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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以创新为驱动力，无论是科

技创新还是金融创新、文化创新，都是国家发展富强

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习近平总书记4月26日也强调：“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在

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在我国创

新驱动战略下，无形资产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对于企业乃至行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2018
年的“中兴事件”凸显出我国芯片的自主创新问题，

尤其是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制造 2025》、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落地的阶段，缺少核心自主知识

产权是关键问题。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7年将

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

技术。”中兴A股与H股双双停牌，公司大部分业务

受到限制，部分产线甚至停工，对计算机通讯设备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贸易战”在

“中兴事件”之后正式转变为一场“科技之战”。5月
25日美国商务部解除对中兴通讯的销售禁令，但是

要求中兴通讯改组管理层和董事会，购买美国零部

件以及缴纳 13亿美元罚款。缺“芯”问题让我们在

“中兴事件”中丢失了话语权。在供应链全球化的时

代，缺少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

发展就会受到扼制。

近年来，研究无形资产的文献大多从无形资产

的结构和比例进行分析。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披

露边缘无形资产，无法揭示经典无形资产的价值，也

很少披露代表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客户资源和人力

崔也光（博士生导师），由晓玮

我国计算机通讯设备业无形资产质量分析
——基于“中兴事件”的思考

【摘要】“中兴事件”下，计算机通讯设备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通过整理2009 ~ 2016年沪深市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无形资产相关数据，对我国计算机通讯设备业无形资产发展状态进行比较，进一步从

四个方面对无形资产的质量进行分析——无形资产的结构、无形资产投入效率、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有效

量、专利的投入和转化效率。结果表明，计算机通讯设备业无形资产质量较高，对专利研发的积极性较

强，但是研发转化为专利的效率仍有待提高，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仍然不足，自主知识产权研发体系并未

完全建立。对此，应强化政府政策和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创新支持作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加强企业

对研发活动信息披露的要求。同时，企业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人员比例，为企业无形资产质量

的提升提供基础。

【关键词】中兴事件；无形资产质量；专利权；计算机通讯设备业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8）17-0037-6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8．17．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发指数构建与应用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4BGL023）；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企业研发投入的政府支持政策研究”（项目编号：9152004）



□·38·财会月刊2018. 17

资本为代表的新兴无形资产[1]，我国高新技术行业

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总量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研发

投入欠缺[2]。因此，对计算机通讯设备业上市公司的

无形资产质量进行分析，对于了解无形资产现状、提

高企业研发投入、形成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具有重要

意义。

二、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无形资产发展现状

（一）我国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发展

从国家战略发展来看，计算机通讯设备业属于

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尤其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越来越普及的时代，计算机通讯

设备业为“大智移云”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技

术设备层面的支持。2018年5月3日，中国科学院在

上海发布了寒武纪MLU100云端智能芯片，这是我

国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2018年5月8日，阿里巴

巴量子实验室宣布，成功研制了当前世界最强的量

子电路模拟器“太章”。

2017年A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平均比重为2.3%，而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该比例为

10%，远远高于A股公司均值。可见，计算机通讯设

备业上市公司对于企业研发相当重视。但是计算机

通讯设备业的芯片作为主要进口商品，主要由国外

高科技公司提供，国内的主处理器芯片目前有华为

海思和展讯科技，其他公司的芯片大部分都是从美

国进口，芯片自给率不高。2017年，我国进口商业芯

片共计花费13640亿元。而在过去十年，我国进口芯

片费用超过 10万亿元，相当于 2017年我国GDP的

1/8。美国对于中兴通讯的制裁使得产品供应链出现

严重脱节，这说明如果无法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就容易在发展过程中受制于人。

（二）无形资产现状

本文按照《证券会 2012版行业分类》选取计算

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简称“计算机通讯

设备业”）为样本，收集了2009 ~ 2016年8年的数据，

并剔除以下样本：①ST、PT样本；②数据不完整的

样本。经过以上处理，最终得到1228个样本。相关财

务数据来自于Wind金融终端、国泰安数据库；专利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缺失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

报附注手工搜集统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样本中，

已经存在“客户关系”类的无形资产。

表1列示了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 ~ 2016年无

形（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由表 1可知，2009 ~

2016年以来，计算机通讯设备业上市公司数量从66
家上升到 199家。样本公司的总体营业收入呈现上

升趋势，从 2009年的 2251.32亿元上升到 2016年的

10785.22亿元，增长了近 4倍。无形资产的总额增长

更加迅速，从 2009年的 89.40亿元上升到 2016年的

648.76亿元，增长了6倍以上，说明企业无形资产越

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始

终是15%以上，尤其是在近几年，固定资产仍然是在

不断增加的，但是相对无形资产来说变化幅度不大，

这与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现状比较相符，要靠设备

进行相应的生产，但是设备具有较长的使用期限。可

以看出，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虽然在不断提高，

但是远远小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说明固定

资产在企业的资产和长期发展中仍然占据着主要地

位。这也与我国行业聚集度有关，过度披露无形资产

尤其是专利权或专利技术，容易被竞争对手抄袭或

者模仿，导致企业不倾向于披露无形资产，所以无形

资产信息披露不全面、披露形式不规范的情况依旧

存在。

三、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无形资产质量

（一）无形资产结构对比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包括专

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土地使用权包含在无

形资产之中，商誉不算在无形资产中，而在国际会计

准则中商誉是包含在无形资产之中的。由于计算机

通讯设备业属于实体产业，土地使用权占比最高，由

表 2可知，2009 ~ 2016年基本都在 70%左右，若进一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计
/均值

样本
量

66
112
144
166
173
177
191
199

1228

营业
收入

（亿元）

2251.32
3879.16
5514.89
6205.62
6090.63
7268.47
9531.86

10785.22

51527.17

无形资
产总额
（亿元）

89.40
118.37
181.48
228.77
270.80
291.62
442.64
648.76

2271.84

固定资
产总额
（亿元）

470.96
704.58

1283.33
1699.94
1606.81
2112.53
2864.30
3244.78

13987.23

无形资
产/总资
产（%）
3.14
2.73
2.54
2.86
3.25
2.79
3.23
3.80

3.16

固定资
产/总资
产（%）
16.54
16.24
17.98
21.27
19.30
20.24
20.93
19.01

19.47

资产
总额

（亿元）

2846.83
4339.67
7136.63
7992.39
8326.61

10436.30
13683.83
17065.46

71827.72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2016年
无形（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对比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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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剔除土地使用权的影响，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

重则不足2%。但是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的会

计处理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而且在评价无形资产

质量时，将土地使用权占比作为其中一个评价指标

显得不够合理[3]。

2016年专利权占比为 12.99%，专利权作为企业

未来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比重一直处于稳步上

升状态。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认识到专利权对于企业

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于知识产

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不断得

到强化，使企业研发活动和专利权得到保障。部分样

本企业专利权的缺失，必然会造成自主创新能力的

不足，长远来看不利于企业的持续有效发展。但是，

企业并未在年报及报表附注中对专利权的来源进行

披露。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己。科技攻关要摒弃幻想靠

自己。”因此，应该披露对企业发展有决定作用的专

利技术，并且应该对自制和外购的无形资产，尤其是

专利权进行披露。

由于计算机通讯设备业属于科技型行业，软件

权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行业略高，保持在6%~ 9%左

右，属于合理范围。商标权和著作权所占比重相应不

高，由于计算机行业的特性，并不需要频繁地注册商

标，也不需要书写很多著作。特许权就是特许人授予

受许人的某种权利，在计算机通讯设备业中，特许权

占无形资产的比重大约为 12%，说明政府对于该行

业的企业实施了稳定的政策，同时可以看出，政府应

该提升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度。下一部分将从政府支

持度和相关的研发强度方面对无形资产的质量进行

分析。

（二）无形资产投入效率对比

无形资产分为自制和外购两种，对于计算机通

讯设备业来说，是否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决定了

企业能否保持持久的动力[4]。外购芯片等先进技术

是一种获取无形资产的便捷途径，但是从长远的角

度来看，若过度依赖外来资源，忽视自身自主知识产

权的积累，那么一旦受到制约或者限制，企业将受到

严重的影响。因此，强化企业自主研发的理念、形成

一整套完整的研发体系、提高无形资产的投入效率，

才是计算机通讯设备业长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通过表3中2009 ~ 2016年无形资产投入效率的

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研发投入从 2009年的 91.45亿
元增长到2016年的619.08亿元，增长近6倍，表明在

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下，企业研发投入有量的飞跃。

从研发强度来看，2013 年研发强度达到最大值

9.26%，之后略微下降，说明在市场的支持下，企业研

发强度较为稳定，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研发强度虽然

在A股市场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与美国、日本、德

国等国家17%的研发强度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从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占比来看，虽然研发人

数在增加，但是占员工总数的比重还是比较稳定的。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核心竞

争力在于研发和创新，尤其是在《中国制造2025》和
人工智能落地阶段，迫切地需要更多掌握知识和技

术的研发人员，来提高整个行业的研发软实力。据相

关统计，中兴通讯研发人员占比 37.09%，华为研发

人员占比45%，作为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支柱企业，

中兴和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和人员的配置方面都起

到了表率作用。其他企业也应该提高研发人员比例

和研发强度，大力发展核心自主产权，掌握关键技术

和核心技术。

从政府支持度（政府支持度=政府支持资金/研
发支出）来看，2009 ~ 2011年政府支持度高达 500%
左右，2012 ~ 2016年政府支持度在 100%左右，已经

逐渐趋于平缓。可能的原因是，研发活动是一项高投

入、高风险的活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恢复

正常的运营，没有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活动，只有在

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才能进行研发活动。从 2012 ~
2016年来，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对于研发活动进行相

关的披露，包括研发投入和相应资本化的情况，市场

对于企业的研发活动有了一定的认可度，企业的自

主研发活动也使企业绩效得到提高，政府支持度相

应减少。这说明政府和市场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起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计
/比值

样本
量

66
112
144
166
173
177
191
199

1228

专利权
比重

7.20
7.83
8.73
7.83
11.22
12.61
14.42
12.99

10.93

商标权
比重

3.59
2.02
1.93
1.65
1.39
0.61
2.22
2.32

1.83

土地使用
权比重

68.64
71.09
65.25
70.66
65.81
67.59
63.32
64.05

66.62

软件权
比重

6.28
7.22
9.40
8.62
9.16
2.93
7.77
8.18

7.51

著作权
比重

0.38
0.28
0.23
0.73
0.77
0.68
0.67
0.93

0.63

特许权
比重

13.91
11.56
14.46
10.51
11.65
15.58
11.60
11.53

12.48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2016年
无形资产结构分析表 2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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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恢复期，政府支持企业

开展研发活动，市场也对企业的研发活动起到了关

键的调节促进作用。

（三）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有效量分析

专利权作为企业无形资产的核心部分，同时也

是衡量无形资产质量的关键指标。根据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2016年发布的数据，产权组织《专利

合作条约》（PCT）下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在 2016
年增长了7.26%，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大幅度，也是

连续第七年增长。自PCT体系运行以来 ，除2009年
金融危机造成申请量的下滑之外，其他年度的申请

量均呈现增长趋势。2016年全球的专利申请量达到

了新高，比 2015年增长了 7.26%，美国以 56595项专

利继续保持着PCT专利申请的首位，之后依次是日

本（45239项）、中国（43168项）、德国（18315项）。美

国、日本、中国和德国四国的专利数量占到了全部专

利数量的 70%。其中我国专利数量在当年的比重增

长了 44.67%，而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均不足 7%，美国

的专利申请量甚至出现下降。

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其中发明专利的科技

含量最高，最能体现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科技含量相对不足。

2017年我国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38.2万件，

同比增长 14.2%，连续 7年居世界首位，我国专利申

请已经成为全球的驱动力量。作为企业部门，中兴通

讯以 4123项专利申请和华为以 3692项专利申请居

于世界前列。

我国近5年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相应的法

律体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017年，美国获得

2.4万件中国专利授权，排名第二，美国高通公司成

为 2017年获得中国专利权最多的外国企业。2017
年，我国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授权有 1.1万件，总量跻

身前五位。同时，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

的专利申请受理量已达 5.1万件，仅次于美国，跃升

至全球第二位。

表4、表5和表6分别对我国计算机通讯设备业

2009 ~ 2016年专利申请授权量、专利平均申请授权

年限和专利有效量进行了统计，数据来自国家知识

产权局。分析表4可知，2009 ~ 2016年专利申请授权

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所占比重均为 40%以上。说明计算机通讯设备业

对于专利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其他行业，尤其是重视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中中兴通讯的专利申

请授权量达到整个行业的 31.03%，足以看出中兴通

讯对于整个行业的贡献。

专利申请授权年限是指当年授权的专利从申请

到授权的平均年限，从表5的统计结果来看，发明专

利的申请授权年限要显著高于另外两种专利，说明

发明专利是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专利。发明专利申

请授权年限一直处于增长态势，而另外两种专利的

申请授权年限呈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一直

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对于专利等知识产权

的审核流程。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是对于企业专利

的认可，也是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保护。

专利有效量，即指目前处于有效状态的专利数

量。维持时间长的专利，通常是企业的核心专利，即

经济价值及科技水平较高的专利，因此其能代表专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计
/均值

样本
量

66
112
144
166
173
177
191
199

1228

研发
投入

（亿元）

91.45
82.00
137.94
198.10
357.95
384.82
527.18
619.08

2398.51

研发
强度
（%）
4.50
5.12
6.02
6.79
9.26
8.15
8.02
7.30

7.24

技术
人员
（人）

69911
100137
133911
168814
178948
197863
258346
220603

1328533

研发人
员占比
（%）
25.17
24.47
24.89
25.13
25.96
25.92
26.89
22.33

25.09

政府
支持度
（%）
469.46
528.84
549.28
112.73
109.25
74.92
49.40
71.45

252.10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2016年
无形资产的投入效率表 3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专利有效
量总计

三种专利占比（%）

样本量

66
112
144
166
173
177
191
199

1228

发明

1855
2709
3988
4257
2963
4216
5754
5988

31730

46.80

实用新型

1433
2318
2894
3733
4558
4190
4423
4310

27859

41.09

外观设计

455
1032
977
1125
1104
947
1420
1148

8208

12.11

专利总量

3743
6059
7859
9115
8625
9353
11597
11446

67797

100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2016年
专利申请授权量统计表 4 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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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市场价值。由表6可知，2009 ~ 2016年专利有效

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所占比重均为 40%以上，计算机通讯设备业对于

专利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其他行业，尤其是重视发明

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由表 6还可以看出，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专利

有效量从 2009年的 8928项增加到 2016年的 60843
项，增加了近 6倍，而发明专利有效量从 2009年的

3580项增加到2016年的31355项，增加了近8倍。发

明专利是企业研发的中坚力量，表现出行业发展的

光明前景。综合以上分析，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无形

资产在发明专利方面质量较高。

（四）专利投入和转化效率分析

在衡量无形资产的质量时，不仅要关注专利有

效量，还要关注专利的投入和转化效率，即较高的研

发投入和较多的技术人员能否产生更多的专利权。

专利的投入一方面在于研发投入的金额，另一方面

在于研发人员的投入，2016年研发人员数量高达22
万。上市公司专利的转化效率测算方法如下：AP=专
利权金额/研发投入金额；PP=专利权金额/（研发人

员×100）。
通过表7列示的2009 ~ 2016年专利的投入和转

化效率可以发现，2016年专利转化效率（AP）达到了

13.09%，即每投入一元钱的研发费用，可以产生0.13
元的专利权。在 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计算机通讯

设备业2010年度专利的转化效率增速在一倍以上，

随后趋于稳定增长，远高于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转

化效率，专利转化效率的提升对于无形资产质量具

有显著提升效果。2016年度研发人员减少了近4万，

但是专利转化效率（PP）保持在 3.67万元/人，说明

我国在实行供给侧改革之后，虽然精简了企业的人

员配置，但专利转化效率依旧提高，无形资产质量得

到了更好的提升。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中兴事件”发生后，我国计算机通讯设备业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禁止向其出售相关技术

和芯片，对中兴通讯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

此，对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无形资产质量进行分析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无形资产的结

构、无形资产投入效率、专利申请授权量和有效量、

专利的投入和转化效率，分析无形资产的质量。

从无形资产的占比和结构来看，无形资产总量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专利申请授
权平均年限

发明
授权

2.01

1.71

2.22

2.16

2.08

2.04

2.46

2.67

2.22

实用新型
授权

0.770

0.711

0.569

0.625

0.481

0.462

0.362

0.417

0.516

外观设计
授权

0.494

0.352

0.243

0.245

0.213

0.199

0.213

0.229

0.249

专利
授权

1.470

1.344

1.400

1.342

1.207

1.213

1.351

1.581

1.359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专利有效
量总计

三种专利占比（%）

样本量

66
112
144
166
173
177
191
199

1228

发明

3580
6386
10686
15009
17883
21705
27218
31355

133822

47.21

实用
新型

3926
6592
10429
13664
16472
18914
22649
23030

115676

40.80

外观
设计

1422
2427
3479
4443
4777
5084
5899
6458

33989

11.99

专利
总量

8928
15405
24594
33116
39132
45703
55766
60843

283487

100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计

样本
量

66
112
144
166
173
177
191
199
1228

专利权
（百万元）

526.17
858.88
1115.23
1758.39
3306.24
3839.33
7106.68
8104.71
26615.63

对专利的投入

研发投入
（百万元）

9145.10
8199.75
13794.45
19809.57
35795.39
38482.01
52717.52
61907.51
239851.30

研发
人员

69911
100137
133911
168814
178948
197863
258346
220603
1328533

专利转化效率

AP
（%）

5.75
10.47
8.08
8.88
9.24
9.98
13.48
13.09
11.10

PP
（万元
/人）

0.75
0.86
0.83
1.04
1.85
1.94
2.75
3.67
2.00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2016年
专利平均申请授权年限统计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2016年
专利有效量统计 单位：项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2009~2016年
专利投入与转化效率对比表 7

单位：年

表 6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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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升高，但是占总资产的比重仍然较低，土地使用

权仍然是无形资产中比重最高的部分，专利权占无

形资产的比重逐渐上升；从无形资产投入效率来看，

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逐年增加，但是相比于美国等

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差距，政府支持度开始平稳下

降，资本市场开始发挥作用；从专利量来看，专利权

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较大，且发明专利

的申请授权年限要显著长于另外两种专利的申请授

权年限；从专利的投入和转化效率来看，研发投入转

化成专利的效率较高，在精简研发人员之后，每人产

生的专利权更多了。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计算机通讯设备业

无形资产质量较高，对专利研发的积极性较强，但是

研发转化为专利的效率仍有待提高，核心自主知识

产权体系并未完全建立，芯片是计算机通讯设备业

的基础，“缺芯少魂”一直是我国信息产业的伤痛。相

比国外芯片强国，国产芯片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来

说都还是有不少差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真

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振兴国

产芯片任重而道远。

（二）政策建议

1. 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法案的完善。习近平主

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

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

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对此，应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更好地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加快“中

国制造2025”的进程；提高企业对研发活动的重视，

降低专利权被抄袭的风险；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和产业链，真正实现“中国芯”驱动经济发展。

2. 政府政策支持和资本市场引导。习近平主席

提出：对于重大技术、关键技术等进行重点关注，核

心技术自主研发，避免一个芯片压垮一个企业的现

象出现。推动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

帮助。若要增强核心技术自主能力，应对技术创新的

企业予以最大力度的税收减免等优惠；对科研人员

的创新成果，予以诸如按产出比例分成、入股之类的

激励。同时，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只有研发活动得到

市场认可，才会更加激励企业进行研发，从而推动整

个行业乃至国家的持续发展。

3. 企业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活动是一个

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华为 2017年度研发投入高

达 1000亿元，正是靠着持续的研发投入，其才成为

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但是大部分上市公司

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之比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若

要增强核心技术自主能力，企业需要继续增加研发

投入，提高专利转化效率，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

持，更好地研发核心知识产权。

4. 会计制度建设方面，提高无形资产尤其是专

利权等信息的披露程度。我国最近几年开始强制披

露研发人员的数量，但是对于专利权和相关核心技

术并没有要求强制披露，使得企业对于研发活动重

视程度不足。在会计制度的建设方面，应加大研发活

动的披露程度，尤其是披露关乎企业发展的核心技

术的进展过程信息，同时还应该对外购和自制的无

形资产进行相应的披露，对核心知识产权和非核心

知识产权分别进行披露。这样不仅能起到公众监督

和自我督促的作用，而且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资

本市场和公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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