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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完
成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存量专利
大盘点。截至2023年底，全国2700
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共持有 134.9
万件存量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89.3
万件；2024年新授权发明专利18.9
万件。在这庞大的专利库中，有的
专利已在产业界大放异彩，有的仍

“躺”在纸面上“沉睡”未醒。如何让
这些“沉睡”专利焕发新生，转化为
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力量？

全面盘点专利家底

我国是世界第一专利大国，也
是全球首个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突破400万件的国家，截至2024年
底，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475.6万件，其中超过20%由高校和
科研机构产出。与企业直接开发
运用自研专利不同，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专利往往更注重基础研究和
学术价值，转化周期相对较长，一
些专利与企业实际需求也存在差
距。这些特点使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专利在转化应用的过程中存在
诸多堵点难点，许多有价值的专利
也因此“沉睡”。

202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
方案》），提出要梳理盘活高校和科
研机构存量专利，建立市场导向的
存量专利筛选评价、供需对接、推广
应用、跟踪反馈机制，力争2025年底
前实现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

专利盘点对接全覆盖。
在《行动方案》引领下，国家知

识产权局会同教育部等 7部门，对
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了专利
盘点和价值分析，摸清专利家底。
结 果 显 示 ，在 截 至 2023 年 底 的
134.9万件存量专利中，质量较高、
转化前景较好的有93.8万件，其中
发明专利达68.1万件。

比如，北京大学自主研发的
“用于在体实时脑成像的超高时空
分辨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技术，
通过专利申请、专利挖掘和专利布
局，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并向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许可实施，完成
由科研成果向医疗产品的转化，产
品已在国内外数十家科研机构投
入应用，有力支撑了脑神经的动态
观测和研究工作。截至 2023 年
底，创造直接经济价值约2.3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已盘点的存量专利涉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等多
个重点领域，已进入可转化资源库。

畅通专利转化机制

已转化的专利，其价值得到了
社会广泛认可，但另一些专利为何
仍在“沉睡”？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主要是部分专利质量不高、
不符合企业需求，“不能转”；担心
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专利国有资产
流失风险，“不敢转”；各方激励不
够、动力不足，“不愿转”；转化能力

水平有待提升，“不会转”；中介服
务、转化平台、资金支持等转化支
撑体系不给力，“不便转”。同时，
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高质量、高价
值专利创造储备仍有不足，部分专
利技术成熟度距离企业直接运用
还有一定差距，需要校企协同进行
产业化验证和技术熟化。

专利转化不是单兵作战，而是
要形成生态闭环。在完成专利盘点
的基础上，推动转化运用成为关键。

以中南大学邓德华教授团队
研发的“气凝晶保温材料与相关建
材及其制备技术”为例，这项技术以
其卓越的耐火性、耐水性、轻质保温
及高强度特性，成功解决了建筑保
温材料领域的多项技术难题。然
而，“美人”却藏在“深闺”无人识。

在去年的专利盘点中，作为资
产管理及产业化成果运营机构，中
南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专利权转让和技术增资入股的方
式，与一家专业绿色建筑材料企业
达成合作，促进了相关专利技术从
实验室到市场的成功转化，为高校
带来 1500万元的专利转让费和价
值8500万元的技术增资。

强化转化服务指导也是盘活
专利重要一环。山东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采用“作价入股+团队跟
投+创业资金”运营模式孵化科技
型企业，成功盘活某研究所窄线宽
光纤激光器技术相关专利，以知识
产权作价入股形式成立公司，实现
相关技术产业化应用；上海徐汇策

源健康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中
心采用专利筛选、转化评价、运营
策划、产业落地“四步法”特色服
务机制，基于“医院—技术转移机
构—企业”三方共建的专利产业化
加速器，促成血管介入医疗器械相
关专利产业化落地……近年来，多
地专利服务机构积极探索边盘点、
边推广、边转化，让更多专利走出
实验室，融入产业链。

“从实践来看，推动专利转化，
在供给端，要加快实施以产业化前
景研判为基础的专利申请前评估
制度，夯实专利供给的质量基础。”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需求端，要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
积极参与专利转化对接活动，深化
产学研合作，以企业需求和产业应
用为目标，培育更多高价值专利。

精准服务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在产业配套、促进就
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需要新技术，却缺乏实力自研，
急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支持。

与企业从市场需求出发进行
研发和专利申请不同，高校和科研
机构一方面承担着“从 0到 1”的基
础研究任务，另一方面也具有产学
研合作的特点。这类专利通常由
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研发
或委托开发所形成，本身就是从产
业需求中来，转化障碍较小，可较
快实现产业化，形成市场竞争力和
创新驱动发展支撑力。

为促进校企精准对接，国家知
识产权局在完成全国高校和科研
机构存量专利盘点工作的基础上，
将可转化资源库中的 94万多件专
利，按照产业细分领域向 45 万家
企业匹配推送，促进存量专利与中
小企业高效匹配。

2024年 2月份，国家知识产权
局会同教育部等 7 部门制定印发

《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
作方案》；2024年 8月份，国家知识
产权局联合教育部、科技部等 6部
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高校和科研
机构存量专利推广转化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组织引导相关各方
齐心协力盘活存量专利、做优新增
专利。数据显示，2024年专利转让
许可备案次数达61.3万次，同比增
长29.9%；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专
利转让许可备案次数达 7.6 万次，
同比增长39.1%。

“中小企业对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专利价值总体上较为认可。”国
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于高校和科研机构进入转化资源
库的专利，企业可在转化资源库中
订阅专利，对有转让、许可、作价入
股等需求意向，以及技术改进需求
或者产学研合作意愿的，可联系反
馈高校或科研机构。目前，企业与
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接 8.8 万次，定
向反馈合作需求2.6万条。这些对
接和反馈为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小
企业的合作搭建了沟通桥梁，让专
利转化更具针对性。

多方合作唤醒“沉睡”专利
■ 佘颖 李思雨

近年来，不少中国品牌在海外市
场受到山寨品牌的侵扰。据泰国一
律所透露消息，瑞幸在泰国提起的诉

“山寨瑞幸”商标侵权案，法院于近日
做出最新判决，瑞幸咖啡胜诉。

根据律所公布的法院判决结
果，法院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拥有
在先权利，判令被告方撤销已注册
的瑞幸咖啡相关商标，且被告方不

得继续使用相关瑞幸标识。同时，
被告方还需要向瑞幸咖啡支付损
害赔偿，包括一次性赔偿（1000 万
泰铢）以及从起诉日（2024年3月4
日）起按日计算的每日 10 万泰铢
的持续性赔偿。

泰国出现假“瑞幸”已有多年，
2022年初，一位中国网友在泰国旅
游时发现“泰国瑞幸”门店，随后在

当年 8 月，瑞幸咖啡方面发布声
明，瑞幸咖啡没有在泰国开店，泰国
的瑞幸门店是仿冒门店，并表示已
采用法律手段维权。泰国假瑞幸对
瑞幸咖啡商标的字体、颜色以及标
志性鹿头进行了全方位“模仿”，仅
仅是鹿头的方向由朝右变成了朝
左，标识整体颜色对调，“luckin
coffee”字样下增加一行泰文。

据了解，在东南亚市场，长期
存在“贴牌抢注”乱象。不仅瑞幸
咖啡，多家中国企业在泰国也遇到
类似问题。仅该案涉及的被告公
司，旗下也还有众多“山寨品牌”，
从顺丰、极兔、周生生、周大福，到
奈雪的茶、农夫山泉等。这些案例
也警示中国出海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必须先于市场布局，提前做好商

标检索和保护工作至关重要。
针对企业出海过程中的知识

产权保护，福建省政协常委、民革
福建省委会主委夏先鹏建议，出海
企业应采取前瞻性策略，充分研究
出海目标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和相应的执法司法环境，调研当地
的知识产权制度，将其作为投资和
运营评估的重要考虑因素。

瑞幸咖啡泰国商标案胜诉
■ 郑广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
外贸秘书处日前发布公告称，对原
产于中国的光纤作出反倾销肯定性
初裁，但建议不实施临时反倾销措
施，继续调查。将本案调查完成的
截止期自 2025 年 6 月 2 日起，延长
最多 8 个月。涉案产品为单模光
纤，纤芯直径小于11微米。

2024年 8月 2日，巴西发展、工
业、贸易和服务部外贸秘书处发布公
告称，应巴西国内企业于2024年4月
30日提交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光
纤发起反倾销调查。此案倾销调查期
为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损害调
查期为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

2025年2月24日，美国商务部发
布公告称，对进口自中国的立式金属
文件柜作出第一次反倾销快速日落
复审终裁：若取消现行反倾销措施，
将会导致中国涉案产品以 198.50%
的倾销幅度继续或再度发生。

2019 年 5 月 21 日，美国商务部
对进口自中国的立式金属文件柜发
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019年 10
月8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
立式金属文件柜作出反倾销和反补
贴终裁。2024 年 11 月 4 日，美国商
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立式金属文件
柜发起第一次反倾销和反补贴日落
复审调查。

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称，
对进口自中国的钢钉作出第三次反
倾销快速日落复审终裁：若取消现
行反倾销措施，将会导致中国涉案
产品以 118.04%的倾销幅度继续或
再度发生。

2019 年 5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
对进口自中国的钢钉作出第二次反
倾销快速日落复审终裁。2024 年
11 月 4 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
国的钢钉发起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
审调查。 （本报综合报道）

美国对钢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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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反倾销终裁

巴西对光纤
作出反倾销初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