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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计划管理中健全
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机制的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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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是优化科技计划项目知识 产 权 布 局、提 升 成 果 知 识 产 权 质 量 和 改 善 知 识 产 权 运 用 的

有效途径。建立财政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 审 查 评 议 机 制 是 发 达 国 家 的 普 遍 做 法。针 对 我 国 科 技 计 划 管

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知识产权审查评议的目标和用途不 明 确、职 责 不 明 确、审 查 评 议 工 作 本 身 风 险 和 相 关 服 务 能 力

弱等问题，提出四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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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审查评议包括知识产权审查和知识产

权评议两部分工作。一般来讲，知识产权审查是行

政行为，其实施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知识产权评议

属公共服务程序，其实施主体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

以是第三方机构，主要通过合同约定来确定其责任。
知识产权评议是指综合运用情报分析手段，对经济

科技活动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尤其是与技术相关的

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竞争态势进行综合分析，对活动

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资产的品质价值及处

置方式的合理性、技术创新的可行性等进行评估、评
价、核查与论证，根据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开展经济科技活动提供咨询参考〔１〕。开

展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是科技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重

要保障，对于降低项目研发的风险、提高科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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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科技安全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相关产业

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审查评

议也是优化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权布局、提升成果

知识产权质量和改善知识产权运用的有效途径。建

议在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基础上，结合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和项目管理改革，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查

评议的作用，在科技计划管理中健全知识产权审查

评议机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１　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是提高科研效率、维护

科技安全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

知识产权审查评议的基础是专利分析，与专利

分析工作相比，更侧重于解决与技术相关的各类知

识产权问题，包括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
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等等，具有知识产权类

型的组合性和整体性；此外，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是有

明确导向的决策支持行为，它要求理清并指明问题，
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案〔２〕。通过将知识产权审查评议

工作引入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的决策和管理过程，在

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１　辅助科学决策

发挥知识产权信息，特别是专利信息的辅助决

策作用，杜绝重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隐患，支撑科

学制定研发和产业政策，规避潜在风险，减少知识产

权流失，提高投资效益〔３〕。在以知识产权为焦 点 的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将知识产权评议工作

引入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的决策和管理过程，可以起

到提高决策质量、优化管理水平和提升创新治理能

力的作用。

１．２　提高重大研发项目的产出效率

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以信息公开换取法律保

护，其信息代表着进入市场的所有技术最新趋势和

主 要 技 术 解 决 方 案。根 据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ＷＩＰＯ）的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 每 年９０％－
９５％的发明创造成果都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查到，其

中约有７０％的 发 明 成 果 从 未 在 其 他 非 专 利 文 献 上

发表过，专利文献不仅可以提高科研项目的研究起

点和水平，而且还可以节约６０％左右的研究时间和

４０％左右的研究经费。对于重大研发项目进行知识

产权审查评议，能够清晰了解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

情况，明确技术热点和空白点，明确研究方向和厘清

技术发展路线，提高研究开发起点，实现科技创新资

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根据我国２０１１年开始

的知识产权评议试点工作情况，在高密度存储器、高

端光刻机、大型先进压水堆等十多个重要研发项目

中，项目承担方普遍反映知识产权评议在很大程度

上缩短了研发时间。

１．３　通过审查评议机制寻找重大科技活动的知识

产权安全节点，保证和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能有效识别和积极防范科研开发中存在的知识

产权风险和隐患，明确相关知识产权策略和路径，防
止自主知识产权流失，及时为国家、地方和企业提供

正确和科学 的 决 策 保 障。２０１４年 江 苏 在 引 进 低 地

板轨道交通技术过程中，通过知识产权评议辅助选

定了合适的合作企业，在谈判中以失效专利增加议

价筹码，避免了超过５００万元的损失。在煤液化项

目通过知识产权审查评议发现存在侵犯国外知识产

权的风险，为相关部门调整产业布局提供了依据。

１．４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

知识产权审查评议通过检查知识产权风险、评

价技术成熟度和应对知识产权纠纷预案等，对创新

创业成果的提供有效保护，拓宽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渠道，营造良好创新氛围。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总

体上处于科技发展的赶超阶段，许多科技项目要实

现促进产业发展的目标，往往会涉及一些事先不易

察觉的专利陷阱，导致项目失败或搁置，损失大量资

金，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重大项目的知识产权审查

评议至关重要。比如贵州省的微硬盘项目，在投产

不到两年后就陷入一系列危机，其中专利权属不明

导致的国际争端最终使项目中断，成为导致项目失

败的重要原因，遗留下８．７亿不良银行贷款，给地方

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如果事先能够进行深入、详细

的知识产权分析和评估，这些经济的重大损失是有

可能避免的。

２　建立财政支持重 大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的 知 识

产权审查评议机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２．１　建立长效化和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挑战，国际

知识产权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

对财政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审查评议工作

（国外一般称为知识产权分析、评估或审计）。例如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建立了知识产权评估制

度，项目评审把项目申请者是否能为美国实体经济

产生知识产权作为首要的评审标准。韩国建立了大

型科研项目的事前审查评估机制，２００５年起每年委

托韩国知识产权局对政府资助的创新项目进行知识

产权审查评议，２０１１年的绩效评估发现这一举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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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支 出４　０５５亿 韩 元，多 产 出１．４４倍 的 核 心 专

利，２０１２年韩国 政 府 将 评 议 范 围 扩 展 至１６个 政 府

部门和机构的项目，２０１３年知识产权评议扩展到政

府资助创 新 类 项 目 的７０％〔２〕。日 本 经 济 产 业 省 也

开展 了 大 型 项 目 立 项 阶 段 的 知 识 产 权 审 查 评 议

工作。

２．２　将审查评议重点放在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重大项目上，而非重大科学研究项目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科学研究项目使用

他人专利一般不会被视为专利侵权，即专利实验例

外原则。按照一般的法律规定，制造、使用、出售受

专利权保护的机器，若要构成专利侵权行为，必须是

在实行上述行为时以营利为目的，而非仅仅为了哲

学实验或确认专利说明书中所记载的真实性及正确

性所做出的行为〔４〕。因此，科学研究面临的专 利 风

险相对于产业投资项目而言要小得多，因为大部分

科研项目属于非营利性质，目的只在于解决科学技

术难题，不容易构成专利侵权纠纷。

２．３　政府为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提供基础性信息系

统及数据服务

各国通过建立并不断更新完善专利信息系统，
提供必要的检索分析服务，在各类项目知识产权分

析评议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如美国专利商标

局提供的专利信息数据库，囊括自１７９０年至今授权

的专利文献，定期更新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专利信

息。该数据库可提供专利说明全文本数据，并提供

参考专利信息和链接等比较全面的专利技术信息。
各经济主体均可通过在该专利信息数据库对某类技

术的发展现状和专利分布情况进行检索。

２．４　一些第三方专业机构受政府委托承担了重大

经济科技项目知识产权评议工作

从国外实践来看，对经济科技活动进行知识产

权审查评议，可以是经济主体利用内部力量或机构

来执行，也可以由经济主体聘请专业的知识产权专

业服务机 构 来 进 行 审 议。例 如 美 国 政 府 通 过 委 托

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ＨＩ、Ｗｉｓｄｏｍａｉｎ、Ｐ＆Ｌ、Ｙｅｔ２．ｃｏｍ 等 公

司进行重大经济科技知识产权数据分析。以美国知

识产权咨询公 司ＣＨＩ为 例，除 了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院、
美国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其服务对象还

包括 澳 大 利 亚 研 究 理 事 会、日 本 经 产 省、欧 盟、

ＯＥＣＤ等国外政府客户。
而从国外大量企业，尤其跨国公司的专利实践

来看，知识产权评议的对象不局限于政府资助项目，
已经日益成为一项有效的市场竞争工具。无论是行

业领先企业还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在进行研发活动

和产业投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进行知识产权分析和

评议，这已经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常规动作”。

３　发展形势与存在问题

伴随着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

源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以及知识产权规

则的全球 化，以 ＷＴＯ《与 贸 易 有 关 的 知 识 产 权 协

议》（ＴＲＩＰｓ）为 标 志，知 识 产 权 已 经 同 货 物 贸 易、服

务贸易成为 ＷＴＯ的三大支柱之一。我国正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化，对财政投入

的重大经济科技项目实行知识产权审查评议，保证

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已成为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

的战略性举措。健全科技计划管理的知识产权审查

评议机制，设计科学合理的审查评议程序显得尤为

重要。
我国在２００６年的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 中 首 次

提出要“建立对企业并购、技术交易等重大经济活动

知识产权特别审查机制”〔５〕。《关于国家科技计划管

理改革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６年）提出要对国家支持的

科研项目立项阶段进行知识产权审查，开展重点领

域知识产权态势分析，建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专

利查新制度，并作为立项的重要依据〔６〕。２００８年国

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建立健全

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制度”。《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管理暂行规 定》（２００８年）和《国 家 科 技 重 大 专

项知识产权管理暂行规定》（２０１０年）要求各重大专

项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长效机制，规定了

知识产权各级管理责任主体、各管理环节的责任、权
利和义 务 等。２０１５年 新 修 订《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法》明确提出在组织实施应用类科技项目时，应将科

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作为立项和验收

的重要内容 和 依 据。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 务 院 发 布 的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出“围绕国家重大产业规划、高技术领域重大投资

项目等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建立国家科技计划知识

产权目标评估制度，积极探索重大科技活动知识产

权评议试点，建立重点领域知识产权评议报告发布

制度”〔７〕。以上 法 规 文 件 的 出 台，为 建 立 完 善 科 技

项目的知识 产 权 审 查 评 议 机 制 进 行 了 工 作 指 导 和

部署。
对于科技计划项目来说，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机

制十分重要，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难以解决

的问题，导致知识产权审查评议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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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

３．１　知 识 产 权 审 查 评 议 的 目 标 和 用 途 仍 然 不 够

明确

虽然《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

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目标评

估制度，但是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是作为立项依据还

是项目任务方向确定后技术路线选择的参考依据，
实际上并不明确。项目立项前进行知识产权审查评

议十分必要，但是科技项目往往针对的我国相对比

较落后的领域，越是国外知识产权密集的领域，可能

越需要通过科技项目的研发予以突破，这样，对知识

产权审查评议结果如何使用就十分重要。

３．２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管 理 中 知 识 产 权 评 议 职 责 不

明确

知识产权评议在项目管理中发挥的作用需要进

一步明确。如果把知识产权评议结果作为项目立项

或技术路线选择依据，实行“一票否决”，那么相关评

议机构或单位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会成为制约评议

机制实施的重要因素。毕竟，在知识产权评议中不

能穷尽所有的知识产权问题，而且判断不可能完全。
可见，如何发挥知识产权审查评议作用是实施这一

机制的关键。

３．３　知识产权评议工作本身具有风险

知识产权评议工作与一般的专利查新等不同，
本身风险、成本都比较高，而一般性的评议又难以发

挥应有的作用。受到手段等的局限，知识产权评议

结果本身存在着对知识产权情况认识不足的风险，
给科技项目管理带来更大的难度。特别是当前知识

产权审查评议工作与科研经费管理等制度还难以衔

接。评议经费在科研经费中无法列支，客观上造成

知识产权审查评议难以落实。

３．４　知 识 产 权 审 查 评 议 以 及 咨 询 服 务 的 能 力 还

不强

当前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还难以提供比较专业

化的知识产权评议、审查服务，能力不强，客观上造

成知识产权审查评议的效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４　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审查评议对于科技项目管理来说十分

重要，不仅有利于提高计划任务的实施效率、提高相

关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利于降低项目研

发的风险、保护承担单位及研发人员的利益〔８〕。《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暂行规定》对于在科

技计划中建立知识产权评议制度已进行了探索。在

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应充分借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知识产权

管理经验，结合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在科技计划管理

中较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审查评议的作用，建议如下：

４．１　明确管理职责

知识产权工作是科研活动的基础性工作，知识

产权审查和评议应以项目单位开展知识产权因素影

响自评为基础。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充分发挥政府

政策指导与 公 共 服 务，规 范 审 查 与 评 议 的 主 体、范

围、内容、程序和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同时加大各

种专业数据库等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开放，为开展知

识产权审查评议提供有效资源支持。科技计划管理

机构应提供业务指导，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加强对知

识产权的评议和分析，提出分析报告，以提高审查评

议活动的科学性和效率；科技计划管理机构在项目

评审时应把知识产权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听取申请

单位对项目相关知识产权情况及风险分析，必要时，
重大贡献产业化项目可聘请第三方提出咨询意见。

４．２　分类管理，降低风险

鉴于知识产权审查评议工作本身的风险较高，
在一些科研领域面临不适用的问题，应妥善利用，选
择重点领域。重点应是与产业发展、而非科学研究

相关的项目，主要是重大专项、面向产业化与技术引

进的重大项目。并根据科技项目的性质确定知识产

权审查评 议 的 重 点 内 容。对 于 科 技 成 果 产 业 化 项

目，重点在其项目自身的知识产权状况、国内外同类

知识产权的现状及保护状况，以及是否与其他知识

产权形成冲突；对于引进技术国产化项目和重大产

业投资项目，重点在其使用技术的知识产权来源、合
法性与可能的冲突风险分析；对于重大技术推广项

目，要事先进行知识产权预警分析，防止陷入专利冲

突；对于涉及跨国技术交易，重点审查交易行为中涉

及的知识产权类别、数量、法律状态、保护期限，以自

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价值在交易过程中是否明

显低估等；对技术标准制定，应分析标准所涉及的专

利情况，是否会落入已有的专利池和如何应对等〔４〕。

４．３　开展重大项目试点，在试点中解决问题

通过试点明确职责和程序，完善知识产权审查

评议标准和流程，并对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所能发挥

的作用进行验证，以利于将知识产权审查评议机制

更好地嵌入到科技计划管理的程序中去。要结合科

技规划、重大专题、课题的立项和进展，进行知识产

权方面的评估和分析，以深入推进创新２０３０科技项

目，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互联网＋ （下转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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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人的利益主张，引入股权激励机制，赋予专利人

一定股权。研究建立对国防专利发明人的产权赋予

制度，形式可采取技术入股、股权奖励、收益分红等〔８〕。
建立专利成果转化应用奖励机制。奖励在国防专利推

广运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单位和个人。促使专利发明

人及时推动应当解密的国防专利的解密应用。

３．６　制定解密科学依据，统一定密解密工作程序

确定科学定密解密依据。进一步明确国防专利

定密解密标准，提高定密解密标准的针对性，科学性

和权威性。在 符 合《保 密 法》规 定 的 保 密 标 准 的 同

时，要结合国防和军工行业自身发展实际。制定相

关领域国防专利定密解密行业标准。为具体领域的

国防专利设定适用于该领域的解密参考依据。
规范定密解密工作程序。研究建立科学的定密

定密工作机制。定密、解密工作应当不仅适应现代

办公自动化的要求，同时达到保证国家秘密不失泄

的目的。结合公文处理流程，合理确定国防专利文

件起草、流转、承办、审批、签发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

范。确定争议事项的处理原则和方法〔９〕。形成标准

统一、操作规范、易于推广的定密、解密工作程序，争
议事项的处理原则和方法，以便军工单位在具体工

作实践中的有据可依，有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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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８页）　行动计划等重大需求形成的重大

课题为重点，掌握和了解国外及其他地区在相关专

业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状况，确定自己的知识产权

发展战略，突破国外的专利封锁，准确确定“有所为”
的技术发展方向，指导高新技术产业及产品结构调

整，形成具有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产权群，提高新技术

产业竞争的控制能力，并通过有原创性的自主知识

产权群，提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控制能力，并通过有

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提升技术创新在科技、经
济竞争中实际效益，促进我国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

产业的发展，提高国际竞争能力〔９〕。

４．４　加快培育相对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结合新修 订《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法》的 落 实 和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的部署实施，加快培育知识产权专业

化服务机构，推 动 服 务 标 准 制 定，提 升 知 识 产 权 评

议、审查及相关的服务能力。以购买社会服务、创新

券等方式支持这些服务机构开展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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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０４，（２）：１０２－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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