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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专利的保护力度，要与国家的创新发展水平相适应。专利作用，一“名”一

“利”。专利赚钱两条路线：产业路线和运营路线。专利的本质是技术创新的竞

争壁垒。专利在市场中只是起到“名”的作用，在竞争中才起到“利”的作用。

一切不能赚钱的专利都是耍流氓。专利赚钱两个要素：市场前景与专利质量。专

利价值取决于专利产品的市场销量。专利生命周期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决定

了专利质量，但只有在第三阶段，专利质量才得到体现。专利质量包括权利稳定

性与保护范围。专利质量的涉及主体，除了发明人、专利代理人和审查员之外，

还有法官。专利的保护范围最终以法院的判决书为准，不能机械理解为以权利要

求为准。专利布局的质量则是专利的数量、质量与可视化的统一体。永远都不要

只用一件专利去起诉别人！！要打专利战，必须打群架！！ 

文章太长，可以依照目录直接跳过没兴趣的部分，看有兴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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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关于专利质量，我早就想写一篇更深入的文章了，但拖延了两年，开了头就

不想继续下去，因为觉得太简单，地球人都知道，没什么好写的。但突然又看到

某大学通过广东省政府招标专利代理机构，两家中标机构的报价分别是 3000 元

和 1980 元发明专利代理费，而且还是包括申请阶段和答审的费用，我不禁崩溃

了。 

招标结果详见： 

http://www.gdgpo.gov.cn/showNotice/id/40288ba952b19ef801532bb3ad9465a6.html 

这两家机构倒没什么问题，水平都不会太差。有问题的不是代理机构的专业

水平，也不是价格太低，而是不能搞一刀切。 

我深刻地意识到，专利盲是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甚至是我们国家的科技工

作者中的绝大多数。无论多简单的文章，还是有写的必要。 

大学教授在专利文本上实在是很强，直接能把专利文本在形式上写的像模像

样，代理机构稍作修改就能满足专利法，这一点很对专利代理机构的胃口，改改

格式就可以提交。 

但，专利的质量，并不是由这些形式要求决定。发明专利授权，其实并不难，

但授权的发明专利，不见得有用，因为还涉及专利的保护范围。 

二、代理费与客户需求相适应 

关于专利代理费用我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认识。 

刚入行的时候，遇到客户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后来有点经验了，我就说我们服务质量更好。 

后来继续有经验了，发现客户不需要服务质量，只需要拿到一个专利权而已，

授权是唯一标准，这个时候你就算是发明代理费报价 8000 元，跟其他人报价 2000

元，给客户的结果差不多（虽然本质上肯定不同，但在客户看来就是相同），并

http://www.gdgpo.gov.cn/showNotice/id/40288ba952b19ef801532bb3ad9465a6.html


没有比别人收更高价格的理由。 

给 1980 元的钱，干 1980 元的活，各得其所，快哉快哉。 

问题是：不能把全部发明的申请代理费都规定为 1980 元。市场价值一个亿

的技术，用 1980 元的专利代理费，写出来的专利能否保护一个亿的市场？ 

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彻底规避开专利的保护范围，谁会傻到还要一本正经地

给你交许可费呢，直接用就好了嘛，很容易做到不侵权。 

所以，面对 1980 元的发明专利代理费，我想说的是，自己愿意吃猪食的人，

自己去吃好了，没人拦着你。但你要给那些非常值钱的技术一条活路，把能做满

汉全席的食材交给喂猪的师傅，做出来的菜也只能喂猪，不能给皇上吃。 

广东工业大学不仅需要 1980 元的专利代理服务，有些专利也可能需要 19800

元的专利代理服务。我建议真正有料的大学教授，应当用自己小姨子小舅子的名

义申请一些个人专利，不要以学校的名义申请专利，宁肯自己多付些钱也好，否

则将来一定会亏得更多。 

三、对政府专利资助表示赞赏 

专利制度在中国，相对于其起源的欧洲（英国、威尼斯）有太多异化的因素，

其真正功能的实现有些折扣。目前这种异化，我深深以为是有其合理性的，专利

的保护力度，要与国家的创新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们国家的创新水平怎么样？地球人基本知道，还凑合，但与发达国家差距

很大。所以，我国在立法上已经与世界接轨，在司法上打些折扣，以抵抗外国专

利在中国市场的侵蚀。从国家层面上说，这是很符合实际的做法。从专利行业上

来说，我们要骂娘，因为弱保护政策导致专利代理费收不到高价，体现不了在德

国和美国能享受到的专利代理人的尊严。 

不过，政府在另一个方面补偿了我们，十几年来专利资助政策施惠给很多人，

一方面专利资助政策让我赚到了房子的首付，感谢政府，绝不可以一边赚钱，一

遍骂娘，政府是专利代理行业最大的客户，对客户不敬，就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

不敬；另一方面专利资助政策繁荣了专利代理市场，起码多培养了 2 万名会写专

利的专利代理人，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来说，需要 5 万个懂专利的人，若没有

这个资助政策，中国真正懂专利的人远远不能支持中国创新的发展。 

是先等中国的创新产业发展起来，再逐渐培养专利代理人好呢？还是先把中

国专利代理人培养起来，然后用专利代理人再来促进中国的创新呢？政府资助就



是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我认为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专利制度在中国，虽然没有达到其在原产地欧洲和美国的那种威风，但依然

是有用的。 

四、专利作用，一“名”一“利”而已 

 “名”的方面，由于专利的忽悠作用，专利多的企业，容易被认为是创新

程度高，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作为个人，有专利显得比较牛逼，能报职称，涨工

资。 

“利”的方面，归根结底，专利是一个利益工具，是给专利权人赚钱的工具，

这才是专利的根本作用。一切不能赚钱的专利都是耍流氓。 

专利的名利二字，实际上“名”占 90%，“利”只占 10%。也就是，90%的

专利都是忽悠人的，用来赚“名”的，10%的专利才能赚到钱，但如果没有那 90%

忽悠人的专利，那另外的 10%可能一文不值。这主要是外围专利与核心专利相互

策应，共同防御的原因。 

怎样才能让专利起到真正的作用，能够赚到钱呢？ 

五、专利赚钱两条路线：产业路线和运营路线 

专利赚钱有两条路，第一条是产业路线，就是专利的赚钱是由产品销售获得

的，专利的作用是制止竞争对手销售相同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甲方研发了一

个新产品，假如没有专利的话，乙方也可以把新产品买回来，反向工程重新设计，

自己制造，甚至可以直接买通甲方的模具供应商，连反向工程都不用了，直接用

一模一样的模具制造新产品。结果就是，甲方由于投入了研发费用而产品价格更

高，乙方没有研发费用，直接抄袭的结果就是成本更低，反而是搞创新的甲方失

败，抄袭的乙方获利。有了专利权，甲方就可以合法制止乙方的抄袭，确保甲方

的垄断利润。这个时候，甲方的专利权就体现了赚钱的价值。这才是专利的真正

含义，专利的一切其他作用都是在这种基础上引申而出。 

专利赚钱的第二条路线是运营路线，其实也是在第一条路线的基础上引申而

来。某个人有了专利，就意味着其他人不能运营这个产业。为了运营这个产业，

就要向专利权人缴纳许可费用，获得许可。这个时候，其实本质上专利的运营是

销售一种贸易许可证，相当于进入旅游区买门票，不买门票就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第一条路线，赚钱的主体是企业，稍微有一点点创新的企业，都能够走第一



条路线。第二条路线，赚钱的主体除了企业之外，还出现了不从事产品生产和销

售的组织，包括作为技术产生源的科研单位和大学院校，以及自己既不生产产品，

也不产生专利的企业，他们是购买其他人的专利，然后用这些专利来收许可费或

者转手卖掉，赚取差价。能够走第二条路线的企业，大都是技术创新水平能够引

领潮流的行业顶尖企业，普通的企业基本是无法走第二条路线的。 

六、专利赚钱两个要素：市场前景与专利质量 

只有两个要素，一方面取决于专利产品的市场前景，就是产品卖得好不好，

另一方面取决于专利质量。 

根据专利赚钱的两条路线，无论哪一条路线，都必须首先要求专利所代表的

产品能够在市场销售上获得利润。专利的价值，不是取决于该技术的创新度，而

是取决于该产品在市场上的销量。目前为止，中国专利赔偿第一案的赔偿金额是

实际支付 1.57 亿元人民币，该案最开始原告只不过是要求 50 万元赔偿而已，但

法庭调查发现被告的产品销量极其巨大，因此最终赔偿额达到 1.57 亿元人民币。

本案内幕很多，但理论无错，即： 

七、专利价值取决于专利产品的市场销量 

关于专利产品的市场销量，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企业家们能够敏锐预测某款

产品的市场销量（其实也是瞎猜，能预测才怪了呢），技术的创新程度只是影响

该专利产品能否获得市场认可的因素之一，有时候是重要的因素，大多数时候不

是。但对于高科技的行业来说，技术当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由于专利价值由专利产品的市场销量决定，所以此时专利价值实际上并非是

专利问题了，而是由企业的成本、营销、运营模式等商业行为决定。 

八、专利的本质是技术创新的竞争壁垒 

从前面所说的例子引申说，如果甲方销售自己研发的新产品的过程中，始终

都是一帆风顺地正常做生意，那么他将永远都不需要专利，因为他只需要老老实

实地卖自己的产品，闷声发大财就好了。只有在作为竞争对手的乙方，在同一市

场同一客户处产生了针锋相对的竞争时，专利才会跳出来发挥作用。 

更确切地说，专利在市场中只是起到“名”的作用，但在竞争中才起到“利”

的作用。没有竞争，就体现不出专利的用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利既要体现技术的创新，也要体现竞争的排斥。 

九、专利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 

写了这么多废话才到了本文的主题。 

在一件专利的生命周期中，由前到后依次是： 

第一阶段技术维度：发明人产生了技术，决定了专利质量的技术维度。在技

术产生之后，专利质量的技术维度就已经被决定了。专利无论写得怎么好，专利

价值都不可能超过一开始被限定的技术本身的价值。 

第二阶段文本质量：发明人将该技术表达给专利代理人，由专利代理人撰写

完成专利，再由专利局的审查员进行审核。这一阶段决定了专利的文本质量。当

专利撰写完成之后，专利的文本质量已经被固定了，文本质量涉及到一些程序问

题和法律问题（比如超范围、不清楚、不支持、必要技术特征、期限和费用等），

但都是一些细枝末节，对发明人来说不值一提，这些是专利代理人应该掌握的职

业技能。 

第三阶段竞争维度：产生纠纷时法官判断保护范围，或者许可谈判时对方专

利负责人会衡量专利质量。没质量就不给钱，有质量就不得不多给钱。这一阶段

体现了专利质量的竞争维度。关于竞争维度，就是在法院打官司能不能赢。这个

时候，专利的保护范围并不是以专利文本所要求的权利要求为准，实际上是以法

官加上了个人主观判断之后的判决书为准。专利质量的责任主体，除了发明人、

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审查员之外，还有法官。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写专利只考虑审

查员的态度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到法官会如何理解这篇专利。无论如何天花乱坠、

严密谨慎的专利，法官不认可，一切都白扯。 

 

专利质量模型 

这三个阶段的动作，共同决定了专利质量。但实际上，专利授权之后，专利

质量就已经无法改变了。第三阶段只是专利质量的衡量阶段，真正决定专利质量



的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第二阶段专利代理费不会太高的原因，因为质量反馈时间

太长了，常常要两三年以后，甚至永远没有反馈。只有 10%不到的专利，会进入

到第三阶段，90%的专利终止于第二阶段。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90%的只需要

“名”，不需要“利”的专利。 

十、专利质量包括权利稳定性与保护范围 

打一个专利官司，作为一个专利律师，需要考虑的是什么？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律师，他考虑的只是如何取证，能不能打赢，能赔多少

钱。但作为一个专利律师，我考虑的首先是这个专利会不会被宣告无效（权利稳

定性怎么样），然后才会去考虑能不能赢。 

专利存在稳定性问题，这是由专利的固有缺陷决定的。专利能否授权，主要

取决于技术的创新程度，这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技术是新的，前人没有产

生过记载，另一个方面是这个技术是有用的，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技术问题。

这也就是发明专利的创造性的两个评价要素，就是专利法 26 条第 3 款所说的“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但技术是否是新的，必须检索本申请之前已经

产生的所有技术。但这个检索结果，只能是初步检索，不可穷举。所以，理论上

说，即便是授权的发明专利，也只是因为目前没有检索到现有技术而已，很可能

在世界上某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存在着能把专利一棒子打死的现有技术。 

更进一步说，其实专利的稳定性问题最终也是个经济效率问题，一切发明专

利都可以被宣告无效，只要给我足够的钱和时间，我就能招聘足够的世界各国的

人去寻找世界各国的现有技术。我可以提无数次无效宣告，早晚有一次搞定你的

专利，就算搞不定，骚扰也累死你。 

专利的保护范围问题，一方面是由专利的固有缺陷决定的，这体现在文字本

身的模糊性。专利必须采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技术的保护范围，而不是以图纸或者

实物来表达保护范围。这比较容易理解，如果以技术图纸作为专利保护范围，图

纸过于细致，保护范围太小了。如果以实物作为专利的保护范围，让审查员如何

审查呢？难道发明了飞机，要把一架飞机搬到审查员办公室吗？所以只能以文字

作为确定保护范围的依据，但文字存在固有的模糊性。用比较模糊的语言，表达

一个确切的技术方案，很有难度。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专利，在保护范围上都有

不确切的地方。 



另一方面，是由于专利质量的涉及人员的固有知识缺陷决定的。发明人缺乏

专利的知识，所以不知道该把哪些技术信息披露给专利代理人，导致信息的第一

次不通畅。专利代理人虽然熟悉专利的套路，但在对技术背景缺乏了解的情况下，

也不容易确切地理解专利的技术方案。审查员只会在专利文本和现有技术文本的

基础上考虑问题，主动地了解一些技术的背景知识的可能性不会太高。法官在判

断一个专利侵权案件的时候，是对于技术方案最不理解的一方，基本上完全借助

于当事人双方对技术的解释说明。 

华为与中兴相互之间提起了几十个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到通讯领域国际

最领先的标准技术，就算是普通的通信领域技术人员尚且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广

东省内最著名的两个知识产权律师分别代理华为和中兴，在法庭下旁听的技术人

员评价说，庭审现场就是一个聋子跟一个哑巴吵架，让一个傻子做裁判。因为对

于技术的解读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一窍不通。这种案子的结果就是各回各家，各

找各妈。 

十一、拿什么来拯救专利质量？ 

知道了专利质量的内涵（权利稳定性和保护范围），知道了专利质量的决定

因素（现有技术的检索、文字的模糊性、知识的缺乏），就应该理解如何改进。 

专利的权利稳定性首先由技术的创新性决定，但在技术已经定型的情况下，

如何撰写专利文件就是关键问题。不同等级的专利代理人的收费不同，原因也正

在于此。结合上述几个要点，要想获得最好的专利质量，要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发明人在技术研发之前，就应当对行业内现有的技术了如指掌，同时

要进行产品、专利文献、论文、书籍等全方面的检索，这些现有技术的信息应该

随同专利技术交底书一同交给专利代理人。 

真正的专利代理服务，必须在撰写专利之前，力所能及地尽可能地检索现有

技术，尽可能在撰写专利的时候就对审查员可能采用的现有技术文件了如指掌，

才能避免因为出乎意料的现有技术而导致专利失效。检索一定会增加很多时间成

本，专利代理费的区别，很大程度上由是否检索决定。无需检索，拿来就行，只

改格式，不管保护范围，1980 元代理费足矣。 

第二，专利交底的形式应该更加多样化，而不要仅仅以专利交底书的文字和

图纸的形式进行。书面的交底书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但远远不是最重要的

形式。这一点详见我很早就写过的文章《专利技术交底的几种形式～面谈第一，



实物第二，图纸第三，文字第四》。 

http://www.patent5.com/article/2010/05/09/jiaodi.htm 

可以加个断语，凡是发明人自己觉得价值很高的专利，必须与专利代理人当

面沟通，而且最好当面演示产品实物的运作原理，否则休想专利代理人能够写出

来靠谱的专利文件。 

第三，专利代理服务找的是人，而不是一个机构。买手机的话，一个手机从

采购到最终出厂，经过 n 个人，所以手机的质量取决于制造公司的整体实力。但

是专利代理服务的质量，取决于为你服务的专利代理人的个人素质。大所里的一

个 2 年经验的新人，正常来说水平远远不如小所工作 10 年的专利代理人。当然，

大所的优势是专利代理人的平均水平要更好些。所以，如果是一个有价值的发明

专利，千万要多多考察为你撰写专利文件的这个专利代理人的自身经验和能力，

而不是考察这个专利事务所的资质。 

关于这一点，我很早之前的文章也写过了《企业专利战略要点（二）：实现

专利战略的两大问题之一：找对人》 

http://www.patent5.com/article/2012/10/23/zhenlue2.htm 

第四，发明人不要做甩手掌柜，要不断监督而且要积极参与。千万不要把技

术交底书甩给专利代理人就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专利代理人并不一定能够理解你

的方案。而且很多时候，专利代理人的工作太多了，交底书忘在一边也很难说。 

专利质量的技术维度，是发明人自己的事，与专利代理人无关。上述这四个

办法，能基本解决关于专利的文本质量的问题。关于专利质量的竞争维度又如何

提高呢？ 

十二、专利质量等级 

我看到单个一篇专利的时候，心里给它打分一般分为不及格、合格、良好和

优秀，但完美的专利是不存在的，因为完美的是专利集群，而不是单个专利。 

http://www.patent5.com/article/2010/05/09/jiaodi.htm
http://www.patent5.com/article/2012/10/23/zhenlue2.htm


 

不及格专利 

连自身的技术方案都没有写清楚。看下面这篇 CN203412820U，一条权利要

求，两行字。 

 

合格专利 

好歹能把自己的技术方案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保护范围就不管了，反正能授

权就行。预计 1980 元发明专利代理费，能达到这个程度。看下面这篇

200510035084.3，一条权利要求，一段长长的文字。保护范围不管怎样，至少能

拿到一个专利证书。这个技术着实是不错呢，许可给了一家自行车公司，我还买

过这个自行车呢，600 元，折叠方式确实很新颖，后来被偷了。 



 

良好专利 

不仅仅能把客户自身的技术方案写清楚，而且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扩展，

尽可能扩大保护范围。比如 CN103202860A，发明人原先的技术方案是在蜂蜡中

掺杂一些大粒盐，大粒盐被微波炉加热后就能将热量传到给蜂蜡。但撰写专利的

时候，将大粒盐扩展为所有能够为微波加热的固态颗粒，而且还增加了一项制备

方法。上述措施，不仅专利更容易授权，增加了权利稳定性，而且保护范围也有

所扩展。最终，因为审查员检索到了比较接近的专利技术，因此将产品权利要求

全都删除，将保护范围缩小到了制备方法而获得授权。 



 

优秀专利 

以进攻的心态去申请对竞争对手有用的专利，而不拘泥于自己开发的技术，

目的本身就心存不良。这种策略，中国公司用得还太少，其实世界范围内用的也

不多。我帮企业策划专利防御和进攻的时候，采用过这样的手段，但就不具体说

了，仅作简单描述。 

企业甲经常被竞争对手企业乙投诉发律师函，导致客户丙不敢购买企业甲的

产品。策略当然是进行规避设计，告知客户企业甲的产品绝对不可能侵犯专利权。

同时，企业甲申请很多专利，向客户证明自己的研发实力。而且，我与企业甲的

员工一起到企业乙的产品线去拍照，回来就照着企业乙的产品去申请很多很多实

用新型和外观。万一企业乙真的敢起诉企业甲的话，这些实用新型和外观都会被

企业甲用来反诉企业乙。 

企业丁研发了一项新产品，市场销量不错，也申请了若干项专利，被很多企

业模仿。企业丁采取行动之前，就被竞争对手匿名提起了无效宣告，并且由于找

到了很接近的德国专利，一项非常关键的实用新型被宣告无效了。其余几件专利，

虽然也有一定的保护力度，但很容易被客户规避开。竞争对手为了确保不侵权，

故意采取较为差劲的技术方案制造产品，以免侵权。我采取的策略，迅速申请一



批关于该机器的零部件的外观设计专利。只要有一个外观设计诉讼打赢，竞争对

手的整个产品都将被禁止销售。 

完美专利 

应该以邱则有的专利集群作为例子，看下第 1 项，在 2004 年 1 月 20 日，同

一天提交 255 件专利名称相同的发明专利，主题名称都叫《一种模壳构件成型模

具》，其技术方案的变化也就是下面四个图所类似的细节变化而已，这就叫专利

布局。 

 

 

然后他发起了 100 多件专利侵权诉讼，90%胜诉，看下图中密密麻麻的判决

书，专利官司打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干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这就是完美专利。 



 

十三、专利布局质量：数量、质量与可视化 

专利的质量是单个专利的质量，专利布局质量则是专利的数量、质量与可视

化的统一体。关于专利质量的竞争维度如何提高？其实本质上竞争维度是专利布

局质量，而不能简单地以一两件专利为准。 

邱则有的案例证明了专利的数量首先决定了专利的竞争维度。当你只有一两

件专利的时候，竞争对手要么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你的专利。要么可以采取合

适手段进行规避设计，避免侵犯专利权。但，像邱则有这样在一款产品上申请

255 个发明专利的时候，如何进行规避，避开了 1 个，怎么避开另外 254 个？如

何进行无效宣告？一个无效宣告代理费 3 万元的话，255 个需要 765 万无效宣告

代理费，打一折也要 70 万。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永远都不要只用一件专利去起诉别人！！ 

要打专利战，必须打群架！！ 

单个专利的质量，也决定了专利布局质量。 

可视化则是绝大多数发明人和专利代理人彻底忽略了的问题。 

机械领域，写权利要求的时候，是采取“某产品，其特征在于：包括 A、B

和 C；A 如何；B 如何；C 如何”，这样的描述好？还是“某产品，包括 A 如何



连接 B，B 如何连接 C”，这样的描述更好？ 

当然是前一种方式更好，因为更符合法官的判断习惯。可视化指的就是在侵

权判断的时候，更容易被法官直观理解。 

化学领域，写权利要求的时候，是采取“某组分，包括 A 多少份，B 多少

份，C 多少分”更好？还是采取“某组分，包括 A 百分百，B 百分比，C 百分比”

更好？ 

当然是后一种方式更好，因为侵权判断方式是把某组分进行化学分析，分析

的结果是 A、B 和 C 的百分比，而不是 A、B、C 的分数。 

电学领域，写权利要求的时候，是把服务器和客户端写在一个权利要求中

好？还是把服务器和客户端写成两个并列独权更好？当然写成两个并列独权更

好，因为诉讼过程中，服务器端很难取证，但客户端容易取证。 

十四、总结 

花了整整一天，写了将近 9000 字。 

我其实很不想写这类的文章，因为理论性过强，可读性极差。懂专利的不需

要看，不懂专利的看也看不懂。但是我的网站的读者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有

不少人说，从头到尾把我网站的所有文章都看了一遍。这种鼓励让我意识到，我

不是为大众服务，我是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一个连我的网站文章都看不懂的人，档次如此之低，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真正

的专利服务。能真正理解我的文章，并且有时间和能力把我的文章全都看一遍的

人，那一定是真的非常需要专利服务的人，而且也有足够的档次与我真正沟通，

这才是可以合作的人。 

我认为，专利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只有真正的技术创新才需要真

正的专利服务。但有这样需求的人，不见得具有识别能力，很可能随波逐流以为

真正的专利服务就是他看到的那样的价格，那样的方式，那样的质量。 

我希望，有技术含量的发明人，要找有技术含量的专利代理人。 

 

李银惠 

201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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