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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美合作发明授权专利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美在产业技术领域研发合作的特点

。

本文基于美国专利数

据库
,

从专利授权机构
、

专利质量
、

专利合作强度等方面
,

对近 30 年来中美合作发明的授权专利特点进行了计量分

析
,

发现 中美在专利技术合作方面存在 的问题
,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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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对中美在产业技术领域 的

研发与创新合作给予了高度关注
。

高旭东等针对 国

有大型企业和行业协会
、

高新技术企业
、

产业集群 中

的外向型民营科技企业 的不同特点
,

对我国企业参

与中美科技合作
、

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的现状和特点

进行了研究川
。

吴贻康针对 中美科技合作的走向
,

提 出了抓住共 同关心的问题
、

加强与跨国公 司研发

机构合作
、

利用新机制和基地扩大合作
、

推进
“

引进

来
,

走出去
”

与谨 慎并购 四点 建议 〔’〕
。

Le vi n e 通过

研究中美科技合作中的科学家流动趋势
,

发现近年

来 中国在美学者的归国率有上升的趋势
,

对 中国的

科技进步将会有一个 良好的影响
,

也成为两 国科技

合作发展过程 中的新机遇 〔’]
。

但是
,

由于产业技术

领域的合作大多发生在企业之 间
,

美 国对与 中国开

展高技术领域的合作较为敏感
,

设置了诸多障碍
,

至

今
,

有关的实证研究还较为薄弱 〔‘
一 ’〕

。

合作发明专利是中美在产业技术领域研发合作

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
,

也是 中美科技合作基于市场

环境下
“

优势互补
、

互利互 惠
”

原则 的成果体现
,

针

对 中美合作发明专利 的分析
,

有助于把握产业技术

领域中美技术合作的重点
、

合作的水平
、

利益分配机

制及其变化趋势
,

发现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为制定中

美科技合作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

2 中美合作专利数据来源

在专利数据分析和处理方面
,

美 国经济研究院

(NB E R )开展了长期和 系统 性的研究工作
。

N B E R

整理公布了 19 76
一 2 0 06 年美 国发 明专利 的专利发

明人国籍信息
。

利用这部分信息
,

选取其 中发 明人

国籍为 中国和美 国的专利
,

将其确定为 中美合作专

利
。

根据中美科技合作的历史 阶段
,

选取 时间窗 口

为 19 7 9 一 2 0 0 6 年
。

利用 N B E R 专利分类法将 目标

数据发明专利按照其所属领域划分为非药品化工产

品
、

计算机与通讯
、

药品与医疗
、

电气与电子产品
、

机

械
、

其他 6 大类 37 小类
。

化学产品领域的有机化合物分类
,

至 2 0 06 年
,

中美

合作发明专利共计 9 87 项
。

从表 1 中可以看 出
,

中

美合作发明专利的主要集 中于化学品
、

计算机与通

信
、

医药
、

电气电子领域
。

表 1 1 , 8 1 一 2 0 0 6 中美合作发 明专利领域分布

领域分类 合作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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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专利计量分析

专利计量学 (va te n to m e tr ie s )是将数学和统计学

的方法用于专利研究
,

以探索和挖掘其分布结构
、

数

量关系
、

变化规律等 内在价值的科学 [e]
。

本文利用

专利计量学的相关方 法
,

分析中美合计合作在技术

领域 的合作情况
。

关于合作专利的定义
,

在考察对象是专利授权

人合作还是专利 发 明人合作 上
,

尚存 在一定争议
。

与这种争议相对应的
,

关于国际合作专利的定义
,

有

两种不同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 为专利授权人为两个

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机构或个人的专利是 国际合

作专利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专利发 明人是来 自两个

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专利是国际合作专利
。

本文

认为
,

由于专利信息的特点
,

专利授权人通常都是唯

一的
,

因此本文采用发 明人合作为专利合作的标准
,

将国际合作专利定义 为
: 由两名或两名 以上来 自不

同国家发 明人合作发明的专利
。

4 基于专利 计量的中美科技合作评价研究

自 19 81 年第一件中美合作发明专利授权 以来
,

截至 2 0 06 年
,

两国共合作发明 9 87 件美 国专利
。

图

1 描述 了中美科技合作在 两 国科 技合作 的不 同阶

段 中专利增长 的趋势 图
。

可以看 出
,

从 19 81 至

20 00 年
,

两 国合作发 明专利的授权数量缓慢增长
,

2 0 01 年开始
,

中美合作发明专利 的数量增长速度 明

显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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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美合作专利的分阶段增长趋势

4
.

1 合作专利授权人与发明人分析

通过对 1 9 81 至 2 0 06 年中美合作专利的授权人

进行分析
,

中美合作发 明专利的授权人共 16 35 名
。

选取合作专利授权数排名前 50 名的授权人
,

中美合

作专利授权人分布见表 2
。

可以看 出
,

中美 合作专

利的授权人以企业和个人为主
。

这 50 名专利授权

人
,

即全部授权人 中的 3
.

01 %
,

所拥 有的专 利数 占

中美合作发明专利 的 48
.

83 %
,

接近半数
。

前 50 位

授权人中机构授权人 34 个
,

其排名与所属国别如表

3 所示
。

表 2 中美合作发 明专利授权人分布

授权人类型 授权人数量 所持专利数 占中美合作专利总数 比重

企业

个人

大学

政府

2 5

l6

7

2

所占比例

5 0
.

0 0 %

3 2
.

0 0%

14
.

0 0 %

3 1
.

2 1 %

10
.

1 3 %

5
.

9 8 %

4
.

0 0% 1
.

5 2 %

30810059巧

表 3 中美合作发明专利机构授权人专利授权数排名

排名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国家/ 地 区 专利授权数

M IC R O SO FT C O R P

H EA D W A Y T E C H N O L O G IE S IN C

7 8

2 3

SA E M A G N E T IC S H K L T D

P R O CT E R & G A M BLE C O

2 3

2 2

I N T B U S I N ESS M A C H IN E S CO R P

N E W SCI IN D CO LT D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大学

企业

企业

美国

美国

香港

美 国

美 国

美 国

美 国

美国

美 国

l7

l4

U N IV M I N N E SO TA

E X X ON CH E M PA T EN T S I N C

l3

l3

IN T E L CO 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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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国家/ 地区 专利授权数

U N IV CA LIFO R N IA

l l

I2

G E N E R A L E LE CT R IC CO

l2

l l

H O N H A I P R EC ISIO N IN D C O LT D

13

l4

ME T R O LO G IC IN STR IN C

U N IV QIN G H U A

l5

16

U S D E I
,
】

,

H E A LTH & H U M A N SER V IC E S

U N IV R UT G E R S ST A T E N E W JE R SE Y

l7

l8

A V IV A B IO SC IENC E S CO R P

大学

企业

企业

企业

大学

政府

大学

企业

SCH LU M BE R G E R T E CH N OL O G Y C O R P

U N IV M IC H IG A N ST A T E

E A T O N CO R P

N AT IN ST R C O R P

R O H M & H A A S C O

U S D E PT O F CO M M E R C E

D OW A G R O SCIEN CE S LLC

FO R D G L O BA L T E CH N O LO G IE S INC

企业

大学

企业

政府组织

企业

政府组织

企业

G O R E & A SSOC IN C W L

H 0 0 V E R CO

M A TTE L IN C

M IC R O NA S SE M ICO N D U C TO R S IN C

M O T O R O LA IN C

R EG E NT LIG H TIN G C O R P

S CH ER IN G C O R P

U N IV SOU TH ER N CA LIFO R N IA

U N IV TE X A S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大学

大学

美国

美国

台湾

美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 国

美国

美国

美 国

美 国

美国

美 国

美国

美 国

美 国

美国

美 国

美 国

美国

美 国

美国

9021内、4气�6,
.

0八O产01
,山门、l4,‘,‘2,122,‘22

,‘飞�内、内jl,J

从表 3 可以看 出
,

在 34 家机构授权人 中
,

除清

华大学
、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新科实业

有限公司分别位于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之外
,

其他机构授权人均为美 国机构
。

可见 19 81 至

2 0 0 6 年中美合作发明专利 的主导权 和收益权 基本

由美国方面掌控
。

在 中美合作专利发 明中
,

同样存在第三方 国家

和地区参与现象
。

在 9 87 项 中美合作发明专利中
,

有 136 项专利有第三方 国家和地 区发明人 的参与
,

中美合作专利发明中的第三方国家和地 区发明人主

要来 自中国香港
、

日本
、

英国台湾
、

加拿大
、

德国
、

法

国等
。

对第三方 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进行分类
,

发现
,

中美专利合作的主要第三方合作伙伴是来 自

于与我国地理位置较近的亚洲和经济技术水平较发

达的欧洲
。

4
.

2 中美合作专利质 t 与合作强度

专利平均被引频次是衡量发明人所发明专利影

响力和质量的重要标准
,

专利平均被引频次 的计算

方法如下 :

( l )

式 中
: p ‘

代表第 i 个发明人的发明专利平均被

引频次
,

气代表其发明的第j件专利被引用的次数
,

尸,

代表其发明专利的总件数
。

本文将同一国家地区)的

发明人看作一个整体
,

计算五个专利领域 中美两 国

以及其他主要第三方国家(地区)国际合作发明专利的平均

被引频次
,

如表 4 一 表 8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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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国家(地区 )国际合作发 明专利被引用情况表

(化学品领域 )

表 7 主要国家地区)国际合作发明专利被引用情况表

《医药领域 )

发明人属性

中美合作

加拿大

美 国

日本

奥地利

澳大利 亚

比利时

韩 国

德 国

中国台湾

法 国

印度

中国香港

中国

新 加坡

专利数

77

2 86 8

17 54 5

3 2 9 3

7 54

7 5 3

2 8 4 8

38 4

8 66 0

34 6

3 8 2 6

3 2 5

15 4

3 6 8

2 0 3

被引次数 平 均被引频次

7 8 5

1 73 4 9

9 7 3 3 1

1 7 8 26

3 7 84

3 6 8 2

13 3 1 0

17 9 1

3 89 6 6

14 4 5

15 65 6

11 7 8

5 54

11 0 5

5 8 2

10
.

19

4
.

18

3
.

6 0

发 明人属性

中美合作

日本

美 国

加拿大

韩 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

法 国

印度

中国香港

德 国

中国台湾

比利 时

奥地利

中国

专利数

5 8

29 14

11 70 5

14 20

5 0 7

7 2 6

2 4 8

16 4 5

2 36

2 97

4 2 0 2

11 9 1

6 5 8

4 70

5 54

被 引次数 平均被引频次

6 8 4

2 2 8 2 4

87 2 5 7

10 4 5 7

3 19 0

44 4 9

1 4 8 3

9 6 7 2

12 3 7

15 4 5

2 14 4 1

5 6 2 9

30 0 3

17 0 8

12 8 8

1 1
.

7 9

7
.

83

7
.

4 5

7
.

36

6
.

29

6
.

1 3

5
.

9 8

5
.

8 8

5
.

2 4

5
.

20

5
.

10

4
.

73

4
,

56

3
.

63

2
.

32

055541028967665065‘
�45444

0962

0087
,J
Z

表 S 主要 国家 (地区 )国际合作发明专利被引用情况表

( 计算机与通信领域 )

表 8 主要国家( 地区 )国际合作发明专利被引用情况表

( 机械领域 )

发明人属性

中美合作

加拿大

美国

中国台湾

澳大利亚

日本

法 国

比利时

德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印度

韩国

奥地利

中国

专利数

4 l

2 1 13

13 7 5 8

5 3 7

4 5 1

3 3 8 7

17 9 7

4 36

2 6 94

3 7 7

2 4 2

5 4 8

3 5 7

2 8 7

4 3 1

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频次 发明人 属性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 国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奥地利

中美合作

新 加坡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韩国

印度

中国

专利数 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频次

6 8 6

2 17 0 0

13 4 1 13

5 0 7 7

4 0 4 7

3 0 3 8 2

15 0 5 7

35 4 4

1 80 2 2

2 4 2 2

14 5 1

3 0 3 7

19 2 9

1 12 1

10 5 4

8
.

13

3
.

9 1

2
.

4 5

16 7 6

7 9 1 5

18 1 0

15 8 7

4 0 5 8

3 6 9

6 4 1

8 59

3 3

15 3

3 0 8

12 9

2 0 1

7 0

17 8

9 4 7 0

4 37 37

9 32 8

7 5 5 7

190 0 3

1 7 2 1

2 5 8 5

3 2 5 1

1 18

5 2 0

10 16

4 16

6 3 3

20 4

24 6

5
.

65

5
.

5 3

5 1 5

4
.

7 6

4
.

6 8

4
.

6 6

4
.

0 3

3
.

7 8

3
.

5 8

3
.

4 0

3
.

30

3
.

2 2

3
.

1 5

2
.

9 1

1
.

3 8

757327459797381610叭叭巳民色

6942005440
‘U66倪
以�、�

表 6 主要国家 (地区 )国际合作发明专利被引用情况表

( 电气电子领域 )

发 明人属性 被引次数 平均被引频次

中美合作

中国香港

美 国

韩 国

加拿大

比利时

法 国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德 国

日本

印度

中国

新加坡

中国台湾

专利数

3 5

8 8

1 5 80 9

29 2

26 20

1 1 34

3 7 64

9 29

6 0 7

5 5 2 1

2 4 4 5

3 09

3 0 3

10 8

19 6

6 3 0

6 3 9

9 6 0 5 4

16 7 9

14 4 9 5

62 2 6

20 18 2

49 5 4

3 15 7

2 8 49 5

11 8 39

10 9 3

8 56

3 0 2

4 4 2

1 8 0 0

7
.

2 6

6
.

0 8

5
.

7 5

5
.

5 3

5 4 9

5
.

3 6

5
.

3 3

5
.

2 0

5
.

16

4
.

8 4

3
.

5 4

2
.

8 3

2
.

8 0

2
.

2 6

表中阴影部分显示了不同技术领域中美合作发

明专利的被引用情况
。

可以看出
,

在化学品
、

计算机

与通信
、

电气电子
、

医药 四大领域
,

中美科技合作发

明专利的平均被引频次都远远高于其他各国的同领

域的国际合作专利
,

中美两 国发 明人在这 四大领域

的合作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和技术热点贴进度
,

形成

了优势互补与共赢
。

值得注意的是
,

我国的国际合

作发明专利在五个专利领域 中
,

平均被引频次排位

均不理想
,

由此可见 中美合作的发 明专利是我 国国

际合作发明专利的重要部分
,

对我 国的技术水平提

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萨尔度系数 是 由萨尔 顿 和麦 克吉 尔 于 1 9 8 3

年提出的表 征 两个 领域 之 间关 系程 度 的标 准化

系数
。

利用萨尔顿 系数
,

可计算 不 同领 域类别 中



专辑 刘 云等
:
中美合作发明授权专利计量分析及政策启示

·

7 6 5
·

美两国合 作 发 明专利 的合作强 度
,

其 计 算 方 法

如下
:

尸沌罗石N T
SAL TO N ij =

PA TE N T‘ x 尸ATE N界

式中
,

sAL T口N ij
代表发明人 i 和发明人 j

(2 )

的萨

尔顿合作强度系数
,

PA TE N T 。代表发明人 i和发明

人 j合作发明专利的数量
,

尸A TE N T ,

和 尸A TE N Tj 分

别代表发明人 i和发 明人 j所发明专利 的总数
。

将

中美发明人看作一个整体
,

计算全部专利领域 中美

合作发明专利的萨尔顿系数
,

获得表 9
。

表 , 各技术领域中美合作发 明专利萨尔 顿系数

技术领域 中国发明专利数 美国发明专利数 中美合作专利数 萨尔顿系数

A g rie u lt u r e ,

Fo o d
,

T e x tile s

C o a tin g

7 8 0 8 0
.

02 7 7

2 12 5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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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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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m u n ie a rio n s

C
o m p u 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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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w
a re

C
o m p u te r Pe ri p h

e r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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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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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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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u g s

S u 飞e汀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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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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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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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to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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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ri e u ltu 邓
,

H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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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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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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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3 3 0 0 27 3

4 9 0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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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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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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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3 2

8 64 3 3 0
.

0 0 5 2

30 0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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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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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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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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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4 5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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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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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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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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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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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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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3 8

18 6 1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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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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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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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专利合作强度最强的十个技术领域分别为

农业
、

食品
、

纺织
,

燃气
,

遗传学
,

服装与纺织
,

涂料
,

电子商务方法与软件
,

农业
、

畜牧
、

食 品
,

电气照明
,

娱乐设备和容器
,

中美专利合作强度最弱 的十个技



·

7 6 6
·

中国管理科学 2 0 12 年

术领域分别为电动机
、

发动机与配件
,

通信
,

电力系

统
,

半导体
,

材料加工 与处 理
,

地球工作与钻井
,

光

学
,

交通运输
,

电子设备
,

药品
。

从表 9 中可以看到
,

中美两国合作强度最强 的十个技术领域
,

两国的发

明专利数量都相对较少
,

而两国发 明专利相对较多

的技术领域
,

两 国的专利合作强度较低
。

可以发现
,

两国专利合作较高的领域并非是两国技术的优势领

域
,

两国开展专利合作的主要 目的是优势互补
,

互利

共赢
。

尤其是在 中国专利授权数量较 少的技术领

域
,

如服装与纺织
,

电子商务方法与软件
,

燃气
,

农

业
、

食品
、

纺织等领域 中
,

两国的合作强度很高
。

中

美专利合作对我国技术水平和技术竞争力的提升的

重要提升作用
。

5 结语

基于前述研究结果
,

本文对中美产业技术领域

的研发合作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

(l) 鼓励 国际发 明专利产出
,

提高我国机构在

中美科技合作过程 中对专利产出的重视
。

中美科技合作 3 0 多年以来
,

从美专局的数据 中

可以看出
,

两国的科技合作活动开展 已呈现一定成

效
,

但合作专利授权数量仍然较少
,

我国政府应继续

重视和鼓励我 国机构在参 与中美科技合作 的过程

中
,

更多地参与到专利发明合作活动当中
,

鼓励我国

机构通过与美国机构合作
,

获取 国际发明专利等相

关知识产权
。

鼓励我 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机构
,

利

用我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机构和境外跨国公司的国内

研发机构
,

加强专利合作
,

掌握关键技术
,

抢 占技术

制高点
。

(2) 战略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
,

加强两 国

专利合作
。

从两 国不 同技术领域专利合作强度 中可以 看

出
,

中美两国在新兴技术领域和关键技术 中合作强

度均不甚理想
,

其 中不乏两国贸易竞争和美方技术

优势保持的考虑
。

我 国应当在两国政府间框架协议

下
,

与美 国加强战略新兴产业 和关键技术领域的专

利合作
,

互通有无
,

提升我国技术实力
。

(3 ) 立足全球
,

拓展中美专利合作
。

树立全球视野
,

广泛参与 国际科技组织和技术

研发活动
,

吸引更多第三方 国家和地区 的技术人员
、

优势技术
、

科研经费投人到 中美科技合作中来
,

打破

两国双边合作的格局
,

引导将 中美科技合作 由双边

合作向
“

以 中美合作为核心 的多边合作
”

转变
,

合作

范围的推广
,

一方面可 以更多地接触 国际先进技术

和先进人才
,

互通有无
,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打破双发

的技术壁垒
,

在国际科技组织的大环境下
,

加深两国

合作
。

(4 ) 加强合作知识产权保护
,

重视我方权益
。

在合作成果的管理 中
,

我 国也应加强对双方合

作产出的知识产权的制度和法律保 护
,

维护双方利

益
,

约定违约责任
。

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
,

设立有效

监管机制
,

对我国重要 的信息
、

数据采取隔离机制
,

防止因合作造成关键信息流失
,

侵害我方权益
。

针

对两国合作专利中中方授权人非常少的情况
,

应在

发明专利合作的过程中
,

争取我方合理权益
,

坚持共

有知识产权的共享与公开
,

并着力在合作 中获取独

立成果
,

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
。

(5 )加强政府对 中美企业间研发合作的资助
。

目前
,

我国政府对中美科技合作的经费资助主

要投到了大学和科研机构
,

对 中国企业 实施
“

走 出

去
”

战略寻求与美 国产业 部 门的研 发合作 支持不

足
,

对 中国企业在中美产业技术领域 的合作也缺乏

有效的政策引导
,

而美 国联邦政府在支持学术界与

产业部 门对 外科 技 合作 中建立 了有效 的联 动机

制 [’
一 ’“〕。

今后
,

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企业与美

国学术界和产业部门的研发合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

支持力度
,

帮助中国企业在合作 中获得平等或主导

的地位
,

以获得更大的合作成效
,

合理分享和保护知

识产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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