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管&理&科&学&学&报

'()*+,-(./,+,01/1+23451+413 5+465+,

&&&&&&&&&

789:!" +8:#

3;<:!$!%

=8>!?$:?##!$@A:BCD>:AEFB:!$!%:$#:$$!

中国高校创新成果转移及对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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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利转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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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专利转让是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重要方式!本文采用我国高校的专利转让数据研究了

高校专利转让的概况以及专利转让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在专利转让市场中的参与度

越来越高!发明专利和隶属于制造业的专利是高校转让样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转让正向影

响高校的创新!专利流动性上升一个标准差!创新上升 ":GH!$不同专利类型(不同高校类型受

专利流动性的影响有所不同:异质性上!高校科研人员的资质越高(社会网络越丰富!专利转让对创

新的影响越大$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融资越便利!专利转让对创新的影响越大:

关键词! 高校$ 创新成果转移$ 专利转让$ 创新

中图分类号! 0"PP( .!$P&&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G I#J$G#!$!%$$# I$$!% I?J

!"引"言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中坚

力量#占有重要的科研资源:高校的科研经费从

?#J"年的 H:J亿元#增长到 !$?# 年的 ? G#G 亿元#

如图 ? 所示:

图 #"高校科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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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1]3数据库

高投入伴随着高产出:高校的科研成果主要

包括论文,著作,专利等:以专利为例#高校每年申

请的专利越来越多#!$$H 年约有 ! 万个#!$?# 年

达 %P 万个:而且申请的专利中约 "$!的专利是

发明专利#专利的技术含量较高"

#如图 ! 所示:

图 %"高校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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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1]3数据

创新成果的转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

#如

!

"

收稿日期! !$!$ I$P I$"$ 修订日期! !$!! I$H I!#: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G?J!H$$!$ G!!$!$%P$ G?G#$H#?%$ 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资助项目"Y''Kjh'6$?!$?#?$$$%$?P%$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通讯作者! 田&轩"?#GJ- %#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1EO>9! U>OCWQ<LBFT:UF>CXNSO:;=S:BC

专利有三种类型#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其中发明的技术含量最高:!$$H 年-!$?# 年间专利申请的总样本中发明专利的占

比约为 %"!"1]3数据库%#低于高校申请的专利样本中发明专利的占比:



何将高校庞大的创新成果通过转移真正实现产业

化#发挥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问

题:为了促进高校创新成果的转移和转化#教育部

等相关部门先后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

发布*促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计

划+和*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

用的若干意见+:我国高校技术转移主要有四种

模式#包括传统模式,技术孵化器模式,技术转移

平台模式和技术创业模式
&!'

:其中北京作为高校

最密集的省市#有多项技术转让到了其他地区的

企业
&%'

:然而研究表明#我国高校现阶段的技术

转让效率低于美国高校
&P'

:

文献中对影响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因素做了

大量研究:首先#高校自身的因素会影响创新成果

的转移#比如科研人员的规模和质量
&H# "'

,研发经

费的投入
&"'

,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建设
&H I??'

,激

励机制和补偿体系
&G# ## ?!# ?%'

,高校和业界的关

系
&H# ?P I?J'

等$其次#高校所在地的区域特征也会

影响创新成果的转移#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
&?"# ?G'

#融资的便利性
&H'

,知识产权保护
&?#'

等:

再者#技术本身也是影响转移的重要因素#比如专

利本身的重要性
&H# !$'

, 专利权以及技术领

域
&?## !$'

,发明者的资历
&?#'

$最后#技术交易双方

共同决定的因素也会影响高校的技术转移#比如

文化冲突
&G# J# ?!'

,地理距离
&%# !?'

等:

虽然文献中对影响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因素

有较多探讨#但关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高校

创新成果转移会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如何影响

高校接下来的创新#在文献中的研究比较有限:理

论研究发现#在任期制度下技术转移带来的收益

对科研产出有正向的影响
&!!'

#而实证研究发现在

美国大学的样本中#技术转移的经济收入对研发

数量的影响是负向的#对研发质量的影响是正向

的
&!%'

#该结果可以用科研的拥挤效应"M;F;OMBN

B8CX;FU>8C ;TT;BU%来解释:

高校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创新成果的转移提高

自身的经济价值#但科研人员还需要完成教学等

其他任务:那么创新成果转移会如何影响高校科

研人员的时间分配和接下来的创新产出呢. 本文

对此进行研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研究

高校以专利转让的形式实现的技术转移对以专利

衡量的创新产出的影响:本文首先研究了高校专

利转让的概况#包括高校在专利市场上的参与度

以及转让专利的类型和行业分布#在此基础上#本

文研究了专利转让对高校创新产出的影响:在研

究专利转让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时#本文根据

68BNL;MX等
&!P'

构建了高校的专利流动性指标:该

指标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该指标与高校专利转

让相关#专利流动性越高意味着高校转让专利的

可能性越大$ !%该指标相对外生#该指标是基于

全部的专利转让样本和授权样本构建的#计算时

考虑了专利的授权时间和隶属的行业等因素#因

此对于某个高校来讲#该指标相对外生#可以避免

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发现高校在专利转让市场中的参与度越

来越高#发明专利,隶属于制造业的专利是高校转

让样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的专利转让对创新

有正向影响#专利流动性上升一个标准差#高校的

创新上升 ":GH!:不同专利类型,不同高校类型

受专利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区别:本文通过异质性

研究发现#高校层面#科研人员资质高的高校相对

于资质低的高校,社会网络强的高校相对于弱的

高校#受专利流动性的影响更大$高校所在地层

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对于低的地区#风险

投资融资便利的地区相对不便利的地区#高校受

专利流动性的影响更大:

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从专利层面研

究了高校的创新成果转移#丰富了文献中从地区

层面对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研究
&?"# ?G'

$ !%构建

了相对外生的高校专利流动性指标#该指标不仅

可以衡量高校专利转让的概率#而且相对外生#可

以避免内生性问题$ %%高校专利转让对创新产出

的实证研究#不仅丰富了文献中对该问题的研究#

且为现实中指导高校技术转移提供了借鉴意义: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文献综述

?:?:?&与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相关的文献

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影响高

校创新成果转移的因素上:首先#高校本身的特质

会影响高校创新成果的转移:高校的科研能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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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科研人员的规模和质量
&H# "'

,研发经费的投

入
&"'

#会影响创新成果的转移$高校技术转移机

构#包括技术转移机构的激励机制
&G I#'

,管理效

率
&?!'

,成立年限
&H'

,规模
&"'

以及拥有的资源和识

别被许可人的能力
&?$'

等都会影响高校创新成果

的转移$高校的激励机制和补偿体系同样会产生

影响#有文献发现高校的奖励制度会正向影响创

新成果转移
&G# ?!# ?%'

#也有文献发现会负向影响高

校创业
&#'

$高校技术转移主要是转给企业进行商

业化生产#所以学校和业界的关系也会影响高校

的技术转移#校企合作
&?J'

,来自业界的资金支

持
&H# ?P# ?"# ?G'

,与外部代理的互动频次
&?H'

都会对高

校的技术转移产生影响:其次#高校所在地的区域

特征也会影响创新成果的转移#包括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
&?"# ?G# !H# !"'

#风险投资带来的融资便利
&H'

,

知识产权保护
&?#'

等:再者#技术本身也是影响转移

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专利本身的重要性
&H# !$'

,专

利权以及技术领域
&?## !$'

,发明者的资历
&?#'

:最

后#高校作为技术供给方和企业作为技术接收方

共同决定的因素也会影响高校的技术转移#比如

文化差异
&G# J# ?!'

#地理距离
&%# !?'

,经济距离,技术

距离,政策距离
&%'

等:

关于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影响#2NSMFLV和

2NSMFLV

&!!'

用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发现#在任期制

度下技术转移带来的收益对科研产出有正向的影

响#而-OBN和 3BNOCD;MEOC

&!%'

用美国的大学实证

研究发现技术转移的经济收入对研发数量的影响

是负向的#对研发质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对数量和

质量的不同影响可以用科研拥堵效应"M;F;OMBN

B8CX;FU>8C ;TT;BU%来解释:';CF;C 和 2NSMFLV

&!G'

理

论研究了高校科研人员在完成既定的工资和教

学任务的情况下#如何在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之间分配时间:研究发现#科研人员在应用研究

和基础研究之间的选择取决于考虑每类研究

的效用及在收入和声誉方面的影响后的边际替

代率:

?:?:!&与专利转让相关的文献

影响创新的因素在文献中有充分的讨论#比

如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相较于债券市场更有利于

创新
&!J'

#但股票市场对创新的正向影响受限于股

票市场的流动性
&!#'

$相较于政策本身#稳定的政

策环境更有利于创新
&%$'

$高新区的设立可以通过

税收优惠,地价优惠,融资便利等途径促进

创新
&%?'

:

然而#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技术的提高实

现经济效益#所以通过技术的流动盘活技术存量,

发挥技术的经济价值非常重要1 近年来#逐渐有

文献开始研究以专利转让为代表的技术市场1 最

早研究专利转让的是 3;MMOC8#其对在美国授权并

转让的专利从专利的所有者层面,专利所属的行

业层面以及专利层面做了研究
&%!'

:研究发现个人

发明者和小公司所有的专利的交易率最高#药品

和医疗行业专利的流动性最大:专利的年龄,被引

用次数,普适性以及交易记录也会影响专利交易

的可能性:,BD>X>U等
&%%'

同样研究了美国的专利交

易#研究发现 ?H I!$!的专利会被卖掉#专利交

易平均需要 H:PJ 年:专利与其所有者"公司%的

技术距离越远越容易被卖掉#被交易的专利与买

方的技术距离比与卖方的距离小:/O等
&%P'

,3;MZ

MOC8和j>;=8C>F

&%H'

研究了申请破产保护的公司的

专利转让情况#/O等
&%P'

研究发现公司在破产重

组期间会卖出其所有的 ?J!的专利#专利的售卖

集中在破产申请后的前两个季度#公司会卖那些

技术关键且有价值的专利#从而为公司在缺乏外

部融资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3;MMOC8和 j>;=8Z

C>F

&%H'

研究了 ?#JJ 年-!$$J 年期间倒闭的创新

密集行业中有 74支持过的 !JH 个创业企业#研

究发现 G$!的专利被卖掉了#一般在一年之内就

卖掉了#专利一般被卖到了与原公司处于同行业

的公司中#并且交易后有很高的的再分配价值:

.>XS;M8O和 3;MMOC8

&%"'

比较了大公司和小公司交

易的专利的特点#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交易专利

更积极$专利与其所有方其他技术的互补性越差#

越可能被卖掉$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更在乎购买

的专利与已有技术的互补性$在被交易的专利中#

价值越高的专利越会被大企业所购买:理论模型

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大公司更有能力在公司内部分

配技术从而使得技术能更好的利用#而专利交易

存在交易成本#所以大企业交易技术没有小企业

活跃:

近年来#有部分文章对专利转让的影响做了

初步研究:专利的交易优化了技术资源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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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升
&%%'

$专利交

易过程产生的价值相当于被交易专利价值的

?$!#并且该价值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而上

升
&%G'

:对于微观企业#YMÒ等
&%J'

发现当有了对冲

基金的干预后#企业更大可能卖出专利#且卖的是

与自己技术距离较远的专利#专利得到更有效的

利用#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效率:6OC 等
&%#'

发

现专利交易不仅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而且有利于

实现创新活动基于自身优势的专业化分工:

68BNL;MX等
&!P'

研究发现专利被交易的概率可以

增加专利被质押的概率#这是因为专利交易的概

率可以增加专利的残余价值"FO9̀OX; Ò9S;%进而

提高了专利进行质押贷款的可能性:0O9OFF8

等
&P$'

研究了专利交易对专利诉讼的影响#发现个

人发明者所有的专利交易后诉讼的可能性降低#

专利权的实施得到增强#这主要是通过买方较强

的解决侵权争端的能力实现的:

?:?:%&文献评述

以往文献对高校创新成果转移和专利转让的

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对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高校技术转移的因素上#从

专利层面研究高校创新成果转移的文献相对较

少:!%文献发现专利转让会产生影响#包括对社

会福 利 的 影 响
&%%#%G'

和 对 微 观 企 业 的 影

响
&!P#%J#%##P$'

#但对高校的影响有待研究:高校作为

重要的创新主体#高校的创新活动如何受到以专

利转让为代表的创新成果转让的影响是非常重要

和亟待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专利层面研究

了高校创新成果的转移以及对高校接下来创新的

影响:

#$%"研究假设

高校科研人员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一方面#

高校科研人员除了科研#还需要承担教学等其他

任务$另一方面#科研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

般来讲#应用研究进行技术转移,带来经济收入的

概率要大一些#但是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

重要性不亚于应用研究:所以#当科研成果可以通

过转移和商业化实现经济收入时#高校科研人员

会如何选择.

2NSMFLV和 2NSMFLV

&!!'

用生命周期模型研究

发现#在任期系统内#技术转让可以在不减少基础

研究的情况下增加应用研究#也就是说会提升总

的科研产出:';CF;C 和 2NSMFLV

&!G'

认为科研人员

在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选择取决于考虑每

类研究的效用及在收入和声誉方面影响后的边际

替代率:

本研究的创新用高校申请的专利来衡量: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两者都会影响专利

的申请: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专利转让会促进高校创新: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校的创新成果转移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与高校自身相关的因素

会产生影响#比如高校科研人员的资质:技术在开

发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经济价值和市场

前景都是未知的:相较于名不见经传的学术新人#

有资质的科研人员的技术在市场中的认可度更

高#即专利发明人的资质会对技术的转让产生影

响
&?#'

:鉴于专利发明人的资质不可得#而且研究

表明高校科研人员的质量会影响技术转让
&H'

#因

此本研究将高校看作一个整体#并且用高级职称

来衡量科研人员的资质:如果一个高校的高级职

称科研人员的占比越高#高校科研人员的资质就

越好#其对申请的专利的背书性越强#市场的认可

度就会越高$相反#如果一个学校科研队伍经验较

少,中级及以下职称较多#市场对其的态度可能更

多的是观望#其技术转让就会受阻:因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7&高校科研人员较高的资质会增强专利

转让对创新的影响:

高校的社会网络关系也是与高校自身相关的

影响创新成果转移的因素:高校转移创新成果主要

是为了产业化#实现经济效益#所以受让方以企业

为主:如果高校的社会网络关系丰富,与企业的来

往密切#那么技术转让就会更加方便
&H# ?P# ?"# ?G'

:这

主要是因为! ?%技术转让过程中有较大的信息不

对称#如果校企合作往来比较密切#那么信息不对

称就会降低$ !%高校和企业如果合作紧密#那么

对于双方的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更加了解#就会

-"!-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更多的进行(定向创新)#从而技术的转移也就更

加便利: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D&高校丰富的社会网络关系会增强专利

转让对创新的影响:

高校的技术转让也会受到所在地相关因素的

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

高校的专利转让
&?"# ?G# !H# !"'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技术市场,金融市场,法律服务等就越发达#就

越有利于技术的转让: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高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专利

转让对创新的影响越大:

技术的产业化对资金的依赖性较高#并且

具有投入高,时间长,风险大等特点:因此高校

所在地的融资便利会影响高校的技术转让:由

于在技术产业化初期主要是通过风险投资进行

融资#所以这里的融资便利主要指风险投资的

可得性
&H'

:因此#提出第二个与地区因素相关的

研究假设!

H&D&高校所在地融资越便利#专利转让对

创新的影响越大:

%"研究设计

%$#"数据样本

本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数据样本:第一个是专

利转让数据#样本区间为 !$$? 年-!$?G 年#主要

包含申请号,转让人,受让人,转让执行日等信息:

另一个是专利基本信息数据#包含 ?#JH 年到

!$?G 年申请并授权的专利#主要包含申请号,申

请人,授权日,申请日等基本信息:数据来自国家

知识产权局:

为了避免非商业目的的专利转让记录的影

响#本研究对专利转让数据进行了识别:为了判断

专利转让的记录是不是真正的专利交易#本研究

首先将专利转让数据和专利基本信息数据根据专

利申请号合并在一起#保留申请人包含国内高校

的专利#然后借鉴文献中的方法#并根据数据的具

体特点做出适当调整#对专利转让的数据进行如

下处理!

?%去掉无效的观测值!转让人,受让人,转让

执行日缺失的观测值$转让执行日晚于失效日的

观测值$专利寿命小于 $ 以及大于最大有效年限

的观测值$

!%去掉重复的观测值!包括相同专利相同转

让人或者相同专利相同受让人等情况$

%%去掉非商业目的的转让登记记录:

经过上述处理后得到本研究的专利转让样

本#即 !$$? 年-!$?G 年之间发生的由国内高校

申请的专利的转让数据:

在研究专利转让对高校创新影响时#回归方

程中加入了高校的研发经费,研发人力以及高校

规模等控制变量#数据来自*高等学校科技统计

资料汇编+:

%$%"主要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是高校的专利流动性:鉴

于专利转让和高校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因

此在研究专利转让对高校创新的影响时#本研究

构建了衡量专利转让概率的专利流动性指标:借

鉴 68BNL;MX等
&!P'

的做法定义高校的专利流动

性:具体来说#高校的专利流动性是高校有效专利

被交易概率的平均值:所以构建该指标需要明确

每个专利的交易概率和高校的有效专利:其中#专

利被交易的概率是授权年I国民行业I年份 #层

面的指标:具体计算如下!将#年的专利转让样本

根据授权年和国民行业进行分类#该授权年 I国

民经济行业的专利在#年转让的数量占该授权年

I国民经济行业授权的专利总额的比例#就是该

授权年I国民行业的专利在 #年被转让的可能

性#而每一个专利都对应一个授权年和国民经济

分类#所以可以得出每个专利在#年的交易概率:

高校的有效专利是指高校授权且没有失效的专

利:根据专利转让滞后授权的时间分布#

#高校的

有效专利只考虑授权年限小于等于 " 年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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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转让的专利中有 #H!发生在授权后的前六年:



利:同时#因为三种类型的专利中#外观设计的

技术含量较低#而且在转让样本中的占比只有

$:!J!"表 P%#所以在研究专利转让对创新的

影响时只考虑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种类型的专

利:高校有效专利被交易概率的平均值就是高

校的专利流动性 426,2+2#=

2#

:为了研究发明和实

用新型分样本#本研究分别计算了发明和实用

新型两种类型的专利对应的流动性#分别为

426,2+2#=c2%5$%#2/%

2#

和 426,2+2#=c,#242#=

2#

:

解释变量用高校的专利流动性有如下两个优

点! ?%相关性#通过该指标的构建方法可以看出#

该指标是在充分考虑了授权年和专利行业的基础

上#基于专利转让数据衡量的转让实际发生的可

能性#所以该指标与高校专利转让的实际发生高

度相关#高校的专利流动性越高#意味着高校转

让专利的概率越大$ !%外生性#该指标的计算是

根据整个专利转让样本和授权样本得出的#所

以单个高校对该指标很难产生影响#即该指标

对单个高校来说是外生的#可以解决可能的内

生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高校的创新产出:根

据创新文献的做法#创新产出用申请并授权的专

利数量做代理变量#采用专利数量加 ? 取对数的

形式
&P?'

" 9C "? Gn /0!"#$%#'% %#发明和实用新型

分别用 9C"? G n /02%5$%#2/%'%,9C"? G n /0

,#242#2$'% 来表示:考虑到创新需要时间#专利的申

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研究与文献中的做法

相同#用#a? 期的专利数量:同时用 #a! 期的专

利数量做稳健性检验:

!:!:%&控制变量

高校的创新产出也会受到研发经费,研发人

力以及高校规模的影响#因此回归中加入了科技

经费"取对数%,研发人员数量"取对数%以及教学

和科研人员数量"取对数#作为学校规模的代理

变量%等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取自*高等学校科技

统计资料汇编+:为了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回归方程中加入了高校的固定效应以

及年份的固定效应#从而分别控制了与高校相关

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和所有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对高校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部公

布的本科高校:回归样本去掉了数据缺失的观测

值#样本区间为 !$$" 年-!$?" 年:

%

%$&"实证模型

本文用下面的实证模型来研究专利转让对高

校创新的影响

9C"?Gn /0!"#$%#'%

2##G?

H

!

$

G

!

?

I426,2+2#=

2#

G

!

!

I

9C :J

2#

G

!

%

I9C :$'$".()$.'

2#

G

!

P

I'("4$

2#

G,%25$.'2#=

2

G

=$".

#

G

#

2#

"?%

其中 2表示高校##表示年份#解释变量是高

校的专利流动性指标#被解释变量是高校#a? 年

"因为技术研发需要时间#所以专利申请相对滞

后%申请"并授权%的专利数量加 ? 后的对数:同

时#回归中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高校创新的变量#

包括 研 发 经 费 " 9C :J

2#

%, 研 发 人 力 " 9C

:$'$".()$.'

2#

%以及高校规模" '("4$

2#

%:同时加入

了高校的固定效应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回归中的

标准误聚类"B9SFU;M%到高校层面:为了减少离散

值的影响#变量在 ? 和 ## 分位数上进行了缩尾

处理:

&"实证结果

&$#"高校专利转让概况

在进入回归结果之前#本研究先对高校专利

转让的发展概况进行简要梳理#主要包括高校在

专利市场上的参与度,高校转让专利样本中的专

利类型和行业构成几个方面:

%:?:?&高校参与度

该部分探讨高校在专利转让市场中的参与

度#主要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来分析:借鉴参考

文献中的做法#绝对指标指高校每年转让的专利

数量#相对指标指专利授权后被转让的概率#即授

-J!-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没有提供 !$$P 年和 !$$H 年单个高校的科技活动信息#所以回归样本从 !$$" 年开始$被解释变量的数

据到 !$?G 年且滞后一期#因此回归区间为 !$$" 年-!$?" 年:



权的专利中被至少转让过一次的比例
&%!'

:从绝对

指标来看#高校每年转让的专利数量呈明显的上

升趋势#!$$? 年只有区区十个#到 !$?G 年有H $$$

多个:尤其是 !$?G 年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GG!#这

可能是受 !$?" 年 ?$ 月教育部发布的*促进高等

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计划+的影响:其次#

高校转让的专利在总转让样本中的占比虽在

!$$% 年-!$$H 年有小幅下降#但从 !$$" 年开始

呈现上升的趋势#!$?G 年占比约 P!#所以时间趋

势上#高校成为专利转让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技

术供给者"如图 % 所示%:

图 &"高校专利转让数量及占总转让样本的比例

.>X:% 2N;CSEL;M8TUMO=;= <OU;CUFT>9;= LVSC>̀;MF>U>;FOC= >UFFNOM;

>C U8UO9UMO=>CXFOE<9;

数据来源!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转让绝对数量的上升有可能仅仅是因为

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上升"图 !%导致的#所以接

下来转到相对指标#即专利在授权后其转让的概

率有没有增加呢. 专利转让概率用授权后交易过

的专利占比来表示:研究发现被交易专利的占比

同样呈现上升趋势:如表 ? 所示#?##$ 年之前授

权的专利没有参与转让#而 !$$# 年-!$?? 年授

权的专利被转让的比例达到 %:J"!:!$?? 年之后

授权的专利其转让的比例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从

授权到转让需要时间#所以存在截尾问题"UMSCBOZ

U>8C <M8L9;E%:因此#表 ! 对表 ? 的结果进行了修

正#转让的窗口期被限定在了授权后的前六年&

"因转让样本的时间截止到 !$?G 年#所以表 ! 的

授权时间截止到 !$?! 年%:从表 ! 可以看出#专利

被交易的概率呈现上升趋势:

表 #"高校专利授权后被转让的概率#!$

2OL9;? 2N;<M8LOL>9>UV8T<OU;CUL;>CXUMO=;= OTU;M>UFXMOCU"!%

授权时间段 转让概率

?#JH-?#JG $:$$

?#JJ-?##$ $:$$

?##?-?##% $:?$

?##P-?##" $:!J

?##G-?### $:"P

!$$$-!$$! !:?G

!$$%-!$$H !:JJ

!$$"-!$$J %:J$

!$$#-!$?? %:J"

!$?!-!$?P !:#P

!$?H-!$?G ?:%P

?#JH-!$?G !:!#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表 %"高校专利授权后前六年被转让的概率#!$

2OL9;! 2N;<M8LOL>9>UV8T<OU;CUL;>CXUMO=;= >C UN;T>MFUF>W

V;OMFOTU;M>UFXMOCU"!%

授权时间段 转让概率

?#JH-?#JG $:$$

?#JJ-?##$ $:$$

?##?-?##% $:$$

?##P-?##" $:$$

?##G-?### $:%J

!$$$-!$$! ?:%$

!$$%-!$$H !:$%

!$$"-!$$J %:$!

!$$#-!$?? %:PH

!$?! %:%H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通过图 %,表 ? 和表 ! 可见#不管用绝对指标

还是相对指标衡量#高校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力

量在专利转让市场中的参与度逐渐上升#高校创

新成果的转移和转化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活动:从

单个高校来看"表 %%#专利转让市场中最活跃的

高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在 !$$? 年-!$?G 年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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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后的前六年包括授权当年以及接下来的五年:



转让的专利占全部高校转让专利的 P:!H!:清华

大学,东南大学,江南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位列

!,%,P,H:在排名前 ?$ 的高校中#有 " 个是综合类

高校#有 P 个是理工类高校:

表 &"高校占比排序

2OL9;% 2N;U8< U;C OBU>̀;SC>̀;MF>U>;F>C <OU;CUUMO=>CXFOE<9;

排序 高校名称 占比@! 高校类型

? 上海交通大学 P:!H 综合

! 清华大学 %:#H 综合

% 东南大学 !:#% 综合

P 江南大学 !:%P 综合

H 北京工业大学 ?:JG 理工

" 华南理工大学 ?:J% 理工

G 浙江大学 ?:J! 综合

J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G# 理工

# 北京大学 ?:G" 综合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理工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类型构成

在 !$$? 年-!$?G 年高校的专利转让样本

中#占比最大的是发明专利#为 J":%P!:其中

!$$? 年#仅有发明专利的转让$发明专利占比较

低的是 !$$P 年#但依然过半$!$$H 年以后#其占

比稳定在 JH!左右:实用新型的占比基本稳定在

?H!左右#外观设计的占比较小#只有 !$$P 年超

过了 H!#其他大部分年份都不到 ?!:"表 P%从

三种类型专利的占比来看#考虑到三种专利的技

术含量#可以看出高校转让样本的技术含量要高

于高校授权样本的技术含量'

#也就是说高校的

成果转化集中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专利上:

%:?:%&行业构成

高校专利转让样本中的行业分布如表 H 所

示:专利的行业主要分为 " 大类#包括农林牧渔

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高校专利转让样本中占比最高的是隶属于制

造业的专利#JJ:??!#第二高的是隶属于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专利#约占转让样本

的 ":H?!:时间趋势上#制造业的专利占比在下

降#其他行业的占比在上升#即越来越多的行业的

专利参与到创新成果转化上来:

表 '"专利类型构成#!$

2OL9;P 2V<;B8E<8F>U>8C8T<OU;CUUMO=>CXFOE<9;

年份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 ?$$:$$ $:$$ $:$$

!$$! #H:J% $:$$ P:?G

!$$% #!:J" G:?P $:$$

!$$P HP:$H P$:HP H:P?

!$$H GH:G" !P:!P $:$$

!$$" JG:%! ??:!G ?:P?

!$$G JG:"! ?!:%J $:$$

!$$J J?:G$ ?G:"G $:"%

!$$# J!:J% ?G:?G $:$$

!$?$ J":GJ ?%:!! $:$$

!$?? J%:J# ?":$$ $:?!

!$?! JH:#" ?%:#" $:$J

!$?% J":"? ?!:J# $:H$

!$?P J#:%H #:#% $:G?

!$?H JH:H? ?P:!# $:?#

!$?" J%:!" ?":H$ $:!P

!$?G JJ:!G ??:"! $:?!

!$$?-!$?G J":%P ?%:%J $:!J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转让对高校创新的影响

本小节首先研究专利转让对高校创新的影

响#其次研究高校自身的因素和高校所在地的因

素对该影响产生的异质性:

(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首先#通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对回归样本做

初步的研究"表 "%:样本中高校每年平均申请"并

授权%的专利为 ?!H 个#但各个高校相差比较大

"标准差为 !?% 个%#最多的高校年申请量为

? ?"H 个#而有些高校在某些年份没有专利申请:

在高校申请的专利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一半#实

-$%-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

(

!$$? 年-!$?G 年高校授权的样本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占比分别为 H$!,P!!,J!:

发生在专利授权之前的转让叫申请权的转让#发生在授权之后的转让叫专利权的转让:在高校专利转让样本中#有 #":G!的转让发生

在授权之后#所以本文接下来研究的专利转让只包括专利权的转让:



用新型占比稍少#同时发明专利相较实用新型在

各个高校的差距较大:高校专利流动性的均值为

?:$G!#即高校的专利平均有 ?:$G!的概率被交

易#其中发明专利的交易概率"?:!H!%高于实用

新型"$:G#!%:高校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高达 ?:

!P 亿#人力约 P?? 人#不管是经费投入还是人力

投入#高校之间的差距比较大:高校的规模平均有

? ?HJ 人:

表 ("行业分布#!$

2OL9;H 5C=SFUMVB8E<8F>U>8C 8T<OU;CUUMO=>CXFOE<9;

年份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 $:$$ $:$$ ?$$:$$ $:$$ $:$$ $:$$

!$$! $:$$ $:$$ ?$$:$$ $:$$ $:$$ $:$$

!$$% G:?P $:$$ #!:J" $:$$ $:$$ $:$$

!$$P $:$$ $:$$ #G:%$ $:$$ $:$$ !:G$

!$$H $:$$ $:$$ ?$$:$$ $:$$ $:$$ $:$$

!$$" $:$$ !:J! J$:!J ?:P? $:$$ ?H:P#

!$$G !:J" $:$$ #!:%J $:$$ $:$$ P:G"

!$$J $:"% $:%! J#:!G !:JP $:"% ":%?

!$$# $:G" $:H? #$:?H ?:GG !:H% P:!#

!$?$ ?:?$ $:$$ #$:%? !:"P !:J" %:$J

!$?? ?:P! $:?! #?:%H ?:#$ ?:HP %:"G

!$?! $:#% $:$$ JH:G% %:%P ?:PG J:H%

!$?% $:"$ $:?H J#:#$ !:P# ?:PP H:P%

!$?P ?:!J $:?# J#:J% ?:G" ?:?P H:J$

!$?H $:#G $:$H J":?# P:#G ?:HH ":!J

!$?" $:"J $:%P J":G? %:?P !:$! G:??

!$?G ?:%H $:!? JG:G% !:?$ ?:?" G:P"

!$$?-!$?G ?:$P $:!$ JJ:?? !:"J ?:P" ":H?

&&数据来源! 国家知识产权局

表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OL9;" 3SEEOMVFUOU>FU>BF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

n /0!"#$%#' ?!P:JG !?!:"? $ P$ ? ?"H H G$J

n /02%5$%#2/%' "G:%% ?%#:GH $ ?! J%" H G$J

n /0,#242#2$' HH:!P #G:"J $ ?" H"# H G$J

426,2+2#="!% ?:$G $:HP $ ?:?J !:%H H G$J

426,2+2#=c2%5$%#2/%"!% ?:!H $:G# $ ?:P% %:$H H G$J

426,2+2#=c,#242#="!% $:G# $:P" $ $:#$ ?:G" H G$J

研发经费 "亿元% ?:!P !:GP $:$$ $:!P ?G:!J H G$J

研发人力"人% P??:!J H#J:!" % !?H % J#% H G$J

学校规模"人% ? ?HG:## ? P#$:?% P" G?J # %G" H G$J

%:!:!&基本结果

模型"?%的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G 中:通过表 G

可以看出专利流动性对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管回归方程中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高校的固定

效应,年份的固定效应#该影响均显著:当回归中

加入了控制变量和高校的固定效应,年份的固定

效应之后#高校的专利流动性对创新的影响是"表 G

列"P%%!专利流动性上升一个标准差#专利产出上升

":GH!:当被解释变量换成滞后两期"#a!%的创

新产出做稳健性检验时#结果依然成立"表 J%:

-?%-第 # 期 刘春蕊等! 中国高校创新成果转移及对创新的影响---以专利转让为例



专利流动性对不同类型的专利产出有什么不

同影响呢. 由前文的研究可知#高校转让样本中

发明专利占大多数"表 P%#用发明样本计算的专

利流动性同样高于实用新型"表 "%#可见不同类

型的专利转让有一定差距#这些差距会不会进一

步对创新有不同影响呢. 表 # 分别研究了发明专

利的流动性对发明产出的影响,实用新型专利的

流动性对实用新型产出的影响:回归中加入了控

制变量,高校的固定效应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从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实用新型受流动性的影响较大#

流动性上升一个标准差#产出上升 ?G:G"!#而发

明专利上升 ?%:$P!:

表 *"高校的专利流动性对创新的影响

2OL9;G 2N;;TT;BU8T<OU;CU9>mS>=>UV8C >CC8̀OU>8C

变量
"?% "!% "%% "P%

9C "? an /0!"#$%#'%

426,2+2#=

?:"%%

!!!

$:"?#

!!!

$:?%"

!!!

$:?!H

!!!

"$:$G% "$:$G% "$:$H% "$:$H%

9C :J

$:$HG

!!!

$:$!!

!!!

"$:$?% "$:$$%

9C :$'$".()$.'

$:PG$

!!!

$:?%H

!!!

"$:$"% "$:$P%

'("4$

$:%"P

!!!

I$:??J

"$:?$% "$:$J%

48CFUOCU

?:$J!

!!!

I%:"$$

!!!

?:"HP

!!!

?:%JH

!!!

"$:$"% "$:%"% "$:$P% "$:H$%

(LF;M̀OU>8CF H G$J H G$J H G$J H G$J

)C>̀;MF>UV.1 +8 +8 h;F h;F

h;OM.1 +8 +8 h;F h;F

,=ASFU;=c:

!

$:!?H $:P"J $:JHP $:JHH

&&&&&&&注!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 H!,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高校的专利流动性对创新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2OL9;J 2N;;TT;BU8T<OU;CU9>mS>=>UV8C >CC8̀OU>8C! *8LSFUC;FFBN;BD

变量
"?% "!% "%% "P%

9C "? an /0!"#$%#'%

#a!

426,2+2#=

?:HH%

!!!

$:HHP

!!!

$:??J

!!

$:?$J

!!

"$:$G% "$:$G% "$:$H% "$:$H%

9C :J

$:$P"

!!!

$:$!?

!!!

"$:$?% "$:$$%

9C :$'$".()$.'

$:PH?

!!!

$:?!J

!!!

"$:$G% "$:$H%

'("4$

$:P?G

!!!

I$:$PH

"$:?$% "$:$#%

48CFUOCU

?:%P?

!!!

I%:P"H

!!!

?:#J$

!!!

?:%$%

!!

"$:$G% "$:%J% "$:$P% "$:H%%

(LF;M̀OU>8CF H $H# H $H# H $H# H $H#

)C>̀;MF>UV.1 +8 +8 h;F h;F

h;OM.1 +8 +8 h;F h;F

,=ASFU;=c:

!

$:!$" $:PHH $:JHP $:JHH

&&&&&&&注!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 H!,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 管&理&科&学&学&报 !$!% 年 # 月



表 ,"高校的专利流动性对创新的影响'''分专利类型

2OL9;# 2N;;TT;BU8T<OU;CU9>mS>=>UV8C >CC8̀OU>8C! =>TT;M;CUUV<;F8T<OU;CUF

变量
"?% "!%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426,2+2#=c2%5$%#2/%

$:?"H

!!!

"$:$%%

426,2+2#=c,#242#=

$:%J"

!!!

"$:$"%

9C :J

$:$?J

!!!

$:$!"

!!!

"$:$$% "$:$?%

9C :$'$".()$.'

$:$"G

!!

$:?!?

!!

"$:$%% "$:$H%

'("4$

I$:?P"

!!

I$:!%"

!!

"$:$G% "$:$#%

48CFUOCU

?:#$G

!!!

?:%J#

!!

"$:P?% "$:HG%

(LF;M̀OU>8CF H G$J H G$J

)C>̀;MF>UV.1 h;F h;F

h;OM.1 h;F h;F

,=ASFU;=c:

!

$:J#G $:J$G

&&&&&&&&注!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 H!,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由表 H 可知#隶属于不同行业的专利在高校

专利转让样本中的占比差距较大#转让样本中主

要是隶属于制造业的专利:一个高校没有具体的

行业#但高校有不同的分类#包括综合类"如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理工类"如北京理工大学%,医

药类"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等类型:本文根据软

科对高校的分类#将高校分为了综合,理工,医

药,其他四类#分别研究专利流动性对高校创新

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 所示#通过表 ?$ 可以得到

以下结论!?%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高校#发明和实

用新型的专利流动性对创新均有正向影响$ !%对

于发明专利#理工类高校受专利流动性的影响最

大#对于实用新型#医药类高校受专利流动性的影

响最小:

%:!:%&专利转让对高校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如文献所述#专利转让的实际发生会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一类因素是高校自身

的特质:高校科研人员的资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
&H'

:技术作为无形资产#信息不对称较为严

重#技术的市场前景和经济价值也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如果一个技术是资质较高的科研人员开发

的#那么市场对该技术的预期就会更高#也更容易

交易:本文用样本区间内高校高级职称科研人员

所占的比重来衡量高校整体的科研资质:如果高

校的高级职称所占比重高于所有高校的中位数#

认为该高校的资质高#否则认为高校的资质低:从

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表 ??%#不管发明专利还是实

用新型专利#高校的资质会增强专利流动性对创

新的影响:

科研人员的社会网络关系也是重要的方面:

如果高校的科研人员与企业为代表的技术需求方

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或者科研人员在技术市场上有

重要的影响力#其技术转移也会更加高效:因此科

研人员的社会网络关系也会促进技术的转移:本

研究用样本区间内高校来自企事业单位的经费占

所有经费的比重作为衡量高校网络关系的代理变

量
&?"# ?G'

:如果高校来自企事业单位的经费占比高

于所有高校的中位数#就认为该高校有较强的社

会网络关系#否则该高校的社会网络关系较弱:从

表 ?! 可以看出#对于发明专利#较强的社会网络

关系会加强专利流动性对创新的影响:

-%%-第 # 期 刘春蕊等! 中国高校创新成果转移及对创新的影响---以专利转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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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高校科研人员的资质对影响产生的异质性

2OL9;?? 2N;N;U;M8X;C;8SF;TT;BUF8T<OU;CU9>mS>=>UV8C >CC8̀OU>8C LVM;F;OMBN;MF/mSO9>T>BOU>8C

变量

"?% "!% "%% "P%

科研资质高的高校 科研资质低的高校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426,2+2#=c2%5$%#2/%

$:!$H

!!!

$:??%

!!!

"$:$P% "$:$P%

426,2+2#=c,#242#=

$:H?G

!!!

$:!PP

!!!

"$:$J% "$:$J%

9C :J

$:$?$

! $:$!J

!!!

$:$!"

!!!

$:$!H

!!!

"$:$?% "$:$?% "$:$?% "$:$?%

9C :$'$".()$.'

$:$%! $:$GJ $:$J#

!

$:?HH

!

"$:$P% "$:$G% "$:$H% "$:$J%

'("4$

I$:$$H $:$H$

I$:!!$

!!!

I$:%"?

!!!

"$:?P% "$:?#% "$:$G% "$:??%

48CFUOCU

?:!H" I$:!!G

!:?#G

!!!

!:$%?

!!!

"$:J"% "?:?"% "$:PG% "$:""%

(LF;M̀OU>8CF % $%" % $%" ! "G! ! "G!

)C>̀;MF>UV.1 h;F h;F h;F h;F

h;OM.1 h;F h;F h;F h;F

,=ASFU;=c:

!

$:J## $:J?% $:J#P $:J$?

&&注!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 H!,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高校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影响产生的异质性

2OL9;?! 2N;N;U;M8X;C;8SF;TT;BUF8T<OU;CU9>mS>=>UV8C >CC8̀OU>8C LVF8B>O9C;Ud8MDF

变量

"?% "!% "%% "P%

社会网络强的高校 社会网络弱的高校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426,2+2#=c2%5$%#2/%

$:!%?

!!!

$:?$?

!!!

"$:$P% "$:$P%

426,2+2#=c,#242#=

$:!#!

!!!

$:%!%

!!!

"$:$#% "$:$J%

9C :J

$:$?P

!!!

$:$?%

!!

$:$!P

!!!

$:$P!

!!!

"$:$$% "$:$?% "$:$?% "$:$?%

9C :$'$".()$.'

$:$JP

!

$:?$J $:$%?

$:?!"

!

"$:$H% "$:$J% "$:$H% "$:$G%

'("4$

I$:?G" I$:$GJ I$:$"?

I$:%?"

!!!

"$:?H% "$:!$% "$:$G% "$:??%

48CFUOCU

!:J$#

!!!

?:!!! $:%PP $:G#%

"$:#"% "?:%?% "$:P?% "$:"%%

(LF;M̀OU>8CF % PP" % PP" ! !"! ! !"!

)C>̀;MF>UV.1 h;F h;F h;F h;F

h;OM.1 h;F h;F h;F h;F

,=ASFU;=c:

!

$:J#% $:G#$ $:GHJ $:G!%

&&注!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 H!,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H%-第 # 期 刘春蕊等! 中国高校创新成果转移及对创新的影响---以专利转让为例



&&高校所在地的相关因素也会影响高校的技术

转移: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技术转

移的概率越大
&?"# ?G# !H# !"'

: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金融市场,技术市场,法律服务等相关市场和

服务就越完善
&?"'

:本研究按照样本区间内高校所

在省份的人均 0\]将样本分为了经济发展高水

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如果高校所在省份的人均

0\]高于所有省份的中位数#为经济发展高水平

地区#否则是低水平地区:由表 ?% 的结果可以看

出#不管是发明还是实用新型#经济发展高水平地

区的高校的创新活动受专利流动性的影响大于经

济发展低水平地区的高校:

企业购买高校的技术主要是为了将技术产业

化,实现经济效益#这个过程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如

果一个地区具有较高的融资便利#那么技术成功创

造经济价值的可能性就更高#企业也就更有动力引

进技术:鉴于技术的前期转化有较高风险#一般风

险投资是主要的融资来源#所以本研究按照样本区

间内高校所在省份接受的风险投资频次将样本分

为高融资便利地区和低融资便利地区
&H'

:如果高校

所在省份接受的风险投资频次高于所有省份的中

位数#那么就是高融资便利地区#否则是低融资便

利地区:由表 ?P 所示#不管是发明专利还是实用新

型#高融资便利地区的高校受专利流动性影响更大:

表 #&"高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的异质性

2OL9;?% 2N;N;U;M8X;C;8SF;TT;BUF8T<OU;CU9>mS>=>UV8C >CC8̀OU>8C LV;B8C8E>B=;̀;98<E;CU

变量

"?% "!% "%% "P%

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高校 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高校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426,2+2#=c2%5$%#2/%

$:?GG

!!!

$:??#

!!!

"$:$P% "$:$P%

426,2+2#=c,#242#=

$:%P#

!!!

$:!#J

!!!

"$:$J% "$:$J%

9C :J

$:$?J

!!!

$:$!J

!!!

$:$?H

!!

$:$?J

!

"$:$$% "$:$?% "$:$?% "$:$?%

9C :$'$".()$.'

$:$"$

$:?$G

!

$:$P# $:??%

"$:$P% "$:$"% "$:$H% "$:$J%

'("4$

I$:!%#

!!!

I$:%H%

!!!

$:$$P I$:$"H

"$:$J% "$:??% "$:??% "$:?H%

48CFUOCU

!:#?!

!!!

!:PH#

!!!

$:H?? $:$#P

"$:H?% "$:"G% "$:"%% "$:J#%

(LF;M̀OU>8CF % H$" % H$" ! !$! ! !$!

)C>̀;MF>UV.1 h;F h;F h;F h;F

h;OM.1 h;F h;F h;F h;F

,=ASFU;=c:

!

$:#$P $:J!$ $:JG% $:G#G

&&注!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 H!,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高校所在地的融资便利产生的异质性

2OL9;?P 2N;N;U;M8X;C;8SF;TT;BUF8T<OU;CU9>mS>=>UV8C >CC8̀OU>8C LVT>COCB>CXTOB>9>U>;F

变量

"?% "!% "%% "P%

高融资便利地区的高校 低融资便利地区的高校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426,2+2#=c2%5$%#2/%

$:!$$

!!!

$:?$G

!!!

"$:$P% "$:$P%

426,2+2#=c,#242#=

$:P"#

!!!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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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2OL9;?P 48CU>CS;F

变量

"?% "!% "%% "P%

高融资便利地区的高校 低融资便利地区的高校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9C "? an 2%5$%#2/%'% 9C "? an /0,#242#2$'%

9C :J

$:$!?

!!!

$:$!%

!!!

$:$$#

$:$%%

!!!

"$:$$% "$:$?% "$:$?% "$:$?%

9C :$'$".()$.'

$:?$J

!!

$:?HP

!!

$:$$P $:$G"

"$:$P% "$:$G% "$:$H% "$:$J%

'("4$

I$:!!H

!!

I$:%%G

!!!

I$:$$? I$:$"!

"$:$#% "$:??% "$:$J% "$:?"%

48CFUOCU

!:P%G

!!!

!:$#J

!!!

$:G#H $:$PJ

"$:H"% "$:G$% "$:H?% "$:#P%

(LF;M̀OU>8CF % #$H % #$H ? J$% ? J$%

)C>̀;MF>UV.1 h;F h;F h;F h;F

h;OM.1 h;F h;F h;F h;F

,=ASFU;=c:

!

$:J#P $:J$" $:JG! $:GJG

&&注!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 H!,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

'"结束语

本文首先研究了高校专利转让的概况#包括

高校整体的参与度以及转让样本中的专利类型构

成和行业构成!基于此#进一步研究了专利转让对

高校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转让的专利数量

逐年增加#授权后被转让的概率呈现上升趋势#发

明专利和隶属于制造业的专利是高校转让专利的

重要组成部分$专利转让正向影响高校的创新#专

利流动性上升一个标准差#创新上升 ":GH!$不

同类型的专利和不同类型的高校受专利转让的影

响不同:异质性上#高校科研人员的资质越高,社

会网络越丰富#专利转让对创新的影响越大$高校

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融资越便利#专利转

让对创新的影响越大:

本研究丰富了高校创新成果转移和专利转让

的文献#而且为现实中促进高校技术转移提供了

理论依据:研究发现高校通过专利转让不仅可以

盘活技术存量,创造经济价值#同时还会进一步促

进高校未来的创新产出#提高技术增量:因此#为

了促进高校的技术转移和创新#提出如下政策建

议!?%高校应加强专业化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

技术转移是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利益方多:为

了高效完成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高校应根据科

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

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

见+#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建立技术转移机构#

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高校应设置合理的激励措施:为了促进科研人

员积极参与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可以探索设置

与创新成果转化相关的技术岗位#将创新成果转

化作为一条考核指标纳入评聘标准:%%建立有效

的风险防控机制:技术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市场

前景不确定性大#转移过程中风险复杂多样:企业

在技术转移中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技术转

移战略来控制风险
&P!'

#高校同样应该有效识别技

术转化过程中可能的风险因素#并制定合理的预

案进行防范:P%高校应探索专利导航服务科技创

新的新机制:专利导航有利于掌握产业前沿和创

新薄弱点
&P%'

#不仅可以培育高价值专利形成竞争

优势#而且从源头上为创新成果转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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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MÒ,# '>OCXK# /O3# ;UO9:68d=8;FN;=X;TSC= OBU>̀>FEM;FNO<;B8M<8MOU;>CC8̀OU>8C. &'':'8SMCO98T.>COCB>O91B8Z

C8E>BF# !$?J# ?%$"!%! !%G I!"P:

&%#'6OC ]# ->S 4# 2>OC k:\8;F2MO=>CX3<SM3<;B>O9>ROU>8C. 1̀>=;CB;TM8E]OU;CU>CX&'':33*+d8MD>CX<O<;M# !$!!:

&P$'0O9OFF8,# 3BNOCD;MEOC /# 3;MMOC84':2MO=>CXOC= ;CT8MB>CX<OU;CUM>XNUF&'':2N;*,+\'8SMCO98T1B8C8E>BF#

!$?%# PP"!%! !GH I%?!:

&P?'田&轩# 孟清扬:股权激励计划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南开管理评论# !$?J# !?"%%! ?G" I?#$:

2>OC kSOC# /;CX[>CXVOCX:\8FU8BD >CB;CU>̀;FBN;E;FF<SMB8M<8MOU;>CC8̀OU>8C&'':+O>DO>YSF>C;FF*;̀>;d# !$?J# !?

"%%! ?G" I?#$:">C 4N>C;F;%

&P!'黄&河# 曾能民# 徐鸿雁:独占, 授权还是共享. ---存在随机产出风险的高技术企业专利运作战略研究&'':管

理科学学报#!$!$# !%""%! ? I?G:

6SOCX6;# j;CX+;CXE>C# kS 68CXVOC:/8C8<89V# 9>B;CF>CX8MFNOM>CX! ]OU;CU8<;MOU>8C FUMOU;XVT8MN>XNZU;BN T>MEFd>UN

MOC=8EV>;9=&'':'8SMCO98T/OCOX;E;CU3B>;CB;F>C 4N>CO# !$!$# !%""%! ?Z?G:">C 4N>C;F;%

&P%'周&静# 张凌宇# 贾宏君:高校专利导航的理论视角和概念研究&'':管理科学学报# !$!?# !P"?$%!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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