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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利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产出形式，其转移转化对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专利许可数

据，从多个角度对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转移状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呈现先升后降

的趋势；专利许可类型以独占许可为主，但是最近两年独占许可的数量迅速下跌，其他许可类型则没有非常明显的变

化，这种数量变化或许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改变密切相关。另外，研究还发现生物医药领域技术产业化速度大

多数都在6年之内；技术转移的供需双方一直比较均衡；技术转移的供应方主要是高校及科研院所，需求方则主要是企

业；技术转移主体的地理位置主要位于中国东部地区，江苏省位居第一位。

关键词：专利许可；生物医药；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地理分布

中图分类号：G3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9.01.010

Studying Technology Transfer of Biomedical Field Based on Patent Licens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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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ransfer of pat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ine in China from various dimensions based on patent license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patent 
license of biomedicine field in China has shown a trend of ri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Exclusive licen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ype of patent license, but the number of exclusive license has rapidly declin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while other license types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is quantitative change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policy changes of high-tech corporate certification.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speed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biomedical technology is mostly within six years. The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ine have always been relatively balanced. The suppli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re mainl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while the demanders are mainly enterprise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subjects are mainly located in eastern China, and Jiangsu 
Province rank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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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生物医药技术是生物技术的前沿、研究开发

的热点，也是整个医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技术推

动力。2016 年颁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都强调，

要发展先进有效、安全便捷的健康技术，应对重

大疾病和人口老龄化挑战；要发展先进高效生物

技术，以生物技术创新带动生命健康、生物制造

等创新发展 [1]。对于生物医药领域而言，拥有一

种新药专利往往就垄断一个市场，专利的开发和

有效利用成为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2]。专利

是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内容，凝聚了大量的知识

和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应对激烈竞争的

重要资源。目前，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迅速，

但是专利技术转化率却很低。截至 2013 年，我

国的专利转化率仅为 10％甚至更低 [3]。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产

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企业及科研院所对相关技术

领域的专利技术转移状况不甚了解，供需双方无

法有效对接。

相关研究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我国申请

了大量生物医药技术的专利，占领中国生物医药

市场的意图很明显 [4]；全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生

物医药技术研发能力较好，而对于企业，除了个

别龙头企业外，大多数企业的研发能力不足，申

请专利较少 [4]，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也很少，尚未

形成稳定的专利技术合作和共享网络 [5]。

专利许可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形式之一。专

利许可是以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方式许可被

许可方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其专利，并支付使用费

的一种许可贸易。当前在对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利

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专利文献本身所包

含的内容进行的，没有考虑专利申请后所发生的

状态变化，从而忽视了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实施状

况。本研究则拟从专利许可数据对我国生物医药

领域的技术转移状况进行分析。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我国《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办法》规定，

专利权人与他人签订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内办理备案手

续。许可合同相关题录信息体现在专利数据的法

律状态中，但是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站只能

查询单个专利的许可信息，并没有提供对专利许

可数据进行批量查询和下载的接口。本文所采用

的专利许可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自建的《中国专利许可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

了专利许可的相关信息，可以进行检索和导出。

为了获取生物医药专利许可数据，首先需

要构建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利检索规则。生物医药

技术属于跨学科、跨领域的技术，目前对于生物

医药技术所涉及的专利范围及检索规则尚未完全

达成共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2008 年发布了生物技术的 IPC分类对照表，可以

在其中挑选涉及生物医药的 IPC分类号码 [6]。另

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联合编

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提及了生物医药

相关 IPC分类号 [7]。湖南省知识产权局于 2012 年

出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检索手册》给出了

生物产业对应的 IPC分类号及相关关键词，其中

包含生物产业多个子类别 [8]。从上述资料的整理

归纳得到生物医药技术对应的专利 IPC分类号码，

如表 1 所示。

基于生物医药技术的 IPC分类号码，在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自建的《中国专利许可数据

库》中进行检索，发现 2008 年之前的我国生物

医药专利许可数据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因此

本研究将检索的时间范围限定为 2008 年到 2017
年，以专利许可登记日期作为时间范围的依据。

同时，也发现在所检索到的专利中包含少量不属

于生物医药技术的专利，将这些噪音数据进行人

工排除。排除后得到 2008-2017 年我国生物医药

技术专利许可数据 1788 条。其中，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备案类型有“生效”“变更”“注销”3 种。

本研究将对“生效”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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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相关数据有 1608 条，现从以下 3 个方

面进行分析。

1.1 技术产业化速度

专利申请和授权不一定直接进入实施阶段，

技术创新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

隔，这种时间间隔代表了技术产业化的速度。专

利技术的实施需要相关技术、设备、资金、人员

等方面的条件配合，因此专利技术的创造者和拥

有者未必是技术产业化的实施者。专利自申请后

便可以被许可，只有专利技术的预期收益大于专

利许可费用时，专利许可才可能发生 [9]。因此，

专利从申请到许可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专利技术

所包含的价值被识别和挖掘的过程。那么相应

地，技术产业化速度既反映了产业界对新技术的

反应速度，也反映了专利技术潜在的市场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件专利可以被许可多

次，技术产业化速度应该是该专利从申请到第一

次被许可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在进行计算时，

应该以专利首次被许可登记的时间为准，而不

能将同一专利的多次许可重复统计计算。在本研

究中，技术产业化速度以年为单位，用公式表示

为：

技术产业化速度=（专利首次许可登记时

间-专利申请时间）/365
对技术产业化速度可以进行数据分组。数据

分组是根据分析目的将数值型数据进行等距或非

等距分组，这个过程也称为数据离散化，可以反

映数据的分布状况。如果把自变量和目标变量联

系起来考察，切分点是导致目标变量出现明显变

化的折点，则是最优离散化。

1.2 专利许可类型

我国《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并

没有规定专利许可实施的具体类型，但是在《专

利审查指南》中提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生效

公布的项目包括了许可种类（独占、排他、普

通），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在《技术合同司法解释》

中也是列举了这 3 种许可类型。因此，虽然从学

术理论上来说专利许可除了这 3 种类型之外，还

有交叉实施许可、分许可等许可类型，但是目前

检索得到的专利许可数据中仅包含独占、排他、

普通 3 种类型。本研究将对这 3 种专利许可实施

类型进行分析。

（1）独占实施许可。独占实施许可是指在许

可规定的范围内，只有被许可人有权实施专利，

专利权人和其他人均不能实施该专利。

（2）排他实施许可。排他实施许可是指在许

可规定的范围内，只有被许可人和专利权人有权

实施专利，其他人均不能实施该专利，专利权人

也不得再许可其他人在该范围内实施该专利。

（3）普通实施许可。普通实施许可是指在

许可规定的范围内，只有被许可人和专利权人有

权实施专利，其他未经许可的人均不能实施该专

利，但专利权人还可以再许可其他人在该范围内

实施该专利。

这 3 种专利实施许可类型是法律所认可的类

型，并且其各自的权利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

对专利许可状况进行分析时，需要对专利实施许

可类型进行分析。

1.3 专利许可主体的地理位置

专利许可涉及技术许可方和被许可方， 二者

通过技术交易关系实现技术知识的转移。其中，

技术许可方为让与人，被许可方则为受让人。让

与人和受让人成为专利许可的主体。技术创新能

力不仅包含了技术产出能力，也包含了将科技成

果进行转化实施的技术转移能力，而且技术转移

往往比技术产出更加令人瞩目，因为专利许可代

表 1 生物医药专利 IPC分类号对应表

技术领域 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生物医药

A01H1/00, A01H4/00, A61K38/00, A61K39/00, A61K48/00, C07G11/00, C07G13/00, C07G15/00, C07K4/00, 
C07K14/00, C07K16/00, C07K17/00, C07K19/00, C12M, C12N, C12P, C12Q, C12R1/00, G01N27/327, G01N33/00, 
(C12N OR C07K) AND A61P, G01N 33/15 or G01N 33/48 or G01N 33/49 or G01N 33/5 or G01N 33/6 or G01N 33/7 
or G01N 33/8 or G01N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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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实现，也代表了技术真正

的产业化应用 [10]。因此，研究专利许可受让双方

的地理位置的分布规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我国

技术创新的现状，把握区域间专利技术实施转化

的动向。

专利许可让与人的地理位置一般代表了技术

创新的产出位置或者新技术当前所在的位置，而

专利许可受让人的地理位置则代表了将该技术进

行产业化实施的位置。专利许可让与人是发生技

术许可关系时的专利所有者，可能是专利申请

人，也可能是当前专利权人，这与专利是否发生

过权属转移相关。如果让与人是专利申请人，则

在专利申请文献中有申请人地址信息，可以从中

进行提取。如果让与人不是专利申请人，说明专

利权曾发生过转让，可以在专利法律状态中获取

变更后的专利权人地址。专利许可受让人如果是

学研机构、企业和医疗机构，可以利用专利搜索

引擎、公司主页、工商注册信息等确定其地理位

置。专利许可受让人如果是个人，可以根据相关

专利中的合作关系、权属转移关系以及个人与公

司之间的隶属关系等来综合判定其地理位置。本

研究从让与人和受让人的地理位置中确定其所属

国家，我国的则细分到省份。通过研究许可主体

的地理位置，可以发现科技成果转化及知识流动

的空间转移状况。

2 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发展趋势

按照专利许可备案登记的日期，对生物医

药专利的逐年许可频次进行统计分析，如图 1 所

示。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

年度发展趋势为先升后降的趋势。2008-2014 年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其中偶尔有个别年份专

利许可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在

2014 年达到顶峰，2014 年有 261 次专利许可，

但是从 2015 年开始，在专利许可数量大幅下降，

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7 年只有 57 次专利许

可。从许可专利的类型来看，在许可的专利中发

明专利最多，实用新型专利其次，PCT发明专利

最少，不同类型的专利许可频次变化与总趋势基

本一致。其中，PCT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英文缩写。PCT发明专利

是一种国际专利申请，是发明专利中的一种特殊

类型，往往代表了更高的专利质量和更强的市场

应用能力，因此在研究中将其进行单独统计。需

图 1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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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明显

减少，2017 年许可专利类型只有一般发明专利和

PCT发明专利，没有实用新型专利。通常认为，

发明专利比实用新型专利的质量更高。该现象说

明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的质量在逐步提升。

为了了解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发展趋势是否与

领域本身的发展有不同之处，我们将各年度生物

医药专利许可数据与数据库中所有发明和实用新

型专利许可总体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如图 2 所

示。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生物医药的专利许可

发展趋势与总体专利许可发展趋势是相同的，都

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这说明最近几年生物医

药专利许可数量的迅速下降与该技术领域无关，

而是与整体环境的影响因素相关。

3 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的类型

对生物医药的专利许可类型进行分析，结果

如图 3 所示。从图 3 中可以看到，我国生物医药

领域的专利许可以独占许可为主，有 78%的专利

许可都是独占许可，然后是普通许可，有 16%的

专利许可是普通许可，剩下 6%的专利许可是排

他许可。

为了了解专利许可类型发展变化的趋势，将

专利许可类型按照专利许可备案登记的年份进行

逐年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4 中可以

看到，2014 年之前均是以独占许可为主，远远超

过了其他两种类型。但是从 2015 年开始，独占

许可频次迅速下降。从 2016 年开始，独占许可

的频次已经低于普通许可。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最近两年我国专

利许可总数及生物医药专利许可数量在迅速下降

（图 2），那么在整体下降的前提下，为什么 3 种

类型不是都下降，而是独占许可迅速下跌，另外

两种则没有明显变化呢？经过查找相关资料，发

现这或许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政策变化有

关。2008 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

条指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须同时满足条件的第一

条为“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

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

并购等方式，或通过 5 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

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该政策解读为“拥有 5 年以上的专利独

占实施许可权，视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当事人

可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作为该自主知识

图 2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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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凭证，将其作为参评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

之一”。因此，企业愿意以独占实施许可的方式

获得许可专利，并在专利管理部门对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备案。2016 年修订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对认定条件中的知识产权部分进行

了修改，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企业通过自主研

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

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

权的所有权”。由此可见，独占实施许可不再作

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条件。这或许是导致专利

许可数量及独占实施许可数量断崖式下跌的重要

原因。

4 生物医药领域技术产业化速度

在计算技术产业化速度之前，首先对数据进

行处理。如果一件专利被许可多次，仅保留其第

一次被许可的相关信息，处理后的数据为 1509
条。根据技术产业化速度的计算公式，得到我国

生物医药专利的技术产业化速度。其中，技术产

业化速度最高为 18 年，最低为一个多月，平均

值为 4.6 年。对其进行数据分组，结果如表 2 所

示。从表 2 中可以看到，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利许

可有一半都是在提交申请后 3 ～ 6 年发生的，3
年之内发生许可的频次达到了 27.5%，也就是说

近 80%的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都是在申请后 6
年内发生的。另外，还有 17.3%的专利许可是在

申请后 6 ～ 10 年之内发生。10 年后才发生许可

的专利数量很少，仅占 5%。

为了了解我国生物医药技术不同类型专利的

产业化速度分布的差异，采用最优离散化算法，

图 4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类型年度变化趋势分析

图 3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与总体专利许可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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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技术产业化速度划分成了 3 个区间，如表 3 所

示。从表 3 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医药领域，发明

专利的技术产业化速度通常出现在专利申请后 6
年之内，以 4 年内最多；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产

业化速度通常出现在专利申请后 4 年之内；PCT
发明专利则与前面两种类型不同，其技术产业化

速度以 6 年后最多。由此可见，PCT发明专利的

技术产业化速度明显要比一般发明专利的产业化

速度更慢一些。

5 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的主体

专利许可主体包括让与人及受让人，对生

物医药领域 2008—2017 年专利许可主体进行分

析，发现该领域的专利让与人共有 847 个，专利

受让人共有 1037 个。将各年度专利让与人及受

让人的数量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可以了解两者的

年度趋势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从图 5 中可以

看到，各年度让与人数量与受让人数量相差不

表 3 我国生物医药不同类型专利的技术产业化速度分布差异

技术产业化速度（S）/年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件 实用新型专利 /件 PCT发明专利 /件 总和 /件

S≤ 3.934 528 150 10 688

3.934<S≤ 5.923 441 22 13 476

5.923<S 290 7 48 345

总和 1259 179 71 1509

图 5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主体年度变化趋势分析

表 2 我国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化速度分布状况

技术产业化速度（S）/年 专利许可频次 /次 所占比例 /%

S≤ 3 415 27.5

3 ＜S≤ 6 758 50.2

6 ＜S≤ 10 262 17.3

10 ≤S 7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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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本处于持平状态，其年度发展趋势也是相

同的。这说明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转移的供

需双方一直比较均衡。

一件专利许可可以有多个让与人和多个受让

人。对于多个让与人或受让人的专利许可行为，

对许可主体进行拆分，按照专利许可频次进行

统计，共有 1789 次专利许可。对让与人和受让

人按照专利许可频次的大小进行排序，得到我国

生物医药领域的主要让与人及受让人，如表 4 所

示。从表 4 中可以看到，主要的专利让与人为江

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及浙江大学等；主要的专

利受让人为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牛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裕隆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从受让主体的类型来看，排名前十

位的专利让与人主要是大学及研究所，而排名前

十位的专利受让人全都是企业。这说明我国生物

医药技术转移的供应方主要是高校及科研院所，

而需求方则主要是企业。从专利许可频次来看，

排名前十位的让与人共许可专利 260 次，排名前

十位的受让人共接受许可 171 次。由此可见，生

物医药领域技术转移的供应方比需求方相对更集

中一些。

为了了解专利许可主体的地理分布状况，对

让与人和受让人的国家及国内省份进行分析。让

与人分析结果显示，有 1710 次专利许可来自于

中国让与人，有 79 次专利许可来自于国外让与

人。国外让与人的国家主要有美国（20 次）、瑞

士（19 次）、日本（7 次）等。对我国让与人进

行深入分析，得到专利让与人在国内的地理分布

状况，排名前十位的省份如图 6 所示。从图 6 中

可以看到，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行为的让与

人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排名前五位的让与人

省份为江苏、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共有

1031 次专利许可行为，占国内专利许可让与频次

（1710 次）的 60%。其余专利许可频次较高的还

有山东、河南、福建、湖北、天津等省份，中西

部地区的专利许可频次较少，可见专利许可让与

人的分布比较集中。

为了了解专利许可受让人的地理分布状况，

对受让人的国家省份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有 1749 次专利许可来自于中国受让人，有 40 次

专利许可来自于国外受让人。国外受让人主要有

瑞士（26 次）、美国（4 次）、英国（4 次）等。

对中国受让人进行深入分析，得到专利受让人在

国内的地理分布状况，排名前十位的省份如图 7
所示。从图 7 中可以看到，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

可行为的受让人也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排名前

五位的受让人省份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和

浙江，共有 994 次专利许可行为，占国内专利许

可受让频次（1749 次）的 56.8%。其余专利许可

频次较高的还有山东、福建、湖北、河南、安徽

等省份，中西部地区的专利许可受让频次较少，

表 4 我国生物医药领域主要专利让与人和受让人

排名
让与人 受让人

名称 专利许可频次 /次 名称 专利许可频次 /次

1 江南大学 65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

2 南京农业大学 36 北京牛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19

3 浙江大学 24 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

4 华东理工大学 21 德勒尼克斯治疗股份公司 17

5 穆海东 18 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16

6 艾斯巴技术-诺华有限责任公司 17 军事医学科学院华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中心 14

7 华南理工大学 17 深圳华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13

8 河南农业大学禽病研究所 16 兰州民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

9 天津科技大学 16 深圳博大博聚科技有限公司 12

10 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四川迈克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12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野战输血研究所
15 盐城拜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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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专利许可受让人分布和让与人分布类似，都

是集中在东部地区。

6 结论

专利许可是技术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本研

究根据专利许可数据，从总体趋势、技术产业化

速度、专利许可受让主体、许可主体的年度变化

状况以及地理分布等，对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技

术转移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生物医药领域专利许可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这与总体专利许可发展趋势是相同的。从

专利类型来看，生物医药领域发生许可的专利主

要是发明专利。从许可类型来看，生物医药领域

的专利许可以独占许可为主，但是最近两年在许

图 6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让与人地理分布

图 7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受让人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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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数量迅速下降的前提下，普通许可的数量却在

上升。这或许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政策变

化有关。当政策带来的影响因素消失后，完全基

于市场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许可行为或许才更加真

实地反映了技术转移的状况。

（2）从技术产业化速度来看，我国生物医药

领域的技术产业化速度平均值为 4.6 年。有 50%
的专利是在申请后 3 ～ 6 年发生许可，接近 30%
的专利是在申请后 3 年内发生许可。从专利类型

来看，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产业化速度比发明专

利快，PCT发明专利的技术产业化速度比一般发

明专利慢。

（3）从专利许可主体（让与人及受让人）各

年度的数量来看，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转移

的供需双方一直比较均衡。从许可主体的类型来

看，技术转移的供应方主要是高校及科研院所，

而需求方则主要是企业。从许可主体的地理分布

来看，技术转移的供应方和需求方都集中在东部

地区，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少。这个结论也与我国

专利许可的整体地理位置分布状况 [9]相符合，说

明技术转移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倾向。

专利文献的非专利引文表明，生物医药的技

术研发对基础研究的依赖性比较高，而且呈不断

加强的趋势 [11]。因此，提升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的

技术研发能力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企业又迫切

需要占据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考虑通

过技术转移的形式将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推向

企业。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我国的生

物医药专利许可数量还比较少，而且技术产业化

时间也比较长，地域倾向明显，还需要相关的政

策或者管理制度来进行引导。从技术转移的供应

方，即科研院所和高校来看，需要制定相关创新

激励政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分配激励

机制。从技术转移的需求方，即企业来看，需要

加强产学研合作，以企业的实际需求来引导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方向，提升专利质量。另

外，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不可替代的地位

与作用，比如在科研项目的申请上，实行科研项

目分类管理和差别化支持，对产业技术研发突出

企业主体和市场评价导向；在引导企业研发方

面，可以运用财政补助机制，引导企业建立研发

准备金制度，从而使企业有计划、可持续地增加

研发投入；在地域交流方面，可以跨区域举办技

术市场交易会、科技成果推广对接会等，促进科

技成果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化实施。除此

之外，还需要提升我国技术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

能力，使其真正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中介，

从而推动专利许可的转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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