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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影响专利价值的主要因素是专利技术质量、市场价值、技术可替代性和专利保护强度。 专利技术质量可以

通过分析专利文本、评定指标参数得出;市场价值可以借用市场细分理论,通过调研、预测得出;技术可替代性可由

同行专家讨论得出;专利保护强度可用“Ginarte-Park 指数法冶测算。 基于四要素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以技术质量和

市场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了技术、市场、竞争、法律四大要素,通过定量计算的方法评估专利价值,展示了一种新的

专利价值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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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专利是企业知识产权的核心,是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专利作用的不断增大,专利价值评估成为商业兼

并及技术转移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

上,能否对专利价值进行精确评估,决定了企业兼并及

技术转移的成败。 而在目前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日益

兴起的专利质押、专利信贷等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融

资手段,也对专利价值的精确评估提出迫切的需求。

1摇 专利价值评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早期对专利价值评估,主要借用资产评估中

的重置成本、现行市价、收益现值等方法[1],后来引入

期权法和期权博弈等方法[2],也有学者围绕这些方法

做些外围研究。 如张彦巧等(2009) [3] 分析了影响专

利价值的因素,提出用分级法确定专利收益贡献率,用
企业收益和专利收益贡献率两者相乘得到企业专利价

值的估计值;刘小青等(2009) [4] 基于中国法院审理的

涉及外国专利权人的专利侵权案件,提出了外国在华

专利价值的复合期权模型;夏轶群等(2009) [5] 同时考

虑了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提出了可替代性的不确定

条件专利价值实物期权评估模型;李秀娟(2009) [6] 对

比了成本法、市场法、收入法和实物期权法的优劣,罗

列出了专利价值评估的影响因子等等。
国外很早就重视专利价值的独特作用,将专利价

值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国家或地区科技竞争力评价、经
济走向预测、股票和证券市场分析等领域[7]。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 CHI Research 公司开创性地把

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用于专利价值的统计分析,提出了

专利引证(包括前引和后引)、科学关联指数、技术生

命周期、技术覆盖范围等经典的专利价值评估指标,奠
定了数 量 经 济 学 评 估 方 法 的 基 石。 之 后, Pakes
(1986)、Tong and Frame(1992)、Lerner(1994)和 Put鄄
nam(1996)等分别研究了专利的文献概述、权利请求、
专利族等指标在专利价值评估中的作用,甚至连专利

开发背景、专利技术的公开程度等定性指标也被纳入

专利价值评估指标中[8]。 2003 年,Markus Reitzig 更

是试图从专利的全文文献中提取专利价值评估指标,
并采用“概率回归法冶分析了独立权利请求数、现有技

术描述字数、现有技术缺陷描述字数、技术改进描述字

数、专利申请方式(是否采用 PCT)等与专利遭受异议

或者无效诉讼的相关关系,进一步提高了专利价值评

估的全面性[9]。

2摇 现行专利价值评估方法面临的困境

摇 2. 1摇 传统评估方法各有缺陷摇 专利价值的传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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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主要是指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三种,之所以

把这三种方法称为传统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是

相对于数量经济学、期权法等新兴的定量计算方法而

言。 三种传统的评估方法各有特点,也都曾在专利价

值评估的实践中应用,然而各种方法也都存在逻辑上

的缺陷。 成本法以历史价格为参照来估算专利未来的

价值,再加上专利技术成本和收益的弱对应性,使得创

造成本决定不了该专利技术的收益,也难以决定评估

值;市场法以相似的专利交易作为参照物,且不论获取

相似专利交易全部信息的难易程度,其评估本身忽视

了专利个体的差异,评估结果也很难精确;收益法以专

利资产的存续年限和预期收益率为基础,经过简单的

数学运算,获得未来的专利价值,应该是这三种方法中

最接近于定量计算的方法,但是由于其忽视专利技术

质量的个体差异,也不能全面准确的测算专利的价值。
摇 2. 2摇 我国专利数据库难以支撑科学的定量分析摇
数量经济学方法兴起于专利信息数据库发达的欧美国

家,尤其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海量信

息的统计分析成为可能,一些研究者将文献计量的方

法和指标应用在专利信息分析领域,建立了一系列科

学评价专利质量的指标,例如专利引证指数、科学关联

度、技术覆盖程度、技术生命周期、专利族大小等,然后

通过专利质量来评估专利价值,大大降低了专利价值

评估的人为因素,奠定了专利价值评估的科学性基石。
然而,这些方法仅仅实现了对某项专利技术质量高低

的评价,却没有有效考虑时机、市场、竞争、法律等因

素,在把专利技术质量转化为专利价值方面缺乏科学

的依据;另外,由于我国现行专利数据库缺乏对一些指

标的统计,使得数量经济学方法在我国很难得以应用,
这也成为制约我国专利价值评估事业发展的最大绊脚

石。
摇 2. 3摇 专利价值评估模型不适于实践应用摇 一些学

者致力于专利价值评估模型的研究,期权法、期权博弈

法、拍卖模型法和讨价还价模型法等都被用于专利价

值的评估,其中最为成熟、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实物期权

模型。 1973 年,两位美国著名金融学家 Black 和 Schol鄄
es 合作创立了“关于不付红利股票的欧式看涨期权定

价模型冶,这一开创性工作起初被应用到金融领域和

某些实物资产的价值评估,由于专利价值也具有期权

的性质,也有人把这一模型应用于专利价值评估,给出

了专利价值的定价公式:
C = PN(k1) - V e -rT N(k2)

式中摇 k1 =
In(P / V) + ( r + 兹2 / 2)T

兹 T
摇

k2 = k1- 兹 T
其中,P 为专利的预期收益现金流,V 为实施专利

的费用,T 为专利权存续时间, 兹 为专利实施的不确定

性,r 为无风险利率。 [10]

实物期权方法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专利价值评

估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应用受到较多假设条件的限

制,例如要求专利价格变化遵循几何布朗运动,不存在

无风险套利机会,专利交易是连续的等等,而且专利的

预期收益现金流也是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因此,此种

方法仍然不能用于实际的专利价值确定,只能给我们

提供一个影子价值。 其它的期权博弈法、拍卖模型法

和讨价还价模型法等都还处于理论的探讨之中,还没

有建立起被广泛认可的计算模式。

3摇 四因素专利价值评估方法

摇 3. 1摇 理论基础摇 影响专利价值评估的因素很多,以
往学界的通说认为评价目的和评价方法对专利价值评

估的影响最大,而评价目的决定评价方法,因此,目的

导向的专利价值评估思想一直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然而,目的导向的评估思想起源于会计学无形资产评

估理论,忽视了专利质量和市场价值这些客观因素,且
没有考虑技术可替代性和宏观法律环境,因此客观性

和科学性尚不够。 我们认为,专利价值评估的目的不

能决定专利的评估方法,更不能决定专利的价值,当然

评估目的也有重要的影响,为了充分考虑评估目的的

影响,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综合控制参数来处理。
我们认为,一项专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高低,

首先取决于该项专利的技术质量(当然,在专利的发

展过程中,也不乏“小发明冶拥有巨大价值的先例,但
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样的专利技术将会成为

个案),反过来说,没有技术含量的专利其价值基本为

零。 因此,对专利技术质量的评估是最基础的因素,将
决定专利价值的评估。 其次,对目标市场价值的评估

也是一个重要要素。 任何一件专利技术,都有明确的

目标产品和目标市场,运用经济学市场细分的理论,再
运用模拟定价的理论,计算出目标市场的价值,将给专

利价值评估制定一个很好的价值坐标体系。 再次,对
专利技术可替代性的评估。 这项评估将告诉我们被评

估技术是否具有垄断市场的优势,可以告诉我们如何

从目标市场的总体价值准确分割被评估技术的价值。
最后,就是专利保护强度的分析,这项评估将告诉我们

竞争对手非法模仿的成本有多高,也间接告诉我们初

步确定的市场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障。
摇 3. 2摇 计算模型的建立摇 专利价值 V =评估系数K 伊
专利基本价值参数 P + 综合控制参数值 啄

K 沂 (0,1)
第一步:核算出专利基本价值参数 P,作为专利价

值评估的基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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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基本价值参数 P = (目标市场价值 Q) 伊 (保
护强度 S) 伊 (可替代性 T)

S 沂 (0,1),T 沂 (0,1)

图 1摇 四要素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理论基础图示

第二步:核算专利技术质量 Z
专利技术质量 Z由专利技术质量指标体系计算得

出,以 10 分制来计算

第三步:由专利技术质量计算综合评估系数 K
评估系数 K 邑 专利技术质量 Z
K 沂 (0,1)
第四步:加入综合控制参数值 啄
啄 值由其它因素构成,取值既可为负,也可为正。

摇 3. 3摇 指标及计算说明

a. 专利基本价值参数 P。 基本公式为:专利基本

价值参数 P = (目标市场价值 Q) 伊 (保护强度 S) 伊 (1
- 可替代性 T)。 其中 Q 值的测定主要依靠市场细分

理论,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得出;S 值主要考察目标市

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专利保护强度,国际上比较有名

的评价方法是“Ginarte - Park 指数法冶 [11],我们可以

借鉴其方法对目标市场的专利保护强度进行打分。 T
值主要考察技术可替代程度、可替代时间两个主要因

素,可由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家通过德尔菲法得出,其中

S 沂 (0,1)、T 沂 (0,1)。
b. 综合评估系数 K。 综合评估系数 K 将参考专利

技术质量,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综合评估系数与专利技

术质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即满足 K邑 Z。 K值与 Z值

之间的数学关系将在其它论文中论述。
c. 专利技术质量。 影响专利技术质量的指标很

多,国内外有几十种指标[12,13]。 经过综合评定并考虑

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重点选出以下指标作为专利

技术质量评价的指标(详见表 1)。 专利技术质量 Z 应

通过专利技术质量指标体系,通过多样本的统计分析,
运用 AHP 方法计算得出。

表 1摇 专利技术质量评估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别 计算方法 主要用途

1 专利权个数 核心
涉及三方专利或 PCT 专利,是指某项专利在多少个
国家或地区享有专利权

反映专利所含技术的重要性和申请人抢占
国际市场的迫切愿望

2 专利引证量(前
引、后引) 核心

专利引证量是一项专利引证以前专利或非专利文
献总数(前引),或者在后来的专利或非专利文献中
被引证的总数(后引)

专利引证量的分析能够做到对专利进行质
量和影响力的评价

3 科学关联指数 核心
某项专利引用科技文献数量 / 同类专利引用科技文
献的平均数量

用来考察某项专利技术与最新科技发展的
关联程度

4 技术创新度* 核心 国外已经将技术创新度分为十个等级* 用于考察专利的技术质量

5 当前影响力指
数

核心 某项专利被引用次数 / 同类专利被引用平均次数 以反映某项专利技术的核心程度,

6 技术覆盖范围 核心 用专利文件中国际专利分类号的数量来考察
在某些行业技术覆盖范围与技术质量正相
关

7 独立专利权要
求数量

核心 从授权专利文献权利要求书处查寻 可以考察专利价值的不同

8 专利的寿命 辅助 缴纳年费使得专利有效的期限 专利的寿命反映专利价值

9 专利的诉讼 辅助 是否被提起专利无效诉讼,以及诉讼结果
提出诉讼说明专利价值较大,赢得诉讼的专
利价值会更高

10 技术生命周期 辅助 申请文件扉页中所有引证专利技术年龄的中间数
该指标检测相邻两代技术的时间周期,体现
技术创新的速度

11 现有技术缺陷
描述

辅助
可以从专利申请书中对现有专利的技术状况描述
中考察

反映专利所处的外在技术环境的缺陷,间接
反映专利的价值

12 当时国家整体
技术背景

辅助 可有领域专家通过头脑风暴法打分获得
反映专利所处的外在技术环境,可用于评价
专利的价值

摇 摇 *这十个等级分别为:已有技术(0 级)、微变技术(1 级)、新增附加技术(2 级)、显变技术(3 级)、对已知技术的修改技术(4 级)、改
进技术(5 级)、新颖技术(6 级)、新颖(7 级)、创新技术(8 级)、重大创新(9 级)、技术突破(1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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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模拟计算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专利数据库对于专利引证等指

标无法计量,我们以美国专利“借助计算机语言的文

本快速检索查询方法与系统冶(专利号:US5778361,技
术质量参数详见表 2)为例,来对我们构建的四要素专

利价值评估方法做一次模拟计算。
专利名称:借助计算机语言的文本快速检索查询

方法与系统

专 利 号:US 5778361
发 明 人:Tsutomu Nanjo (日本);William Jones

(美国)
专利权人: 美国微软公司

授 权 日:1998. 7. 7
表 2摇 美国专利 US 5778361 的技术质量指标参数

序号 指标名称 值 序号 指标名称 值

1 专利权个数 4 7 独立专利权要
求数量

5

2 专利引证量
(前引) 19 8 专利的寿命 14

3 科学关联指数 1. 7 9 专利的诉讼 无

4 技术创新度 6 级 10 技术生命周期 3 年

5 当前影响力指
数

1. 8 11 现有技术缺陷
描述

轻微

6 技术覆盖范围 5 12 当时国家整体
技术背景

快速
发展

摇 摇 假设此项专利欲在中国实施,根据市场细分理论,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预计目标市场价值总额为 100
亿元人民币,保护强度根据“Ginarte-Park 指数法冶测

算为 0. 59,经专家评定可替代性取值为 0. 43;运用

AHP 等方法计算后专利的技术质量得分为 8 分,对应

的综合系数为 0. 67,综合控制参数值为-0. 94 亿元人

民币。
V=100伊0. 59伊(1-0. 43) 伊0. 67 -0. 94 = 21. 5921

(亿元人民币)

5摇 结摇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综合考

虑了技术、竞争、市场、法律等因素的影响,以技术质量

指标、目标市场价值为基础,量化了竞争程度和法律保

护强度,通过数学运算来评估专利的价值,克服了传统

评估方法缺乏客观性的弊端。 然而,通过本文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运用专利技术质量指标参数评定技术质

量,进而确定综合评价系数等方面,还有待进行深入研

究与分析,来找到一种可行的逻辑运算方法,或通过大

样本检验来确定一系列相关参数;另外,都有哪些其它

因素在影响专利的价值,综合控制参数值的取值要符

合一种怎么样的规律,是否可以精确定量等,这些都是

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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