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专利池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

何 隽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世界一流湾区，需要走绿色低碳发

展之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制定的《深化粤

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包括“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

建设运营模式”，构建“绿色低碳的开放型、创新型产业体

系”。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包

括城市间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待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

力不足；绿色低碳城市能源供应和消费模式有待提升等。对

此，笔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低碳技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构建绿色共享专利池，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更具有广泛的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编者按：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副教授何隽,在知识产权和专利研

究领域深耕多年，教学、研究和实践经验丰富，近期就构建专利池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发表观点，所著文章于2019年5月在中

国知识产权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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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非常活跃。国家

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

年）》显示，2014年至2017年，中国绿色专利申请量累计达

24.9万件，年均增速达到21.5%。按区域考察，2014年至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专利申请量接近2万件，其申请

量年均增速为39.4%，高于国内绿色专利的年均增速。从绿

色技术的分布看，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整体的技术分布特点

不同，大湾区的替代能源领域专利申请占比22.7%，仅次于

污染控制与治理领域的专利申请（30%），显示出绿色技术

在该区域的独特发展趋势。此外，大湾区内目前有超过1.89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

56%，创新要素集聚，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良好基

础。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实现绿色专利共享的现实需求

和企业基础。

笔者提出构建绿色共享专利池的构想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间构建绿色专利共享专利池，通过

分享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来支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达成共

同利益；第二，通过政府收购或出资的方式形成有利的许可

环境，由政府采购部分或全部买断某些低碳技术专利，构建

公益性共享专利池对相关技术加以推广使用。

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具有雄厚的专利

储备，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间构建一个独特的绿色专

利许可和使用模式，即通过分享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来支持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使其能够达成共同利益，在深入开发专利技术方

面及其他领域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这一专利共享计划并不会要求

2



相关公司放弃自己的核心资产，但是知识和技术的共享

能够提供协作和创新的沃土，能够帮助更多企业以一种更

环保、更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9年首度联合发

布《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在其序言中就指出，尽管私

营部门在技术扩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政府和产业之

间的密切合作能够进一步刺激低碳技术的联合并且有效降

低成本。在对专利统计和政策研究分析后，也可以发现，

政策因素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而政府补贴是降低

企业绿色研发风险的重要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在低碳技术

领域的合作，不仅依赖于政策上的支持，还需要不断完善

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以提高合作效能、扩大合作影

响，因此建议通过政府采购部分或全部买断某些低碳技术

专利权，构建公益性共享专利池对相关技术加以推广使用。

低碳发展，会引发新技术的诞生；伴随这些新技术，

需要探索全新的技术运营模式。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共

享专利池，不仅能推动经济发展，同时这种环保、可持续

的发展模式能够提供更优质的生活品质，因而更容易吸引

人才并激发人的创造力，将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粤港澳大湾

区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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