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

企业在美国获得专利数

量 已 增 至 此 前 近 10

倍。特别是 2017 年较

2016年增长28％，中国

首次成为前五大美国专

利获得国。2017 年，我

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专利申请量为 5608

件，同比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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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以张衡名字命名的科学试验

卫星，将在高度约 500 公里的太阳同

步轨上开展全球7级、中国6级以上地

震电磁信息分析，为地震机理研究、空

间环境监测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

天基平台和新的技术手段。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
“张衡一号”升空

□ 姜 琳 高 亢 刘巍巍

美 国 商 业 专 利 数 据 库（IFI

Claims）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不到

10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在美国获得

专利数量已增至此前近10倍。特别

是2017年较 2016年增长28％，中

国首次成为前五大美国专利获得国。

从“贴牌”到“品牌”，从“制造”到

“创造”，从“跟跑”到部分领域实现

“并跑”“领跑”，我国在科技创新发展

一些方面与欧美间的差距正逐渐缩

小，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考验。

我国首次进入拥有美国
专利“前五强”

像手帕一样可折叠的柔性屏，照

照指尖就能“验血”的检测仪，只认

“真人”的指纹芯片……越来越多“炫

酷”全球的产品，其中包含诸多属于

中国企业的自主专利。

据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统计，

不含台湾地区的中国企业在美国获

得专利数量正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快

速增长。仅2017年，新授权专利总

量就高达11,241项，这使中国首次

进入拥有美国专利前五大国。华

为、京东方和深圳华星光电3家中

国企业进入拥有美国专利的前50

大企业。

“这说明我国企业的市场意识

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大幅增强。”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委员

徐佳宾说。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创新创

造，不断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创造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大批以代工

为主的企业开始研发自有技术、培育

自有品牌。

美国媒体评论说，很多中国公司

现在专注于创造新的尖端产品和品

牌，他们凭借的是富有创新性并越来

越具有影响力的想法。

据了解，目前我国在美国申请

专利的，不仅有资深企业，也有初

创企业；从行业分布看，专利数最

多的是数据处理和传感、半导体、

无线传输等高科技领域，特别是

3D打印、机器学习和无人机，近几

年增长明显。

徐佳宾说：“美国专利申请要求

非常严格，授予我国企业如此多的专

利，本身就体现了对我国创新的充分

肯定和尊重。”

事实上，我国企业不只是在美国

有专利量的上升。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申请量为5608

件，同比增长1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不久前发布

的报告称，“中国制造”在前沿领域创

新持续加快，一大批成果填补了国际

空白，并“重塑”全球价值链条和产业

格局。

我国正改变世界创新版图

专利，是一个国家或企业创新能

力的反映。

目前，中国和欧、美三大市场，每

2.9辆童车里就有一辆来自我国苏州

的好孩子集团。其每年400多款创

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让德、美具有百

年历史的同行叹为观止。

只需三步，约两秒钟，就可以折

成杂志大小——这款集55项国内外

专利于一体的小车，自上市以来即风

靡世界，无数名人明星成为其粉丝。

人机交互和指纹识别的“独角

兽”企业汇顶科技，近年在美国申请

专利约200件。CEO张帆说：“全球

化的竞争需要专利‘保驾护航’，我们

的客户主要是国际知名终端品牌，他

们对供应商的自主知识产权也非常

重视。”

据新华社消息，本月初，代表

全球最高水准的美国拉斯维加斯

消费电子展上，4000 名展商有

1700 名来自中国。英国《金融时

报》网站刊文说，如此众多的中国

参展商出现，以致一些代表戏称这

个展会如今成了“中国电子展”。

中兴通讯的折叠智能手机、华为

的智能手表、阿里巴巴的刷脸支付、

京东方携手海思等推出的全球首款

75英寸8K超高清智能终端……专

利，不仅让中国企业展示出令人惊艳

的“黑科技”产品，更逐渐改变着世界

的创新版图。

大唐电信集团副总裁陈山枝说，

大唐电信集团已累计申请境外专利

数千件。即将到来的5G时代，将持

续在全球开展专利布局与关键技术

保护，为中国把握移动通信发展主动

权和话语权提供支撑。

“中国创造”依然任重道远

尽管中国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

界前列，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大国”，但无论企业家还是专家

学者，对面临的挑战都保持相当清醒

和理性。

“我们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

比，总体还有较大差距。”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晋说。

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我国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

第一，高质量科技论文产出居世界

第二，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

第三。

不过，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

的35个技术领域中，我国维持10年

以上的发明专利拥有量，仍在29个

领域少于国外。

“专利数高，但不代表专利质量

高，更不等于科技实力强。”好孩子集

团研发高级副总裁涂祖宏认为，我国

专利的质量总体不高，高科技领域的

重大发明还比较少。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

胡文辉坦言，我国部分领域专利布

局尚存不足，高价值核心专利仍需大

力培育。

专家普遍认为，我国应变“专利”

为“动力”，大力培育高价值核心专

利，并利用后发优势，缩小与领先者

的差距。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商业市

场，市场规模可以降低创新的门槛，

有利于更多创新出现。同时，要坚持

在开放中创新，及时学习和借鉴世界

上的最新成果。”方晋说。

徐佳宾则认为，未来的开放创新

应该是双向的。我国应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和违法打击力度，创造更公平

的市场环境，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和创新水平。

我国基础科研正打破
“贤必举欧美”垄断

□ 陈 芳 胡 喆

从铁基高温超导到多光子纠缠，从

发现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到聚集诱导发

光……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国际影响

力大幅提升，成果“多点开花”，基础科

研领域正在打破“贤必举欧美”的垄断。

据新华社消息，前不久，克隆猴“中

中”和“华华”在我国诞生，“姐妹”俩萌

翻了全世界。“这是许多专家认为不可

能实现的重大技术突破。”国际细胞治

疗学会主席约翰·拉斯科这样点评我国

科学家的成果。

来自科技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长，从2012

年的499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823亿

元，增幅约6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自然科学基金持续加大对重大原始创

新和交叉学科领域的支持力度，世界领

先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强化重大基

础研究攻关，重视突破性创新，积极抢

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我国基础科研领域

开始呈现“多点开花”之势：铁基超导材

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在量子星地

通信、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系列原创性

重大突破；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如同一条

河流，基础研究是“上游”，决定着“中

游”的技术创新和“下游”的技术推广和

产业化。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我国已

成为全球第二大高质量科技论文产出

国，正对世界科学发展做出日益重要的

贡献。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力度鼓励科

研人员潜心做科研，“允许十年不鸣、争

取一鸣惊人”。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

示，中国有望在前沿基础研究和战略高

技术领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欲速则不达，适速行天下。”基础

研究要搞好，坐“冷板凳”下“苦功夫”不

可少。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得主王泽山院士，一辈子全心全力干好

火炸药一件事，终使我国的火炸药研究

走在了世界前列。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加

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到

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

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

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

的科学大师。这表明，基础科学研究

将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

大的科学支撑。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在

某些领域的研究已迎头赶上，正努力在

科技创新上“重回世界之巅”。权威人

士指出，从“贤必举欧美”到“世界向东

看”，中国科研将奔向创新的“无人区”，

在基础科研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突破。

□ 冯 华

面向未来，谁能在创新中取胜、

抢得先机，谁就能赢得未来全球竞争

的主动权。

在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上，书写了我国火炸药技术传

奇的王泽山院士，一辈子研究病毒、

为人民防病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侯云德院士，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当习近平总书记为两位80多岁

的老科学家颁发获奖证书时，全场响

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习近平总书记的2018年新年贺

词言犹在耳：过去一年，“科技创新、

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慧眼”卫

星遨游太空，C919 大型客机飞上蓝

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海水稻进

行测产，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海翼”

号深海滑翔机完成深海观测，首次

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中国创造

的伟力，令国人自豪、世人惊叹。在

一些前沿科技领域，我们已经可以

自豪地宣称：我国已实现从后发到

先发、从跟跑到领跑。在世界赛场

上，中国科技正如“复兴号”高铁一

般动力澎湃。

盘点 2017 年的科技奖，不乏原

创性强、具有引领作用和重要国际影

响的研究成果。如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的“聚焦诱导发光”（AIE）

材料，就被《自然》杂志列为支撑和驱

动“纳米光革命”的四大纳米材料之

一，成为由我国科学家开创并引领的

热点研究。再如获得国家进步奖特

等奖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是国际

公认的我国领先世界的技术，堪称世

界电力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

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由

此，强化创新第一动力的地位和作

用，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

尤为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及由此

带来的产业变革，正在引发国际产业

分工重大调整，进而重塑世界竞争格

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面向未来，

谁能在创新中取胜、抢得先机，谁就

能赢得未来全球竞争的主动权。

新技术给了我们“弯道超车”的

机遇，但稍有疏忽或懈怠，就会面临

差距拉大的严峻形势。因此，在点赞

我国科技的同时，还应保持清醒，正

视我们的短板。与科技强国相比，我

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与成果产

出尚有较大差距，推动学科发展的重

大科学发现还很不够，原创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相对不足，不少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

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

是科技和人才成为国力强盛最重要

的战略资源。坚定不移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发挥改革“点火系”的关键

作用，才能激发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让 8000 多万科

技工作者乃至更多人才全身心投入

到创造创新的伟业中来。近年来，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政策、举措密集

出台，下一步，还应着力强化落实、

推动落地，同时继续推进和完善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深

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完善科

技成果转化激励评价制度，破解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制度藩篱，构建良

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王泽山院士曾说：“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国人渴求的，也

是人人有责的。正是它在始终支撑

着我。”这样的理想信念，激荡于广

大科技工作者心中。新时代要有新

作为，凝聚起更为强大、更为持久的

科技创新力量，建成创新型国家和

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定将在我们手

中实现。

激 活 科 技 创 新 的 时 代 伟 力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湖北建成
首个5G试验基站

日前，湖北首个室外5G试

验基站在武汉开通，这意味着

5G技术在湖北的规模组网规模

试验已进入攻坚阶段。按工信

部规划，我国将在2018年年底完

成5G规模组网测试，2020年启

动5G商用。湖北移动计划2018

年在武汉城区建设100多个5G

基站实现5G连续覆盖，开展相

关技术验证和测试，并和武汉本

地的垂直行业龙头合作进行5G

业务示范。图为工作人员介绍

5G试验基站的射频单元。

新华社记者 熊 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