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专利工作“升级换代”启示录 
 
【来源：科技时报】(2006-09-08 18:16:13) 
  
 
从注重“保护”走向注重“转化” 知识产权该如何 加强战略策划？ 
 
本报记者 郑千里 张巧玲 
 
    独家新闻线索带来的深入采访  
 
    “甲醇制烯烃（MTO）这个项目，从催化剂制备到催化反应过程，再到工

业试验，共申请了 37 项专利，进行了全面的专利覆盖，使大连化物所拥有了完

整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是 8 月 24 日，MTO 工业试验项目成果新闻发布时，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黄向阳向《科学时报》记者透露的独家重要信息。  
 
    以甲醇为原料生产低碳烯烃的 MTO 技术，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我国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与企业合作成功实现专利实施和工业化运行的一个范例。国外某著名

公司曾多次想把 MTO 技术打入中国市场，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原因很简单：

大连化物所在长期的 MTO 科研开发和技术竞争中，逐渐形成了技术优势或者说

是技术壁垒。现在，大连化物所率先在世界上实现了万吨级 MTO 技术工业化中

试，“逼迫”该公司不得不改变“不做 MTO 中试、直接从实验室的小试一步设

计到工业化生产”的初衷。  
 
    “对我国能源合理开发利用，MTO 技术的巨大作用不可估量，意义十分重

大，该工业化试验成果的产生，凝聚了几代科研人员的心血智慧，经历了实验室

小试、中试和工业化现场试验的艰辛探索，是科技与产业相结合，形成自主知识

产权的完美结晶。而与 MTO 技术发展相伴随的，是合成气转化、甲醇经二甲醚

制低碳烯烃等，一系列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的形成、发展，以及中试转化乃至工

业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说，MTO 技术的知识产权管理与策划，对最终实现 MTO
万吨级工业化中试起到了积极作用。”专家评论说。  
 
    大连化物所类似于 MTO 的做法，在技术形成与转化过程中，紧紧抓住知识

产权的本质要害，形成战略发展态势和产业发展态势的，还有干气制乙苯技术、

燃料电池技术、干法脱硫技术、农药及精细化工产品生产技术等一系列专利。  
 
    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管理成功的奥秘在哪里？从注重“保护”走向注重“转

化”，知识产权管理究竟应该如何加强策划？我们能否从大连化物所的成功经验

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对此，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对 13000 多篇专利文献研究：专利开发与学科发展结合  
 



    注重专利申请和保护，在我国科研院所中绝非大连化物所一家，但能将知识

产权作为战略进行部署，与整体学科发展紧密结合，这样的科研院所却并不多见，

一些开发性科研院所找不准自身发展方向，或者课题组找不到社会需求的科研课

题，正是忽略了专利战略研究这点。  
 
    知识产权工作不是个孤立的问题，它必须与科研院所重要发展领域和学科战

略布局紧密结合在一起。从 1998 年开始，大连化物所就开始重视从战略布局的

角度来指导知识产权工作，围绕知识产权的产生、保护、转化三个环节开展工作。

其中，特别注重将专利的产生，与对研究所重要发展领域的知识跟踪和学科战略

布局相结合。在研究所信息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前沿学科信息组，专门从事相关科

研工作的信息跟踪和战略讨论。  
 
    黄向阳拿出一本《氢能制备与应用专利战略研究》报告——这是大连化物所

承担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软课题研究项目——向记者介绍说：“正是在对 13000
多篇专利文献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建立了规模制氢、移动制氢和燃料电

池电极催化剂专利基础数据库，并针对技术及知识产权的关注要点，提供了在研

究、开发和产业化几个方面的应对措施和建议。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了解到

了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利技术情况，也针对氢能的一些重要专利技术，它集中申

请的世界 6 大著名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和空气产品公司，三菱集团和通用汽车集

团等，进行了战略分析和专利分析。”  
 
    为激起研究人员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热情，大连化物所出台了强化和激励措

施，将专利保护的理念贯穿于科研管理的全过程。例如，设立课题立项时的查新

制度，保证所产生技术的新颖性，为专利的形成奠定基础；而发表论文前要先申

请专利，将专利作为项目结题时考核的标准；职工离所、学生毕业时签订知识产

权保护协议等制度则为专利保护提供了保障；对在专利申请、授权和实施过程中

作出贡献的个人的多种形式奖励，有力地调动了研究人员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热

情。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学科的分布，说明我们哪个学科申请了什么专利，

或者说有多少体量、动态变化的情况。研究所的发展战略，从专利的角度和从学

科的角度是统一的。”大连化物所科研管理人员如是说。  
 
    30 件专利被“无效”掉了：将转化视作专利价值根本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科院本质上就是生产专利的地方，几乎各个研究所都设

立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职能处室。但准确地说，其工作仍停留在专利“保护”、

注重知识产权体量的层面上，更多是组织各种成果的申报、统计，而对专利应用

关注得却比较少。如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评价：中国专利的转化率太低。  
 
    “事实上，知识产权战略部署应该涵盖知识产权的产生、保护和转化的全部

过程。”黄向阳指出，只有知识产权的有效转化，才是研究所实现社会存在价值

的根本目的，也是专利社会价值的根本所在。  
 



    大连化物所在注重专利“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专利“质”的提升。专利申

请量到达一定阶段后，逐步淡化了申请量，强调专利的质量。“我们加强了对授

权专利及部分申请专利的无效审查，对已经完成领域保护任务或不能很好地进行

成果转化的专利技术，我们每年都有选择性地放弃一些授权专利的维护。仅 2002
年，我们就自行把近 30 件专利‘无效’掉了。”  
 
    据该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办公室主任吴鸣介绍说，随着科技项目的成长进

程，逐步进行专利的涵盖与延伸，目前，大连化物所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

知识产权转化战略策划。主要包括如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题目组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出基础知识产权，工作重点

在于评估知识产权的科学价值和商业化价值及其获取价值的机会；第二层面，是

针对重大科技问题和其延伸的科技问题，开展国内外团队的合作研究，进一步提

出基础知识产权或新增知识产权的要求，重点在于知识产权的战略布局和集群调

整；第三层面，是在工程中心或与企业合作的成果转化单元中，开展关键技术和

集成技术的应用开发研究，并在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进一步新增知识产权

并实施技术转化，重点在于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确定知识产权权利与权益分配，

以及实施技术转化交易；第四层面，将研究所自主的基础知识产权和新增知识产

权，以无形资产方式作价入股，设立高技术剥离企业，实现技术转化和商业化独

立运营，重点在于寻找合适的投资合作伙伴，开展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和股权监管。  
 
    大连化物所逐渐形成的这套知识产权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开发和技术转

移的力度。“十五”期间，研究所累计签订“四技”合同约 400 份，与国内外企

业横向合作的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合同金额已经达到 2.83 亿元，其中，2005 年

与 2004 年相比，国内合作增长了 49％，国际合作收入增长了 61％。  
 
    BP 公司拍出了 1000 万美元：在国际合作中提升管理水平  
 
    “国际专利的申请同样不能忽视。”大连化物所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

注重所长包信和提出的“借船出海”，用国际先进的知识产权运作方式改进管理

工作。其中，与 BP（英国石油）公司共建的“面向未来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就

是个很好的例子。  
 
    该中心是 BP 公司资助建立的全世界第四个研究中心，资助总额度为 1000
万美元，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开展为期 10 年的合作研究，是中科院最大规模的

国际合作项目之一。项目于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迄今为止，“甲烷无氧芳

构化制氢气和芳烃”、“甲烷部分氧化制甲醇/甲醛”等 8 个基础研究项目已取得

阶段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双方的合作在技术发展项目中进一步加深扩大，形成

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署的“合成气制液体燃料”和“氢分离膜及其应用”两

个项目，2006 年的研究经费分别为 130 万美元和 110 万美元；BP 公司还将出资

300 万美元，双方共建创新技术联合实验室。  
 
    该项目不仅推动了相关技术研究的发展，还摸索并逐渐建立起基于中方现有

技术发展项目的合作模式；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合作双方原有的包括知识产权技术



在内的背景信息的所有权，而且使得双方共同开发的研究信息共享。并通过申请

国际专利的形式，有效地保护和使用该项研究信息，实现了研究所专利战略策划

与国际的同步；也使研究所的自主知识产权得以稳步进入国际技术市场，开展国

际间的合作与竞争。  
 
    一般情况下，大连化物所启动的国际专利申请（PCT 阶段）由研究所和题目

组共同资助申请；但现在很多国际专利由题目组资助申请。“我们从一开始就把

视野放在国际舞台上考虑，现在研究人员在申请国内专利的同时，也重视国际专

利的申请，当研究员意识到他的研究涉及今后学科发展或对将来的产业发展具有

关键性影响时，他就会主动地申请国际专利。”黄向阳介绍。  
 
    干气制乙苯年收入 30 亿元：专利技术在转移中延伸扩展  
 
    过去，炼油厂催化裂化装置产生的干气，往往是点了“天灯”，让其在空气

中白白燃烧。大连化物所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的系列发明，被人们喻作是一套“吃

草就能挤牛奶挣钱”的技术装置。如在年产 10 万吨的乙苯装置上，其中含有

0.7%~1％丙烯，采用研究所从干气中吸收丙烯的方法，一年就可以得到纯丙烯

1500~2000 吨，纯丙烯价格为每吨 1 万元左右，而干气每吨价格仅为 1 千元左右，

仅此一项，炼油厂每年就可以增收 1500 万元左右。  
 
    1996 年之前，研究所就初期取得的技术与中石化公司一起，在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 20 个国家申请了专利。美国 LUMMUS 公司对此评价非常高，想与

研究所合作，将此技术装置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但在 1996 年年底，LUMMUS
却突然冷了下来，研究所主动分析原因，认为虽然已经申请了专利，但这第一代

的技术显然还有欠缺，离打到欧美的产品技术要求有一定距离。  
 
    挑剔的用户往往是自己最好的老师。研究所分析了自己专利技术的缺陷，立

即着手在 1997 底完成了技术的第二代改进，1999 年在大连石化公司的配合下，

建立了一个 10 万吨规模的生产装置，其间同时着手开发第三代技术，1998 年底

完成了第三代技术的中试，完全开发了新的沸石催化剂。  
 
    大连化物所立足该技术的自主开发，一发而不可收，使专利技术在转移中得

到了不断的延伸和扩展。他们利用石油催化裂解产生的含有 15%~30％左右乙烯

的尾气生产苯乙烯，形成了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系列专有技术，已先后已在美国

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20 余项。由于该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石

油化工行业完全顶掉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截至 2005 年年底，通过对该

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中国石油公司和中国石化公司先后批准，在国内开工建设

7 套共计 56 万吨规模的干气制乙苯装置，其中包括抚顺、大连和锦州的 4 套装

置，年产规模 30 万吨，销售收入达到 30 亿元人民币。  
 
    “虽然是我们在中试过程中教会了许多企业，让他们熟练掌握和应用了我们

的专利技术，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企业教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市场的需求，让我

们的专利技术在转移中得到了不断的延伸和扩展。”应用催化研究室室主任徐龙

伢研究员说。  



 
    据大连化物所专利管理人员石瑛介绍，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大连化物

所共申请专利 1439 件，其中发明专利 1294 件。累计申请国外专利 24 件。2005
年当年，大连化物所共申请专利 198 件，其中发明专利 189 件，名列中国科学院

系统院所第一。而在这些专利中，有 180 余件通过技术转让或技术入股的方式转

移到市场和企业中，专利转移率达到 12.5%；而通过技术合作和技术开发的形式，

还有更多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为企业提供了技术来源和服务，创造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缩写 JDEA 里隐含的信息：打破人才瓶颈以走出迷津  
 
    在科研院所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的人员，是一群“特殊”的专家型人才，他们

既要懂得专利技术管理和相关的法律知识，具有良好的专业技术背景，而且要同

时懂得公司和研究所运作的基本规律，能与企业界人士进行很好的沟通。  
 
    谈到这里时，黄向阳举了一个“JDEA”的例子。“JDEA”是英文“Joint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Agreement”的缩写。  
 
    研究所在和 BP 公司的合作中，围绕专利展开的工作大致分为 4 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 Look At，可以称作收“入门费”，若从字面上硬译，也就是“瞧一瞧”，

BP 公司与研究所签了保密合同，要看专利就要付这个 Look At 的费用，看完之

后觉得对方这个技术确实有潜力，双方开始共同申请国际专利，先进入 PCT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申请程序，在此基础上，按双方约定，BP 公司出钱

在世界各国帮大连化物所进行专利申请，实际上就是保护了研究所的专利产权，

因为它首先要承认这个技术是研究所的。接着是签 FA（Frame Agreement），也

就是框架协议，对方要投入好几百万美金做这个研究。经过评估，再签署合作开

发协议，英文叫 JDEA。  
 
    要知道英文缩写 JDEA，特别是要知道在它里面隐含的全部信息。显然，非

这方面的优秀专门人才不能够“破译”。  
 
    大连化物所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办公室，其主任吴鸣是该所的研

究员，1998 年他竞聘到了“环境污水处理”组长的位置，2000 年到所里的一个

公司当总经理，2004 年又回到所里，专职从事专利管理。但是像吴鸣这样高素

质的专利人才，目前在我国的科研院所里凤毛麟角，尚且不多见。  
 
    专家型知识产权人才的严重缺乏，是目前制约我国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工作发

展的一个瓶颈，更是制约我国技术转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个瓶颈。  
 
    在本报记者采访前的 8 月 1 日至 2 日，在科伦坡召开了亚洲地区“技术管理

办公室在知识产权当中有效的职能”主题会议，吴鸣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举办的这一会议。该会议认为，目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职能应更多

地关注技术“转移”的职能，推动知识产权的社会化和产业化。过去，各国知识

产权工作的重点一般都是“保护”，现在看来，知识产权的“应用”才是重点所



在，才是知识产权与社会的最好接口。该国际会议还倡导，世界各国应通过设立

技术管理办公室（TMO），更多在知识产权管理的专业人才方面进行投入。这是

强化知识产权实施与应用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吴鸣说，从可持续的长远发展眼光看问题，中国的创新科技成果应该面向全

球科技产业化。但是目前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是还缺乏在国际上开展专利转

化的相当经验，缺乏具有专业背景的专利工作人才，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发

工作方面，尤其在国际间的合作中，与有关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还有较大的距离。

在实际国际交往过程中，无论从知识产权的法规体系、组织体系、知识体系和人

力资源体系，我们还都处于相当明显的弱势。  
 
    知识产权的人才瓶颈问题该如何解决？“加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有关专业

知识和国际惯例的宣传、咨询及培训非常重要。”吴鸣介绍，大连化物所在年度

经费预算中，已经设立并增加了对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和后备人员的资格培训

和强化培训预算。  
 
    “我们建议，中科院应尽快成立一个和国际标准接轨的非营利性的知识产权

管理机构。制定知识产权管理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协调全

院知识产权保护和转化工作，通过恰当的组织方式，连接各地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平台、研究所技术转移部门，或者产权开发部门，提供知识产权相关的服务。并

在国家和中科院的重大、重点项目的引导和牵引下，以协调和介入的方式，促进

更高层面、更高质量的院地合作和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