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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

――中国科学院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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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学院肩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职责使命，一贯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在分析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保

护与运用的制度规范和重要举措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模式特征。基于中国科

学院案例，从战略制度、专业安排、模式举措、管理流程等方面提出了对于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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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已经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

历史高度。2020 年 1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此后不久，《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

署名的文章《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

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1]。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把建

设一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

的“国家队”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2020年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 2021 年重点任务时，把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排在首位。近年来，从基

础研究到高新应用技术研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使命担当[2]。在现代经济中，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而言，知识产权是管理科技成果和实现职能定

政策与管理研究
Policy & Manage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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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重要工具。进入新发展阶段，更需要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深入学习掌握、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知识产权工作的要求，在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工作布

局、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开放合作中持续推进知识产

权的保护和利用。

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肩负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职责使命，一贯重视知识产权工作。

2021 年 1 月 8 日，中科院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科院院

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要求，“全院上下要深入学习领

会，提高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政治自觉，立足于

履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职责使命，明晰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的定位和目标”“要进一步健全工作体系，将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融入科技创新全链条和科研项目管理

全过程”[3]。

本文以中科院为例，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开展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

挖掘中科院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模式特征①，分析

中科院如何开展知识产权工作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通过对其引领和示范作用的研究总结出

可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

的建议。在我国推进关于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

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和改革举措的背

景下，本研究对于优化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知识产权

工作有一定意义。

1 制度建设

内部的成文制度规范是推动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

手段。本文以我国专利制度的正式实施为起点，根据

标志时间节点将中科院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划分

为 4 个阶段。

（ 1）中科院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起步阶段

（1985—1992 年）。中科院的知识产权工作伴随着中

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而开展。1984 年我国颁布《专

利法》并于 1985 年正式实施，1986 年中科院制定《中

国科学院专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指出中科院的专

利工作包括专利管理和专利服务两个方面，明确了这

两方面工作的责任机构和职责内容，规定了专利代理

人、专利费用、专利许可证贸易、专利纠纷调处等内

容。这一阶段还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中科院

办院方针的调整。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

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

幕，中科院将办院方针调整为“全院的主要科技力量

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

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中科院的知识产权工

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2）中科院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强化保护阶段

（1993—2006 年）。中科院在该阶段的知识产权工作

重点突出“保护”，1993 年发布《中国科学院保护

知识产权的规定》，对职务成果的条件、知识产权的

内容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规范。该

阶段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1998 年中科院开始实施

“知识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是中科院科技

创新跨越发展的先行开拓[4]，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为

其提供了重要支撑。

（3）中科院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体系完善阶段

（2007—2013 年）。中科院在该阶段的知识产权工作

进一步强调保护，同时突出运用，并不断完善管理体

系。2007 年，中科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我院知

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中科院知识产权工

作的指导思想是“鼓励创造，重视保护，加强转化，

创新管理”，提出了优化、完善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的激励机制的 5 个方面，以及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支撑

①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等；考虑到中科院主要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和开
发的性质，其知识产权产出主要是专利成果，因此主要对其专利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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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的 5 项举措，对中科院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 年，中科院发布《中国科

学院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对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关键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规

定。2012 年，中科院发布《中国科学院“十二五”知

识产权工作推进计划》，这是中科院的第一份系统的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确立了中科院在“十二五”期间

知识产权工作的总体目标、工作重点和主要举措，涉

及知识产权工作体系、知识产权人才、知识产权支撑

服务体系、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体系等内容。

（4）中科院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新阶段（2014

年至今）。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服务于中科院在新历

史时期的战略定位。2014 年，中科院制定《“率先行

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并于 2015 年对外发

布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三个面向”“四个率先”②。

“率先行动”成为中科院新时期改革、创新、发展的

行动纲领，也是中科院在新时期创造知识产权、运用

知识产权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行动纲领[5]。2014 年，中

科院还发布《中国科学院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奖励

办法（试行）》，对于提高专利的质量、提升知识产

权运用效益、提高发明人创新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2020 年，中科院发布《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

权管理办法》③，结合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对知

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进行了新的规范。

该阶段我国的经济、科技、法律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国家层面为中科院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提出了要

求，也创造了环境。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发展进入了

“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科技体制改

革不断深入，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科技进步不断

加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专利法》都得到

修正。

2 主要举措

制度规范为中科院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提供了

支撑和依据，而具体目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工作举

措。

2.1 健全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
目前，中科院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主要由科技促

进发展局下的知识产权管理处负责。中科院早期的知

识产权工作由计划局负责，1985 年就在计划局设立了

专利管理处负责全院专利管理工作，并先后成立了 15

个专利事务所[6]。1999 年，中科院所属专利事务所转

制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专利代理机构。2008 年，成立中

科院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履行对全院知识产权工作

的宏观领导职能；并在该委员会下设立中科院知识产

权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挂靠在计划财务局。

各个院属单位内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实践也是

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中科院院

属单位都设有知识产权管理人员，2019 年全院从事知识

产权相关工作的人员有 2297 人。截至 2019 年，有 60 家

院属单位已经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有 101 家院属单

位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中科院通过成立专业化机构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2009 年，中科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成立

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旨在通过知识产

权投资运营盘活存量知识产权、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以及通过知识产权全流程服务支持中科院所属机

构形成高价值知识产权。2016 年，中科院知识产权运

营管理中心揭牌，旨在加强对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的集

中管理和运营。

2.2 建立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和培养机制
中科院针对不同对象建立知识产权专业培训体

②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
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③ 院属单位是指中科院直属的研究所（院）、学校、中心、台、站等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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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008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暂

行办法》专门提出“建立知识产权培训工作体系”。

2009 年成立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主要开

展“两个层次，三种形式”的培训；“两个层次”分

别面向科研和管理人员、所局级领导干部，“三种形

式”包括集中普及型培训、集中提高型培训和普及针

对型培训。

中科院还创新性地建立“知识产权专员”制度。

该制度成为保障中科院院、所两级知识产权管理，以

及健全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机制的关键支撑[7]。“知

识产权专员”主要在项目立项论证、中期评估、验收

结题等环节发挥作用。2007 年《进一步加强我院知

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试点先行逐步建立

“知识产权专员”制度；2008 年首次开展“知识产权

专员”培训和执业资格考试；2009 年专门出台《中

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员执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截

至 2019 年，中科院共培养了 475 名院级“知识产权专

员”；除院级知识产权专员外，还有所级知识产权专

员（2019 年数量为 1 488 名）。

2.3 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流程规范
中科院不断推进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并在知识

产权管理标准化方面做出有益探索。2008 年《中国

科学院研究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暂行办法》提出“研究

机构应实行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必要时为

科研项目配备知识产权专员，负责科研项目立项、

执行、验收和后评估等环节的知识产权跟踪、策划工

作”；2012 年《中国科学院“十二五”知识产权工作

推进计划》提出“规范知识产权工作规程，将知识产

权管理融入单位科研、管理和转化工作的全过程”。

在中科院的各类知识产权培训过程中，也有意识的渗

透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的思路。全过程的知识产权管

理涉及科研项目的各个阶段，有利于促进高质量知识

产权产出和高效益知识产权运用。

中科院是我国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的重

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作为《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的起草单位之一，中科院积极推动院属单位参

与贯标。截至 2020 年底，有 33 家院属单位通过了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认证。《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标准的

实施有利于为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管理实践中提供对

标，引导科研机构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2.4 其他举措
（1）把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紧密结合。

“加强转化”是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思想，知

识产权的转化运用在中科院的知识产权制度规范中也

占据重要地位。中科院从建院初期就注重“院地合

作”，积极服务地方发展，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是与

地方合作的一个重要抓手。新时期，作为实施“率先

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中科院启动科技服务网络计

划（简称“STS 计划”），而知识产权运营与管理是

STS 计划的重要内涵之一，STS 计划实际上也对知识

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3]。2016 年，中科院印

发《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专门提出“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成

果管理体系”，并设立“中国科学院成果转化与知识

产权运营基金”；同年，中科院与科学技术部共同印

发《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指导意见》，明确了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简政

放权，其中也突出了知识产权的角色作用。近年来，

中科院为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组织了多次专利拍

卖活动——早在 2010 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就举

办了首次专利拍卖会；2016 年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

理中心成立后又多次举办大规模专利拍卖活动。知识

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对智力成果的保护，但其根源还是

促进成果的应用，因此把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工作结

合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自身作

用。

（2）完善知识产权激励奖励制度。《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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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院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从多个方面提出

了优化和完善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激励机制，包括

改革知识产权创造的激励办法、落实知识产权收益分

配政策、优化研究所评估评价体系等，旨在更好地调

动各方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知识产权，加快知识产权

转移转化。

（3）完善知识产权信息管理体系。中科院把知识

产权管理与科技管理结合，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

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同时，利用 ARP（中科院资源规

划）系统，建立覆盖全院的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系统。

依托国家科学图书馆，建立“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

网”（casip.ac.cn），提供知识产权数据检索和分析、

国内外知识产权动态信息等。还建立“中国科学院科

技产业网”（castt.ac.cn），进行专利推荐和供需对

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3 模式特征

3.1 紧跟时代发展和机构定位
中科院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创新力的重

要源泉，因此其定位必须考虑到服务公共利益和社

会经济的发展。基于这样的前提，中科院的自身定

位、办院方针、机构设置、研究重点都具有浓厚的时

代背景。相应的，中科院的知识产权工作也紧紧围绕

时代发展的需求和自身的机构定位开展，“紧密联系

并全力服务于中科院的战略环境、战略方针和战略目

标”[8]。当前，在我国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及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

产权转化运用是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任务。

3.2 院所两级相协同发力
中科院院主管部门和院属单位④两级机构通过协

同过程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院主管部门层面负

责制定全院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与工作计划，以及知识

产权工作的指导、协调、组织和管理。院属单位负责

本单位的知识产权策划和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包括技术秘密制度）和工作体系，（除

特殊情况外）享有承担国家、中科院项目产出的知识

产权，推动本单位知识产权的运用和转化实施，并向

中科院提交年度报告。为防止“知识产权沉睡”，促

进知识产权运用，2020 年《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

产权管理办法》专门规定“院属单位获得授权 3 年以

上无正当理由未转化实施的专利由院主管部门指定相

关机构开展评估与运营”，形成院、所两级之间的互

动。

3.3 “制度-机构-人才”要素融合
中科院通过制度规范、机构建设、人才培养打造

了多要素融合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制度规范是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成文依据，为院、所两级机构如何

开展知识产权工作提供了指引。机构建设是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的责任主体，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保障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的精准化开展。人才

培养有助于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过程中人的

主动性，提高支撑人员的业务能力、科研人员的知识

产权意识和领导干部的知识产权战略决策意识。中科

院通过打造“制度-机构-人才”各要素融合的知识产

权体系，进一步把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嵌套进该体系

中，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闭环。

3.4 与科技成果转化协同推进
中科院的大多数院属科研单位的研究领域都不是

完全的基础研究，亦即具有应用型研究的内容，体现

出比较明显的“巴斯德象限”特征[9]。这也意味着中

科院的科研产出具有通过商业化渠道进入市场的潜

力，甚至一些科研项目在立项之初就以商业化为导

向。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产出成为从研发投入

到经济社会效益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必须把对知识产

④ 中科院的院属单位以研究所为主，因此实践中一般把中科院院级层面和院属单位层面的知识产权工作称作“院所两级”
知识产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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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产出的保护和运用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紧密结合到

一起，才能更好地实现机构目标。中科院开展的“院

地合作”工作、STS 计划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专项行动”都是在这方面作出的探索与尝试。

4 成效、问题和建议

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知识产权工作

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不错的成绩，起

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当然，也还存在一定问

题[5,6]，需进一步“将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保护贯

穿在科技创新的全过程”[10]。

4.1 中科院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的主要成效
（1）在申请注册方面。2019 年，中科院共申请

专利 19 300 件，获得专利授权 10 853 件，并且主要

为发明专利；申请国际专利 1 286 件，其中 1 237 件

为P C 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表  1）。截

至 2019 年底，中科院共有有效专利 62 206 件，其中

发明专利52 291 件，实用新型专利 7 977 件，外观设

计专利 321 件，国际专利 1 617 件。从具体研究单位

来看，100 余家院属单位中有 52 家的专利申请量超

过 100 件，数量较多的有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等。

（2）在转化运用方面。中科院的知识产权转化运

用已经达到一定规模，这是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面向

国民经济主战场开展工作的重要体现。根据中国科技

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等[11]对 1 957 家科研院所开展的

调查，以转让、许可、作价入股方式转化的成果合同

额前 100 名中有 46 家为中科院所属机构，前 50 名中

有 30 家为中科院所属机构。2019 年中科院通过转让、

许可、作价入股 3 种方式共计实现合同金额 50.69 亿

元，其中转化 18.32 亿元、许可 13.39 亿元、作价入

股 19.29 亿元，对应的知识产权数量分别为 736 件、

334 件和 576 件；知识产权转化收入较高的院属单位主

要有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等。

4.2 中科院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存在的问题
中科院的知识产权工作不同于一般企业，在探索

和创新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固有条件的约束。基于其国

立科研机构的属性地位，中科院的科研项目承担、科

研人员管理、科研成果管理等都不同于市场化运作的

企业。从科研机构的一般意义来看，科研人员在知识

表 1    2019 年中科院专利概况
Table 1     Patent overview of CAS (2019)

申请量 授权量

合计 国内专利 国外专利 合计 国内专利 国外专利

专利* 19 300 18 014 1 286 10 853 10 476 386

发明 17 318 16 032 1 286 8 948 8 562 386

实用新型 1 926 1 926 1 851 1 851

外观设计 56 56 54 54

* 在中国的专利制度中，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3种类型；在国外的专利制度中，专利一般指发明专利；因
此，此处的“专利”数量在考虑国内情况时指3类专利数量之和，在仅考虑国外情况时仅指发明专利数量
资料来源：《2019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报告》
* Patent is classified as invention patent, utility patent and design patent in the patent system in China, while it generally means invention patent in the 
patent system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patent" indicator here indicates the sum of all the  three types of patent when considering domestic 
patent, and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 when considering only foreign patent
Source: Science & Development for Development Report of CA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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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从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角色来看，部分知识产权成果的诞生带有天

然的国家使命，与市场导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存

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具体来看，在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质量和知

识产权效益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经过多

年的努力，中科院体系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已经

形成广泛共识，对于知识产权“是什么”形成了一般

认识，但是对于“怎么布局”“怎么管理”“怎么

使用”的问题还待进一步解决。① 知识产权管理方

面，虽然在院级层面建立了培训体系和专门制度，但

是在研究所层面仍存在专业化人才队伍不足或缺失问

题。院属单位的知识产权运营管理部门全职人员数

量有限，设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院属单位数量不

足 1/2，尤其缺少能够对知识产权的质量、价值、风

险进行评估和鉴别的专业人员或团队，难以满足全院

多学科、多领域科技成果管理、转化的差异化需求。

② 知识产权质量和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方面，存在专利

质量不高、发明专利维持时间较短的问题，并且专利

质量问题是制约运用效益的重要因素。中科院的有效

专利维持时间主要集中在第 3—7 年，专利维持时间

分布相对集中于较短年限；失效专利的平均寿命大约

为 7.8 年，多数已失效发明专利是因为权利人未及时

缴纳年费所致。从实践来看，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科

院参与组织的专利拍卖会上有 15 件专利成交，但是平

均每件发明专利成交价格仅为 3.22 万元；尽管拍卖这

一创新举措起到了激活专利价值的作用，但是较低的

平均交易价格则揭示了专利质量不高的事实。

4.3 中科院案例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知识产权工
作的启示
（1）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总体战略和制度安排，同时也要进行专门的

战略设计和制度安排。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肩负国家使

命，而这样的国家使命贯穿在其研发活动开展和日常

运行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工作应当符合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自身定位。同时，不同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

不同的专注领域，而不同领域的知识产权也呈现不同

的特征，这就对差异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策略提

出了要求。总体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需要从全

局出发，既要服从总的机构发展方向，又要有符合知

识产权特性的专门制度作为引领。

（2）让专业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专业的工作，通过

专项活动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2019 年中科院的

知识产权使用费支出达到 27 293.2 万元。鉴于知识产

权工作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应由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

职人员负责，知识产权工作应当由行政管理转向专业

化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通过引进高水平专业人

才或者通过培训选拔培养内部专业人才，打造知识产

权职业团队。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工作的开展。

（3）综合运用多种举措、多种模式拓展的知识

产权运用途径。拥有知识产权不是最终目的，而是通

过知识产权的高效利用来创造和获取价值。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要综合运用多种举措、多种模式推动知识产

权运用。比如，借鉴中科院的“院地合作”和 STS 计

划，广泛开展对外合作，促进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产出

和高效益的知识产权运用；建立内部信息管理平台和

专门的知识产权平台支撑相关工作的开展；在知识产

权转化运用方面，综合运用拍卖、在线交易平台等渠

道，以及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多种模式。

（4）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流程，

护航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国家推荐标准《科研组织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为包括科研机构在内的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作提供了对标模

板，使知识产权管理活动实现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

化。可以借鉴《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把知

识产权工作落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日常经营管理工

作中，引导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立规范的现代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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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理体系，实现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提升知识

产权质量和效益。

（5）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工

作也要注意一些普遍性问题。包括：提高知识产权质

量，注重知识产权布局，防控知识产权风险，以及完

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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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undertakes the relevant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s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S&T) power, and has a history of emphasiz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work.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main measures of CAS in protecting and using IP, and summarizes the mode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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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S,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f protecting and using IP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 power in terms of strategy and institution,  

professional arrangement, models and measures, manage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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