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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技术创业的深入，发明人型企业家日益主流化。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专利对于技术创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如何认识、用好专利进而提升企业

绩效，对发明人型企业家技术创造与企业运营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新挑战。

　　基于扎根理论提炼出中国情景下显性、隐性、狭义、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 4 种类型，及其相

应的专利申请倾向、专利申请动机、专利获取方式、专利使用方式、专利研发参与程度、专利研

发参与时间和专利研发参与方式等行为特征。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构建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

利行为特征 − 专利产出策略 − 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对比分析显性、隐性、狭义、广义发明人型企

业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并提炼影响发明人型企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专利政策导向。

　　研究结果表明，显性群体主要遵循以数量导向型为主、快速导向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

进而提升存活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隐性群体主要遵循以质量导向型为主、慢速导向型

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进而提升存活绩效  + 融资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狭义群体主要遵

循以质量导向型为主、快速导向型  –  慢速导向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进而提升存活绩效  + 融
资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广义群体主要遵循以数量导向型  + 快速导向型为主、质量导向

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进而提升企业存活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同时，专利保护强力

度、专利人才高端化、专利创造高质量、专利运用产品化、专利服务重市场的政策导向对发明人

型企业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积极调节作用。

　　在理论层面，丰富了发明人型企业家内涵，将管理者特征拓展至专利行为层面，丰富了高

层梯队理论的过程性研究。在管理实践层面，明晰了显性、隐性、狭义和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

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和利弊。从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营造、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高价值专利培

育、专利激励方式转变、专利服务理念转变等方面提出中国政策优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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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的背景下，技术创业成为热点，兼顾技术人和企业

家双重身份的发明人型企业家 (inventor-entrepreneur)
日益主流化，该群体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日渐受到学

者们的关注。理论上，研发背景带来的专业知识和

研发经验使发明人型企业家具备技术优势，但现实

中由于角色认同和过度自信等问题 [1−3]，科研人员向

管理者转型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 [4]。发明人型企业

家兼具工匠性和机会性的复合属性 [5]，加剧了其对企

业绩效影响的不稳定性。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

全球化深入，发明人型企业家能否将专利能力转化

为企业竞争力并借此提升企业绩效变得愈发重要 [6]。

专利既是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业控制

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 [7−8]。专利行为对发明

人型企业家技术创造和企业运营的综合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 [9]，已有研究关注高管专业和

技术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0−11]，但较少关注企业家

的专利行为特征，且对具体的影响过程探索不足。

加之中国情景下存在企业专利行为异化现象 [6]，从该

视角剖析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更

具现实意义。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中国情景下的发

明人型企业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高层管理者的

特征  − 战略选择  − 组织绩效为基本框架，考察不同

专利行为特征的发明人型企业家通过专利产出策略

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路径，以期揭开创新发展过

程中管理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识别优秀企

业家并甄别具有创新竞争力的企业，以及科学合理

的设计创新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具有企业家精神并表现出强烈的

创新、承担风险和推动改革发展行为的企业经营者、

创业者、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称为企业家 [12]。关于企

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重点

关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 [13−14]。发明人型企业家源自企业家类型和企业类

型论，兼顾工匠属性和机会属性，致力于将发明创造

生产成各种产品 [15]。有学者认为，发明是一种新发

现或新存在的状态；而创新是在制造或市场中对各

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首次使用 [16]。以约瑟夫 •熊

彼特 [17] 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同一主体不应同时承担发

明和创新的角色。当发明人不负责专利商业化、产

品化职能时，企业取得的经济效益可能更高 [18]。此

外，该群体需要面对角色认同、创业认知等方面的困

境和挑战 [3,19]，由于过度自信而导致的投资过多或过

少等都会成为他们创新创业中的阻碍 [20]。但也有学

者认为发明人型企业家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发明

人兼企业家拥有更多样化的经验 [21]，更均衡的掌握

各种技能可以加强对企业的整合能力 [22]。此外，发

明人在专利商业化期间有助于减少对未来技术升级

和调整的不确定性 [18]。发明创造技能与创新管理技

能的协同效应可以为技术创业者带来显著优势，进

而提升企业绩效 [23−24]。因此，已有研究尚未对发明人

型企业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得出一致性结论。

另外，在研究企业家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时，大多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把高层管理者的特征、

战略选择和组织绩效纳入研究模型，突出人口统计

学特征对管理者认知模式的作用以及对组织绩效的

影响 [9]。近年来的研究关注性别、教育、财务和从军

等背景特征，技术背景也逐渐受到重视 [10−11]。根据高

层梯队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管理者研发背景积累

的专业知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技术研发带来

较大影响 [4]。但聚焦到发明人型企业家群体，纯粹的

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性较小，且与该群体个性特征

的结合度较低，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解释力不够。

因此，本研究扎根于中国的机会与约束并存的情景

独特性 [25]，兼顾发明人型企业家技术人和管理者的

复合属性，从专利行为视角探讨该类企业家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路径。

 1.2  专利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专利既是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业控

制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 [7−8]。发明人型企业

家与专利密切相关 [5]，其专利行为可能受到专利成本、

审批时间和专利保护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15]。已

有研究表明，专利行为主要包括专利申请动机、专利

创造和专利运用等 [6, 26]，涉及获取竞争优势、防止技

术复制、提高声誉、获得融资、创业退出等诸多方

面 [27−29]。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专利行为有专利申请倾

向 [30]、专利申请动机 [27, 31]、专利获取方式 [28] 和专利使

用方式 [32] 等。

专利产出是专利行为的结果体现。专利数量常

被用于测量企业创新绩效 [33]。近年来，专利质量得

到更多关注 [34−35]，授权、被引、续期、权利要求项数、

专利族和市场运用等常用于测量专利质量 [36]。此外，

专利审批速度对企业也具有潜在性战略价值 [37]。目

前探讨专利产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尚

未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曹勇等 [38] 认为专利获取、

专利保护和专利商业化对技术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还有研究表明，专利获取、专利保护和

专利商业化有肋于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39]。专利质量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40]，专

利被引次数和权利要求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35]。

但姜南 [41] 认为，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的 R&D 绩效平

均增幅可能低于非专利密集型产业。有学者认为发

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对企业绩效均无显著影

响 [42]。毛昊等 [43] 的研究表明实用新型等非发明专利

不能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且易形成“实用新型专利

制度使用陷阱”。在策略性创新导向下创新投入虽

催生了大量非发明专利申请，但并未提升企业绩效 [44]。

因此，本研究以发明人型企业家为研究对象，深度结

合专利的技术  + 权利的多重价值属性和信号效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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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

 1.3  中小企业专利战略

关于专利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为典型的

分类有独占专利战略、防守专利战略和杠杆专利战

略 [46]，或是专利获取战略、专利许可战略和专利诉讼

战略 [47]，或是进攻战略、防御战略和混合战略 [48]。专

利权人与专利实施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实施

专利权的过程涉及产业博弈和制度等非市场战略，

因此，专利战略异常复杂 [49]。

但已有研究发现，从中国实际发展看，中小企业

专利战略实施率不高或者战略类型单一 [50−51]。中小

企业更多关注前期的技术开发和专利申请，而对专

利战略后期的防御和应用环节重视不够。同时，中

国企业实施专利战略的动机存在严重偏差，背离了

保护创新和保障市场份额等初始目的 [51]。因此，在

中国真正实施专利战略的只是少数大型企业，而多

数中小企业仍停留在专利战略的初始阶段，甚至尚

未实施任何专利战略。以基于西方理论研究而得出

的成熟且复杂的专利战略来剖析当前中国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的影响路径过于理想化，且与中国中小企

业的实际发展脱轨 [50−51]。同时，由于中外专利制度环

境存在差异，从西方国家情景得出的专利战略的结

论在新兴经济体的情景下缺乏适用性 [52]。因此，已

有的专利战略导向暂时无法解释当前中国中小企业

的创新发展阶段。本研究将基于扎根理论，深入了

解中国制度环境下中小企业对专利战略的实际选择，

进而探讨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鉴于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从专利行为视

角探析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本

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所讨论的路径问题涉及发明

人型企业家对中国专利制度的真实认知以及对专利

工具的实际使用，有关专利申请倾向和动机以及战

略选择等话题相对敏感和保密，本研究在深度访谈

的同时结合其他辅助性资料，对访谈对象观点的真

实性进行甄别和验证。本研究依据 STRAUSS[53] 为代

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进行开放式编码  − 主轴式编码

− 选择式编码的数据处理，并对编码结果进行理论饱

和度检验。通过严格执行这些程序，能一定程度上

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准确性、严谨性和可验证

性。

 2  数据收集

 2.1  访谈纲要的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一手数据主要通过与发明人型企

业家及其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访谈获取。本次访谈

大纲主要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和专家观点进行调整

和设计，整个访谈围绕发明人型企业家及其如何基

于专利工具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进行，访谈大纲见

图 1。纲要的设计逻辑如下：①与受访者确认所谈论

的企业家是否拥有发明人身份，形成分组对比，即企

业家是发明人组和企业家不是发明人组，设计问题 1。

②请受访者任意畅谈对企业家是发明人和企业家不

是发明人的主观印象并对比分析，设计问题 2。③对

于企业家是发明人的情况，引导受访者阐述企业家

成为专利发明人的具体情形，设计问题 3 和问题 4。
④对于企业家现在不是发明人的情况，引导受访者

阐述具体缘由，设计问题 5。⑤引导受访者阐述企业

家是发明人和企业家不是发明人在专利申请的积极

性、专利申请原因、专利获取、专利使用等方面的差

异性，设计问题 6。⑥引导受访者阐述企业家是发明

人和企业家不是发明人在专利产出数量、速度、质

量方面的偏好，并阐述不同偏好可能对企业发展产

生的影响，设计问题 7。⑦引导受访者自由阐述企业

家是发明人和企业家不是发明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设计问题 8。⑧引导受访者讨论中国政策环境以及

政策对企业专利行为的影响，设计问题 9。
访谈大纲中，参考 TORRISI et al.[32] 的量表中的题

项，并结合 GRAHAM et al.[28]、HOLGERSSON[54]、ZHOU
et al.[27]、程德理 [31]、 DE RASSENFOSSE[55] 和 BLIND et
al.[48] 的学术观点，设计问题 4 和问题 6；参考 HALL et
al.[7]、NOVELLI[56]、DANG et al.[57]、唐恒等[34] 和 CHOUD-
HURY et al.[37] 的学术观点，设计问题 2 和问题 7；参考

GRAHAM et al.[28] 的学术观点，设计问题 2 和问题 8。
 2.2  访谈对象的选择

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选定 40 位采访

对象，均为正在从事或已完成技术创业的企业家，以

及与该群体有密切联系且对其深入了解的企业工作

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分别为企业家秘书、企业技术总

监、技术部研发人员、企业知识产权总监、专利部经

理、专利代理人、企业法务经理、律师和科技局工作

者等。在访谈过程中，直接获取到 20 位、间接获取

到 20 位发明人型企业家的详细情况。表 1 给出受访

者具体信息，序号 1～序号 35 作为建模样本，序号

36～序号 40 作为检验样本。

 2.3  实施访谈

对每个人的访谈时间控制在 2 小时内，将所有记

录资料在访谈结束后的  24 小时内整理完毕，对无关

语句进行剔除。最终获得访谈录音时长 3 066 分钟，

形成约 13 万字的文档。

实际访谈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有：①受访对象不够

健谈；②受访对象回答失实；③重要素材遗漏。采取

的预防措施包括：①正式访谈前，提前告知访谈内容，

必要时辅助以书面材料；访谈时，按照预先编制的半

结构式访谈提纲，包括开放式问题和追问问题，引导

受访者叙述具体事例的细节。对于特别不健谈者，

邀请 2 位～ 3 位受访对象以讨论形式展开。②在征

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同时对受访者的

动作和神态等有可能影响回答内容信度的信息进行

随时记录，并在访谈开始和结束时对每位受访者做

一个整体印象的总结。此外，查阅企业发展规划、员

工手册和年终总结报告，构成数据三角验证。③征

得受访者同意，获取其微信、邮箱和电话号码等联系

方式，用于后期补充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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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数据分析

 3.1  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采用双盲编码方法，由两

位受过正式培训的编码人员对原始材料进行独立编

码，并利用  Cohen′ s Kappa 值进行信度检验，得到信度

系数为  0.823，表明编码结果可信。为了更好地分析

访谈内容，需要对每位访谈者的有效语句 (与研究主

题相关的信息 ) 进行排序和编码，具体编码方式为受

访者序号  − 语句序号，如编号 1-1，表示第 1 位受访者

的第 1 句话。经过开放式编码，最终析出 22 个范畴

及其下属的 90 个概念。表 2 给出开放式编码形成的

范畴。

 3.2  主轴编码

通过辨析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将开放式编

码中被分割的资料重新整合，提取与研究问题相关

的主范畴，并构建范畴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梳理

发现，具备不同专利行为特征的发明人型企业家会

采取差异化的专利策略，不同策略下的专利申请获

权后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绩效。不同专利行为特征的

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策略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具

有清晰的逻辑关系，且符合高层梯队理论中高层管

理者的特征  − 战略选择  − 组织绩效这一经典理论框

架。依据该框架，把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进一步

归纳为 5 大类关系：①依据发明人身份是否具备外显

性，划分出显性和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依据企业家

技术参与的真伪性，划分出狭义和广义发明人型企

业家，把上述双性  + 两义定义为发明人型企业家内

涵主范畴，该范畴基于问题 1、问题 2、问题 3 和问题

5 析出。②把专利申请倾向程度、专利申请动机类

型、专利获取方式、专利使用方式、专利研发参与程

是 否

问题 5: 企业老板曾经是专利发明人吗？ 

             如果曾经是, 他不再担任专利发明
             人是出于技术原因还是非技术原
             因？请阐述一些具体情况

问题 4: 他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专利研发？

您所了解的企业老板是如何成为专
利发明人的？请阐述一些具体情况

问题 3: 

问题 6: 发明人型企业家和非发明人型企业家都积极申请专利吗？
             他们申请专利主要为了什么？除了自己申请，他们会通过其
             他方式获取专利吗? 他们的专利都能用到产品中吗？发明人
             型企业家和非发明人型企业家在上述行为中是否各有侧重

问题 7: 对于专利产出数量、速度和质量, 他们更看重什么？
             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问题 8: 对比来看, 哪种老板更有助于企业发展? 谁更能赚钱？

问题 9: 针对中国当前的专利和企业发展现状, 您觉得如何优化
             企业专利策略？政府如何及时跟进配套政策？

问题 1: 在您的工作中, 是否遇到企业老板也是专利发明人？

问题 2: 您可以随意畅谈，这种老板与其他老板有什么不一样, 如
       学历、职业经历、性格、做事风格和是否更具远见等

 

图  1  访谈大纲

Figure 1  Interview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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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专利研发参与时间和专利研发参与方式定义为

专利行为特征主范畴，该范畴基于问题 4 和问题 6 析

出。③把数量导向型、速度导向型和质量导向型定

义为专利产出策略主范畴，该范畴基于问题 2 和问

题 7 析出，其中，速度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可细分为

快速导向型和慢速导向型。④把存活绩效、融资绩

效和销售绩效定义为企业绩效主范畴，该范畴基于

问题 2 和问题 8 析出。⑤把专利保护、专利人才、专

利创造、专利运用和专利服务定义为专利政策导向

主范畴，该范畴基于问题 9 析出。主轴编码形成的主

范畴具体见表 3。
 3.3  选择性编码

通过对所有范畴和主范畴的反复比较分析，发现

使用专利行为视角下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路径这一核心范畴能够统领其他范畴和解释本

研究的核心问题。根据扎根理论分析的结果，整理

构建专利行为视角下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路径模型，见图 2。图中的核心范畴与高层梯队

经典理论相一致，其故事线为：具有不同专利行为特

征的发明人型企业家会选择差异性的专利产出策略，

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对 5 个检验样本按照同样的三级编码方式进行

分析，得到的结果仍然反映了专利行为视角下发明

人型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的主线，没有析

出新的范畴和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型的核心

范畴已达到饱和。

 4  模型阐述

通过上述理论框架可以看出，发明人型企业家专

利行为特征、专利产出策略、企业绩效三大关系类

别展示了专利行为视角下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路径，以及专利政策导向对影响路径的调

节作用，具体阐述如下。

 4.1  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影响路径的析出

 4.1.1  特征表现

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 (以下简称显性群体 ) 是指

企业家高频次的出现在企业专利发明人序列中，社

表  1  受访者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序号 性别 行业 职位 时长/小时 序号 性别 行业 职位 时长/小时

1 男 传统制造业 企业家 1.5 21 男 传统制造 知识产权总监 1

2 男 传统制造业 技术总监 1 22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5

3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5 23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5

4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秘书 1 24 男 新兴制造业 政府事务部经理 1

5 男 新兴制造业 技术总监 1 25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5

6 男 新兴制造业 研发人员 1.2 26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

7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 27 男 知识产权服务业 专利代理人 1.5

8 男 知识产权服务业 专利部经理 1 28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2

9 男 新兴制造业 专利部经理 1.5 29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

10 男 新兴制造业 法务经理 1.5 30 女 知识产权服务业 专利部经理 1

11 男 新兴制造业 知识产权顾问 1 31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

12 男 知识产权服务业 律师 1 32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5

13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5 33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

14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 34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2

15 男 知识产权服务业 总经理 1.5 35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2

16 男 新兴制造业 知识产权总监 1 36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

17 男 新兴制造业 知识产权总监 1.5 37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1.5

18 女 知识产权服务业 知识产权总监 1.5 38 男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2

19 女 新兴制造业 研发人员 1 39 女 新兴制造业 企业家 2

20 男 传统制造业 知识产权总监 1.5 40 女 行政管理 科技局工作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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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

Table 2  Category Formed by Open Coding

范畴 概念及原始语句

显性发明人
型企业家

形象宣传：塑造成技术大牛(10-3)
技术专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核心技术人员(13-5)
认知偏差：不了解专利，不了解专利制度(15-6)
企业文化：第一发明人必须是老总，这就是企业文化(16-6)
职权优势：第一发明人一般为老总或者副总，其次可能是车间主任(16-7)
人员流动：防止人员的流动(18-3)
职业发展：为了个人发展更好一些，研发人员主动为老板挂名(1-5)
工作便利：为了更好地制造这个产品，知识产权部门会考虑利益输入与输出的关系(16-8)

隐性发明人
型企业家

提携后辈：后来我就只是参与，不挂名了，给年轻人挂名(1-6)
职务转型：到了一定的周期之后，老板已经是上市企业的老总(24-3)

狭义发明人
型企业家

原始发明人：出来创业就把专利带出来了(12-5)
技术主导：老板是新点子的主要提出者(18-5)

广义发明人
型企业家

职业发展：劳动模范(16-15)
虚荣心：有一种虚荣心(17-3)
阿谀奉承：专利人员和技术人员拍马屁(21-4)
形象宣传：对外宣传(20-6)
人才保护：防止竞争对手挖掘这个核心技术人才(19-4)

专利申请
倾向程度

高度倾向：我专利很多(3-5)
选择性申请：很多东西并没有申请专利，是专有技术和工艺(5-6)
低度倾向：专利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没有像国家说的那么好(10-22)
行业差异：有些行业的技术成果保护起来更容易(11-27)

专利申请
动机类型

形象宣传：提升企业形象(10-25)
市场竞争力：加快申请专利，早些将产品投入市场(17-14)
政府奖励和补贴：为了拿政府的资助(19-11)
融资：融资需要(10-27)
精神鼓励：把他们所有的授权专利都在墙上展示，给予精神上的鼓励(4-9)
防止抄袭模仿：很多小企业模仿我们企业的产品(3-10)
防止侵权诉讼：人家会告我侵权的(14-9)
战略性防御：专利导航和专利布局(7-4)
竞争谈判和交叉许可：有资本与别人进行谈判，进行交叉许可(19-13)

专利获取
方式

企业成立前创始人申请：在企业成立前，我们老板在原来工作时申请过专利(10-9)
从创始人以外来源获得：有些专家将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5-8)
企业自主申请：自己研发专利(10-30)

专利使用
方式

商业化：10件专利中一定会有1件～2件专利是有效的(3-8)
战略性非使用：构建更多的技术壁垒(18-11)
沉睡：专利不起任何作用(17-16)

专利研发
参与程度

广泛参与：所有研发项目的进度老板都知道，会实时跟踪(19-14)
深度参与：老板都会参与技术讨论(4-15)

专利研发
参与时间

企业成立前：在企业成立前，我们老板在原来工作时申请过专利(10-9)
企业成立后：企业成立后，老板从市场角度提出设计要求(20-7)

专利研发
参与方式

全过程全员性互动：老板会参与所有的技术讨论(4-11)
方向主导和节点把控：老板把控导向性的工作(17-19)
提出诉求和产品验收：提出面上诉求(9-14)
财务激励：我们有奖励措施，不同类型的专利奖励不同(1-8)

数量导向型

软实力：专利数量是企业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尤其在融资时(10-40)
年度指标：老板现在每年在数量方面给我们下指标(18-15)
政府奖励和补贴：大多数企业都是为了获取政府的资助而申请专利(16-17)
形象宣传：我们企业申请的大部分专利是为了拿高企资质，为了公司宣传用(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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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范畴 概念及原始语句

速度导向型

国家审查标准：国家的审核尺度(29-4)
技术方案：竞争对手企业对他进行质疑(3-20)
专利撰写：代理人的撰写水平严重影响授权情况(29-7)
时效性：他对你申请专利时创新点的时效性特别关注，不停的催促你(18-17)
形象宣传和项目申请：大部分是去宣传，希望专利数量短期内能够激增(29-23)，为了政府项目，肯定
是希望越快越好(30-5)
技术披露：想保护起来，不想让竞争对手检索到自己的专利方案(29-14)
加速审查：是否申请提前公开或走优先审查通道(31-4)

质量导向型

政府导向：政府早些年鼓励企业从数量上达标，现在奖励高质量专利(18-28)
专利检索：检索是一切的基础，需要不断与企业进行沟通并来回检索(9-8)
技术方案：研发人员给代理人一些比较好的技术方案，才能有利于授权(29-33)
专利撰写：重视撰写质量(28-12)
技术交流：最重要的是与发明人充分沟通(31-13)

存活绩效
企业生存：生存是第一步(12-8)
发展道路：生存的路是一样的，但发展道路不一样(1-13)

融资绩效
企业上市：我们老板就是用这个去融资(10-45)
专利诉讼：在面对上市时，专利不是简单的侵权不侵权、赔偿不赔偿问题(3-40)
专利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难以落实，银行不看重专利，实际还是看重抵押物(10-50)

销售绩效
固定收益：一年只想做1 000万就足够了(16-25)
增长性收益：销售和税收增长(17-25)
销售渠道：做好渠道建设(2-9)

专利保护

发展需求：我们对知识产权不保护，是改革开放后好多产业发展的保证，开始都保护的话没法发展(1-
17)
保护力度：这两年中美贸易战，我们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点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3-28)
惩罚力度：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一个大环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戒环境(11-11)
保护方式：科技部门不是一个行政执法部门，不能很好的行政执法(21-9)
地方护短：政策是好的，到了地方还是没用(1-20)

专利人才

高端人才：也会培养高端人才，但不会投入过多的精力，主要通过社会招聘(11-3)，应当让市场筛选优
秀人才(26-13)
交叉背景：应该着重培养结合理工科思维与法学思维的学生(13-4)
培养模式：学校的教育体系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其实是断层的(13-12)
社会认可度：对知识产权的认可度高，利益可以驱使人学习(11-4)
福利待遇：对落户的要求(13-18)

专利创造

专利有效性：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比例比国外低(3-30)
专利类型：早期时外观设计比较多，现在外观设计的比例下降(5-9)
转型阶段：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从存量到质变的一个过程(1-19)
政府激励：中国的知识产权确实受到很多政策的引导，政府会制订政策给你很多奖励(3-32)
原始创新：中国没有原创性发明专利(32-33)

专利运用
专利转化：除了专利数量和质量，政府现在应该侧重在专利转化上给予激励(1-22)
产学研合作：在与学校的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合作的紧密度不是很高(5-15)
专利价值评估：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其实很有需求，市场容量也大，但是毕竟刚起步(15-17)

专利服务

格局转变：原来是增加专利存量，现在是盘活和用好存量(34-13)
服务升级：从帮企业做专利证书到促成与高校专利成果的对接和落地(7-19)
专利导入：帮助企业导入知识产权，每一个环节都要去做(7-20)
专利检索：检索式的正确性非常重要(9-11)
专利导航与预警：企业在研发初期，导航阶段就开始规避风险，有利于后期专利布局(9-17)

　　注：遵从研究伦理和惯例，应某些受访者要求，对受访者和涉及企业的名称均匿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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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Table 3  Main Category Formed by Spindle Coding

主范畴 对应的范畴 范畴的内涵

发明人型
企业家内涵

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 企业家高频次的出现在专利发明人序列中

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 社会公众无法直观判断该企业家是否具有发明人身份

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 该企业家真正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讨论，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 以任何形式拥有发明人身份或发挥发明人职能的企业家

专利行为特征

专利申请倾向程度 发明人型企业家申请专利的意愿强度

专利申请动机类型 发明人型企业家申请专利的原因

专利获取方式 发明人型企业家促成企业获取专利权的方式

专利使用方式 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专利工具的使用方式

专利研发参与程度 发明人型企业家参与技术研发的程度

专利研发参与时间 发明人型企业家首次成为原始发明人的时间

专利研发参与方式 发明人型企业家与发明人团队交流互动的结构

专利产出策略

数量导向型 关注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

速度导向型 关注企业获取专利的速度

质量导向型 关注企业拥有的专利质量

企业绩效

存活绩效 企业存活的时间

融资绩效 企业通过融资渠道获得的投资情况

销售绩效 企业通过产品出售获得的经济效益

专利政策导向

专利保护 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专利人才 从事专利相关业务的专业人才

专利创造 与前期专利申请阶段相关的活动

专利运用 专利授权后，与专利使用相关的活动

专利服务 由知识产权服务中介机构等提供的专利业务相关服务

企业绩效

存活绩效

融资绩效

销售绩效

专利政策导向

专利保护 专利人才 专利创造

专利运用 专利服务

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行为特征

专利申请倾向程度

专利申请动机类型

专利获取方式

专利使用方式

专利研发参与程度

专利研发参与时间

专利研发参与方式

隐性

显性

狭义

广义

专利产出策略

数量导向型

速度导向型

质量导向型

快速导向

慢速导向

 

图  2  理论框架

Figure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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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众可以直观判断出该企业家的发明人身份。显

性群体具有高度专利申请倾向，更依赖专利的信号

价值，进而向相关利益者释放积极信号，其主要申请

动机为形象宣传、政府奖励和补贴、市场竞争力、精

神鼓励和融资。一般在企业成立前申请专利或是在

整合技术、人才和资源的基础上，在企业成立后自主

申请专利。由于过度关注专利的信号价值而忽略技

术价值，显性群体仅以少量的核心专利作为主要产

品的技术支撑，并实现商业化或战略性非使用，大部

分专利处于沉睡状态；他们倾向于广泛参与专利研

发，但对于每个专利的实际贡献度较低。其中，部分

拥有研发基础的企业家会在企业成立前参与专利研

发，但依然存在更多的“伪发明人型企业家”在企业

成立后增设发明人身份。

 4.1.2  策略选择

高度的专利倾向反映出显性群体对专利信号价

值和短期效应的关注，主张借助外显化的专利数量

向投资者、消费者、竞争者和政府等具体的相关利

益者释放积极信号，如受访者认为“把老板塑造成技

术大牛的形象，对推广产品、融资和高企评定都有好

处” (10-3)。基于专利的信号价值，以形象宣传、市场

竞争力、政府奖励和补贴、融资和精神鼓励为主要

申请动机，其迎合对象为社会大众、消费者、政府机

关、投资人和企业员工 (非技术人员为主 )，而这些人

对于专利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直观层面。因此，专利

产出数量和速度的外显性可以使大众在短时间内认

可企业的技术实力，便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

定、科技先进集体称号、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等，提

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提升员工的集体荣誉感，

增加部分投资者好感度，如受访者认为“老板现在每

年在数量方面给我们下指标，催我们进度，主要是拿

政府奖励，也是软实力的表现” (18-15)。因此，数量

导向型和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更符合预期。

显性群体中，部分企业家维持原有的发明人身份，

继续做出实质性贡献并重视企业及自身的技术造诣

和质量，但很大一部分企业家是在企业成立后通过

整合财力和物力资源并招聘技术人才，如受访者认

为“我们老板从各大高校招聘技术人才，严格监督研

发” (10-30)。借此自主申请的契机进入发明人序列，

更为快速占领产品市场和追求企业利润，综合运用

数量、速度和质量 3 种导向型策略。但由于过度关

注专利信号价值而忽略技术价值，仅将专利视为获

取短期经济效益、提升企业形象的信号工具，大部分

专利处于沉睡状态，甚至在维持一定年限后出于成

本考虑放弃维护，如受访者认为“别看他们专利多，

授权快，其实后来不起任何作用，后面企业不缴纳年

费就失效了” (17-16)。因此，显性群体侧重数量导向

型和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对专利质量不做过

多要求。

由于人的精力有限性，为了加快并突出发明人身

份的外显性，显性群体更倾向于广泛参与专利研发，

如受访者认为“所有研发项目的进度老板都知道，会

实时跟踪” (19-14)。但实际贡献度较低，尤其是非技

术出身群体，更为关注发明人身份带来的形象提升、

政府认可等社会效应和非市场化的经济效益。因此，

倾向于数量导向型和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此

外，在中国情景下存在大量的“伪发明人型企业家”，

由于主动诉求或下属讨好等原因，部分企业家在企

业成立后增设发明人身份，如受访者认为“为了个人

发展更好一些，研发人员主动为老板挂名；老板当然

开心，名利双收，这也是一种资源整合能力” (1-5)。
显性群体擅长通过流程管理弥补技术短板，基于市

场需求对产品设计和研发提出建议，更关注产品市

场变化和企业利润提升。但对于专利的认识主要停

留在迎合政府宣传和推广，甚至过度积极完成政府

指标，缺乏从市场角度理性看待专利与企业发展的

实际意义和价值，导致盲目追求专利数量和速度，忽

略专利质量。

综上，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倾向数量导向型

和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

 4.1.3  绩效影响

首先，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主张数量导向型专利

产出策略，其核心是通过增加专利数量对社会大众、

消费者和投资者等展现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形象，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基于专利资助政策，从政

府获取相应额度的奖励、补助和税收优惠。该策略

前期需投入的研发成本较低，主要是针对技术含量

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进行部分改进，在

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获得专利授

权。与发明专利相比，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

撰写难度小、授权时间快、维持年费低。该策略充

分运用专利信号价值并将其视为获取政府补贴的敲

门砖，不仅前期投入低，且在短时间内可获取一定的

经济收益或财务支撑，有助于缓解初创企业的资金

困境，并快速提升消费者的产品好感度，如受访者认

为“有余力的话就搞一搞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固然很

重要，但是在中国来说生存是第一步的，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专利相对容易一些，但奖励额度比发明少，

现在好像更少了” (12-8)。因此，对于初创阶段的企

业，数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存活

绩效和销售绩效。

其次，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同时采取快速导向型

专利产出策略，其核心是通过减少专利研发到授权

的时间长度获得技术领先时间，并抢占产品市场的

制高点，或是满足项目申请或结题、高企资质评定等

条件。主要方式是前期督促研发人员提高效率、压

缩专利文本撰写时间、缩短申请到授权的流程等，申

请大量技术含量低、授权时间快的实用新型或外观

设计专利。对于初创阶段的企业，在时间紧迫和资

本约束的双重压力下，实施快速导向型策略可以在

短时间内增加技术积累，并拓展市场范围，提升企业

形象，形成一鸣惊人的初创姿态；同时，获取的政府

奖励和补贴也可以缓解资金短缺困境。因此，对于

初创阶段的企业，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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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存活绩效和销售绩效，如受访者认为“大部

分是去宣传，希望专利数量短期内能够激增” (29-23)、
“为了这些政府项目，肯定是希望越快越好” (30-5)。
但长期追求速度导向不仅压缩研发人员深度思考的

时间，造成研发人员压力过大，进而抑制研发主体创

新活力。此外，也有受访者提到，专利代理人也会通

过缩小专利保护范围促使审查员难以找到对比文献

并能够快速授权，但过窄的保护范围却极大降低了

专利的法律价值，导致专利质量低下且滥竽充数者

增多 [57]。

 4.1.4  路径析出

基于以上分析，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遵循以

数量导向型为主、快速导向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

进而提升存活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

 4.2  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影响路径的析出

 4.2.1  特征表现

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 (以下简称隐性群体 ) 是指

企业家未出现在专利发明人序列中，社会公众无法

直观判断该企业家的发明人身份。但从技术职能角

度，该企业家属于技术专家，对企业技术研发做出实

质性贡献。隐性群体倾向于选择性专利申请，除形

象宣传、市场竞争力、政府奖励和补贴，更侧重防止

抄袭模仿、防止侵权诉讼、战略性防御、竞争谈判和

交叉许可等动机；倾向于以产学研合作推动专利成

果转化并实现人才培养；同时，也会自主申请专利。

隐性群体更多的站在知识产权战略高度，申请多样

性“阻碍”专利，同时推动专利商业化。主要表现为

广泛且深度参与专利研发，虽然仅对技术研发方向

进行把控，但技术贡献度相对较高。在企业成立前，

隐性群体已成为一项或多项专利发明人并作为技术

带头人，在明确研发方向的同时提出新想法和新思

路，并依据不同技术含量的专利研发，配以研发人员

多层次的财务奖励和提成。

 4.2.2  策略选择

隐性群体擅长基于多年技术经验并结合具体商

业环境和制度背景在商业秘密与专利之间抉择，对

部分关键技术以专利公开换取保护，但对工艺创新

和流程创新等创新类型选择不申请专利，从而避免

专利成本增加和不必要的技术公开，如受访者认为

“很多东西并没有申请专利，是专有工艺”(5-6)。因此，

更注重专利价值和质量以及专利申请的必要性。隐

性群体的申请动机更偏向技术性和战略性，期望通

过专利避免竞争对手企业对自身技术的窃取和模仿，

或防止侵犯同行专利权并引发不必要的专利诉讼，

或通过实施专利布局，构建技术壁垒，在竞争谈判中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或交叉许可，如受访者认为“企业

在研发初期，导航阶段就开始规避风险，有利于后期

专利布局” (7-4)。根据专利公开换取保护机制，为了

更好地平衡技术保护与信息公开，可以刻意减缓技

术披露流程，既可防止竞争对手掌握自身的研发动

向，也可以为研发生产预留更多时间。因此，慢速导

向型策略更符合预期。同时，隐性群体出于技术竞

争和保护层面的动机，需要技术方案质量和专利文

本质量达到较高要求。技术方案质量是技术竞争的

基础，专利文本质量是权利保护的保障，如受访者认

为“有资本与别人进行谈判，进行交叉许可，当然前

提是专利质量足够好” (19-13)、“去构建更多的技术

壁垒，在技术和文本层面都要打磨” (18-11)。因此，

更为重视专利质量。

除企业自主申请专利，隐性群体更主张从创始人

以外来源获得专利。方式一是产学研合作，企业与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建企业研究院，基于合作条

约对合作期间的科研产出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免费使

用权或优先使用权，这一方式不仅提升研发效率，促

进知识流动，更可以提升专利产出质量。方式二是

直接从竞争市场收购初步经市场检验而探出潜力苗

头的产品及其背后的核心技术专利，其专利质量和

市场认可同样得到保障，如受访者认为“开展产学研

合作，对于高质量且具备市场前景的专利技术，有些

专家将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 (5-8)。隐性群体主张

在推动专利商业化的同时申请多样性“阻碍”专利，

即战略性非使用，既防止他人为类似的技术发明申

请专利，又使企业自身在产品和技术之外拥有更多

的操作空间，技术方案质量以及专利文本中对权利

要求的限定 (专利文本质量 ) 是专利战略性非使用的

基础。同时，为防止抵触申请，应第一时间占据专利

申请日，并策略性延迟技术公开，避免竞争对手过早

对技术信息的专利检索。因此，适时采取慢速导向

型策略。

隐性群体大多具备技术工作背景，并在企业成立

前为多项专利的原始发明人，广泛且深度参与专利

研发，在企业技术发展方向上经常做到前瞻性定位，

同时紧密结合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者需求，使产品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其技术带头人的身份对技

术研发工作起到有效的引导、监督和激励作用，严格

把控技术质量和创新效率，如受访者认为“这些老板

现在哪有时间搞技术发明，他们有基础又有远见，自

然就可以很好的把控导向性工作，监督研发” (17-
19)。

综上，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主张慢速导向型

和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

 4.2.3  绩效影响

首先，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主张慢速导向型专利

产出策略，其核心是延长专利申请到授权公开的进

程。在占据专利申请日的前提下，尽可能减缓技术

披露进程，避免竞争企业检索到相关技术信息。企

业进入发展平稳阶段，在有条不紊的推动点式和线

式关键性专利商品化的同时，围绕已有的技术基础

在潜移默化中构建专利壁垒，形成全面性的战略布

局，做到阻碍竞争对手进入同一领域、在竞争谈判中

占据有利地位、对外收取许可费用等，从而充分行使

专利赋予的排他权，并增加企业收益，在技术和市场

中赢得足够的话语权并形成绝对优势。因此，在企

业发展平稳阶段，慢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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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存活绩效和销售绩效，如受访者认为“有了

话语权和绝对优势，这几年销售和税收都是 30% 的

增长” (17-25)。
其次，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同时采用质量导向型

专利产出策略，其核心是通过提升技术方案质量和

专利文本质量，从技术和权利层面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技术方案的优越性可以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制

造成本和产品使用性能等方面，进而对产品价格、企

业利润、消费者口碑和投资者好感度等都产生连锁

影响。对于占有关键性技术的企业，在竞争谈判中

拥有绝对优势和话语权，并获取许可费用或实现交

叉许可。专利文本的质量则反映在权利要求的界定

和范围，在行使专利排他权进行诉讼时，一个质量高

的权利要求书既要对技术特征进行合理的上位和概

括，还要把可能的潜在竞争对手的规避设计给堵住。

如果权利范围较窄，便于绕过，则无法起到排他效果。

但专利保护范围也需要合理限度，过于泛而广的专

利保护范围则会影响专利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

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既可以帮助企业主动进攻

竞争对手，获取竞争优势；也可以做好防御工作，抵

御竞争对手的专利诉讼，进而有助于提升存活绩效、

融资绩效和销售绩效。如受访者认为“在面对上市

时，专利不是简单的侵权不侵权、赔偿不赔偿问题，

专利质量是核心，质量高自然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

但很多企业做不到” (3-40)。
 4.2.4  路径析出

基于以上分析，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遵循以

质量导向型为主、慢速导向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

进而显著提升存活绩效  + 融资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

响路径。

 4.3  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影响路径的析出

 4.3.1  特征表现

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 (以下简称狭义群体 ) 是指

该企业家真正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讨论，拥有扎实

且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大部分企业家主张

选择性申请，少部分企业家以自身技术经历和经验

为准则，主张专利无用论，属于低度申请倾向。在初

创阶段，狭义群体侧重形象宣传、市场竞争力、政府

奖励和补贴、融资动机；待企业发展平稳，更侧重防

止抄袭模仿、防止侵权诉讼、战略性防御、竞争谈判

和交叉许可动机；多为原始发明人，一般在企业成立

前拥有一项或多项专利，主张企业自主申请专利。

在创业初期，主要将核心专利商业化，部分情况下，

由于对技术发展趋势的判断失误、技术方案质量无

法达到商业化要求等，不得不让专利沉睡。主张亲

力亲为，深度且广泛参与专利研发。后期注重专利

的战略性非使用，也相对减少技术干预，转为方向主

导和节点把控。

 4.3.2  策略选择

狭义群体基于专业背景和研发经验对技术与专

利的关系形成理性认知，熟知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

等不同创新类型的技术保护难易度差异。从技术保

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专利成本经济性考虑，对

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且面临高风险的专利进行优先

申请和保护，侧重专利质量。但存在极少数技术人

过于强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环境的不足，以

短期性技术经历和经验为准则，主张专利无用论，如

受访者认为“出来创业了就把专利带出来了。刚开

始缺钱，企业通过申请很多专利拿了政府奖励和投

资。现在步入正轨，更关注质量，更有策略性”(12-5)。
在初创阶段，狭义群体的动机偏向短时效益，倾向于

在短时间内申请大量专利，采取数量导向型和快速

导向型策略。但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变化，狭义群

体更多立足于战略层面，回归专利技术保护和竞争

职能。在将专利商业化和产品化的同时，辅以技术

防御和进攻。此处与隐性群体的策略选择相似，既

注重技术方案质量和专利文本质量，又在必要时刻

意减缓技术披露流程。故而主张专利质量导向型策

略，适时采取慢速导向型策略。

狭义群体拥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和技术基础，在企

业成立前拥有多项专利且在企业成立后持续深入参

与技术研发，主张企业自主申请专利。狭义群体更

为重视企业及自身的技术造诣和质量，追求行业和

企业对自身技术的认可，如受访者认为“所有技术讨

论他都会参与，非常在乎他的技术突破” (4-11)。在

创业初期，狭义群体致力于将核心专利成功商业化，

关注专利技术在具体新产品中的成功运用，或将专

利本身作为产品，以许可、转让和销售等方式获取经

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兼顾技术层面的新颖性和

创新性以及市场层面的产品流行性，确保较快的专

利产出速度。同时，只有保证技术方案质量才能将

技术应用到产品，只有保证专利权利要求质量才能

拥有专利商品化的许可、转让和销售市场。因此，也

主张专利质量导向型策略。但在企业发展后期，狭

义群体开始关注战略性非使用。为了扩大战略性非

使用效益，企业一般第一时间占据专利申请日并策

略性延迟技术公开，严格把控技术方案质量和专利

文本中对权利要求的限定，如受访者认为“创业初期，

主要是做产品，既要快也要质量。一定周期之后，老

板已经是上市企业的老总，他会调整经营策略” (24-
3)。

狭义群体在企业成立前、创业初期乃至创业后

很长一段时间主张亲力亲为，主动参与研发部门的

例会研讨，全过程深度参与具体研发思路的设计和

调整，严格把控技术方案和质量，如受访者认为“老

板是新点子的主要提出者，之后企业盘子越做越大，

老板更多的是整合资源” (18-5)。后期，企业家将更

多时间精力聚焦在整合物质资源、组织集体工作、

招聘优秀技术人才等统筹层面，逐步减少对单个技

术的具体化和过程性干预，更多地以技术带头人的

身份从面上进行方向性指导和关键节点把控，在明

确研发方向的同时提出新的想法或思路。在拓展人

脉和社会资源的同时，加强企业内部与外界的知识

流动和信息交换，提高专利质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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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综上，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主张快速导向型、

慢速导向型和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

 4.3.3  绩效影响

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产出策略随企业发

展阶段产生明显转变和调整。在初创阶段，主张快

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其核心目的是提高专利产

出速度并实现以下目标：第一，满足时效性。确保技

术点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以及处于产品的市场潮流期，

获得技术领先时间，并抢占产品市场的制高点，提高

产品竞争力。第二，满足政府项目申请和结题。企

业通过申请专利满足高企资质评定等条件，进而获

取税收优惠和财政奖励等经济效益，一定程度缓解

企业资金困境，如受访者认为“他对你申请专利时的

创新点的时效性特别关注，不停的催促你，政府奖励

和产品宣传都需要” (18-17)。因此，在初创阶段，快

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存活绩效和

销售绩效。

当企业发展进入平稳期，狭义群体不再拘泥于摆

脱生存困境，转而谋求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战略性布

局，主张慢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其核心是在占据

专利申请日的同时，最大化延迟技术公开时间，避免

竞争对手的专利检索，如受访者认为“为减缓技术披

露速度，该策略会用满 18 个月周期，直至被动性公开；

或在申请答复时做策略性分案申请，拉长申请周期

并增加专利检索难度” (39-5)。该策略通过构建专利

壁垒和专利布局等方式，使企业在产品推广、市场巩

固和拓展等方面拥有时间优势和安全保障，甚至在

关键技术领域拥有垄断地位。因此，在企业发展平

稳阶段，慢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

存活绩效和销售绩效。

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基于技术背景优势，坚持追

求外界对自我技术的认可，始终主张质量导向型专

利产出策略。与前文分析相同，提升技术方案和专

利文本的质量既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专利商业化难度，

在提升产品性能、降低生产成本、赢得价格优势、增

加企业利润等一方面或多方面占据有利地位；也可

以增加竞争对手的市场进入难度，在竞争谈判、交叉

许可和阻碍他人进入等方面充分发挥专利的排他权

和独占权。当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潜力得到体现，自

然易于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并形成良性循环。随着专

利价值评估产业的逐步完善，社会大众、政府、消费

者和投资方也可以依据第三方评估报告做出更加科

学合理的决策。因此，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有

助于提升企业存活绩效、融资绩效和销售绩效，如受

访者认为“只有好的专利，才可能有好的产品，更会

吸引投资人” (12-17)。
 4.3.4  路径析出

基于以上分析，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遵循以

质量导向型为主、快速导向型  –  慢速导向型为辅的

专利产出策略，进而显著提升存活绩效  + 融资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在企业初创阶段，通过提高

专利产出速度提升存活绩效和销售绩效；随着企业

进入发展平稳阶段，策略调整为刻意减缓技术披露

进程，通过制定专利战略布局继续提升存活绩效和

销售绩效。始终秉持提高专利产出质量的策略导向

来有效提高企业的存活绩效、融资绩效和销售绩效，

仅在部分情况下采取数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

 4.4  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影响路径的析出

 4.4.1  特征表现

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 (以下简称广义群体 ) 泛指

以任何形式拥有发明人身份或发挥发明人职能的企

业家，既包括对专利研发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技术型

企业家，也包括利用管理者职权优势拥有发明人身

份的市场型、销售型和管理型企业家。其中，技术型

广义群体特征表现与狭义群体相近，这里不再赘述。

非技术型企业家更具广义群体特征代表性，他们容

易呈现出过高或过低的专利倾向；专利申请动机主

要是提升企业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得政府奖

励和补贴以及融资；大部分专利处于沉睡状态。广

义群体倾向于整合企业的资源优势实现自主申请专

利，或直接对具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采取高价收

购。一般在企业成立后广泛性参与专利研发，更擅

长结合产品市场提出诉求并在后期进行产品验收，

出于创新激励或权益补偿等原因对研发人员进行财

务激励。

 4.4.2  策略选择

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存在过高或过低的专利倾

向。第一，过于迎合政府绩效指标，缺乏理性看待专

利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从而鼓励员工在短时间内申

请大量专利。第二，过于轻视专利并抱以应付姿态，

对专利缺乏认知，其专利申请动机也非常清晰的体

现出对即时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注，如受访

者认为“公司对外宣传都是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宣传”

(20-6)、“对他参评劳动模范等荣誉奖项都有好处”

(16-15)。因此，倾向采取数量导向型和快速导向型专

利产出策略。广义群体中成功将专利商业化或者战

略性使用专利并遏制对手发展的比重均较小，如受

访者认为“部分中小企业的专利沉睡率高达 90%，其

直接原因是各种专利补贴政策的导向偏差，根本原

因是中国尚未形成健康有序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

竞争环境” (3-17)。从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看，广义

群体尚未形成对专利的深刻和理性的认识。

广义群体擅长整合企业的资源优势实现自主申

请专利，或直接对具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采取高

价收购，擅长将互相竞争关系扭转为合作共赢关系，

如受访者认为“专利人员和技术人员拍马屁” (21-4)、
“要是有些小企业技术不错，直接收购他们” (28-15)。
但在自主申请中，广义群体会利用职权优势塑造技

术形象，过于积极的形象追求导致其看重专利产出

数量和速度。广义群体一般在企业成立后广泛参与

专利研发，但对于每个专利的实际贡献度较低，甚至

未有任何技术贡献，如受访者认为“他们更擅长关注

市场的动态变化和产品走势，基于敏锐的市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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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层面提出产品设计和研发要求，并最终验收

技术产品，出于创新激励或权益补偿等原因对研发

人员进行财务激励”  (5-26)。广义群体对产品和市场

的关注，使其不得不重视专利价值和质量，否则无法

将专利实现产品化并带来持续的长远收益，如受访

者认为“研发人员给代理人一些比较好的技术方案，

才能有利于授权和转化” (29-33)。但大部分广义群

体停留在只追求眼前利益，因此常采取一些即时性

策略，忽略核心竞争力。当然，广义群体中也包括技

术型群体 (狭义发明人型企业家 )。与非技术型群体

相比，技术型群体的专利行为特征更偏理性和技术

性，更加凸显工匠属性，在策略选择中以质量导向型

为主、快速导向型为辅。

综上，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主张数量导向型、

快速导向型和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

 4.4.3  绩效影响

首先，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在实施数量导向型专

利产出策略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

将专利数量视为企业软实力的直接体现，并借此促

进企业成功融资。基于信号理论，专利有助于降低

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获得融

资的概率，缓解融资约束。专利的可见性和成本性

能够保障其作为企业的质量信号并被相关利益者认

可 [45]。因此，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常以年度指标形

式下达任务，辅以财务激励。此外，广义发明人型企

业家也期望通过专利数量直接向社会大众树立技术

实力雄厚的企业形象，加强市场宣传并获得政府奖

励和补贴。因此，在初创阶段，数量导向型专利产出

策略可以提升企业存活绩效和销售绩效，如受访者

认为“大多数企业都是为了谋取政府的资助而申请

专利。尤其是刚开始阶段，累计起来，额度还是不少

的……专利数量多，消费者会觉得产品好” (16-17)。
另一方面，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同样深知自身具有

实际竞争力的专利屈指可数。专利信号有效性受到

信号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企业专利数量持续激增、市

场和政策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仅限于发明专利缓解

了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 [45]。加之专利价值评估难、

专利价值波动大等现实原因，专利在融资过程中多

为锦上添花，而非必要元素。过多的专利数量反而

容易招致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专利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专利诉讼与发行人生产经营关系的关联性、企业专

利管理制度规范性等方面的质疑。因此，体现了广

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掩耳盗铃和

侥幸心态。

其次，广义群体同样采取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

略。与前文分析相同，对于初创阶段的企业，在时间

紧迫和资本约束的双重压力下，实施快速导向型专

利产出策略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技术积累并拓展市

场范围，获得技术领先时间；同时，获取的政府奖励

和补贴也可以短暂性缓解资金问题。因此，在初创

阶段，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可以提升企业存活

绩效和销售绩效，如受访者认为“加快申请专利，产

品早些投入市场” (17-14)。但从企业长远发展看，不

利于形成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部分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也主张质量导向

型专利产出策略。与前文分析相同，质量导向型专

利产出策略通过提升技术方案质量和专利文本质量，

从技术和权利层面提升企业绩效。通过专利商业化

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帮助企业获得可观且

长远的经济效益或吸引投资者追加投资；面对竞争

对手的专利诉讼也可做好防御工作，占据优势地位

并在行业内拥有绝对话语权等。因此，质量导向型

专利产出策略可以提升企业存活绩效、融资绩效和

销售绩效。

 4.4.4  路径析出

基于以上分析，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遵循以

数量导向型  + 快速导向型为主、质量导向型为辅的

专利产出策略，进而显著提升企业存活绩效  + 销售

绩效的影响路径，仅在部分情况下采取慢速导向型

专利产出策略。

 4.5  专利政策导向对影响路径的调节

 4.5.1  专利保护导向

受访者认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一个大环境，对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戒环境” (11-11)。知识产权

与特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相挂钩，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也应当随着中国独立自主、原始创新能力的

提升而逐步加强。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惩罚力度不足，直接影响知识产权的价值以及企业

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只有保护环境严格，知识

产权才会值钱。只有加大惩罚力度，一棒子打下去

会痛，企业才会主动搞研发，而不是选择其他投机取

巧的渠道。当专利保护强力度导向时，企业家倾向

于选择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

绩效；否则，企业家会选择数量导向型或快速导向型

专利产出策略，不利于提升企业绩效。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当下很多发明人型企业家不愿意投身于发展

技术本身，而是选择即时性、成效快的投机策略。因

为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明，创新主体无法在关键时刻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付出远大于回报，形成劣

币驱逐良币，使真正想搞技术研发的发明人型企业

家失去了内生动力和信心。

 4.5.2  专利人才导向

受访者认为“对知识产权的认可度高，利益可以

驱使人学习” (11-4)、“学校的教育体系与市场对人

才的需求其实是断层的” (13-12)。根据企业、科研机

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政府等需求主体的反馈，从

事专利运营、专利价值评估和处理国际专利纠纷的

高端人才紧缺，如受访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个交叉

性学科，一名优秀的知识产权官应当兼备理工科思

维和风险防范意识” (27-18)。但当前高校的教育体

系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存在断层，知识产权人才的

社会认可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不论是薪资标准还是

职业资质认可度都较低。而专利人才贯穿于企业技

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各个环节，其能力水平和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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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对企业创新影响深刻。当专利人才高端化导

向时，企业家才更容易成功实施质量导向型专利产

出策略，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因为专利人才能力、培

养体系设置和区域分布上的结构性缺陷，导致高端

人才和有经验的人才缺乏，发明人型企业家有心无

力，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4.5.3  专利创造导向

受访者认为“中国知识产权的有效性的比例比

国外低了很多” (3-30)、“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从存

量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19)、“中国专利创造数量

优势明显，但质量劣势突出” (31-9)。中国专利直观

表现在有效专利占比低、专利结构失调等。现在以

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将处于由量到质

的转变、努力实现高端产品突破的过程。当专利创

造高质量导向时，企业家倾向于选择质量导向型专

利产出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否则，选择数量

导向型或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不利于提升企

业绩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中国专利数量优势

明显，但专利质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相关政策在

具体实施中容易发生目标偏差，很多中小企业见缝

插针，将政府奖励和激励视为专利申请的首要动机，

不仅是对知识产权人才的浪费，还会形成病态的循

环。

 4.5.4  专利运用导向

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不是在专利数量和质量

上而是在转化上给予激励” (1-22)、“政府的政策引

导不应仅停留在专利数量和质量层面，更应转化为

生产力”  (1-39)。在实际运行中，企业会刻意给单个

产品标注多个非相关专利，进而制造专利商业化假

象。而高校专利转化的效率更低，究其原因在于高

校是以论文和专利申请授权作为激励导向，而非科

研成果的产品化。如果不强调专利后端的产品落地，

创新主体则缺乏内生动力关注专利技术的可行性，

更多停留在专利的前期创造。因此，当专利运用产

品化导向时，企业家倾向于选择质量导向型专利产

出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否则，选择数量导向

型或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不利于企业提升绩

效。受访者认为“中国的专利价值评估行业尚处于

起步阶段，这也给专利转让、专利许可、知识产权纠

纷和知识产权侵权争议判赔等造成了一定阻碍” (15-
28)。
 4.5.5  专利服务导向

受访者认为“专利服务需要深思是迎合市场还

是迎合政府” (7-33)、“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的格局从

增加专利存量到盘活、用好存量，从数量创造到质量

保护” (34-42)。专利服务理念也需要全面升级，从基

础性的专利证书制作、迎合政策方针到助力企业将

知识产权打造成科技创新和企业经济的抓手。此外，

专利服务也要从被动需求转向主动导入至企业生产

经营的全过程，并延伸至核心供应商的预警范畴，如

受访者认为“原来是增加专利存量，现在是盘活和用

好存量” (34-13)、“帮助企业导入知识产权，每一个

环节都要去做” (7-20)。专利服务主体与创新主体是

一个交互影响的共同体，当专利服务以迎合政府为

主，服务方提供的方案策略就会以投机性为主，企业

也会偏向投机，形成恶性循环；当专利服务以适应市

场为主，服务方提供的方案策略就能满足市场需求，

具有现实竞争力和战斗力。因此，当专利服务重市

场导向时，企业家倾向于选择质量导向型专利产出

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否则，选择数量导向型

或快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不利于提升企业绩

效。

 4.6  结果讨论

发明人型企业家内涵在中国本土化的细化，可以

通过信号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信号理论相

关研究认为专利可以作为一种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的

质量信号，向投资者、消费者、竞争者和政府等释放

积极信号 [45]。由于专利各项信息的公开化，该效应

同样一定程度覆盖至专利发明人。部分企业家意识

到发明人身份的社会效应，他们通过发明人身份或

刻意增设发明人身份 (伪发明人型企业家 )，塑造良好

的技术形象，累积个人声誉并开拓关系网，从政府、

投资者、消费者和竞争者等多方主体获得企业创新

发展所需资源，提升企业家社会资本。专利的信号

效应和发明人身份的社会资本效应是发明人型企业

家内涵发生衍化的基础。

双性  + 两义层面 4 个典型路径的析出，其背后是

发明人型企业家工匠属性和机会属性的分化。根据

企业家类型和企业类型论，两种企业家极端类型分

别是工匠型企业家和机会型企业家。工匠型企业家

视野较为狭窄，社会意识和参与度不高 [5,15]，机会型

企业家拥有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和信心 [5]。本研究

中双性  + 两义层面的发明人型企业家更多的是一种

复合型群体且存在一定偏向。显性群体和广义群体

属于复合偏机会型，其专利行为特征更为机会主义，

倾向于数量导向型和快速导向型等即时性专利产出

策略，注重短时经济效益；隐性群体和狭义群体属于

复合偏工匠型，其专利行为特征更凸显工匠精神，倾

向于质量导向型和慢速导向型等长久性专利产出策

略，注重可持续综合效益。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

径还与所在情景密切相关 [9]。中国情景的独特性在

于政府与市场的交互影响、改革开放中机会与约束

并存，企业家需要花更多时间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 [58]。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专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

的引导 [45]，根据实务操作，专利活动主要分为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5 个方面。通过对核心阶段

的制度环境优化，经由外部约束激发内生动力，引导

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专利产出策略的正确选择，进而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从专利行为视角对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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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家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进行探索性研究，

通过分析发明人型企业家对专利产出策略的选择和

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专利政策导向的调节作用，初

步提出概念模型，并根据访谈内容对模型进行解释，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本研究扎根于中国情景，根据发明人身份的

外显性划分出显性和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根据企

业家技术参与的真伪性划分出狭义和广义发明人型

企业家，并匹配相应的专利行为特征，具体有专利申

请倾向程度、专利申请动机类型、专利获取方式、专

利使用方式、专利研发参与程度、专利研发参与时

间和专利研发参与方式。

(2)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本研究从专利行为视角

构建了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行为特征  − 专利产出

策略  − 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并从双性  + 两义层面

归纳出 4 个典型路径。具体为：显性发明人型企业家

主要遵循以数量导向型为主、快速导向型为辅的专

利产出策略，进而提升存活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

路径；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遵循以质量导向型

为主、慢速导向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进而提升存

活绩效  + 融资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狭义发

明人型企业家主要遵循以质量导向型为主、快速导

向型  –  慢速导向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进而显著

提升存活绩效  + 融资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

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主要遵循以数量导向型  + 快速

导向型为主、质量导向型为辅的专利产出策略，进而

显著提升企业存活绩效  + 销售绩效的影响路径，仅

在部分情况下采取慢速导向型专利产出策略。

(3) 基于扎根理论，本研究提炼出中国情景下最

为影响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政策导向，并总结分

析了专利保护强力度导向、专利人才高端化导向、

专利创造高质量导向、专利运用产品化导向、专利

服务重市场导向对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产出策略

选择和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

 5.2  理论贡献

(1) 本研究结合中国现实情景且扎根中国企业文

化，丰富了发明人型企业家内涵，拓展了企业家类型

和企业类型论中对该群体的研究。已有研究在对从

事技术创业、技术型董事和发明家高管等研究时，其

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本研究中所指的狭义发明人型

企业家范畴内，即真正的技术专家或技术人员去创

业，符合传统法律层面的界定。但本研究在实际采

访中发现，在中国情景下发明人身份的信号效应与

社会资本的紧密联系，催生了“伪发明人型企业家”，

发明人型企业家的内涵由此得到扩充，从狭义衍生

到广义。在这一过程中，发明人身份的信号价值成

为关键。围绕发明人身份的外显性，即信号价值的

可传递性，本研究进一步提炼出显性和隐性发明人

型企业家。

(2) 本研究以专利为技术和权利载体，将专利行

为作为技术人和企业家角色对发明和创新能力的直

观表现，以“一举两得”的窥视效果，使该视角成为

研究发明人型企业家技术创造和企业运营管理综合

能力的一次巧妙尝试。通过刻画发明人型企业家对

专利工具的战略性使用以及取得企业绩效的具体影

响路径，以较为直观和具体的表现形式验证发明人

型企业家的复合属性，检验了熊彼特等学者提出的

“发明与创新是否应该由同一主体承担 ”这一论

题。

(3) 本研究将管理者特征拓展到专利行为特征层

面，着重刻画不同类型发明人型企业家的专利行为

表现及其对专利产出策略的偏好，进而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财

务经历、从军经历和海外经历等特征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最为相关的是技术背景。本研究聚焦中国情

景下的发明人型企业家群体，打破仅考虑技术背景

的思维惯性，增加对其专利行为特征的考虑。在路

径分析中，融入专利“技术  + 权利”的多重价值属性

和信号效应的考虑，从专利行为视角丰富了高层梯

队理论的过程性研究，补充了技术型管理者特征及

其影响路径的研究。

(4) 本研究扎根于中国制度环境，探讨不同专利

政策导向对发明人型企业家及其企业绩效影响的调

节作用，以更为全面的视角剖析制度环境对管理者

特征及其企业绩效作用路径的影响，深化了高层管

理者的特征  − 战略选择  − 组织绩效这一影响路径的

中国情景认识。

 5.3  管理实践启示

(1) 对比显性群体与隐性群体，企业家发明人形

象的塑造对企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从政府、

投资者、消费者和竞争者等多方主体获得企业创新

发展资源；但在实际执行中需要把握好平衡，过于追

求技术形象且通过职权优势刻意增设发明人身份，

容易打击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助长员工溜须拍

马的不良风气。根据其影响路径，非理性的强调专

利产出数量和速度，也会遏制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力。

相比之下，隐性发明人型企业家更为强调专利质量，

其专利产出策略更为理性，倾向于整合多种资源，综

合提升企业绩效，具备技术“定性”与人脉“活性”的

复合要求。

(2) 对比狭义群体与广义群体，狭义群体具备扎

实的专业知识并深度参与技术研发，有助于提升企

业技术竞争力；但过于执着于技术自信，容易陷入

“有技术、没市场”的尴尬局面。因此，好技术到好

产品的跨越是关键，需要企业家跳出自我固有的意

识格局，整合更多的非技术资源。当企业发展到一

定时期，实现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向导的职能转变。

狭义群体的转型成功者，逐渐演变成隐性发明人型

企业家，兼顾工匠属性和机会属性。相比之下，部分

广义发明人型企业家崇尚利润和市场导向，在初创

期具备较强的生存优势，但若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

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壮大。

(3) 在 4 种典型路径中，数量导向型和速度导向

型的专利产出策略可以帮助企业短时间内提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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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绩效和销售绩效，甚至可以依靠政府奖励资源

缓解初创期的资金问题。但企业应当仅将其作为阶

段性应急策略，不能贪恋于此。随着国家政策导向

的转型，势必提高专利奖励门槛，资助额度下降，专

利质量和产品化才是提升企业绩效的关键。融资绩

效的关键在于专利价值，但中国专利价值评估行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亟待市场和政府进一步推动

该行业的发展和成熟。

(4) 在中国制度环境中，受专利资助政策和奖励

政策的影响，将专利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税

收优惠、人才评定的限制条件等，专利逐渐偏离技术

保护和竞争的初衷，衍生出社会化职能，这一附加值

在提升企业家内嵌于社会关系中的潜在资源方面得

到体现，企业关注专利数量和速度似乎可以取得立

竿见影的蝇头小利，但企业核心竞争力终究是创新

质量。为更好的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扭转当下专利

行为异化的势头，政府应继续加大专利侵权和假冒

惩罚力度，营造严明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构建适应

市场需求的知识产权人才教育体系，加大高端性、复

合型和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职业认可度；鼓

励培育高价值的专利，将创新激励从前端申请授权

拓展至后端运用转化；扭转专利服务理念，突出市场

导向。

 5.4  研究不足

①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存在

一定的主观偏差和样本限制，后续研究可以扩充样

本并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综合实证分析与扎根

理论，对所提理论模型进行调整和完善。②为了减

少发明人型企业家的利己性干预，从第三方视角增

加人物剖析的客观性，部分采用间接信息获取方式，

后续研究仍需增加发明人型企业家本人的受访样本，

加强对该群体的直接信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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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inventor-entrepreneur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in-
stream.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 How to understand and make good use of patents to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presents a new challenge to inventor-entrepreneurs′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technology creation” and “enter-
prise operation”.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explicit,  implicit,  narrow and broad inventor-entrepreneurs in
Chinese context  and matches the corresponding pate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atent  propensity,  paten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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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acquisition, patent usage, patent participation degree, patent participation time and patent particip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influence paths of “pate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inventor-entrepren-
eurs − patent output strategy − firm performance”,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 of inventor-entrepreneurs on en-
terprise performance from explicit, implicit, narrow and broad levels. Besides，this study also refines the patent policy orienta-
tion that mostly affects inventor-entrepreneurs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licit group mainly follows the patent output strategy which is mainly quantity oriented and
supplemented by quick-oriented, and then improves the firm survival performance and sales performance. The implicit group
mainly follows the patent output strategy, which is mainly quantity oriented and supplemented by quick oriented, so as to im-
prove  the  firm survival  performance  and  sales  performance.  The  narrow group  mainly  follows  the  patent  output  strategy  of
quality oriented, supplemented by fast oriented and slow oriented, and the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nterprise survival per-
formance, financing performance and sales performance. The broad group mainly follows the patent output strategy, which is
mainly quantity oriented and rapidly oriented, supplemented by quality oriented, and thu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nterprise
survival performance and sales performance. Besides,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strong patent protection, high-end patent talents,
high-quality patent creation, product-oriented patent applic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patent service may have a positive adjust-
me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ntion-entrepreneurs and their firm performance.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study r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inventor-entrepreneurs and exte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
agers to the level of patent behavior, which enriches the process research of upper echelons theory. In practice, this study clari-
fies the influence paths from explicit, implicit, narrow and broad inventor-entrepreneurs to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eir ad-
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sides, it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opti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
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nvironment cre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ersonnel training, high-value patent cultivation, pat-
ent incentive transformation, and patent service concept transformation.
Keywords：patent behavior；inventor-entrepreneurs；enterprise performance；grounded theory；upper echelon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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