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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与人类文明进步

（一）、创新与人类文明的进程
1、创新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

地球诞生45～46亿年。其间经历多次生物的大灭绝和大爆发、
磁场变化甚至反转、冰川期和温暖期。

当地球自身走向文明时：生命诞生了。
古人类：350万年左右；
现代人：3.5～5万年；

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 文明时代
第一次革命：农业文明（养殖业、种植业、陶器的出现）
第二次革命：工业文明（蒸汽机、电力的应用等）
第三次革命：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主要依靠知识创新、知识

的创造性应用和知识广泛传播和发展的经济。目前美国、欧洲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60％—80％。计
算机大规模的应用、各种知识的传播等）



2、创新改变了人类的知识传播系统

文字：6000年左右，拼读文字4000年前；
—中国最早的文字4000多年，甲骨文3000多年；
—纸张出现2000多年前；
—雕版印刷1000多年前的唐代；
—活字印刷1100年前的宋代；
—13世纪传到欧洲，1451年德国谷登堡印刷了第一本书；
1500年欧洲的书从3万增加到900多万本。
—现代通讯、计算机的出现，使人类文字印刷等载体出
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激光照排，远距离传输，改变了大众传媒的形式和速
度。



3、创新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饮食方式的改变；（食不厌精)

——居住环境的改变；

——出行方式的改变；（驿站、徐霞客）



（二）新中国成立前，古代和近代留给我们的
科技财富（成果）有哪些？

古代有24项重要发明：著名的有稻作、养殖、丝
绸、十进制、漆器、瓷器、纸张、印刷、茶、火药、
火箭、指南针等。

值得深思的是，有3项产生于史前期，3项产生于
夏至商代，7项产生于战国到汉代，2项唐代，6项宋代，
元代和明代各1项。清代后无原创性发明。

民国时期虽然提出科学救国的口号，但内忧外患，
原创成果很少（京张铁路）。



科学发现——原始创新

什么是科学？ 科学一词来自拉丁文Scientia,本
意为学问,知识。我国大致在16世纪以后引入“科学”
一词,开始翻译为“格物致知”,到19世纪末才将
Science翻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从日文引入)。

科学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布莱克特:所谓科学,就是通过
国家出钱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江泽民2000年6月为
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阐明中国政府鼓励科
学家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科学发现，源于基础研究。

磁的发现（黄帝战蚩尤、汉代栾大、宋代指南鱼和罗盘、到
现代的磁记录)



技术发明——原始创新
什么是技术一词源来自希腊语Techne(“艺术”,“技

艺”)和logos(“言词”,“说话”)的结合。亚里士多德
把Techne看作是关于制作的卓越智慧。
技术是一个历史性范畴:最初,表征劳动者的技巧,技

能和操作方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指出:"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其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 

科学发现为技术发明提供源泉和活力
——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有声电影等
——原子裂变理论：原子弹、核电站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点子和
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基本的创造性活

动形式。技术创新是指技术成果的商业
化过程，技术创新常常表现出来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企业是技术创新
的主体。



技术推动技术创新的模型

基础研究

市场需要 销售

生产应用研究与开发



市场需求拉动技术创新模型

市场需要

生产

创新与开发销售信息反馈



第一种模型起始于R&D，经过生产和销售引入市场，
市场是被动的接受者；

第二种模型表明， 强调R&D，而不注意创新过程的其
他因素如管理和市场导向，研究成果很可能没有商业价值，
技术创新过程没法实现。

事实上，60%～80%技术创新来自与市场的需求和刺激。
这种模型强调的市场是创新的源头。

此外，还有技术、市场、国家意志等交互作用的技术创
新过程模型、一体化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如美国的阿波罗
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系统集成网络模型。



历史上的两种研发（创新）模式：

培根模式——以国家意志主导研发

斯密模式——从市场需求开展研发

历史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奉行斯密模式，法
国奉行培根模式。结果，法国造就了拉瓦锡、库仑、
居维叶、安培、拉普拉斯等众多伟大的科学家，成为
科学原创的发源地，而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火车和绝
大多数重要的器具。

当时的格言说：法国的发明在英国结果。伏尔泰
在1728年写道：“英国人吃白面包，衣着讲究，而法
国人仍然贫穷。”19世纪，英伦三岛发育成日不落帝
国。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民用领域采用斯密模
式，研发以企业为主，在国防和农业上采取培根模式，
以国家为主导。与美国对立的是，苏联完全采取培根
模式。结果，20世纪差不多所有能卖钱的器具，无论
是飞机、计算机，还是日用品,都是美国的最好。今天
的美国出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苏联却消失
了。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时代，斯密模式没有生长的土
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自动开启了斯密模式。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企业逐渐有了自己的研发机构，
知道掌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成功的关键。



（四） 创新的全球态势

自主创新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主旋
律。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保持竞争力，
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保证国家安全和利
益的关键。

约翰·霍肯的“信息经济论”: 1983年美
国企业家霍肯提出《下一个经济》，
“物质经济”——“信息经济”。

“创新浪潮”,导致“经济周期”。



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

国家技术创新
系统（20世纪40
-70年代：技术

为主题）

国家创新系统
（ 20世纪80-90
年代：人力、
技术、资本）

国家知识创新系统
（21世纪开始，
强调知识创新
及其高效应用)

1、 世界创新体系发展三部曲：

------国家技术创新系统（20世纪40-70年代：技术为主题）；

------国家创新系统（ 20世纪80-90年代：人力、技术、资本）；

------国家知识创新系统（21世纪，强调知识经济，知识创新和
高效应用。知识经济是主要依靠知识创新、知识的创造性应用
和知识广泛传播和发展的经济。



国外创新情况：

美国—始终领先：研发经费占全球研发经费总和的44%，论文
产出率占 30.9%，高科技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2%；

芬兰—小家碧玉：重点突破，选择通信产业（诺基亚全球销售
第一） 人均收入从1981年的7700€到2008年的27000€；

以色列—人才密集：重知识创造，14岁以上的人每月读一本书；
1万人 中有科技人员135人；高科技产品出口世界第四；

印度—强国之梦：软件业第三，逐步确立航天和核技术大国的
地位；

俄罗斯—大国转型：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一流的技术人员；
……

目前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
高达60％—80％。



2.自主创新是中国科技进步的不竭源泉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 保证国家国防安全的需要
歼十飞机、空中预警机；

------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
领先 的必然抉择

浮法玻璃, 青蒿素等；



国内创新的进展：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为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先后确定了两批创新型企

业；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逐步增强；
——科研院所的骨干和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
——高校成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生力军；
——区域和地方科技创新日益活跃。

科技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实施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大飞机、载人航天和探月

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新能源、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升重大工程建设能力。支撑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电

东输、南水北调工程；成功举办北京奥运；
——科技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成效显著。如应对SARS、汶川地

震、雨雪冰冻灾害；
——科技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惠及百姓，保证粮食安全、节能减排等、保障了社会可持

续发展。



3、当代科技创新的特点
⑴. 科技创新不断向宏观

和微观两极延伸；

⑵. 从事科技活动的人越
来越多；创新越来越以
人为本；

⑶.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从发明到应用的周期越
来越短；成为战胜各种
危机的法宝。阿里巴巴
首席执行官马云先生说
过这样一句话：“今天
很残酷，明天更残酷，
后天却很美好”。

⑷.  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主
旨，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
发展，即理性化和前瞻性
（目前的低碳生活、经
济）。

⑸. 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多
变性。中国中小企业已成
为重要的创新主体。改革
开放以来，约65％的专利
是中小企业发明的，7 5％
以上的技术创新由中小企
业完成，80％以上的新产
品由中小企业开发。



4、把握创新的各种要素

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例，目前全国总数超过 20万家。高新区
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国家型创新企业460家，地方
达3000家。

(1) 人才战略，广阔的全球视野
人各有体（人才差异性和个性化），《科学》杂志主编的看法

(2) 品牌战略（ 科技含量、文化内涵等）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吉列刀片的启示、SANYI挖掘机)

(3)加强创新环境建设
诚信、风险意识、素质（36计）

(4)利用好政策资源
科技型中小企业基金,创新型企业,自主创新产品（234项）

中小企业板380家上市；60%是科技型企业；66家企业创业板上市，
58家是高新技术企业。



二、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形式

（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形势

（二）专利保护(经济权益制度)(保密专利)

（三） 商业秘密技术保护

（四） 国家秘密技术(国家安全)



加强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保护

申请专利、商业技术秘密、国家秘密技术

“谁拥有了信息，谁就拥有了世界。” ——拿破仑

科技与经济的全球化，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形势日
益严峻（不少国家的在华机构收集我国在研项目情
况）。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使自主创新、集成创新
的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是大学、研究院所和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需要（有技术垄断，才会有产品和市场垄断，才

会有高效益)。



(一)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新形势

1.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后，国际间科技交流与合作更加
活跃，在激励的科技竞争中，国家科
技安全形势更加严峻，这对知识产权
保护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2.  以信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
术的迅猛发展，引发知识产权保护系
列问题。与传统的手段比，当前的知
识产权（技术）窃密、泄密的更具隐
蔽性、快速性。



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的形势
近几年信息安全

事件统计数据

年份 事件数量

1998            3734

2000          21756

2003          128653

----- --------

2008年10月抽样调查

表明，计算机发生安全事
件率为62.7%，病毒感染率

为85.5%；感染各种蠕虫、
木马病毒72%。

2009年，新增病毒、
木马7801911个。

近几年信息系统
漏洞明显增多

2004年是黑客行为目的的分水岭，
黑客的职业化使得互联网中的危险程度
从开始的小规模攻击逐渐向大规模、有
组织、有目的的攻击转变，黑客已经不
满足于虚拟的名誉象征，更多的黑客想
利用自己的攻击为自己创造经济利益 。

A、造病毒越来越容易，病毒变种越
来越多；B、漏洞病毒出现的越来越快；
C、病毒和黑客越来越贪婪；D、病毒和
黑客越来越聪明，骗术越来越高。

有专家惊呼：有一天网络系统的免疫
力几乎完全丧失。



3.技术壁垒加大，某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
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高技术是买不来的，
如巨型计算机、航天技术等）。



•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经济主体趋向多元化，处理好
国家、集体和个人与知识产权
保护的关系是一个新的命题。

• 5.国家创新体系建立，科技创
新日趋活跃，国家科技计划管
理体系改革（课题制、招标
制），使得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必须与这些情况和改革相适应。

• 6.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

此外，复杂的人际关系。



（二）专利保护

1、专利制度的起源、发展及作用

专利权、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三者已经形
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一项创新的专利不仅
给专利权人带来丰厚了利益，同时也会促进社
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提高整体社会效益，并
且丰厚的利益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主体积极创
新去申请专利。市场经济上本质上就竞争经济，
专利是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



1624年，英国制定了“垄断法”，这是世
界上具有现代雏形的第一部专利法。这部专利
法的某些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为后来许多国家
制定专利法时所仿效。此后，美国、法国、俄
国、印度、德国、日本分别于1790年、1791年、
1814年、1859年、1877年和1885年相继建立起
专利制度，这样专利制度逐渐地从封建君主的
恩赐转变为依法授予发明创造的一种合法权利。

中国专利制度思想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
晚清光绪皇帝颁布了第一个科技奖励法规——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实质上是一个具有
专利性质科技奖励法规。



专利制度是一种经济权益保障制度，它通
过确认发明创造者的知识产权，从而赋予创造
者用自己的成果去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

优点是:

专利持有者可以通过出卖技术或采取技术
人股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智力成果，获得投资
回报，从而增强创新动力。

不足之处：
由专利的垄断性质决定了垄断价格导致无

谓的损失(deadweight loss)，二是因垄断导致发
明产品的销售不足，从而使研究投人不充分，
发明刺激减弱。



2009年专利申请量



2009专利授权量



2、高校的知识产权保护

据统计，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
重大科研成果的70%诞生于高等学校。高校作
为许多基础研究的发源地，拥有巨大的技术宝
藏。因此，高校理应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解
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中扮演重要
角色。

大学作为我国科技资源的集中地．在推动
产业升级改造、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巨大作用。
在国家新型技术转移体系下．大学作为国家技
术转移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大力促进技术转
移意义重大。



(1)全国高校专利(知识产权)情况：
1985－2009年底，全国高校共申请专利

240263件，获授权专利106876件，有效专利
57502件，有效发明专利35413件。

2009年全国高校共申请专利61579 件，比
2008年的45145件增长36.4 ％，占全国职务专
利申请总数（483051件）的12.8%；申请发明
专利37965件，占申请总数的 61.7％，占全国
职务发明专利申请总数（172281件）的22％。

2009年全国高校共获授权专利27947件，
比上一年（2008年为19159件）增长45.9 ％，
其中发明专利获授权14391件，占获授权专利
总数的 51.5％，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总数
（52265件）27.5％。



高校众多的科研优秀成果促进了我

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国
家科技奖励的表彰，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和充分肯定。2003至2007年，高校作为

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95项，占授奖总数(153项)的62．1％；

高校作为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获得国家
技术发明奖94项(通用项目)，占授奖总数
(148项)的63．5％；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360项(通用项目)，
占授奖总数(890项)的40．4％。



(2)基本问题

在2008年8月公布的首批76家国家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中，清华大学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等1 9所以大学为依托的技术转

移机构名列其中，占首批示范机构总数
的四分之一。但总体讲，与大学作为知
识创新源头的地位相比，大学的国家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的数量还差得很远。



大学技术转移体系现状与区域及国家
的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技术与经济
的衔接程度较低。以北京为例，高校所
申请和拥有的发明专利占全市的30％，
但“十五”期间这些高校的专利技术交
易仅占全部技术交易的1．21％。

这说明国家大量的投入对企业的溢
出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很低的，也
反映出技术转移体制和技术市场存在着
问题。



(3) 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成为国家级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建议各省区培育一批信誉良好、
行为规范、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作为
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大学要根据市场需要，在促
进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能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带动本地、本行业技术转移的示范机构．有效地
促进技术交易的达成和为创新集群提供支持。

1) 制定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2000年，大专院校的专利(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申请授权数仅为科研机构的62％，2003年大专院校专
利申请、授权数均超过科研机构，2005年大专院校的
专利申请．授权数已超过科研机构70％。从发展趋势
看，大学将成为我国公共科技投资专利产出的主要机
构．促进大学以专利许可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转移将更
为迫切。这给大学促进技术转移工作中加强知识产权
的管理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2)    完善科技人员评价机制，将技术转移成效
逐步纳入考核评价体系

“完善科技人员评价机制．将技术转移成

效逐步纳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
是一项重要内容，也起着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盛行的高校排名、SCI排名等

因素的影响，大学普遍注重论文的发表，应用
研究开发和技术转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大
学在科研评价体系上由过去的重视论文和鉴定
结果向重视技术转移转变，在技术转移及服务
的理念上坚持从适应性向主导性转变．营造校
内技术转移的良好环境。



3)  加强技术转移机构专业人员的管理与培
训

由于技术转移工作面对的是市场运作，需
要具有雄厚的工程技术、法律．金融等多方面
的实力与经验，而学校里的教授与～般管理人
员难以担当起这一重任，所以美国大学的技术
转移机构均从社会上招聘具有工商管理硕士或
哲学博士学位，有企业长期实践经验的技术专
家、管理专家．法律专家等从事技术转移办公
室工作，并给予专门的编制与运转费用。

而我国的技术转移机构大多是学校或科研
院所的科技处或下属部门，工作人员更多的是
行政事务的处理，专门的咨询知识．经验、技
能及创造性十分缺乏，市场观念．系统观和实
战能力不强。在技术转移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缺
乏，以至于目前很多大学建立的技术转移机构
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形同虚设。



(二)商业技术秘密保护
1、商业秘密的特点

第一，它不是一般人可轻易获得的；第二，
它具有商业价值；第三，权利人为它的保密采
取了具体措施。简称为经济性(即具有价值和使
用价值)、秘密性和难知性。

商业秘密的内容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主
要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对于企业来说，
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就是所谓的“技术诀
窍”、“专有技术”、“Know-how”等；经营
信息就是所谓的“经营诀窍”、“贸易秘密”
等。



2、 商业秘密的法律特点，除了具有知识产权的
“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
间性”等法律特点以外，还体现在“秘密性”、
“价值性”、“保密性”、“实用性”“新颖
性”等法律特点上。

3、商业秘密的司法保护
1）.通过《刑法》保护；
2）.通过《民法通则》保护；
3）.通过《劳动法》保护；
4）.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5）.通过《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

保护；
6）.通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护。



下列行为不应视为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

①独立开发、研制而获取或使用与他人商业秘密相同或
近似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

②根据公知知识，对公开的文献、产品或信息加以观察、
研究而获取和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

③经权利人授权包括明示或默示同意，而获取商业秘密；

④以其他善意方法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

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的起草者和立法委员们
认为有几种获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是“正当”的：a.靠独
立发明发现；b.靠“逆向工程”（也被翻译成“反向工
程”）发现，如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进行“逆向工程”
就是合法的；c.观察公用或者公开陈列的产品；d.从公
开出版物上获取商业秘密等。



4、怎样保护商业秘密

有人总结出合法获取

商业秘密的十八种主要
方法：

公开文献，提炼合成；
企业案例，细心研讨；
巧用人才，借鸡生蛋；

废旧回收，垃圾淘金；
逆向工程，解剖研究；
新闻发布，获取秘密；
企业资料，流露秘密；

鉴定会中，隐藏秘密；

招聘人才，了解工艺；

广告招聘，内含商机；
法律诉讼，法律调查；
专利文献，探明底细；
调查访问，实地考察；
购买技术，异地获取；
浏览网站，跟踪对手；
仓储库存，采购渠道；
经销零售，侧面了解；
招标投标，分析标底。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要有：

1.盗窃商业秘密； 2.擅自跳槽，带走商业秘密；
3.高薪、利诱、收买，获取商业秘密； 4.利用窃

听手段，截获商业秘密； 5.利用胁迫手段，获取商
业秘密； 6.搞联营骗局，套取商业秘密；7.招聘离
退休人员，获取商业秘密；



（三）重视申报国家技术秘密

申报国家技术秘密是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保持
在研究方面的优势和技术领先的一个重要方式。

保持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先首先是研发投资，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始终站在技术的前沿；加强对自身的
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保密，防止泄漏或被窃。

国家技术保密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持技术领先，
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或取胜的需要。



1、国家秘密技术保护中自身易出现的漏洞

不申报国家秘密技术，重研究轻保护；

保护制度与其他制度相冲突，无意中造成秘密信
息公开；

保护制度不具体，措施无法落实到位，甚至有法不
依、有章不循。

重纸质载体秘密的管理而忽略了电子载体秘密的
管理，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2、国家秘密技术失窃的主要途径

●不经审批发表涉密论文，转让技术；

● 接待“外方”失密；

● “家贼”出卖；

● 人才流动、另起炉灶。

这些情况往往造成泄密后取证困难。



3、保护措施

●国家对相关机构干预，
防止技术外流；

● 提高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认识。在维护国
家利益的同时，也在

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 设立知识产权保护
机构，划分责任。

●对技术持有单位和人
员加强管理。



●确立防御型发展战略，注意接待
来访中安全。

●严格技术档案的管理（化整为零、
隐真迷惑策略）。

●技术贸易中，供求双方先定保
护协定，然后才开展技术谈
判。 （ “钓鱼获利”、“迂
回曲折”、“虚虚实实、兵
不厌诈”）

● 加强人才的管理，强化归属
感。

（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
遇留人）

●加强技术手段。在当前形势下，
尤其要抓好网络安全，通讯
保密。



（四）国家秘密技术、商业秘

密技术和发明专利的异同点

商业秘密的内涵

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
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
信息。

商业秘密是关系权利人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信息，
其范围仅限于与科研、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和
经营信息。代表和体现权利人或个别意志，维护权利
人的局部利益。因此，商业秘密是一种私权（特殊的
知识产权），任何合法取得或独立开发商业秘密的人
都可以成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



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共同特征

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都是秘密，其所涉及的事项

或信息都是只限于特定范围的人员所知悉。无论是国
家秘密还是商业秘密，都是权利人具有保密意图并采
取必要保密措施的事项或信息。这些事项或信息直接
关系或者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积极的利益或者能够防止
权利人的利益遭受损失。

秘密性、价值性和采取

保密措施，是国家秘密和商业

秘密的共同特征。



两者之间的区别

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

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其范围
广，代表和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因此，国家秘密是一种公权，其权利主体是国家。国
家作为国家秘密的权利主体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

国家科技秘密不得随意转让，商业秘密则可以进
入市场自由转让 。

两者确定的程序不同：

国家秘密由各级行政机构按法

定程序上报审定；商业秘密有企业

公司自己可以决定。



• 如何从国家秘密技术
保护中获益

1.如863计划中提出从研究经费
中提取1%作为保密经费；

2.对提高技术持有方、技术和产
品的声誉有积极作用；

3.有利于强化秘密技术的管理；

4.在发生泄密的情况下，有利于
事件的处理，执法力度大；

5.正在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条例）中将制定
对国家秘密技术的持有者的
激励措施。

6.国家秘密技术管理不收取任何
费用。

商业秘密技术

保护中获益
1.自身认为是秘密技术，但未被

定为国家秘密技术，也未得
到专利时；

2.当认为该秘密技术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保密可能性极高（超
过20年），其他人不易构思
出该发明的情况时；

3.不愿上报专利的商业秘密技术，
或者申请专利等待授权时；

4.当该秘密涉及一种制造方法而
不是产品时（因为产品很可
能被进行反向工程）。



     内容 

 

种类 

国家秘密技术 
商业秘密技

术 
技术发明专利 科技奖励 

保密措施 
国家科技行政

部门 
公司、企业 

持有者、专利管

理部门 
获奖者（无） 

管理 
审批出口、转让

等 
协商转让 

持有者可以转

让 
无从转让 

法律约束 
《科技保密规

定》等 

行业法规约

束 
专利法约束 奖励条例 

泄密后果 刑事责任等 
民事诉讼、刑

事责任等 
民事诉讼 具体分析 

利益关系 
国家利益，具有

专属性、排他性 

企业、公司，

集体利益 

专利人利益，买

方利益 
仅属获奖者 

 

保密（技术、配方、工艺、物种等）、保护（生产权、物种）、
专利（技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权益）、奖励的异同



那些不易为外界破解的技术，还是不申请
专利，以保守技术秘密为好。

所以，技术成果保护应灵活多样，可采取
一部分申请专利，一部份采取商业保密甚至是
国家秘密保护的形式。其好处是，如果申请专
利的部分到期失效，或者被人破解，那么还有
技术保密的部分发挥作用；如果技术秘密不慎
泄露，那么还有申请专利的那一部分受法律保
护。这样，竞争对手还是难以越“雷池”一步。

总之，知识产权成果保护不能在一条路上
走到底，应该形式多样，灵活多变，不能靠单
一的办法，而要从各个角度进行。



三、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
在国家五大创新体系（知识创新、技术创

新、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和区域创新系统）中，
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之间有一个桥梁，
即“技术转移体系”，这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
薄弱的～个环节。所以针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
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急需创建”
以企业创新需求为导向，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
源头，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为纽带．产学研相
结合的新型技术转移体系”。



四大构成：创新资源、创新机构、创新机
制和创新环境

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是指经济、

科技与金融体制、科技成果转化动力机制、技
术中介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风险投
资体系等情况。



(一). 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与技术转移问题

科技成果是指由组织或个人完成的财政性科技计划项
目和非财政性项目所产生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
新发现、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和新产品等，应当具备科
学性、创造性、先进性等属性。科技成果分为基础研究成果、
应用技术成果和软科学成果。

1.  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的作用
一个国家产出的科技成果质量和数量是其国家科技创

新能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

科技成果管理是科技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
产生影响的最重要途径，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环节，也是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一直
是重中之重，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息息相关。

。



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9），国家共登
记科技成果698809项，每年平均2.25万项。国
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占成果总数5成以上，企
业完成的成果占3成以上其中的应用技术成果
有8成以上获得了应用。

国家科学技术奖（1978—2009年）奖励情况：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6人）

------国家自然科学奖（904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3599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0636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61人）



2、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
一是进一步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环

境。主要体现在进一步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多
渠道筹集资金，使科技成果能更多更快地向市
场转化(创业板、江苏的推广计划)。

二是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规。
以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为标志，为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
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制定和实施了一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国家科技计划。我国在不同层次上的实施的
一系列科技计划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四是科技产业化项目实施成效显著，登记
的应用技术成果90%以上已应用，部分实施转
化。

《火炬计划》：高新区54家、孵化器614个、高新企业5万多家，

《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十五期间推广1841项，新增980亿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30多亿元，验收5828
个项目，验收企业销售达1733.6亿元，上税193.2亿元，创汇26亿元。

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
动实施方案》；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自主创新产品
的认证》（234项）。



五是初步形成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间的互

动和交流的机制。

目前，中国已有400多家高科技民企获得解放军装

备承制单位资格或通过初审，加盟装备研发，成为推

动解放军武器装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如陕西一家民企受权为维和部队生产轻型装甲防

暴车，创造了民企进入武器装备整装制造的第一。从

此，民企加盟解放军装备生产渐成燎原之势。



2、科技成果的筛选、优化集成和转化问题

---- 重视科技成果的登记统计，轻视成果的精选、
优化、集成不够

（1)目前有50万项成果，很多已经过时，失去了应
有的市场价值

近年来，成果库建设和专利池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沉睡专利与过时成果却令人担忧。

尽管近年来中国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都以30％
左右的速度增长，但专利成果转化率却并没有明显提
高，大量的专利得不到应用成为“沉睡专利”。在我
国现有的专利中，能够得到转化的只有10％左右，远
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专利转化率，也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40％的转化率。





(2)一些成果缺乏适用性，甚至有虚假成分

(3)非职务发现、发明成果游离于登记之外（一些
来信反映了这一问题）

------开展专题研究，摸清底数

目前正在开展科技成果的筛选、优化和集

成工作，精选其中好的成果向社会推介。

同时，改进登记工作，扩大信息的辐射面。



(二) 改进和完善科技成果评价的问题

1、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
①表现在：科技成果产生机构的多元化、使用方多元
化、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基础研究、技术发明、管理
科学、国家秘密技术等）、科技成果评价方式的多元
化

②成果鉴定中的不端现象：近年来每年鉴定成果1万
多项。

虚假不实、无端拔高、鉴定主体和客体不清、收费
偏高等现象（上海汉芯事件、重庆“LT新型燃气”）

显然，当前的成果管理模式特别是以政府鉴定为主
体的成果评价方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需
求。



国务院批准科技部的三定方案职责

职责调整：

将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将科技
成果推广的具体管理职责、技术市场的具体管理职责
划给相关部门或交给地方政府。

主要职责共十三条，其中第七条为：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产学研结合的相关政策、制定
科技成果推广政策，指导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组织相
关重大科技成果应用示范，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人人都是科技成果的推广者、科技惠民）



2、改进和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办法
2003年，科技部发布《科技评价办法》对于成果鉴定改

革提出原则要求

2004年，国务院发布第三批行政审批改革意见，要求改
变成果鉴定管理方式，由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指定专门
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要
求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

目标：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规律的科技成果评价方式



采用分类评价方式
——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时对产生的成果同时

进行评价；
——对国家秘密技术，由国家科技保密办公室组织专

家评价定密；
——对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特殊行业的

科技成果，评价方式由其行业主管部门自行规定；
——技术发明成果，以专利授权作为评价依据；
——基础研究成果通过国内外学术界同行评价作为依

据；
——农业新品种、肥料、农药登记和新药登记等通过

行业准入作为评价。
——软科学成果，主要看其被决策部门采用的情况



逐步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科
技评价工作

弱化政府部门对科技成果的具体评价工作，负责
认定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从事科技成果评价的资格，并实
施管理和监督。

中介机构的评价结果只作为咨询性的参考意见。

目前在，正组织九家地方、部门和行业协会进行试
点工作。

形成政府、社会中介和市场评价多元模式

在全国统一科技成果评价的度量衡？



3、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原因有：

① 推广体系不健全、推广力量分散；

②中试环节薄弱，科技与产业脱节；

③政策法规的效力差（实效）；

④重栽树(计划)，轻果实(成果)，成果转化投入不足，资
金短缺；

⑤从事推广的复合型人才缺乏；

⑥ 缺乏科技中介信用评价体系，市场秩序不规范等

⑦无诚信保障，怕担风险；

⑧经费缺乏,等等。

经济学目标:成果看似很好，但无市场；公众素质
和经济能力跟不上。



另一些看法是：

◎研发活动相对封闭，科技产出自我循环的现象
还大量存在，蕴藏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中的科
技条件资源社会共享程度还很低。

◎大学和科研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大多仍然停留
在实验室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20年来没有
得到根本提高，

◎传统产业的闲置要素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源短
缺同时存在。

◎高新技术产业中大型企业大多从事组装型生产
核心技术还主要依赖进口发展受制于人，

◎原有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线断网破适应市场经
济要求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亟待建立。



◎具有技术背景且能将技术转化为竞争力
的企业家仍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
稀缺资源。

◎风险投资市场既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规则
和机制更缺乏具有较高水平和商业价值
能对风险投资产生更强吸引力的科技成
果。

◎科技企业孵化器还没有批量培养出有较
强竞争力的企业。

◎知识产权创造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保护
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等等



4. 促进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的一

些设想和做法

——加强法规建设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有关内容；

建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
法》



专利（技术）转移图示



成果转化主导模式



很多省、区、市在成果推广转化方面有了好的苗头
和新的开端，如江苏省的成果推广经费有了大幅度的增
长；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正在制定《科技成果管理办
法》、交通部正在开展《交通科技成果推广体系建设研
究》等。

—— 根据成果内涵建立不同的推广模式

政府推广模式——引导、示范推广，共性技术、公
益和公共安全类项目（杂交水稻、ABT生根粉）；

政府与社会合作——成熟、先进、市场潜力巨大的
项目；

社会模式（企业、投资公司等）——纯粹的市场经
济行为。



解决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中问题的构想

● 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促进成果资源整合，推进全国
或区域性的联盟联动；

● 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价值观和信用三大体系；

● 设立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专项计划，下拨政府引导资金，建立
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

●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保障体系，鼓励科技中介机构的市场化
发展，强化技术经纪能力建设；

● 加强推广中心和示范基地建设，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宣传力度。

● 产-学-研-金-政的结合。

推动学科之间的融合，优势互补，促进关键技术
的突破，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国外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一瞥

(一)、美国
1、推进高技术产品占领世界市场。

波音公司、微软、高科技武器出售。

2、促进研究型大学技术的转移。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

（Bayh. Dole Act)和《技术创新法案》
（Techlonogy Innovition Act）。其要点为：政
府资助取得的研究成果归承担单位所有，政府
除保留使用权和介入权外不给予任何干涉；促
进技术创新，鼓励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负责
技术转移等。受这些法案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
纷纷成立(OLT)，积极将大学的专利技术向企
业转移。



OLT工作程序如下：

（1）发明和技术公布。首先要填写一页纸的表
格，记载发明和技术本身的有关信息。

（2）对发明和技术进行评估（evaluation),全面了

解技术的水平和市场价值、前景，是否可以申
请专利等;

（3）许可（licensing）。发明和技术被初步评估

后，专业经理人制定许可策略，开始和不止一
个相关企业接触，寻求最佳被许可人；



（ 4）商谈许可协议（ Neogotiating a Licensen 
Agreement）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商谈双方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往往不是一次就能谈判成
功；

（5）收取和分配许可收入。根据学校有关规定
对许可收入进行分配，一般情况下，学校、发
明人所在系、发明人三方按一定的比例分配。

美国研究型大学(OLT) 是学校设置的独立
管理机构，由学校授权处理全校科技成果管理
工作，该办公室负责人向主管科研的校长汇报
工作。(OLT)  科技成果管理的重心是以市场为
导向的技术转移，科技成果的评价、登记、保
密、专利的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贯穿于技术转
移的整个过程。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管理方式为单项的、分
阶段的、成果形成的后期管理，每一阶段管理
目标不同。成果管理注重科技成果的鉴定评审、
申报奖励等，专利管理注重专利的申请量以及
专利权维护等，科技成果转化往往采取举办或
者参加技术成果展览会，以及通过高校科技信
息网来推销科技成果等。整个科技成果管理是
滞后的、被动的、不协调的。

3、美国中小企业局实行的小企业科技创新
计划、小企业投资计划和技术转移计划等，使
美国相继出现了I BM、英特尔、微软等后来世
界级的大型跨国公司。



(二)、英国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一是所谓的LINK 项目它是通过在企业与
院校之间建立研究伙伴关系而推动新技术和知
识转让的首要方式。截止2004 年总计已经确立
了约有75个LINK 项目，包括1500 对合作伙伴、
2400 家公司，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以及200 家研
究机构囊括了几乎全部大学。在这个计划中政
府提供50% 的资金，剩余的部分由公司负担。
一般的项目规模大约在50 万英镑约750 万人民
币，政府负担其中的一半。政府支持的前提是
企业确实已经在开展这个研究项目，没有市场
需求的研究企业是不会去做的。



二是所谓的法拉第合作(Faraday 
Partenerships)

实际上这是商业人员和科研人员组成
一个技术转化团队。专业的技术转移商
业人员好象一名商业顾问一样，参加到
科研团队中去帮助科研人员发现市场需
求，制定商业计划书寻找各种可能的资
助机制，从而帮助科研人员把他们的技
术转化为产品。这些商业顾问通常与风
险资本保持着联系，可以经常地向有兴
趣投资新技术的投资人介绍年轻的创业
者。



三是教学公司计划(Teaching    C ompany)

Scheme 这是一个让大学与企业建立紧密联
系的方式。按照教学公司计划，大学研究员在
进行公司感兴趣的研究项目时，他们的工作将
同时受到公司和学院的共同管理。大学可以给
予他们宽裕的时间，之后他们可以继续为公司
工作，也可以组建自己的小型高科技企业。

除了这些项目之外，英国还有所谓的学院
挑战基金Unversity Challenge Fund) 。它在一段
时间内为在大学研究基础上所建立的公司提供
种子资金，以及高等教育创新基金(Higher 
Education Innovition Fund)，科研企业挑战
(Science Enterprise Challenge) 和远望(Foresight )
计划等。



(三)、日本情况
科技推广 (S&T Promotion)组织结构



目标成为先进的科技国家

 增加政府R&D支出
政府R&D支出的总预算超过了

17 万亿日元

 建设新R&D体系
·增加竞争性研究资金
·针对10,000名博士后的支

持计划（包括博士生）
·促进产业-学术-政府的合

作
·评价系统的应用

 三个基本思想
(i)智慧创造
(ii)生命力源于智慧
(iii)智慧的社会哲学

 关键政策
·确立S&T的战略优先地位

-促进基础研究
-优先考虑国家/社会的R&D

项目
· S&T体系重建
-加倍竞争性研究基金
-促进产业-学术-政府的合作
·总预算：24万亿日元
· 50年内30位诺贝尔获得者

 回顾第一和第二阶段计划
(1)第一和第二阶段S&T基本规划为
日本的S&T奠定了基础。
(2)日本面对的“知识的剧烈竞争”

不仅包括美国、欧洲，也包括韩国、
中国等亚洲国家。

决策未来：
重点强调“智慧”的作用

 重点
 如何激励有创新精神的S&T人

员？

 尽管日本资源形势严峻，进一
步改善S&T系统可以提高绩效。

基本规划的投资约25万亿日元



高校公司关系部门(DUCR)

参考：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

高校公司关系部门

校长

常务董事

高
校
公
司
关
系
网

高校公司关系部门经理

高校公司关系小组 合作科学研发展办公室 知识产权办公室 科学企业家与企业发
展办公室

"Proprius21" TLF办公室

TODAL TLO, Ltd 东京大学Edge 
Capital Co, Ltd

促进产业科学的基础 人力资源方面的
企业扶持融资

市场营销与授权

合作研究
人员交换合作

Nippon Keidanren(日本商业联盟) 社会与产业

东京大学产业—学术合作体系概览
来源：东京大学

15所学校 11所研究机构 17个高校中心



从高校至私人企业经营者的
技术转移推广行动

目的：

技术转移过程

目的是帮助国家产业结构变革，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先进性学习，从

而发展新的商业领域，改进产业技术，通过促进科研成果向相关私人

企业经营者转移的方式，激发高校、国立技术大学、高校内部研究机

构和国立研发机构的科研活动。

高校等
(国立，公共，
私人)
研究者等

技术授权
组织(TLO)

(私人企业经
营者等)

私人企业
经营者等

(利用科研
成果)

专利办公室
(包括国外专利办公室)

大概80%的TLO是重点

研究成果 授权

版权收入归纳，反馈

技术评估 技术信息市
场许可谈判



S-innovation:“创新研究和发展的战略推广”
此项目旨在建立“技术核心”与创造“新产业”，为社会创造财富。

JST基础研

究项目的
成果

建立有前景的R&D
主题

(每年2或3项主题)

每个R&D小组都
派遣PM

临时评估

事后评估

应用基础研究
（第一阶段）
100%合同资金

成分技术科研
（第二阶段）
100%合同资金

应用性科研
（第三阶段）

协调资金

高校：
主要承担基础研究

公司：
主要承担发展研究

信
息
共
享

为
新
产
业
建
立
核
心
技
术

每
项
研
发

产
出

通
过
技
术
扩
散
创
造
新
产
业



创新型国家：

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
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
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
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
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科技是打开未来的一把钥匙

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体。科学技术激发了

人类更加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前进渴望。生产劳动和科
学技术是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又从自然王
国不断提升到自由王国的伟大力量。正是科学技术的
进步，人类从蒙昧、野蛮社会进入了文明富庶的新时
代。

谢 谢！

E-mail:  Kunlunyao@sina.com Tel:68511851

mailto:Kunlunyao@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