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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专利申请量与 R&D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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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统计重庆市专利申请和 R&D 相关数据，在分析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运用 SPSS 软件对专利申请

量和 R&D 指标作相关性分析并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专利申请量与 R&D 支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企业应

继续加大 R&D 投入力度，尤其要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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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Application Amount and R&D Activity in Chongqing
Wan Lip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Chongqing   400000)

Abstract: By means of compiling statistics on correlative data of patent application and R&D in Chongqing,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analysis of its developmental tendency, and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patent 
application amount and R&D guide line with SPSS software. It finally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tent application amount and the expenditure of R&D, hence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D, particularly the enterprise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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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重庆市每 100 万常住人口的专利申

请量、每亿元 GDP 专利申请量、境外专利申请

量，都列西部第一。2008 年重庆专利授权量居

西部第二，列全国第 15 位 [1]。正是基于良好的

宏观形势，本文对专利产出量与 R&D 经费支出

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揭示问题，并得出有价值的

结论和启示。

1  专利申请总量
现选取专利申请量作为专利产出指标。这

是因为在创新投入产出分析中，专利申请数据体

现产出水平。国外经济学界也常采用专利申请而

不是专利授权来衡量技术创新 [2]，因为专利申请

比专利授权更能反映创新的真实水平，专利授权

受到政府专利机构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使专

利授权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增大而容易出现异常变

化 [3]。发明专利获得授权要经过实质审查，一般

需要 3 至 5 年的时间，即使是无需经实质审查的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也需要 6 个月以上的时

间才能获得授权，故专利授权量与 R&D 投入之

间存在严重的时滞问题。R&D 经费支出情况反映

了国家、地区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规模和效率，

对专利产出和科技创新水平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2000-2009 年期间，重庆市专利申请量呈逐

年上升状态，增长了近 9 倍，形成了以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发明专利为辅的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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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图 1)。从全国来看，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的绝对值及占申请总量的比例都较低，重大的科

技创新太少。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如发明专

利的产生本身就比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难，还有

可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实用新型与发明专利的关

系，一些技术水平高的发明创造也申请了实用新

型专利 [4]。发明专利所占比重偏低反映了重庆市

专利质量和技术创新水平低，因为，发明专利是

科技产出的重要指标，其科技含量高、研发投入

相对较多。

但是，1985 年至 2007 年期间，国外申请人

在我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占我国专利申请总量的

17.7%，发明专利的比重却高达 86.3%。原因可能

在于，我国专利制度保护的是发明、实用新型和

表 1  2000-2009 年重庆市专利申请量统计

年份 合计/件 年增率/% 发明/件 年增率/% 百分比/% 实用新型/件 百分比/% 外观设计/件 百分比/%

2000 1370 26.38 180 2.27 13.14 660 48.18 530 38.68

2001 1643 19.93 231 28.33 14.06 783 47.66 629 38.28

2002 3142 91.24 367 58.87 11.68 1421 45.23 1359 43.25

2003 4589 46.05 559 52.32 12.18 1842 40.14 2188 47.68

2004 5171 12.68 562 0.54 10.87 1910 36.94 2699 52.19

2005 6260 21.06 918 63.35 14.66 2412 38.53 2930 46.81

2006 6471 3.37 1208 31.59 18.67 2591 40.04 2672 41.29

2007 6715 3.77 1601 32.53 23.84 2838 42.26 2276 33.89

2008 8324 23.96 1997 24.73 23.99 3237 38.89 3090 37.12

2009 13482 61.97 3845 92.54 28.52 5503 40.82 4134 30.66

总计 54154 11057 20.42 21754 40.17 21348 39.42

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tjxx/。 

图 1  2000-2009 年重庆市专利申请量线性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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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而国外的专利法主要保护的是发明[5]，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往往通过商标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提供保护，或者与我国专利法对专利

类型的概念表述不同。除了国内外专利制度本身

的差别，专利质量的高低对比也是很明显的。另

外，从表 1 可知，申请总量虽逐年上升，但增长

率浮动较大，2002 年增长近 1 倍，而 2006 年只

增长 3.37%。从专利类型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所占比重比较稳定，保持在 40% 左右，发明专

利申请量在申请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反映

出重庆市专利申请的结构逐渐优化，发明专利申

请增长态势良好。

2009 年，全市专利申请量，无论是总量还

是增幅均创历史新高。全年申请专利达 13482
件， 同 比 增 长 61.97%， 增 幅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22.4%， 比 增 幅 排 名 第 二 的 安 徽 省 高 4.5 个

百分点。专利申请量在全国排名从 17 位上升到

16 位，居西部第三。其中，发明专利同比增长

92.54%，增幅居全国第一，远高于全市实用新型

专利（70.0%）和外观设计专利（33.7%），表明重

庆市专利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发展态势，地区技

术创新能力和内在竞争力不断增强。从 1985 年至

2007 年，重庆市专利申请总量在全国居第 18 位，

占全国总量的 1.35%。总量比重低客观反映了重

庆市知识产权事业基础薄弱，与其分发达省市的

差距较大，但强劲的发展势头是不容忽视的。

2 专利申请人的分布状况
专利申请人可分为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

职务发明又分为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机关团

体，非职务发明通常指个人发明。由于发明创造

条件和资金方面的限制，非职务发明专利的质量

和技术创新水平都低于职务发明创造，尤其是职

务发明中的企业发明专利集中反映了技术研发的

市场导向。从表 2 可知，非职务发明多年来呈逐

年增长趋势，但占总申请量的百分比略有下降；

职务发明总量呈上升态势，其中，企业的申请量

上升幅度最大，且占申请总量的百分比明显增

大。说明重庆市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技术

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预示着企业的竞争能力

和市场活力的提高。大专院校的申请数量和所占

比重稳步提高，说明大专院校科研成果的科技转

化能力不断提升，这顺应了“产、学、研一体化

发展”的科技政策。科研院所和机关团体的申请

量增长缓慢，所占比重也保持在低位水平。

3  R&D 投入
2008 年，全国 R&D 经费总支出为 4616 亿

元，R&D 经费投入超过 300 亿元的有 6 个省市，

全国 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1.54%。

表 2　2002-2009 年重庆市专利申请人分布状况

件　

年份 个人 百分比/% 高等院校 百分比/% 科研院所 百分比/% 工矿企业 百分比/% 机关团体 百分比/%

2002 1809 57.57 87 2.77 34 1.08 1182 37.62 30 0.95

2003 2119 46.18 194 4.23 31 0.68 2235 48.70 10 0.22

2004 2088 40.38 201 3.89 42 0.81 2821 54.55 19 0.37

2005 2468 39.42 388 6.20 64 1.02 3290 52.56 50 0.80

2006 2723 42.08 487 7.53 44 0.68 3165 48.91 52 0.80

2007 2704 40.27 606 9.02 103 1.53 3172 47.24 130 1.94

2008 3040 36.52 884 10.62 162 1.95 4098 49.23 140 1.68

2009 4855 36.01 1272 9.43 185 1.37 6886 51.08 284 2.11

总计 21806 40.27 4119 7.61 665 1.23 26849 49.58 715 1.32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tj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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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重庆市 2001-2009 年 R&D经费支出额及其投入强度

亿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R&D 10.0 12.6 17.4 23.7 32.0 36.9 47.0 60.2 85.1

R&D投入强度（%） 0.57 0.63 0.77 0.88 1.04 1.06 1.14 1.18 1.30

资料来源：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网 http://www.cqsts.org.cn/。

表 4   重庆市 2004-2007 年 R&D经费分配比例

%

机构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科研机构 8.0 7.5 5.9 6.3

高等院校 20.0 17.1 15.2 14.0

企    业 71.0 74.6 78.3 79.2

数据来源：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网 http://www.ctin.ac.cn/View.aspx?id=10829。

从表 3 可以看出，与全国 R&D 投入相比较，

虽然重庆市 R&D 经费支出总额偏少，R&D 支出

强度与全国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但 R&D 经费支

出额及 R&D 支出强度的增速很快，R&D 经费支

出 额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29.3%；2007 年、2008 年 经

费投入大幅度提高，2001-2009 年经费总额增长

了 7 倍，支出强度提高了 1 倍以上。R&D 经费是

R&D 活动顺利展开的重要资源，重庆市 R&D 经

费的快速增长是顺利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和稳步提

升专利产出的经济保障。

R&D 经费的分配情况见表 4。从表 4 可知，

重庆市企业执行经费比例逐年上升，而科研机构

和高等院校都分别呈下降趋势。其中，在 2007
年，企业执行经费比例占到了全部执行经费的近

4/5，这进一步凸显了企业在 R&D 活动中的主导

作用。由于企业处在生产经营的第一线，其研发

投入将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更容易转化为生产

力 [6]。换句话说，企业对 R&D 经费执行状况的

好坏直接决定着整个研发活动的运行情况。值得

注意的是，表 2 中显示高等院校的专利申请量自

2002 年至 2009 年增长了近 14 倍，年均增长率

达 50%，而表 4 所显示的高等院校经费比例却逐

年降低。究其原因，除了企业经费比例提高造成

的高校经费比例相对降低外，也与近些年高校科

研工作者及所在单位的评价机制有关，即发明人

或所在单位的专利授权量与职称评定、升职、科

研项目申请等关键事项密切相关，同时高校科研

工作者科研成果转化及积极申请专利权的意识日

益增强，故导致高等院校在 R&D 经费比例降低

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比较高的专利申请量。

4 专利申请量与 R&D 支出总额的   
相关性

通过统计 2001 年至 2009 年每年的专利申请

量和 R&D 支出额，形成 9 组数组，运用 SPSS 软

件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1）散点图分析

从散点图（图 2）可以看出，专利申请量基本

随着 R&D 经费的增加而增加，表面上存在着一

定的正线性关系，大致分布在一条单调上升的直

线周围。除了坐标点（85.1,3482），其他散点的距

离分布均匀，原因是 2009 年专利申请量年增约

62%，在年增长率和增量方面创历史最高，而相

应的 R&D 经费与往年相比增幅稳定，但该点仍

处在散点图所形成的趋势直线上。在此基础上，

对两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并构建线性回归方程。

 （2）相关性分析

对 专 利 申 请 量 和 R&D 经 费 进 行 相 关 性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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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 5），可以看出，按双侧检验，在检验水

平 0.01 上两者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73，接

近 1，具有高度直线相关关系。对相关系数进行

检验得出相关性显著，因为 p- 值（0.000）小于

0.01[7]。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不仅印证了散点图

的直线分布趋势，也证明了重庆市专利申请量与

R&D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

（3）构建回归模型及模型系数表分析

从 表 6 可 知，R2 为 0.948， 表 示 R&D 支

出额解释了专利申请量的总变异性的 94.8%；

调整后的 R2 为 0.940，该值能够更好的对总体

值 作 估 计。 估 计 标 准 误 差 为 811.399， 表 明 用

R&D 支出额预测专利申请量，回归方程在预测

专利申请量时平均偏离大约 811.399 点。

（4）构建回归方程

表 7 显示的回归模型中的常量为 1510.028，

直线斜率为 131.150，得出回归方程：Y 专利申请量 = 
131.150X R&D 经费额（亿元）+ 1510.028。这是基于 9 组

数据得出的回归方程，对给定的 R&D 支出额，

可以得到一个专利申请量预测值，R 值越高，预

测值越接近真实值。可以预计，当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重庆市 R&D 经费每投入 1 亿元，专

利申请量就增加大约 131 项。回归方程的构建将

专利申请量与 R&D 之间的关系公式化，不但从

定量的角度更加精确地说明了两者的相关关系，

还为今后的预测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5）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表 7 给出 R&D 支出额检验的 t 值 =11.262，

根据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α(0.01) 和自由度 (7)，
查 t 分布表找到相应的临界值 tα/2=3.4995[8], 因为

| t |>tα/2，表明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它

的值可以作为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的

表 5　专利申请量与研发经费支出相关分析

专利申请量 研发支出额

专利申请量

皮尔逊相关系数     1 .973**

双侧检验值       .000

样本量     9       9

研发支出额

皮尔逊相关系数 .973** 1

双侧检验值 .000

样本量      9 9

注：*.按双侧检验在0.01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图 2　2001-2009 年重庆市专利申请量与R&D支出散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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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也表明两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极为显

著，建立的回归方程有效 [9]。检验 Y 轴截距是否

显著不等于 0 时，由于检验中 p- 值（0.019）大

于 0.01，值 1510.028 不显著不为 0。在 APA 格

式的结果表达中，β 值为 0.973，t (7)=11.262，

解释了专利申请量的变异性的 94.8%。

综 上 所 述， 重 庆 市 R&D 支 出 与 专 利 申 请

量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专利申请量随着 R&D 经

费的增加而增加。为了提高专利申请量，加大

R&D 经费的投入额度是一条非常有用的捷径，

具有直接的刺激效果。

5  专利申请量与 R&D 经费的偏相

关分析
偏相关分析就是在多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变

量之间的复杂相关关系。偏相关分析排除了简单

相关系数的夸大成分，更符合实际，通过系数比

较，定量分析出哪种投入对于专利申请量的影响

更大。R&D 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通过偏

相关分析，揭示 R&D 经费主要的投入主体对专

利申请量的影响程度。

运用 SPSS 软件，分别对企业 R&D 经费、政

府 R&D 经费与专利申请量作相关、偏相关分析，

并计算相关系数。

（1） 企业 R&D 经费投入与专利申请量的相

关系数为 0.963，剔除企业 R&D 经费的影响，

专利申请量与 R&D 经费投入的相关系数变为负

数；政府 R&D 经费投入与专利申请量的相关系

数为 0.902，剔除政府 R&D 经费的影响，专利

申请量与 R&D 经费投入的相关系数为 0.779。

企业 R&D 经费、政府 R&D 经费分别与专利申

请量构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前者相关系数略高于

后者。

（2） 剔 除 企 业 R&D 经 费 后， 偏 相 关 系 数

为 负 值； 剔 除 政 府 R&D 经 费 后， 偏 相 关 系 数

（0.779）较相关系数（0.902）虽有所下降，但依

然构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是 R&D 经费

的投入主体，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非常显著，

剔除企业 R&D 经费后，专利申请量与 R&D 支

出从显著正相关关系变为不相关，而剔除政府

R&D 经费则构不成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在科技投入中的地位，

即政府不是 R&D 经费投入的主体，侧重于引导

性的创新投入 [10]，政府在决定国家科技资源分配

中起重大作用，决定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 [11]；

企业在 R&D 支出中发挥主导作用，但离不开政

府的合理引导和持续支持。

6  结论和启示
重庆市专利申请量与 R&D 支出额的显著正

相关关系，再一次验证了研发投入对专利产出的

刺激作用。因此，政府应继续加大 R&D 经费投

表 7　回归系数表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值 检验值

B 标准误差 β 值

1
常量 1510.028 499.876 3.021 .019

研发支出额 131.150 11.645      .973 11.262 .000

注：a. Dependent Variable: 专利申请量。

表 6　模型概要

模型 多元相关系数（R） R值的平方（R2） 调整后的R值 估计标准误差

1   .973a .948  .940     811.39859

注：a. Predictors: (Constant), 研发支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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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提高 R&D 经费强度，把握好经济增长、科

技投入以及专利产出效率三者的正向关系，形成

良好的科技创新发展机制。

（1） 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产权意识，改进创

新环境。专利制度最根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

发明人的各种利益，从而鼓励和强化发明创造的

欲望。企业、个人的创新活动离不开其所处的社

会环境，只有加强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基

础，加强知识产权有关知识和法律法规的普及，

同时加大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力

度，才能持续性的保障重庆市社会整体的科技创

新活动良性发展。

（2） 继续鼓励科技创新主体积极进行专利申

请，不但关注申请数量的增加，更要重视质量的

改进。重庆市要加快提高发明专利所占申请比

重、高新技术产业领域（G 类、H 类）申请数量

以及以企业为申请人的职务发明数量。

（3） 企业是专利开发的主体，而政府部门的

作用则体现在对企业的支持、引导和外部环境的

创造方面。重庆市政府应采取有效的调控政策，

加大企业 R&D 投入的力度，为企业 R&D 活动

的顺利开展提供更好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形

成以企业为主导、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及大专院

校积极参与配合的专利产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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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对产品进行改进，

改进后的产品就由原产品成熟期后期重新进入了

成长期乃至形成期，如图 1 所示，企业产品开始

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曲线由 PL1 移

到PL2）。这一时期，企业会继续对产品进行研发，

在这一过程中，产品研发出现的问题 Q(t) 仍然是

不断增多， 因此 R&D 资金的投入也会随着产品进

入新的生命周期，而出现又一个新的增长的投入

期 (R&D 资金投入曲线由 βI(t)1 移到 βI(t)2)，直至

产品的最后衰退或者有可能的下一个生命周期。

3 结语
对企业而言，生命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产

品，一是资金。好产品离不开产品 R&D，而产品

R&D 离不开合理的资金配置。企业在产品 R&D
中，必须要让 R&D 活动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

期，而对 R&D 资金的管理、配置，在这个过程

中至关重要。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企业 R&D 资

金配置时序分布模式可以为企业在 R&D 决策中

合理、适时配置 R&D 资金提供参考，企业可以

按照 R&D 资金 I(t) 这一函数的变化，定性定量的

确定企业在不同产品生命周期内 R&D 资金的配

置数额，为企业 R&D 资金的预算、筹资、投入

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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