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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则看似“矛盾”的讯息发

人深思：一个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

告称，中国已成为专利申请第一大国；一

个是汤森路透新近推出“2012 年度全球创

新力百强”榜单，专利申请第一的中国榜

上无名。

专利数量反映了一个国家及企业技术

创新的活跃程度。很长时间以来，专利受理

等数量指标的榜首位置都被德、日、美3国

占据。《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

示，2011 年中国受理发明专利申请超过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受理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3种专利数量达到163余万件，成

为世界最大的专利受理国。这一积极变化，

意味着我国专利制度保护创新的能力提升，

也意味着创新主体通过专利保护创新成果的

意识增强。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

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1至10月，我国发明

专利授权同比增长 33.3％，远高出全球 7%

左右的平均水平。

专利申请数量迅速增加固然可喜，但

相伴而生的隐忧和问题也十分明显。一个

突出表现就是不符合专利性要求的“泡

沫”专利和没有任何创新内容的“垃圾”

专利数量庞大。业内广为流传的“无梁空

心楼盖及其相关技术”专利故事，就颇能

说明这一问题。据说这项技术的科技含量

并不是很高，但申报的专利竟高达五六千

项，并有相当多的是发明专利。更令人忧

心的是，相当多专利成果一出来便“束之

高阁”、“寿终正寝”，科技与经济“两张

皮”现象仍较严重。由此看来，专利申请

第一大国为何无缘全球创新力百强也就不

难理解了。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石，专利数量是

衡量创新力的重要指标，但创新的意义远

不止专利申请数量那么简单。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两个

道理，一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

是影响未来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二是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换不来的。

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中国制造企业之所以

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将高额利润送给跨

国公司，根子就在于我们企业的科技创新

能力不强。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频频

挥动“双反”大棒，开展所谓的“337”

调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尤

其是时至今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发达国家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当作

重要竞争对手，对我实施的高技术封锁势

必比以往更甚，再幻想单纯靠“市场换技

术”行不通了。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

条件，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是我

们当前和今后培育新优势、把握主动权的

“单行道”，别无出路。

创新本质上是将包括专利在内的技术

能力转变为经济效益的过程。企业作为生产

经营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技

术创新最为敏感，最有条件成为“专利”到

“生产力”的主导力量。而我们不少地方现

在实行的相关政策突出的仍是投资导向而非

创新导向政策，在核心资源优惠上更倾向于

投资规模大而非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这种情

况应尽早改观。

国际市场竞争历来是时间和速度的竞

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当今世界

已迈入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新产业革命

就在眼前，世界各国已在展开抢占科技制

高点的竞赛。我们能不能抓住时机，真正

从“专利大国”走向“创新强国”，实现

创新驱动，关系长远，关乎未来。

（本文执笔：马志刚）

专 利 大 国 的 喜 与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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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尽人皆知的“山寨”一词，最早源
于深圳华强北商业街生产的低端手机。

作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
心，鼎盛时期华强北有电子专业市场36
家，经营商户2.6万余户，其中有2000
多家与手机相关的商铺。这些商铺通过
低成本模仿主流手机产品的外观或部分
功能，制造出大量廉价低端手机，销往
国内乃至出口世界各地。华强北也因此
被戏称为“山寨一条街”。

华强北商铺向来是商家热炒的对
象。以过去主要组装销售山寨机的明通
数码城为例，一个1.2米长的柜台转让
费需十几万元。不过，曾经“一铺难
求”、租金惊人的华强北，如今却是另一

幅景象。深圳市福田区提供的相关数据
显示，目前华强北商业街的36家电子卖
场共有空铺3500多个，经营山寨手机为
主的卖场空置率更是高达30%以上。华
强北商业街日前首度公开回应“年底华
强北空铺潮加剧”现象，也证实华强北
的空置率处于“历史最高位”。

“山寨”手机的兴衰史告诉人们，
“短期暴利”难有前途、“一味模仿”难
有出路、“低价竞争”难有优势。这也警
醒中国制造业，如果一直停留在简单模
仿阶段，终有一天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
汰出局，中国制造必须牢牢把握增强核
心竞争力这个根本。 （宗 文）

王 昕作 （新华社发）

“山寨”的日子不好过了
新闻漫漫谈

多家商业银行近期密集发行次级债，给资本市场带

来多重影响，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银行业经营模式的深入

思考。

记得在 2010 年，工行、中行、建行、招行、兴业

等多家银行在完成再融资后，都做出了“至少 3 年内不

会启动再融资计划”的承诺。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011

年，16 家上市银行中有 14 家公告了再融资计划，融资

规模超过 5000 亿元。今年以来，又有 10 多家商业银行

“接力”抛出再融资方案，融资规模逾 2000亿元。

商业银行对于“食言”再融资，一个非常普遍的理

由就是：没钱！有银行的高管甚至宣称，“不融资，明

年银行开不了门了”。这一解释显然不能令人信服。统

计显示，2011 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 10412 亿元，同

比增长 36.3%；2012 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

6616 亿元。一方面实现了高额盈利，另一方面又不断

进行再融资以弥补资金缺口，商业银行不得不置身于这

样一个怪圈之中，反映了资本消耗过快而内生资本补充

能力较低的严峻现实。

当前，银行业机构主要的盈利来源于息差收入，许

多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仅占 20%左右。在这种经营模

式下，商业银行过度依赖贷款规模扩张，进而陷入“垒

贷款、垒存款、垒资金”的困境。可以说，在越来越趋

紧的资本约束之下，商业银行已经难以一味地靠规模扩

张及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取胜。尽快调整业务模式，大力

发展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业

务已是刻不容缓。

首先，要大力发展资金占用较少、综合回报率高的

中间业务，摆脱资本金的束缚。目前，商业银行中间业

务收入占总体收益的比重仍较低，发展空间及潜力还很

大。随着企业和个人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化，网上和手机

银行业务以及银行卡业务等新兴中间业务，都是商业银

行未来大有作为的领域。

其次，加快业务创新，培育新的业务发展增长点，

最终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商业银行要强化产品创

新，积极拓展企业理财、现金管理、资产管理等咨询业

务。同时，完善体制机制，加强与证券公司、第三方支

付公司等机构合作，大力发展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贸易

融资、金融租赁等业务，推动业务经营模式转型。

再次，银行业机构还需切实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

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随着利率市场化的

快速推进，银行业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配置金融资

源的作用明显增强，商业银行的息差业务总体将进入下行

通道。为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势而为，主动求变，大力拓

展极具增长潜力的业务领域，切实增强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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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资凸显转型之要
——“关注银行发债热潮”述评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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