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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IP 培育系列 II：如何做好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工作

张占江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前言

创新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灵魂，但创新的过程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从知

识产权的角度讲，企业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风险，

在本系列文章之一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IP 培育系列：自主创新过程中的 IP

风险管控》），笔者聚焦于创新活动的执行，从三个维度详细介绍了自主创新过程

中的 IP 风险及管控要点，本篇将聚焦于创新活动的成果产出，基于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的视角，谈谈如何做好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工作。

1. 什么类型的创新成果适合专利保护

专利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类型，也是保护创新成果的重要方式，但并非所有类

型的创新成果都适合专利保护，或者说，对于某些类型的创新成果而言，专利未

必是最佳的保护方式，因此，如何为创新成果匹配合适的保护方式值得关注。

 对于新材料、化学化工等技术领域：创新成果往往涉及材料的组成、结

构、制备方法、特定用途、工艺流程、专用设备等，可供选择的知识产

权保护方式包括专利、技术秘密、软件著作权等，其中专利或技术秘密

往往是优选的保护方式，而对于专用设备或生产工艺的智能控制方法等

技术主题，如果仅涉及软件层面的改进，可以考虑软件著作权或技术秘

密保护，如果同时涉及软件及硬件的改进，也可以考虑专利保护。

 对于人工智能、计算机等技术领域：创新成果一般是以数据为基础、以

算法为核心，借助计算机程序来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可供选择的知识

产权保护方式包括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专利等。如果创新成果仅仅

涉及软件层面的改进，那么软件著作权或技术秘密是优选的保护方式；

如果创新成果除涉及软件系统之外，还涉及硬件系统，则对于一些技术

主题可以考虑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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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示例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创新成果所属的领域

特点及创新成果的呈现形式等因素。

建议企业在确定创新成果的保护路径时，与研发人员、外部服务机构保持良

好的沟通，基于创新成果的特点，因地制宜，确定合适的保护方式。

2. 如何评价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成效

提交了专利申请并获得了专利授权并不意味着创新成果就得到了切实有效

的专利保护，举例来说，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企业申请了许多专利，但专

利的质量不高，专利的保护范围很小，专利的保护范围不能有效地覆盖创新成果

的核心技术点，或仅能覆盖部分核心技术点，由此导致无法为创新成果提供全面

有效的专利保护。因此，如何评价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成效就成了创新主体或外

部投资人关注的话题，本节重点为大家介绍创新成果专利保护成效的评价思路。

 创新成果专利保护状况的常规核查

所述的常规核查通常是指对创新成果上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

梳理和盘点，核查的内容包括专利申请的数量、类型、法律状态、保护

期限、权属情况、专利权的许可、质押情况以及专利纠纷状况等，其目

的是为了了解创新成果上是否存在专利权，以及专利权对创新成果保护

状况的影响。

 专利权与创新成果的对应性分析

在第一阶段常规核查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对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状况有

了初步的认识，但如果评价工作止步于第一阶段，还无法深层次地反映

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成效。前已述及，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专利多

而不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狭小，无法有效地保护创新成果的核心技术

点，专利的价值也大大折扣。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专利权与创新

成果的对应性，以评价创新成果受专利权保护的有效性。

所谓专利权与创新成果的对应性分析是指，从实体上分析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能否有效全面地覆盖创新成果的核心技术点，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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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专利权能否为创新成果提供全面有效的保护。此外，通过专利权的对

应性分析也能甄选出对创新成果形成有效保护的重要专利或核心专利，

为专利权的价值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重要专利或核心专利的稳定性分析

通过第二阶段的对应性分析，我们已经对专利保护的有效性有了认知，

并且甄选出了对创新成果能够提供全面有效保护的重要专利或核心专利，

但此时我们对创新成果专利保护成效的评价分析尚未结束。

我们知道，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情形是，重要专利或核心专利的稳定性较

差，容易被第三人宣告无效，由此导致对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不足。为

了事前了解重要专利或核心专利抵御第三人无效挑战的能力，就需要开

展专利的稳定性分析。

所谓专利的稳定性分析是指，以目标专利为评价对象，基于专利法的相

关规定及对现有技术的检索分析，判断目标专利是否存在违反专利法所

规定的不应授予专利权的情形，进而对专利权的有效性作出评价。如果

出现重要专利或核心专利稳定性较差的情形，企业就需要提前做好应对

预案，并及时调整或强化专利布局。

 创新成果的专利布局分析

前面的分析工作更多的是从技术模块或技术点出发，去评价创新成果的

专利保护成效，无法从整体上反映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全貌，为了能够

从整体上获知创新成果的专利布局情况、技术先进性及技术发展壁垒等

信息，往往需要开展创新成果的专利布局分析。

专利布局的总体思路是围绕创新成果的产生和运用，从产品链、产业链

等角度出发，构建完备的专利保护网。专利布局的方式多种多样，影响

专利布局的因素也很多，以化药领域为例，如果从技术主题的角度出发

开展专利布局，通常不仅需要关注药用化合物的申请专利情况，还需要

关注包绕了该药用化合物的相关主题的专利申请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形



4 / 5

成体系化的专利保护网（参见下图）。

借助于专利布局分析，还可以获知创新成果在业内的技术先进性及技术

发展壁垒信息，能够为企业下一阶段的研发工作提供专利导航或专利预

警信息。

化药领域的专利布局方向（从技术主题出发）

3. 实务建议

本文基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主体的视角，为大家介绍了确立创新成

果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基本原则，并从四个方面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地介绍

了如何做好创新成果专利保护成效的评价工作。实践中，企业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其中的部分项目或全部项目开展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成效分析。

在开展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成效分析时，通常秉承的基本思路如下：

 根据创新成果的领域特点及呈现形式判断是否需要对创新成果的专

利保护状况给予特别的关注。

 评价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成效时，不仅要关注专利的数量、类型、

权属状态等常规信息，更要关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是否适中，是否

全面涵盖了核心创新点，能否为创新成果提供全面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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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重要专利或核心专利通常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持续盈

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企业需要格外关注此类专利权的稳定性，

评价此类专利抵御第三方无效挑战的能力，并根据评价结果事先做

好应对预案，及时调整或强化专利布局。

 创新成果的专利布局分析能够从整体上反映专利保护体系的建设情

况、创新成果在行业内的技术先进性及技术发展壁垒信息，一般而

言，创新主体需要围绕核心技术点构建重要专利群，围绕外围技术

点构建外围专利群，进行形成有效的专利组合和专利保护网。

首发于知产前沿个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