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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IP 培育系列 III：中国专利奖申报书的撰写要点

作者：张占江

前言

在本系列文章之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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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阐述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何做好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工作，而培育出高

价值专利并摘取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中国专利奖，无疑是企业专利工作的使命和愿景。

中国专利奖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的，专门对授予专利权

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象征着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俗称专利界的“奥斯

卡”。近年来，中国专利奖凭借其权威性、代表性和公信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获奖主体的角度讲，专利奖能显著提升企业品牌的美誉度，提升品牌的价值和影响

力。

既然专利奖能为创新主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如何参评专利奖以及如何提高中奖

率便成为创新主体关心的话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及历年发

布的评选通知中对中国专利奖的参评程序均作了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如何

提高中奖率，参评专利自身的价值属性显然是能否获奖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中

国专利奖申报书》的撰写质量亦会对评选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鉴于此，笔者在本篇

中将结合中国专利奖的评价指标，和大家分享《中国专利奖申报书》的撰写技巧，以

期为企业参与中国专利奖的评选提供借鉴。

1. 中国专利奖的评价指标

以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为例，中国专利奖的评价指标、评价内容及相应的权重见

下表。

评价指标 * 内容 权重

专利质量 1.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2.文本质量。 25%

技术先进性 1.原创性及重要性；2.相比当前同类技术的优

缺点；3.专利技术的通用性。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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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此仅介绍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评价指标。

由上表可知，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评价指标涉及法律、技术、市场运用及保护、

社会效益四个维度，具体而言：

 专利质量维度：要求基于专利法的相关规定，说明参评专利的“三性”（即

新颖性、创造性及实用性）及文本质量，评价参评专利质量的优秀程度。

 技术先进性维度：考查参评专利技术的原创性及重要性，说明参评专利是否

属于基础型专利或改进型专利，是否解决了本领域关键性、共性的技术难题，

是否属于专利布局中的核心专利，并结合专利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节能减排、改善产品性能、提升产品品质等方面的技术效果，说明

参评专利的技术优势和不足，衡量专利技术实施效果的确定性；介绍参评专

利目前已应用的领域和范围，说明专利技术还可以应用的其他领域和范围，

评价参评专利技术的技术通用性。

 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维度：说明专利权人为促进专利价值实现，在加快专

利的有效实施、与企业研发和营销的有机结合、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所采

取的运用措施及成效，例如，专利的实施、许可、出资及融资等情况，专利

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市场规模及市场占比情况等；介绍专利权人为获得

市场竞争优势，在专利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成效，例如专利维权、国际

申请、系列专利申请等情况。此外，还需要说明专利权人在专利运用及保护

方面的制度建设情况、条件保障措施和执行情况，描述发明人在促进本专利

实施运用中的贡献，以及对发明人所采取的有关激励措施。

 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维度：说明参评专利在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科学管理水

平、消除公害污染、安全生产、改善劳动条件、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引领消费习惯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评价参评专利的社会效益；介绍参评专利

对行业发展及技术发展趋势的影响，衡量参评专利技术的行业影响力；说明

参评专利技术与国家大政方针、技术发展导向的匹配程度，评价参评专利技

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 1.专利运用及保护措施；2.经济效益及市场份

额。

35%

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 1.社会效益；2.行业影响力；3.政策适应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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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前景。

除了上述四方面的内容之外，有时为了更好地展现参评专利的竞争优势，还会要求说明

参评专利曾经获得的奖项或荣誉，以便更好地佐证参评专利的价值和影响力。

2. 中国专利奖申报书的撰写要点

奖项申报书的撰写要紧扣奖项评价指标，运用比较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撰写思路，通过横

向比较凸显竞争优势，通过纵向比较凸显发展前景，尽可能地借助数据展示专利技术的优势

效果及市场运用情况和发展前景，下面结合奖项评价指标介绍奖项申报书的撰写要点。

2.1 专利质量的评价

专利质量的评价主要涉及专利的“三性”评价及专利文本质量评价两个方面。

专利“三性”的评价主要是基于专利法的相关规定，从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角度

阐述发明创造的创新高度及工业应用前景。为了凸显参评专利的创新高度，建议采用比较分

析的方法，列举出申请日之前与参评专利最为接近的现有技术，通过技术方案的对比分析凸

显参评专利的创新高度。至于实用性的描述，往往需要结合专利的运营实施情况，说明参评

专利的技术方案能够制造或使用，并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专利文本质量的评价主要是基于专利法、专利审查指南中的相关规定，说明专利文本是

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专利文本的撰写水平及质量。例如，专利说明书是否已经清楚、完

整地公开了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并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和实施；权利要求

书是否清楚、简要地记载了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权利要求是否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

的数量、层次关系、保护主题及保护范围是否合理等。

为了进一步凸显参评专利的质量，如果参评专利存在同族申请，也可以结合同族申请的

审批、授权情况，以及同族专利在相应国家或地区的实施情况来辅助说明参评专利的质量。

2.2 技术先进性评价

技术先进性评价旨在说明参评专利技术的原创性、重要性、技术优势及技术通用程

度。撰写的基本思路是从大处着手，首先清楚简要地概述本领域的技术发展脉络，说明参

评专利申请日之前本领域已经取得的重大技术进展及仍然存在的技术缺陷，阐明本领域存在

的关键性、共性的技术难题，然后介绍参评专利所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及所取得的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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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参评专利的技术贡献度、重要性及其在本领域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价值，凸显

参评专利的原创程度。对于技术优势的描述，要采用比较分析的思路，说明参评专利技术相

较于其他技术而言所取得的优势技术效果，尽可能通过量化指标展示参评专利的技术优势。

至于技术通用性的描述，要着重描述参评专利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前景，要体现出

参评专利的应用范围、规模及其对交叉学科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及价值。

2.3 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

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评价着重考查参评专利的市场竞争优势、市场运营情况及保护状

况。

对于专利运用情况的说明，要基于专利技术的商业化状况说明专利技术的实施情况，通

过量化数据及比较分析阐明参评专利当前的市场规模、市场占比及收益情况，并对专利技术

未来的市场前景、规模占比及收益状况进行合理的预期。

对于专利保护状况的说明，要说明专利权人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在专利保护方面所采

取的措施及成效，例如，专利布局的延伸情况及专利布局的完整性，专利维权的积极性及效

果等。此外，要阐明专利权人在专利运用及保护方面的制度建设情况、条件保障措施和执行

情况，说明专利权人有条件对于专利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采用快速的响应措施，

有能力保障专利技术的顺利实施。

2.4 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

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评价侧重考察参评专利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因此，在

撰写材料时要着重强调参评专利的社会效益、行业影响力及政策适应性。

对于社会效益的描述，要凸显参评专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贡献，这种贡献可以

体现为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消除公害污染、改善劳动条件、提高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或引领消费习惯等。

对于发展前景的描述，要说明参评专利的实施对行业发展及技术发展趋势的影响。

对于政策适应性的描述，要强调参评专利技术与国家大政方针、技术发展导向的

匹配程度。

3. 实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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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评奖指标涉及专利质量、技术先进性、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

效、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四个维度，四个维度的权重占比差别不大，由此要求申请人

在准备奖项申报书的过程中要均衡施力，不能厚此薄彼。

相较于技术先进性指标，其他三个指标具有更强的法律属性，建议企业在准备奖

项申报书时要协调好技术专家与知识产权律师，多角度挖掘专利的价值属性，提高奖

项申报的成功率。

首发于《知产前沿》个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