件转让并质押、４件许可并质押以及１件专利许可、转让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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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共计１７件专利经历过专利权质押.第四,不同技术领域会对获奖专利的市场价值产生影响.本

文将不同技术领域作为自变量,不同技术领域经历许可、转让和质押的金奖专利数量作为因变量,利
用统计软件SPSS２３．０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渐进显著性(双侧)小于０．０５,皮尔逊卡方值为

９９．３６０,可以得出不同技术领域会影响专利权人对获奖专利的运用水平和能力,专利权人在不同技术

领域中专利运用方式上具有既定行业特点抑或是受到市场价值影响.
(二)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被引证指数

在现有专利价值评价指标中,被引证指数无疑是最被广泛认可和使用最多的指标.专利被引证

指数是指该专利被后续专利引用的次数,一件专利如果被后续专利引证的次数越多,说明该专利对后

续专利发明的影响越大.在相关实证研究中,被引证指数与专利价值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已得验

证[２２].表４报告了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专利被引证指数情况.
　表４ 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被引证指数分布情况

被引证指数(次) A B C D E F G H

０~４ １０ ９ ３２ ３ ３ ４ ９ ８
５~８ ７ １０ １４ ３ ２ ２ ８ １２
９~１２ ２ １ １３ １ １ ５ ３ ７
１３~１６ ４ ６ ９ １ １ ２ ２ ６
１７~２０ １ ３ ３ １ ２ １ １ ４
２１~３０ １ ４ １１ ０ ０ ０ ６ ４
３１~５０ ０ ４ ３ ０ １ １ ７ ８
５１~８０ ０ ２ ４ ０ １ ０ ３ ７
８１~１０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以上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６

从表４可以看出,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奖发明专利的被引证指数分布情况呈现以下特征:第一,
获奖发明专利的被引证指数大多数在０~８次之间,占全部获奖总数的４６．１％;其中C部获奖数量最

多,有４６件;A部、B部、G部和 H 部获奖数量较为接近,分别有１７、１９、１７和２０件;获奖数量最少的

是D部、E部和F部,分别只有６、５和６件.第二,被引证指数在９~３０次之间排名前３的技术领域

是C部、H 部、B部,分别有３６、２１、１４件;技术领域G部、A部、F部、E部、D部获奖数量依次减少,分
别有１２、８、８、４、３件.可以看出不同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质量存在明显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专

利价值的实现.第三,专利被引证指数超过３０次的获奖专利,可认定为各技术领域高被引专利,其
中,B部(７件)、C部(８件)、E部(３件)、F部(２件)、G部(１１件)、H 部(２２件),而 A 部和 D部均没

有.被引证指数超过１００次的获奖专利,C部、E部、F部、G部各有１件,而 H 部有６件.这些高被

引专利的专利权人分别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潍坊

盛瑞动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信息产业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武汉矽感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有限公司(２件),专利权人均是行业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获奖

项目涉及IPC小类 H０４L、C０７C、C０７D、C１２N,可以看出这些技术领域的获奖专利拥有较高的专利质

量,很有可能是高价值专利.
(三)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权利要求数

权利要求书是发明专利的法律文件以及专利的权利保护范围.一般而言,专利要求保护的权利

要求项越多,意味着专利权人对技术的理解越透彻,则形成的发明专利质量越高.此外,权利要求数

越多还能反映专利技术的法定保护范围,专利的技术特征保护范围越广,则可以说明该发明专利越难

以被其他专利发明者所模仿,专利价值就可能越高[２３].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

权利要求数分布情况,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专利金奖的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数存在明显差异.首先,获

奖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数超过２０项排名前二的技术领域是 H 部(１１件)和C部(９件),明显高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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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技术领域,其中 H 部有３件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数是５８、６３、７８项(涉及IPC小类 H０４N、H０４L、

H０４B),C部有１件获奖专利权利要求数为８２项(涉及IPC小类C０７D),可以看出其技术创新程度较

高;而 A部、E部、D部、G部都没有权利要求数超过３０项的获奖专利.其次,权利要求数在１３~２０
项的获奖专利,A部(２件)、B部(３件)、C部(８件)、F部(１件)、G部(６件)、H 部(８件),其余技术领

域则没有.最后,发明专利金奖权利要求数在０~１２项之间有２６３件,约占获奖总数的８３．８％,其中

D部、E部都属于权利要求数较少(低于１２项)的技术领域.
　表５ 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权利要求数分布情况

权利要求数 A B C D E F G H

０~４ １４ １３ ３１ ５ ４ ８ １４ １０
５~８ ５ １６ ３５ ２ ３ ６ １１ １８
９~１２ ６ ９ １３ ４ ４ ２ ８ ２２
１３~１６ １ ２ ６ ０ ０ １ ３ ５
１７~２０ １ １ ２ ０ ０ ０ ３ ３
２１~２４ ０ １ ４ ０ ０ ２ ０ ６
２５~３２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１
３３~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１~４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８~５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５~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６１~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８０以上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四)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同族专利数

同族专利是指某专利权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申请、公布的拒用共同优先权的一组专利.一般来

说,如果专利权人认为该专利产品在某国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和预期经济价值,就会在相应的国家申请

同族专利,由于国外专利申请和维持费用远高于国内,因而国外专利授权比国内专利更能体现发明专

利的价值[２４].也就是说,同族专利数越多的专利,其专利价值可能越高,越有可能是高价值专利.不

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同族专利数分布情况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不同技术领域(部)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的同族专利数分布情况

同族专利数 A B C D E F G H

０~２ ２５ ３１ ７７ ７ ９ １７ ２６ ３９
３~５ ２ ２ １０ ３ １ １ ６ １
６~１０ ２ ４ ５ ０ １ １ ５ １０
１１~１５ ０ ２ ３ ０ ０ １ １ １１
１６~２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５
２１~２５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６~３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３１~３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６~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１~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０以上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从表６可以看出,不同技术领域获得发明专利金奖的同族专利数具有以下特征:首先,H 部在获

奖项目的同族专利数中最为突出,有１０件项目的同族专利数在６~１０个之间,有２０件项目的同族专

利数超过１０个,并且有１件项目的同族专利数在３１~３５个之间(IPC小类 H０４L),有１件项目的同

族专利数为５８个(IPC小类 H０４L),可以看出这２件高同族专利具有非常高的市场预期.其次,C部

是获奖项目同族专利数分布比较均匀的技术领域,同族专利数在３~５个有１０件项目,６~１５个有８
件项目,１６~２０个有１件项目,涉及IPC小类C０７C、C０７D、C１２N;G部有６件获奖项目的同族专利数

为６~１０个(IPC小类 G０１N);同族专利数在０~２个之间的获奖项目有２３１件,约占获奖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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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说明大多数获奖项目并没有申请国外专利.最后,B部获奖项目的同族专利数与 G部比较相

似,都集中在０~２个,而３~１０个同族专利数的获奖项目分别为６项、１１项;A部、D部、E部、F部获

奖项目的同族专利数主要集中在０~５个之间,同族专利数超过５个的获奖项目数量非常少.

五、结论和启示

不同技术领域获得的发明专利金奖在推动中国自主创新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因为所

在行业和所在技术领域不同,且各自具有不同技术研发基础和不同技术优势,因而在其各自领域专利

价值实现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通过分析发明专利金奖的相关特征信息,研究中国专利金奖发明

专利特征与专利价值的相关性,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从发明专利金奖的大技术领域分布来看,C部是获奖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H 部、B部和 G

部的获奖项目数量明显少于C部,A 部、F部和E部的获奖数量较低,D部的获奖数量最少.第二,
从发明专利金奖的专利运用能力来看,C部代表的技术领域专利运用能力最为突出,专利许可和转让

比例最高;B部、G部和 H 部转让数量比较均匀,许可和转让分布规律比较相似.第三,从发明专利

金奖的被引证指数来看,C部、H 部是获奖专利被引证指数范围较宽的技术领域;B部、G部获奖专利

的被引证指数次之;A部、E部和F部获奖专利的被引证指数范围比较相似,高被引专利非常少;D部

被引证指数和获奖数量均为最低.第四,从发明专利金奖的权利要求数来看,C部、G部和 H 部比其

他技术领域获奖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数都高,A部和B部相差不大,D部、E部和F部权利要求数普

遍不高.第五,从发明专利金奖的同族专利数来看,高同族专利多出现在C部、H 部,其他技术领域

获奖项目的同族专利数大都低于２０个,其中超过２０个同族专利数的技术领域,A部、B部、G部都只

有１件.
从以上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在国际知识产权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专利形成

的前端特征如技术分布、技术覆盖、组织者、发明人团队等都有可能对专利价值产生重要影响.高价

值专利与普通专利注定在这些特征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发明成果承载的经济价值,
而且在知识储备、市场资源和战略定位等多类型专利特征上也有显著表现.通过中国专利金奖发明

专利主要特征统计,将有助于探寻高价值专利的“画像”.第二,从不同技术领域获奖专利的IPC小

类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战略对技术创新具有直接影响.对中国本土企业而言,行业主

导地位的建立是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以及市场实践的不断探索中获得,一旦技术突破带来了明显

市场效应,必将触动自反馈机制,从而催生下一轮重大技术成果的研发.比如通信技术领域、石油炼

化领域和生物医药领域.第三,科学价值的内在属性和商业价值的外在属性是高价值专利的根本特

征.中国专利金奖,尤其是发明专利金奖,未来发展方向会是基础研究与技术转化点的不断靠拢与结

合.因此,未来高价值专利的主体一定是立足于基础研究的科研成果并外化为专利的突破性发明创

造.这一点可以从专利的高被引指数和较高权利要求数中得到启示.第四,从不同技术领域金奖专

利的专利价值存在差异可以看出,促进专利质量向专利价值转化已是当务之急.按照世界产业利润

评估,工业产品利润的８０％以上集中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专利许可和商标上.在信息、生物、新材

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高价值知识产权更为突出,而我国获得专利金奖的大部分企业都

已关注到这一点,高度重视专利战略布局并申请多国同族专利.
总体而言,不同技术领域发明专利金奖的专利价值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不同技术领域

专利权人拥有的技术创新水平及其价值偏好.希望我国有更多的技术发明人、创新主体投入高价值

专利的创造中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研发水平,降低核心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实现以质

量凸显高价值、以价值奠定创新基础、以创新实现知识产权强国的目标.

注释:

①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全文)[EB/OL]．[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１４]．http://www．sipo．gov．cn/ztzl/gjzscqzlgybbssszn/
szngyjs/１１２４９０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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