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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信息技术专家技术委员会委员、洛阳生产力促
进中心主任王新华表示，我市的专利转化率较高与我
市的工业基础雄厚有很大关系，这是必然现象。同
时，对于一些难以转化的专利，需要用搭建平台等措
施来解决。

我市个人申请的专利多为“想象发明”，这是被束之
高阁的主要原因。所以，政府应在鼓励发明创造的基础
上，加强对发明人的引导。“一些发明专利从理论上看，
都是高精尖发明，但并不能运用到生产、生活中。”王新

华说，政府要引导“草根”发明人摈弃“高大上”思想，为
他们提供到企业生产一线寻求发明创造的机会，发明一
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同时，也应多组织一些诸如专利技
术展示交易会等活动，促进专利的交易转化。

对于专利储备，王新华表示，对一个企业来说，储
备的专利技术越多，其潜在的竞争优势就越强，“前一
代专利产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后，再推出第二代产
品，在延长第一代产品市场寿命的同时，也抢占了更
多的市场份额”。

为“草根发明”搭建平台

我市虽有八成专利得以转化，
但转化质量并不乐观——

如何让发明专利
更好“变现”？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见习记者 李冰

“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是新时期提高产业竞争
力的关键环节，也是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市
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牛丹峰说，一个城市的专利申请
量、授权量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城市的科
技水平。

自2012年我市入选国家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市
后，全市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万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去年，我市专利申请
总量7937件，同比增长31.7%；发明专利申请3268
件，同比增长46.6%；发明专利授权达704件，同比
增长10.7%。其中，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
率为42.9%，高于全省13.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7.7
个百分点。

专利数量的大幅增长，与我市的一系列激励政
策有直接关系。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让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度有了
很大提高。2008年，中国(洛阳)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中心挂牌成立，该中心近年来接到关于专利侵权等
问题的投诉呈上升趋势，说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明显增强。此外，2013年3月1日实施的《洛阳市
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将专利工作的触角延伸至各
县（市）区。条例明确指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设立专利专项资金，加大对专利工作的财政支持
力度，用于专利申请的资助、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等。这些政策的实施，鼓励了发明创造，促进了专利
运用。

我市专利申请量连年增长

“我市的专利 80%都得到了转化，运用到生产
中。”牛丹峰说，我市的专利申请人以工矿企业为主，
工矿企业的专利申请和转化，是建立在其需要基础
上的。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在行业内占有竞
争优势，势必要对其相关技术进行革新，使产品占有
更高的市场份额。在技术革新中，会不断涌现新的
发明创造，而这些发明创造就是为产品服务的。

“有了这些发明创造，我们才会申请专利，以达
到对产品保护的目的。”洛阳金诺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专员王献伟说，他们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各
类专利超过200项，都是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创造并
申请的，“这些发明创造其实在申请专利以前就已经
实施或者打算实施到生产中，然后才申请专利加以
保护，所以，对我们企业而言，发明专利基本都是要
实施生产的”。

业内人士指出，企业是专利转化实施的主体，我
市的专利申请以企业为主，超过申请总数的七成。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专利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是必然
的，企业之所以要申请专利，就是要保护创新成果。

我市八成专利得以转化

其实，多数非职务发明，也就是个人发明，并未进
行转化，其约占我市专利总量的10%。

2012年2月，我市农民亢社欣将自己的摩托车
改造成“迷你消防车”，这种消防车以其灵便的特性
被我市消防部门认可，随后他将这一发明申请了专
利，当年9月获得授权。然而，直到现在，老亢的这
一专利也没能转化为实际产品。

老亢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
“草根发明”多出于爱好而创造，这往往缺乏对市场
的判断和评估，很难博得投资者的青睐。所以，资金
短缺成为制约此类专利实施转化的瓶颈之一，有的
由于没有资金不能实施，有些已经实施的专利项目

因缺乏流动资金而不能扩大产业规模。
“这些发明缺乏对市场前景的判断。”牛丹峰

说，发明人往往高估自己专利的实际价值，过高的
专利转让费，让投资者在市场难以预测的情况下，
很难接受。

而高校专利转化率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授坦言，高校专利转化率偏
低与高校的评价体系有关。大部分高校存在重论
文、轻专利，重专利申报、轻专利转化的现象。“有的
教师研制成功一项技术申请专利后，往往是在评教
授职称时拿出来用一下，根本就没有考虑去开发成
产品。”这位教授说。

很多个人发明因脱离市场难以转化

不熟悉专利代理业务的人通常认为，专利代理机
构就是代理专利申请，收费后负责将专利申请报送到
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审批。

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代理机构在代理专利申请的
同时，也承担着专利技术交易工作，实际上是专利技
术交易的“门市部”，也是专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一
环。

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我市有专利
代理机构9家，其中4家为洛阳本土代理机构，其余5
家为外地代理机构在我市设立的分支机构。

在洛阳公信知识产权事务所所长陈志敏看来，这
些机构远不能满足我市的需求。陈志敏说，专利代理
机构的执业人员了解、熟悉所代理的专利技术，也了

解专利申请人，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发布专利信息，促
进专利技术交易。同时，一项专利的市场潜力究竟有
多大，适不适合转化应用等，都需要代理机构做出分
析和评估，进而成为企业或政府的重要决策依据。这
些工作，通常由代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来完成，然而，这
类人才少之又少。

执业人员要从事这项工作，须持有专利代理人执
业证。以洛阳公信知识产权事务所为例，该所目前拥
有员工40多人，而持有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仅有22
人，其他人员因从业时间的限制，暂时无法考取。陈
志敏告诉记者，目前我市的4家专利代理机构中，持
证者也仅有30多人。“政府应该加大对代理机构发展
的扶持力度，以获得更多的专业人才。”陈志敏说。

专业人才匮乏制约专利转化

较高的专利转化率，让我市的专利申请人从中得
到极大经济效益，也保护了自己的技术不被侵权。然
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在较高的专利转化率的大背
景下，专利申请人所收到的效益，往往只是眼前的，在
长期的知识产权战略中，眼下的高转化率未必就一定
能在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

陈志敏告诉记者，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
战略中，专利获得授权后，企业并不会一股脑地全部
转化应用，他们通常会将获得的多项专利进行分段使
用，其中的1/3转化为产品，有1/3起到过渡、衔接作
用，剩余的1/3则作为战略储备。“我认为，专利转化
率在30%左右是最为合理的。”陈志敏说。

陈志敏为记者举了一个关于手机专利的例
子。很多国外知名品牌的手机生产商，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推出一款新机型，新机型刚上市时为数千
元，在市面上出现价格低廉的“山寨版”之前，高额
利润已被他们装进腰包。“山寨版”出现后，他们就
会推出对该产品外观或系统升级后的新版本，并主
动将老版本手机价格进行大幅下调，让“山寨版”手
机的利润空间大大缩小。其实，这些厂商在推出第
一代手机产品的时候，就已经开发出后续的升级版
本并申请了专利。他们将这些专利存入专利库进
行储备，然后根据市场需要分阶段陆续转化为新产
品，以达到不断推陈出新的目的，进而抢占市场，获
得高额利润。

“我认为，眼下的专利高转化率为企业带来了利
润，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没有足够专利储备，很有可能
造成企业后劲不足的局面。”陈志敏说。

专利储备不可缺

日前，2013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考核排名公布，洛阳居中西
部地区地级市之首，我市的“科技家底”可见一斑。在感到欣喜的同时，
也有人进一步指出——发明专利只有“变现”才能发挥其真正价值。我
市专利申请目前是什么水平，专利转化率有多高？哪些专利被束之高
阁，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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