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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关于
进一步做好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规划》关于“建立完善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部

署，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平稳落地、高效运行，引导专利权人科

学、公允、合理估算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促进市场化定价和许可

达成。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了《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估算指引（试行）》（国知办发运字〔2022〕56号）。现转发你们，

请相关方结合《陕西省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陕知发

〔2022〕39号）和单位实际参考使用，试行过程中有关意见建议，

请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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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专利权人在提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时，科学、公

允、合理地制定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的支付方式和标准，支

持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更好实施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指引。  

一、总则   

（一）总体思路 

遵循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尊重当事人意

思自治，引导专利权人自愿自主选择估算方法，科学合理提

出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的支付标准和方式，促进市场化定价

和许可达成，形成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 

（二）适用对象 

本指引适用于专利权人提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明确专

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支付标准和方式时参考使用,也适合被许

可人寻求开放许可专利、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围绕专利开放许

可开展相关服务时参考使用。 

（三）主要特点 

1．指导性 

本指引指导、帮助专利权人估算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其中给出的许可使用费估算方法和示例，仅供相关方参考使

用，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 

2．针对性 

本指引根据专利实施许可的一般原理，结合开放许可的

具体场景，针对性地提出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的估算方法，

以及相应的参考基准、在基准基础上进行调整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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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式等内容。 

3．可操作性 

本指引注重实操性，在阐述专利开放许可基本制度原理

的同时，帮助专利权人选用简明易懂、操作性强的方法，方

便快捷地对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进行估算。 

二、估算方法  

（一）参考该专利已自行实施产生的收益 

1．参考基准 

如果拟开放许可专利已自行实施，形成在市场上销售的

专利产品，则可以将专利产品销售收益中该专利技术的贡献

部分作为参考基准。具体来说，该参考基准可以由专利产品

年均利润和专利技术对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率来确定。 

2．计算方式 

将专利产品销售收益中该专利技术的贡献部分作为参

考基准，再结合许可条件存在的差异和开放许可“一对多”

特性，设置相应的调整系数，将参考基准（即计算基数）和

调整系数相乘，估算出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按照支付方式的不同，具体公式如下： 

固定或可折算金额支付： 

专利开放许可年均使用费=自行实施专利产品年均利润

×专利对产品的利润的贡献率×调整系数 

按销售额提成或利润提成支付：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专利对产品的销售额或利

润的贡献率×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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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整系数考虑因素 

该种情况下，需要考虑该专利产品或类似产品市场情况，

如果该专利产品或类似产品生产销售量多面广、市场已趋饱

和，预期被许可人将来通过达成开放许可的获益可能较少，

则调整系数应适当调低。 

另外，还需要考虑专利开放许可“一对多”特性，根据

预期被许可人的数量，对调整系数进一步调整。例如，如果

拟开放许可专利技术方案易于实施，预期被许可人数量较多，

则可以进一步调低调整系数，通过设置较低的开放许可使用

费、实现较多的许可达成数量来获得更好的许可收益。 

（二）参考该专利已许可实施的使用费 

1．参考基准 

如果拟开放许可专利之前已签订过普通许可合同，则可

将该专利普通许可的使用费作为参考基准。 

2．计算方式 

将该专利普通许可的使用费作为参考基准，再结合许可

条件存在的差异和开放许可“一对多”特性，设置相应的调

整系数，将参考基准（即计算基数）和调整系数相乘，估算

出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按照支付方式的不同，具体公式如下： 

 固定或可折算金额支付： 

专利开放许可年均使用费=已签订的专利普通许可合同

年均使用费×调整系数 

按销售额提成或利润提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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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入门费：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已签订的专利普通许可合

同提成率×调整系数 

有入门费：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已签订的专利普通许可合

同提成率×调整系数   

专利开放许可入门费=已签订的专利普通许可合同入门

费×调整系数 

3．调整系数考虑因素 

该种情况下，拟开放许可专利与已签订普通许可合同的

专利为同一专利，需要考虑许可时间点、已签订普通许可合

同的数量和许可期限等许可条件的不同对许可使用费产生

的影响。例如，如果已签订许可合同数量较多，该专利产品

或类似产品生产销售量多面广、市场已趋饱和，预期被许可

人将来通过达成开放许可的获益可能较少，则调整系数应适

当调低。 

此外，还需要考虑专利开放许可“一对多”特性，根据

预期被许可人的数量，对调整系数进一步调整。 

（三）参考同行业专利实施许可统计数据 

1．参考基准 

与拟开放许可专利相同或相近的技术领域或国民经济

行业已签订的专利实施普通许可合同的统计数据，可以作为

参考基准。例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十三五”国民经

济行业专利实施普通许可相关数据（见附件），以及滚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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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2017-2021 年专利实施许可统计数据。专利开放许可制

度正式实施后，还可以参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并公告的

相同或相近技术领域已达成的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数据。 

2．计算方式 

以同行业或相近行业专利实施普通许可合同中的使用

费平均数据作为参考基准（即计算基数），结合拟开放许可

专利的实际情况以及开放许可“一对多”的特性，设置相应

的调整系数，将参考基准与调整系数相乘，估算出专利开放

许可使用费。 

按照支付方式的不同，具体公式如下： 

固定或可折算金额支付： 

专利开放许可年均使用费=同行业统计平均每件专利金

额×调整系数 

按销售额提成或利润提成支付： 

无入门费：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同行业统计平均提成率×

调整系数 

有入门费：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同行业统计平均提成率×

调整系数   

专利开放许可入门费=同行业统计平均入门费×调整系

数 

3．调整系数考虑因素 

该种情况下调整系数的计算，主要将拟开放许可专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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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价值与同行业已许可专利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得出。如果

经综合考虑认为拟开放许可专利的自身价值高于同行业专

利平均价值，则调高调整系数；如果拟开放许可专利自身价

值低于同行业专利平均价值，则调低调整系数。 

影响拟开放许可专利自身价值的因素，主要从法律价值、

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法律价值主要从权利稳定性、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侵权

可判定性等方面进行考虑。以权利稳定性为例，如果拟开放

许可专利经过 1 次以上复审或无效程序后仍然维持有效，则

可以适当调高调整系数，反之亦然。 

技术价值主要从技术先进性、替代性、独立性、成熟度、

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考虑。以技术先进性为例，如果拟开放

许可专利技术与本行业一般专利技术相比，处于领先地位、

解决的是关键问题，则可以适当调高调整系数，反之亦然。 

经济价值主要从剩余经济寿命、市场应用情况或前景、

诉讼赔偿情况等方面进行考虑。以诉讼赔偿情况为例，如果

拟开放许可专利发生过诉讼并获得赔偿，则可以适当调高调

整系数，反之亦然。 

最后，还需要考虑专利开放许可“一对多”特性，根据

预期被许可人的数量，对参考基准调整系数进行调整。 

4．注意事项 

当统计数据中未包含本行业数据时，可参考相近行业数

据或使用其他方法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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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在确定专利开放许可的许可期限时，可以关注

和参考本行业专利实施普通许可合同统计数据中的平均许

可年限，综合考虑拟开放许可专利实施难度、生产准备周期

等因素，合理设置专利开放许可的许可期限。 

（四）参考国际一般许可费率 

1．参考基准 

根据国际一般经验，将产品利润的 25%
1或产品销售额的

5%
2作为专利实施许可使用费提成率的谈判基准，许可双方

在此基础上对提成率作进一步调整。 

2．计算方式 

将专利产品利润的 25%或专利产品销售额的 5%作为专

利开放许可使用费的参考基准（即计算基数）时，考虑开放

许可“一对多”的特性，根据预期的被许可人数量，设置相

应的调整系数，将参考基准与调整系数相乘，估算出专利开

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 

具体公式如下： 

按销售额提成支付：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5%×调整系数 

按利润提成支付：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提成率=25%×调整系数 

3．调整系数考虑因素 

该种情况下，调整系数的设置主要考虑开放许可“一对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展和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报告《INTELLECTUAL PROPERTY 

VALUATION MANUAL FOR ACADEMIC INSTITUTIONS》5.8.2. History of the 25% Rule。 
2 国外研究机构对 3万多份许可合同统计数据显示，基于销售收入的许可费提成率中位数为 5%。Time series 

of sales based royalty rates. https://www.royaltyst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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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特性，根据预期的被许可人数量对调整系数进行调整。 

当选用专利产品销售额的 5%作为提成率的参考基准时，

还应该考虑各行业利润率的差异，拟开放许可专利技术所属

行业利润率1较低的，可以适当调低调整系数，进一步降低产

品销售额的提成率。 

（五）资产评估方法 

1．常用方法 

可以采用资产评估方法对开放许可使用费进行估算。常

见的资产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 

收益法是通过将评估对象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

来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评估对象的思路，将重建

或者重置成本作为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

以此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参照物进行比较，以

可比参照物的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差异修正后，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2．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等。 

3．注意事项 

选用资产评估方法对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进行估算时，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8%，41个工业大类中，利润率超

过 20%的仅有医药制造业（21.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1.3%）两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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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行估算，也可以委托具有

知识产权评估经验的专业服务机构进行评估。估算时，需要

充分考虑开放许可的具体场景和“一对多”特性对调整系数

进行调整。 

三、操作步骤 

（一）判断专利开放许可适当性 

专利权人应对拟开放许可专利的法律状态、专利的稳定

性、专利的可实施性、应用前景等进行分析研判，并筛选出

有市场化前景、应用广泛、实用性较强的专利实施开放许可。

处于独占许可或排他许可状态的专利不得进行开放许可。 

（二）根据场景选择估算方法 

1. 专利技术已自行实施 

专利技术已自行实施的，专利权人适宜选择参考该专利

产品收益对开放许可使用费进行估算。专利权人也可以选用

参考同行业专利许可统计数据，或参考国际一般许可费率对

开放许可使用费进行估算。 

2. 专利技术已许可他人实施 

专利技术已许可他人实施的，专利权人适宜选择参考该

专利已签订的普通许可合同，对开放许可使用费进行估算。

专利权人也可以选用其他方法进行估算。 

3. 专利技术未实施 

专利技术未自行实施、也未许可他人实施的，专利权人

可以参考同行业专利许可统计数据，也可以参考国际一般许

可费率对开放许可使用费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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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专利权人是专利技术的研发方，掌握研发过程中的

财务数据，可以考虑运用资产评估方法中的成本法对开放许

可使用费进行估算。 

（三）确定计算基数 

选择参考该专利自实施相关数据的方法进行估算时，参

考基准（即计算基数）为该专利在自行实施过程中，专利技

术部分产生的收益。 

选择参考专利已许可使用费的方法进行估算时，参考基

准（即计算基数）为拟开放许可专利此前已经签订的普通许

可合同中的许可使用费。 

选择参考同行业专利许可统计数据进行估算时，参考基

准（即计算基数）可以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实施

普通许可合同统计数据中相同行业或相近行业的年均许可

使用费金额或平均提成率。 

选择参考国际一般许可费率进行估算时，许可使用费提

成率的参考基准（即计算基数）可以采用专利产品利润的 25%

或产品销售额的 5%。 

（四）设置调整系数 

根据前述不同估算方法下调整系数的各个考虑因素，进

行综合分析，从而设置调整系数。 

（五）估算使用费并确定支付方式 

将参考基准（即计算基数）与调整系数相乘，计算得出

开放许可使用费。 

专利权人可选择一次总付、总付额内分期支付、入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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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成费相结合或里程碑付费等不同的支付方式。 

1. 一次总付或总付额内分期支付 

一次总付，是指许可使用费为一笔固定金额，由被许可

方一次付清的支付方式。一次总付方式，对于专利权人来说，

可以一次性获得所有的许可使用费，简便易行、风险较低，

但不能分享被许可人在实施该专利技术进行生产、销售专利

产品后带来的收益；对被许可方来说，在未掌握专利技术实

施成效的情况下支付所有费用，经济负担较重，存在一定风

险。 

总付额内分期支付，是指许可使用费为一笔固定金额，

由被许可方分次付清的支付方式。总付额内分期支付的方式，

可能发生被许可人延期付款或不再支付后续费用的情况，专

利权人应当提前预见并采取相应措施。 

2. 提成支付或入门费与提成相结合 

提成支付是指不规定被许可人支付许可使用费的总额，

而是当被许可人实施专利获取实际收益时，按照利润或者产

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支付提成费。 

入门费与提成费相结合的方式，是指许可使用费分为两

部分，一是许可达成后先支付一笔约定的金额，二是专利实

施后再按照约定的比例向专利权人支付提成费。其中，许可

达成后先支付的金额被称为入门费，一般为固定金额。提成

费的计算基数常见的有销售额或利润额，其中前者多以当年

度合同产品净销售额计算，后者多以被许可方专利产品的净

利润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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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成支付方式，对于专利权人来说，如果被许可人

经营不善、没有收益，专利权人可能无法收取到许可使用费，

存在一定风险；对被许可人来说，支付能力要求较低。在后

期履约过程中，双方还需要对专利产品实际销售额或实际利

润，即提成费的计算基数进行确认，避免可能产生的争议。 

3. 按节点支付 

按节点支付，也称为里程碑式支付，是指满足特定条件、

达到节点后支付相应许可使用费的方式。例如，在药品专利

许可时，根据药品注册步骤，在达到特定节点，如获得临床

试验批件、提出药品注册申请获得药品上市后，支付特定许

可使用费的方式。按节点付费方式可以减轻被许可人的前期

资金压力，还可以减少技术开发失败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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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开放许可使用费估算示例 

 

 开放许可使用费估算示例 

 

示例一 

专利权人拟对发明专利“一种乙酰丙酸乙脂加氢反应的

催化剂”进行开放许可，该发明专利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专利权属清晰、状态稳定，该专利技术已

由专利权人自行实施数年，目前剩余保护年限 12 年，计划

开放许可 4 年。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步骤 1、判断专利开放许可适当性 

专利技术未处于独占许可或排他许可状态，当前专利产

品及类似产品的生产销售量不高，有较大的市场空间，适于

进行专利开放许可。 

步骤 2、选择估算方法 

由于专利技术已自行实施，可以参考该专利自实施后专

利产品收益情况进行估算。  

步骤 3、确定计算基数 

假设上一年专利产品销售利润为 500 万元，该专利对专

利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度为 20%，则由于专利技术每年带来

增量收益为 100 万元。 

步骤 4、计算调整系数  

该种情况下，调整系数的设置主要考虑专利产品当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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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情况，以及预期达成的开放许可合同数量因素。经综合考

虑，调整系数设置为 0.60。 

步骤 5、计算得到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选择一次总付方式支付时，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专利

产品利润×该专利对专利产品利润的贡献率×调整系数×许可

期限=500×20%×0.60×4=240（万元）。 

示例二 

专利权人拟对发明专利“一种用于船舶制造的钢板”进

行开放许可，该发明专利所属行业为“金属制品业”，专利技

术未实施，专利权属清晰状态稳定、剩余专利保护年限 10

年，计划开放许可 5 年。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步骤 1、判断专利开放许可适当性 

专利技术未处于独占许可或排他许可状态；专利技术对

应产品市场化前景较好，适于进行专利开放许可。 

步骤 2、选择估算方法 

由于专利技术未实施，可以参考同行业专利许可统计数

据进行估算。  

步骤 3、确定计算基数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十三五”国民经济行业专利

实施普通许可统计表》显示，“金属制品业”按固定或可折

算金额支付年均专利金额 7.6 万元，平均许可年限 4.7 年；

按销售额提成无入门费的平均提成率为 4.2%，平均许可年限

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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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计算调整系数 

（1）建立指标体系 

基于专利开放许可的特殊场景，构建专利许可使用费调

整系数考虑因素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两个层级的指标构成，

包括一级指标 4 个和二级指标 14 个，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调整系数考虑因素指标体系 

   （适用于选用参考同行业专利许可统计数据估算方法）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释义 

开 放

许 可 特

性 

许可数量 专利权人预期的许可数量 

法律 

价值 

稳定性 
专利或同族专利经历复审程序且获权情况，或

经历无效程序后维持有效情况 

权利保护范围的不

可规避性 
专利是否容易被他人进行规避设计 

权利要求合理性 
被评专利的权利要求撰写是否严密、所保护的

范围是否合理 

技术 

价值 

技术先进性 被评专利所解决技术问题的重要程度 

技术替代性 是否存在与被评专利解决相同或类似技术问题 

技术适用范围 被评专利涉及的技术产品领域 

技术独立性 被评专利技术是否可以独立应用到产品 

技术成熟度 被评专利技术当前处于发展阶段的具体层级 

技术领域发展态势 
被评专利技术当前处于萌芽期、发展期、成熟

期、衰落期中的具体阶段 

 

经济 

价值 

剩余经济寿命 被评专利未来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长度 

竞争态势 被评专利维护或巩固自身市场的能力 

市场应用情况 被评专利对应的产品已实现的销售收益 

诉讼仲裁情况 
被评专利及其同族专利的涉诉、仲裁及赔偿情

况 

（2）确立指标权重 

在专利开放许可的特殊应用场景下，为了简化开放许可

使用费的计算过程，对各层级指标赋以相等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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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赋值 

将拟开放许可专利的情况分别与行业平均情况进行比

较，逐一进行赋值。 

（4）具体计算 

专利权人可根据各级指标的赋值，再结合权重，按照以

下公式计算调整系数�。    

            � =
∑ ��×��
	
�

∑ 
�
�
�

100�                             

                            ∑ 
� = 1�
�  

   其中： 
�为二级指标权重; 

�i为二级指标的打分值。 

经计算，调整系数为 0.65。 

步骤 5、专利权人选择一次总付或总付额内分期方式支

付时： 

开放许可专利使用费总额=年均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许 可 期 限 = 年 均 专 利 金 额 × 调 整 系 数 × 许 可 期 限

=7.6×0.65×5=24.70（万元）。 

或者，专利权人选择无入门费加提成费方式支付时，计

算开放许可专利提成率： 

开放许可专利提成率=平均提成率×调整系数=4.2%×

0.65=2.73%。 

示例三 

专利权人拟对发明专利“高性能和面积效率的突触存储

器单元结构的制作方法”进行开放许可，该专利所属行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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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此前，该专利技术

已分别许可给三个不同的被许可方实施，均签订了普通许可

合同,采用一次性总付方式，年均合同金额分别为 18 万元、

20 万元和 22 万元，许可年限 5 年。该专利权属清晰、状态

稳定、剩余专利保护年限 10 年，计划开放许可 5 年。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步骤 1、判断专利开放许可适当性 

专利技术未处于独占许可或排他许可状态；专利技术对

应产品市场化前景较好，适于进行专利开放许可。 

步骤 2、选择估算方法 

专利技术已经许可他人实施的，适宜选择参考该专利已

签订的普通许可合同的使用费进行估算。 

步骤 3、确定计算基数 

参考已签订多份普通许可合同确定年均合同金额为 20

万元，许可年限为 5 年。 

步骤 4、计算调整系数 

该种情况下，拟开放许可专利与已签订普通许可合同的

专利为同一专利，调整系数的设置，主要考虑剩余经济寿命

的变化，被许可人的专利实施情况、专利产品市场占有情况，

以及预期达成的开放许可合同数量等因素。  

经综合考虑，调整系数设置为 0.75。 

步骤 5、计算得到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专利权人选一次总付方式支付时，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

=已签订的专利普通许可合同年均使用费×调整系数×许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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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0×0.75×5=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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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十三五”国民经济行业专利实施普通许可统计表 

  

“十三五”国民经济行业专利实施普通许可统计表 

（普通许可，按固定或折算金额支付）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大类） 
合同量 

（份） 

平均许可期

限 

（年/份） 

年均合同

金额 

（万元/年/

份） 

年均专利金

额 

（万元/年/件

次） 

制造业 2812 4.3 53.0 15.1 

专用设备制造业 533 4.2 47.0 16.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05 4.8 110.4 34.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404 3.7 33.9 7.8 

通用设备制造业 285 5.0 48.6 15.9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9 3.7 21.3 5.3 

金属制品业 137 4.7 39.1 7.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4 3.8 57.4 11.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2 4.6 50.5 16.9 

医药制造业 66 7.9 107.3 98.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64 1.4 2.6 0.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 
44 3.8 47.8 12.5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估算指引（试行）                                   

20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大类） 
合同量 

（份） 

平均许可期

限 

（年/份） 

年均合同

金额 

（万元/年/

份） 

年均专利金

额 

（万元/年/件

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2 3.5 22.8 11.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9 5.1 18.0 16.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7 4.0 21.4 8.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 
36 4.3 11.4 4.7 

其他制造业 34 3.5 4.5 1.9 

家具制造业 30 0.7 7.1 0.7 

汽车制造业 29 4.1 37.3 13.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42 4.1 36.5 9.9 

研究和试验发展 632 4.2 35.6 9.8 

专业技术服务业 58 3.4 16.8 4.1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52 3.2 70.2 18.4 

建筑业 220 3.6 28.7 4.3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18 4.0 13.4 3.4 

土木工程建筑业 79 3.0 46.1 12.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118 2.9 15.9 2.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7 2.9 13.6 1.9 

农、林、牧、渔业 95 2.3 13.8 3.6 

农业 39 2.4 3.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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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大类） 
合同量 

（份） 

平均许可期

限 

（年/份） 

年均合同

金额 

（万元/年/

份） 

年均专利金

额 

（万元/年/件

次）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 
34 1.9 16.8 2.5 

批发和零售业 90 5.1 7.6 3.3 

批发业 61 5.3 7.7 3.5 

零售业 29 4.8 7.6 2.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25 3.0 147.3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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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国民经济行业专利实施普通许可统计表 

（普通许可，按销售额提成支付） 

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制造业 127 6.4 6.1% 0.088 1.435 4.0% 63 8.9 176.5 20.8 5.2% 0.068 1.316 3.0%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25 4.0 5.2% 0.049 0.939 4.0% 17 11.0 77.5 14.8 4.9% 0.052 1.045 3.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26 8.2 8.3% 0.125 1.495 5.0% 10 8.4 591.8 61.7 2.7% 0.020 0.764 1.8% 



                  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估算指引（试行）                                   

23 

 

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专用设备制造业 15 7.4 8.9% 0.159 1.783 5.0% 8 5.2 263.0 29.2 3.1% 0.016 0.497 3.0%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 7.2 5.1% 0.065 1.269 1.5% 7 6.6 26.9 3.6 9.6% 0.113 1.180 5.0% 

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11 5.5 3.7% 0.017 0.479 3.0% 6 10.7 75.2 13.7 4.2% 0.013 0.319 5.0%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 

9 8.6 1.9% 0.012 0.595 1.5% 3 11.7 50.7 3.4 2.3% 0.023 0.990 1.0% 

金属制品业 6 5.5 4.2% 0.053 1.280 2.0% - - - - - - - - 

医药制造业 5 10.1 7.1% 0.029 0.406 5.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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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汽车制造业 4 7.5 13.8% 0.108 0.784 20.0% - - - - - - - - 

仪器仪表制造业 2 2.2 20.0% - - 20.0% 2 12.2 125.0 9.5 3.0% 0.028 0.943 3.0% 

其他制造业 - - - - - - 3 8.3 56.9 3.3 15.0% 0.173 1.155 5.0% 

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 

2 3.7 8.5% 0.049 0.582 8.5% - - - - - - - - 

皮革、毛皮、羽

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 

2 8.3 4.3% 0.010 0.228 4.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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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纺织业 - - - - - - 2 7.1 137.5 16.2 3.3% 0.025 0.761 3.3% 

纺织服装、服饰

业 

2 2.7 1.5% 0.007 0.471 1.5% - - - - - - - -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50 7.0 5.7% 0.049 0.865 5.0% 11 8.4 2211.1 194.8 6.6% 0.046 0.691 5.0% 

研究和试验发展 46 7.0 5.5% 0.046 0.835 5.0% 9 7.8 2434.5 214.2 5.9% 0.044 0.737 5.0% 

专业技术服务业 4 7.0 7.6% 0.083 1.094 4.3% - - - - - - - - 

信息传输、软件 6 3.7 4.2% 0.010 0.236 4.5% 4 10.0 117.5 11.7 12.0% 0.124 1.03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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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6 3.7 4.2% 0.010 0.236 4.5% - - - - - - - - 

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 

- - - - - - 4 10.0 117.5 11.7 12.0% 0.124 1.030 7.5% 

建筑业 4 8.3 4.2% 0.050 1.196 1.3% 6 6.6 18.3 2.9 4.0% 0.014 0.354 4.0% 

建筑装饰、装修 3 7.7 4.2% 0.050 1.196 1.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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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和其他建筑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 - - - - - 2 4.0 0.1 0.0 4.0% 0.014 0.354 4.0% 

建筑安装业 - - - - - - 3 5.0 25.0 5.0 - - - - 

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2 8.1 15.0% 0.000 0.000 15.0% - - - - - - - - 

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 

2 8.1 15.0% 0.000 0.000 15.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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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采矿业 2 9.2 0.6% 0.005 0.849 0.6% - - - - - - - - 

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 

2 9.2 0.6% 0.005 0.849 0.6% - - - - - - - - 

批发和零售业 - - - - - - 2 10.6 10.0 0.9 5.0% 0.000 0.000 5.0% 

批发业 - - - - - - 2 10.6 10.0 0.9 5.0% 0.000 0.000 5.0% 

农、林、牧、渔

业 

2 13.4 3.0% 0.000 0.000 3.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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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2 13.4 3.0% 0.000 0.000 3.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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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国民经济行业专利实施普通许可统计表 

（普通许可，按利润提成支付） 

 

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制造业 28 6.3 16.8% 0.165 0.979 10.0% 11 12.9 159.4 39.2 12.0% 0.114 0.954 3.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8 5.0 10.2% 0.086 0.843 10.0% 3 7.7 175.0 56.4 23.3% 0.058 0.247 20.0%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7 4.9 35.2% 0.204 0.580 45.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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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造业 

食品制造业 - - - - - - 4 19.9 4.5 0.2 3.0% 0.000 0.000 3.0% 

专用设备制造业 4 7.1 20.0% 0.000 0.000 20.0% - - - - - - - - 

金属制品业 3 4.3 20.0% - - 20.0% - - - - - - - -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10 10.1 11.6% 0.242 2.084 3.7% 2 1.5 1501.5 1500.8 17.5% 0.177 1.010 17.5% 

研究和试验发展 9 9.9 12.3% 0.255 2.072 3.0% 2 1.5 1501.5 1500.8 17.5% 0.177 1.010 17.5% 

建筑业 2 4.8 20.0% 0.141 0.707 20.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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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

（门类、大类） 

无入门费 有入门费 

合同

量 

（份

） 

平均许

可期限 

（年/

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合

同

量 

（

份） 

平均许

可期限 

(年/份） 

平均入

门费 

（万元

/份） 

年均入

门费 

（万元

/年/份）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

系数 

提成率中

位数% 

土木工程建筑业 2 4.8 20.0% 0.141 0.707 20.0% - - - - - - - - 

农、林、牧、渔

业 

2 15.0 1.7% 0.000 0.004 1.7% - - - - - - - - 

 

 

注：表中的标准偏差、变异系数均是平均提成率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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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本指引编制参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本指引编制过程中，参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下:  

一、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5月 28日）

第四、五、六、七、八条；第八百四十六条 

“第四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 

第八百四十六条 技术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支

付方式由当事人约定，可以采取一次总算、一次总付或者一

次总算、分期支付，也可以采取提成支付或者提成支付附加

预付入门费的方式。 

约定提成支付的，可以按照产品价格、实施专利和使用

技术秘密后新增的产值、利润或者产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

成，也可以按照约定的其他方式计算。提成支付的比例可以

采取固定比例、逐年递增比例或者逐年递减比例。 

约定提成支付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查阅有关会计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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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五十一、五

十二条 

“第五十条 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并明确许

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准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

告，实行开放许可。就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提出开放许

可声明的，应当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 

专利权人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

并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开放许可声明被公告撤

回的，不影响在先给予的开放许可的效力。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意愿实施开放许可的

专利的，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并依照公告的许可使用

费支付方式、标准支付许可使用费后，即获得专利实施许可。

开放许可实施期间，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相应给予减免。 

实行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可以与被许可人就许可使用

费进行协商后给予普通许可，但不得就该专利给予独占或者

排他许可。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就实施开放许可发生纠纷的，由当

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进行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三条、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三条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有利于加快实施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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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有利于促进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的主体

作用，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法律

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享有权益，承担风险。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采取转让、

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

果。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加强对科技成

果转化的管理、组织和协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建设，

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过本单位负责技术转移工作的机

构或者委托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 

第十八条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

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但

应当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

确定价格。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

称和拟交易价格。”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四条 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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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的原则。 

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

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

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

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 

第五十五条 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经本

级人民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 

（五）《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令第 738

号）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条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指行政单位、事业

单位通过以下方式取得或者形成的资产： 

（一）使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 

（二）接受调拨或者划转、置换形成的资产； 

（三）接受捐赠并确认为国有的资产； 

（四）其他国有资产。 

第十二条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应当用于本单位履行职

能的需要。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国有资

产用于对外投资或者设立营利性组织。 

第二十三条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

持有的科技成果的使用和处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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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

第 100号）第四十条、第五十六条 

第四十条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

有的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

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第五十六条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

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

不需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或者备案，并通过协议定价、

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通过协议

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所获

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 

二、相关政策 

（一）《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发[2016]16号） 

“一、促进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技术转移。 

（一）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

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应当采取措施，优先向

中小微企业转移科技成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技术

供给。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

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除涉及国家秘

密、国家安全外，不需审批或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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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专利开放许可

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知办函运字[2022]448号） 

“三、试点任务。（三）做好定价指导等配套服务。1. 加

强定价指导。试点省局要向专利权人广泛宣传一次性付费、

提成支付、入门费附加提成支付等常见的支付方式；指导专

利权人参考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发布的“十三五”期间专利实

施许可使用费数据中的同行业平均许可金额或费率，实现合

理、公允、低成本定价；指导专利权人充分考虑开放许可“一

对多”特点，适当降低许可使用费标准。鼓励专利权人进行

阶段性免费许可，探索先试用、后付费等方式，更好激发许

可需求方积极性，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扩大许可收益。” 

（三）国资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关于推进中

央企业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资

发科创规[2020]15号） 

“三、促进知识产权高效运用。 

（八）加大知识产权实施力度。鼓励建立内部技术市场

和知识产权有偿使用机制，提高知识产权实施率。制定企业

对外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相关程序和技术推广目录，开展分

级管理，盘活现有资源。加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合

作，提升运用效益。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充分利用

工资总额、股权激励、分红权激励等分配激励政策，促进知

识产权实施。 

（九）加强知识产权合规使用。在知识产权许可、转让、

收购时，通过评估、协议、挂牌交易、拍卖等市场化方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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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格。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等投放市场前，

开展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分析，有效防范法律风险。尊重他人

知识产权，严格按照约定的范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