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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

黄 辉

（武汉纺织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世界经济竞争模式由资本竞争转变为技术竞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是发

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根本。知识产权是优良的经济资源和强有力的竞争武器，企业对其进行充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尤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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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和 7 月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

配套文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正式出台，截至

2008 年底，当年全国共有 15547 家企业通过了新的高新技术企

业评审认定，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总数量约有 5 万家。高新技

术企业研发投入有所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均持续增

长，总体呈稳步发展势态。
表 1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单位：家.万人.亿元.亿美元

从高新技术企业各类知识产权拥有量总体情况看，商标注

册数量最多，有效专利拥有量逐年增加。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

布图等因涉及的技术领域较为特殊，我国高新企业的拥有量

少。版权、软件等自动获得的知识产权由于企业管理不善，流失

严重。
一、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性

企业缺乏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熟悉知识产权的相

关法律，不善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不善于运用知识

产权制度争取、保持和扩大市场竞争优势，普遍存在“有制造无

创新、有创新无产权、有产权无运用、有运用无保护”的现象。知

识产权知识仍然是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盲区”。有些高新技术

企业对自主创作、自动产生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等可以

申请登记为著作权加以法律保护竟是茫然一无所知。企业经营

者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类型、关键步骤、主要内容、具体

措施以及相关法律不甚了解，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

重要性没有足够的重视。许多企业认为，知识产权申请登记难、
侵权纠纷解决难，因此，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缺乏积

极性和主动性。
（二）参与知识产权标准化的程度低

近年来，知识产权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标准领域，成为发

达国家垄断和控制技术的利器，一些跨国公司甚至结成联盟并

将其拥有的专利技术纳入到标准中去，运用标准形式推广自己

的知识产权，希望以标准继续保持其在高新技术上的垄断地

位。信息通信产业领域还诞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创

新－新技术申请专利－专利进入标准。技术的开发者希望专有

技术进入标准，企图通过标准的广泛使用获得撬动市场的支配

力，达到通过标准化使自己的专利获得经济和竞争的优势地位

的目的。我国总体上是后起的产品生产国，很多高新技术企业

未能积极参与国际国内标准的制定，存在标准滞后、标准缺失、
标准数量少、标准层次低的问题。

（三）知识产权结构不合理

目前，86.3％的高新技术企业没有一项发明专利，研发支

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2％。2008 年出台的《办法》将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审门槛显著提高，最重要的是没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企业将会被“一票否决”。在计算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时，企业近 3 年获得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均为有效。新《办法》规定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实用

新型以及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

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等。目前申请一项

发明大约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用新型也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

能批复。《办法》并没有对企业获得专利的途径提出限制，无论

是自己研发，还是受让别人的都可以。因此，购买专利成为很多

“零专利”企业的首选，多数企业购买专利的主要目的是为高新

技术企业的认定并非为真正需要这项技术，从而出现有专利无

2004 2005 2006 2007

企业数 39490 43249 49166 56017

从业人员 863.8 1016 1182.6 1452

营业总收入 48100.5 59714.1 76492.9 104770.5

工业总产值 44615.8 55781 --- ---

工业增加值 10362.5 13000.1 16409.2 22109.9

实现利润 2900.5 3387.5 4427.4 6684.1

上缴税额 2366.1 2901.1 3842.3 4851.4

出口创汇 1515.0 2050.9 2646.3 3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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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现象。
（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低，集成创新能力弱，

技术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极少数领域和企业手中，研发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的能力较为薄弱，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较少。经营者普遍存在短期思想和行

为，对是否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不够。相当多的企业花费

巨资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生产出高新产品，虽然暂时占

据国内产品技术领先地位，但是大部分没有进行改进创新进而

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发，重引

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创新层次低，高端发明少，专利技术

实施转化比例较低。不少企业只注重商标、图形设计等的知识

产权开发，而不愿冒风险投入较多资金进行高技术专利的研

发。
（五）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不到位

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未与职工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或者

条款、权属不明、管理上存在漏洞。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对于知识

产权的保护与管理处于松散状况，知识产权管理无制度、无管

理、无经费的现象严重。多数企业尚未设置知识产权战略方面

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无

从谈起。绝大部分企业也都没有内设法律事务机构，而是从社

会上聘请兼职律师，发生知识产权被侵或纠纷，就会出现被动

或无所适从的局面。企业在明确产权归属、激励职务发明、知识

产权的运用与评估等制度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在高新技术企业

所发生的各种纠纷中，最突出的是职务与非职务发明权的归属

纠纷。
二、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与完善策略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能否有效地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自

身的知识产权，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一）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主动性

企业领导者、决策者要树立知识产权保护的紧迫感、责任

感，改变落后的观念，增强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要将知识产权

法律保护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做好知

识产权的纠纷预防和纠纷处理工作，通过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

制，学会规避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推动企业

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手段，增强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能

力。8zr 江苏涉外专利网 8zr 江苏涉外专利网企业在进行战略

性知识产权管理时，需以更严密主动的方式创造、扩大和使用

知识产权资产，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从“被动”走向“主动”。通

过加强对企业管理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增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

护观念，使企业全体员工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发展的

重要性。
（二）积极参与和提高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将核心技术转化为专利技术，

又将专利技术融入到技术标准中，并设法在最大范围内推广其

技术标准，从而达到垄断核心技术、占有国际市场的目的，即

“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

国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对此做出反应，采取积极的态度面对这

种垄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参与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提高参

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努力创新，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加

快培养一批懂专业、懂外语、懂法律、熟悉国际规则的标准化复

合型人才，否则将会永远陷入这种不合理的“标准陷阱”中而不

能解脱。
（三）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加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

加强技术创新，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尽快形成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

依赖，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要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必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企业要

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充分发挥研发投入主体、研发活动

主体、成果应用主体、损益承受主体的作用，根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重点谋划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

自主研发，增加高水平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
（四）熟悉并掌握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全面地了解并掌握知识产权的国际规

则、企业管理、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的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

的、有持续性的保护体系。构建这种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投入要远远低于法律纠纷发生后慌乱应对而产生的花费与损

失。企业应该定期让公司的关键员工了解国内国外专利的基本

法则，应该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合作，通过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

根据技术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趋势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加

强和完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必

然选择。
（五）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培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面对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高新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参与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其中最缺乏的就是精通并善

于运用知识产权规则的人才，因而企业应采取多种措施，增加

人才培养投入，定期进行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培训，普及知识

产权知识，培养一批实务型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培养具有创

新能力，具有知识产权创新概念的创新型人才为核心，推进人

事改革，建立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人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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