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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故事他已经讲过无数次，但回忆起自己提交第一件专利申请时的情景，
他依旧难掩激动与自豪之情。

78岁的胡国华仍清晰记得 35年前的那一天。

尽管这个故事他已经讲过无数次，但回忆起

自己提交第一件专利申请时的情景，胡国华依旧

难掩激动与自豪之情。

“我查资料时无意中得知，1984 年 4 月 1 日

开始接收专利申请，于是我就想,应该表达我对

国家这种鼓励发明创造的政策的拥护。”胡国华

说，当时在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 207 所工作的

他，有了争取提交第一件专利申请的念头。

他翻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专利需要新颖

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我当时已有的创新成果很

多通过展览、学术论文等方式公开了，已不符合

专利新颖性原则，因此，只能从最新的创新成果

中入手。”胡国华说。一番考虑过后，他最终选定

了自己研发的一种现代光学图像处理技术。

为了确保拿到新中国第一件专利，胡国华提

前三天到专利局踩点。他记得很清楚：1984 年 3

月 29日，天气格外晴朗，自己手里拿着牛皮纸大信

封，来到国家专利局。当时国家专利局大楼尚未竣

工，他多方打听，才找到办理专利申请的地方，那是

一排灰蒙蒙的矮房子，门前还没有挂牌子。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申请，周围却已经有不

少人和他一样在徘徊观望。胡国华灵机一动，写

了一个“申请专利者在此排队，第一名航天 207

所”的纸牌，原本不知该怎么办的人群就被胡国

华带动排起了队。

当天下午，胡国华带来被褥，在办公室外开

始等待。等了三天三夜，1984 年 4 月 1 日，终于

第一个送交了专利申请书。1985 年 12 月，胡国

华 顺 利 拿 到 了 国 家 专 利 局 颁 发 的 专 利 号 为

“85100001.0”的证书，成为新中国“第一号专利”

发明人。

这件发明专利申请名称为“可变光学滤波实

时假彩色显示装置”，在 1985 年 12 月获得授权，

发明人是胡国华等 2 人，专利权人为航天工业部

第二研究院 207 所。胡国华介绍，该装置能够实

现实时显示按空间频率增强的假彩色图像，获取

更多信息，从而可以用于分析卫星图片。

“在实施专利法之前，技术是公有的、共享的，

只需开一个介绍信说明身份，便可将人家多年研

究的结果瞬间学到手。这一方面好像很方便交

流，很有利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打击了人们创造

发明的积极性，因为研究成功一项有用的发明是

要花很多精力和很大代价的，却可以不名一文被

人取用。”胡国华感叹，专利法的实施承认了技术

的价值，激发了大家从事创造发明的积极性。

事实上，胡国华的一生与发明创造相伴，也

深刻感受到新中国对发明创造的高度重视。早

在 1979 年，他就自费业余设计制作了“激光现代

物理光学实验系统”，提供给高等学校物理光学

实验室使用。而由于工作中的困难被新华社记

者报道，邓小平还做了批示。“随后，国防科工委、

航天部及各级领导都给予了关注，不少人还来到

了我的实验室。”他回忆。

在第一号专利之后的 30 年里，他提交了近

30 件专利申请，10 余件专利获得授权。“我所有

的发明都是独创的。”胡国华自豪地表示。

胡国华见证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在他看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营造了日

益良好的创新环境，也给当代年轻人很多鼓励和

信心。“专利法对发明创造加以保护，不仅给个人

带来赞誉、成就感，一旦形成商品，还能带来实实

在在的效益，年轻人为什么不干？”

胡国华：我申请了新中国第一号专利

我国 SCI 国际科技论文数位居世界第 2 位，

其中高被引用论文数量处于世界第 3 位；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位居世界

第 1 位；

进入全球研发投入 2500 强企业数达到 438

家，位居世界第 3 位；

⋯⋯

如果要列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科技产

出的成绩单，还可以很长很长。

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瞩目的科技大国和知识

产权大国，源于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卓有成效的

释放创新活力的系列措施。

从寥若晨星到灿如繁星

论文专利成绩单令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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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论文看，我国科研产出规模在持续

增长的同时，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

仅今年的前 8 个月，中国学者在《细胞》《自

然》《科学》3 个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就发表了 117

篇文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8 年科

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发表学术

论文 42.6万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从质量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

2018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在国

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进到世

界第 4 位，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继续保持世

界第 2。

中国科技网与科睿唯安近日联合发布的题

为《筑梦七十载 奋进科研路》报告同时显示，1980

年以来的 40 年间，中国的材料科学论文产出量位

居全球第一；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

学、环境与生态学、地球科学、数学、物理学等 7 个

学科论文产出位于全球第二；分子生物学与遗传

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等 2 个学科的论文产出位于

全球第三。

2017 年，被引次数超过 10 万次且影响因子

超过 35 的国际期刊有 7 种。这些国际顶尖学术

期刊 2017 年共发表论文 10803 篇，其中，中国论

文为 699 篇，占总数的 6.5％，排在世界第 4 位。

论文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论文的影响。

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继

续保持在世界第 2 位。2008 年至 2018 年 10 月，

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 2272.40

万次，相较于 2017 年统计，数量增加 17.4％，排

在世界第 2 位，美国仍然保持在世界第一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

院院士杨卫近日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则表

示，全球科研文章的领域加权引用影响因子平均

值为 1，中国 1999 年这一数字是 0.3—0.4，比世界

平均水平低很多，2018 年，中国基于 Scopus 文献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这一数字分

别为 1.02 和 1.06。

科技论文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产权国际条约，建立起了门类较为齐全的知识产

权法律法规，全面履行知识产权保护职责。

2008 年 6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工作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根据国内

外形势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数字是最好的注脚。自专利法实施以来，我

国专利申请受理量保持了高速增长。2009 年，

专利申请受理累计量超过 500 万件，2014 年专利

申请受理累计量突破 1500 万件大关。每增加

500 万件所用时间都明显缩短。第一个 500 万件

用时 24 年，第二个 500 万件为 3 年，第三个 500 万

件缩短为 2 年，专利数量实现了跨越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依次实

现了对欧洲、韩国、日本、美国的超越，2011 年达

到了 52.6 万件，历经 20 余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的发明专利申请大国。2012 年 7 月，我国发明专

利累计授权量突破 100 万件，仅耗时 27 年，成为

世界上实现这一目标最快的国家。

2018 年，全国发明专利申请数 432.3 万件，

连续 8 年居世界第一。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我国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5 件，提前完成

“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12 件目标。截至 2018 年

底，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中，国内（含港澳台）专利

为 166.2 万件，占比超过七成，在数量上比国外来

华专利优势明显。

此外，海外专利布局能力长足进步。2018

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达到

53345 件 ，自 加 入 专 利 合 作 条 约 以 来 始 终 保 持

高 速 增 长 ，世 界 排 名 已 连 续 两 年 位 居 第 2 位 。

特别是 2003 年以来，我国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2018 年，全球 PCT 申请

量排名前 50 的申请人中，中国申请人数量达到

8 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稳居 PCT 国际专利申

请人首位，我国创新主体海外专利布局能力显

著加强。

持 续 攀 升 的 不 仅 仅 是 专 利 数 量 。 在 严 格

的知识产权保护下，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持续

迸 发 。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发 布 的《2019 年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报 告》显 示 ，中 国 的 排 名 继 续 攀

升 ，从 2018 年 的 第 17 位 升 至 今 年 的 第 14 位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提 升 21 位 ，成 为 全 球 进 步 最

快的国家。

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的运用有力促进了经

济社会发展。高校、科研院所及重大项目知识产

权管理不断加强，创新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益持续

提升。我国在众多领域研发掌握并成功运用了

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加快了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

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2016 年首次发布的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目

录和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0 年至 2014 年，我国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合计达到 26.7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11.0%，年均实际增长 16.6%，是同

期 GDP 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的 2 倍以上，虽然专

利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口只占全社会的 3.4%，却

创造了全国 10%以上的 GDP。

最新数据则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国专利

和商标新增质押融资金额为 583.5 亿元，同比增

长 2.5% ，质 押 项 目 数 为 3086 项 ，同 比 增 长

21.6%。其中，专利质押融资金额为 404 亿元，质

押项目 2709 项，涉及专利 1.3 万件。

在畅通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搭建知识产

权交易平台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下，我国市场主体

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得到了有效

提升，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得到了体现，通过知

识产权的实施转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到

了良好的支撑作用，打通了从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也营造了良好的营

商环境，为外国企业在华创新提供了有效保障，

极大地促进了中外企业正常技术交流合作。截

至 2018 年 底 ，我 国 累 计 设 立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960725 家 ，实 际 使 用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21492 亿 美

元；国外申请人在华申请发明专利累计超过 192

万件，年均增长 11.2%；累计商标注册申请超过

219 万件，年均增长 15.49%，充分体现了外商对

中国市场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

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持续迸发

除了科技论文，中国在专利方面的成就同样

有目共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更好地利用外

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加快自身

经济发展，邓小平同志作出了“专利法以早通过

为好”的果断决策。198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了专利法。次年 4 月 1 日，专利法实施的第一

天，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专利申请 3455 件。

随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改革开放中不断

完善。1992 年，中国与有关国家签署关于保护

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为履行其中的承诺，中

国相继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进行了修

订。2000 年前后，中国为满足世贸组织关于《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又对相关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

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5 件

从 一 穷 二 白
到 全 球 瞩 目 的 科
技 大 国 和 知 识 产
权大国，我国强有
力 的 制 度 保 障 和
卓 有 成 效 的 系 列
措施，释放了创新
活 力 。 科 研 产 出
已 由 高 速 增 长 阶
段 转 向 高 质 量 发
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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