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手捧捧百百余余专专利利 无无一一““嫁嫁给给””企企业业
市知识产权局：民间发明难对接需求，个人申请专利近年来锐减一半

新泰民间发明家李仕清下岗8年来，发明一百多项专利，大部分没投

入生产就已过期，手中二十多项保护期内专利也无一项进入实际运用。泰

安市知识产权局介绍，个人申请专利数量已下降至总数的一半，许多发明

专利都因不符合市场需要而过期。

本报记者 赵兴超

1 0月初，新泰民间
发明家李仕清借一项螺
旋刀具发明专利，获批注
册一家机械公司。这项发
明同时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和美国发明专利
认证，然而，这也没能让
他摆脱发明专利20年来
的尴尬——— 没有一项专
利被使用。

李仕清从随身携带
的挎包中，拿出近三年来
的实用新型专利、国家发
明专利以及美国发明专
利的证书，共十几个涉及

领域主要在机械刀具、采
煤机等。虽然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不少，但发明专利
无人识让李仕清有些心
灰意冷。

李仕清说，他下岗前
是 一 工 具 厂 工 人 ，从
1995年开始申请发明专
利，先后有一百多项，已
有近五十项专利过保护
期只能放弃，有二三十项
发明干脆没有申请，大部
分发明的原型都已丢弃。

李仕清说，闲置的还
有20项实用新型专利、5

项国家发明专利。节衣缩
食省下来的钱都用在搞
发明专利及申请发明专
利，许多人对他不太理
解，而他没有放弃过。

“我发明的这个美国
专利，能提高生产效率至
少 4 0 % ，可 就 是 无 人 问
津，太可惜。”李仕清说，
这项美国发明专利，申请
下来花费六万多。近十年
中还有三四十项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
权，但因拿不出后续费用
而放弃。

专利权法规定，我国专利分为三
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
计专利。法律保护具有时间性，发明专
利权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
和外观设计专利权期限为十年，均自
申请日起计算。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
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
实用性。

专利申请分为职务申请和非职务
申请。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
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主要体现新
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取得专利的发
明又分为产品发明(如机器、仪器设备、

用具)和方法发明(制造方法)两大类。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

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
的技术方案，授予实用新型专利不需
经过实质审查，手续比较简便，费用较
低，日用品、机械、电器等方面的有形
产品小发明，比较适用申请实用新型
专利。

外观设计与发明、实用新型有明
显的区别，外观设计注重的是设计人
对一项产品的外观所作出的富于艺术
性、具有美感的创造，必须具有能够为
产业上所应用的实用性。

一项发明专利从研
究到获得授权，要耗费几
年甚至十几年时间，花费
也从几百数千元到上万
元。记者从泰安市知识产
权局了解到，个人非职务
申请获得的发明专利实
际利用很低，难以弥补申
请成本。

记者从泰安市知识
产权局了解到，目前申请
专利有国家明确收费标
准，包括申请费、每年申
请维持费、复审费、附加
费、年费等。国家对专利
获得授权的前三年给予
减缓政策，非职务发明专
利申请费为900元，减免
85%即收135元。职务申
请减免70%即收270元。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
计 专 利 分 别 为 7 5 元 和

150元。
年费方面，第一到九

年发明专利减缓收费比
例也是非职务减免85%、
职务减免70%，标准费用
为第 1到 3年 9 0 0元、第4
到6年1200元、第7到9年
2000元，10后无减缓，第
10到12年4000元、第13
到1 5年6 0 0 0元、第1 6到
2 0年 8 0 0 0元。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减
缓第一到五年，第 1到 4
年标准年费 6 0 0元，第 4
到 5年标准年费 9 0 0元，
第六至八年为1200元，9
到10年为2000元。

如果发明家熟知申
请流程及手续，自己申请
发明专利，需要缴纳的费
用为635元，实用新型专
利 和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为

435元。如果通过代理机
构，相应费用则为一千元
到七八千元不等。维护有
效期20年的一项发明专
利仅年费需缴纳 7 1 8 4 5
元，有效期 1 0年的一项
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
计专利为8275元。

泰安市知识产权部
门2012年专门制定补贴
办法，鼓励个人申请发明
专利，对授权后实用新型
专利进行一定的经费资
助。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的
每件资助800元，获国内
授权阶段的实用新型专
利每件资助300元。尽管
如此，相比于民间发明家
个人时间、金钱、精力的
付出仍有一定差距，也成
为民间发明家发明热情
降低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数额不低
的发明专利费用，一方面
是无人接手的尴尬局面，
个人发明专利申请的道
路愈发狭窄。专利技术市
场的不成熟、交易平台的
滞后等，都是亟待解决的
瓶颈。

泰安市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李光谈起民间个
人申请专利的情况说，目
前泰安市申请发明专利
的职务和非职务比例，已
从原先的三七开逐渐演
变为现在的五五开，非职
务发明比例呈下降趋势。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非
职务的民间发明家获得
发明授权后，发明专利找
不到接手企业。在国家鼓
励发明专利的政策下，对
某一行业有丰富经验或
者兴趣的普通人，通过申
请拿到专利的机会大大
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所
有发明专利都迎合了市

场需要及生产需求，有相
当一部分都是无法投入
实际运用的“次品”。

此外，发明专利找不
到下家，还与专利市场的
不健全有一定关系。李光
表示，发明专利找不到企
业，企业也找不到发明专
利也是发明与实际应用
脱节的重要原因。民间发
明家闷头搞发明，成功后
却找不到有相应需求的
合适企业。企业急需技术
改进，却又难以从数以万
计的发明专利海洋中找
到合适的发明。如果发明
家个人通过开设企业将
专利转化为生产力，成本
更是难以承受。

为了打造企业与发
明专利拥有人的沟通桥
梁，2 0 1 3年 4月，作为山
东省知识产权局批准的
全省第一家省级专利技
术展示交易中心，山东
(泰山 )专利技术展示交

易中心正式设立。该中心
非营利性公益机构模式
开展知识产权服务工作，
主要为专利技术供需双
方特别是非职务发明人
和中小企业等提供专利
技术及产品展示、交易及
其他相应的一系列相关
服务。

李光建议，民间发明
家可以通过公益性的交
易中心免费推介个人发
明，主动联系发明所属行
业的企业。参加一些行业
性展览会，提高发明专利
的利用率。泰安市泰昌专
利事务所姚所长表示，民
间发明家在开展发明专
利及申请之前，最好先与
有相应需求的企业达成
意向，由企业补贴一部分
费用或者就投入使用后
的利益进行先期约定，这
样既能保护发明者的热
情，也能保证发明专利的
实际利用。

先了解企业最需要，专利少放“空炮”

“发明”成本高，民间热情低

取得百余专利，二十年无一“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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