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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精妙 专利围城无处可逃
编者按：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出现过一个难解的

“珍珑棋局”，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在现实世界里，“专利棋

局”同样让无数公司头疼不已，损失惨重。

近年来，在科技领域，微软等国际软件巨头已经在厦门、浙江

等多地开展“批量”维权行动，大公司间的专利混战此起彼伏；在

中医药领域，美、日等跨国公司也在不遗余力地抢注专利，制定标

准……跨国巨鳄步步筹谋，招招凌厉。要应对这些，对于很多在

知识产权方面刚刚觉醒、喜好严守中庸之道的国内企业来说，并

不轻松，而对于那些想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来说，其所面临的形

势就更加复杂。

所幸，在小说里，小和尚虚竹以退为进，终破棋局，而在现实世

界中，置身其中的企业又能提升哪些功力，从何处突破？

■■ 本版撰文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霍玉菡霍玉菡 杨杨 颖颖

在科技创新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科技的含

金量也在被以更大的限度发掘。除了用于提升

产品的品质，很多企业将这些技术注册成了专

利，从而进行专利许可、诉讼等，不仅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金钱回报，也赢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然而，随着专利价值得到更多的科技巨头的

青睐，这项原本为创新谋福利的工具，正变得越

来越有进攻性。去年以来，科技巨头的专利诉讼

战火此起彼伏，在全球市场愈演愈烈，“防雷”（专

利地雷）与“布雷”已升级为巨头间竞争的常态。

就连专利咨询公司 General Patent 的首席执行官

（CEO）亚历山大·珀托拉克也曾这样形象地比喻

专利诉讼：“如果你画一幅谁在起诉谁的地图，你

将看到一个混战的星球。”

面对这样的状况，很多专家都在提醒大企业

切莫迷失，希望他们恢复维护技术创新的初心，

但就现实来讲，在利益面前期盼强者放手或少分

一杯羹毕竟过于理想。

商场如战场，奢望对手留情，不如直面困难，

寻找突破点。同样，对于那些还不够强大或者想

开拓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既然无法置身局

外，就需要首先认清专利诉讼的实质。

“诉讼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是实现企

业商业目的的一种手段。现实中，大多数企业之

间的专利诉讼都没有进行到最后，常以商业和解

告终。而进行诉讼往往是为了向对方施压、摸清

对方情况、加大对方产品生产成本或增加自己的

商业谈判筹码等。”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

韶斌提醒，“中国企业需要正确对待专利诉讼，将

其纳入自己的经营战略，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的

官司输赢、赔偿数额上。”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也指出，

当今，国内外重要的专利诉讼以及其他知识产权

诉讼案件往往呈现出“海上冰山”的现象，即诉讼

案件本身只是浮在法律海平面上的冰山一角，而

在法律海平面之下的商业竞争与市场争夺才是

冰山的基体。对于这些专利诉讼案件而言，“法

律背面是商业，案件背书是利益，醉翁之意不在

酒，诉讼本旨是商战”！

既然是商战，是博弈，那具体到战略层面，企

业无外乎就是要做到攻守兼备。“在知识产权领

域，法庭往往是市场竞争的延伸，诉讼常常是商

业博弈的别名。专利诉讼已经普遍成为企业之

间进行正当竞争或者不正当竞争的惯常路径。

所以，建议企业应当积极主动经营知识产权。第

一，应 当 不 断 增 强 知 识 产 权 的 意 识、认 识 和 知

识；第 二，应 积 极 健 全 知 识 产 权 经 营 管 理 之 机

制、体制与规制；第三，应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创

造的质量与数量；第四，应善于借助与运作知识

产权相关的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第五，应为

政府运作知识产权提供谈判资源与案例素材。”

陶鑫良说，“中国企业在遭遇国内外的专利诉讼

以 及 其 他 知 识 产 权 纠 纷 时，表 面 上 的‘ 输 赢 胜

负，赔多赔少’往往不是诉讼案件的本质，应当

‘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诉讼看商战’，将诉讼案

件当作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组成部分和重要

一环来对待和分析，从企业商业战略的高度去

考量专利诉讼的应对问题，‘防人之心不可无，

攻人之心不可丢’，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地化解

或者运用知识产权诉讼战。”

破局要领：攻守兼备 有的放矢
写在写在
后面后面

近年来，从科技产业到中医药产业、家电产业，从动漫行业到生物

技术产业、软件使用，专利战火一路烧过，势头强劲。很多公司越来越

体会到专利的重要性——一旦谁家的专利成为标准，它就掌握了市场

的主动权和控制权。

然而，在现实中，能够居于主动地位的往往是那些发展得更为成

熟的大公司。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软件“大鳄”铆牢中小企业，对

其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提起诉讼；一些行业排名靠前的公司不遗余力

地抢注专利，占据标准制定高地；一些科技巨头质疑新公司，严查其可

能存在的一切侵犯自己专利的行为……如今看来，这些“大鳄”掌控专

利的触角已不仅停留在本国范畴，而是延伸至全球各个市场。

随着这些跨国巨头的专利战略顺利推进，他们赢得了更稳定的市

场地位、高额的侵权赔偿以及相对主动的标准制定权，但专利战火增

加了技术创新的隐形成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误伤了一些小公司，更

让一些大公司渐渐步入迷途，在获取更多利益的岔路上渐行渐远。

解析：保护创新还是打压对手？在专利混战的今天，想找出一个

标准答案并不简单。

大战频发之下，很多大公司似乎像小说里被名利迷住双眼的英雄

一样，忘记了自己行走江湖、仗义执剑的初衷。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指出，近年来，专利诉讼纷至沓来，

其中，越来越多的诉讼已经背离了保护创新、单纯维权的传统轨道，异化成

为企业之间一种新的商业对抗模式和恶性竞争手段，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倒

买倒卖、唯利是图、不图创新、专打官司诈大户的“专利流氓”（patent troll）。

“譬如，在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领域内，专利布局、专利并购以及

专利诉讼已经成为业界常态。”陶鑫良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回顾

近年来发生在智能手机领域的战事，先是苹果、微软、谷歌之间进行

‘三国杀’，后又有崛起的三星加入战团，使战事演化成为‘四国大战

’。这些大企业彼此间的专利诉讼层出不穷，可以说，如今，企业之间

的市场竞争已经从过去的商贸技术‘一元化’竞争，发展成为了商贸技

术与知识产权竞争交叉进行的‘双层面’竞争。专利诉讼也不再仅仅

是通过维权保护创新的防御工具，而是发展成为了有效打压、充分震

慑竞争对手的一种独立的竞争手段和进攻武器。”

在这种大背景下，专利维权随之变了味道，密集的专利斗争已经

影响到了技术创新。“为了应对专利狙击战，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精力

被分散到了如何防止自己踏入专利雷区当中，这不是一个良性循环。”

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指出，有的跨国公司正在通过

“布雷”来狙击对手，但如果过度运用专利大棒，无疑会造成垄断，这不

是促进创新，而是阻碍创新。

对此，著名知识产权律所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韶斌认为，对于

研发、制造产品的企业来说，专利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排除他人使用

自己的技术创新，以保护、扩大本企业的市场份额，获取对技术创新投入

的最大商业回报。“专利本身也是重要的商业投资，企业当然期盼对投资

的回报，包括金钱形式的侵权赔偿、专利许可费，以及通过交叉许可、专利

入股达成商业合作等等。这些都是专利的基本功能。”朱韶斌说。

不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朱韶斌也表示，对于纯粹以经营专利为

业，没有产品研发、制造的企业（简称 NPE）来说，不存在保护产品市场

份额的问题，获取侵权赔偿、专利许可费等金钱利益是其唯一追求的

目标。中国企业需要防范 NPE 的专利诉讼骚扰。

攻城略地：专利诉讼高发 日趋异化

中国的城镇化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赴华投资建厂，这些公司

也将很多研发中心带到了中国。这些中心在发展服务、贴合本土

市场方面，尤其在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上，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

多支持。

进入现代社会，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谁能开发出核

心技术、谁先取得专利并率先制定相关技术和行业标准，谁就能够

更贴合市场，谁就可以占得先机。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已

成为公司甚至国家的首要战略。更多的跨国公司将技术中心落户

中国是其全球战略中重要一环，也是其拓展中国市场的一次有效加

码。这也表明，除了抢注专利、制定标准、开展跨国专利诉讼等以

外，这些跨国公司已经在着手完善更加细致的工作，希望用更贴合

当地的技术创新巩固各个市场，用更符合当地法律框架的知识产权

架构来加筑自己的战略围墙。

可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

但大多数专利还在“沉睡”当中，如何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专利战略显

然还是很多国内企业要补的功课。

解析：对于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大量到来，上海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陶鑫良认为，其直接效应是会吸引、吸收国内较大一批青

年才俊。这在短期内会影响中国企业集聚优秀人才，同时抑制国内

企业增强发明创造及专利申请的能力。但是，中国的相关科技创新

环境也可能因此改善，还能借此培育出一批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

而由于跨国公司人才流动的必然性，这也自然会充实与提升国内企

业的科技人才及其创新能力。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跨国公司正在建筑更高的专利围墙，这

势必给中国公司带来更多的压力。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韶

斌指出，迄今为止，中国虽然已经成为独占鳌头的全球专利申请大

国和专利授权大国，但相对于国外企业，中国拥有的能为企业带来

真金白银的高质量专利的比例还很低。

朱韶斌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企业拥有高质量的专利，可以从两

方面实现其价值：一是专利的进攻价值。这不仅包括主动维权，保

护企业自己的技术创新，保护、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以获取对技术

创新投入的最大商业回报，还包括进行专利运营，获得侵权赔偿、专

利许可费等。二是专利的防御价值。即当企业面临竞争对手的专

利威胁时，可以运用自己的专利进行抗衡、制约，解除威胁。

但现状是，很多中国公司的专利技术产业化和利用率还很低，

创新体系并不完善。在汤森路透此前发布的 2012 年全球创新力企

业（机构）评价结果中，中国仍无一家企业入列，而美国以 47 家企业

位居榜首，日本以 25 家企业排名第二。

陶鑫良也指出，中国虽已成为专利申请数量的第一大国，但却

严重缺乏核心专利与基础专利。“专利的竞争力主要在于‘一树遮天

’或者‘一剑封喉’的核心专利与基础专利，对于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在专利方面可以说是‘一棵参天大树胜过一万株小草’。”陶鑫良说，

“所以，无论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是否大量到来，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战略及其专利战略都应当加速从‘数量战略’向‘质量战略’转型。”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王宁玲也建议，企

业应当把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市场“三合一”地纳入战略实施

方案中，从而使企业在遭遇专利诉讼或贸易摩擦时，可以第一时间

拿起“武器”应战。

加筑围墙：跨国公司在华加快设立研发机构

近几年，不断“走出去”的中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逐渐站稳了脚

跟。但如影随形的专利战却一直拖延着其拓展市场版图的速度。

据了解，在通信领域，中国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自主知识产

权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出口增长主体，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端设备

制造商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一些当地本土

品牌的市场份额也随之受到挤压。由此，很多以专利为借口、以市场

保护为目的的专利战经常见诸报端，多年来，华为、中兴“走出去”的

道路并不顺畅。

而这些科技企业“走出去”所面临困境还只是中国企业“出海”状

况的一个缩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更加复杂的跨国专利大

战，中国企业一味被动应诉不仅会使自身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会分散

企业精力，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因此，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在专利大

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对企业来说尤为关键。

目前，通过专利预警发现侵权风险，从而规避损失是不少企业主

动化解风险的主要做法。所谓专利预警是指通过对专利信息、情报

的分析，对专利侵权和专利无效纠纷等专利风险进行警示和主动防

范，以更好地确定研发和产业发展方向。在现实中，国际专利预警机

制能够及时指导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国际知识产权壁垒，化解潜

在知识产权风险，同时为企业立项、技术攻关、专利申请等起到高水

准的“参谋”作用。

解析：治疗疾病的时候，有一个公认的原则是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可见在应对困难的过程中，预防的功用非同一般。

而在专利战场上，预防的功效同样也不容小觑。“ 中国企业的

发展已经躲不开知识产权，也离不开知识产权，一些国内企业在知

识产权方面也开始制定与实施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上海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指出，“ 但目前，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心

一般只是在制定知识产权及专利的布局安排及攻防策略上，殊不

知，绘制专利地图、研究分析专利预警是事前规避专利侵权风险的

重要举措。”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也指出，企业应该

有全球视野，在海外扩张时应首先对海外市场的专利争议进行调查，

熟悉海外市场的知识产权分布情况。应对专利混战是一个由被动向

主动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韶斌介绍，这些可以采取的预防

措施包括，分析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图，找出存在威胁的专利；

关注同行业被诉的新闻，准备应对措施；聘请相应国家的专业律师对

具有威胁的专利的有效性和侵权性进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对自己有

利的分析结果出具法律意见书，进行非故意侵权保护；采取专利规避

设计；利用合同规避侵权风险；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挑战专利的有效

性；当然，最有效的长远措施是，建立本企业的有效专利组合，达到对

竞争对手的抗衡、制约。

除此之外，陶鑫良还提醒，绘制专利地图，进行专利分析的作用

更多的在于引领企业的研发导向和优化企业的专利部署与布局。专

利预警举措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专利侵权风险，但很难防止竞

争对手之间发起专利诉讼。因此，尽管专利预警很重要，但专利诉讼

或者其他风险发生后，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快速反应也同样重要。

突出重围：专利预警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