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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讲话中倡导的万众创新，其一重要方面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需要申

请专利。在近几年的科技工作中，我们发现社会对“万众创新”有几种不正确的解读： 

一、科技主管部门对专利数量过度热心： 

2003 年以来，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将申请专利的数量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既给

予专利申请以大力资助，各项科技计划的申报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定也非有相当数量的

专利不可，以至于出现了专利大跃进式的井喷现象。2009 年全国专利申请量不足 100 万

件；2014 年已达到 236.1 万件，中国新专利申请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连续 4 年全球

第一，仅南通当年就申请 27692 件。 

但是，事实证明其中大多数的申请只是应付形式、拼凑数字，不是没有实用价值，

就是重复发明创造，不是保护范围狭小，就是诉讼即被无效。许多专利 3 年后即被权利

人主动放弃，因为申报项目的经费和资助金已拿到，没必要再养着没利用价值的东西了。 

科技主管部门对专利数量的过度热心，是不尊重科学规律的虚假创新，既牵扯了专

利审查人员和企业科技人员的大量精力，造成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又因涉及科技项目

资金的获取，易助长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而且挤占了有限的公共资源，使得真正有用

的专利产业化难度加大。 

二、高校对不能产业化的专利数字和形式主义的产学研过度偏爱： 

南通某大学 2010 年之前总共只有 100 多件专利，在地方科技部门组织的发明创新大

赛和资助政策号召下，2014 年已经超过 1300 件。南通一民办高校原来只有 20 多件专利

申请，也在某部门鼓动下承诺 2015 年拼凑 200 件新申请。高校由于太注重几乎不能产业

化的专利申请数据，以及形式主义成分居多商业价值颇高的产学研项目，教授们不能安

心教学和基础科研了。 

李克强曾经强调“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原始创新

的动力和活力”。高校如果因为搞形式主义以及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轻视基础学术

研究、科学发现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中国大学将仍然难以获得世界性的重大科研成果、

难以获得国际性的学术大奖。 

三、企业对技术秘密过于疏忽： 

企业在专利申请中，必然要将产品技术特征和图纸等技术秘密公开，这种对于技术

秘密的疏忽管理将给予竞争的同行很好的仿制和投机机会。然而由于目前国内对专利保

护的力度欠缺，技术公开了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还不如暂时保守秘密暂不申请专利。 

四、司法对专利保护过于冷漠： 

中国司法对于专利保护和侵权惩治的力度太小，2014 年南通仅对个别专利侵权企业

象征性地罚款数万元。有专利保护不了市场，侵权了惩罚力度也不大，导致国民对此普

遍丧失信心。因此，专利侵权需重罚、知识产权保护要重奖，要让法律真正能够保护专

利、保护创新，才能激发起优质而高昂的万众创新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