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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指数报告》）自2009年6月8日正式对外发布以来，受到
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人民网、新华社经济参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南方日报》、凤凰网等机构
及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在知识产权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这是因为，首先，“知识产权指数”在国内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的团队也是第一次做这方面的
探索研究。
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指标，在科学计算后将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进行量化展现，
这无论是在指标选取上，还是在计算方法上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其次，一种创新理论从问世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都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辩论和检验过程，我们的《指
数报告》也不例外。
大多数人在给予我们工作肯定的同时也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有的是针对具体指标的，有的是对
整个框架设计上的⋯⋯但无论是何种声音，我们都会虚心听取，并在今后的研究中认真借鉴，用实践
检验理论，力求把《指数报告》做得更科学、更具说服力。
　　又经历了近一年的研究，《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1309》（以下简称《指数报告2009》）业已成
型。
相对《指数报告》，《指数报告2009》依旧遵循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
结合，文献、数据收集与实地调研、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设计思路分依旧两个层次：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4个方面（即4个一级指标）：知识产权产出水平、
知识产权流动水平、知识产权综合绩效、知识产权创造潜力。
然而，在指标选取上会有一些变动与更新。
总体来说，本套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54个三级指标、82个四级指标，从指标总
的数量上看比《指数报告》略有增加。
本套体系是在众多专家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相关材料和文件重新出炉的。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本套体系是《指数报告》指标体系与时俱进的产物。
　　《指数报告2009》对于反映区域知识产权发展现状、优劣势对比、发展方向以及战略决策的制定
都具有较强的研究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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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球知识产权发展态势为背景，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案例剖析等方式对中国31个省
、市、自治区的知识产权具体发展状况和差异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建立起一套科学、系统、规范的
四级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中国知识产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读者对象：知识产权理论和政策研究人员、实务工作者及对此关注的社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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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四级指标框架及排名与分析　三、社会进步绩效三级指标框架及排名与分析　1.社会进步绩效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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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第七章 指数报告折射出的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不足　一、专利产出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　1.
区域专利产出能力不平衡　2.世界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相比发达国家处于弱势　3.企业创新能力尚不能
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4.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专利产出尚有巨大潜力　二、专利质量有待提高　1.
发明专利所占比例低　2.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质量低　3.专利范围单一，高科技专利数量少　三、技术
市场发展不足，不利于知识产权流动　1.技术市场区域发展不平衡　2.专利转移实施率低　3.公众对技
术市场的认识存在误区　4.交易环境不成熟　5.机制落后，技术市场供求主体脱节　6.科技中介机构发
展滞后　7.技术市场管理弱化第八章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知识产权产出水平提高
　1.解决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政策建议　2.解决专利质量和有效性方面所存在的
主要问题的政策建议　3.专利产出效率方面存在主要问题的政策建议　4.商标保护方面存在主要问题的
政策建议　二、解决技术市场开放方面主要问题的政策建议　1.进一步开放技术市场的政策建议　2.解
决技术市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政策建议　3.规范知识产权中介的政策建议　三、切实提高知识产
权经济绩效　1.提高知识产权投入绩效　2.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知识产权利用绩效　四、深入挖掘
知识产权创造潜力　1.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　2.采取多种方式，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发展　3.科研院所
知识产权发展建议　4.司法对知识产权创造潜力保护的政策建议专题研究一 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研究
　一、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经济发展研究　二、中国知识产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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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美国知识产权实践研究（一）美国农业研究局（ARS）促进专利转让实践美国农业研究局申
请和保护专利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和转让技术而不是获得专利许可费补充科研经费，故其申请、
评估和转让专利的具体做法具有独到之处。
尽管与美国大学等机构相比，美国农业研究局的专利数量并不多，却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技术发布和传
播的来源。
其做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授权独占许可之前，美国农业研究局在联邦网站上要贴出布告，并留有一段评论时间，在
这段时问中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如果不止一家美国公司想得到许可，也可以授予共同独占许可，或在不同领域或范围中的多重许可。
如果小型企业和大型公司具有同等资质，则小型企业更有优先权。
　　其次，美国农业研究局在谈判转让时通常会保持一定的灵活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利的市场规
模和特点会变得更清晰。
一个特定技术的不同特点从市场潜力的角度来看会发生扭转，或许更有市场潜力。
预测技术是否成功，事先留有余地能弥补过后的错误。
将专利许可给公司，也符合研究机构的目标，根据合同可确信公司将在技术发展和利用方面有所投入
，推动其市场化。
收取转让费是为了过滤那些能力不够或者对发展专利技术不感兴趣的厂家。
如果技术成功地被商业化，投资研究的主要直接经济收益体现在公司从技术中获得最终利益和消费者
福利。
　　最后。
除了专利许可之外，联邦政府还发展其他技术转让机制。
美国农业研究局使用多种技术转让方法，包括出版物，通过会议发布公告、网络帖子、联邦网站上的
广告等。
同时，美国农业研究局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也将可能的技术贴在自己的网站上，无论是否被专利保护、
是否是专利申请的主题等。
　　（二）从“日美墨盒案”看美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践　　1.“日美墨盒案”基本案情　　关
于喷墨打印机墨盒的注墨问题，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了与日本法院完全背道而驰的判决。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惠普公司依据其专利生产和销售了不可重新灌注墨水的墨盒，并在墨盒上注明立
“即扔掉旧的墨盒”。
被告购买了惠普公司的墨盒，并改造成可重新灌注墨水的墨盒进行销售。
惠普公司对被告提起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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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面分析知识产权各类指标、数据，揭示知识产权发展状况与经济增长模式及竞争力水平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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