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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使国防专利的价值显性化，根据国防专利的特性，建立了一种基于军事、技术、法律、经济和社会五个维度

下的“五位一体”的评估方法。该方法可为国防专利提供一种可行的价值评判标准，既有利于加速国防专利内部流通和转

化运用，也有利于缓解军工企业因国防专利数量增多而面临的专利维持费用剧增的压力，还可在提升专利管理水平、促进

国防专利发挥效能和增强专利战略部署能力等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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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专利是基于保护有关国家秘密的发明专利权而产

生的，目的是便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国防科学技术

的发展，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长期以来，国防专

利被称为知识产权的“睡美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

防专利所处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局。当前，随着科研生产中国

防专利产出的不断增加，专利维持和运行等支出费用越来越

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军工企事业厂所的财政负担。如果

产生的专利又没有有效地实施利用，不仅增加财政负担，同

时还会对武器装备技术的推广应用产生影响，制约着武器装

备整体研发水平的快速提升。鉴于体制原因和专利自身的

特殊性，从创造、保护、管理和利用角度层面看，国防专利利

用层面尚未完全发挥其应有价值。如何唤醒沉睡中的国防

专利，更大限度上释放潜能、发挥价值，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

的重要课题。

国内专利价值评估起步晚，规范和方法还不健全，虽然

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指导性文件，构建了不同的知识产权或

专利评价体系[2]，也出台了多个区域知识产权或专利评价体 

系 [3]，但由于缺乏实施细则以及量化标准，很难应对复杂多

变的评估环境和现实需求，尤其国防专利价值评估相关论述

较少，评估体系不健全。鉴于此，需要探寻可行的国防专利

价值评估方法作为研判专利维持与否的标准，为加速国防专

利流通和利用、促进专利效能发挥、提升专利管理水平、增强

专利战略部署能力等提供参考依据。本文以单件国防专利

的价值评估作为研究对象。

1 国防专利特殊性分析
国防专利是指涉及国防利益以及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

作用需要保密的发明专利，主要来源于与军工相关的科研院

所、高校、企事业单位等。与普通专利相比，国防专利在权属

和利益分配关系、市场准入程度及权利的公开程度等方面都

存在特殊性[4]。

权属和利益分配方面，大多数国防专利都是由国家投

资，在国防科研生产中产生的。在确定其权益分配时，必须

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此外还要考虑激励创新、促进技术转

移的现实需要。因此，要尽可能地兼顾国家、单位和个人的

利益[5]。市场准入方面，由于涉及国防利益，权利人不能完

全按照市场规律自主转移和实施国防专利，通常要在国家授

权和指定的范围内行使，需要受到政府、军队的管理和监督，

在市场准入上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性。

权利公开程度方面，由于国防专利的内容属于秘密或

机密级，因此国防专利的管理还要受保密法和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的约束。在一定时间内仅限特定范围的人员知悉，有区

别地向社会公开，只有当其解密并逐步民用化后，才丧失其

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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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估内涵分析
与常见的基于技术、法律和经济三要素[6] 或其他要 

素[7，8] 的专利价值评估不同，本文更加注重考虑国防专利的

特殊性，在外延和内涵上对国防专利的价值评估要素都重

新界定。国防专利价值评估的军事、技术、法律、经济、社会

五个维度及其特征进行分析如下：（1）军事维度，是专利在

国家防卫、国防军事领域中所产生的效能和发挥的作用，可

概括为特有的“军事专属性价值”；（2）技术维度，是专利自

身的技术内容和特点的体现，也是专利称其为专利的必要

条件，是专利续存和存活的根本所在，可概括为“有用性价

值”；（3）法律维度，是以专利权的形式保护企业自主创新成

果，同时通过拥有一定数量的授权专利对竞争对手产生威慑

作用，可概括为“防御性价值”；（4）经济维度，是通过专利许

可、转让直接产生价值，可概括为“资产性价值”；（5）社会维

度，是通过专利实施、军转民等途径对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一

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及影响，可概括为“推动性价值”或“影

响性价值”。

3 评估流程及模型设计
3.1 评估指标设计

（1）指标选取原则

专利价值评估指标选取时，应遵循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两个原则。（a）适用性原则主要是针对国防专利的实际情况，

着重从保密性等特点入手，结合国际上通行的专利组合与单

件专利的价值评估因素指标，制定适用的专利价值评估因素

指标。（b）可操作性原则重点考虑的是在专利评估时便于

操作和实施，根据专利实际设定五个维度及其具体指标，尤

其是指标的定性描述和定量赋值，通过加权可对专利价值

做出科学评价，再结合加权后的总分值进行专利价值分级 

分类。

（2）指标定性描述

首先，明确指标内容。国防专利价值评估的指标实际

是以五个维度为基础进行的细分，即每个维度下分别有若

干个具体指标。其中：（a）军事维度相关指标包含军事层

面上综合研判军事需要程度、军民通用性等内容；（b）技术

维度相关指标包含技术层面上综合考虑专利所处行业发展

阶段、核心专利的判定等内容；（c）法律维度相关指标包含

法律层面上综合考量专利的侵权次数、诉讼情况等内容； 

（d）经济维度相关指标包含经济层面上综合计算专利返

现收入、效益增长率等内容；（e）社会维度相关指标包含社

会层面上综合分析专利在社会中的贡献大小、行业涉及等 

内容。

其次，指标编号。对军事、技术、法律、经济、社会维度

及相关指标进行编号，维度按 A、B、C、D、E 的顺序排列，

每个维度下的单个指标用 A1，A2，…，Am；B1，B2，…，Bn；
C1，C2，…，Cr；D1，D2，…，Ds；E1，E2，…，Et 等顺序依次排

列，如军事维度，编号为 A，其下属指标按 A1，A2，…，Am 编

号排序。

最后，指标描述。对每个维度下的具体指标做出描述，

如军事维度（编号 A）相关指标的描述为：在军事层面上综

合研判军事需要程度（编号 A1）、军民通用性（编号 A2）等

内容。其中，军事需要程度（编号 A1）这一具体指标的定性

描述为符合军事和政策需要。

（3）指标定量赋值

根据指标描述，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国防专利五个

维度的具体指标进行内容分析和赋值设定，其分值设定依

据需要可设多个分档，每个分档对应一个分值。如技术维

度（编号 B）其中的一个指标为“所处行业发展阶段”（编号

B1），按所属阶段（淘汰期、衰退期、成熟期、成长期、萌芽期）

得分由低到高有五个分档，五个分档的分值分别对应 1~5

分。指标设计举例见表 1。

（4）价值综合计算

国防专利价值综合计算需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a）专利的类型：国防专利与公开的普通发明专利性质

相同，在此不做区分，因此其系数值统一设定为 1。

（b）维度的权重：对五个维度所占权重予以分析，确定

军事、技术、法律、经济和社会各维度权重占比。

（c）指标的分值：依照程序对单件国防专利逐一开展指

标分值评定，确定每件专利五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对应的分

值。

表 1　指标设计举例

Table 1　Example of index design

维度 指标编号 指标描述 具体因素
指标分值设定

1 2 3 4 5

A 军事 A1 军事需要程度 符合军事及政策需要 无关紧要 需求不大 一般需要 比较需要 非常需要

B 技术 B1 所处行业发展阶段 技术处于行业发展阶段情况 淘汰期 衰退期 成熟期 成长期 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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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技术 B1 所处行业发展阶段 技术处于行业发展阶段情况 淘汰期 衰退期 成熟期 成长期 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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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评估计算公式

国防专利价值评估总分值需将前述五个维度的价值进

行加权计算后乘以专利类型系数，得出的总分值即是该单项

专利的价值评估分数。单件国防专利价值评估计算公式为：

V=i×（（PA×（WA1+WA2+……+WAm）+PB×（WB1+WB2+……+WBn）+

PC×（WC1+WC2+……+WCr）+PD×（WD1+WD2+……+WDs）+

PE×（WE1+WE2+……+WEt））

式中：V为专利价值；i为专利类型对应的系数，本文取 1；

m，n，r，s，t为专利指标数量；P为维度权重；A为军事维度； 

B为技术维度；C为法律维度；D为经济维度；E为社会维度。

3.2 评级分类

（1）评级依据：专利价值评级分类的依据是专利价值评

估指标因素分值加权后的总得分而定，按单件专利价值评估

后的总分值所在的分值段确定所属级别。

（2）评级目的：专利价值评级分类的目的是为实现专利

层级管理提供依据。

（3）评级程序：结合专利价值分值情况划定四个分值

段，按照专利评级管理的程序和重要程度将专利价值依次对

应Ⅰ、Ⅱ、Ⅲ和Ⅳ的四个等级。

得分在最高分值段的专利价值最大，重要程度为一级，

属于一级的专利通常是核心专利，重要程度等级为Ⅰ，代表专

利“非常重要”；得分在次高分值段的专利级别为二级，重要

程度为Ⅱ，代表专利“比较重要”；得分在次低分值段的专利

级别属三级，重要程度为Ⅲ，代表专利“一般重要”；得分在最

低分值段及其以下的专利级别为四级，重要程度为Ⅳ，代表专

利“不重要”。一般说来，专利评估所得分值越高，专利价值

越大，对应的级别也会越高，专利就越重要；相反，分值越低，

专利价值就越小，对应的级别就越低，专利就越不重要。

在评级中，若如出现仅仅军事维度或技术维度得分高

或非常重要，其他维度得分低或不重要的特殊情况，依据国

防专利属性特征增设军事 I 级或技术 I 级作为分级参考。

例如，某国防专利评定为 IV 级，但其军事价值非常重要，可

评定为综合 IV 级 + 军事 I 级。

3.3 评估实施验证

（1）样本选取：发明分为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两大类

型。在国防专利中选取以上两个类型的专利作为样本，将两

大类样本分别予以实施验证。

（2）实施过程：分别选取产品类和方法类国防发明专利

代表，按照前述专利价值评估的程序，开展定性分析和定量

赋值，利用评估公式计算出价值分值，寻找所在分值段和对

应的级别。实施过程坚持分步骤、由个别到批量的进程，从

而实现国防专利价值评估的全覆盖。

（3）验证结果对照：在验证过程中不断修正、优化前述

的指标因素及其赋值、评估公式中的维度权重等内容，建成

各类型国防专利普遍适用的评估环境。

3.4 评估数据库平台建设
将已评估专利作为数据源，构建国防专利数据库平台。

运用计算机搜索引擎技术，通过查找、统计等功能，实现专利

价值分级管理，推动专利内部利用效能。

在本数据库中，Ⅰ级专利即核心专利和重要技术，纳入

实时监控范畴，进行重点保护及风险防范，可作为转化实施

的样本专利；Ⅱ、Ⅲ级专利有向Ⅰ级或Ⅳ级转化的可能，对

此类专利应做好标记，采取相应对策予以管理；加强对Ⅳ级

专利的研究，适时做出红色警报、放弃等响应策略。特殊条

件下专利评级的处置策略，如 IV 级 + 军事 I 级，可考虑保

密、不放弃、不转化等措施。

4 工程应用
国防专利主要来源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具有明显的

工程性特点。因此，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只有与工程应用相结

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工程验证中，随机抽取了

航空领域产品及方法类相关国防专利，按照上述评估方法进

行定性、定量分析、价值计算及评级分类、入库管理等实际操

作，发现本方法可操作性强、应用性好，进一步证实了此方法

的可行性和良好效果。

5 结束语
基于军事、技术、法律、经济和社会五个维度，对国防专

利价值评估开展特殊性分析、内涵分析、流程及模型设计、分

级分类、实施验证、数据库平台建设等方法研究，能够将隐性

专利价值显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解企业专利实施转化

难问题，提高专利运行及管理效率，促进专利收益实现进程。

对国防领域专利部署和利用等相关问题研究和实践提供参

考和借鉴。

国防专利价值评估及分级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随着专利生命周期进程

发展、技术革新速度加快、市场需求及时代形势等变化，专利

本身状态及价值也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可能由一级降为二

级、三级甚至四级，也有可能由低级别上升到高级别，一旦

国防专利解密或军转民，即可适用于普通专利的价值评估模

型。因此，实行动态跟踪、评估和实时管理将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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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Approach of National Defense Pat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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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value of national defense patent explici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defense 

patent， this paper aims to build a “Five in one” evaluation approach from the dimension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law，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appropriate evaluation approach can provide the criteria for national defense patent 

evaluation， which speeds up its internal circulation， conversion and utilization and alleviates the pressure of increasing 

maintenance fees caused by mounting patent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management 

improvement， efficiency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deployment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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