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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交易已经成为当前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专有技术是无形

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专有技术的价值评估是其进行转让、质押、融资等的重要前提条

件。本文基于修正收益现值法对专有技术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其评估结果为专有

技术的转让、质押、融资等提供重要参考。本文用收益现值法对待评估专有技术价值初值

进行评估；然后通过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然后确定评语集权重，再建立单因素

模糊评价矩阵，最后确定纠偏系数，对初始评估结果进行修正。通过研究，本文提出一套

专有价值评估方法与流程体系，并进行实证研究，验证评估方法的合理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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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保证，而技术交易已经成为当前技术成果转移转

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据统计，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

额超过 1万亿元。专有技术是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称非专利技术、技术秘密、技术诀窍(Know- How)，

是指未经公开、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巧。专有技术与

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相比具有技术实用性、不为公众

所知、具有商业价值、自我保密性、可转让性等特点。因

此，对专有技术的价值评估是其进行转让、质押、融资等

的重要前提条件。

目前，对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基本上沿用了有形

资产评估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1-6]。市场法[7]

主要以现行价格作为价格标准，通过市场调查，选择几

个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相似的已交易同类资产作为参

*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计划项目（18ZC1LA017）：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与支柱产业商业生态系统耦合优化策略研

究，负责人：郑玉荣；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基金项目（Y7AJ012004）：专有技术价值评估中的几个关键

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研究，负责人：靳军宝。

** 靳军宝，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馆员，研究方向：产业情报研究、知识产权分析；郑

玉荣，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馆员，研究方向：产业竞争情报；白光祖，博士，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

报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产业竞争情报。通讯作者：吴新年，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研究

员，研究方向：情报理论与方法、产业情报分析、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曲建升，博士，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环境科学情报研究、气候政策研究。

977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core.ac.uk/display/222802636?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知识产权战略

科技促进发展 ★ 2018年 第14卷 第10期

照物，将被评估资产与它们进行差异比较，并且在必要

时进行适当的价格调整。市场法是一种简单直接的资

产评估方法，但它对市场的成熟度具有较高的要求，因

此在实际操作中寻找相关交易案例非常困难。成本法[8]

是以重新建造或购置与被评估资产具有相同用途和功

效的资产现时需要的成本作为计价标准。成本法在评

估技术价值时，过分依赖于历史成本，因此不能客观反

映技术的预期收益。收益法[9-10]主要根据一项技术带来

的预期收益来评估其价值，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评估

方法。例如杨云[11]等利用成本收益法对某激光器系列产

品生产技术进行了评估，陈久梅[12]研究了在专有技术集

中评估中的应用，张小红[13]等对专有技术等智力资本价

值评估过程中的分成率进行了研究。李辉[14]综述了专有

技术的收益法评估研究现状。收益法理论完全是基于

无形资产本身的特殊性而产生的。但是这一方法由于

存在折现率、预期收益等与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直接相

关的因素而变得复杂。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提前用修正收益现值法对专有技术进行评估，以期避免

用收益法评估带来的缺陷。

二、专有技术价值评估方法与流程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基础[15-16]，提出基于修正收益现

值法的专有技术价值评估方法与评估流程（图1）。具体

评估流程为：（1）用收益现值法对待评估专有技术价值

初值进行评估；（2）由于收益现值法折现率、预期收益等

与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直接相关的因素而变得复杂，故

用纠偏系数对价值评估初值进行纠偏。在确定纠偏系

数前先构建技术评估指标体系及确定各层级指标权重，

然后确定评语集权重，再建立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最

后确定纠偏系数。若对一项技术进行分值评估，则可按

最终分值=评语集×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指标体系权重

进行计算评估。具体评估过程为：

1. 收益现值法确定价值初值

收益现值法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采用收益现

值法对专有技术进行评估分析时，将资本和技术在经济

寿命期内产生的年净收益和期末资产余值按一定的折

现率折成现值，该现值即为在此收益率下资本和技术的

总价值，总价值乘以技术分成率即为专有技术的价值。

其计算公式为：

Eo = θæ
è
çç

ö

ø
÷÷∑

i = 1

n pi

( )1 + r i （1）

式中：Eo 为专有技术价值评估初值，θ 为评估技术

分成率，pi 为评估技术第 i年产生的预期收益，r 为折现

率，n为评估技术的收益预期年限。

2. 纠偏系数确定

（1）构建技术评估指标体系

综合考虑专有技术本身技术成熟程度、内外部环境

及风险等影响评估最终价值的因素，再结合文献梳理与

专家咨询，构建专有技术价值评估指标体系（表 1）。本

文指标体系选取曹代勇等[17-18]的科技成果评估指标体系。

（2）确定指标权重A及评语集指标权重W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和德尔菲法（DELPHI法）

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并通过两两比较进行一致性检

验（表 1）。本文指标及权重选取曹代勇等[17-18]的科技成

果评估指标体系和权重。

评语集因素权重的作用是为了给评语集中不同专

家的评语给予适当权重，从而保证纠偏系数的纠偏方向

图1 专有技术价值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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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和合理性。评语权重集可表示为：W =（W1,W2,
L,W3,W4）。

（3）构建待评估技术的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Ｒ

选取相关技术专家，对待评估技术进行针对各指标

的单因素评价，并确定待评估技术在各指标层级的结

果，如：对第ｊ个因素，按 5档打分（太低，偏低，合理，偏

高，太高），归一化后对第ｊ个因素的评价因素集，如

rj = ( )0.4,0.3,0.2,0.1,0 ，此为评价矩阵的第ｊ行，对于其

他指标体系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处理，并将最终结果平均

后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针对该技术的单因素模糊

评价矩阵 R = ( )rij
m × n 。

（4）确定纠偏系数

将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因素权重集A和待评估

技术的具体评价矩阵R进行模糊运算，可以得出综合评

价矩阵 B = A ×R = ( )b1,b2,∙∙∙,bn 。然后用加权平均法对

评价结果进行处理，可以计算得到纠偏系数Ｃ：

C =
∑
j = 1

n

Wjbj

∑
j = 1

n

bj

（3）

表1 专有技术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17-18]

一级指标

P1技术水平

P2成熟程度

P3可行性

P4产业化条件

P5投资分析

P6市场情况

P7经济效益

P8社会效益

P9风险分析

P10外部环境适应

性

权重

0.12

0.12

0.11

0.14

0.11

0.11

0.09

0.07

0.08

0.05

二级指标

P11成果具有创新点，核心技术目前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

P12技术与工艺路线科学合理，实用性强

P13成果生命周期因素

P21已有大批量生产能力，能够形成产业规模

P22样机（样品）测试和应用情况

P23样机（样品）的质量、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P31能带动本行业或相关产业的发展，实施后对地方经济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P32实施后可达到的产业化水平

P33产业化目标和主要指标（技术、经济、管理、科技资源共享等）清晰明确，能够实现

P41拥有先进完备的厂房、生产和检测设备，充足的原材料、能源等

P42技术实力强，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好的科技储备

P43具备较强的开发和融资（以自筹资金占项目比例数衡量）能力

P44企业管理机制良好，协作单位技术开发能力强

P51所需投资规模、预算合理

P52资金筹措能力强

P61市场调研充分，市场预测准确，市场开发措施科学适用

P62成果（或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好

P63产品竞争力强，与同类产品在功能、成本、价格等负面的比较有优势

P71经济性较好，投资回报率较高

P72预期经济效益较为显著

P81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本地区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P82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环境状况、节能减排

P91市场风险

P92经营风险

P93技术风险

P10符合经济发展战略

P11符合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P13社会心理

权重

0.35

0.25

0.40

0.40

0.30

0.30

0.20

0.20

0.60

0.30

0.25

0.30

0.15

0.45

0.55

0.25

0.25

0.50

0.55

0.45

0.50

0.50

0.40

0.40

0.20

0.40

0.3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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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纠偏后的最终评估值

最终评估值为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的初始价值乘以

纠偏系数。

E =Eo ×C （4）

3. 分值评价流程

如果要确定一项技术的分值数，则在前述过程中，

具体计算过程为：最终分值=评语集×单因素模糊评价矩

阵×指标体系权重。

三、评估实证案例分析

1. 案例介绍

某人拥有一项节能专有技术。经调查，该采用该节

能技术由生产的节能产品比常规产品节能 3/4。该公司

获得该项技术后，预计未来5年内，评价每年给公司带来

2000万经济效益，技术对经济效益贡献率为 25%，评估

时折现率选取11%。求该专有技术评估值。

2. 确定评估初值

根据收益现值法评估初值计算公式，可以得出

Eo = θæ
è
çç

ö

ø
÷÷∑

i = 1

n pi

( )1 + r i = 2000 × 25%×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1 + 11% + 1

( )1 + 11% 2 + 1
( )1 + 11% 3 + 1

( )1 + 11% 4 + 1
( )1 + 11% 5 =

1819.30（万元）

3. 构建技术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

构建专有技术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并确定各指标权

重，具体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1。

4. 确定评语集及评语集权重，并构建单因素模糊

评价矩阵Ｒ

按 5档打分（太低，偏低，合理，偏高，太高），通过综

合整理各个因素的专家意见结果，可确定评语权重集：

W = ( )1.68,1.32,1,0.76,0.54 。

选取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调查咨询，根据专家反馈结

果确定评语集因素的权重集权数W。然后，选取技术评

估专家对待评估技术进行针对各指标的单因素评价，并

将评估结果平均后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针对该技

术的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R。

5. 模糊运算

把指标因素权重集A和具体评价矩阵R进行模糊运

算，可以得出综合评价矩阵B＝A×R＝（b1，b2，…，bn）。

B = A ×R = ( )0.1368 0.2044 0.3161 0.2166 0.1262

R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0.6 0.3 0.1 0 00.1 0.2 0.3 0.3 0.10.2 0.3 0.4 0.1 00.8 0.2 0 0 00 0.2 0.4 0.3 0.10.4 0.3 0.2 0.1 00.1 0.3 0.4 0.2 00 0.2 0.3 0.2 0.30.2 0.3 0.3 0.1 0.10 0.2 0.3 0.3 0.20 0.2 0.6 0.2 00.3 0.3 0.4 0 00 0.2 0.5 0.2 0.10 0.2 0.4 0.3 0.10 0.2 0.3 0.4 0.10 0.2 0.4 0.2 0.20 0.1 0.4 0.3 0.20 0 0.3 0.4 0.30 0.2 0.4 0.3 0.10 0.1 0.4 0.3 0.20.2 0.4 0.3 0.1 00 0 0.2 0.3 0.50 0.1 0.2 0.4 0.30.2 0.3 0.4 0.1 00.3 0.3 0.3 0.1 00 0.1 0.3 0.4 0.20 0.1 0.2 0.3 0.40 0.1 0.2 0.2 0.5
6. 计算纠偏系数，并对初评值进行纠偏，得到最终

评估值E

E =∑
j = 1

n

bj ×WjE0 = 1819.30 ×(0.1368 × 1.68 +
0.2044 × 1.32 + 0.3161 × 1 + 0.2166 × 0.76 +
0.1262 × 0.54)= 1907.526（万元）

四、结 语

收益现值法是最常用的价值评估方法，但在实际评

估操作中由于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主观判断等不可

预见因素而变得复杂，影响最终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说

服力。本文通过前期的研究探索了修正收益现值法在

专利技术及专有技术价值评估中的可行性及合理性，并

初步构建了价值评估流程体系，具有一定现实及理论

意义。

但是，在相关探索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关键问题，

如技术分成率、预期收益年限、折现率、转让方式等如何

恰当确定，这些问题的存在，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评估价值的客观准确性。因此，下一步课题组将围绕上

述关键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到恰当的解决办

法，构建和完善专有技术价值评估的方法体系，从而打

通专有技术价值评估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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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Know-how Assess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Revised
Income Present Valu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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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udy on the know-how assess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revised income present value method.
The assessment results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pledge financing and so on. To determine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know-how by income present value method. The paper aims to revise the evaluation result based on
income present value method by constructing a asset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The paper provides a method of the know-
how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

Keywords: know-how; assets evaluation; income present value method; 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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