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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oth the offensive strategy of the iOS manufacturers and the defensive one of the 
Android one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wo significant cases which are the accusation between Apple and 
Samsung, and the acquisition between Google and Motorola. It is shown that a “patent pool” served as a lev-
erage has become widely used in fighting for the competitive market. The issue of strategy selection for Chi-
nese mobil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e newly developing ones, is discusse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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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苹果公司控诉三星电子和谷歌公司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技术公司两大案例出发，分析了

围绕 iOS 操作系统的厂商的进攻性策略与围绕 Android 操作系统的厂商的防御性策略，指出利用专利

池作为杠杆来争夺市场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竞争的基本做法。本文也提出了中国新兴手机厂商参与到国

际竞争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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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机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特别是

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以来，手机市场上硬件与软件的数

量均呈现出井喷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与手机有关的

专利数量也得到了迅速增长。但是，随着手机市场的

竞争加剧，由手机专利而产生的矛盾也层出不穷。为

了解决在专利上与其他厂商的矛盾，各大手机厂商均

制定了不同的策略以应对，综合来看，往往体现为进 

攻性策略和防御性策略两种状态。本文试图以科技界

的两次大型公司案例入手，说明两种不同策略的特

点，将手机专利对于现代市场竞争的影响给出一个基

本的描绘，并给出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测。从 14 世纪

早期威尼斯城邦给予石磨设计以专利开始[1]，专利已

经深刻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时至今日，专利在生活

中已经随处可见。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

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统计，2011 年全世

界专利申请总数第一次突破两百万大关，与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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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增长了 7.8%，2011 年的专利授权量估计也已接

近一百万的大关[2]。专利以其对发明人的保护与奖励

作用，刺激了社会创造发明的大繁荣。 

专利，作为发明者的保护神，对于新兴社会热点

是极其敏感的。在经历了法律上争论、怀疑和不认可

的数年之后，1998 年，在“州街道银行与信托公司诉

签记金融集团公司”案中，美国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

cuit, CAFC)1 正式确定独立的权利要求各项均以“手

段”加“功能”来体现，同时宣告以软件为载体的商

业方法可获得专利权，等于肯定了软件、特别是商业

软件的专利地位[3]。随后，在 2010 年，美国最高法院

在“比尔斯基案”中正式宣判，虽然需要设立较高门

槛，比如非抽象或非自然等条件，但是某些商业方法

的确可以成为专利，而“机械与转化”标准不再是判

断可专利性的唯一条件[4]。从此，软件程序专利正式

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承认，成为信息时代的标志之

一。 

手机专利，也乘着软件专利的东风，走上了快车

道。自从 1973 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 Inc.)

的马丁·库伯博士(Dr. Martin Cooper)研制出世界上第

一部手机开始，手机就以其快捷性、高效性迅速成为

世界的宠儿，成为人类远程通讯技术发展以来最成功

的产品。特别是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之后，手机除了在

传统的语音业务上得到加强以外，更是将其无线通信

与多媒体通信相结合，打造了一个速率更高、兼容更

好、功能更多的便携式多媒体平台[5]。 

一款成功的产品，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商机。2012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美国加利福利亚洲举办了第十届“D: All 

Things Digital”(一切尽为数码)大会。在会上，美国

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 

field & Byers)的合伙人之一，有“网络女皇”之称的

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发布了新的报告。她在报

告中指出，全球有 61 亿移动手机用户，但其中只有

9.53 亿是智能手机用户，这其中更新换代的潜力巨大
[6]。面对大量的需求，各大手机厂商闻风而动，纷纷

加快自家产品的开发研究以及专利申请工作。据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在 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数字

通信领域的专利申请年平均增幅(+8.1%)最高，体现了

社会对于通信领域的看好与重视。 

市场在哪里，竞争也就在那里。随着科技的进步

和世界交流的扩大，专利从来就不是一家公司闭门造

车的事情。在竞争的过程中，各家公司一方面要保证

自己的产品不被别人抄袭，另一方面又要试图避免甚

至防止其他公司针对自己抄袭专利的诉讼。谷歌公司

(Google Inc.)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兼首席法律顾问大

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曾提到，一只智能手

机最多有可能收到 25 万种专利控诉[7]。市场竞争的激

烈程度，由此可想而知。 

面对竞争激烈的现状，手机厂商采取了不同的策

略进行应对。而以其表现为区分特征，则可以划分为

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种。 

2. 进攻性策略 

智能手机是科技发展到一定地步后出现的事物。

而有资格执行业之牛耳的，首先是那些在科技行业内

打拼多年，拥有完整产业链的企业。这一类的企业，

掌握了时间上的先发优势，拥有雄厚的人才和技术储

备，也就理所当然握有大量的专利储备。因此，在面

对专利斗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姿态也就更加具

有侵略性，更加倾向于先发制人。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苹果公司(Apple Inc.)控诉三星电子(Samsung Elec-

tronics)专利侵权案。 

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Samsung Inc.)均为现代科

技电子产业的巨头。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音乐播放

器等产品历来广受市场的好评。而三星公司则被评为

韩国的第一品牌，在全世界各类品牌评比中名列前

茅，三星电子则是三星公司集团中主营电子仪器的一

环，在集团中占据重要地位。苹果与三星两家公司均

建立了从硬件到软件完整的产业链，也都拥有数目众

多的专利持有量。 

2012 年 4 月，苹果公司对三星电子提起诉讼，称

三星抄袭了 iPhone 和 iPad 的技术、用户界面和风格，

涉嫌侵犯了与 iPhone 和 iPad 有关的 4 项外观设计专

利和 3 项实用新型专利，索赔 25 亿至 27.5 亿美元，

并寻求在美国市场上禁售三星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经过各种波折，其中包括了寻求和解失败、海外诉讼

等等环节，最终，美国加州圣何塞(San José, California)

地区法院的陪审团裁定，三星电子的多项设计侵犯了

1CAFC 是美国 13 个巡回上诉法院之一，它最为人熟悉的职能是作

为对专利确权、侵权诉讼的专属上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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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的 6 项专利，要求三星向苹果赔偿 10.5 亿美

元，同时被宣布为侵权的产品在更改设计前不能在美

国市场继续销售这些产品[8]。 

根据裁定的结果，这次被侵犯的专利中，分别包

括了手机的文件拖拽、旋转和放大功能，滚动至文档

边缘时的反弹效果[9]；用一根手指滚动文档的方法[10]；

谷歌地图和其他地图应用中的点击放大[11]；手机外观

的圆角矩形和弧形背盖[12]；手机表面的玻璃材质[13]；

以及网状排列 iPhone 应用图标[14]。这些功能虽然看似

仅仅涉及到苹果公司与三星电子的诉讼，但对于整个

手机市场影响却极其深远。众所周知的是，三星旗下

产品几乎全部使用谷歌开发的安卓(Android)系统。正

是因此，此次苹果对三星的控诉，不仅仅影响到三星

的产品销售，更会引发市场对于安卓是否抄袭 iOS 系

统的怀疑。换言之，这场诉讼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

手机厂商乃至整个市场对于安卓系统的信心。而使用

安卓与 iOS 的手机加起来，几乎占了智能手机市场的

九成。所以，媒体对于这次专利斗争，往往给予一个

响亮的名词——“世纪专利斗争”。 

在裁定宣布后，谷歌公司企业发展副总裁大

卫·拉威(David Lawee)对媒体表示“我们并不相信圆

角矩形可以用来申请专利，我们没有意识到苹果公司

可以利用这个来保护 iPhone，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15]。”三星公司也发布了一封电子邮件声明，表示“今

天的判决不应被视作苹果的胜利，而是美国消费者的

失败。不幸的是，专利法被操纵，使得某家公司可以

垄断圆角矩形的外观，以及三星和其他公司每天都在

改进的技术。[16]”三星电子同时也对外表示，虽然已

有判决，但并非最终的结果。时至今日，三星公司的

上诉仍在继续。 

除了苹果外，还有其他的公司也采用了进攻性的

主动诉讼策略，如微软诉讼谷歌案，诺基亚诉讼 RIM2

案等。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表格来梳理一下之间的关

系： 

通过观察表 1，我们可以发现专利斗争中，采用

进攻性策略公司的几个特点： 

1) 主动方往往在专利拥有量上具有时间先发的

优势。以苹果为例，苹果公司的创立时间为 1976 年，

据市场研究公司 UBM Tech Insights 2012 年 2 月发布

的报告显示，苹果共拥有约15500项专利，其中约8500

项是美国专利[17]。同时，苹果公司也通过购买与交叉

授权的方式，获得了其他大量专利的使用权利。专利

方面无后顾之忧，是苹果公司敢于发动诉讼的根本底

气所在。 

2) 主动方往往是拥有完整手机产业生态链的公

司，特别在硬件领域，这一点可以保证其技术上的完

整性。苹果公司创立之初的主营业务为个人电脑，更

以此为肇始推出了打印机、电脑操作系统、音乐播放

器等等产品。多年科技产品的经营使得苹果公司的智

能手机产业链极其完整。从零件采购到整机组装到系

统安装，甚至到软件安装，苹果公司将每一个环节都

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正是因为这种完整性，苹果公司

在诉讼中，不但针对软件，同时针对外观设计也提出

了诉讼，并得到了陪审团的支持。微软和诺基亚也都

在硬件上各有所长。 

3) 主动方往往拥有自己独立而且非开源的操作

系统。苹果公司的 iPhone OS (后改名为 iOS)操作系统

是由苹果公司自己开发，并采用于自家手机上。它对 
 

Table 1. The common grounds of the three companies which used the offensive strategy 
表 1. 三大采用进攻性策略公司的共同点 

公司名称 苹果公司 微软公司 诺基亚公司 

创立时间 1976 年 4 月 1 日 1975 年 
1865 年创立，1979 年开始 

开发无线电话 

公司类型 电子科技产品，软硬件齐全 电脑软件，游戏机，软硬件齐全 电信，以硬件为主 

手机操作系统 iOS Windows Phone 
Symbian 操作系统，并于 2008 

年收购 Symbian 公司 

主要诉讼对象 三星电子 谷歌公司 RIM 

与诉讼对象的斗争领域 
在智能手机销量上，苹果 

与三星不分伯仲 
微软是软件业霸主，谷歌是互联网

第一大公司，双方斗争广泛 
在键盘式手机使用上，诺基亚和 

黑莓在美国一直存在竞争 

 
 

2RIM, Research in Motion Ltd.，加拿大公司，是黑莓手机的制造商。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59.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4%BF%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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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硬件的优化支持做得十分出色，广受市场好评。同

时，iOS 是一个非开源的系统。苹果公司为开发人员

提供了软件开发工具包，但只有在付出了 iOS 开发者

计划的费用之后，应用程序才能发布。这个做法虽然

使得大量厂商失去了兴趣，却反而打造出了苹果的高

端品牌的声誉，同时也保证了市场上苹果系统的整合

性，对于竞争来说可以占有集中作战的优势。同样，

微软的 WP 系统和诺基亚的 Symbian 系统也都属于自

己所有。 

4) 主动方提出诉讼，往往针对的是对其市场造成

最大影响的竞争对手。在手机市场上，除了三星电子，

还有 HTC 等公司也在使用安卓系统。而苹果却先是

控诉 HTC，随后又与 HTC 达成了和解，并与后者建

立了长达 10 年的交叉专利授权。苹果之所以专注于

和三星的斗争，究其原因，不外乎三星手机的市场上

占有量过大，甚至到了威胁苹果霸主地位的地步。据

市场调研机构 NPD Display Search 提供的 2012 年第

二季度的数据显示，三星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

量继续增长，相比上一个季度维持 24%的份额，仅次

于苹果 31%的市场份额[18]。同时，三星作为一家大型

科技企业，拥有的手机产业链的整合程度甚至要高过

苹果。如此激烈的竞争，必然会使得苹果公司将三星

作为最大的对手，不但不求和解，反而试图以专利之

争来削弱对手，从而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微软控诉

谷歌，诺基亚控诉 RIM，也都是和对方与自己的直接

竞争关系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苹果公司采用诉讼手段对三星电子进

行侵权控诉，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

犯，但其实质却根本是为了一个“利”字。专利在这

些企业的手里，不仅仅是自己产权的证明，更像是一

个用来争夺市场份额的武器。小米科技的董事长雷军

认为，现在的专利申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

场“挖坑运动”，等着对手踩上自己的坑掉下去。 

由此可见，进攻性策略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专利

优势方对于市场控制力的渴求。对于苹果等公司来

说，专利不仅仅可以用来保护自己，更可以打击别人，

成为扰乱别人发展、挤压别人市场的手段，可以用来

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 

3. 防御性策略 

进攻性的策略需要一个基础，就是企业方必须要

是在手机生产和专利储备上的佼佼者。可是，大多数

的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防御

性策略，便成为了新兴企业，特别是软件企业的首选。 

这类企业往往并不拥有实体工业基础或工业基

础较为薄弱，虽然科技力量强大，软件开发实力雄厚，

但是进入市场较晚，所推出的产品也不可避免的会受

到拥有完整产业链的企业猜疑与提防。而一旦受到后

者控诉，因为自身拥有的专利较少，则不可避免的陷

入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会采取收购专

利或兼并其他拥有专利权的公司的方法来规避风险，

以获得自己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这其中，以谷歌公司

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技术公司(Motorola Mobility Hold-

ings, Inc.)最为典型。 

谷歌公司是一家美国的大型跨国科技企业。它于

1998 年 9 月 4 日创建，主营业务在一开始是一个互联

网搜索引擎——“谷歌搜索(Google Search)”。由于其

搜索引擎通过检查网页中的反向链接来评估站点的

重要性，使得搜索结果的精确度得到了极大提高，谷

歌搜索在成立之后便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谷歌公

司也一举成为科技界的新宠儿。 

在谷歌公司成长的同时，世界智能手机市场也正

处于上升阶段，智能手机的核心——操作系统更是获

得了各大手机厂商最高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谷歌

公司迅速抓住了商机，于 2005 年 8 月 17 日收购了安

卓科技公司，并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成立开放手持设

备联盟(Open Handset Alliance)，推出了第一款搭载了

以Linux 2.6为内核基础的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

机 3。以此为契机，谷歌公司正式进军智能机市场。 

安卓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的开源性，也就是一

切源代码都是公开免费的。在手机市场上，完全免费

的操作系统意味着成本的极大降低，也就为手机厂商

节省了初期开支，获得了竞争的先发优势。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安卓从诞生之日起便广受欢迎，所占市场

份额逐年提高。根据 Canalys 的数据，2011 年第一季

度，安卓在全球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塞班 4 系统，跃

居全球第一[19]。而到了 2012 年第三季度，安卓更是

3开放手持设备联盟(Open Handset Alliance，简称 OHA)是以谷歌和

手机制造商、软件开发商、电信运营商和芯片制造商一同创立的商

业联盟，目的是为移动设备开发自由标准，主要成员有谷歌，HTC，
英特尔(Inter)，三星电子等，会员均有使用安卓系统的权利。 
4塞班(Symbian)，一款手机操作系统，第一款基于该系统的手机是

2000 年上市的爱立信 R380 手机，已于近期为手机厂商放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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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了 75%的全球市场份额[20]，90%的中国市场份额
[21]，成为当仁不让的全球手机操作系统的市场霸主。 

安卓的成功，不可避免的挤压了其他手机操作系

统，特别是微软公司的 Windows Mobile 系统以及苹

果公司的 iPhone OS 系统的获利市场空间。作为科技

行业上的两大巨头，微软和苹果对于这个姗姗来迟却

充满挑战性的安卓系统可谓步步提防。通过控诉谷歌

公司的安卓系统涉嫌抄袭别人的移动专利技术来进

行打压，成为两家公司同样选择的做法。 

从 2010 年 3 月开始，安卓操作系统遭遇到竞争

对手频繁的围追堵截，其合作伙伴如 HTC、三星等品

牌的产品先后遭遇到来自苹果、微软、甲骨文(Oracle)

以及其他领域厂商关于安卓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方

面的专利诉讼。据《PC 世界》杂志网站 2011 年 9 月

21 日报道，安卓已卷入 1000 多件专利诉讼[22]。自己

以及合作伙伴频繁的被起诉势必会极大影响合作的

信心，从而对安卓生态圈未来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

响。因此，能否获得更多的手机专利授权，是关乎安

卓系统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成为谷歌公司首要解决的

问题。 

但是，谷歌作为科技市场的新生力量，在技术的

积累上并不雄厚。首先，谷歌自身只不过是一个软件

为主业的公司，并不掌握从硬件到软件整个产业链的

生产基础。其次，谷歌作为后创办的企业，在专利上

可以活动的空间本来就十分狭小。根据公开信息显

示，在 2011 年前，苹果公司在美国拥有的专利数量

为 5337 件，其中 2010 年获取 563 项；微软 2010 年

新增专利就高达 3121 项；同期谷歌的专利数量则仅

为 701 件，其中 282 项为 2010 年获取。具体到手机

相关专利方面，据美国投行 Rodman & Renshaw 分析

师库马尔(Ashok Kumar)统计，谷歌可能只拥有 600

多项，苹果则拥有近 4000 项，而微软则涉及到 1.7 万

项[23]。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对手的专利控诉，谷歌公

司不免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困扰。 

在这个时候，谷歌迅速出手，将防御性策略落到

实处。首先，谷歌尝试趁火打劫，从宣布破产的加拿

大电信设备厂商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s)手中买得

该公司拥有的将近 6000 项专利。据悉，此次出售的

数千项专利是该公司最后一笔重要资产，涵盖各个高

科技领域，如 Wi-Fi、社交网络和 LTE 4G 技术等。但

是，此举引发其余厂商的极大反应。最终，在 2011

年 7 月 4 日，经过几轮竞价拍卖，北电宣布由苹果，

微软等联合组成的财团以 45 亿美金的价格最终拍得

了这些专利，而这个价格足足是 Google 出价的 5 倍。

竞争对手对于谷歌占有这些专利的恐惧，可见一斑。 

但是，一次失败挡不住谷歌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而做出的努力。在 2011 年 7 月，谷歌从电信巨人—

—IBM 手中购买了超过 1000 项的主要涉及内存和微

处理器架构的专利，充实了它的专利库。随后，在 2011

年 8 月，谷歌公司宣布，将以每股 40.00 美元现金收

购摩托罗拉移动，总额约 125 亿美元。 

摩托罗拉移动的前身是摩托罗拉公司，成立于

1928 年，于 1947 年改名为摩托罗拉(Motorola)，2011

年 1 月 4 日进行业务分拆，拆分成摩托罗拉移动 

(Motorola Mobility)及摩托罗拉解决方案 (Motorola 

Solutions)。摩托罗拉是世界上第一部手机的制造者，

在其八十多年的生涯中获得了数不尽的技术专利，比

如一款能够自动调节通话音量的技术 Crystal Talk。据

估计，收购完成之后，谷歌公司将获得摩托罗拉移动

在全球范围内的 1.7 万项专利，此外还有 7000 项专利

正在审批中，据摩托罗拉移动CEO桑杰·贾(Sanjay Jha)

介绍，这些专利很多是有关于无线标准的部分，都是

“有关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部分”。而这些，恰恰是谷

歌公司所急需要的东西。大卫·德拉蒙德坦承，希望

凭借这次的收购，更好的保护安卓生态系统，“摩托

罗拉的专利组合将帮助……安卓更加开放和具有活

力”。 

采用防御性策略的案例，除了谷歌收购摩托罗拉

移动以外，还有 HTC 收购 S3 Graphics5，三星与微软

合作等。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表格来观察一下他们的

共同点： 

通过观察表 2，我们可以发现专利斗争中防御性

战略的几个特点： 

1) 收购方往往已经陷入专利纠纷之中。既然是防

御，必然已经陷入被别人进攻的局面。在本案例中，

谷歌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就受到了不止一家的专利纠

纷诉讼。据 2011 年 7 月统计，谷歌公司的安卓系统

已经遭受了至少 6 宗起诉，其中包括了苹果对 HTC

的侵权诉讼，微软对 HTC 的侵权诉讼，甲骨文公司

对谷歌系统的侵权诉讼等。 
 

5S3 Graphics，一家以设计显示芯片为主的半导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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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mmon grounds of the three companies which used the defensive strategy 

表 2. 三大采用防御性策略公司的共同点 

公司名称 谷歌公司 HTC 三星电子 

成立时间 1998 年 9 月 7 日 1997 年 5 月 15 日 1938 年 3 月成立，2009 年推出第一部智能手机

2011 年营业额 380 亿美元 600 多亿人民币 1571 亿美元 

专利纠纷 被微软、甲骨文起诉 被微软、苹果起诉 被苹果起诉 

专利薄弱环节 硬件 软件 软件、设计 

 

2) 收购方在专利类别上往往具有某个方面的短

板，特别是在某些基础性方向。比如谷歌公司，虽然

是全世界知名的网络软件类公司，但是软硬件的整合

一直是短板。HTC 和三星作为硬件厂商，软件和设计

则是其不足之处。同时，因为成立时间相对于微软等

巨头来说太晚，过于年轻的后果就是在专利上往往为

对手捷足先登。而作为后起之秀，在设计方面容易受

到影响的可能，这也造成了其在面对专利诉讼时举步

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收购他人的专利无疑是最快捷

的方法。 

3) 收购方往往拥有巨额的财富以获取他人专利。

谷歌公司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最成功的品牌之一。比

如谷歌，截止2011年8月，谷歌公司的总市值为1820.3

亿美元，持有现金 391 亿美元。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

底气，谷歌公司才能够频繁在市场上出手，并以高价

获得对方的专利。据了解，在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事件中，谷歌所付出的每股 40 美元的价格，相比摩

托罗拉移动股份的收盘价溢价了 63%，可谓代价极

高。 

4) 防御性策略的最典型特点，在于其目的在于保

障自身，而非强迫对手退出市场。在收购摩托罗拉移

动完成后，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第

一时间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强调收购的原因是“寻求

新的方式为安卓生态系统提供支持”，同时认为“对

摩托罗拉的收购将会通过加强专利组合的形式来提

高竞争力，这将有助于我们(即开放手持设备联盟)在

面对来自微软、苹果和其他公司的反竞争威胁时更好

的保护安卓”[24]。防御性的心态一览无余。 

综上所述，采用防御性策略的公司非在少数。由

于不具有时间和底蕴上的优势，在面对专利斗争的时

候，它们只能以高价收购别人的专利，甚至高价兼并

一些拥有专利的老牌公司获取资产的做法，来保障在

竞争中的安全。虽然，收购的过程会面对对方，甚至

竞争对手的恶意打压，但是，由于收购的完成，使得

公司在面对其他巨头的控诉时底气更足，从而使得和

对方形成庭外和解乃至专利交叉协议成为可能。此举

无疑对于安卓系统的完整专利许可的获得，以及手持

开放联盟免受进一步的专利诉讼来说是一个极大的

利好消息。 

由此可见，对于后来者来说，防御性的策略，虽

然付出很高，但却意味着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是一

种在自身带有先天缺陷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良好方

法。 

4. 启示及预测 

在专利产生的初期，专利的功能并没有今天这么

复杂。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专利虽然在行为上体现为

对于发明创造的保护和激励，但是在目的上，是为了

减少搭便车的行为，消除商业行会阻止发明公开的障

碍，从而加快市场上新兴技术的流通[25]。 

可是，纵览进攻性和防御性的策略，我们可以发

现，专利已经不再简单是一个保护及鼓励发明的方

法，甚至不再具有促进市场技术流通的性质。在新兴

科技发展日益加快，专利申请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况

下，专利已经成为大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夺取更大利

润的博弈工具。在手机操作系统上，体现为安卓与 iOS

的竞争，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毫不夸张的说，在现

有的专利制度下，谁先拥有了核心的专利，谁就拥有

了市场的控制权。在现代市场竞争中，专利的持有量，

直接决定了企业在在行业内部以及整个全球产业链

中的地位。以专利为杠杆影响市场的做法，只会随着

市场的发展而进一步增加，这是必然的趋势。 

同时反观中国，我们不幸的看到，虽然中国的手

机厂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本，拥有一定的实力，但

是在冲击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我们相差甚远。比如最

近在中国市场上十分火热的“小米”手机，根据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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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于 2012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

网上查询的数据，“专利权人”选项填为“小米”，查

询结果为 126 项。这样的结果，一旦去到国外，只能

是赤条条的去，赤条条的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要注重对于完整产业链的建设。纵观国外厂

商，往往是那些产业链完整的，硬件软件垂直一体化

做得优秀的公司在专利竞争中优势更大，苹果公司即

为典型。而即使强大如谷歌或三星，虽然结成了联盟，

但是由于各自拥有短板，所以在竞争中不免会受到制

约，影响自己的发展计划。 

2) 专利的使用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在谷歌收购摩

托罗拉移动的案例中，谷歌公司采取收购的方式，极

大的扩充了自己的专利持有量，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了

保障。而苹果公司也与 HTC 通过专利交叉许可的方

式获得和解。虽然这对于技术和资金的要求比较高，

但是着眼于未来，这对于市场安全的取得无疑具有极

大的好处。 

3) 一定要重视对于市场上已有专利的分析。如前

所述，根据 CAFC 的判决，专利中的权利要求，可以

通过手段与功能来体现，也就意味着手段与功能和权

利要求同样可以成为诉讼要求的依据。而任何专利，

特别是外观专利，往往在权利要求上语句并不多，而

是在手段或功能这些背景资料上大作篇幅。在苹果与

三星的案例中，三星公司因为没有认真对待苹果公司

的外观专利，使得自己在审判中处于完全不利的地

位。这就要求任何试图推出新产品的公司，要认真分

析已有专利，以免为自己以后的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

碍。 

4) 专利斗争已经超越了一城一国的范围，而成为

全球性的事件。就苹果公司与三星公司的诉讼案为

例，苹果公司不仅仅在美国，更在德国、韩国、日本

等国对三星均提起了诉讼。观察谷歌收购北电失败一

案，也可以发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联合对抗的影子。

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和全球化工业体系的建设，任何

科技公司的产品，往往会在全球同步发行。而随着全

球市场的融合程度日益加快，专利斗争已越来越具有

广泛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企业一定要加快熟悉国

际惯例，以合法手段突破技术壁垒，捍卫自己的合法

权利。 

综上所述，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手段，最

终都是被用来为获得市场优势地位服务的。因此，任

何新兴企业要想在现代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

必须高度重视专利问题。一定要记住，专利问题不仅

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市场问题。只有内外兼修，多管

齐下，利用各种手段，才能保障自己的发展不会受到

不必要的干扰与中断。同时，也要分析清楚自身的优

势与劣势，面对不同的情况采取合适的策略，才能够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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