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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

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比较分析

●孙海荣1，2，赵军仓1

( 1．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咸阳 712082; 2．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 专利技术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实力，对区域产业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科技

创新实力将反映陕西在经济带中的引擎能力。文章选取陕西科技专利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对比陕西近 5 年的专利发展以及横向

对比中西部相关省市竞争状况，了解当前陕西专利内部发展情况和外部竞争状况。运用 SWOT 方法分析重新认识了陕西专利的优

势和劣势、威胁和机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提升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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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倡议欧亚各

国运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期实现

欧亚各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为此，创新能力的高低，将直接

影响合作模式的成效。当前，科技无疑是提升创新能力的最佳

捷径。如今，科技创新能力早已成为省、市区域乃至一国创新能

力的度量以及绩效评价的标准，并作为制定国家科技政策、区域

发展规划的基础［1］。而专利数据已被国内外学者作为度量区域

创新能力的重要研究指标。Acs［2］研究表明专利相关数据对区

域的创新具有有效价值。张古鹏等［3］运用专利信息作为区域创

新能力的衡量指标，以此来分析中外企业专利战略。因此，专利

数据可以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体现，而专利质量状况将是区域

科技创新竞争实力的直接体现。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

点、东西部产业承接的重镇，承担着未来“一路一带”和产业承接

领头羊的重任，科技专利的实力将直接体现陕西在区域中的科

技竞争力。

一、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概况

( 一) 陕西科技专利基本情况

1． 陕西科技专利受理和授权情况

调查显示，陕西科技专利从 2008—2012 年取得了较大的进

步和收获。截至 2012 年末，陕西专利申请量从 2008 年 11 898
件上升到 2012 年 43 608 件，专利授权从 2008 年 4 392 件上升到
2012 年 14 908 件，受理和授权数量都翻了 3 倍以上，受理量排名

为全国第 10 位，授权排名全国第 12 位; 在这 5 年当中，专利受理

以超过 30%的增速发展，并连续 5 年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专利

授权也连续 3 年超过全国平均增速，尤其是 2010 年表现最为突

出，专利受理增长率超过全国 21 个百分点，达到 47． 4%，专利授

权超过全国增长率 17． 2%，达到 64． 8%的增速; 由于专利增速的

快速发展，使得专利总量在全国专利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从 2008 年 1． 7%受理总量比例上升到 2012 年 2． 3%，授权总量

比例从 1． 2%上升到 1． 3%。
表 1 陕西省专利受理量及授权量

年份 专利受理量
受理增长率%

( 全国)

占全国受理

比重%
专利授权量

授权增长率%
( 全国)

占全国授权

比重%

2008 11898 40． 0( 22． 3) 1． 7 4392 27． 3( 16． 8) 1． 2

2009 15570 30． 9( 22． 4) 1． 8 6087 38． 6( 42． 4) 1． 2

2010 22949 47． 4( 26． 4) 2． 0 10034 64． 8( 47． 6) 1． 4

2011 32227 40． 4( 35． 6) 2． 1 11662 16． 2( 19． 3) 1． 3

2012 43608 35． 3( 27． 1) 2． 3 14908 27． 8( 31． 6) 1． 3

注: 数据来源是依据国家统计局专利统计年报(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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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陕西科技专利产出类型情况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陕西发明专利受理从 2008 年的 3 775
件增长到 2012 年的 17 043，增幅达到 351%，授权量从 2008 年的
962 件增长到 2012 年的 4 018 件，同比增幅达到 318%，占全部

专利授权的 26． 95%，位居全国第 9 位［4］; 实用新型受理量从
2008 年 3 961 件增长到 2012 年的 16 392，增幅高达 314%，授权

量从 2008 年 2 774 件增长到 2012 年的 9 158 件，增幅为 230% ;

外观设计受理量从 2008 年的 4 162 件增长到 2012 年的 10 173
件，增幅达 144%，授权量从 2008 年的 656 件增长到 2012 年的
1 732件，增幅达 164% ; 截至 2012 年底，陕西省有效发明专利达

到 11 316 件，比 2008 年 2 698 件增长了 8 618 件，增 幅 高 达
319%，有效量位居全国第 10 位; 专利密度由 2008 年的 296． 3 提

升到 2012 年的 302． 4 件，排名上升到全国第 8 位; PCT 申请数量

从 2008 年的 50 件上升到 2012 年的 125 件，排名提升到全国第
15 位。

3． 陕西科技专利产出部门情况

专利产出部门分职务专利和非职务专利两大类，职务专利

包括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企业和机关团体 4 个产出部门，非职

务专利即指个人。调查数据显示，陕西科技专利产出部门中，个

人专利受理从 2008 年的 4 817 件上升到 2012 年的 6 379 件，增

幅达 32． 4%，排名从 2008 年的全国 14 位下降到 18 位，授权量

从 2008 年 1 490 件上升到 2012 年的 2 203 件，增幅达 32． 4%。
同时，2012 年个人专利受理增 长 比 例 24． 8%，远 高 于 全 国 的
16． 7% 的增长比例，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增长比例
25． 4%、16． 4%、13． 1%，全部高于全国 16． 7%、14． 7%、12． 7%
的增长比例，尤其是发明高出全国同期 10． 7% ; 职务专利受理从
2008 年 7 081 件上升到 2012 年 37 229 件，增幅达 426%，授权量

从 2008 年的 2 902 件上升到 9 459 件，增幅达 226%，其中，大专

院校、科研单位、企业和机关团体专利受理从 2008 年 ( 2 406、
596、4 006、73) 件上升到 2012 年( 8 247、1 899、26 859、224 ) 件，

增幅达( 243%、219%、570%、207% ) 。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企

业和机关团体专利授权从 2008 年( 940、264、1651、47) 件上升到
2012 年( 4 416、840、7 029、137) 件，增幅达( 370%、218%、326%、
191% ) 。同时，2012 年陕西省职务专利受理增长比例 37． 3%，

比全国平均增长比例 32． 1%，高出 5 个百分点，其中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设计的增长比例 31． 2%、45． 5%、35． 9%，与全国增长

比例 32． 1%、32． 3%、39． 2% 相比，除了发明低 0． 9 个百分点之

外，其他两项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二) 陕西科技专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陕西科技专利受理和授权存在的问题

陕西专利虽然在受理和授权的增长速度上要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但是从陕西近 5 年的增长趋势分析，增长速度却是逐年递

减，以 2010 年为分界线，之前增长速度是递增，之后增长速度是

递减，而且，最近两年专利授权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导致专利授权从 2008 年全国 16 位下降为全国 17 位，授权所

占全国授权总量的比重开始下降。这些都反映出陕西还需进一

步提高技术创新，加快增长步伐，否则必将被更多省市赶超，阻

碍陕西科技产业的发展。
2． 陕西科技专利产出类型存在的问题

陕西专利产出类型整体结构与全国相比存在问题。发明是

专利中科技含量最高，所占比重越多研发实力就越强，虽然发明

专利所占比重较高，远高于其他类型所占比重和全国同类比重，

但在授权中所占比例不及实用新型的一半，结合发明受理比重，

说明发明专利市场转化能力存在问题。同时，实用新型在受理

方面连续 3 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观设计在受理和授权方面

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所占比重逐年递减，尤其是授权方面

差距较大，2008 年至 2012 年外观设计授权所占比重为 14． 9%、
21． 3%、20． 5%、13． 4%、11． 6%，同 年 全 国 比 重 为 37． 1%、
46． 7%、43%、41． 5%、38． 9%。这些都反映出陕西科技专利研发

能力较强、原创潜力巨大、具备较强科技知识获取能力，但同时

也存在市场开发能力不足的问题，进入市场的能力相对较弱，抑

制了科技产品的市场价值。
表 2 陕西专利产出类型结构对比

年份

受理量产出类型结构对比 授权量产出类型结构对比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2008 年 31． 7% 27． 1% 33． 3% 31． 2% 35． 0% 41． 6% 21． 9% 13． 2% 63． 2% 49． 7% 14． 9% 37． 1%

2009 年 37． 6% 26． 1% 37． 2% 35． 2% 25． 1% 38． 7% 22． 0% 13． 0% 56． 6% 40． 3% 21． 3% 46． 7%

2010 年 35． 4% 26． 4% 34． 6% 36． 7% 30． 0% 36． 9% 18． 8% 10． 8% 60． 7% 46． 2% 20． 5% 43． 0%

2011 年 40． 5% 27． 6% 36． 1% 38． 6% 23． 4% 33． 7% 26． 9% 12． 7% 59． 7% 45． 8% 13． 4% 41． 5%

2012 年 39． 1% 28． 0% 37． 6% 38． 4% 23． 3% 33． 6% 27． 0% 12． 4% 61． 4% 48． 7% 11． 6% 38． 9%

3． 陕西科技专利有效发明、密度和 PCT 存在的问题

陕西 2012 年有效发明以 11 316 件，以增幅 38． 1%远高于全

国同期 36． 8%的平均增长比例，但同期全国有效发明占总量的
85． 6%，远高于陕西省的 75． 9%，说明陕西有效专利维持时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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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维持时间长短是衡量专利技术和市场化水平的体现，陕西省

今后应针对专利维持时间采取一些措施，以更好的体现专利的

市场价值。同时，从陕西省有效发明数量来看，陕西每百亿元
GDP 发明专利拥有量 78． 3 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3． 024
件，远低于全国每百亿元 GDP 发明专利拥有量 83． 8 件和每万人

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3． 23 件，这与陕西自身经济结构有关，经济

发展水平、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建设水平等不均衡都会导致科技

创新能力不均衡，所以专利发明不仅仅是技术问题，陕西今后应

调整整体经济结构的均衡问题［5］。另外，陕西 2012 年 PCT 申请
125 件是历史最高，但仅占总量的 0． 69%，增长比例 － 13． 8%，远

低于全国的 14． 0%平均增长比例。这说明陕西省国际交流的能

力和意识不足，忽略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影响专利技术的市场价

值，今后应强化相关领域的宣传，提高国际视野和意识。
4． 陕西科技专利产出部门存在问题

陕西科技专利产出部门在这 5 年中发展不均衡，有些部门

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有些部门产出却一直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职务专利所占比例始终高于个人专利比例，并高于全国

同期比例，而个人专利所占比例连续 5 年低于全国同期比例，其

中个人受理在 2009 年 27． 1%、2011 年 15． 9%、2012 年 14． 6%，

不及全国同期平均比例的一半，个人授权比例 2010 年 22． 6%、

2011 年 18． 9%，也不及全国同期的一半。而且，个人专利在陕

西专利受理和授权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 年的个人专

利受理比例 14． 6% 远低于 2008 年 40． 5% 的比例。说明陕西个

人在科技专利方面积极性在逐步下降、专利知识宣传不足、缺乏

完善的配套政策等问题; 另外，陕西职务专利产出部门在这 5 年

中发展也不均衡，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受理和授权方面都远

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但是企业在受理和授权方面却都低于全国

平均比例，其中大专院校在受理方面与全国同期相同，呈下降趋

势，但所占比例依然维持在全国同期比例的 2 倍以上，授权比例

更高于全国同期。企业虽然与全国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在受理

方面所占比例始终最多，但依然低于全国同期，甚至在 2012 年

授权比例 31． 5%不仅只相当于全国同期 62． 4% 的一半，而且远

低于同期的大专院校 58． 2%的比例。这些情况说明陕西科技教

育资源较为丰富，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陕西专利原

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科研院校在科技研发方面往往不注重

市场效应，忽视后期市场开发，导致专利技术市场转化能力不

足，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因内陆省份区域市场影响，专利意

识、竞争实力以及开发能力明显不足，与众多科研单位和高校相

比，在科研设备、技术人才、资金投入以及科研成果方面呈现劣

势，抑制了市场主体地位的发挥。
表 3 陕西专利产出部门竞争力对比

年份

陕西专利产出部门受理比例与全国对比 陕西专利产出部门授权比例与全国对比

个人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企业 机关团体 个人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企业 机关团体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全国 陕西

2008 49． 2% 40． 5% 12． 4% 34． 0% 5． 1% 8． 4% 81． 1% 56． 6% 1． 4% 1． 0% 52． 0% 33． 9% 11． 3% 32． 4% 4． 9% 9． 1% 81． 9% 56． 9% 1． 9% 1． 6%

2009 45． 0% 27． 1% 12． 7% 29． 7% 4． 4% 7． 4% 81． 6% 62． 0% 1． 2% 0． 9% 47． 7% 27． 4% 10． 7% 32． 9% 3． 9% 9． 3% 83． 3% 56． 5% 2． 2% 1． 3%

2010 40． 6% 22． 1% 12． 0% 26． 2% 4． 1% 6． 4% 82． 0% 66． 8% 1． 9% 0． 5% 57． 0% 22． 6% 10． 2% 32． 3% 3． 4% 7． 4% 85． 1% 59． 1% 1． 3% 1． 2%

2011 36． 0% 15． 9% 11． 4% 25． 0% 3． 9% 5． 0% 83． 1% 69． 3% 1． 5% 0． 6% 36． 7% 18． 9% 10． 1% 34． 9% 3． 2% 7． 8% 84． 9% 56． 3% 1． 8% 1． 0%

2012 32． 4% 14． 6% 10． 3% 22． 2% 3． 5% 5． 1% 84． 8% 72． 1% 1． 4% 0． 6% 31． 3% 18． 9% 26． 9% 58． 2% 8． 9% 9． 4% 62． 4% 31． 5% 1． 8% 0． 8%

二、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与中西部省市比较分析

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同时也承接着东部产业

的向西转移。为此，文章结合区域位置、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

趋势等因素，选择中部安徽和湖北、西部四川和重庆为比较对象，

通过专利的各项指标对比来反映陕西当前科技竞争力的状态。

( 一) 陕西专利受理总量与中西部省市对比

由于专利授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文章选择专利受理

量为对象，对比反映陕西在专利产出方面的竞争实力，通过对比

发现，陕西在专利产出方面竞争实力在逐步降低，与区域中心省

市的差距在逐步拉大( 见表 4) 。
表 4 5 省市专利受理量对比

省市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受理量 /件 排名 受理量 /件 排名 受理量 /件 排名 受理量 /件 排名 受理量 /件 排名

安徽 10409 4 16386 3 47128 1 48556 2 74888 1

陕西 11898 3 15570 4 22949 4 32227 4 43608 4

四川 24335 1 33047 1 40230 2 49734 1 66312 2

湖北 21147 2 27206 2 31311 3 42510 3 51316 3

重庆 8324 5 13482 5 22825 5 32039 5 389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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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4 分析，5 年内排名前 3 位的省市分别是四川、湖

北、陕西、安徽四省市，其中四川和湖北始终处于前 3，但是陕西

和安徽变化较大。陕西专利受理量从 2008 年 11 898 件发展到
2012 年的 43 608 件，增长率为 267% ，但排名从第 3 位下降到

第 4 位，退出了前 3。但在 2008 年位居陕西之后的安徽，5 年

后从第 4 位上升到第 1 位，不但进入前 3 且两次排名第 1，受理

量增速达到 619% ，超出陕西 352%。同时，重庆虽然一直处于

最后，但与陕西的差距在逐步缩小，2010 和 2011 年受理量几乎

相同，重庆 5 年增速为 368% ，也高出陕西 101%。同时，四川

和湖北 2012 年较 2008 年增速为 172% 和 143% ，增速排名倒

数，远低于陕西。截至 2012 年，陕西在受理量上位居第 4，增速

上位居第 3，所以，如果陕西能进一步加快发展，完全具备再次

进入前 3 的潜力。
( 二) 陕西发明专利与中西部省市对比

区域科技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科技核心能力，发明专利可以

直接反映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 ( 科技竞争力指标

之一) ［6］。而且，发明专利也是衡量专利科技价值高低的代表，

通常情况都是分析发明专利在专利之中的比重来展现专利价值

程度和科技原创能力。为此，选取 2012 年 5 省市的发明专利，来

反映陕西省的科技竞争实力。
表 5 5 省市发明专利受理量对比

地

区

发明专利受理

受理量 排名 增长率% 排名 受理总量 排名 比重% 排名

安徽 19 391 1 76． 6 1 51 883 4 25． 9 4

陕西 17 043 2 30． 7 4 61 609 3 39． 1 1

四川 16 368 3 38． 6 3 67 280 1 24． 7 5

湖北 14 640 4 41． 8 2 62 656 2 28． 5 3

重庆 11 402 5 29． 0 5 38 164 5 29． 3 2

2012 年陕西发明专利受理情况较好，尤其是受理比重排名

第 1，远高于第 2 位重庆 10%，虽然受理量和增长率都低于安徽，

但是受理总量远高于安徽，说明陕西发明专利发展速度比安徽

均匀，稳定性强。另外，受理总量虽然低于四川和湖北，但是通

过分析发明专利所占比重，陕西专利结构要好于四川和湖北，专

利质量较高。陕西发明专利从整体情况分析，所占比重较大，基

础较好，发展较为均衡，稳定性高。但较低的增长率必将影响发

明专利的数量，长此以往会逐步拉大与其他省市的差距，所以应

改善政策环境，消除发明专利的制度障碍。
( 三) 陕西有效发明专利、密度、PCT 与中西部省市对比

表 6 5 省市有效发明专利、密度、PCT 榜对比

地区 有效量 /件 排名 增长率 排名 密度榜 排名 PCT 排名

安徽 7 682 4 60． 6 1 1． 287 5 86 5

陕西 11 316 3 38． 1 4 3． 024 1 125 3

四川 13 003 1 40． 4 3 1． 615 4 231 1

湖北 12 089 2 36． 3 5 2． 10 3 187 2

重庆 6 833 5 43． 9 2 2． 341 2 99 4

2012 年陕西省在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1 316 件，

位居第 3 位，从排名上分析，超过中部区域的安徽，但低于中部

的湖北和西部的四川。从增长率的情况看，由于安徽和重庆基

数低，所以增长率较高，具有对比价值的是与陕西基数接近的四

川和湖北，结果显示，陕西无论从有效发明专利量还是增长率都

低于四川。针对有效发明专利密度分析，陕西省每万人有效发

明专利密度为 3． 024 件，高于其他省份，位居第 1 位，虽然专利密

度并不能直接视为发明专利人的拥有量，但是也反映出发明专

利市场的密集程度，对于形成科技产业集群有很大的帮助，所

以，陕西省应有针对性的加快推进发明专利的市场转化，提高发

明专利市场价值，维持并稳步推进发明专利的有效量。
另外，针对 PCT 量分析，虽然陕西拥有 125 件，排名第 3，但是

与全国排名第 1 的广东相比，相差将近 74 倍，而且，5 省市最高也

仅为 231 件，整体在全国都处于劣势，说明 5 省市专利外向性发展

都不足，缺乏国际市场的开拓，由于专利技术在我国起步晚，基础

薄弱，导致我国专利在许多领域都缺乏市场竞争力，如果忽视国

际市场的发展必将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抑制专利技术的进步与发

展，应加强与国外的专利合作，提高专利的市场竞争力。
( 四) 陕西专利产出部门与中西部省市对比

表 7 5 省市专利和职务发明专利产出部门结构对比

省 份

5 省市专利产出部门受理结构对比 5 省市职务发明专利产出部门结构对比

个人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企业 机关团体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企业 机关团体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比重% 排名

安徽 28． 4% 4 5． 6% 5 1． 8% 4 92． 0% 1 0． 6% 4 10． 3% 4 4． 0% 5 84． 3% 1 1． 4% 4

陕西 14． 6% 5 22． 2% 1 5． 1% 1 72． 1% 5 0． 6% 4 30． 6% 1 7． 2% 2 61． 7% 4 0． 5% 5

四川 32． 2% 3 10． 0% 4 4． 0% 2 84． 0% 2 2． 0% 3 22． 9% 3 8． 1% 1 67． 1% 2 1． 8% 3

湖北 34． 2% 2 12． 7% 2 4． 0% 2 76． 6% 4 6． 7% 1 25． 4% 2 6． 3% 3 59． 9% 5 8． 4% 1

重庆 46． 1% 1 12． 5% 3 3． 5% 3 79． 3% 3 4． 8% 2 25． 8% 2 6． 2% 4 62． 1% 3 6．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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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专利产出部门与中西部省市通过两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是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方面( 即个人) ，通过对比反映市场

的活跃程度，以及专利产品技术复杂程度和质量高低水平; 二是

职务发明专利产出部门所占比重，通过对比反映发明专利产出

的来源以及市场竞争力。通过对 2012 年专利产出部门对比发

现，重庆的个人专利所占比重最高，市场活跃性强、个人积极性

高。但同时也反映出专利的技术水平不及其他省市，因为专利

复杂程度越高，技术要求就越高，一般个人会因资金、技术、人才

以及设备等因素的制约很难实现，所以职务专利越多、比例越

高，说明专利的技术和竞争力越强，而陕西在职务专利中所占比

重最高，反映出陕西的专利优势。其中，职务专利产出单位与其

他省市对比，陕西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所占比重最高，安徽企业

比重最高，湖北机关团体比重最高，但根据所占比重量分析，大

专院校和企业对整体专利的发展影响最强，说明安徽和陕西专

利竞争力最强，其中，安徽优势在企业，陕西优势在高校。

发明作为专利含金量最高的类型，职务发明将是发明中含

金量最高的类型。通过对比分析，安徽企业以 84． 3% 位居第 1，

陕西大专院校以 30． 6% 位居第 1，在各自领域依然保持最强

优势。
三、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 SWOT 分析

通过以上的调查研究，纵向分析陕西科技专利在专利产出、
转化以及产出主体方面存在问题，横向分析陕西科技专利在数

量和质量方面，四川和安徽的威胁度较大。为此，应找出引起问

题的本源，消除威胁，以便更好地提升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
SWOT 方法作为战略情报研究的重要工具，广泛运用于商业

领域，通过内部的优势( S) 和劣势( W) 、外部的威胁( T) 和机会
( O) 四个方面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战略分析，在此基础

上通过内外组合，从 SO、WO、ST 和 WT 四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

解决思路。希望通过 SWOT 分析方法能全面、系统的分析陕西

科技专利发展状况并找到完善策略［7］。
表 8 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 SWOT 分析

内 部

外 部

优势( S) 劣势( W)

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科研资源丰富、研发能力突出; 专利

结构较为合理，发明专利优势突出; 专利基础较好，增长

稳定; 人才储备和技术设备较强。

专利增长趋缓; 专利市场应用和转化能力不强; 大专院校

和科研单位专利成果与市场需求部分脱节; 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不足，市场主体地位不强; 政策环境存在问题。

机会( O) SO W0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规划;

2011 高校协同创新; 东西部

产业转移

发挥陕西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优势和陕西高校科技资源

优势，搭建 2011 高校协同创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平

台，以发明专利为重点，重构陕西科技产业。

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规划，完善相关政策环境，利

用 2011 高校协同创新，整合科研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

平台，引导专利与经济带发展相结合，提升高校专利市场

转化能力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威胁( T) ST WT

安徽专利增长速度较快，企

业研发能力最强; 四川专利

类型总量最多，增长速度好

于陕西，企业和科研单位专

利产出好于陕西。

采取差异化竞争，以发明专利为重点，发挥基础优势和稳

定优势，实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企业良性合作，提升

发明专利相关产业竞争力。

出台各种激励政策，消除专利增长的影响因素，引导高校

和科研单位建立市场转化考核机制，针对不同企业搭建

不同的合作模式，有针对性地制定各项政策。

四、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提升途径

基于 SWOT 的分析和完善思路，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提升

应从战略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发挥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资

源优势，提升企业市场主导能力，结合 SO、WO、ST 和 WT 四个角

度的完善策略，制定陕西科技专利战略规划和战术安排，构建竞

争力提升途径。
( 一) 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提升的战略规划

科技创新创造了“硅谷”的神话，市场的准确预测实现了美

国经济的再此腾飞，而优秀的人才和大学机构，开放式的创业环

境和政策，网络化的生产合作模式，以及完备的服务体系为科技

创新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障［8］。深圳作为中国硅谷的象征，

深圳 90%的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研经费、专利申请都出自于

企业，使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9］。作为科技创新

的典范，用实践证明了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多因素为支撑的协同创新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有效体系。
因此，陕西今后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就是要搭建学术领域、产
业领域、政府领域的互动平台，在借鉴硅谷精髓的基础上，结合

自身特点统筹安排。为此，应确定以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为科

技创新源头，科技企业为创新主体，政府政策环境为辅助，技术

研发和创新孵化的产学研为平台，融资、生产、技术孵化等专业

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 二) 陕西科技专利竞争力提升的战术安排

1．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调查发现，陕西企业科技专利能力不足的原因: 一是基础研

究较为薄弱，影响技术消化; 二是内部缺乏有效的技术保护和激

励制度; 三是人才瓶颈制约技术能力的提升; 四是核心技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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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企业发展。这其中既有企业内部自身问题也有企业外部制

约问题，为此，应根据企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区别对待。首先，大

企业相对较好。陕西有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基础

研发领域较好，引导企业加大自主创新领域的投入，优化企业技

术领域，设计企业专利地图，提升企业技术研发的针对性和技术

引进的识别性，提高企业技术消化能力和二次开发能力，形成核

心技术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其次，针对基础薄弱的中小企业。
发挥企业灵活性高的能力，有针对性地选择产业技术薄弱领域，

提升企业参与技术共享的能力。
2． 搭建产学研技术研发与共享平台

当前常见的合作模式有“与企业直接合作模式、高校组建企

业模式、技术孵化合作模式、中介平台合作模式”四种模式，前两

种存在合作规模较小、周期较短、学校特色明显等问题，而后两

种合作模式都是以学校为中心，一个是侧重技术转移孵化整个

过程，另一个是侧重技术转移中接受方技术整体状况。为此，政

府应选择后两种模式，并结合陕西特点，将技术孵化合作模式适

用于陕西中小企业，集中某一领域作为技术突破口，提升中小企

业的竞争力。将中介平台合作模式适用于陕西大型企业，从整

体技术层面优化陕西大企业技术结构，构建自主创新的专利地

图，争取形成产业集群的技术优势。同时，借鉴硅谷经验，完善

政策环境，引进成熟的风投机制，建立开放式的技术孵化专业服

务体系和生产体系，使研发人员无须从事经营或生产事务，由专

业化的商业机构操作，各司其职、利润分享、风险共担，形成利益

共同体，提升不同主体合作的积极性。
3． 优化陕西政策环境

为保证其未来合作的成效，政府应制定有效的政策，用有

形之手消除市场政策障碍，促进科技市场的规范发展。第一，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产学研合作平台提供保障，可借鉴瑞典、
丹麦等国家作法，通过法律规定保障研发人员权益，规范技术

许可方式，技术转移对象等; 第二，规范中介机构，允许民间投

资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技术信息资源网络和各类专

利服务机构，通过第三方参与规范市场，利于技术产业领域信

息沟通、规范专利技术价值评估、促进科技专利的保护和市场

转化; 第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拓宽融资渠道。允许各类资本

投资产学研平台，鼓励参与技术创新以及后续技术孵化商业领

域，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提升科技产业市场的良性发展; 第

四，放宽人才引进政策。陕西拥有众多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院

校居多，留住优秀人才，解决企业人才瓶颈。首先，应建立在校

跟踪机制，充分利用产学研平台，为不同专业学生提供完善的

实习机会，形成学生和企业的交流平台; 其次，针对优秀人才，

可以采取美国式的“三三三模式”，引导企业建立知识入股、技

术入股的合作模式，完善企业人才激励制度; 第三，硅谷作为世

界人才高地，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许多人员在创业的环境下

身份呈现多重，许多研发人员也是企业人员，学生从上学到毕

业都可以一直在其岗位工作。陕西可以通过产学研平台，不仅

引入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正式人员，也要引入在校学生和社

会流动人员，形成相对稳定的开放式团队，便于人员的稳定和

技术研发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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