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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产地，研究高校专利开放许可的实施现状与问题，探寻制度方面的不足，有助于

我国对开放许可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对高校近年来的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深入挖

掘和梳理，从许可期限与许可费用两方面出发，深入分析高校专利开放许可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构

建便捷高效的声明变更机制、设置合理的缓冲期、建立科学合理的许可费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

期为高校专利开放许可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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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important producing area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
ments. Studying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problems of patent open licens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ing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system are helpful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pen 
licensing system in China. Through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open patent 
licensing implementation of related data further mining and combing, starting from the license pe-
riod and license fe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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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licen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rom building a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statement 
change mechanism, set up reasonable buffer perio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licensing 
fee mechanism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the smooth implementa-
tion of open patent licens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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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专利开放许可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许可权是专利权人最基本的一项权利[1]。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作为促进专利转化实施的一项制度设计，

在盘活存量专利、优化增量专利方面发挥着较大的效能，最主要的功能是促进专利的实施[2]。其不仅为

高校专利的转化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解决高校专利转化难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通过梳理高校

发布的开放许可名录等情况，发现尽管高校在专利开放许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旧存在着专利

开放许可期限短、开放许可费定价不合理等问题，鉴于此，通过分析这些问题背后制度方面的原因，提

出针对性的完善性建议，促进高校专利开放许可的良好实施。  

1.1.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内容缺乏灵活的修改程序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生效后，基于相关事实或者行为的变化，专利权人可能会提出关于变更声明内容

或者撤回声明的诉求。在当前的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设定中，并未设置声明的变更程序，专利权人存在变

更声明诉求的，需完整执行声明撤回、修改声明内容、重新声明的程序。关于开放许可声明的撤回、变

更等，在现有法律框架中并没有明确的的规定。由于立法层面变更机制的缺失，专利权人在面对市场、

技术等情形发生变化时，难以及时调整其开放许可策略，这将影响到专利技术的转化应用。同时，专利

权人未经合理期间就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有可能构成专利权滥用情况的发生[3]。例如专利权人利用

开放许可检验市场需求后立即将声明撤回，利用制度套住被许可人，坐地起价。 
倘若专利权人觉得公布的专利信息不符合当下情形时，将不得不先对声明进行撤回，再进行重新公

布，大大降低了实施开放许可制度的效率。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向“互联网+”模式转型的时代下，时效

性对于行业的发展已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变更机制来跟踪和更新这些信息，那么声明就可能

失去其作为可靠信息来源的价值。我国《专利法》并未允许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在发布后进行修改，因

为缺乏这样的机制，即使是最小的修改也可能需要撤回声明重新提出，从而降低了声明的实时性，时效

性的低下将使得许可方与被许可方的交易更加困难。 
专利许可期限作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可期限长短反映了专利权人风险预期的

不同。笔者通过检索南开大学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发现，在其发布的专利开放许可中，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的平均许可期限是 2.5 年，最长是 3 年，最短是 2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许可期限 2 年，最长

许可期限 6 年，最短的只有 1 年；医药制造业的平均许可期限是 3.5 年，最长是许可期限 6 年，最短许

可期限 2 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和纺织业平均许可年限均为 2 年。 
作为对比情况，笔者分析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十三五”国民经济行业(门类)专利实施许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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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表》数据，发现“十三五”期间备案的专利实施许可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专利平均许可年限为 5 年，

医药制造业平均许可年限最长，为 6.4 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平均许可年限为 3.9 年，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平均许可年限最短，为 3.5 年，纺织业平均许可年限为 5.1 年。 
将专利开放许可期限与“十三五”专利实施许可统计期限两相比较(见图 1)，可以发现高校的专利开

放许可期限明显偏短。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发布开放许可专利清单。1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open license period and the patent licensing perio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图 1. 开放许可期限与“十三五”专利实施许可统计期限的比较图 

1.2. 高校开放许可费用定价缺乏合理性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源于英国，其设立之初便具有公权力介入的显著特征，专利行政部门往往通过采

取“决定”的方式参与到开放许可市场交易之中[4]。专利开放许可费不论是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规则中，

还是从专利权人能够获得的经济回报来看，均是一项重要内容[5]。而开放许可费定价是否合理成为该制

度能否良好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既是平衡保护专利开放许可当事人合理利益的关键事项，也是专利

开放许可机制中可能产生争议的焦点问题[6]。在国外，针对许可费的定价标准，加拿大专利行政部门认

为许可费占涉案专利产品销售额的 4%比较合理。英国专利局则裁定许可费为涉案专利销售价格的 5%，

德国的专利行政机构或者法院也认为合理的专利许可费为涉案专利产品销售额的 5% [7]。本文以国民经

济行业普通许可费标准的 5%为基准金额，将基准金额上下 50%的范围认定为合理定价，将超过平均值上

限 50%的价格认定为过高定价，将低于平均值下限 50%的价格认定为过低定价，根据南京工业大学发布

的专利开放许可清单，制作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有近半数专利定价不够合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基

本处于定价过高状态，而与之相对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与仪器仪表制造业没有定价过高的情形，可见不

同行业之间专利开放许可定价都有其不同的特点。 
专利权人选择开放许可的目的在于提高专利许可的效率，一般大概率不会出现许可费过高的情形。

如图 2 所示，只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定价过高情形较为明显，而另外三个行业定价过高均不明显，专用

 

 

1南开大学关于协议定价职务科技成果开放许可的公示[EB/OL].  
https://std.nankai.edu.cn/2024/0104/c1017a534811/page.htm, 202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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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业与仪器仪表制造业甚至不存在定价过高的情形。但是，受利益机制影响，一旦出现许可费标

准过高，势必影响开放许可的实施[8]。因为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来说，高昂的专利许可费用是

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会限制他们使用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阻碍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专利权人的定价必

然会使其利益最大化，相对公众无任何协商的机会，要么被迫接受高价专利许可费，要么放弃开放许可

的法定授权[9]。过高定价将大幅度提高专利许可交易成本，降低被许可人实施专利的意愿[10]。 
 

 
资料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发布专利开放许可清单。2 

Figure 2. Analysis of patent licensing pricing 
图 2. 专利开放许可定价情形分析图 

 
而如果专利开放许可的定价过低，专利权人可能无法从专利许可中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定价过低

将直接影响到专利权人进行进一步研发和创新的积极性。在图 2 中，化学制品业定价过低比例为 27.8%，

专用设备制造业比例为 37.5%，仪器仪表制造业达到了 42.9%，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为过低的回报

将使得企业或个人缺乏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发的动力。过低的定价还可能导致专利技术的价值被低估，

无法真实反映专利技术的价值，从而影响到专利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此外，在一些行业中还存在着免费

专利的情形，如图 2 所示在仪器仪表制造业中，免费专利甚至达到了 57.1%。强调免费和低价格定价趋

势，会使得经营主体实施类似低价倾销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倾向，这种主观促成低价甚至免费的价格，

具有妨碍竞争的可能性[11]。 

2. 破解高校专利开放许可实施问题的建议 

针对高校专利开放许可实施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主要从声明内容的修改程序与完善合理的定价指引

方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破解高校在实施专利开放许可时遇到的障碍，促进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

良好运行。 

2.1. 完善声明内容的修改程序 

2.1.1. 构建声明内容变更机制 
为了让潜在被许可人与被许可人能够在时代日益变化的当下做到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我国《专

利法》的完善方向为构建声明内容的变更机制。通过建立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内容变更机制，允许专利权

 

 

2南京工业大学发布专利开放许可清单[EB/OL]. https://kyy.njtech.edu.cn/info/1071/5268.htm, 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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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一定期间后对许可条件进行调整[12]，有助于填补制度漏洞。面对声明内容不

能自由变更的情形，可以建立一个梯度式的内容变更规定。具体而言，自公告之日起，规定专利权人 3 年

内可自由变更许可内容，6 年内只能对部分非必要内容作出变更，满 10 年之后不允许对许可内容作出变

更，但在变更之前已经达成的合同效力仍然有效。为了维持合同效力的相对稳定性，每次变更之间间隔

不得少于 3 个月。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内容的变更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如专利权人变更、许可使用费调整、专利

许可期限变动等。专利权人申请变更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时，应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技术发生显著进步、

市场需求发生显著变化等，同时证明变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具体变更内容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专利权人申请变更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时，应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变更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收到申

请后，应进行审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决定。如果同意变更，应发布变更后的专利

开放许可声明，并及时通知相关被许可方。如果不同意变更，应当告知专利权人其原因，给予其补正期限。 

2.1.2. 在声明撤回前设置缓冲期  
在专利权人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前设置一定期限的缓冲期，在期限内确保被许可方有足够的时间

来准备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尽量减少专利权人撤回声明对被许可方造成的损失[3]。在专利权人决定撤

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时，应提前向公众公告，并明确告知被许可方。被许可方可以就撤回决定的合理性、

必要性等方面进行申辩，为自身争取更多权益。在缓冲期内，对于专利开放许可的撤回，政府相关部门

可以要求专利权人说明开放许可撤回的原因，由专门机构对其撤回声明理由进行正当性与合理性分析，

对于经常性地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专利权人进行名单记录，列入不稳定专利权人名单。通过设置缓冲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专利权人与被许可方利益，确保双方在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时都能得到合理对

待。这样的措施不仅会激发被许可人申请开放许可的兴趣，而且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在设置缓冲期时，应明确缓冲期的时长。缓冲期的时长应根据专利技术的性质、市场影响力以及被

许可方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一般来说，缓冲期可以设置为 3 个月至 1 年不等。较长的缓冲期可以给予被

许可方更多的调整时间，但也可能增加专利权人的不确定性风险；较短的缓冲期则可能无法满足被许可

方的需求。在实施缓冲期机制时，专利权人应当与被许可人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可能出现的纠纷或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专利权人需要保持尊重相关方权益，确保撤回的实施不会对其造成过大损失。政府要引

导专利权人在开放许可声明中明示缓冲期限，稳定双方预期，增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信任，避免专利权

人撤回声明对其所造成的损失。 

2.2. 构建许可费的合理定价指引 

2.2.1. 建立专利先试用后付费机制 
面对许可费不合理的问题，可以尝试建立先试用后付费的机制。关于该机制的构建，鼓励专利权人

于开放许可声明中约定“试用条款”，规定在特定的试用期间内，允许潜在被许可人在未经专利权人直

接许可的情况下，以试用为目的使用专利技术，并支付一定的试用费用。允许潜在被许可人对开放许可

的在试用期限内免费试用，采取此种方式，专利权人可以通过被许可人后续实施的情况确定更为合理的

许可费[2]。当试用期满后，为尊重专利权人，潜在被许可人要么支付原定价的 30%给专利权人，要么以

原价与专利权人达成许可协议，同时书面通知专利权人。对于试用期满后一年时间内仍旧没有达成许可

协议的，专利进行许可费从高到低的调整，若仍然未出现被许可人实施便强制要求其退出。如果被退出

的专利，在退出后与他人达成许可协议，并且已经切实具有实施效果，此时可根据专利权人相关证明重

新参与开放许可。 
专利开放许可先试用制度为潜在的被许可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试用机会，有助于促进专利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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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合理。在试用期内发现专利技术的市场需求较大时，专利权人可以适当提高许可费；反之，在市场

需求不足时，可以适当降低许可费以吸引更多潜在被许可人，通过试用机制的反馈从而影响专利权人对

许可费的定价。通过试用机制，被许可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专利技术的实际性能和市场需求，从而更容

易发现专利定价中的不合理之处。这些信息对于专利权人和相关监管部门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

助于他们调整和优化专利定价策略。专利先行试用机制的费用标准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需要专利

权人根据专利技术的价值、许可实施类型和实施期限、支付方式等多种因素进行确定。在确定费用标准

时，应遵循公平合理和市场竞争原则，确保专利技术的价格与其市场价值相符。 

2.2.2. 增设专利开放许可费矫正机制 
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中，许可费一经确定通常不能调整，因此，为了应对市场变化和技术发展等因

素，可以建立许可费矫正机制。具体来说，当许可费定价过高影响被许可人获得此专利，从而影响技术

转化时，国家相关部门应强制性的压低该过高的许可费用；反之，当许可费过低妨碍市场竞争时，可规

定专利权人在一定期限内将专利费用提升至最低许可费标准。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及时公告专利开放许可

信息，对于许可费的调整和仲裁结果等也应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13]。 
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关键是解决开放许可费标准过高的问题，即需要建立一个超时限许可费标准自动

下浮的规则。具体而言，自公告之日起，每经历 3 个月未达成许可，许可费标准下浮 10%；满 6 个月仍

然无被许可人响应的，该专利自动退出开放许可名单[14]。专利权人如果继续声明开放许可，需要重新确

定许可条件，许可费标准不高于原标准的 80%。同理，对于过低的许可费标准，可以设置一个最低许可

费，每隔 3 个月许可费标准上调 10%，直到达到许可费最低定价 3。通过建立专利开放许可费的矫正机

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专利权人单方面提出的许可费与反映专利技术市场价值的许可费之间的偏差

[15]，保障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由于许可费设置不合理而导致的纠纷。 
增设专利开放许可费矫正机制是确保专利交易公平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举措。公众可以通过监督渠道

对矫正过程提出意见和建议，确保矫正结果的公正性。设置不合理许可费矫正机制，将有助于减轻不合

理费用对专利转化应用的影响[2]。在部分地区或行业可以先进行专利开放许可费的矫正机制试点，以收

集实际数据和经验。对试点效果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可以为进一步完善矫正机制提供依据。通过一系列

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专利权人不合理定价的行为，保护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和应

用。未来，随着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矫正机制也将随之进一步完善和优化，通过构建

高效便捷的许可费矫正制度，为我国专利交易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的环境[16]。 

3. 结论 

本文从高校发布的专利开放许可清单出发，通过分析专利开放许可清单数据发现高校在专利开放许

可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声明内容缺乏灵活的修改程序，以及高校在许可费定价时缺乏

合理性。在具体表现上，可以发现专利开放许可期限明显偏短，高校的专利开放许可的定价方面往往不

够合理。针对前者的建议主要从构建声明内容变更机制，以及在声明撤回前设置缓冲期来进行制度完善；

在许可费的合理定价方面，通过建立专利先试用后付费机制、增设专利开放许可费矫正机制来指引许可

费的合理定价。完善声明内容的修改程序，保护专利权人随时能够对声明内容进行适时修改；构建许可

费的合理定价指引，保证高校专利权人在定价时不偏离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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