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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沉睡”专利
“有货无市”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发布的2022年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报告，我国科研人员在高
水平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稳
居世界第1位，在顶级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数量居世界第2位，高
被引论文数量居世界第2位，热
点论文数量居世界第1位。与此
同时，截至2022年底，我国的有
效发明专利有效量也达到了
421.2万件。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
科技创新能力已经迈上新台
阶。但司徒国海认为，基础研究
中的创新性成果并不简单等同
为生产力。国家知识产权局发
布的《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
告》指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实
施率为16.9%，其中产业化率仅
为3.9%；相对而言，企业发明专
利产业化率为48.1%，其中大、中
型企业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都
超过50%，小型企业的为45.3%，
而微型也有22.0%。

如此高的发明专利有效量，
相形之下产业化率却显得有些
低 。 这 些 发 明 专 利 为 何“ 沉
睡”？在经过调研后，司徒国海
发现了问题存在：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是高校和院所的专利权仍

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一
方面，存在大量‘沉睡’专利，‘有
货无市’。另一方面，国家的社
会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很多企业
都面临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对
新的产业技术需求旺盛，但是获
取渠道有限。而高校拥有的产
学研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为
17.8% ，远 高 于 3.9% 的 平 均 水
平。这充分说明两侧充分匹配
的高效能。”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利
产业化“中间阶段”链条不完
备。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得到实
施的发明专利的创新性很强，具
备实施和转化的潜力。但是，由
于技术成熟度不高，无法直接转
化成技术产品。通常一项创新
性技术从取得原理突破和实验
验证到产业化落地，中间仍然需
要持续多年、不断优化迭代的研
发过程。“但这个过程的研发不
应该由高校和院所的专利权人
来承担，而目前大多数中小微企
业也不一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
力。对接两头的中间阶段有所
缺失，专利产业化链条处于断裂
状态。”

这份调查报告还指出，48.7%
的企业专利权人反映“缺少高端
专业人才”，是制约企业专利产
业化的最主要原因。对此，司徒
国海深表认同：这样的高端专业

人才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
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要能沟通
供给侧和需求侧，即能快速掌握
自己专业领域的发明专利的技
术和原理，做出成熟度和实施价
值的研判，对接企业需求，并实
施或指导完成专利技术的产业
化研发。

此外，司徒国海认为，实施
专利产业化的资金、设备和场地
缺乏也是发明专利“沉睡”的原
因之一。这对小微企业而言更
是 如 此 。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有
42.7%的小型企业和高达48.9%的
微型企业反映在专利产业化过
程中面临“缺乏资金、设备或场
地”等困难，比大中型企业要高
出二十几个百分点。

在从“1到10”阶段
加强支持力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
力。如何唤醒“沉睡”的发明专
利？司徒国海给出了自己的解
决方案。

他建议，在已有的“揭榜挂
帅”机制的基础上，加强技术供
需平台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产学
研能级。例如，可以借鉴和推广
上海技术交易所InnoMatch全球
技术供需对接平台的使用以及
成功建设经验，建立全面、及时

的供需发布与检索平台；探索建
立技术供需信息的“单盲”发布
机制。

“建议加强从‘1到10’这个
‘中间阶段’项目的支持力度，优
化人员评价机制。引导政府主
导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更多支
持中间阶段项目的投资，支持中
小微企业承担和参与国家科技项
目。对于从事中间阶段技术研发
的人员，探索建立以技术和产业
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此外，
他建议要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

端人才培养体系。以项目和实践
培养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
产业化专业人员等在内的专利产
业化高端专业人才，畅通其职业
和职称发展通道。加快推动能有
效嵌入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新
型研发机构等通过联合企业设立
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移、中试熟
化的机构，并建立合理的收益分
配、奖励机制。引导科研人员、
资本和科创服务人员发挥专长，
协同合作。

射击项目亟需提升
智能化的基础水平
近年来，激光训练仪作为一

种人工智能设备的出现，由于其
不具备杀伤力，训练效果与气枪
接近，学生每一发动作的运动轨
迹及模拟击发过程利用数据及
图像的方式呈现，清晰地展示了
技术动作的优劣之分及问题所
在，从而提升了学生、教练员的
训练效率。

陶璐娜认为，激光训练仪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动射击需
求和枪弹管控的矛盾，取得了
较好的训练效果，射击界、各学
校和群众对此普遍认可，产生
了一定的正面社会效应，可能
是将来射击运动发展的一种新
形态。

她还指出，射击项目在日常
训练中亟需提升数字化、智能化
的基础水平，未来将通过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技术分析射击运动

员训练过程的各项参数指标，通
过建模分析提供基于大数据的
科学训练建议，提高射击训练效
率的同时，也能满足实战化的射
击训练需求，帮助提高运动员射
击技术水平。

近年来，随着激光训练仪全
国性的普及推广，很多学校开设
了射击普及课程及社团课，越来
越多的学生已经投入到精彩激
烈的光电射击赛事之中，各省少
体校也因此发现培养了一批射
击项目后备人才。

“这些积极的变化，是否可
以成为我们对激光训练仪管理
态度做出调整的因素，可加以探
讨。”陶璐娜说。

建议普及推广
激光训练仪课程

陶璐娜建议，射击项目要
利用好激光训练仪（人工智能
设备）进入更多校园普及推广，
并且应商讨出台相应的行业标

准加以管理，从而为国家发现
更多优秀苗子，扎实青少年根
基。

“建议将激光训练仪列入体
育教育器材，作为体育课堂教学
的辅助设备，有效地为体育课
堂、体育培训服务。”陶璐娜指
出，激光训练仪无发射结构，也
无改装潜力，消除了杀伤力安全
隐患。另外，激光训练仪颜色鲜
艳，购置成本较高，不法分子利
用其制造恐慌的概率几乎为
零。随着经济发展与国民素质
的提升，以及媒体互联网的普
及，民众对激光训练仪的认知水
平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作为
体育教育器材进入校园，得到了
广大师生的认可。

她还建议在学运会和全运
会等重大赛事中设置激光训练
仪射击项目，制定相关竞赛体系
和标准。通过比赛及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更多竞技
体育优秀苗子，为我国射击项目

储备青少年人才。“我们可以建
立教育系统内的校内竞赛、校际
联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
小学体育竞赛体系，构建国家、
省、市、县四级学校体育竞赛制
度和选拔性竞赛（夏令营）制
度。建立体育系统内的一二三
四线竞赛体系，构建国家、省、
市、学校四级竞技体育竞赛制度
和选拔制度。”

陶璐娜建议，制定激光训
练仪的行业标准，规范市场行
为，推动激光训练仪健康有序
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射击
事业。

“建议在中小学和大学普及
推广激光训练仪射击课程，丰富
学校体育课程，扎实青少年根
基。”她举例说，学校可以将激光
训练仪射击课程列为普及课、社
团课、安全教育课，培养学生掌
握一项体育技能，逐步形成以普
通学校为平台的竞技体育后备
梯队。

全国政协委员司徒国海：解决“1到10”的问题

唤醒“沉睡”的发明专利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司徒国海

将一份精心打磨的提案提交到了全国两会上，希望各界能关注“沉睡”的发明专利。
“高校研究人员通常更关心‘0到1’的原创性问题，证明这项技术是可行的，但并不代表专利技术马上可以变为成

熟的产品，从技术发明成功到产品上市，期间需要很长的周期。这次，我想说的就是‘1到10’的问题。”司徒国海告诉青
年报记者。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全国政协委员司徒国海。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全国政协委员陶璐娜：

让AI引领射击项目更好地走进校园

作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

中心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主任陶

璐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

了一份围绕“人工智能助推竞

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提案。

这位射击奥运冠军建议，

射击项目要利用好人工智能设

备进入校园进行普及推广，为

国家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才。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全国政协委员陶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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