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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发明人对专利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科学院 2018 年 3 月专利拍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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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意义 ] 高价值专利筛选作为专利评估的重要一环，一直是专利研究的热点。[ 方法 /

过程 ] 本研究基于发明人知识水平及专利产出过程，建立专利价值影响因素模型，并结合中国科学院 2018

年 3 月专利拍卖价格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 / 结论 ] 结果表明，专利价格与发明人位次及知识水平存在显

著相关特性，为高价值专利的筛选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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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范畴，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世界 90% 以上的重要科

技研究成果都包含在专利信息中，且其中 80% 的技术成果并没有在学术论文和出版物中公开。

所以，高质量专利是体现创新能力和创新质量的重要标志［1］，筛选高质量专利的专利价值评估

就成为这项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和中心任务。从宏观角度来看，专利价值评估对发现和培育高价

值核心专利具有指引作用，也是商业价值分析、企业投资选择、科研成果评价、并购重组决策和

技术产权转让等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前提条件［2］；从微观角度来看，专利也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很多国家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来支持知识产权融资业务的开展［3］。我

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专利价值是实施该项举措的重要前提，专利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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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就成为实现该途径的有效手段，因此，判断专利价值、发现影响因素就变得极为重要。而

专利价值又具有时效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些特点使得专利价值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成为

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4］。而从专利来源地看，除企业之外，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专利产出

的重要来源，这些专利又具有发明人理论水平较高、技术质量较高、本身潜在高商业价值的特

点，同时又具有技术转移的目的要求。因此，如何科学、合理且兼具可操作性地判断分析这些专

利的价值及其影响因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专利价值影响因素研究的综述   

1.1 传统专利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

传统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资产评估行业中有形或无形资产的计算方法，即成本法、

收益法和市场法。其中，成本法主要通过成本因素来进行专利价值的判断，最初来源于有形资

产的评估［5］，其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该观点认为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在购建时的成本耗费，

一项资产的原始成本越高，其原始价值就越大［6］。成本法的优点在于因素考量较为简单、直接，

但由于价格因素的前向推算，所以存在计算难以掌控的缺点。与之相反，收益法又叫收益现值

法，其核心是向后推算评估对象剩余生命周期内的预期收益，逻辑上较成本因素分析合理。收益

法的基本原理是限制理论，即任意专利的价值等于其预期未来的所有经济收益流的现值总和，也

就是说，决定专利价值的三因素分别为经济收益流量、收益限期和表现收益风险的折现率。第三

种是市场法，也称市场价格比较法，是指通过比较被评估资产（如专利）与最近售出类似资产的

异同，进行市场价格的计算。这三种方法核心因素都是市场，主要应用于资产评估、清算，但对

于专利技术的评价、专利价值的预测等并不适用。

1.2 基于指标体系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专利与商标局”通过挖掘专利文献对专利技术进行评估，其中以

美国知识产权咨询公司 CHI 创立的“专利记分牌”最为著名。该法采用的指标主要包括专利数

量、专利成长率、同族专利数、引证指数、影响指数、技术生命周期和科学关联性等专利价值

评估指标，该法广泛应用于专利价值评估领域［7］。之后大量学者基于指标关联分析的方法，较

为全面地研究了专利价值的影响因素。具有代表性的有，Nordhaus（1972）［8］发现以时间表征

的专利寿命是专利价值的一个重要参数，其显著影响专利价值；Griliches（1981）［9］针对 157 家

美国大企业进行研究，首次发现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的无形资产存在显著的关联关系，其中

专利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表现之一；Klemperer（1990）［2］利用建模说明专利保护宽度对专利

价值有一定影响。此后，Trajtenberg（1990）［10］、Lerner（2002）［11］、Hall（2005）［12］、Lanjouw

（2010）［13］等人在此基础上，将专利的创新程度与专利的被引次数、专利诉讼数据、专利家族

数、专利范围等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关联，从而提出了一整套的专利指标与创新程度、进而与企

业市场价值的关联关系，并正式确定了专利价值的计量表现形式。此外，Reitzig（2004）［14］、

Gambardella（2011）［15］又分别论述了从专利代理人工作角度的专利申请过程合理性指标以及

专利发明人角度的专利发明过程特征指标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从指标上丰富了之前的纯科学

1 专利价值影响因素研究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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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和统计经济的评价方法。Bessen（2008）［16］则利用专利维持费和企业、行业特征等并借助

统计经济学的方法计算了专利的具体价值，较之前关联研究，其将专利价值进行了量化。从影

响因素范畴上看，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技术维度、市场维度和法律维度。此

后，按照以上维度，万小丽和朱雪忠（2008）［17］、李振亚和孟凡生等（2010）［18］、许华斌和成

全（2014）［19］、吕晓蓉（2014）［20］、谢萍和王秀红等（2015）［21］等众多国内学者都建立起相

应专利价值的评价体系；此外，相关机构也建立起专利价值的评价体系，如：中国技术交易所

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系［22］、欧洲专利局 IPscore、Innography 的 Patent Strength、科睿唯安的 IP 

Strength Index 等［23］。基于指标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可以较为全面地评判专利的综合价值，但由

于指标多产生在专利授权之后或者专利家族申请过程之中，所以会失去对于判断专利价值至关

重要的时效性。

2 本文专利价值评估的模型   

2.1 理论基础

表 1 专利价值评估阶段及任务

阶段 前期 中期 后期

任务 发现培育 挖掘布局 管理运营

核心 技术价值 法律价值 市场价值

作用 基础 保障 体现

如上文所述，专利价值一般包含技术、法律和市场三个维度。同时，高价值专利的筛选本身

依照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需求的变化，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侧重，如表 1 所示。总的来看，依

照其价值核心体系的变化，专利价值评估可以分为三个任务阶段，分别为发现培养阶段、挖掘布

局阶段和管理运营阶段。在第一阶段即发现培养阶段，专利的技术价值是高价值专利的基础，其

关系好比竹节，质量好比是竹节的第一节，在质量的基础上，衍生出第二节价格，有了第一节的

质量，才有基础谈价格及后续产生的法律、市场等“主观价值”［23］。而专利的技术价值主要体

现在专利的技术先进性上，即专利技术在当前时间点上与本领域的其他技术相比是否处于领先

地位。所以，专利与科学文献的关联程度往往是反映专利创新、先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例

如，美国知识产权咨询公司 CHI、马永涛［24］等都发现核心专利引用科学文献上存在显著关联关

系；此外，发明人作为先进知识的主观来源也是判断专利先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Guellec D

（2000）［25］、 Reitzing M（2004）［14］、Burke P F（2007）［26］、袁润和钱过（2015）［27］等都发现以

发明人数量来表征的知识水平广泛程度也是专利先进性的重要特征。所以本研究便是根据以上

原则，通过发明人知识水平构建专利价值模型，发现其价值影响要素，进而预测判断专利技术

价值。

2.2 技术价值模型的构建

专利是不同发明人合作产出的结果，其体现的是不同发明人知识水平的具体应用，如图 1 所

2 本文专利价值评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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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而论文产出数量和质量又是判断科研人员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公认的客观指标，几乎所有科

研评价中都涵盖论文的产出评价。所以，有效进行发明人、论文产出、专利产出的关联是本研究

构建专利技术价值模型的主要工作。

图 1 论文与专利关系图

专利的技术水平是专利技术价值的直接测度，其可以看成发明人知识水平和投入水平的结

合，如图 2 所示。发明人的知识水平又可以分解为绝对知识水平即论文水平及贡献度组合的绝对

指标（学术能力），以及通过论文与专利相似程度表示的知识匹配程度这个相对指标的加和；而

投入水平相对简单，主要通过专利的合作贡献程度表示。

图 2 专利技术价值模型

2.3 模型的数学表达

2.3.1 合作贡献度的计算

在学术合作过程中，作者贡献的大小主要通过署名所在的位置来判断。同时，学术界对于不

同位置作者的贡献度认可不一，所以，界定不同署名次序作者对文献贡献度的方法有很多，有的

仅认为第一作者对论文具有实际贡献；有的则根据作者数量平均分配贡献值；有的根据模糊排序

的方法给定合著论文中每位作者一个权值等［28］。但可以确认的是，第一作者在论文产出时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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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最大，第二作者次之，以此类推。所以，本研究使用 Hagen 基于作者排序和合作者数目的方法

来计算作者的贡献排名［29］，具体如下：

假设作者 i 在一篇由 N 位作者合作完成的论文 pub 中排在第 r 位，那么该作者的贡献值如公

式（1）所示：

 βi pub= + + ⋅⋅⋅ +(1/ )(1 1/ 2 1/ )r N  （1）

其中，β 为作者 i 的贡献度。该权重分配方法较好地满足了：贡献权重随着作者排名依次降

低，以及同排名作者权重随着作者数目的增加而减少这两项基本原则。因此，该分配方式能更好

地反映作者为论文所做的贡献［30］。在本研究中，也同样使用该计算方法计算专利合作的贡献度。

2.3.2 知识水平的计算

知识水平包括学术能力和研究匹配程度这两方面指标的计算。

（1）学术能力的计算

学者的知识水平一般采用学术成果进行表征，其中论文是学术成果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对于

学术论文的评价研究已经比较广泛，主要通过期刊水平、被引频次进行评价。本研究采用期刊影

响因子计算发明人的学术知识水平，如公式（2）所示：

 l w n= Σi j
n ( / )  （2）

其中，I 为论文水平，w 为期刊 j 的影响因子，n 为作者 i 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

（2）研究匹配程度的计算

研究匹配程度主要是指研究人员所研究的内容与所涉及的专利具有技术内容上的关联程度，

匹配程度越高，说明研究人员对相关领域的知识越丰富，价值贡献度越高。而文本相似程度是

判断这种关联的重要手段［31］。目前，文本相似度计算方法主要可以分为 4 大类：基于字符串

(String-based) 的方法、基于语料库 (Corpus-based) 的方法、基于世界知识 (Knowledge-based) 的方

法和其他方法［32］。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短文本，一般通过计算字符串的特征指标，如余弦相似

度、欧式距离、Jaccard 相似度等来判断文本的相似程度。本研究使用余弦相似度计算文本之间

的相似程度，如公式（3）所示。对于所需的特征指标，则使用词向量合成的方法进行计算，其

准确率相较句向量等其他方法更高［33］。基于向量空间的词向量计算方法众多，在文本关键词和

主题词提取领域已有较多应用［34］。本研究使用 Word2vec 进行文本词向量的计算。Word2vec 是

2013 年 Mikolov 等人从十多亿个 Google 新闻单词中训练得到的，也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神经网络

词向量［35］。

 sim A B( , ) =
s s
s s

A B

A B⋅
 （3）

公式（3）中，A 表示论文文本，B 表示专利文本。对于学者可能有多篇论文这一普遍现象，

本研究使用专利与每篇论文的相似度的均值来计算，表示学者对目标知识的掌握程度，如公式

（4）所示：

 Σ = Σn n
pub pub i=1sim A B n n( , ) / /

s s
s s

A pub B

A pub B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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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专利价值的构建

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是使用广泛的投入产出函数，最初用于制造业的

投入产出计算，现在也广泛应用于科研投入产出模型。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Y AK L= α β  （5）
其中，Y、A、K 和 L 分别代表产量、技术水平、资本量和劳动量，α 和 β 为相应变量的

产出弹性系数。同样，一份专利也可以看成是不同发明人知识投入的产出，所以本研究参考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定义专利价值的产出函数，如公式（6）所示。由于技术水平主要考虑

的是当时技术生产效率，是一个时间函数，而本研究专利的公布、授权时间较为接近，故此处不

考虑该参数。

 P I E= Π Πi i i i
n nγ δi i  （6）

 l l sim A Bi pub i pub i pub= Σ ⋅ ⋅n
=1 , ,β ( , )  （7）

 Ei i patent= β ,  （8）

其中 P 是专利价值，D 是技术类别水平，I 和 E 是发明人 i 的知识水平和投入强度，γi 和 εi

为弹性系数，ε 为误差扰动项。将公式（6）取对数，得公式（9）；也可将公式按照发明人进行

分列归纳，如公式（10）所示。

 log P I E= Σ + Σ +i i i i i i
n nγ δ ε  （9）

 
log

        +

P l sim Num E

第一发明人                   其他发明人

= + + + + + +γ γ β γ γ δ ε1 1 1 1 1 1 1 1 1 1 

 （10）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专利拍卖数据来自 2018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在山东省、江苏省、

浙江省、上海市、福州市、深圳市等省市举办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挂牌的 905 件专利。专利来自

中国科学院院属的 57 家机构，涉及新材料产业、智能制造业、先进生物产业、清洁能源等 9 个

技术类别。在专利价值方面，专利价格是其具体体现和货币表现形式。在专利价格的确定上，本

研究使用起拍价，因为起拍价一般来自评估价格，具有较好的客观性。与此同时，研究对象专利

从 10 万到 200 万元不等，具有较好的价格分布区间。本研究所使用的论文数据来自科睿唯安公

司的 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 WoS）核心数据集，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由于发明人都来

自中国科学院系统，因此在检索策略上主要使用两种方式进行检索，即：分机构检索和不分机构

检索，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中国科学院二级研究机构在 WoS 数据库已经可以进行独立检索，而

另一部分二级机构尚未进行机构扩展分类，需要进行下载后再按照作者及机构分类归档。经检

索，共得到相关发明人的论文 34087 篇。此外，本研究使用的期刊影响因子主要来自论文出版年

度的科睿唯安公司发布的期刊影响因子报告（JCR），而对于部分未给出的期刊影响因子，本研

究遵循以下原则：（1）使用最近包含该刊的期刊影响因子报告（JCR）；（2）SCImago 期刊排名报

告（SJR）的期刊影响因子；（3）其他上述渠道都无法检索到的期刊影响因子，则使用所属学科

3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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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中最低影响因子进行计算，这部分主要是 SCIE 数据库中收录的会议论文和美国化学学会的

文摘，共 84 篇文献，仅占全部论文文献的 0.25%，其产生的误差影响较小。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专利价值由专利价格表示，取值范围为 10 万至 200

万，平均值为 31.86 万元，为因变量；其他则为发明人的知识水平及投入强度变量，分别为上文

提及的投入强度（E）、知识匹配程度（Sim）、论文贡献度（β）、期刊影响因子（w）以及论文

数量（Num），为模型的自变量。专利发明人的数量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3 专利发明人数量分布

从图 3 可以明显看出，发明人数量为 5 人及以内的专利数量累计占比已经达到 80%。同时，

为了考察不同发明人排位技术水平的相关关系，本研究首先将发明人技术指标变量进行相乘，来

观察发明人技术的整体能力，如公式（7）所示，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发明人次序下知识水平（I）测度

发明人排序
知识水平 Ii

1 2 3 4 5

最小值 Min 0 0 0 0 0

最大值 Max 1407.83 983.93 975.64 1361.98 1390.94

平均值 Avg 105.73 67.71 57.73 40.08 24.13

从表 2 可以看出，发明人的整体知识水平依照排序呈显著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一般常识可

知，排序较为靠后的发明人本身在贡献上较小，所以本研究的自变量只考虑到第五位发明人，之

后位次的发明人的相关数值将被略去，不再考察。

专利价格（Price）、投入强度（E）、知识匹配程度（Sim）、论文贡献度（β）、期刊影响因

子（w）以及论文数量（Num）等数值由于本身变量的性质，取值差别相对较大，如表 3 的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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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所示。为了规避该问题，本研究采取 Likert 量表对每类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即：每类数值按

照 0-Max（最大值）分为 1-5 级等 5 个阶梯归纳处理，处理后的结果如表 3 的第 7 列所示。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序号 变量 符号 变量类型 取值范围 平均值
归一化后

Likert 量均值

1 专利价格 Price 因变量 10-200 31.86 2.03

2 发明人 1 投入强度 E1

自变量

1-3.38 2.05 3.23

3 发明人 1 知识匹配程度 Sim1 0-0.97 0.88 2.94

4 发明人 1 论文贡献度 β1 0-2.59 0.78 3.35

5 发明人 1 期刊影响因子 w1 0-14.36 3.97 2.87

6 发明人 1 论文数量 Num1 0-370 38.86 2.95

7 发明人 2 投入强度 E2 0-1.69 1.02 2.00

8 发明人 2 知识匹配程度 Sim2 0-0.98 0.92 2.84

9 发明人 2 论文贡献度 β2 0-3.14 0.92 3.64

10 发明人 2 期刊影响因子 w2 0-41.58 3.78 2.64

11 发明人 2 论文数量 Num2 0-307 21.78 2.35

12 发明人 3 投入强度 E3 0-1.13 0.59 1.81

13 发明人 3 知识匹配程度 Sim3 0-0.98 0.69 2.50

14 发明人 3 论文贡献度 β3 0-2.93 0.74 3.14

15 发明人 3 期刊影响因子 w3 0-24.00 3.04 2.34

16 发明人 3 论文数量 Num3 0-307 17.09 2.06

17 发明人 4 投入强度 E4 0-0.85 0.35 1.60

18 发明人 4 知识匹配程度 Sim4 0-0.97 0.51 2.12

19 发明人 4 论文贡献度 β4 0-2.93 0.54 2.54

20 发明人 4 期刊影响因子 w4 0-41.58 2.30 1.95

21 发明人 4 论文数量 Num4 0-650 14.22 1.76

22 发明人 5 投入强度 E5 0-0.68 0.18 1.12

23 发明人 5 知识匹配程度 Sim5 0-0.97 0.31 1.68

24 发明人 5 论文贡献度 β5 0-2.83 0.32 1.91

25 发明人 5 期刊影响因子 w5 0-41.58 1.41 1.60

26 发明人 5 论文数量 Num5 0-650 8.62 1.48

3.3 相关性分析

各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 4 所示，由于变量较多且篇幅较大，故本文只截取部分结果示

例。根据统计学分析，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大于 0.7，则表明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的可能；而超过 0.9

时，变量间的共线性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大。表 4 显示，模型所使用的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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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0.65 之下，较低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并不明显，而变量之间都存在相关性，

这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因此可以利用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检验。

表 4 各自变量相关系数表（部分）

E1 Sim1 β1 w1 Num1 E2 Sim2 β2 w2 Num2

E1 1 - - - - - - - - -

Sim1 .024 1 - - - - - - - -

β1 .045 .325** 1 - - - - - - -

w1 -0.054 .234** -.170** 1 - - - - - -

Num1 -0.022 .246** -.143** .488** 1 - - - - -

E2 .399** -0.004 -0.065 -0.010 .016 1 - - - -

Sim2 .153** .014 -0.039 .093** .055 .379** 1 - - -

β2 .069* .018 -0.052 .111** .108** .650** .245** 1 - -

w2 -0.006 .059 -.203** .533** .278** .340** .100** .232** 1 -

Num2 .070* .006 .057 .029 .138** .307** .167** .047 .279** 1

3.4 回归结果

本研究使用 Stata 软件，针对公式（10）进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拟合。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既

可以保证所选变量的重要性，又可以减少额外冗余变量所引入的误差及实际代表意义的偏差，并

将贡献不显著的指标自变量剔除。由于本研究要考察专利发明人知识水平对于专利技术价值的影

响因素，所以在多元线性回归拟合计算方面，不同于一般利用不同自变量的步进输入来考察自变

量显著性的办法，而是按照每个“发明人”一组一组将变量带入方程进行线性回归拟合，结果如

表 5 所示。

3.4.1 回归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从表 5 可以看出，方程整体的 R2 在只考虑第一发明人时就已经达到 0.7507，表明第一发明

人的 5 个自变量就可以解释专利价格 75.07% 的变化量。之后随着变量的增加，R2 逐渐极为缓慢

的增大，模型 5 的 R2 为 0.7876，仅增大了 0.0369，并考虑到其他发明人关系变量显著程度因素，

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发明人和第二发明人相关独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专利价格的影响具有较

好的解释能力。

3.4.2 回归方程模型的 F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5，根据不同模型分子自由度以及分母自由度，查 F 分布表，得到

Fα 在不同分子自由度和分母自由度的数值分别为 2.22、1.84、1.68、1.58 和 1.54。由于 F 值明

显大于该值，因此，在 (1-α)=0.05 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H0，即：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模型

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

3.4.3 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

回归方程系数的显著性可以通过表 5 中 P 值得出，P 值如果小于 0.1，则是在 10% 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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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如果小于 0.05 为 5% 上显著；如果小于 0.01 就是 1% 上显著。从结果上看，专利的技术

价值主要取决于前两位发明人，其知识匹配程度（Sim）、论文贡献度（β）、期刊影响因子（w）

以及论文数量（Num）这几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专利价格）显著相关。根据上述分析，再次采用

针对第一和第二发明人所涉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可得到以下优化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11）：

 
+ ⋅ − ⋅ + ⋅

price Sim Num
0.4849 0.0733 0.0491

= ⋅ − ⋅ + ⋅0.6067 0.2662 0.0855
*** *** *Sim w Num

*** *** ***

2 2 2

1 1 1β
 （11）

其中，R2=0.7758，表明回归方程（11）可解释专利价格 77.58% 的变化量；F=512.43 通过 F

检验；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除变量 Num2 为 10% 水平显著之外，全部为在 1% 水平上

显著。

3.5 专利价值回归结论分析

3.5.1 发明人次序对专利价格的影响分析

正如上文回归拟合过程中选取原则的分析所述，专利价格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第一和第二发

明人，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在五个模型中，第一和第二发明人的特征变量回归系数较其他发明

人的明显更大，而且从显著性上看，几乎只有前两个发明人的特征变量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

义上的显著性。其次，模型 2 的 R2=0.7764，表明利用前两个发明人的自变量就可以解释专利价

格 77.64% 的变化量，而模型 3、4、5 的 R2 几乎不再增大，即自变量的增加并没有提高因变量的

拟合程度，所以之后发明人对于专利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从结果上看，比较符合一般常识，那

就是与论文作者类似，专利的贡献主要取决于排在最靠前的发明人，而之后的发明人的贡献极为

有限。

3.5.2 发明人特征参数影响分析

首先，对于发明人的知识水平的总测度，本文在 3.2 节已经有过介绍，总测度系数 I 随着发

明人次序显著降低。此外，还可以利用每位发明人的相关特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便可以单独观

察各个排位发明人特征变量的内在关系。对于第一发明人，专利价格与其知识匹配程度（Sim1）

和论文数量（Num1）成正比关系，而与其论文贡献度（β1）成反比关系。对于第二发明人，专

利价格同样与其知识匹配程度（Sim2）和论文数量（Num2）成正比关系，但却与论文所在期刊

的影响因子（w2）成反比。知识匹配程度与专利价格成正比关系并不难理解，知识匹配程度表示

发明人知识内容与专利内容的契合度，契合度越高，发明人知识水平的应用效果越好，基于知识

水平的专利技术水平则越高，价格也就越高。

对于第一发明人来说，由变量的相关系数可知，其论文发文量（Num1）与论文贡献度

（β1）显著为负，但与期刊影响因子（w）显著为正，如表 4 所示。所以，高价格专利的第一发

明人具有发文数量多、影响因子高、而论文贡献度所表示的论文作者排序不高这些的特点。而对

于第二发明人来说，专利价格同样与发文数量（Num2）成正比，而与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

（w2）成反比。从表 3 的第 6 列可以看出，较第一发明人，第二发明人具有发文数量较低（仅为

第一发明人发文数量的 56%）、期刊影响因子低，但论文贡献度高、知识匹配程度高的特点，说

明第二发明人在专利具体执行层面较第一发明人要高，并处于科研的初中期阶段，有较强的上升

趋势，所以，第二发明人虽然具有一定的发文量，但其发文质量（期刊影响因子）还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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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发明人合作关系影响分析

合作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形式，与此同时所带来的合作贡献和绩效提升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之一。从现阶段研究成果上看，虽然宏观上讲，科研合作可以显著提升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36］，

特别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在微观层面的合作贡献度的计量还较为难

测，基本上通过序列递减进行赋值，还难以进行实测。本研究在发明人投入强度指标的回归拟合

中，也同样发现，各个发明人的贡献度变量都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在具体研发产出中，规范化的

贡献度赋值还难以较为准确地测量其实际贡献。但从上节分析可知，一份专利的价值与前两位发

明人显著相关，说明排名靠前且具有实际贡献度的发明人可以表现出较强的合作关系。从合作形

式看，第一发明人是发文量高、学术水平较高的“导师型”发明人，起科研项目指导、研究方向

指引的作用，而第二发明人一般是论文数量和影响力还不高、但是在专业技术上承担了具体工

作，是技术专业发明人。

4 结论和不足   

本研究利用发明人知识水平构建了专利价值模型，并通过论文等传统且易于获取的科研指标

作为变量，应用生产函数对专利价格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从回归结果看，专利价格与第一和第

二发明人的科研指标密切相关。以该方法为基础，结合传统市场法的比较模型，可以为专利价值

的预测、高质量专利的培育提供可参比的量化基础。但也可以看出，本模型的基础是以论文为指

标的传统科研产出，而且发明人也都为传统科研人员，使得该方法对高校、科研院所具有较高的

针对性，而对企业产出的专利判断缺少使用基础。所以该方法的适用性还较窄，科研指标的扩展

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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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 cance］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atent evaluation, high-value patent screening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patent research. ［Method/process］Based on the inventor’s knowledge level and 
patent output process,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model of the infl uencing factors of patent value,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atent auction pri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March, 
2018. ［Result/conclusion］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atent price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inventor 
rankings and knowledge levels,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screening high-value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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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ntries included reproductive health, women protection, economy, environment issues, and so forth. 
During the investigated time period, the subjec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e. However, the external 
popularity of the topic decreased,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opularity trend of the same topic in Chin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popularity of the topic reveals 
that the Wikipedia editor group and user group were built by differe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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