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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

近现代专利制度变迁及专利制度
与技术创新关系浅析

●曹希敬1，2，胡维佳1，2，陶 蕊1，2，3

( 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 通过对近现代专利制度变迁的分析，探究了专利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利益取向，从起初促进工业社会发展演变成欧美

发达经济体控制全球经济的战略工具，专利制度的本质属性被扭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专利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指出专利制

度既不是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 专利制度对不同国家和行业技术创新的实现效果存在很大差异; 专利

制度实施程度的强弱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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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专利侵权行为与诉讼日益增多。在企

业间和国家间普遍存在各种专利战，例如微软和谷歌、苹果和三

星、高通和 HTC、华为和中兴等，专利成了大公司和发达国家维

护自身知识产权和经济收益的工具，成了一种道德标准。然而，

这种战略工具的使用有违专利设立的初衷 ( 促进技术创新和扩

散) ，且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这个矛盾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专

利战略是否有悖于专利设立的本意，本文将通过考察近代以来

的专利制度变迁以及专利制度与创新的关系来解决上述问题，

为我国政府制定促进技术创新的专利政策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启发。
一、专利的概念与范畴

专利［1］( patent) 源自中世纪英国国王使用的“Letters Pa-
tent”，加盖国王印玺，象征着某种特权。在《国语》中，专利通常

指以垄断牟取暴利的行为，包括专利权、专利技术和专利文献三

种范畴。专利权指专利权人依法获得的一种垄断性权利，具有

独占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公开性; 专利技术指获得专利法保护

的发明创造; 专利文献指公开记载专利技术的文献总和，包括专

利说明书及其摘要、权利要求书、外观设计的图形或照片等。专

利文献和专利技术的经济权利包含在专利权当中，专利权是知

识产权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是 工 业 社 会、知 识 经 济 时 代 的 制 度

基础。

二、专利制度化的发展及其变迁

( 一) 近代专利制度的萌芽与发展( 15—19 世纪)

1． 准专利权的出现

准专利制度是适应工业文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起初表

现为皇室的奖赏，主要授予特殊的个人或职业。例如，伊丽莎白

一世通过授予专利使她满意的臣子拥有了生产和销售食盐、硫
磺和纸张等基础物资的准专利权［2］7。

2． 专利法的产生与建制

1474 年，第一个专利法在威尼斯颁布，规定对可行并有用的

发明授予 10 年专利保护。专利制度在扩散到欧洲大陆的过程

中，专利授予条件、权限等一直存在争议。1623 年，英国通过“垄

断法令”，规定只授予全新的发明，时效为 14 年; 将专利授予权

从皇家统治者转移到政府机构，这标志着专利制度建制化的

开始［3］267 － 269。
专利制度的发展推动了专利“只授予新的和重要的发明，专

利授予的范围应该与发明的大小成正比”［2］8，鼓励了发达工业

国的技术发明与创新，为其工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保障的

基础。
3． 专利的建制化

17 世纪 50 年代以来，欧洲大陆在借鉴英国财产权制度的基

础上，使专利制度逐渐完善［4］; 1790 年，美国制定了联邦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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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随后对专利法进行了修改，审查制被登记制取代，专利授予

难度明显下降，专利数量显著提升; 1836 年，美国重新确立审查

制，并设立了专利局，该建制持续至今; 1883 年，欧美十国签订了

《巴黎公约》，国际知识产权协调制度建立。
建制化的专利逐渐向后进的新兴国家扩散，由于二者的工

业化程度不同，形成了两种抵触性的专利建制倾向———反专利

和强专利。前者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战略工

具，后者成为后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保护自身经济权益的暂时

保障，尤其是弱势的产业部门，例如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德国、
荷兰、瑞士、法国等都不同程度弱化或废止了专利法。

( 二) 现代专利制度主导范式的转向( 1914 年至今)

1914 年以来，专 利 制 度 建 设 逐 渐 完 善，保 护 范 围 不 断 扩

大［3］271。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反专利思想在世界各国一直占

据主导地位。美国主导亲专利思想范式的产生深深影响了世界

经济的发展。
1． 反专利时期

从 19 世纪末到一战前，专利权人可以从事包括违反竞争规

则在内的任何行为，例如多家公司联合起来形成专利池，以达到

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的目的，由此，专利成为企业垄断市场的工

具。1902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专利法导致世界性专利卡特尔

盛行［4］96。随后，世界各国限制寡头垄断、反专利思想成为时代

的主旋律。对外，德国打击了美国的专利垄断［5］; 对内，美国

“九不准”法规和反竞争法严格管制公司使用专利获得竞争优势

的做法，专利侵权官司也很难胜诉［2］97。这种宽松的专利制度

为后进的日本经济发展和追赶欧美发达经济体提供了专利制度

保障。
2． 亲专利时代的到来

二战后，专利制度化建设进程加快，为专利思想范式的转向

提供了组织保障。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 1967 年) 并加

入联合国( 1974 年) ，欧洲专利协定签订( 1973 年) 、欧洲专利局

成立( 1977 年) 等。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专利思想范式转向的现

实条件成熟。8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修正专利法案弱化反垄断

政策，推出 TＲIPS 协议; 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被消减，从而

使对大公司的监视弱化; 产业界的游说将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

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打压日本等新兴经济体“搭便车”的行

为［3］273 － 276，来改善美国企业的不利竞争地位［6 － 7］。由此，反专

利思想转向了。更有甚者，1994 年美国断然退出由 WIPO 主持

的专利国际协调组织，另起炉灶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主要

是专利权) 问题纳入 GATT 谈判框架下，最终促成适合欧美发达

国家标准的 TＲIPS 协议。至此，亲专利思想范式成熟了。可知

以专利权保护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是专利思想范式转

向的根本动力。

三、变迁视角下的专利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 一) 专利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之一，既非必要

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专利权从最初的皇室特权转成政府奖励发明的制度体系，

初衷是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激发个人发挥技术发明和创造

的才智，确实发挥了促进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作用。然而，20 世纪

以来实现技术创新的限制条件越来越多，如专业研发组织、风险

投资、专利制度保障、企业战略等因素，专利制度已演变成为促

进技术创新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同时也成为维护欧美发达国

家及其企业经济利益的战略工具。
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实现来讲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

件。Levin 和 Nelson 等指出，即使缺乏专利保护，技术创新同样

将会继续出现; 同时专利也不足以保证完全获取技术创新带来

到的所有收益［8］; Mansfiled 证实，在大多数产业领域废除专利对

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很小［9］。相反，宽松的专利制度更能促进技

术创新，研究证实，美国半导体产业［10］、互联网、软件业［11］、移
动电话［12］和 ICTs［2］277产业的发展都是宽松的专利制度的结果。

( 二) 专利制度对实现技术创新的效果因各国经济发展阶段

与行业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来看，在工业化早期，即

对 19 世纪的美国和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日本来讲，强专利制

度不仅不能促进技术创新的实现，反而会起到限制作用。相反，

弱专利 制 度 则 起 到 较 强 的 促 进 作 用，有 利 于 技 术 模 仿 和 学

习［13］。王林、王玉民、易先忠等证实，在工业化晚期，亲专利制

度以专利池、专利战略等形式维护了美国、日本的竞争优势和经

济利益。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德国、荷兰、瑞士等国强专利制

度对其工业化影响并不大［3］283。
对不同行业来讲差别也相当大。强专利制度对研发成本比

较高和配方公布后模仿成本比较低的制药和化工行业实现技术

创新至关重要，对制造业、机械行业等易于实现“反求工程”行业

的技术创新敏感度较低［14］，而对新兴行业来讲，更重要的是时

间领先和低创新成本［9］，并非专利制度本身。
( 三) 专利制度强弱与技术能力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一般而言，除资源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技术能力

较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技术能力较弱，例如“七国集团”与

“金砖四国”。研究证明，在宽松的专利制度条件下，有利于后进

新兴经济体技术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 在严谨的专利制度

条件下，有 利 于 发 达 经 济 体 实 现 技 术 创 新 和 维 护 其 经 济 利

益［3］283。也就是说，当一国技术能力比较低时，弱专利保护成为

促进其技术进步的制度保障; 当一国技术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

时，强专利政策则成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阻碍挑战者创新和经

济发展的工具［15］。二战后，日本运用“以小敌大”外围专利战略

发展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奇迹［16］，以及 80 年代开启技术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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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选择［17］就是明证，这既是技术能力发展和

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国际贸易竞争和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果。
90 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因专利垄断优势而以

TＲIPs 协议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弱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表现

在后者向前者支付高昂的专利许可费、被边缘化和丧失了核心

竞争力［18］，专 利 权 垄 断 和 TＲTPs 协 议 的 制 定 是 互 为 因 果 关

系的。
四、结语

从近现代专利制度变迁可知，专利授予权从皇室转移到政

府机构意味着专利建制化的开始; 专利法的诞生和专利建制化

过程意味着专利制度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对促进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从

“反专利”向“亲专利”思想范式的转向意味着专利制度变成欧

美发达国家维护自身竞争优势和保持世界经济地位主导权的战

略工具。
近现代专利制度的变迁为后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专

利制度建设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专利

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

不是充分条件; 专利制度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因经济发展阶段和

行业不同效果各异; 专利制度的强弱反映了技术能力的强弱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我国应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各行业

技术能力强弱，在 TＲTPs 协定框架下实施专利制度本土化建设

策略，来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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