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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日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因此亟待企业通过

实施配套策略来加以管理。本文对关于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已有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企业知

识产权策略这一概念的演化过程,归纳总结了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调节变量,并

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从知识产权战略性开发等方面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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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知识产权作为知识最主要的表达形式和法律依据, 不仅成了企业保护创新成果、

获取利益、赢得领先地位的竞争利器, 而且也是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许多研究和实践

都表明,企业的成功往往是以富有成效的知识产权策略为后盾和基础的(冯晓青, 2002)。 财富 100
强公司的专利、版权、商标等无形资产占到它们总市值的 3/ 4 [ 1] , 而在美国、日本和韩国, 知识的经济

增长贡献率甚至达到了 70%以上(李培林, 2006)。然而,与此相伴的却是很多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

知识产权策略和管理体系而大量浪费知识产权资源的现象。以美国为例, 有 67%的企业拥有未开发

的技术资产, 并且平均浪费了自己 35%的专利技术, 其总价值可能超过 1万亿美元
[ 2]

; 而拥有美国

60%专利的企业所获得的专利授权收入仅占美国专利授权总收入的 1%
[ 3]

, 专利利用效率之低可见

一斑。

现如今,知识产权已经不再是一个操作层面的简单问题, 而已成为企业必须正视的战略性问题,是

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得到企业领导层的特别关注 [ 1, 2, 4]。

回顾已有文献, 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管理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产权策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

讨,取得了诸多颇有教益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管理学的视角来探讨相关的问题,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

要从不同视角来总结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概念及其演化,第三部分从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前因变量、结

果变量和调节变量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第四部分从战略性开发等角度对未来的研究方

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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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概念及其演化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因此, 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比较清晰,主要分为专利、商标、版权和设计

四类
[ 5]
。但是,企业知识产权策略这个概念迄今仍没有统一的定义, 许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来进行定

义,并且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

(一)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概念和理论模型

归纳起来,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类型、过程、层次、要素和行为五个不同的视角来界定企业知识产权

策略这个概念。下面对基于这五种不同视角的研究进行述评。

1 类型视角。在知识产权策略这一概念形成之初,学者们往往根据知识产权所包含的种类对这一

概念进行类型学上的界定, 并把知识产权策略分为专利策略、商标策略、版权策略、商业秘密策略等

( Granstrand, 2000; 冯晓青, 2001)。其中,

Granst rand( 2000)对专利策略进行了具体的

分析, 并且总结了企业常用的六种专利策略,

它们分别是!个案阻止和迂回发明∀ ( ad hoc

blocking and invent ing ar ound)、!战略性专利
搜寻∀ ( str ategic patent searching )、!覆盖或

淹没∀ ( blanket ing or f looding )、! 筑篱笆∀

( fencing)、! 包围∀ ( surrounding ) 与 ! 组合∀

( combination)策略
[ 6]

(参见图 1)。基于类型

视角的知识产权策略定义直观易懂, 但忽视

了知识产权策略本身的系统性以及它与企业

的产品研发、市场开拓、联盟构建等活动的联系,因此较为初级,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2 过程视角。持这一视角的学者往往从知识产权管理的一般流程出发,运用战略管理理论对企业

的知识产权策略进行定义和阐述。Reitzig ( 2007) [ 7]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他认为: !完整的知识产权策略

应当涵盖整条#知识产权价值链∃ % % % 从知识产权在诸如研发等部门的产生到专利和法务部门对其进行

的保护,再到律师、品牌专员和专利授权负责人对它进行的利用。∀类似地, Norcia( 2005)
[ 8]
提出了从公

共信息到实物产品的知识产权三阶段过程模型,把传统的研究开发二阶段模型拓展为从科学研究( sci

entif ic r esearch)到技术创新( technolog ical innovat ion) ,再到产品商业化开发( commercial product de

velopment)的 RT & D模型, 更加具体地展示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过程。不难发现,过程视角的研究

通过!知识产权价值链∀这一概念把研发、商业化等因素也纳入了知识产权策略的范畴,因此拓展了这一

概念的内涵,也增强了概念本身的系统性。

3 层次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 Dav is 和 Harrison( 2001)所提出的!价值层级

理论∀,他们把企业的知识产权及智力资本管理和战略看作是一个由五个阶段(即五个价值层次)构成的

金字塔,每一层都代表对知识产权的不同预期,每上升一层就代表领导层对知识产权功能的需求上升了

一个层次[ 9]。这五个层次从下到上分别是:基本防御、成本控制、利润中心、整合开发和愿景引领。此

外, Granst rand( 2000)
[ 6]
把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演进和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从最初的忽视知识产权到被

动的法律保护, 再到主动的法律保护,最后到对知识产权的战略性开发和管理(参见表 1)。总之,层次

视角将知识产权策略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强调了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发展性和动态性,因此可

以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策略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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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四个演进阶段

阶段 知识产权策略特征

1 忽视知识产权

2 奖励专利;把知识产权问题交给法务部门处理

3
在评价知识产权信息的基础上, 进行有选择的专利保护: 自己需要就引进专利,别人需要就向外授权; 动用法

律手段来保护商业秘密;经常检查自己的专利地位

4

把知识产权机会纳入经营战略制定、项目筛选和管理的指标体系;在进行知识产权交易时应该始终注意重点、

速度、外部参照点和学习机会; 让技术人员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轮岗; 在对外授权前应该先做好业务和技

术评价工作;制定并严格实施综合性商业保密政策

资料来源:本文参考文献[ 6]。

4 要素视角。持这一视角的学者往往并不直接给出知识产权策略的明确定义,而是通过识别知识

产权策略的构成要素,由局部及整体地展现知识产权策略全貌。Davis和 Harrison认为!知识产权策略
体系是融技术策略、信息策略、组织策略、知识资产经营策略、国际化发展策略、诉讼和风险管理策略为

一体的综合性动态体系∀ [ 9]。Reitzig ( 2007) [ 7] 认为!知识产权策略主要涵盖全面知识产权保护( full

fledged IP protect ion)、专利和商标控制( patent and trademark control )、知识产权交易、彻底品牌化

( pure branding )、支持核心研发( suppo rt core R& D)等五个方面∀。而我国学者孙伟( 2008和 2009)则

把知识产权策略视为!技术+ 市场+ 产权的组合战略∀。要素视角下的研究试图识别构成企业知识产权

策略的重要因素,从而揭示这一概念本身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但是, 由于侧重点不同,学者们还未能就

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构成要素达成共识。

5 行为视角。持这一视角的学者往往从企业的具体实践出发,把知识产权策略视为!企业单独使

用知识产权,或者结合使用其他组织资源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策略∀[ 5] 。具体而言, 企业知识产权策略

就是企业为了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构建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利

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整体筹划并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与手段∀(冯晓青, 2001;陈美章, 2004)。由此可

见,行为视角下的研究把知识产权视为一种组织资源,并且把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看作是企业利用这种组

织资源来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从而揭示了知识产权策略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

作用。

(二)企业知识产权策略概念的演化

总体而言, 类型视角根据知识产权的客体,对企业知识产权策略进行了分类, 虽然有利于对概念的

理解, 但并没有对策略的内涵进行充分的阐释;过程视角是从企业的一般实践出发, 描绘了知识产权价

值链, 展示了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实施流程, 因此对企业的相关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层次视角把

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活动看作是一个角色和价值不断提升的学习、发展过程,为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

定位、规划和战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要素视角把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看成是一个由企业内部多种

活动和子系统组成的系统,揭示了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而行为视角则从战略管理的

角度出发, 把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视为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强调了企

业知识产权策略的战略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企业知识产权策略概念的演化进行了梳理(参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学

者们对于这一概念的探究从最初基于简单分类学的讨论发展到后来更加关注策略的过程, 进而到目前

越来越关注策略的内涵要素,强调其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及其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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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知识产权策略概念演化

作者(年份) 主要内容

Granstrand

( 2000)

把知识产权策略分为专利策略、商业秘密策略、商标策略、多重保护策略等, 并把专利策略划分

为六种主要类型

Arahi( 2000)
知识产权策略体系是融技术策略、信息策略、组织策略、知识资产经营策略、国际化发展策略、诉

讼和风险管理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动态体系

P itkethly

( 2001)

按企业边界把知识产权策略分为内部策略和外部策略两部分:内部策略旨在对知识产权进行管

理,而外部策略则又分为主动授权和被动诉讼

冯晓青( 2001) 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按照客体可以分为专利策略、商标策略、版权策略

Davis 和 Har rison

( 2001)

企业的知识产权及智力资本管理和战略是一个由五个阶段或价值层次构成的金字塔, 从下到上

分别是基本防御、成本控制、利润中心、整合开发和愿景引领

Norcia( 2005) 从公开信息到实物产品的 RT&D 过程模型

Reitzig( 2007)
企业知识产权策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和商标控制、知识产权交易、

彻底品牌化、支持核心研发

孙伟( 2008) 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是企业的技术策略、市场策略和产权策略的组合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下面, 我们对已有的企业知识产权策略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更清晰地展示相关理论

的发展脉络,以供今后开展相关研究参考。

三、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主要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 学者们围绕企业知识产权策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期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揭

示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作用机理,从而提升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归纳起来,相关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企业

知识产权策略的决定因素、企业知识产权策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作用是否受情境因素的

影响等三方面的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这三方面的问题可归纳为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前因变量、结果

变量和调节变量。因此,下面着重从这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

(一)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前因变量

已有研究把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前因变量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企业只有综合考虑这两

类因素的作用才能制定正确、合理的知识产权策略。

1 外部因素。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存在于企业外部、能够影响企业知识产

权行为同时也为企业行为所影响的环境因素。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知识和技术。知识和技术是知识产权的核心要素。企业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技术环境、知识环境

有所了解,才能制定适应特定环境要求的知识产权策略( Zahra, 1999)。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

Alexy 等在 2009年完成的研究
[ 3]
,他们为研究企业知识产权策略与开放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对 100多家企

业的高管进行了访谈,并且发现在企业取得开放式创新成功的过程中,知识产权策略能否发挥作用主要取

决于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并且指出!技术环境∀(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和!知识分布∀( know ledge dis

t ribut ion)这两个外部因素共同决定企业在进行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策略选择。他们把!技术环
境∀和!知识分布∀又细分为!平静型∀( calm)和!动荡型∀( turbulent)以及!海洋型∀( oceans)和!水洼型∀( pud

dles) ,并且构建了一个知识产权策略选择二维模型,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策略组合。

其次, 法律和政策。由于知识产权是国家为了鼓励创新而赋予权利所有人的一种排他性权利, 是一

个具有地域性的法律概念,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政策、法律(如申请流程、权利受保护期限、

保护力度、侵权赔偿、维护费用、政府支持等)对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关键性的影

响。Mansf ield( 1986)针对美国 100多家制造企业的研究[ 11] 显示, 在医药和化工行业,专利保护对超过

30%的创新成果的开发或者引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石油、机械和金属制品行业,这一比例也在

10%~ 20%之间。Mansfield( 1994)进一步研究发现, 相对而言, 美国跨国公司不太愿意把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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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位于专利保护不力的国家的非关联公司。Yang 和 Maskus( 2001)也研究发现,受让国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的力度不但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决策(即选择授权生产、产品出口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

转移技术) ,而且还会影响知识产权授权的利益分配。

最后, 社会文化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对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产生影响,因为社会文化因素深刻

地影响着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解和相关行为( Yang, 2005)。Mar ron 和 Steel ( 2000)研究发现, 在

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盗版率低于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而在具有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的国家, 盗版率就

更低。同样, Husted( 2000)也发现,经济收入以及崇尚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也是影响软件盗版行为的

因素。Yang ( 2005)
[ 12]
通过案例研究比较了中、美企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异同点, 发现社会环境因素

(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等)、文化因素(信仰和伦理、语言、受教育水平等)对有关企业知识产

权的业务和决策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见,知识和技术、法律和政策、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对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和

实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由于这些因素在短期内相对静态、难以改变,因此,企业在制定和实施知

识产权策略时, 必须重视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且努力做到知识产权策略与外部环境的匹配。

2 内部因素。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存在于企业内部、能够影响企业知识产权决

策的资源、能力等因素。综观现有相关研究,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战略和政策。知识产权在企业中的地位从运营层面向战略层面的转变需要得到企业战略及政

策的支持,因为企业战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资源配置、绩效考核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等关键性问题,是

知识产权策略制定和执行的整体背景和框架
[ 13]
。今天,对知识产权的战略性管理已经延伸到了企业内部

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相关的任务活动通常要求企业内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进行通力合作( Reitzig, 2007;

Sterling 等, 2007) ,因此,企业必须通过制定整体战略来加以协调。此外, 企业的内部政策也会影响其知识

产权策略,因为企业的内部政策反映企业基本的经营理念、使命、原则,在企业内具有教育意义[ 6] ,例如过

分保守的研发政策和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等,都会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实施和目标的实现
[ 3]
。需

要指出的是,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和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逐渐丰富、完

善、成熟,是一个动态演进和学习提升的过程,与外部环境因素相比具有更强的可塑性。

其次, 企业规模。Mansfield( 1986)
[ 11]
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其专利申请量占可申请量的比例正相

关,即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通过积极的专利申请政策来保护创新。Hanel( 2006)也研究发现, 与小

企业相比, 大公司更能利用知识产权,而且跨国公司又比非跨国公司更胜一筹。然而, M otohashi( 2008)

对日本企业的研究[ 14]表明, 企业规模与知识产权授权倾向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 对于小企

业而言,拥有互补性资产(如生产设施、市场推广渠道等)越少,越是倾向于采用授权策略; 而大公司由于

受交叉授权的影响, 其授权倾向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最后,财务状况。良好的财务基础是实施积极的知识产权策略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生物医药、纳米

技术等高技术、高投入产业中,知识产权的获得和开发往往是以大量的资本投入为基础的。Avila( 2002)针

对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表明,研发投入是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获取知识产权的重要手段; 同样, Scellato

( 2007) [ 15]对 804家意大利企业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同样显示,财务状况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专利申请活动,

只有那些受财务束缚较少的公司才能够保持持续的专利申请活动。由此可见, 企业的资本充足与否直接

决定其知识产权策略是保守还是激进,而在知识密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这种作用就更加明显。

在以上三种内部因素中,企业规模和财务状况是企业资源的体现,而战略和政策则与企业的能力构

建直接相关。因此, 不难看出, 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与企业自身的资源基础相匹配,而

且也要与能力构建的目标相统一。

综合以上分析, 企业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都会对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

此,在不同的内、外部因素下,企业应该灵活采取与环境相匹配、与资源和能力相适应的知识产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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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提升知识产权策略的作用。

(二)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结果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 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主要在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财务收入增加、竞争能力提升以及

市场地位确立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下面,针对有关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结果变量的研究进行总结

和评述,以揭示知识产权策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1 新产品开发。新产品开发是构建和巩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企业对知识和知识产权的运

用在新产品开发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Khota和 Ster n( 2009)指出,创新型组织必须考虑新产品

开发生命周期中的知识管理问题,以便利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产权来发挥产品创新和产品成功的战

略性杠杆作用。此外, Zahra等( 1999)研究发现,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对于新产品抢占市场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对企业取得新产品开发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知识产权

的获得和开发利用是进行新产品开发的基础条件,而新产品市场化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又是防止侵权、实

现收益最大化的有力保障。

2 增加财务收入。知识产权策略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技术产品保护等间接地对企业

增加财务收入做出贡献,而且还可以成为直接的利润来源。例如,通过专利开发来创造新的收益;采用专

利审计、专利捐赠等方式降低专利维护成本, 并享受减税优惠;通过吸引新的资本来提高公司价值等
[ 2]
。

此外, Schneider( 2002) [ 16]研究发现,生物技术公司以不同的方式(如提供相关的收费服务,进行全部或部分

授权等)运用知识产权策略来创造短期的财务收入,并且认为财务收入的增加又能为企业的融资创造有利

条件。在 Davis和 Harrison( 2001)提出的知识产权!价值层次理论∀中, !利润中心层∀作为企业知识产权策

略发展过程中一个单独的层次而存在,可见知识产权策略在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方面的潜力巨大。

3 提升竞争力。拥有知识产权特别是核心专利等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当今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利

器。首先, 企业能利用专利对竞争对手制造进入障碍( Porter, 1997) ,从而赢得先于对手开拓市场的时

间,为建立先动优势奠定基础。其次,企业可利用专利等知识产权来开发新的市场机会,降低运营风险,

并且增强回收研发投入的能力( Rivette 等, 2002; Hay ton, 2002)。由此可见,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下,企业若想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 不仅要注重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而且更应该加强对知识和知识产

权的战略性管理和利用,为企业长久、健康、安全发展提供保障。

4 确立市场地位。Rivet te等( 2000)
[ 2]
指出, 企业可以通过运用正确的知识产权策略来保护其核

心技术和商业方法, 增强研发活动和品牌效应,预测市场和技术的升级换代趋势, 进而以此为基础建立

自己的市场优势。而 Bekkers( 2002) [ 17]对全球移动通信( GSM )产业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个产业

主要的四家企业中, 三家企业的现有市场地位是通过合理运用自己的关键知识产权来确立的;而且,关

键知识产权与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正相关。由此可见,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 传统的资源优势已

不再是决定企业市场地位的唯一要素,知识和知识产权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知识密集型产

业里, 企业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和运用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在所在产业中的话语权。

由此可见, 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不仅会在短期内对新产品开发和财务收入产生影响, 而且从长期看

还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因此,它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是全方位、多阶段的。但有研究表明,企

业知识产权策略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财务收入、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

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下面就来介绍有关这类制约因素的现有研究成果。

(三)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策略与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

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虽然企业的某些知识产权策略在一定的情境下能够促进绩效的提升,但是,

同样的选择也可能在其他情境中无助于绩效的提升,甚至会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Iansit i, 1995; Zahra

和 Bogner, 1999) ,即知识产权策略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据现有研究,对企

业知识产权策略与绩效间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企业高管参与知识产权相关活动的程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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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设计促进高管间沟通的程度、知识产权决策过程等。

Reitzig ( 2007) [ 7]对 34家行业领先企业的实证研究显示,企业高管较早参与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过

程,是获取较高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而且, 在制定知识产权策略的过程中,如果相关的组织设计能够

促进知识产权高级经理、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之间经常性的非正式信息交流, 那么就有可能提高绩效。

Lichtenthaler 等( 2010) [ 18]对德国 136家企业的专利授权策略进行了研究, 发现了策略制定过程( !正式

性∀和!整合性∀两个维度)对于策略内容( !开放性∀和!主动性∀两个维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缓

冲作用。也就是说, 如果策略制定过程的正式性处于低水平,那么,相对于总收入而言,内容开放性只对

专利许可收入产生中等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战略制定过程的正式性处于高水平,那么, 开放性就会

产生很强的正面影响。

调节因素的存在说明,知识产权策略对于企业绩效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受到调节因素

的制约,具有一定的情境依赖性。因此, 在实践中,企业应该鼓励高管人员尽早参与知识产权策略制定

工作, 而且还应该优化组织结构,以促进高管之间的信息沟通,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策略制定过程的正式

性和整合性,从而尽可能发挥知识产权策略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

四、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研究整合框架构建与未来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如图 2所示的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研究整合框架, 对企业知识产权策

略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图示。

注:阴影框表示未来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图 2 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研究整合框架

从图 2可以看出, 首先, 企业的知识产权

策略是由企业外部的知识、技术、政策、法律、

社会、文化等因素以及企业内部的战略、政策、

规模、财务状况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 企

业在制定知识产权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与内、

外部因素的匹配、协调。其次, 知识产权策略

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多方面的绩效,不仅可以促

进新产品开发、提升盈利能力, 而且有助于企

业构建和保持竞争优势、巩固甚至提升市场地

位。同时,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必须在一定的

组织条件支持下才能发挥其提升企业绩效的

作用, 高管的积极参与、合理的组织结构设计

以及正式和整合化的决策过程是企业知识产

权策略发挥这方面作用的重要条件。

总之, 已有研究已经为我们深入研究和有效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策略奠定了基础, 并且说明了企业的

知识产权策略是一个涉及环境分析、行为决策、组织设计、战略管理、竞争能力、绩效提升等多方面的系

统问题,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并且已经成为企业核心能力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 虽然关于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的来看,相关研究还处在

起步阶段, 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 也缺乏实证结果的支持, 因而还不能很有效地指导企业的具体实践。

针对现有相关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展开:

首先, 从战略性开发的视角来界定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概念。如前所述, 在当今知识经济背景下,

知识产权策略问题已经从企业内部的运营层面上升为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需要企业内外

部、多部门、跨层次的协同合作才能够有效应对。这就意味着,企业必须基于更加开放、动态、长远、关注

产权价值开发(而不仅仅限于保护)的视角来制定和实施自己的知识产权策略。因此,有必要从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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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和挖掘知识产权策略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

开发测量工具, 从而为更好地揭示知识产权策略的作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 加强对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内部动态因素的研究。现有的研究虽然已经发现企业的战

略、政策、规模、财务状况会影响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但是,这些因素都是偏静态的,从本质上看

只是拓展运用资源基础论的产物,难以完全解释企业知识产权策略这个战略、综合、动态系统的作用机

理。T eece( 1997) [ 19]指出,虽然 IBM、飞利浦等知名大公司沿用了!资源基础战略∀, 重视技术资产的获

取问题,并且采用极具主动性的知识产权策略来保护自己的技术资产, 但是,它们所采用的知识产权策

略常常还不足以支持构建明显的竞争优势。他还据此提出了由过程、位置和路径三方面构成的企业动

态能力观。我们认为,在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未来的研究可以借鉴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从

这一视角探寻影响知识产权策略制定和实施的内部动态因素。

最后, 从内、外互动的视角研究如何制定有效的企业知识产权策略。战略管理观认为, 企业战略的

制定是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和能力互动、匹配的结果, 而作为企业战略一部分的知识产权策略也是如

此,它不仅需要与企业的创新战略和总体战略进行很好的匹配
[ 13]

, 而且更需要考虑具体的环境条件
[ 3]
。

然而, 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没有体现全面、整合、互动的思想, 往往把企业的创新战略、总体战略和环境

条件割裂开来, 单独探讨它们对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全面、整合、互动的

视角出发, 探析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能力的交互对于企业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策略的影响,进而

分析两者的交互模式和匹配效应,以便优化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此外, 当今社会创业已经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 20]。中小企业是我国技术创新的

主力军,我国 65%以上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 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因此, 探究适合中小型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针

对成熟企业甚至是行业领先企业的, 这些研究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小型创业企业[ 14]。因此, 未来的研究

可以针对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展开,为创业型企业知识产权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和借鉴,以便有

效运用知识产权策略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我国已于 2008年颁布了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正式将保护和发展知识产权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来实施。因此,我国管理学领域的知识产权研究也应该结合考虑国家的发展阶段、具体国情和文化特

征,在总结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构建起适合本土商业环境的知识产权管理理论, 为提升我国企业的

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政府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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