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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管理的文献述评及其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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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竞争的兴起，企业不断加强专利管理，获取竞争优势。专利研究日益从经济

学、法学领域拓展到管理学领域—专利管理研究逐渐受到管理学者关注。综述近十年的国内外专利

管理文献，归纳出专利战略管理和专利过程管理两个研究主题，评述了专利战略管理中的进攻型战

略、防御型战略、盈利型战略的内涵、实施目的和方式，以及专利过程管理中专利申请管理和专利商

业化管理。最后，分别对专利战略管理和专利过程管理的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一些重要的、迫

切的且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以促进专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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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Prospect on the Research of Pat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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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rging  of  technology  competition,  to  w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enterprises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ir patent management. Patent research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economics and law to
managem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atent management research ha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from management
scholars. This research mainly reviews extant literatures on patent manage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and highlights
two  important  themes  within  patent  management  research-patent  strategy  management  and  patent  process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comments the concept, purpose and ways of implementation on three patent strategies,
namely  offensive  strategy,  defensive  strategy  and  leveraging  strategy.  And  the  research  introduces  two  key
domains-patent  application  and  patent  commercialization,  within  which  patent  process  management  actions  are
typically  undertaken.  Finally,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patent  strategy  management  and
patent  process  management.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is  review  will  help  scholarship  advance  some  important  and
urgent research issues that remain to be studied further on pat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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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

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焦点，企业间技术竞

争加剧，专利对市场的占领和保护作用正不断凸

显。专利作为企业特殊的战略性资源，具有异质

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等特征，能为企业带来持

续的竞争优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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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管理学视角，回顾并综述近十多年来

专利管理研究文献，将其归类为专利战略管理和专

利过程管理。首先，本文述评了专利战略管理文

献，归纳了专利战略的三种类别，并分别阐述了进

攻型专利战略、防御型专利战略和盈利型专利战略

的内涵、实施目的和方式。其次，基于过程观，述

评了专利过程管理中的专利获取和专利应用，详述

了专利获取过程中的专利申请行为—专利申请数

量、专利申请质量和专利申请布局，以及专利应用

过程中的专利商业化行为—专利价值内涵及其影

响因素和专利价值获取。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回顾

了专利管理文献，综述专利战略管理，以及专利过

程管理中的专利申请和专利商业化，提出一些重要

且有待深入的问题，以促进专利管理研究。本文的

述评框架思路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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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利管理研究的述评框架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为确保检索文献的代表性和完整性，本文检索

了近几年EBSCO、Elsevier、ABI/INFORM、Science
Direct、Wiley-Blackwell、和Web of Science这六大

外文期刊数据库，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等收录的管理学科领域核心期刊发表的

题目、摘要或关键词为“patent”、“专利”的文

献，剔除纯粹与经济学和法学相关的专利研究，聚

焦管理学文献，筛选出国内外相关文献，为本研究

述评及展望提供文献依据。

一、专利战略管理研究

专利战略指利用专利制度提供的法律保护及条

件，分析竞争对手状况，推进专利技术开发，控制

专利技术市场，实现长期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总体

性谋划。为深化专利战略内涵，不少学者探讨专利

战略类别。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三种视角。

第一，基于专利排他性，专利战略分为保护战

略、价值最大化战略和商业联盟战略[2]。第二，基

于专利战略行为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专利

战略分为专有战略、防御战略和利用战略 [3 ]。第

三，根据战略动机，王钦等[4]将专利战略分为进攻

型战略、防御型战略和组合型战略。另李清海等结

合战略的进攻防守性和专利的经济收益，将专利战

略进一步分为杠杆战略、防御战略和盈利战略[5]。
 

表 1    专利战略分类
 

分类依据 分类结果 作者

专利战略的实施方式 进攻型战略、防御型战略、虚实相间型战略 倪蕙文（2003）

战略动机 引进与利用战略、竞争防御型战略 刘凤朝等（2005）

专利排他性和作用 保护战略、价值最大化战略、商业联盟战略 Seldon（2011）[2]

专利战略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专有战略、防御战略、利用战略 Somaya（2012）[3]

战略倾向 进攻型战略、防卫型战略、组合型战略 王钦等（2015）[4]

战略进攻防守特性和专利收益 杠杆战略、盈利战略、防御战略 李清海等（2015）[5]

 

尽管学者对专利战略分类依据不同，但分类结

果比较相似，主要聚焦于进攻型战略（专有战

略）、防御（防守 /防卫）型战略和盈利型战略

（价值最大化战略或利用战略）三种专利战略，这

三种专利战略管理引发学者进一步研究。

（一）进攻型专利战略管理

基于资源基础观，进攻型专利战略是企业利用

资源异质性，积极主动申请专利并取得专利权，使

得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为企业提供

专有的商业优势。进攻型专利战略也称为专有战

略，即为了减少技术外溢，维持自身核心技术垄断

优势，不愿意将专利授权给其他企业[5]。实行进攻

型战略的企业会建立一个延伸到对方技术领域的专

利围墙。它们即使不使用这些相关的专利，也要阻

止其他企业使用这些技术或者开发替代技术 [ 6 ]。

但是，进攻型专利战略管理中，企业可能将专利许

可给有互补性资产的商业合作伙伴，以增强自身竞

争力。

在界定进攻型专利战略内涵的基础上，不少学

者研究该专利战略的应用。研究得出企业实施进攻

型专利战略，通常应具备经济实力强、技术位势

高，且以开发高新技术为基础。企业实施进攻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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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战略，应将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或者基础技术，

作为基本专利来保护，通过专利更新 [7 ]或重新检

查[8]，取得该领域技术发展，尽可能“封杀”竞争

对手进入市场的通道，并向对方已有市场进行攻

击，实现市场垄断[9]。具体而言，企业实施进攻型

专利战略，主动构建严密专利网，形成技术壁垒，

进而利用专利网对市场中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专

利诉讼所带来的禁令和利润，会使企业更倾向以独

占的方式拥有专利，同时打击、排挤竞争对手，实

现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3]。

（二）防御型专利战略管理

防御型专利战略，是企业防止竞争对手的威胁

或阻碍，披露其专利信息，抢占专利权[10]，或防止

竞争对手的专利通过复审和重检程序[11]，使得对方

无法取得专利或取得的专利无效，确保其竞争地

位 [3 ]。企业实施防御型专利战略，是以防守为目

的，旨在规避专利持有人诉讼的风险，捍卫企业的

优势地位及合法权益[12]。防御型专利战略的具体形

式分别为专利组合、专利围栏、专利池、交叉许可

和专利公开等[3, 5]。

企业应如何有效实施防御型专利战略？其根本

是建立有效隔离机制，实现竞争优势。企业实施防

御型专利战略，通过大规模的防御型专利组合、专

利围栏或专利池，隔离竞争，保持企业经营和技术

商业化的自由空间[3]。如果面临其他企业专利诉讼

的威胁，则企业通过防御战略实现相互阻塞，利用

其拥有的专利反诉并威胁对手，使得对手也无法在

市场运营，从而解决僵局[13]。交叉许可是企业间为

防止侵权而达成相互使用对方专利的许可协议[14]。

当产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专利阻塞的效果不明显

时，交叉许可会更有利于企业进行专利防御[15]。一

般企业可以利用其持有的防御专利组合，通过交叉

许可增加交易砝码以更优惠的条款获得外部技术，

并减少未来诉讼的风险[13]。

企业实施防御型专利战略，兼具防御性和进攻

性。当专利被企业作为隔离机制时，企业将在专利

上建立强势地位，例如构建专利丛林，使竞争者难

以在其专利外围继续申请专利[2]，使竞争对手失去

发展机会。然而专利丛林中部分专利是否完全符合

可专利性是有待考量的[16]。企业实施防御型专利战

略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即为了防御而申请大量专

利，导致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忽视专利质量，且

违背专利制度鼓励专利实施和资助研发的初衷[5]。

（三）盈利型专利战略管理

盈利型专利战略是指企业专利可用于产生额外

租金 [3 ]。盈利型专利战略是基于专利的排他性权

利，实现直接获利和间接获利。企业盈利型专利战

略的直接获利，是通过专利许可或专利转让。专利

许可包括单向许可和交叉许可，企业对于组织内部

不涉及企业关键战略和核心竞争力的专利，利用其

专利权带来的议价能力，在行业内或行业外通过对

外许可，获取专利对外商业化收益[3]。

企业盈利型专利战略的间接获利，是指专利诉

讼赔偿。盈利型专利战略要求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

有密集的专利网、有很强排他性，进而可以实施有

效专利诉讼实现盈利战略[5]。专利诉讼前景越高，

企业谈判地位越强，企业通过其盈利战略获取的谈

判条款或诉讼赔偿，会更具吸引力。“专利鲨鱼”

（Patent Shark）型或“专利流氓”（Patent Troll）
型企业的盈利型专利战略，则以专利诉讼为主，其

特殊盈利模式受到关注。这类企业通常不从事实体

生产活动、不自行研发，也不对专利技术进行内部

商业化。它们主要从外部购得专利，通过专利许可

或专利诉讼从认定的专利侵权人那里获得高额赔偿

或转换成本[17]。“专利流氓”在滥用专利权利、造

成诉讼资源浪费的同时，也给我国企业的生产和发

展带来无形的压力[18]。“专利鲨鱼”等企业所带来

的负面效应也较大，不利于整个市场的技术扩散和

进一步创新。但现有针对专利鲨鱼攻击，企业具体

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的研究较少，针对这一领域，

从专利法律层面、专利行政部门层面和企业专利管

理层面进行相关研究将是十分必要的。

二、专利申请管理

专利申请和专利商业化是企业专利活动的两个

重要过程，分别实现专利获取和专利应用。

现有文献对企业专利申请的研究，分别从专利

申请数量、专利申请质量和专利申请布局展开研

究。一方面，随着国家专利战略的发展和企业专利

战略的复杂化，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制度环境，以及

中观企业战略导向，探讨专利申请数量激增的驱动

因素。另一方面，基于企业专利申请行为，学者探

讨了专利质量和专利布局相关问题。

（一）专利申请数量及其驱动因素

专利申请数量，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的三种专利申请的数量。专利申请数

量的驱动因素，学者主要基于组织理论、市场结构

理论、制度理论分别探讨组织层面、行业层面、宏

观制度层面的企业专利申请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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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层面的驱动因素

组织理论学派学者主要从组织层面研究专利申

请的驱动因素。Schumpeter提出，企业规模促进企

业专利申请。Mansfield通过实证研究美国制造行

业，发现医药、化工等行业，企业专利申请量随企

业规模增大而增加[19]。从资源观的视角可以看出，

如果企业规模小，其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

对较少。由于资源数量的约束，难以进行专利申请

并且维持专利权。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企业规模和专利申请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企业市场力量、研发投资、竞争战略、创新要

素和能力等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也引起学者关

注。企业市场力量指企业能将其价格提高到竞争水

平以上，同时不被竞争对手的反击竞争策略击垮的

能力[20]。研究证实企业市场力量促进专利申请行

为，即市场力量较强的企业，更愿意进行创新投

资，即“效率效应”相对“替代效应”占据优势。

此外，研发投资对技术创新成果—专利申请量，

有显著正向作用[21]。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专利浪

潮”兴起，虽然专利申请量激增，但是在这一时期

企业研发投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有学者提出

企业研发效率的提高促使其专利产出增加，从而使

专利申请量增长[22]。企业竞争战略或专利战略变得

越来越复杂和综合化，导致专利申请量增长[23]。近

年来还有学者指出，创新要素的增加，创新能力的

提升以及专利倾向的提高均是促使专利数量增长的

重要保障[24]。

2. 行业层面的驱动因素

市场结构理论学派提出，由于不同行业模仿创

新的速度和成本存在差异，使得企业专利申请存在

行业差异。位于创新结果容易被他人模仿的行业的

企业专利申请量一般较多[25]。为了保护其先进的技

术，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专利申请量一般比低技术

行业的企业多。但是，这一结论也引发了一些学者

的质疑[26]。外商直接投资刺激了我国企业申请专

利[27]，并且随着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其也在我

国申请专利以保护其产品免受模仿[28]。此外，企业

间激烈的专利竞赛，也促使企业加强自己的专利申

请活动。

3. 制度层面的驱动因素

制度理论学派提出，专利法律环境和政策制度

的完备，影响企业进行专利申请。一方面，学者研

究得出专利宏观环境的改善促进专利申请数量。如

专利法改革、专利权的增强等法律环境，促进企业

专利申请量[29]；专利补贴制度通过扣除和补偿申请

费用激励专利申请[30]；政府实施的专利资助项目和

对专利的财政补贴，以及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等，也激励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长[30~31]。但另一方

面，有学者研究得出相反结论。如学者针对专利法

修订前后，分析我国各创新主体的发明专利年增长

情况，发现我国专利法修订案的施行未对专利申请

量造成影响[32]。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与专利相关的法

律及政策可能引发过度创新，带来社会资源浪费或

不利活动[33]。知识经济时代，专利申请的影响因素

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专利申请质量及其驱动因素

专利申请质量满足申请的发明创造具有高技术

质量，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并最终能商

业化或者促进进步的实际效力的特征[34~35]。随着

“问题专利”“垃圾专利”等专利质疑的涌现，专

利申请质量的驱动机制引起学者关注。

部分行业数量激增的专利并没有使创新绩效得

到提高，这引发了学者对专利真正质量的质疑[36]。

学者们认为专利申请质量低下，主要是由专利权

人、专利局和创新型公司三类主体倾向性因素导致

的。其中企业专利申请动机对专利申请质量有重要

影响[37]。当前，企业专利申请动机多是高新技术企

业为防止被诉讼、受行政驱使、阻挠竞争对手、保

持研究自由度、获得谈判筹码等战略性动机而申请

专利，或是在于拥有足够专利数量以构筑专利组

合，追求在专利竞赛中的竞争优势，并非为获得市

场利益而提交高质量申请[38]。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表明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在整体上对专利质量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但大部分研究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认为国家对专利申请的资助政策降低了专利申请质

量[39]。如我国专利激励政策的费用资助和减免政策

等，导致企业为获得专利财政补贴，倾向于申请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40]。这样，企业既减少成

本，又获得专利授权，然而带来大量的低质量专利

申请[37]。研究发现，专利申请质量在技术创新和知

识产权质量评定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现

阶段提升专利申请质量势在必行[34]。

（三）专利申请布局及其驱动因素

专利申请布局，即主要围绕某一特定专利在技

术布局、时间布局、地域布局等维度的环环相扣、

彼此相连的专利集合，从而最大程度保护专利权人

的独占权[41]，其中专利技术布局是专利布局的重要

内容。Granstrand最早将专利技术布局模式分为六

种[42]。为深入挖掘专利技术布局信息，形成可视化

的专利技术布局方法，有学者以现有技术挖掘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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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划入手，提出了专利技术布局深度和专利技术

布局广度两种模式[41]。

基于专利技术布局的基本概念和模式，学者从

三种视角探讨专利技术布局。一是基于行业视角，

探讨专利技术布局状况。如巴金分析我国电动汽车

行业相关专利的技术布局发现，我国电动汽车行业

的专利技术布局具有竞争优势，研发实力接近国际

水平[43]。岳冬冬等也分析了南极磷虾行业相关专利

的技术布局，发现我国南极磷虾的专利技术布局已

稍显落后，而国外申请人布局势头明显[44]。谢志明

等利用技术专利地图方法对中国电动汽车专利技术

分布信息进行了分析[45]。二是基于区域视角，对比

分析我国各省、我国与其他国家以及全球各国家的

专利技术布局现状。如冯仁涛、余翔探讨我国各省

专利技术布局的相似程度[46]。简红江、刘仲林比较

分析中日发明专利技术的分布领域，发现与日本相

比，我国发明专利核心技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尤

其缺乏技术领域的分布优势[47]。三是，基于组织个

体视角，分析特定企业的专利技术布局。如黄裕荣

等通过对电动汽车技术研发竞争态势进行研究，发

现丰田在电动汽车核心技术领域占绝对优势地位，

公司在各领域特别是电池技术领域有大量专利

布局[48]。

综上所述，现有学者针对行业、区域（国

家）、特定企业等，探讨专利技术布局的基本概念

和模式，然而缺乏企业专利技术布局的影响因素及

其过程机制的研究。

三、专利商业化管理的价值

国外已有很多学者对专利商业化进行了研究。

专利商业化是指专利所有者通过专利产生收入的商

业化过程，包括对外许可、转让、建立企业联盟等

外部商业化，以及组织内部实现产品开发、制造、

销售等内部商业化[49]。专利制度是市场经济的组成

部分，专利本身即意味着商业化运作和盈利的可能

性[50]。企业通过专利商业化来增加收入和扩大市场

份额获取专利价值，是实施盈利型专利战略的主要

动机。专利价值是企业进行专利商业化的前提，因

此可以从专利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专利商业化 [ 5 1 ]。

（一）专利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专利价值是指专利权人通过对专利权的独占或

者许可为其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通过采用和推

广专利技术为社会发展带来社会效益。由于专利价

值的不确定性，专利商业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很难直接计量[52]。专利价值的影响因素是影响专利

商业化的关键因素，为企业专利商业化运作提供量

化的实用工具。关于专利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以

选取的不同代理变量为基础，分为诉讼论、收入论

和市场价值论三个不同视角（见表2）。

1. 诉讼论

专利诉讼是指当专利所有人为行使其对所受侵

犯专利的正当合理利益，而向有关部门提起的诉

讼。依据诉讼论，涉讼专利往往比其他非涉讼专利

更有价值，且专利诉讼成本越高，专利价值越大。

学者以专利诉讼为专利价值代理变量，实证分析专

利价值的影响因素。例如，Reitzig以欧洲专利局的

化工行业813项专利诉讼成本，作为专利价值的代

理变量，研究发现专利合作条约、加速研究的请

求、加速检查请求、发明技术优先权的数量等，提

升专利价值[53]。张克群，夏伟伟等以美国授权的

LED专利“是否涉讼”为专利价值代理变量，得出

专利权利要求数、先前技艺数、专利家族深度和专

利家族强度对专利价值存在的正向影响[54]。

2. 收入论

收入论，是以企业销售利润率、专利租金和专

利拍卖价格等测量专利价值，并研究其影响因素。

例如，Harhoffa等以德国的满期专利为样本，研究

得出专利的前引用和后引用，影响专利价值，并且

经过诉讼、以及具有国际专利族的专利更具有价值[55]。

Bessen通过在USPTO申请的所有实用新型的专利租

金数据发现，大实体的专利租金大于小实体（小实

体是指个人、小企业、非盈利性机构）的专利租

金，即所有者的特征对专利租金具有影响 [ 5 7 ]。

表 2    专利价值影响因素研究的分类

理论视角 专利价值代理变量 作者 验证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

诉讼论 专利诉讼成本 Reitzig[53]；张克群，夏伟伟[54] 专利程序信息、专利全文信息、专利权利要求数、
先前技艺数、专利家族深度和专利家族强度

收入论

销售利润率 Harhoffa，Scherer and Vopel[55] 专利文献的前引用和后引用、专利有无诉讼、专利族

专利增加的租金 Jensen，Thomson，Yong[56]；Bessen [57] PCT合约申请、发明者的身份等、所有者的特征

专利拍卖价格 Fischera and Leidingerba[58] 专利的向前引证次数、专利家族

市场价值论 公司的市场价值
Hall and MacGarvie [60]：
Belenzon and Patacconi[61] 专利申请的机构、专利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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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era和Leidingerba以专利拍卖相关数据为样

本，验证了专利的向前引证次数与专利家族的规模

皆正向影响专利价值（专利拍卖价格）[58]。但我国

学者也指出，被引频次对于专利价值的解释能力依

然有限，被引稀缺的专利未必没有价值[59]。

. 市场价值论

市场价值论，是指以企业市场价值测量专利价

值，市场价值越大，专利价值越大。学者以公司市

场价值为代理变量，研究专利价值的影响因素。例

如，Hall和MacGarvie通过对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软件专利的企业，其市场价

值更高，且专利引用量与专利价值显著正相关[60]。

Belenzon和Patacconi实证研究发现，专利申请机构

影响专利价值，即相对于USPTO专利，EPO专利的

市场价值更大[61]。学者Chang K C通过分析制药行

业的专利数据，发现了专利的引用越多，专利的

市场价值越大，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62]。

（二）专利价值获取

对企业而言，多数情况下，强大和有效的专利

战略能帮助企业专利成功商业化，获取专利价值。

有效的专利战略管理应包括专利获取、专利合作、

专利保护、专利商业化等整个活动过程[63]。专利获

取是专利商业化的前提和基础，专利保护是专利商

业化的保障。企业能通过专利战略获取专利权，建

立强有力专利保护，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内部商业化

成果或将互补性资产对外许可给其他企业，并通过

与其他企业的联盟促进专利商业化开发。因此，专

利能够帮助企业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外部融资，包

括风险投资、筹集担保债务、质押等[64]。综上所

述，专利战略在融资中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对企业专

利商业化的支持。

然而，追求竞争性专利战略会分散企业进行专

利商业化的注意力，难以获取专利价值。特别是如

果企业缺乏专利管理资源，进行高度破坏性的专利

组合和专利诉讼等战略会减少商业化的数量，从而

破坏价值创造[65]。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和专利竞

赛的加剧，促使专利战略动机的多样化发展，导致

企业开始注意到专利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化

价值，更具有构建竞争优势的战略价值[66~67]。另一

方面，专利竞赛和竞争威胁，迫使专利战略布局重

点保护创新技术和预先抢占市场前景。相应专利直

接进行产品开发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市场和环境

的不确定性程度也很高，企业往往不会投入商业化

所需的配套资源，专利价值难以实现。

四、研究展望

本研究基于管理学视角，聚焦于专利战略管理

和专利过程管理，回顾并述评专利管理的相关文

献，以期对专利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提出

未来研究的方向，并进一步丰富中国制度情境下中

国专利管理的研究（图2）。
  

进攻型战略

盈利型
战略

防御型
战略

专利申请

专利商业化

组织因素

行业因素

制度因素

 
图 2   专利管理的研究展望

 

（一）专利战略管理的研究展望

基于对专利战略的管理学文献回顾，未来研究

应关注不同专利战略如何协同或替代，以及专利战

略管理与专利过程管理之间的匹配关系和情景依

赖。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防御型专利战略

和进攻型专利战略，未来研究应多关注盈利型专

利战略，尤其应探讨哪种专利战略或专利组合战

略更促进专利申请及其专利商业化。第二，各种

专利战略的实施在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但同时会

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企业在实施防御和

进攻型专利战略时，会带来专利申请的大量增

长，但忽视专利质量和专利价值实现，极可能造

成企业资源浪费。企业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或

如何有效利用这些专利，以获得价值最大化？第

三，企业专利战略体现在企业专利过程管理中，

但是极少文献将专利战略研究的视角，融合于专

利申请和专利商业化的过程，未来研究应在探讨

专利战略与各种专利过程管理的联系。第四，专

利战略的实施往往由宏观制度、行业动态性、组

织情景等因素所制约，只有少部分学者通过案例

研究个别成功企业或跨国公司的专利战略；未来

研究可应用大样本数据探讨这些不同因素所带来

的影响。第五，专利战略被认为是占据竞争优

势、获取最佳经济利益的秘诀，如何利用专利战

略获取高质量的专利，并最大化地实现专利价值

有着很大探索空间，即专利申请、专利商业化和

专利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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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过程管理的研究展望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技术竞争日益激烈，专利

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专利过程管理的研究还有待深

入。一方面，应基于专利战略管理理论，深入研究

企业不同的专利战略以及专利战略组合，对专利过

程管理的影响及其情景价值；另一方面，应融合组

织理论、制度理论等深入研究专利过程管理的内在

机制及其相互作用。

具体而言，未来的专利过程管理研究可以关注

以下方面。第一，企业不同专利战略如何影响企业

专利过程管理，换句话说，企业不同专利战略选择

或组合，如何影响专利申请数量、质量以及专利申

请布局，进一步如何影响专利商业化和专利价值获

取？以及如何实现专利商业化的货币收益和战略收

益的最大化？第二，中国制度情景下，专利作为一

种创新独占机制，相对商业机密，专利的效力并不

高[68]，但企业还积极进行专利申请和专利商业化，

这种相悖的矛盾行为，如何合理解释？第三，关于

专利过程管理的驱动因素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制度

环境，行业特征或区域因素，以及组织情境对专利

申请量、专利申请质量、专利申请布局的驱动因素

和过程机制，以及专利战略的影响机制和情境的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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