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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无权专利的角度，对中药制造行业 2013 年 4 月前公开的 44 297 件无权专利进行了多个维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主

要申请人分析、专利法律状态分析、无权专利发生阶段分析、无权专利维持年限分析等，系统呈现了中药专利无权的方式，

进而深入探寻无权方式背后的原因，发现主要存在专利发明点发掘不深入、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质量不高、专利申请过程中缺

乏有效监管、授权后专利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对中药制造企业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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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事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存在

很大差距。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知

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将其作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法律保障予以高度关注。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强力推进知识产

权事业，这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有了长足进步，我

国的专利申请量在 2011 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

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但是，伴随着知识产权规模

的扩大，注重规模效应、忽视内涵发展的弊端也逐

渐凸显，在专利申请量迅速扩大的情况下，一些专

利成果转化率非常低下，专利主体错位，这些因素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

颈。因此，只有改变知识产权事业粗放式发展的模

式才能使这一领域步入良性、持久的发展环境。 
本文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技术优势并具有

巨大发展潜能的中药（不包含中药饮片）为研究样本，

尝试从无权专利的维度剖析专利质量，以中药为研究

样本，对中国知识产权网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2013 年 4
月前公开的中药专利数据进行了专利有效性检索，检

索到 81 572 件专利申请，其中，处于无权状态的专利

有 44 297 件，通过对中药无权专利的实证分析，提出

中药专利申请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希望这

一研究对提升我国专利申请质量有所启迪。 
1  无权专利的法律内涵 
1.1  专利法律状态 

专利法律状态是指一项专利或专利申请当前所

处的状态，其贯穿权利从诞生到消亡的整个过程，

能帮助了解专利申请是否授权，授权专利是否有效，

专利因何无权，专利权人是否有过变更，专利是否

已经实施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是对一项专利的有

效性、地域性以及当前权属情况的反映。 
专利法律状态的获得主要基于对专利信息的检

索。针对专利法律状态的检索主要分为：专利有效

性检索、专利地域性检索和权利人变更检索。本文

所有法律状态信息均为专利有效性检索。专利有效

性检索是指对一项专利或专利申请当前所处的法律

状态进行的检索，其目的是了解该项专利申请是否

被授权，授权的专利目前是否仍然有效，或者是因

何种原因导致失效[1]。 
常见的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包括专利申请公开、

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针对发明专利）、专利申请的

撤回、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专利申请的驳回、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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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的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权利的恢复、专

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

质押和保全及其解除、著录事项变更、通知事项等。

但归结起来，专利法律状态可以分为 3 类，即有权

状态、审中状态和无权状态。 
1.2  无权专利 

本文所称无权专利是指处于无权状态的专利。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法律状态来看，本文的

无权专利是指申请人已将某一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出专利申请，但因各种原因这一专利目前不具

有专利权，这类专利法律状态信息主要包括：专利

申请的撤回、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专利申请的驳

回、专利权的视为放弃、为避免重复授权放弃专利

权、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无效宣告和专利权的

撤销（现行专利法已无撤销条款）。 

专利权作为一种独占使用权，只有在相应的时

间、地域内才享有保护，因此，无权专利可以从一

定维度反映专利申请的质量，有助于深入剖析我国

专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

进建议，并对评估专利价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中药无权专利数据统计 
2.1  主要申请人统计 

笔者对2013年4月前我国的中药专利申请进行

统计，将申请人按专利申请量进行排名，并对专利

申请量在 100 以上的 25 名申请人进行了重点分析。

前 25 名申请人的申请量如表 1 所示，进入排名的个

人申请人有 7 位，其中以杨孟君居榜首，申请量为

936 件；进入排名的高校申请人有 3 个，分别为浙

江大学（165 件）、南京中医药大学（145 件）和沈

阳药科大学（112 件）；其余均为企业申请人。 
 

表 1  中药专利申请量在 100 以上的前 25 名申请人的法律状态统计 
Table 1   Legal status statistics for top 25 patent applicants with more than 100 applications abou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法律状态 / 件 
排名 申请人 申请量 / 件

无权 审中 有权 

无权比重 

（占总申请量）/ %

 1 杨孟君 936 936   0   0 100.00 

 2 北京艺信堂医药研究所 763 755   0   8  98.95 

 3 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657  95 397 165  14.46 

 4 天津天士力 373  30 104 239   8.04 

 5 天津生机集团 283 114 132  37  40.28 

 6 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33 226   3   4  97.00 

 7 北京正大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29 162   1  66  70.74 

 8 毛友昌 221 209   0  12  94.57 

 9 泰一和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188  44  16 128  23.40 

10 王建友 183  73  94  16  39.89 

11 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172  19  62  91  11.05 

12 天津市中宝制药有限公司 166 132  31   3  79.52 

13 浙江大学 165  55  34  76  33.33 
14 尹克华 164 164   0   0 100.00 
15 成都绿迪科技有限公司 156   0 156   0 0 
16 南京中医药大学 145  27  36  82  18.62 
17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43  12  34  97   8.39 
18 北京奇源益德药物研究所 139 110   0  29  79.14 

19 重庆市南川区瑞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24   0 124   0 0 
20 北京天科仁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19 117   2   0   98.32 
21 沈阳药科大学 112  58  29  25  51.79 
22 尹克山 111 111   0   0 100.00 
23 颜怀伟 110 106   0   4  96.36 
24 王衡新 107 101   0   6  94.39 
25 北京中科仁和科技有限公司 101 101   0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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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入排名的申请人进行申请信息统计发现，

无权专利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其中有 14 位申请人的

无权率达到了 51.8%以上，有 10 位申请人的无权率

达到了 94.4%以上，更有 4 位申请人的无权率占到

了 100%。需要说明的是，重庆市南川区瑞丰农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绿迪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才开始申请专利，专利申请现都

处于公开状态，还未进行审查，因此两家公司专利

无权率为 0。 

将前 25 名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进行无权类型统

计，结果见表 2。其中无权类型主要集中在专利申

请的视为撤回上，其次较多集中在专利权的终止和

专利申请的驳回上。由表 2 还可以看出专利申请的

视为撤回占各申请人无权专利总数（视撤率）的比

重很大，以以岭医药（接近 49%）为界，仅有 6 位

申请人的视撤率在 50%以下，分别为河北以岭医药

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药科大学、浙江大学、北京

正大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颜怀伟和王建友。 

表 2  中药专利申请无权类型统计 
Table 2  Type statistics of invalid patents abou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专利权的终止 / 件 
申请人 

无权量 

/ 件 
视撤率 / % 

专利申请的视

为撤回 / 件 

专利申请的

撤回 / 件 

专利申请的

驳回 / 件 

为避免重复授权

放弃专利权 / 件

专利权的视

为放弃 / 件 未按时缴纳年费 专利权的主动放弃

杨孟君 936 100.0 936 0  0 0 0 0  0 

尹克华 164 100.0 164 0  0 0 0 0  0 

尹克山 111 100.0 111 0 0 0 0 0 0 

北京天科仁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17 100.0 117 0  0 0 0 4  0 

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226 100.0 226 0  0 0 0 29  0 

北京中科仁和科技有限公司 101 100.0 101 0  0 0 0 101  0 

北京绿源求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95 100.0 95 0  0 0 0 1  0 

天津生机集团 114 97.4 111 0  0 0 2 1  0 

天津市中宝制药有限公司 132 95.5 126 4  1 0 0 1  0 

北京艺信堂医药研究所 755 95.1 718 0  5 0 3 29  0 

北京奇源益德药物研究所 110 94.5 104 0  6 0 0 0  0 

毛友昌 209 90.9 190 0 15 0 0 4  0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2 83.3 10 0  2 0 0 0  0 

王衡新 101 70.3 71 0 30 0 0 0  0 

泰一和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44 61.4 27 0 13 0 4 0  0 

天津天士力 30 53.3 16 0 14 0 0 12 56 

南京中医药大学 27 51.9 14 0  4 0 0 9  0 

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47.4 9 0 10 0 0 25  0 

沈阳药科大学 58 44.8 26 1 13 0 0 18  0 

浙江大学 55 30.9 17 0 12 1 0 25  0 

北京正大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62 15.4 25 0 36 0 0 101  0 

颜怀伟 106 0.9 1 0  5 1 0 99  0 

王建友 73 0 0 0  2 3 0 12 56 

 
2.2  按申请人意愿对无权专利的统计 

按申请人意愿将统计所得的无权状态归为 3
类：主动型无权、被动型无权和客观性无权。主动

型无权主要指申请人主动放弃专利申请权或专利

权，其对应的无权状态主要包括：专利申请的撤回、

为避免重复授权放弃专利权、专利授权后的主动放

弃、未缴纳年费的专利权的终止。 
被动型无权包含以下 4 种：（1）专利申请的视为

撤回：申请人未履行专利法规定的程序性义务，如未

缴纳相关程序费用，逾期未请求实质审查或逾期未答

复相关意见；（2）专利申请的驳回：未通过国家知识

产权局初步审查或实质审查的，如在指定期限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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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补正但仍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申请不属于可授权的

客体，修改不符合相关规定，申请具有“三性”缺陷

的；（3）专利权的视为放弃：知识产权局发出授予专

利权的通知后，申请人在规定期限之内未办理登记手

续；（4）专利权的无效宣告：专利授权后，其他单位

或个人认为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或其实施细则的规

定，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请求，致使该专利全部无

效或部分无效。客观型无权主要指专利期满终止，对

应的法律状态为专利权有效期届满。 
如表 3 所示，被动无权的专利申请占总量的

62.43%，主动类型的占 37.27%，能维持到专利期满

终止的仅有 0.30%。可见，专利无权的发生多数情

况下并不是出于申请人的意愿，这意味着权利丧失

多由于疏忽或申请文件存在缺陷。在此基础上分析

被动无权的类型，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比重达到了

88.48%，其次是专利申请的驳回，达到了 11.26%。 

表 3  按申请人意愿分类的中药行业无权专利类型 
Table 3  Types of invalid patents based on applicants’ will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dustry 

类型 无权状态 专利数量 / 件 总量 / 件

专利申请的撤回   376 

为避免重复授权放弃专

利权 

      729 

专利授权后的主动放弃     75 

主动型 

未缴纳年费的专利权的

终止 

15 289 

16 469 

（37.27%）

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 24 413 

专利申请的驳回  3 107 

专利权的视为放弃     35 

被动型 

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36 

27 591 

（62.43%）

客观型 专利权的终止 133 133

（0.30%）

 
2.3  无权专利法律状态统计 
2.3.1  无权专利法律状态总量统计  如图 1 所示，

无权专利的类型主要集中在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

（24 413 件）、专利权的终止（15 599 件）和专利申

请的驳回（3 107 件）这 3 种法律状态，而其中的

专利权的终止主要是因为未按期缴纳专利年费，有

15 289 件（表 3），占据了 98%以上。 
2.3.2  无权专利的基本专利类型统计  我国的专利

保护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3 种类型。将中药专利按基本专利类型进行统计， 

 

 
图 1  中药无权专利法律状态及数量 

Fig. 1  Legal status and quantity of invalid patents  
abou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其中发明专利共计 73 084 件，占专利总数的

89.59%；实用新型共计 7 085 件，占专利总数的

8.69% ，外观设计和以专利合作协定（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途径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

中药发明所占比例较小，分别为 894 件（1.10%）

和 509 件（0.62%）。此外，该 509 件 PCT 申请中，

只有 42 件为国内申请人提交。 
由图 2 所示，我国中药行业的发明专利所占比

重多，处于绝对性的优势，但各类型专利（除外观

设计），无权专利所占比重都很大，且远远超过有权

专利量，其中，就发明专利而言，无权专利占据了

一半以上，达到了 53.70%，有权专利仅占了 16.73%。

此外，PCT 申请数量少，仅有 509 件。  

 
图 2  中药专利类型分布与法律状态统计 

Fig. 2  Type distribution and legal status cartogram  
of patents abou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2.4  无权专利按发生阶段统计 
就专利申请进程，可分为在申请中、授权时及

授权后 3 个阶段。将统计所得的无权专利归入各阶

段，即在申请中无权的状态主要有专利申请的视为

撤回、专利申请的驳回及专利申请的撤回；授权时

的无权状态主要包括专利权的视为放弃和为避免重

复授权放弃专利权；授权后发生的无权主要为授权

后专利权的终止（未按时缴纳年费、期满终止、主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PCT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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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放弃）和专利权的无效宣告。由此可发现：无权

专利（27 896 件）主要产生于专利的申请过程中，

也就是专利申请的提交及审查过程中，占申请总量

的 63%，进一步细分该阶段的申请发现，由于申请

人未履行专利法规定的程序性义务而导致专利被视

为撤回的有 24 413 件，由于未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初步审查、实质审查的有 3 107 件；无权专利产

生于授权后的也较多，共计 15 635 件，达 35%，几

乎均是由于未按期缴纳专利年费而失去专利权。 
2.5  无权专利维持年限统计 

我国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保护期限 20 年，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期限为 10 年。维持专利有

效，需要按期缴纳专利年费，并且每年的年费数额

会随着保护时间的增长而呈阶梯式递增。但是，根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 39 号《专利费用减缓办法》，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缴纳有关专利费用确有困难

的，可以依照该办法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减

缓缴纳有关费用，其中，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个

人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85%的年费；申请人或者

专利权人为单位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70%的年费。 
对中药无权专利维持的年限进行统计，如图 3

所示，专利量在第 1～4 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第

3、4、5 年构成了专利维持年限曲线的峰形（自申

请日起算维持到第 3、4、5 年的专利量分别为 10 493、
14 643 和 5 078 件），第 4 年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

自第 11 年开始，曲线几乎无起伏平缓至终点。从图

3 还可看出，能够维持到有效期届满（20 年）的发

明专利仅有 33 个。 
 

 
图 3  专利维持年限统计 

Fig. 3  Maintaining time limit of patents 

影响维持年限的因素很多，从专利本身考虑，

审查标准越严格，专利的质量越高，维持年限越长[2]；

从经济效益分析，专利转化率越高，企业因专利的

收益越大，维持年限越长[2-3]；从政策角度考虑，专

利费用减缓、资助的方式、额度，对企业的专利维

持年限也有相当大的影响[4-5]。 
3  分析与讨论 

就无权状态的分析，对主要申请人的分析结果

与对中药制造行业总体数据的分析结果呈现一致

性：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无权状态主要集中在专利申

请的视为撤回、专利权的终止和专利申请的驳回上。

专利无权的发生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出于申请人的主

动行为。就专利类型而言，发明专利虽然很多，但

无权量也最大，同时也缺少有分量的 PCT 国际申

请。专利维持年限过短，申请人缺乏继续维持专利

的动力。 
以上结果说明，我国的中药专利在申请的过程

中缺乏有效地管理，包括申请中的流程监管、过程

控制和授权后的年费管理、实施管理以及评价管理

等；此外专利质量水平不高，无法带来可观的收益，

申请人维持专利的动力不足。 
4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专利申请过程中主要涉及 3 个主体：申请人、

专利代理人、专利审查员。三者之间关系紧密。对

于一项专利申请而言，在提出申请到获得授权的过

程中，除去专利技术本身的突破性，可以由申请人

控制或间接控制的部分主要有 4 个方面：（1）技术

交底书的质量；（2）专利申请文件的质量；（3）积

极配合专利审查的态度；（4）有效地专利管理。 
笔者根据本文部分专利数据分析的结果，并以

上述申请人可控的 4 个方面为基础，就专利申请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4.1  提供完整、充分的技术交底书 

根据专利分析数据，专利申请的驳回是导致权

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发明专利的实质审查以专利申请文本为审查对

象。专利技术交底书是专利申请文件的信息源，其

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专利申请文件的质量，这

种影响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人员不了

解专利申请中应当公开何种内容，该内容应该公开

到何种程度，从而导致技术交底书中涉及的保护方

案不全面、发明点不明确、实施方式不清楚。（2）
未能认识到专利申请文件清楚、完整的重要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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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资料方面不积极、不配合。（3）在申请专

利的同时仍想将其技术方案作为商业秘密保护，导

致技术方案公开不完整、不充分，不满足专利申请

要求。（4）错把技术方案中的大量信息当作现有技

术，疏于描述。 
因此，建议没有成熟专利管理部门的企事业单

位申请人或者没有撰写经验的公民申请人尽量委托

有资质的专利代理机构完成相关专利的撰写、答复

工作，这样可以在与代理人沟通的过程中最大限度

地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且即时有效的沟通还可以

帮助代理人更好的了解技术方案，有助于更深入的

挖掘专利保护点，使得专利的保护更全面。 
另外，企业可以邀请专利代理机构的资深代理人

对技术人员进行专利交底书的撰写培训，并在代理机

构的帮助下细化专利交底书撰写模板；设置专利交底

书撰写考核标准，从而提高技术交底书的质量，进而

更好地帮助代理人完成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 
4.2  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 

除去技术本身的突破性，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质

量与代理人的专业技能、法律经验，申请人提供的技

术交底材料的质量，以及代理人与申请人之间的有效

沟通有关。在实践中，代理人技术和法律经验的不足

会导致申请文件存在缺陷，而代理人与申请人之间的

沟通不畅，更会造成技术发掘的不深入[6]。 
因此，对于代理人而言，应当提高沟通技巧、

累积经验，从而赢得申请人的信任，增强引导申请

人扩展交底内容的能力；对于申请人而言，为避免

撰写损失，应当委托资深的代理机构，做好技术方

案的梳理工作，积极配合代理人的引导，深入发掘

新的技术要点。 
4.3  配合专利审查并积极争取权益   

积极配合主要是指申请人应当对审查员在初步

审查和实质审查过程中指出的问题进行积极有效地

响应，委托代理机构的，则应积极配合代理机构克

服缺陷。避免因不积极履行专利申请的相关规定而

导致权利丧失的情形出现。 
4.4  规范专利管理，降低程序性损失 

  在中药制造行业，逐渐升温的专利保护意识已

得到了印证，中药专利的申请量逐年攀升，近几年

呈直线上升趋势；但是结合专利分析数据，众多申

请人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高校，专利的无权数

量在专利申请量中均达到了很高的比重，且失权主

要是因为程序性问题，并且绝大多数专利维持时间

过短，维持时间多集中在第 3～5 年。笔者认为其症

结可能在于专利管理部门的缺失以及专利流程监管

的不到位。 
专利权的获得从申请到授权，要经过一系列严

格的审查程序。各个程序之间都是前后相继的，对

于专利申请人而言，稍有处理不当都可能造成申请

人专利管理成本的增加，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应当认真了解、熟

悉我国现行的专利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要求

规范办理专利手续的行为，积极构建适于监控的专

利流程管理体系。 
当然，专利申请不是最终目的，专利申请也不

是专利管理的全部，对于专利权人更重要的是将专

利成功转化实施，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为专利权人

产生价值。因此，申请人应当修正专利意识，改变

目前重量轻质的现状；重视专利授权后的专利管理，

包括年费管理、专利的实施转化管理、专利许可管

理等，形成权责分明、职能划分明确的管理部门，完

善相应的专利管理制度促进专利流转，使得有价值

的专利不在“沉睡”中被忘却[7]，进而延长专利维

持时间，转化为更持久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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