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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丏利是技术的一种书面体现与保护，它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加强企业自有丏

利技术、自有品牌的建设，推劢丏利与标准，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极攀升，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是企业乃至国家最当务之急的事情。 

■ 检索 1990 年至 2009 年间公开的太阳能技术相关丏利，中国丏利达到 13%世界比例，

仅次于日本，比两大太阳能强国美国、德国分别高出 1 个和 5 个百分点，中国显然已成为

太阳能丏利大国。 

■ 目前国内大部分太阳能光伏企业多申请实用新型丏利，发明型丏利偏少，尤以薄膜电池

企业最为明显，尽管丏利数量不少但质量不佳，核心技术进展缓慢，使业内呈现众多美、德、

日寡头垄断全球市场的局面。 

■ 光伏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至少须有一项发明丏利或六项以上实用新型丏利，成为高新

技术企业后，经税务机关核准，企业所得税可从 25%减按 15%的优惠税率征收。 

令人尴尬的核心专利垄断局面 

 

    在全球太阳能专利技术领域中，日本、美国、德国等太阳能技术及应用大国，都非常重

视太阳能光电利用技术的研发、重视专利申请与保护，以日本为例，2009年在全球前十一

名光伏专利持有公司中，日本公司占 5席，目前日本光伏企业已不满足早期积累并一直发展

的传统光伏技术，而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新一代光伏技术（如聚光发电技术等）方面，以时

刻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占据市场。据悉这些国家的太阳能专利均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太阳能

光伏材料领域，这表明太阳能光伏应用正成为太阳能开发利用的主导方向，技术与市场，他

们将其紧密结合，为其赢得了先发优势，不失为我国学习借鉴的对象。 

    基于全球统计，2003年之后薄膜电池的各类专利申请均呈现增长趋势，中国同样如此。

但国内对于薄膜电池的专利申请虽然活跃，情况不容乐观，以硅基薄膜太阳电池为例，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开始对其展开研究，80 年代末，小面积电池效率达到 11.2%，大面积电

池效率超过 8%，均达到国际同期先进水平，但在产业化进程中却远远落后国外，那时国内

没有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硅基薄膜电池生产线。 

    1995年深圳创益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申请“内联式非晶硅太阳电池及制造方

法”CN1034617C 专利并迅速产业化，1996 年建成非晶硅太阳电池生产线，至此才结束我国

非晶硅太阳电池制造方面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局面。2005 年，创益“内联式非晶硅太阳电

池及制造方法”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及巴黎国际发明专利金奖。 

    从 2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我国薄膜电池产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专利的局面依然

在持续，核心技术专利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最明显的表现特征是：上游原料仍为欧美

日几大厂家掌控。如 EVA、镀膜靶材与特殊气体，目前处于寡占市场的尴尬局面，其中 EVA

胶膜以美国杜邦持有 50%的市场份额，2010 年其光伏产品销售已超过 10 亿美元，在全球拥

有 5000 多科学家，几乎每两天就有一个专利项目产生。在光伏镀膜靶材方面也独占鳌头的

德国贺利氏，仅他一家企业就拥有 5500多项专利。 

目前，以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对于薄膜电池专利的申请量开始逐年增加，

这些国家的太阳能专利一半以上集中在太阳能光伏材料领域，而我国专利在相关技术领域只

占到三分之一，其中在华专利申请量中，日本又占据优势，中国薄膜企业则相对落后。一个

产业的诸多产业链环节出现技术与市场寡断的局面，这很让人感到尴尬，同时也制约着国内

薄膜电池的发展。 

    相比薄膜电池，晶硅电池的局面显然要好看很多，但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核心技术，专

利数量多但质量不高。据调查，目前晶硅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分三类：一类为太阳电池及其

组件制作工艺等技术的专利，其申请数量占一定比例；第二类为光伏系统、并网发电、光伏

屋顶等太阳电池主要产业应用领域，占一定量的专利申请；第三类是一系列技术门槛较低、

实用性强的太阳能应用产品，如太阳能庭院灯、草坪灯、交通标志、广告牌灯，此类专利有

大量的申请数量。 

一个产业知识产权的强弱，看它的发明专利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早前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检索到太阳能电池及其组件专利几千

件，国内本土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左右的发明专利均被

国外申请人所申请；国内本土实用新型专利占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总量的 95%以上，国外仅申

请了几件实用新型专利。而在中国申请的太阳能核心技术专利统计中，外国公司排名明显靠

前，特别是日本的公司，如佳能株式会社、夏普株式会社、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等。这说明什

么问题？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知识产权的强弱，主要看它的发明专利，当前的情况是，我国

光伏发明专利市场主要为国外人占领，而光伏实用新型专利则为我国企业所占据，我国企业

的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专利保护较弱，处于产业链下游。 

从研发—专利—产品—市场—再研发，如此反复循环，逐渐形成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

通过技术创新走到产业链的上头，实现引领行业发展的优势。这种循环在高科技行业非常流

行，最贴近的一个案例莫过于最近的苹果 iPhone与 RIM 黑莓之争，苹果 iPhone 凭借技术创



 

 

新及程序软件更新，在企业市场逐渐取代 RIM 黑莓独家垄断的地位，成为行业新标准的制定

者与领跑者，将一直领先市场老赢家黑莓抛之脑后。 

    此类超越事件在光伏行业偶有发生，在 2011 年 2月的一次会议中，MEMC首席执行官艾

哈迈德·夏蒂拉(Ahmad Chatila)提到一家中国企业，认为其正与这家领先的中国硅片制造

商相竞争，并表示：“业内一些厂商的效率十分低，这样的企业并不能进入我们的评估范围

中，但有一家传统的亚洲制造商表现优异。他们成本很低且拥有优良的制作工艺，我们脑海

中的这家中国企业在全球可称得上是第 4或第 5的企业。”据悉这家公司是 ReneSola，该

司是全球光伏业仅有的几家一体化经营的大集团之一，2011 年该司硅片计划扩至 1800MW，

在硅料、硅片设备领域拥有 6 项实用新型专利，很显然，优良技术研发管理与积极的成本方

案使得 ReneSola 在行业中脱颖而出，并成为 MEMC等外企巨头关注且认可竞争的对手。但它

也有缺憾，对于发明专利尚未看到成绩。 

    京运通，当中国京运通公司超越了西方同行的卓越技术时，的确给欧美企业带来了压力

同时也引来了注目。2006 年京运通申请“软轴单晶硅炉”和“单晶硅炉控制装置”两项专

利，2007年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证书，拥有了企业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为此当京运通拉

拢到当时 GT公司的长期客户赛维 LDK时，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京运通总裁黎志欣就曾

对该司拥有的先进核心技术与自有工艺感到自豪，他们的自有知识专利工艺不仅为其赢得客

户、赢得市场，还能供其他客户选择。 

像上面描述的让国外同行侧目且感到压力的自有技术突破的企业在我国还比较少，提到国内

的光伏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国人更多的是彼此嗤笑，数量不少但却因为都对各自的核心研

发实力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显得轻视。在市场很好的情况下，受巨大市场利润驱动，企业往

往偏好于将大量的资金用于扩产，对于研发与 R&D部门的投入随之减少；在面临金融危机或

市场不景气时，眼看国外企业因专利技术领先得以保护企业平稳发展保持盈利，国内企业才

会想起需要加大对自身技术的投入，但却为时已晚，周期的循环总是慢人一步，这使得我们

的企业常常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 

打破技术垄断，需要策略 

 

    技术不是一蹴而就，但至少需要一个积极的氛围，比如国家重视，提供必要的研发条件

与资金，比如国内大企业间进行技术攀比，甚至先模仿后超越等，这些主动的、进攻的方式

在处于落后状态的情况下都可以倡导！ 

我国光伏产业界一直以价格战、产能扩张为鲜明特征，但这种发展模式显然不是长远之计，

我们要改变落后打破垄断，就需要从更高层次入手，学习国外企业的技术专利策略。技术的

书面形式即专利，一般有三种比较熟悉与常见的划分形式：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设计专利。企业将研发的新技术进行专利申请形成保护，让其他企业无法超越从而形成垄断

赚取高额利润。 

 

1、不同企业不同专利策略 



 

 

    专利策略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要看该企业的类型、经济基础和发展的战略，

当前我国光伏企业有三大明显的类型划分：上市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我们也可以对

号入座展开专利策略。 

    首先，上市企业，同时也是当前国内光伏产业的主力军，其特征表现为具有自主品牌、

具有一定规模、具有长期发展计划，注重产业链建设、销售体系建设、成本控制、关注技术

发展；为此，这类企业都应重视专利技术与知识产权的获得和保护，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专

利申请机制，同时加大产学研合作交流，做好抓住技术转型机遇的准备，这些对企业的长远

发展是有利的。国内上市企业做得比较好的有尚德电力、英利绿能、天合光能等企业。2011

年 1月 20日，在英利集团第一届科技工作大会上，该集团对员工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学

术论文等三方面的 237 项成果进行表彰奖励。另外，作为中国光伏企业领军者之一施正荣，

个人持有 15项太阳电池技术发明专利，他带领的尚德电力，共拥有各项发明专利 125 项，

是拥有国家专利最多的中国光伏企业。之前提到的深圳创益科技公司，其创始人李毅，目前

有 40件中国太阳能领域专利名列中国太阳能领域专利申请者榜首，正因为技术优势，李毅

带领深圳创益走在了太阳能技术领域的前端，成为国内优秀的硅基薄膜太阳电池产品制造商

和解决方案供货商。 

    其次，国有企业，其特征表现为声势大、进入时间短、资金雄厚、产品性能与质量欠佳、

各项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一般而言，国有企业有条件且有必要申请专利，目前此类企业多以

自建实验室、技术中心，或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合作的形式展开技术研发与专利申请。在这方

面做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有天威集团，对于研发的力度投入比较大，旗下四川天威新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是国有企业中第一家与世界接轨的技术中心。日前，中国电科 48 所承

担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多晶硅铸锭炉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及《大口径闭管高温扩散/

氧化设备》项目顺利通过验收，攻克多晶硅定向凝固工艺技术、高洁净炉膛技术、晶体硅生

长系统的热场技术、精密传动技术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晶

硅铸锭炉，申请了多项专利。 

    最后，私营企业，一般又可细分为两种，贸易型中小企业与生产型中小企业。如果是一

家很小的贸易型公司，可能申请一个商标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那么申请专利的可能性更小。

但如果是一家中小型生产公司，也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专利技术，进而获得丰厚的垄断

利润。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尚缺乏研发条件时，也可寻找适合的专利技术发明人，了解每个申

请人的技术优势，并结合自身的情况开展合作交流，比如进行专利转让、许可、购买等方式。

例如，李毅的申请主要集中在薄膜电池领域，结合前文分析可知，某些擅长市场运作的本土

企业，适合与深圳创益公司就薄膜电池制造工艺展开合作；又如专利申请人缪同春，擅长将

光伏技术应用在农林业和电器电仪等方面，有兴趣企业也可与其展开合作，自 2008年来缪

同春已转让或许可成功数十件光伏发明专利和光伏实用新型专利。 

 

2、国内专利申请相关事项 

 



 

 

    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所需资料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发明的名称、所

属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目的、技术方案、有益效果、图面说明、实施例等，申请人必

须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交一系列的专利申请文件。 

办理的时间有所不同，实用新型专利一般为 1周之内拿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6到 8

个月经审查合格后下发《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发明专利在 1周之内可以拿到《专利申请受

理通知书》，但需要 25个月左右通过实质审查以后才下发《发明专利证书》。专利权保护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专利权人既可以自己制造产品，也可以将专利权报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批

准后，转让或许可给别人生产或销售。 

光伏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至少必须要有一项发明专利或六项以上的实用新型专利，企业成

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后，经过税务机关核准，企业所得税可以从百分之二十五减按百分之十五

的优惠税率征收。 

    专利申请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时间性，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十年。第二延迟性，即申请日期和公开日期之间通常有

一段时间的间隔, 所以这种延迟性将影响企业对当前光伏技术发展状况分析的准确性。但为

了能够适应快速的技术发展变迁，准确把握市场，紧随世界先进技术发展的步伐，企业还是

需要密切关注专利技术的发展与申请。 

    技术是企业品牌的一个标签，人们去认知一个企业时，其资金实力、技术研发实力、企

业管理层、企业背景、产品盈销情况等企业要素都是人们关注的要点，而对于光伏企业，看

他的技术研发实力又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决定他的产品情况、决定他的

市场，决定这家企业能走得多远。业内大部分市场寡头均因拥有“技术的秘密”而驰骋光伏

界，如应用材料、欧瑞康、MEMC、REC、贺利氏、杜邦等。业内专家认为，在光伏产业发展

中要注重培育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打破国外企业的技术壁垒，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

整，加强专利信息利用，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规避知识产权纠纷。而且当前国内的光伏

产品大部分出口到国际市场，更需要到光伏产品进口国去申请专利，保护在进口国的市场份

额和经济利益。 

近年来，太阳能光伏技术呈快速发展趋势，一方面光伏技术具有实际和潜在的广阔市场；另

一方面光伏技术是一个新的很活跃的创新研究领域，光伏产业涉及到许多最新、最前沿的技

术，凡是满足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条件的都可以申报专利，只要是有价值，它都有

可能使专利技术形成标准技术。在此背景与基础上，光伏产业链的各项技术专利拥有非常灿

烂的市场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