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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利攻坚上演“三国演义”
——记中科院大化所分子筛醇水分离膜专利技术的国际许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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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新加坡Hyflux公司首席技术官（CTO）Fong Chun Hoe先生亲自带队的一批工作人员，如

期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化所）接受为期三天的技术培训。 
  

这一技术就是今年10月9日大连化物所与英国BP公司和新加坡Hyflux公司在新加坡签订的《分子

筛醇水分离膜合作框架协议》中所涉及到的分子筛醇水分离膜专利技术。根据该协议，合作三方就该

膜技术的深度技术集成、产业化和全球市场拓展进行国际合作。Hyflux公司CTO带队来到大连化物

所，意味着三方国际合作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科学时报》记者来到大化所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记者感受到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专利攻坚战

就像上演“三国演义”似的异彩纷呈。 
  

寻找 佳合作伙伴 
  

“我们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形成的分子筛膜载体大规模制备、A型分子筛放大合成、渗透汽化和

蒸汽渗透膜组件的设计及分子筛膜专利技术，具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谈起这一专利技术，大化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无机膜催化及催化新材料研究组负责人杨维慎研究员备感欣慰的，不仅仅是技术本

身，而是这一技术背后隐藏的巨大市场前景，“它可以大幅降低生物乙醇的生产成本，在生物发酵制

乙醇领域中具有十分重大的工业化前景”。 
  

杨维慎介绍，近年来，生物乙醇作为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各国政府重点关注和应用推广的新型能

源。生物乙醇可以通过含淀粉作物（如玉米、土豆）、含糖作物（如甜菜、甘蔗）和木质素或纤维质

植物（如木材、麦秆、麦秸）的发酵获得。2006年，全球生物乙醇燃料开发的投资额达到180亿美

元。据估计，到2020年，全球生物乙醇需求量将达到1200亿立升。 
  

“决定生物乙醇价格的因素，关键就是发酵液的乙醇脱水技术。”杨维慎说，在国际原油价格居

高不下、国内石油需求量日益激增的情况下，生物乙醇高效低能耗生产技术的开发及应用推广，对替

代和缓解石油资源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工业无水乙醇的生产方法主要包括恒沸精馏、萃取精馏和吸附分离等。“这些传统的乙醇

脱水方式普遍存在工艺过程复杂、能耗较高及污染严重等问题。”杨维慎介绍，渗透汽化/蒸汽渗透膜

分离工艺比起传统工艺，具有一次分离度高、操作简单、无污染和能耗低的特点，是解决生物乙醇提

纯的关键技术。分子筛膜作为一种新型的无机分离膜材料，可以在苛刻条件（较高温度和有机溶剂）

下使用，且具有高通量、高稳定性等特点，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他们研制的分子筛

膜载体大规模制备、A型分子筛微波放大合成、渗透汽化和蒸汽渗透膜组件的设计及分子筛膜专利技

术，正是“生而逢时”地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 
  

这一技术诞生不久就引起了BP公司的注意，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BP公司是目前世界上三大

石油公司之一，在能源相关领域和中科院开展了一系列科技合作。BP公司与大化所的‘面向未来的清

洁能源’和‘能源创新实验室’合作项目就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也非常希望与我们就分子筛醇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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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膜这一技术进行合作。”大化所知识产权开发办公室主任吴鸣研究员说。 
  

吴鸣介绍，2005年，BP公司聘请经济评估公司对整个项目进行了严格评估，特别是对采用这一技

术产生的能耗、技术成本进行了详细评估， 终认为，这一技术能把精馏的能耗结余10%～30%。

2006年，BP公司还资助大化所将这一技术进行了中试。中试发现，利用这一技术分离乙醇，能使乙醇

的浓度达到99.6%以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膜分离出来的水是不含乙醇的，也就是说其后的废水

不需要处理就可以直接排放。” 
  

但遗憾的是，作为一家能源公司，BP本身不做膜材料和相关设备的制造，大化所必须找到第三方

进行合作，这个合作对象不仅要求有膜技术方面的工程力量，更要求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开发能力。

“我们希望我们的专利核心技术能够在国际范围内整合优势资源，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市场，因此必须

通过国际合作。”吴鸣说。 
  

经过一番调研后，他们找到了Hyflux公司。Hyflux公司是在膜分离领域快速发展起来的国际知名

公司，在海水淡化、中水利用、油水分离回收利用等膜分离应用领域有出色的国际市场业绩，目前市

值已愈百亿元人民币。“新加坡1/3的淡水都是由这家公司提供的，它在中国天津、葫芦岛等地也建了

好几家海水处理厂。在业内有一定的口碑，应该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吴鸣说。 
  

一波三折的马拉松谈判 
  

大化所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合作伙伴，“分子筛醇水分离膜”项目也因此变成了三方的国际合作。 
  

然而，他们接下来面临的却是一波三折、整整长达一年的马拉松式谈判。 
  

市场嗅觉敏锐的Hyflux公司对与大化所和BP公司的国际合作非常看好。“我们两次去新加坡谈合

作事宜，都是Hyflux公司董事长林爱莲亲自和我们谈。”杨维慎介绍。 
  

但是，这位强势的女董事长的“胃口”远在他们意料之外。“ 初，她想买断我们的技术。但我

们不想这样，我们坚持要和BP这个老朋友、大客户合作，而且由于这个技术涉及了生物乙醇这一重大

应用领域的核心生产环节技术，可能对我国未来能源成本和能源安全构成影响，我们必须在这项国际

技术许可中，坚持对该专利技术在中国的完全的自主权利，我们要给中国的企业留下足够的空间，这

是我们合作的原则。”杨维慎说。 
  

由于“道不同”，大化所与Hyflux公司的谈判在 初几个回合后，因陷入僵局而暂时搁浅。 
  

“我们也问过BP公司是否愿意自己制造产品，他们对此没有兴趣，但是他们也希望买断这个技

术。我们的担心是，如果只和BP合作，它可能只是把技术放在口袋里而不是真正投入生产运用。” 
  

本着“三方合作互惠”的原则，三方各作让步，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大化所和BP公司更加始料不及。 
  

2007年1月，大化所和BP公司同时收到Hyflux公司发来的律师函，Hyflux公司购买了一个欧洲公

司的专利，这个专利本身和大化所的分子筛醇水分离膜技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该专利把膜的孔径范

围覆盖了。 
  

“掌握专利就掌握主动权，Hyflux公司要求主导谈判与三方的合作。”吴鸣说，“为了这个问

题，我们开了一系列会议，还为此作了一系列评估，按照他们专利覆盖的范围，我们和BP公司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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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发言权。” 
  

杨维慎介绍，他们的项目总共有十几项专利，早在1999年他们就在国内申请了第一个分子筛醇水

分离膜方面的发明专利——“微波合成A型分子筛膜”。但这一专利只是中国的专利，并没有进入国

际。 
  

“我们 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国际专利。”杨维慎说。 
  

BP公司为此也十分头疼。“我们特意飞到伦敦BP公司总部和他们商讨这个事情，讨论了整整两

个上午都没有任何头绪。”吴鸣介绍， 后，BP总部专利方面的律师不得不检索BP所有关于无机膜

的专利记录。后来，BP找到了他们在欧洲申请的一个国际专利，比Hyflux公司的欧洲专利早一年。 
  

情况变得更加复杂，BP公司开始占据了主动权。“欧洲市场是BP的专利覆盖，美国市场是Hyflux
公司的专利覆盖，我们的专利只能在中国市场覆盖。”吴鸣说。 
  

谈判只能重新开始，因为三方的专利和技术诀窍覆盖了全世界可能应用的范围，谁都不想放弃合

作。 
  

“我们和Hyflux公司的谈判，甚至都吵了起来，还拍桌子瞪眼睛！”吴鸣对这段谈判经历记忆犹

新。 
  

“经过协商，我们希望合作三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专利和专有技术、工业设计和制造、市场网络和

资金运作的优势，全力推进该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拓展。”吴鸣说。 
  

终于在今年9月份，三方达成了共识：大化所作为核心专利技术的许可方，通过一系列交叉许可

（CROSS LICENSING）各自的专利技术，Hyflux公司作为主要生产方进行分子筛膜和膜组件的制

造，BP作为主要用户并通过它的全球市场和资金运作能力共同开展工业化示范项目，从而实现该技术

的全球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三方共赢 皆大欢喜 
  

今年10月9日，大连化物所与BP公司和Hyflux公司就《分子筛醇水分离膜合作框架协议》在新加

坡举行了签字仪式。这是包括科学家、银行家、风险投资机构在内共有300多人、30多家媒体参加的

国际合作盛会。 
  

“协议签订之后，Hyflux公司的股票涨了大约16%，这是我们回来后了解到的，把我们都吓住

了！”吴鸣说。 
  

这是一次三方共赢的国际专利合作。在三方合作框架中，BP公司成为该技术早期研发资金投入的

直接受益者，将以优惠价格从Hyflux公司获得膜产品。Hyflux公司利用自身在膜分离行业的市场和技

术组合优势，不仅可以通过这个高附加值创新膜产品获取高额利润，同时，也为该公司通过膜产品优

化组合和企业资源重新配置使之进入高速发展通道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我们则通过将分子筛醇水分离膜的制造技术许可给Hyflux公司，不仅获得了一笔技术门槛费，

同时还将对膜产品的销售按照一定比例获取技术提成费，从而实现技术许可费收入。”杨维慎告诉记

者。 
  

重要不是放在嘴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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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记者在大连化物所采访期间，该所所长张涛不止一次对记者发出这

样的感慨，对于这句话，吴鸣和杨维慎更深有感触。 
  

“我们不仅是技术的拥有方，而且早在1999年就申请了专利，但是没有想到 后变成了一个妥协

的结果。”杨维慎话中透露着些许的遗憾。 
  

杨维慎1990年从大化所获得博士学位之前，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进修过一年，毕业以后分别在美

国南加州大学和德国生物界面研究所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这些国外经历让他较早地了解到了知识产

权的重要性，“但是我真正深有感触的，还是这次与BP和Hyflux公司的合作”。 
  

杨维慎印象 深的就是新加坡法律条款的严谨，以及Hyflux公司的首席投资官Sam Ong先生和

Hyflux律师对合同谈判的细致入微。 
  

杨维慎说，Hyflux律师细致到所有文本的每一句话都会很仔细斟酌，每句话都会想出不同的组

合，他会把所有的组合都列出来，所有的可能性或歧义都列出来，然后一个个推敲。 
  

“Sam Ong先生对知识产权和专利问题是相当专业的，非常年轻，一看就是那种非常睿智的人，

可以从他的冷静中看出他的锐利，他善于理解问题并设法主导谈判方向， 终达到推进的目的！”吴

鸣说。 
  

正是这位首席投资官，在三方谈判因国际专利的覆盖问题而陷入僵局时，打破了三方谈判的坚

冰，而他本人也被公司从首席投资官提拔为首席财务官（公司二把手）兼首席投资官。 
  

“在整个谈判中，BP公司也有3个专门的律师负责，而我们大化所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吴鸣在

负责知识产权的工作，也是吴鸣在和他们谈判。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杨维慎说。 
  

对于此次谈判所留下的遗憾，杨维慎的感触是：“问题的症结就在大化所虽然有技术，但是早年

没有申请国际专利。”当年，他们也意识到了国际专利的重要性，但是5000美元的专利申请费和每年

高昂的专利维护费让他们 终望而却步。 
  

吴鸣则认为，中国的创新科技成果应该面向全球科技产业化，需要集成世界优秀的技术资源，但

问题在于，国内科研机构依然缺乏在国际上开展专利技术转移的相当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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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国际交往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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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鸣认为，我国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极度缺乏，是制约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的一个重要瓶颈。 
  

今年初，张涛出任大化所所长，将大化所的知识产权工作再提升了一个高度。张涛认为，应当加

强知识产权的“运营”，应该将专利的申请、保护和转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而这也将是大化所下

一步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 
 

        更多阅读 
 

        科学时报：让知识产权运营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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