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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 务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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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知识产权与财务的关系，

绝非仅仅在于对预算和诉讼成本的管理，

一个深谙业务需求和知识产权特性的财务管理者，

完全可以且应当将财务管理融入知识产权的方方面面，

使这一重要的无形资产发挥更大的财务价值。

您是否思考过如下问题：

１除了花钱，知识产权和财务还有什么关系？

２知识产权开销到底是费用还是资本？

３专利许可费直接影响公司利润，怎么办？

４除了赔钱，知识产权诉讼还会带来其他财务损失吗？

５知识产权也可以用来做财税管理吗？

６能不能用知识产权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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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及费用管理

（一）申请各类知识产权所需的成本及费用

申请各类知识产权所需的成本通常包括官方收费及知识产权

代理机构收取的服务费两部分。其中，我国官方收费标准可参见

表２。

表２　我国官方收费标准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专　利

专利类型 申请费① 公布费 实质审查费② 印花税 小计

发明

９００元 （标准）

２７０元 （减７０
!

）

１３５元 （减８５
!

）

５０元

２５００元 （标准）

７５０元 （减７０
!

）

３７５元 （减８５
!

）

５元

３４５５元

１０７５元

５６５元

实用新型或

外观设计

５００元 （标准）

１５０元 （减７０
!

）

７５元 （减８５
!

）

— — ５元

５０５元

１５５元

８０元

商　标

事项 费用

商标新申请
３００元／类 （纸件申请）

２７０元／类 （电子申请）

商标异议／撤销 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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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著作权登记

美术作品 ３００元

软件著作权 ０元

注：①②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１００万元的企业独自作为权利人申请专利

的，可享受８５
!

的申请费、实质审查费 （仅发明专利申请需缴纳）费用减免；两个或

以上满足上述条件的企业共同申请专利的，可享受７０
!

的申请费、实质审查费 （仅发

明专利申请需缴纳）费用减免。

需要注意的是：

① 表２仅适用于国内申请各类知识产权产生的官方收费。境外

各国家 （地区）官方费用收取标准差异较大 （欧美国家普遍远高于

国内），可通过登录目标国家 （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官方网

站或我国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智南针网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ｉｐｃｎ）

查询，也可咨询当地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或与之有业务合作的国内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获取。

② 表２中所列费用中有些无需在递交申请时一次性缴付。

企业可咨询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并结合企业财务策略选择缴付

时点。

③ 表２的官方收费存在调整的可能。企业应当根据当时有效

的收费标准开展相关工作。

除上述官方收费外，申请和维持各类知识产权通常还会产生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服务费 （企业自行完成各类申请的，不会产生

这部分费用），而且这部分费用往往远高于官方收费，是财务预算

审核的重点。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领域、不同资质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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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收费标准不一、差异较大。企业应结合自身需求寻找合适的

代理机构提供相关服务。

（二）维持各类知识产权所需的成本及费用

专利授权后，须每年缴纳年费，才能维持专利的效力，不缴

纳年费的专利将自动失去效力。目前我国专利的年费标准如表３

所示。

表３　我国专利年费标准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专利类型 期间 年费①

发明

１～３年 ９００元／年

４～６年 １２００元／年

７～９年 ２０００元／年

１０～１２年 ４０００元／年

１３～１５年 ６０００元／年

１６～２０年 ８０００元／年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１～３年 ６００元／年

４～５年 ９００元／年

６～８年 １２００元／年

９～１０年 ２０００元／年

注：①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１００万元的企业独自作为权利人申请发明专利

的，可享受８５
!

的年费减免；两个或以上满足上述条件的企业共同申请发明专利的，

可分别享受７０
!

的年费减免。其中，发明专利满１０年后，企业不再享受年费减免。

商标授权后，在有效期内无需缴纳额外费用维持其效力，期

满后可续展，续展费用为 ５００元／类 （纸件申请）或 ４５０元／类

（电子申请）。

著作权产生后，在有效期内无需缴纳额外费用维持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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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知识产权申请／备案及维持开销进行费用化或

资本化处理的考量因素

根据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知识产权的申请／备案及维持费用

既可以费用方式入账，也可以无形资产方式入账。作为费用入账

的申请／备案费和维持费是一次性支出，计入企业当期损益，会直

接影响企业当年的盈利，但之后不会再扣除；而作为无形资产入

账的申请费和维持费则可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在之后相当长的时

间内逐步折旧摊销，对于报表的影响是持续而相对平稳的。不同

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商业模式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对知识产权申请和维持费用采取不同的入账方式，以实现不同的

经营与管理目的。

目前的实践中，大部分企业通常将商标、著作权、软件作为

无形资产入账，而将专利则作为费用入账。专利的申请往往伴随

着企业的研发活动不断发生，从专利申请到专利被授权有一定的

时间间隔。如果以无形资产方式入账，企业应随时跟踪专利的授

权情况并将该信息通知财务部门，及时将费用转为无形资产入账。

另外，专利在获得授权后仍有可能会被放弃、被宣告无效、对外

转让或许可。如果将专利作为无形资产入账，财务部门需要根据

这些情况，对专利资产报废的时点、摊销的时长、金额及时进行

调整。还有一些企业考虑到专利运营的专业性比较强，产生的价值

也具有不确定性，财务部门往往出于简便操作、避免报表变动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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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不愿意对专利进行资本化处理。

事实上，对保持长期营收、现金流、利润、资产账面价值平

稳有强烈需求的企业，可以考虑将专利相关费用资本化，发挥持

续的积极作用。比如，需要一定资产账面价值和利润来支持融资

或首次公开募股 （ＩＰＯ）的企业，以及对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有

强烈需求的科创企业，可以选择将知识产权相关费用资本化处理。

（四）对知识产权不再维持时的财务处理

知识产权大多具有一定的有效期 （商业秘密除外）。在有效期

内，企业不再需要某些知识产权时，可以采取放弃、许可、转让、

设立公司运营、委托运营等方法加以处置。各类处置方法的操作

便宜程度和财务影响有所不同：

① 放弃：知识产权的放弃最为简单易行，但不会产生收益，

反而可能造成亏损，尤其对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知识产权而言。

② 许可转让：知识产权的许可和转让的复杂程度不定。如果

对象为关联企业，通常会相对简单 （如果涉及上市公司、国有企

业等特殊性质的主体，复杂程度则会增加）；如果对象为第三方企

业，则需要寻找可能的目标、测算并设计许可费的标准、对交易

价格进行谈判等，相对复杂。许可和转让会为企业带来持续或当

期收益。

③ 委托运营：知识产权的委托运营 （也即委托他人许可、转

让、出资入股等）比较简便，需找到具备知识产权运营能力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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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签署委托协议，但运营的收益需要和服务机构分享。

④ 独立运营：企业还可以投入费用建立专业的团队对知识产

权进行运营。独立运营对团队能力要求较高，操作较为烦琐，但

是收益可以全部归属于企业。

选择不同类型知识产权处置方法的考量因素可参见表４。

表４　知识产权处置方法考量因素

知识产权类型 处置方式

商标权

商标有效期为１０年。在有效期内，商标权人可以主动申请注销。

商标权授予之后，权利人并不需要缴纳费用来维持商标的效力。主

动注销商标权需要对账面的无形资产作出财务处理 （在大部分企业

内，商标是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对商标权的处置相对简单，企业

一般可以自行完成

著作权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著作权有效期为５０年。在有效期内，权利人

可以选择不行使权利，但不能主动注销权利。著作权一旦产生，权

利人并不需要缴纳费用来维持著作权的效力

专利权

专利权有效期为２０年 （发明）、１０年 （实用新型）或１５年 （外观

设计）。在有效期内，权利人需要支付年费来维持专利的效力，而且

专利维持的时间越久，年费就越高。对于专利数量较多的企业而言，

年费会成为企业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支出。因此，企业应当定期检视

存量专利是否还有继续保留的价值。如果没有价值，可以考虑将不

再需要的专利权通过许可、转让、设立公司运营、委托运营等方式

加以处置。专利的许可、转让的专业和复杂程度高，对于专利存量

比较大的企业而言，可以根据自身专业能力和对盈利的需求，考虑

自行操作，或委托专门的运营机构来操作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不存在有效期一说，只要企业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即可

永久保密。如果企业有能力防止商业秘密外泄，可以考虑通过自行

或委托他人对外许可的方式处置没有价值的商业秘密，否则可以考

虑转让变现

此外，企业也可以考虑利用储备的知识产权获取贷款，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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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主营业务风险的基础上，还可以解决企业资金问题。具体方法

可参见第三章第五节第 （五）项。

（五）知识产权诉讼费用的估算

知识产权诉讼主要的费用支出项目包括诉讼费、无效／异议

费、调查取证费、律师费等，其金额标准大致可参考表５。

表５　知识产权诉讼主要费用支出项目金额标准

费用类型 费用标准

诉讼费
官方收费，全国统一标准，与诉讼标的额大小有关，可向管辖法院

咨询，或网上搜索。通常法院会判决由败诉方最终承担所有诉讼费

无效／异议费

知识产权诉讼往往会伴随着相关知识产权的无效、异议等程序。

这一类程序的官方收费为全国统一标准，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咨询，

或网上搜索 （目前标准为：发明专利无效３０００元、实用新型专利及

外观设计专利无效１５００元、商标无效７５０元、商标撤销５００元）；而

服务机构的服务费则没有统一标准，其金额与案件类型、案件影响、

案件复杂程度、律师或代理师知名度及资源等有关

调查取证费

如果企业自行完成调查取证，则费用基本只涉及与购买产品、物流、

委托公证相关的费用。如果委托外部机构完成调查取证，则会产生

服务费或咨询费，这类费用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金额与案件复杂

程度、所需时间等有关

律师费

律师费是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占比最大的费用类别，其金额与案件

标的金额、案件类型、案件影响、案件复杂程度、律师知名度及资

源、行业惯例等有关。

就国内诉讼而言，通常的律师费收取方式包括：①固定代理费用；

②基础代理费用＋胜诉 （或其他诉讼目标达成）奖励费用。后者一

般对于控制成本和促进诉讼目的达成的作用更为明显。

就国外诉讼而言，律师费并无统一标准。针对习惯按小时收费的国

外律师，采用全部打包或部分打包与小时付费相结合的报价方式更

有利于控制费用。同时，在委托合同中应当明确约定，律师在开展

任何付费工作之前均应经过企业书面确认，且应当定期提供详细的

对账单，以便企业及时掌握费用进度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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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为被告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败诉可能导致的财

务损失

知识产权诉讼主要包括侵权纠纷诉讼、权属纠纷诉讼、 （许

可、转让）合同纠纷诉讼等类型。在任何一类知识产权诉讼中，

作为被告败诉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直接和／或间接损失。

１败诉判决直接带来的损失

① 停产、停售、停用：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作为被告败诉，绝

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企业将无法继续使用涉案知识产权，或无法

在可承担的成本下继续使用涉案知识产权。这可能造成企业库存

产品、原材料、零配件、物料，甚至模具和生产设备的直接报废。

② 给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赔偿：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作为被告败

诉，通常会被判决支付给权利人一定的经济赔偿。近年来，随着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逐步落地，知识产权案件的判赔金

额逐年提升，巨额赔偿案件屡见不鲜。涉外的知识产权诉讼赔偿

金额则更是 “天价”。根据统计，２０２０年美国法院在５２件专利诉

讼案件中判决支付赔偿金总计４７亿美元，单案最高赔偿金高达１９

亿美元。

２败诉判决间接带来的损失

① 已投入资源的损失：一项产品或服务的开发、生产、销售、

投入使用，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旦被停产、

停售、停用，往往会意味着已经投入的这部分资源被 “浪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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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能为企业带来收入或利润。

② 给上下游的赔偿：当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被法院认定为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时，将构成对上下游合同的违约，上下游企业解除

合同、取消订单、退货等情况往往会随之而来。一旦发生，则意

味着企业可能要承担违约金、违约赔偿金等损失或丢失订单。

③ 盈利能力减低：使用涉案知识产权的产品、服务、功能被

停产、停售、停用，有时可能会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例如，

设计公司使用的核心设计软件被认定为盗版，企业唯一的产品或

服务被判侵权等。

④ 市场份额丢失：对于很多企业而言，产品或服务的停产、

停售、停用将带来市场份额的丢失。如果不能及时以新产品替代，

会给竞争对手提供机会，需要事后花费大量时间和财力才能重新

取得。

⑤ 商誉受损：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作为被告败诉往往会影响企

业的声誉，尤其是对上市公司、科技企业、新创企业等。

⑥ 融资机会丧失：对于等待风险投资或 ＩＰＯ的企业而言，在

知识产权案件中成为被告，往往已经意味着失去了一部分融资或

ＩＰＯ的可能，如果败诉，会让情况变得更为恶劣。近年来，因为遭

遇知识产权诉讼而无法顺利ＩＰＯ的案例不在少数。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作为被告败诉可能带来的财务影响远不止

上述列出的各点。企业财务部门切忌把败诉损失简单等同于支付

给权利人的经济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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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知识产权诉讼相关的财务管理注意事项

知识产权诉讼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类纠纷。企业

财务部门应当做好诉前、诉中、诉后的财务风险管控，避免企业

和个人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或损失。

在诉讼发生前，企业应当在日常管理中建立健全企业财务制

度，妥善保存财务数据、保管财务资料 （包括产品成本、利润、

费用、产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零配件库存、销售时间／数量／

金额等），避免账外账，以便在诉讼发生后，能够迅速调取相关数

据和资料，对内准确评估诉讼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大小，对外依

法提供符合诉讼策略的数据。

同时，企业应当谨慎披露各类财务信息。企业可事先咨询外

部律师、财务审计公司或其他专业顾问单位，了解国内外知识产

权诉讼中普遍需要提供又容易被第三方利用的财务数据和资料的

内容与形式，并在日常管理及业务中作出相对应的安排。

此外，为了防范可能的运营风险，企业也可以未雨绸缪，在

未发生诉讼时即适当计提费用，或购买知识产权相关保险，用来

支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专利许可费或应对可能发生的纠纷，减少未

来知识产权纠纷对企业的影响。

在发生知识产权诉讼时，财务部门不应简单粗暴地拒绝向法

庭提供数据。在境外 （尤其是美国），不提供与涉案产品和行为相

关的财务数据和信息，有可能被认定为藐视法庭，直接导致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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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对方提供的对本公司不利的证据作出判决。在国内，类似的

做法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被法院采用。因此，财务部门在诉讼中

应当慎重与外部顾问核实探讨具体提供的材料内容。同时，财务

部门应当与业务部门共同评估诉讼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并采

取一定措施减少损失及影响。例如：

① 适当计提可能发生的费用，减少诉讼对企业的影响。

② 在诉讼终结前及时处置或转用库存物料和零配件，避免最

终败诉后因无法再使用或销售这些物资而遭受损失。

③ 对已经出售到下游的侵权产品，通过合同变更、费用补贴

等方式减少支付违约金或违约赔偿。

在诉讼终结后，财务部门应当总结在诉讼中暴露出的财务管

理或信息披露方面的瑕疵，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二、与知识产权许可费相关的财务成本控制

（一）对不同知识产权许可费支付方式的选取

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需要集成创新，有时需要

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并支付许可费。不同的知识产权许可费支

付方式，给企业带来的财务影响是不同的。而选择什么样的许可

费支付方式，所需考虑的不仅仅是许可费的多少，还要结合企业

短期及长期财务目标、财务管理水平以及与许可费收支相关的各

种税收优惠政策，综合进行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