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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知识产权估值手册摘要 
 
撰稿：美利坚合众国波士顿市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战略与创新系讲师、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认证许可
经理师、注册技术转让经理师Ashley J. Stevens先生 1 
 
 
 
 
1. 本文件载有《学术机构知识产权估值手册》的摘要，在“为各国机构建立创新及技术转让支持

结构项目”(CDIP/3/INF/2)下编拟。本指南由美利坚合众国波士顿市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战略与创新

系讲师、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认证许可经理师、注册技术转让经理师 Ashley J. Stevens先生编撰。 

2. 请 CDIP 注意本文件中所载的

信息。 

 

                                                
1
  本文件中表达的观点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 WIPO 秘书处或成员国的观点。 



CDIP/17/INF/4 

第 2页 

 

 

内容提要 

《WIPO 估值手册》表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二十多年来为新手(或较为老练的新手)技术经理

人编制并教授的基础课程，现在已由 Ashley Stevens博士缩编为书面资料。 

Stevens 博士 1991 年进入技术转让这一行时，许可经理人在技术估值方面没有任何资源或资料，

看到这种情况，并出于自身需求，Stevens 博士编写了这一教材。当时，技术估值方面所有的专业知

识由诉讼从业者——律师和范围极小的经济师专业团体——掌握。Stevens 博士经过很长时间才意识

到，诉讼估值与许可估值截然不同。诉讼律师可以获得海量资料——产品通常已投放市场，巨额利润

值得为之打官司，并且双方都可以通过调查程序获得所有相关信息。 

在许可方面可不是这样的情况。技术向可以投放市场的产品进行转变的过程刚刚开始。不论是

未来市场需求，还是技术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两方面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信息极其有限并且处

于不对称状态——进行谈判的双方均没有义务与另一方分享自己的知识，通常也不愿分享任何东西。

关于许可估值的第一本书直到 1999年才出版，因此 Stevens博士必须开发自己的方法。 

本手册包括若干节。 

手册首先讨论的是，当人们谈及技术时，“估值”到底是指什么。技术不论是进行许可还是销

售，通常并非在前期一次性为它支付一笔款项就结束了。事实上，大多数技术的价值，由于以上讨论

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在进行许可的初始阶段都比较低，因此技术持有者一般不希望先期收款。这样，

谈判者通常试图就一套条款达成共识，这样的条款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技术中提取价值，从而使付

款额随着技术逐渐接近市场并最终进入市场而不断提高。 

接下来，手册对许可协议中允许价值提取随时间进行的各种财务条款进行了审查。通过假设的

案例说明了利润在成功的许可协议中如何流向许可人。 

然后，手册讨论了技术估值的某些基本原则，尤其是风险与价值之间的反比关系。 

手册接着审视了经济学家对任何资产进行估值的三种基本方法——成本、市场和收入——并说

明它们与许可经理师用来进行技术估值的方法和工具的逻辑关系。 

审查许可估值方法时，首先审查的是直截了当的“价格表”方法，即技术持有者说“这是我们

的要价——要不要随你”。在技术许可中，这种做法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在其“快速许可”

中首创的。 

然后，手册审视了成本基准法，接着审视了可能是早期许可中最重要的方法——比较法，并阐

明从何处可以找到他人已同意为类似技术付款的条款。 

在对作为比较法和拍卖法辅助手段的排名和评级进行简要讨论后，手册接着详细讨论了 25%法则

和经验法则。25%法则被认为不够精确，无法将实际情况与争议中具体技术的独特情况相关联，美国联

邦巡回上诉法院为此已经禁止在诉讼中将 25%法则作为估值工具，但是估值方面匮乏的信息是许可手

段，因此上述考量无足轻重，25%法则仍是许可估值的基本原则。 

然后，手册转向更为定量的阶段，讨论了对将要源于技术开发项目的未来收入流进行预测的方

法——净现值法和 Stevens博士于 1995年发明的风险调整净现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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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阐述了处理技术开发固有风险的更复杂的方法以及蒙地卡洛法，最后，手册对将股票作

为估值工具——以开发技术的公司的股票为报酬——进行了审查。 

每节都对特定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和其他工具的外部资源。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