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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借用创新经济学的表述，《论专利公开》(作者：梁志文)的贡献不是创造性破坏，而是累积性创新。

一直以来，公开与垄断被认为是专利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激励专利公开理论或对价理论支持了专利公开制度的合法性。

传统的解释理论强调，专利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知识积累，因而技术公开和垄断激励是专
利法具有不相称价值的对立目标。
但是，对价理论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它已无法继续为专利公开制度提供具有张力的解释工具。
加之，专利权保护强度的提升所导致的法律变革，使得实践中专利公开制度实际上被架空。
专利制度的公开功能在我国的专利理论研究中也备受冷落。

与专利公开制度及其背后的理论光辉逐渐逝去相伴随，专利制度被批评为专利失灵或专利危机。
尽管专利法被视为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批评者却认为，当今的专利制度正在不断制
造垃圾专利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从而阻碍和威胁创新活动。
“专利审查部门授予了越来越多的专利，但大多数属于问题专利。
这导致了大量的专利诉讼、浪费资源的专利丛林、反公地悲剧问题以及困扰人们的专利劫持等策略性
行为。
”如何渡过专利危机，相关的专利理论百家齐放。
虽然激励创新属于这些不同理论的政策共识，但毫无疑问，所有的专利理论都忽视了创新实践的范式
变迁和创新经济学的新近发展。
因此，运用创新理论来重新解释专利制度，是一项饶有趣味且极富学术价值的理论研究。

依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技术创新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非线性过程，发明、发明商业化和技术扩散之
间构成互为因果的作用链环，形成了“创造性破坏过程”，给经济系统带来持续的革命性变化。
而且，技术扩散被认为是技术创新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根本来源。
从创新理论来解释专利制度，专利法应该在激励发明、鼓励发明的商业化和促进技术扩散三者之间进
行适度平衡，而不应该厚此薄彼。
专利公开制度是专利法促进技术扩散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论专利公开》主要论述专利公开制度和与专利公开有关的信息披露制度。
强化专利公开充分性条件，将提升专利申请案的质量；专利申请人公开与发明有关的现有技术也有助
于专利授权质量的提高；专利权利信息的公示以及专利公开制度还将促进发明技术的扩散，以实现专
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目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专利公开制度还有助于创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
虽然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来实现创新技术的扩散，但这些技术扩散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处于技术引进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专利公开制度促进技术扩散的作用。

鉴于上述基本观点，《论专利公开》除绪论、结论之外，另以六章的篇幅来探讨专利公开制度的理论
基础与制度构成。
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章试图探析专利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第四、第五、第六章则具体分析专利
公开制度的具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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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文，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在
（SSCI期刊）、《法学》《法律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政治与法律》及我国台湾地区《法令月刊》等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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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专利拍卖理论 达菲教授从反思勘探权理论出发，认为基奇教授将专利制度与勘探权制
度相类比是不恰当的。
他认为，发明竞赛以3种方式浪费了专利租（patent rent）： 其一，资源过快地被花费掉：具有竞争关
系的公司在最佳时机之前花费大量资源开发新技术；其二，复制性努力的浪费可能性：为获取专利而
竞争的公司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复制其他人的研究；其三，租金浪费还可因下述因素而产生：专利
权因其保护范围与保护期限均为有限，因而是不完全的产权制度。
竞争导致专利授权更早，其保护期届满也早。
如果竞争导致专利权的获取是在发明成功商业化之前，那么，早期申请的专利权能给权利人进行发明
商业化的时间就很短。
因而，获取专利权的竞赛就变成了通过更快向公众捐献发明从而降低专利权人获取租金的竞赛。
 前两者作为租金浪费的私人成本也是社会成本，但第三种租金浪费等同于社会收益。
专利竞赛使得发明较快地进入公有领域，增强了创新的社会收益。
依此，他认为，专利制度更合适的类比是德姆塞茨所主张的、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制度。
 在自然垄断产业，单一公司比多个竞争性公司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更有效率。
因而，国家常常授予某一公司享有对该市场的排他性特许权，但该特许权受到政府的价格管制。
在理论上，该管制可以控制垄断者的租金，增强消费者福利。
德姆塞茨洞见到私人竞争可用于实现政府价格管制目的。
他主张在选择享有特许权的公司时，政府应该对该特许权进行拍卖，以向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价格和质
量为条件，出价最优者胜出。
特许权的拍卖会产生私人成本，但不会产生社会成本。
达菲教授认为，专利制度的勘探功能对竞争的鼓励类似于德姆塞茨的拍卖制度。
因为专利竞争者将专利权获取时间推早到发明成功商业化之前，专利竞赛就类似于专利权拍卖。
竞争胜出者将以最少的租金向公众提供创新产品，或者说，胜出者愿意更早地向社会公众捐出发明。
达菲教授也承认，德姆塞茨的拍卖制度与专利制度存在3个不同之处：（1）专利制度创设的“拍卖”
仅仅在时间的过程（保护期限）中产生；（2）专利制度在专利保护期内并不限制其垄断权：（3）专
利制度规定排他性特许权的获得需要满足可专利性条件，而这需要对创新生产进行实质性的投资。
 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 Abramowicz）教授进而主张，通过拍卖专利，而不是（或辅助）将专利授予
最先作出发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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