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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医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利知识和行为，包括专利基础知识、专利检索和使
用、专利申请相关、专利查新和专利相关需求５个维度。分析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医学硕博
士研究生专利教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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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其受理的发明专

利申请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１－２］，专利相关工作能

力将逐渐成为医务人员不能忽视的能力之一。医学

硕博士研究生是潜在医学专利申请人群，其求学阶

段培养的专利相关知识水平和行为能力将影响其入

职后的专利意识和申请工作。目前针对医学专业研

究生的专利行为研究主要涉及其对专利的认知或基

础知识的掌握：如何秀娟等［３］认为应加强中医外科

研究生专利教育；杨旭杰等［４］认为中药研究生对中

药专利认知程度不足；辜小汉等［５］认为新入校医学

硕士研究生专利知识较匮乏等。针对该类人群专利

检索使用、申请及查新等专利行为的研究较少。本

研究聚焦高年级医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专利知

识、行为及其培训需求，以期发现薄弱环节，为制

定专利素养培养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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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象与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全日制二年级及毕业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利

知识和行为进行分析研究。问卷内容包括专利基础

知识 （分类、保护期限、转化转让及应用、专利权

归属、保护范围、新颖性和知晓渠道）、专利检索

和使用 （专利的参考意义、主动参考专利文献、专

利数据库使用、检索专利目的和获得专利文献渠

道）、专利申请 （申请机构、代理服务、成果能否

申请专利、申请流程、申请书撰写、首选成果发表

方式、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冲突解决、本人申请专

利、辅助他人申请专利和本人获得专利）、专利查

新 （专利查新服务和专利查新必要性）、专利相关

需求 （专利培训经历、需要、内容、方式和开设相

关课程需求）５个维度，共２９个条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基本情况

共收回电子问卷３５０份，有效问卷３４４份，有

效率为９８２９％。基础医学专业１７８人 （５１７４％），

临床医学专业１６６人 （４８２６％）。硕士研究生１６３

人 （４７３９％），其中二年级硕士研究生 ５５人

（１５９９％），毕业班硕士研究生１０８人 （３１４０％）；

博士研究生１８１人 （５２６１％），其中二年级博士研

究生１４０人 （４０７０％），毕业班博士研究生 ４１人

（１１９１％）。

３２　专利基础知识

调查 显 示 绝 大 多 数 研 究 生 对 专 利 分 类

（８７５０％）、专利保护期限 （８１４０％）、专利转化

转让及市场应用 （９０７０％）缺乏了解；仅１５４１％

知晓任职期间职业相关专利申请权归属单位；

１７１５％了解专利权具地域性；２７３３％知晓研究成

果以文章形式发表后再申请专利影响其新颖性；

６４２４％了解专利的渠道为导师或同伴提及；

２６４５％则通过网络或杂志；１７７３％在文献检索课

程中了解过专利知识；１７１５％曾参加专利有关讲

座；１３９５％在检索文献时无意知晓专利；４０７％在

专利申请过程中自学专利知识。结果显示医学研究

生专利基础知识较匮乏，其知晓专利途径主要是导

师或同伴提及，少数参加过专利讲座或课程，说明

针对医学研究生的专利教育较欠缺。

３３　专利检索和使用

３３１　数据调查结果　４９７１％研究生认为专利对

学习工作具有较大参考意义，２３８４％认为具有一

定意义，仅少部分认为其意义很小或不清楚其意

义；６６８６％研究生在学习和实习过程中从未主动

阅读参考专利文献情况，３１６９％偶尔参考专利，

１４５％经常参考专利；大多数研究生不了解中文专

利 数 据 库 （６２７９％） 或 外 文 专 利 数 据 库

（６８８９％），接近２５％研究生知晓但未使用过中文

（２６７５％）或外文专利数据库 （２４１３％），少数使

用过中文 （９８８％）或外文专利数据库 （６６９％），

极少数经常使用中文 （０５８％）或外文专利数据库

（０２９％）；６４５３％ 研 究 生 从 未 检 索 过 专 利，

３５４７％检索过专利，其中７８５％检索目的是申请

专利，１４８３％是撰写论文，２５５８％是解决学习和

工作难题；５２６２％研究生未获取过专利文献，

４７３８％曾获取，其中 ２５２９％通过导师或同伴获

得，２５２９％为检索论文时无意获得，１１９２％主动

查找。

３３２　结果分析　可见相当比例的研究生认为专

利对其学习或工作具有帮助意义，但却较少主动检

索和使用专利文献，缺乏专利检索途径和方法有关

知识，特别是缺乏外文专利检索相关信息。以申请

专利为目的而检索专利的比例较低，且主动查找专

利文献的比例较低，说明其专利重视程度较低。

３４　专利申请

３４１　数据调查结果　４０７％研究生不了解专利

申请机构，８１４％认为应向专利代理机构申请；

７６４５％研究生不知晓专利代理服务，２０９３％知晓

但未办理过专利代理委托，２６２％办理过专利代理

委托；５７８５％ 研究生不了解专利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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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０２％不了解专利申请流程，８８０８％不了解如何

撰写专利申请书；４９１３％研究生研制出新药或新

试剂时首选发表论文，４２４４％选择申报专利，

７５６％选择申报成果，０５８％ 选择投入生产，

０２９％选择保密；当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冲突时，

５４６５％研究生选择发表论文，４５３５％选择申报专

利；９６２２％研究生从未以本人名义申请专利，

３７８％曾申请，无人经常申请；９２１５％研究生从未

辅助他人申请专利，７８５％曾辅助他人申请，无人

经常辅助；９３６０％研究生未获得专利，５２４％拥有

１项专利，１１６％拥有多项专利。

３４２　结果分析　可见国内大环境对于论文的重

视程度远超过专利，对专利新颖性认知尚欠缺。研

究生缺乏专利申请实践经验，说明其自主创新研发

意识不强，辅助他人申请过专利比例稍高于以本人

名义申请，说明研究生可能有机会参与导师专利申

请工作积累少许实践经验，但此比例仍较低，从侧

面反映出医学研究生导师专利申请不活跃或未要求

研究生参与其专利申请工作。

３５　专利查新

３５１　数据调查结果　８０５２％研究生不了解图书

馆专利查新服务，１８６０％知晓但未办理过委托，

仅有０８８％曾办理；７５５８％研究生认为专利申请

前必须进行专利查新，１９１９％认为不需要，５２３％

认为可有可无。

３５２　结果分析　研究生对图书馆专利查新服务

知晓率较低，说明图书馆该项服务宣传力度不足。

办理过专利查新委托比例较低，说明研究生参与专

利申请机会不多，或即使参与专利申请但不了解申

请前应进行专利查新。大多数研究生认识到前期进

行专利查新必要性，说明其具有潜在专利查新培训

需求。

３６　相关需求

３６１　数据调查结果　８６６３％研究生未参加过专

利知识培训，１２５０％偶尔参加，０８７％经常参加；

４９７１％研究生非常需要专利相关培训，３６０５％认

为可有可无，１４２４％不需要培训；专利相关内容

培训需求情况为专利基础知识 （９４４８％）、专利申
请流程 （８３４３％）、专利检索和数据库使用
（７５％）、图书馆专利查新流程 （７２６７％）、专利利
用方法 （６３８０％）、专利法 （６２５０％），比例均较
高；专 利 知 识 培 训 方 式 需 求 情 况 为 讲 座

（７２３８％）、网 络 教 程 （４９４２％）、在 校 课 程
（３７５０％）、在 线 咨 询 （２５２９％）、网 上 论 坛
（２１５１％），讲座和网络课程更受欢迎；８０２４％研
究生希望开设专利相关选修课，９５９％希望开设必
修课，１０１７％认为不需要开设选修课或必修课。
３６２　结果分析　研究生参加专利知识培训机会
较少，有约半数认为不需要提前储备知识。研究生

认为专利培训中应包含专利基础知识、专利申请流

程、专利检索和数据库使用、图书馆专利查新流

程、专利利用方法和专利法内容，且更偏向以讲座

和网络学习等直观、便利的方式获得专利知识，课

程学习不太受青睐，但大多数研究生认为课程学习

效果较好，说明其仍习惯被动学习，而非主动查找

学习资料。

３７　毕业班硕博士研究生专利需求对比 （表１）

表１　毕业班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情况对比 （人，％）

项目
硕士

ｎ＝１０８

博士

ｎ＝４１
χ２ Ｐ

保护

期限

不了解 ４７（４３５）１０（２４４）１２５８９０００４ａ

很少了解 ４８（４４５）１６（３９０） － －

一般了解 １２（１１１）１４（３４２） － －

非常了解 １（０９） １（２４） － －

专利

权归

属认

识

职员本人 ３７（３４３） ４（９８） 　９１３８００１　

职员所在单位 １３（１２０） ８（１９５） － －

不清楚 ５８（５３７）２９（７０７） － －

外文

专利

数据

库使

用

不了解 ８５（７８７）２２（５３６）　９７９７０００７ａ

知晓但未使用过 １６（１４８）１５（３６６） － －

很少使用 ７（６５） ４（９８） － －

经常使用 ０（００） ０（００） － －

专利

代理

服务

不了解 ８９（８２４）２４（５８６）１０９８３０００４ａ

知晓但未办理过 １８（１６７）１４（３４１） － －

办理过　　　　 １（０９） ３（７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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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专利

申请

书撰

写

不了解 １０１（９３５）３３（８０４）　８２４８００１３ａ

很少了解 ６（５６） ４（９８） － －

一般了解 １（０９） ４（９８） － －

非常了解 ０（００） ０（００） － －

本人

获得

专利

没有 １０５（９７２）３３（８０５）１３０８３０００２ａ

一项 ３（２８） ６（１４６） － －

多项 ０（００） ２（４９） － －

专利

查新

必要

性

没必要 ２３（２１３） １（２４） ８０３ ０００９ａ

可有可无 ６（５６） ２（４９） － －

必须进行 ７９（７３１）３８（９２７） － －

专利

培训

需求

不需要 １２（１１１） ０（００） ６２５８ ００３３

可有可无 ３７（３４３）２０（４８８） － －

非常需要 ５９（５４６）２１（５１２） － －

注：略去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条目，ａ表示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检验，表示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示差别具有显著意义Ｐ＜００１。

毕业班硕博士研究生在专利权归属认识、专利

申请书撰写、专利培训需求方面差别具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在保护期限、外文专利数据库使
用、专利代理服务、本人获得专利、专利查新必要

性方面差别具有显著意义 （Ｐ＜００１）。相较于毕业
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专利基础知识 （专利

权归属、保护期限认识）、专利使用 （外文专利数

据库使用）、专利申请 （专利代理服务、专利申请

书撰写、本人获得专利）、专利查新必要性的认知

程度更高或经历更多，而毕业班硕士研究生专利培

训需求高于博士研究生。说明博士研究生在学习阶

段接触专利相关工作机会多于硕士研究生，但硕博

士研究生整体专利认知和使用程度仍不高。

３８　不同专业专利需求对比

针对基础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采用卡方

检验对比，显示在２９个条目上差别均无统计学意
义。可见医学院导师和医院导师在专利相关培养意

识和实践中没有差别。

４　讨论

４１　概述

４１１　专利知识　研究生如能认真有效地查阅专

利文献，将有助于对其拟研究领域形成更完整认

识［４］。然而调查发现医学研究生对专利基础知识了

解程度不容乐观，较少主动检索和使用专利文献，

特别是外文专利，缺乏专利申请基本知识和实践经

验，对图书馆专利查新服务知晓率较低，较少参加

相关培训，参与意愿低，且仍习惯被动学习。针对

性专利教育较欠缺，对专利重视程度较低，自主创

新研发意识不强，且图书馆缺乏针对研究生的专利

查新宣传。

４１２　专利教育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提出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

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６］。相关研

究方面，顾东蕾等［７］制定包含专利信息概论、专

利信息检索和专利情报分析的工科类研究生专利

信息教育课程方案；刘海涛等［８］开设创新设计类

课程并开展发明专利指导讲座。结合调查，笔者

认为医学研究生专利相关培养应涉及专利基础知

育、专利检索和利用实践、专利申请相关知识和

实践、专利查新知识和实践等方面，以医学专利

检索及使用、申请、查新等实例进行引导，尤其

需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４２　专利基础知识

通过专利概念、制度、功能与作用、专利法

等方面的教育，使研究生掌握专利种类与特性、

新颖性判定、专利权归属、异议和请求宣告专利

权无效、专利诉讼、专利与 ＫＮＯＷ－ＨＯＷ （技术

诀窃）关系、转化转让及市场应用等知识。提升

医学研究生整体专利认识程度，增强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形成申请专利先于发表文献意识，培养

对具有申请专利价值研究内容的识别能力，学会

运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自有发明创造，迅速

有效地转化应用。

４３　专利检索和利用

通过专利文献特点及用途、分类法、传统检索工

具及检索方法、联机检索等方面教育，使研究生掌握

专利申请说明书等专利文献阅读方法；掌握常见专利

数据库使用方法和技巧，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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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美国德温特专利数据库等；初步培养专利信

息分析能力，简单运用专利分析工具。提升医学研究

生专利文献查找和阅读能力，判断发明构想新颖性

和创造性，深入了解本专业领域国内外前沿信息，

辅助制定学习、科研和技术开发策略。

４４　专利申请

通过专利审批制度与程序、申请及申请文件的

撰写、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教育，使研

究生掌握专利申请流程和申请书撰写规则等，可模

拟申请专利。激发研究生创新思维，不断改进设

计，自我促进，提升以发现、观察、想象为主的实

践创新能力，增加个人获得专利的机会，提高就业

竞争力。

４５　专利查新

通过查新流程、查新委托书的填写和配合事项

等方面的教育，使研究生掌握查新流程，可填写模

拟委托单，特别是查新点提炼，要求能清晰指出其

项目与现有同类研究相比的新颖性。提高研究生专

利查新知晓度，培养其研究热点识别和总结能力，

提升与查新站人员的沟通能力和配合度。

５　结语

医学研究生专利相关培训应以需求为导向，以

医学类专利业务实例为载体，注重实践性和针对

性，突出应用，适应当前网络大数据课程模式，提

高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区别博士、硕士研究生群

体培训深度，分层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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