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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技术

■技术市场专论

创办于2010年的重庆大学弘深学院，是为培

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而成立的创新实验学院。郑

清源所在的电气班是5个创新实验班之一。

对于一群优中选优的“学霸”，参加科研训练

计划、各类学科竞赛、导师的课题研究等都是“家

常便饭”。

“专利是创新成果的体现之一，作为弘深学

院的学生，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机会申请专利。”郑

清源说，同学们有的发明了辅助工程制图的制图

器，有的设计了简易测量电流的工具，这些都申

请了专利。

不过，同学们的专利成果大多都没有转化，

而是在其他地方派上了用场——为升学和找工

作“铺路”。

这个即将毕业的“学霸班”，60%的学生选择

了继续深造，专利为他们的升学增加了一项重要

砝码。如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直接读博士的郑清

源，其手握的 4项专利功不可没。而对于找工作

的学生来说，简历上多了“国字号”专利证书，也

更容易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事实上，据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

（2010）》统计，中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普遍低于

5%，这当中包括老师和学生的专利。最近两三

年情况有所好转，但仍然不尽人意。

共青团宁波市委也在 2013 年公布过一项统

计数据：在此前的三年里，宁波高校学生共拿到

900 多项国家专利，但转化成产品进入市场的不

到 5.6%。

“重庆尚未有相关数据统计，但大学生专利

转化不佳的情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这也是国

内大学生专利转化的通病。”重庆市知识产权局

相关负责人坦言，近年来，高校鼓励学生积极发

明创造，大学生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但如果大量

的创新成果被闲置，便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多数专利只能给升学和找工作“铺路”

“专利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专利的所有权上，

而是体现在专利的实施、转化等运作所带来的商

业价值上。”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如是说。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学生专利转化率如

此低呢？

“大学生较少关注专利授权后的经济效益，

有了专利信息发布不及时，转化意识不强，是大

学生专利转化率低的原因之一。”有专家认为，这

导致不少大学生专利“养在深闺人未识”。

不过，也有很多大学生不是不想转化，而是

苦于无门。不少大学生专利申请成功后，很少有

渠道和企业进行对接。

相比之下，重庆科技学院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专业研二学生刘洪伟则幸运得多。

在本科毕业设计的基础上，刘洪伟经过约两

年时间研发出一台低成本 3D打印抛光机。去年

10 月，刘洪伟带着它登上央视科教频道的《发明

梦工场》，通过竞价的方式，以 200万元的价格将

专利转让给一家投资公司。

“3D 打印抛光机在推广之初依靠的是淘宝

平台，但效果很不理想。后来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找网上代理做推广，这才引起央视的关注。”

尽管转化成功，但刘洪伟说，自己总共拥有 5 项

专利，只有这一项实现了转化且颇费周折。身边

还有很多同学也拥有专利，但都很难有途径实现

转化，因此大学生专利急需平台和渠道推广。

不止缺乏渠道，专利费也是大学生成果转化

的“拦路虎”之一。

毕业于武汉东湖学院自动化专业的祝浩，上

大学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创意大王——多功能

晒裤架、防泼洒汤匙、带磨刀功能的砧板……申

请了 20多项专利的他被学校授予“创新双杰”的

荣誉称号。

但由于“不知道上哪儿去转化”，祝浩拥有的

这些专利，非但没为他换来真金白银，还让他掏

腰包——大四那年，他陆续收到 9项专利续交年

费的通知。如果不续缴这笔费用，就意味着放弃

专利权，专利将作废。

“我国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和外观设计专利，目前学生申请专利大多是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重庆市知识

产权局负责人介绍，以实用新型专利为例，在

10 年专利保护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全额

专 利 年 费 将 从 600 元 上 涨 至 2000 元 ，这 对 没

什么原因造成大学生专利转化率偏低

■市场动态

6 月 29 日，来自江西省高校、科研院所知识

产权工作现场推进会上的数据显示：江西高校的

许多知识资产未能被“激活”，专利成果转化率仅

10%左右。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0.9%。科研单位

专利成果转化率也只有 6.8%，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针对江西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转化水平

低的现状，江西省将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提

高专利成果转化率。

根据对江西省 29 所本科院校问卷调查显

示，只有 9所院校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

构和专职管理人员，16 所院校设有知识产权管

理经费。而根据对全省 40家科研院所问卷调查

显示，只有 20家单位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机构

及专职管理人员，10 家单位制定了专门的知识

产权相关管理办法，并在技术研发过程中开展专

利管理工作。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熊绍员表示，近年

来江西省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不断提升，但高

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意识仍较薄弱，普

遍存在“急于发表论文，忽视申请专利，重成果

轻专利”的现象。下一步，将完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转移转化体系、成效评价体系，力争形

成调度通报、考核激励机制，从强化经费保障、

制度保障、人才保障等方面全面推进高校、科

研院所知识产权工作。

熊绍员说，江西省知识产权局将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以专利参股方式向

企业转移专利技术，发明人或设计人可占有一定

的股份，与所在单位共同参与专利技术产业化项

目的投资。还将鼓励高校、科研院所采用自行实

施、专利实施许可、专利权（权利申请权）转让等

形式，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术的实施，提供

专利实施率。

江西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郭学勤表示，科技管

理和知识产权部门要加强与银行对接，完善针对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投融资扶持政策，推

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利用知识产权质押、出资入

股、融资担保、拍卖、保险、证券化等多种金融创

新形式，帮助实现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成果

与企业和市场的对接。 （陶望平）

——延伸阅读——
江西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率仅10%

“大学生没有充足的精力和能力，去开展市

场需求调研，给企业展示成果并寻求合作，因此

急需有关部门搭建各种形式的平台。”对此，刘洪

伟建议。

重庆邮电大学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共建的“腾讯—重邮专利创意孵化中心”，就是国

内首个校企专利创意孵化合作平台。

了解企业和市场的“胃口”，帮助学生提出

有潜力的创意，专家与学生结成对子辅导、制

定技术方案……它的建立旨在为高校专利技术

市场化提供便利，让企业需求与高校研发实现

无缝对接。

重邮计算机学院研一学生颉小凤，已有两项

应用于互联网领域的专利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受理。此前，她从没奢望过这些创意会变成专

利，但在中心的孵化下，奢望变成了现实，专利申

请由腾讯来操办，申请费用也由腾讯“买单”。

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这将带来什么？

重邮知识产权中心主任何晓行说，这些专

利若获得授权，会作为腾讯的技术储备，有朝

一日可能在产品开发中应用。虽然腾讯可免费

使用专利，但由于学校是第一权利人，腾讯是

第二权利人，若专利向第三方转让，双方也将

按一定比例进行收益分成。“这在更大程度上

实现了高校专利的价值，让高校专利变‘活’

了。”从 2013 年底至今，该孵化中心提交给腾

讯的百余个创意中，已有 20 多个进入专利申

请阶段。

重庆市两家国家级的大学科技园——重庆

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也

致力于服务于大学生成果转化。“如果大学生们

带着创新点子入园孵化、创办小微企业，可享受

一系列优惠政策。”北碚大科园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刘双全介绍，目前入驻北碚大科园的有 122家

小微企业，涉及农业、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领

域，其中大学生创业企业占 77%左右。科技园会

帮助学生对接企业，了解需求、发布信息等，以实

现创意或专利转化。

“成果转化渠道不畅通，导致很多大学生在

创新路上被卡住。”重庆市科委相关负责人称，对

于爱好创新的大学生来说，成果转化平台至关重

要。今后，还将提供更多元化、精细化的创新平

台服务，让更多创新成果从校园走向市场，不让

大学生卡在“最后一公里”。

如何让高校的专利变“活”

文·张亦筑 高 涛

前不久，重庆大学弘深学院2011级电气班学生

郑清源得到一个喜讯：他和两名同学共同研发的专

利成果——新型建筑宽频动力吸震系统，与该市一

家建筑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或将得到转化应用。

作为 4项专利的发明人，这还是头一次有单

位“相中”了他们的成果。“你知道专利转化有多

难吗？大学 4 年，我们班总共获得了 15 项专利，

但至今没有一件成功转化！”郑清源说。

近年来，国内热衷于创新发明的大学生不

少，各高校也频现“专利哥”，但这些专利中的绝

大部分都遭到市场冷遇。大学生创新，难道真的

就迈不过成果转化的坎？

国内热衷于创新发明的大学生不少，各高校也频现“专利哥”，但

这些专利中的绝大部分都遭到市场冷遇。请看——

大学生专利为何难找

壶瓶枣日光温室早实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所属领域：现代农业

单位名称：晋中市经济林工作站

成果简介：壶瓶枣原产太谷，9 月中下旬成熟。优点是树冠大，

产量高，寿命长，果实大，果型美观，抗逆性较强，适应性较广。缺点

是成熟期遇雨易裂果，耐贮运力差。为使壶瓶枣提早成熟、提前上

市、避免其雨季裂果，提高枣农的经济效益，晋中市经济林工作站对

壶瓶枣的日光温室栽培进行探索和试验，取得下列研究成果：首次进

行了壶瓶枣日光温室早实、早熟栽培试验；壶瓶枣的日光温室栽培较

露地栽培萌芽、初花、盛花、坐果期分别提前 58 天、46 天、53 天、55

天；成枝力、枣吊数、枣吊长、吊果率分别提高 47.5%、27.9%、12.8%、

30.9%；定植后第三年的鲜枣产量达到 787.5 kg/亩，枣果提前 35—39

天成熟上市，避雨防裂，经济效益显著；该项目通过对日光温室环境

下壶瓶枣和冬枣、金昌一号、伏脆蜜等品种进行比较，壶瓶枣、冬枣、

金昌一号和伏脆蜜的营养生长以及果吊率和露地相比都有提高。壶

瓶枣的果形指数与露地栽培存在显著差异。

成果盈利性：2012 年日光温室栽培每 667m2 鲜枣产量 787.5kg，

收益为 12187.5 元，露地平茬栽培每 667m2 鲜枣产量 103.8kg，产值

2076元。扣除两种栽培方式相应的生产成本，日光温室栽培的年收

益是露地平茬栽培年收益的 8.86倍。

商业模式分析：2013年在太谷县任村乡东贾村利用现有6个日光

温室进行枣树日光温室综合管理技术示范，占地 20亩；在中吾村建设

2个拱棚进行枣树综合管理技术示范，占地 5亩。共计 8个棚，占地 25

亩。通过实施枣树日光温室早实丰产栽培技术，枣树进入盛果期后，

一个日光温室棚亩产鲜食红枣1000kg，一个拱棚亩产鲜食红枣850kg，

8个棚每年即可生产鲜食红枣7700kg，年收入可达30.8万元。

拟采取的转化方式：技术转让

融资用途：产品研发；资金周转

推荐单位：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车载甲醛净化器

所属领域：环境保护

单位名称：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成果简介：甲醛净化器的关键是常温催化甲醛模块制备。其生

产技术属于催化剂制备技术，包括配方和制备工艺均难以简单复

制。催化剂样品的活性测试评价和理化性能表征工作需要一定的专

用仪器设备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该技术是

将甲醛转化为无污染无毒性的二氧化碳和水，它不仅克服了传统技

术如活性炭吸附包易吸附饱和且效果无法保障的难题；而且克服了

光催化技术、负离子技术等存在二次污染的困扰。该技术已获得国

家专利。 车载甲醛净化器对 3 立方米测试舱内 10 倍标准浓度甲醛

的 1 小时净化率达 91.1%，8 小时净化率可达 98.7%。净化效能为

0.70m3/(hW)，净化效能等级为 B级。

成果盈利性：车载甲醛净化器的材料价格在 162—220 元（不同

外壳），若产品市场定价为 380—880元（现市售各类车载空气净化器

在 200—1500元不等）。本项目车载甲醛净化器市场占有率以 10%估

算，则年产量约 16万台。考虑场地和人工费，以及各项管理和税费，

仍具一定的盈利性。

市场分析：2012 年，我国乘用车销量为 1468.22 万辆，根据相关

污染调查，有 1/3 的乘用车内甲醛浓度超标，据此估算约 489 万辆新

乘用车需安装车载甲醛净化器。若保守估计有 1/3 的新车购买者

（或销售商）愿意购买（或赠送配置）车载甲醛净化器，则相对现实的

车载甲醛净化器市场规模在 163万台左右。本项目车载甲醛净化器

市场占有率按 10%估算，则年产量约 16 万台，若产品市场价格预定

为 380—880元，则年产值可达 6080万元—14080万元，具有较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商业模式分析：甲醛净化模块的配方和工艺制备可以转让委托

生产；净化器外壳设计和供货供应可委托塑料模具企业；机内电路及

控制面板也可委托加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车载甲醛净化器”生

产只进行组装总成。

营销状况：建立网上销售渠道；与汽车销售机构、机关事业单位

后勤部门进行合作，培育礼品赠送新市场；在汽车用品及洗车行进行

推广销售。

拟采取的转化方式：技术转让；技术入股；创业融资

资金需求额：100—200万

融资用途：产品研发；市场开拓

推荐单位：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高通公司成功将军用 CDMA 技术推向民

用通信领域，通过专利转化运营获取高额利

润。据公司年报显示，自 2000 年至 2013 年底

以来，高通公司通过知识产权授权累计获利

3400 亿 人 民 币 ，其 营 业 收 入 不 到 英 特 尔 的

40%，却创造出超过全球半导体行业老大英特

尔的市值。这主要源于其长期的专利积累和

独特的商业模式，即由单纯的卖产品与技术转

变为卖专利，并建立了以专利转化为中心的管

理工作体系。其专利转化的商业模式与管理

工作经验，对我国国防专利转化工作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值得研究与思考。

高通立足于军用卫星通讯技术基础，准确地

识别出具有专利转化前景的无线通信技术领域，

持续开展大量的研发投入。该公司自 1987 年申

请第一件专利，到 2000 年开始依靠专利技术转

化获取收益以来，花了整整 14年。截至 2000年，

高通公司申请专利近 2000 件，其中有效专利已

达 1000 余件，实现了专利转化收益持续增长，其

利润基本上是来自专利许可收入。

高通公司成功实现军用 CDMA 技术应用到

民用通信领域，并通过开展专利转化运营获取了

高额利润，高通公司的成功有以下特点：一是从

军用技术中准确地识别出具有民用领域专利转

化前景的技术，开展技术孵化与再研发工作；二

是长期积累产生高质量的专利；三是商业模式

由单纯卖产品与技术转向卖专利；四是建立了

围绕专利转化的管理工作体系。

由此可见，高通专利转化的相关做法与经验

值得借鉴，尤其是针对我国的国防专利转化工

作，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及现行《国防专利条例》，对现

有国防专利进行分类梳理，可分别按照技术、时

间、组织、专利权人、转化范围、知识产权类别、处

理方式、用途、可实施单位等列表分类，为国防专

利转化编制现状分析报告，支撑国防专利转化长

远发展。二是，对于高质量的、核心的、可有效转

化的国防专利，提出“优选名录”，并对优选名录

中的专利开展外围布局，形成国防专利池，构筑

更强的国防专利优势。三是，对质量不好、转化

无益的国防专利提出“放弃名录”。四是，对新申

请的国防专利应增加转化方式栏目，提出“培育

目录”；对现有国防专利中需国家和军队有关部

门应给予支持的重点专利，提出“扶持目录”；从

而形成对现有国防专利转化按照淘汰一批、优选

一批、培育一批、扶持一批，推动国防专利持续、

健康转化。

搭建国防专利技术运营平台。鉴于国家知

识产权局拟在北京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总平

台，在西安建设军民融合特色知识产权运营平

台、在广东横琴建设金融特色知识产权运营平

台的现状，针对国防知识产权涉及国防安全及

保密等特点，在 2015 年开展的国家知识产权运

营平台建设的整体思路下，并与国家知识产权

运营政策衔接，有必要以培育国防专利技术交

易市场为重要抓手，建设国防专利技术运营平

台，专门开展国防专利的“军转军”、“民参军”

和“军转民”等工作。为此，建议国防知识产权

局启动该平台的论证工作，并论证设立“国防

专利转化基金”以及“国防专利银行”等事宜，

促进国防专利与市场和资本对接，持续推进国

防专利转化。

推动企业转变专利运营商业模式：鉴于转

变国防专利运营模式，对于促进国防专利转化

十 分 重 要 ，为 此 ，应 抓 紧 开 展 以 下 工 作 。 一

是，举办国防专利运营培训班，培训国防专利

运营专业人才；二是，组织编制专利运营案例

集教材，聚集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三是，组

织编制《国防专利运营工作指南》，指导各单

位开展工作；四是，在各军工集团公司选择若

干单位开展国防专利运营试点，示范推广；五

是，培育国防专利运营服务机构，快速提升国

防专利转化运用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促进国防

专利转化与应用。

（李萍 淦述荣 周子彦 张悦）

高通对我国国防专利转化的启示

苹果新专利：通过手势或者身
体接触来交换信息

苹果公司最近申请了专利，详细说明使用手势，从握手到击掌，

甚至恭敬鞠躬，以启动信息交换，其中很少或没有用户干预。虽然智

能手表配备了触摸屏，但是因为面积太小，触控比较困难。然而，这

些产品的优势是内建了诸多传感器。苹果天才的想法是，使用手势

来在两个人之间问候的时候同时交换数据。

手势覆盖的范围相当大，包括那些涉及身体接触，如握手，撞拳，

或用手拍打，以及那些在一定的距离内进行的动作，像鞠躬、挥手、敬

礼等等。苹果这项专利不仅仅支持苹果智能手表，而且也支持

iPhone。

苹果这项专利还涉及到确定发送数据的类型。在商务会议场

合，需要交换发送的往往是数字商务名片，在社交场合，需要交换的

往往是个人信息。数据传输和交换可以在做出手势的瞬间完成，也

可以按照双方事前约定的时间发送，甚至可以在事后登录苹果专门

的服务器使用密码等凭证下载。

有趣的是专利本身暗示了苹果未来智能手表将增加拍照功能和

耳机插孔，还暗示了这项专利有可能用于智能珠宝、智能眼镜，甚至

是智能衣服当中。

“婆家”

有收入来源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

数目。

在为专利“找婆家”的过程中，还有不少大学

生吃过企业的“闭门羹”。“从企业回绝的理由来

看，大学生专利转化难还因为很多大学生脱离了

企业和市场需求，没有摸着市场的‘门’。”重庆市

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认为，这就需要大学生多

与市场和企业对接，提高技术含金量。

第三届首都大
学生科技创新作品
与专利成果展示推
介会上，北京工业大
学师歌、刘思维和白
小荷三位同学设计
制作的盲人国际象
棋，着重解决盲人看
不见棋盘、无法感知
棋盘和棋子的位置、
无法整体把握游戏
大局等障碍和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