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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广东财经大学、科学城（广州）绿色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广州集佳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广州知融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东靖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智慧芽

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广东聚智诚标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柒壹标准技术研究（广东）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待定）。

本文件参与起草人：（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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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与评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国家层面大力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地方政府密集出台配套措施，积极引导金融、评估等机构，共同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然而，知识产权评估难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知识产权评估报告质量参差，金融机构对评估报告认可

度普遍较低，导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知识产权评估起不到应有的价值参考作用，知识产权也未能

充分发挥其融资增信功能。针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十

四五”规划实施年度推进计划》中要求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机制，健全知识产权评估体系。

对此，通过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价标准，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企业工商信

息、信用情况、专利情况等基础数据分析；对评估数据的获取作进一步的规定；引入专利权可变现能力

分析和设定处置预案，构建更科学客观的，更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用场景的知识产权评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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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以及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的评价

要求、评价程序、评价方法、可变现能力分析。

本标准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价。其他应用场景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价

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构成本规范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注有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不注有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GB/T 21374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GB/T42748-2023 专利评估指引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中评协〔2017〕49 号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财资〔2017〕43 号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 中评协〔2017〕44 号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中评协〔2018〕36 号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 中评协〔2017〕37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企业以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经评估后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的一种融资方式。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担保物进行处

置，并以处置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3.2

专利价值维度分析 Analysis of patent dimensions

对专利的技术、法律、经济、市场和战略五个维度对专利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得到专利总体价值评

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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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间收益分析法 Interval income approach

以行业整体分析、知识产权对应产品或服务的历史收益数据分析、专利价值维度分析等途径，确定

评价知识产权未来预期产生的收益，并以相应风险水平的折现率折现后计算知识产权价值，通过考虑不

同实施主体，确定知识产权价值变动区间的方法。

3.4

评分比对法 Scoring comparative approach

通过对知识产权多个价值维度评分，充分考虑知识产权评分对市场价值的影响，运用欧氏空间距离

比较原理，比较市场上最接近的知识产权的交易价格，确定被评价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价方法。

3.5

成本法 Cost approach

通过计算重置具有类似或相同服务功能的知识产权所要付出成本来确定被评价知识产权价值的评

价方法。

3.6

可变现能力分析 Liquidity analysis

衡量专利权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上流通变现能力的分析方法。

4 评价原则

4.1 公正性原则

对知识产权的客观事实情况进行公正地分析和评价。

4.2 科学性原则

评价方法应科学合理，参数的设置、获取、取舍应能突出评价目的。

4.3 客观性原则

评价过程应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地反映知识产权的状况和价值。

4.4 独立性原则

评价机构应保持独立，不得求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利益相关方授意的评估价值。

4.5 时效性原则

评价方法和评价参数应根据评价时间基准确定，准确反映知识产权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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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分类评价原则

应根据评价目的，基于知识产权所属的技术领域、行业状况和生命周期，对其进行分类评价。

5 评价要求

执行以质押融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价业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关于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的有关规定。

b） 关注出质知识产权是否具备财产出质的基本条件：出质人拥有完整、合法、有效的相关知识产

权权利且产权关系明晰，出质的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价值且可以依法转让，符合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的相关规定，符合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c） 涉及共有知识产权时，关注知识产权共有人是否一致同意将该知识产权进行质押。

d） 涉及知识产权质物处置评价时，关注与质押知识产权资产实施不可分割的其他资产是否一并处

置。

e） 在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情况下作出评价相关判断时，保持必要的谨慎，尽可能充分估计知识产

权资产在处置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并在资产评价报告中作出必要的风险提

示；

f） 涉及跟踪评价时，对知识产权实施市场已经发生的变化予以充分考虑和说明。

g） 受委托评价机构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h） 编制资产评价报告时应当关注知识产权质押风险对资产评价报告信息披露的特殊要求，并对相

关事项进行充分披露。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资料，应当作为资产评价报告的附件。

6 知识产权价值评价程序

6.1 明确评价基本事项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评价机构对知识产权价值进行评价时应明确下列基本事项：

a） 评价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知识产权实施方、评价报告使用人、评价基准日；

b） 待评知识产权产权类型、权属和法律状态；

c） 价值评价的目的、价值类型；

d） 评价报告使用限制、提交时间及方式；

e） 评价服务费用总额、支付时间和方式；

f） 委托方、知识产权权属方与评价专业人员之间工作配合和协助等其他需要明确的重要事项；

g） 知识产权过去发生的转让、许可、诉讼、投融资和相应评估情况；

h） 评价资产为商标专用权的需明确商标注册登记时间、商标类型和商标行业类别等内容；

i） 评价资产为专利权的需明确专利申请时间、专利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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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签订评价业务委托合同

评价机构与委托方签订评价业务委托合同时，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委托人应当按照合同

约定向评价机构支付费用，不得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扣；委托人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

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6.3 制定评价计划

6.3.1 成立项目工作组，对受理的评价业务，评价机构应当指定至少两名评价专业人员承办，与相关

当事人及评价对象有利害关系的评价专业人员应当回避。

6.3.2 评价机构项目工作组应制定评价工作计划，针对知识产权文献收集与分析、技术查证、实地调

查内容、评价材料清单、评价方法与步骤等工作明确具体时间进度和人员安排，评价工作计划应报评价

机构相关负责人审批。

6.3.3 知识产权权属企业及相关行业分析，对于专利权评价，可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对专利权的技

术维度、市场维度、法律维度、经济维度和战略维度进行估值，了解行业发展状况、专利技术布局情况、

企业行业地位等信息。

6.4 评价现场调查

6.4.1 评价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价业务具体情况，对评价对象进行现场调查，通过询问、函证、核对、

勘察、检查等方式获取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收集权属证明，了解评价对象现状，包括财务会计信

息和其他相关资料，作为评价的依据。

6.4.2 评价人员在进行现场调查时无法或者不宜对评价范围内所有资产、负债等有关内容进行逐项调

查的，可根据重要程度采用抽样等方式进行调查。

6.4.3 评价机构应要求委托方或知识产权持有人对其提供的评价明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以签字、盖章

或者其他方式进行确认。

6.4.4 评价机构应根据评价业务需要和评价业务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变化及时补充或调整现场调查工

作。

6.5 评价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6.5.1 评价人员应当根据评价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评价资料，并根据评价业务需要和评价业务实施过程

中的情况变化及时补充收集评价资料。

6.5.2 评价人员收集的评价资料包括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实

施方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知识产权大数据管理系统、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

部门获取的资料。

6.5.3 评价资料包括查询记录、询价结果、检查记录、行业资讯、分析资料、鉴定报告、专业报告及

政府文件等形式。

6.5.4 收集评价资料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获取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评价基准日前的知识产权有效性证明文件， 调查确

认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法律状态、权属状况等信息；

b） 待评专利权所在技术领域相关专利质量水平和行业的总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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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待评专利技术的专利申请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

d） 知识产权对应技术领域或行业的市场数据；

e） 知识产权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历史销售和市场数据；

f） 待评专利权所在技术领域专利交易价格或评估价格信息；

g） 专利权属企业未来专利实施计划。

6.5.5 评价人员应当根据评价业务具体情况对收集的评价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

估算的依据。

6.6 评定估算

6.6.1 评价人员应根据评价对象、价值类型、评价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结合知识产权评价的特

点，分析本规范中资产评价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价方法并加以说明。

6.6.2 评价人员应根据所采用的评价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

评价结论。

6.6.3 评价人员应对形成的初步评价结论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最终评价结论。当满足采用不同评价方

法条件时，应当选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评价方法，并通过综合分析形成合理的评价结论。

6.7 预设处置方案说明

6.7.1 针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价的应用特殊性，评价人员应对评价标的的可变现能

力进行分析。

6.7.2 评价人员应根据知识产权可变现能力的分析，以及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质物处置预案。

6.8 评价归档备案

6.8.1 评价机构应在资产评价报告日后 90 日内将工作底稿、资产评价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归集形成

资产评价档案，并在归档目录中注明文档介质形式。

6.8.2 评价委托合同、评价报告应当形成纸质文档。评价明细表、评价说明可以是纸质文档、电子文

档或者其他介质形式的文档。同时以纸质和其他介质形式保存的文档，其内容应当相互匹配。

6.9 编制并提交评价报告

6.9.1 评价人员应当在执行评定估算程序后，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评价标准的要求编制评价报告。

6.9.2 评价人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价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价报告及评价程序执行

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

6.9.3 评价人员提交正式评价报告前，可在不影响对最终评价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方

或者委托许可的相关方就评价报告的内容进行必要沟通。

6.9.4 评价人员完成上述评价程序后，由其所在评价机构出具评价报告并按评价业务委托合同的要求

向委托方提交评价报告。

6.9.5 评价机构应当在法定保存期内妥善保存资产评价档案，保证资产评价档案安全和持续使用。资

产评价档案自资产评价报告日起保存期限不少于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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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评价档案的管理应当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7 评价方法

7.1 评分比对法

7.1.1 基本要求

采用评分比对法评价时，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a） 待评价的知识产权应能通过多维度的评分区分其价值；

b） 用于价值比对的知识产权应为同类型知识产权，行业领域应相同；

c） 待评价的知识产权所属行业的类似知识产权存在可参考的价值数据，评价机构应具备收集类似知

识产权交易案例的市场交易价格、交易时间及交易条件等交易信息的条件；

d） 知识产权各维度的评分应科学合理。

7.1.2 计算方法

a） 基于技术、战略、市场、经济和法律等 5个维度构建专利画像数据库，专利画像数据库中包含

各专利 5 个维度的评分，即技术维度分值(TVi)、战略维度分值(SVi)、市场维度分值(MVi)、经济维度

分值(EVi)和法律维度分值(LVi)；

b) 确定待评价专利的行业应用领域，并估算待评价专利相应各维度分值，即从大数据管理系统中

得出该专利的技术维度分值(TV0)、战略维度分值(SV0)、市场维度分值(MV0)、经济维度分值(EV0)和法

律维度分值(LV0)；

c) 构建待评价专利与相同行业领域内其它专利的欧氏空间距离：

Di=

d) 通过大数据分析，确定待评价专利的专利应用领域的欧氏空间距离半径最接近的 2-3 项比对标

的。

e) 分别计算待评价专利的质量分值（Qo)和比对专利的质量分值(Qi),专利的质量分值计算公式如

下：

f) 按照不同比对专利，计算待评专利价值（Vo），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Vo——待评知识产权评价值；

Vi——可比知识产权价值；

Qo——待评知识产权质量分值；

Qi——可比知识产权质量分值。

7.2 收益区间分析法

7.2.1 基本要求

采用价值区间分析法评价时，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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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待评价知识产权应具有对应的产品或服务，并产生历史销售数据；

b） 知识产权对应的产品或服务未来产生的收益应结合历史销售数据和市场维度评分进行估算；

c） 评价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评价基准日的无风险利率、投资回报率、企业资本成本，以及专利实

施过程中的技术、经营、市场、资金等因素，合理确定折现率；

d） 知识产权收益提成率和收益期限应参考相关政府知识产权统计文献确定，收益期限的确定应综

合分析知识产权的法定寿命和经济寿命等因素；

e） 知识产权价值区间上限应以同行业龙头企业实施该知识产权所产生收益作为参考指标。

7.2.2 计算方法

7.2.2.1 确定预期收益

a） 预期收益的估算应符合谨慎性原则，增长速度应综合考虑过去收益增长情况和行业同类型产品

或服务在对应生命周期内的收益增长情况，相关数据不应凭空预测或根据最理想化的销售情况进行预

测；

b） 判断知识产权对应产品或服务所处的生命周期：根据企业历史的销售和利润情况，以及市场竞

争情况和知识产权市场维度评分，确定知识产权对应产品或服务目前所处的生命周期（即进入期、成长

期、成熟期、衰退期）；

c） 以知识产权对应产品或服务目前所处的生命周期为基点，根据对应行业的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和

对其未来收益进行估算；

d） 进入期期间，收益增长速度应在 10%以内；成长期期间，收益增长速度应在 10%-50%之间；成

熟期期间收益不作增长调整；衰退期期间参考对应行业衰退期收益下降幅度进行调整。

7.2.2.2 确定分成率(D)

参考相关政府知识产权统计文献，如附表1；

7.2.2.3 结合知识产权的法定寿命和经济寿命确定收益年限（N），其中知识产权的法定寿命为剩余保

护期限，经济寿命参考附表 1；知识产权的收益年限是知识产权的经济寿命和法定寿命二者中的较短者；

7.2.2.4 确定折现率(r)

折现率(r)＝无风险报酬率（rf）＋风险报酬率（rm）

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采用30年期的国债利率。风险报酬率应根据所面临的行业风险、财务风险、技术

风险、经营风险等因素综合测算。折现率计算如下：

折现率(r)＝rf + ri + rc + rt + rb

式中：

rf——无风险报酬率

ri——市场风险报酬率

rc——财务风险报酬率

rt——技术风险报酬率

rb——经营风险报酬率

7.2.2.5 计算知识产权现有价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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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知识产权的评价值；

N——收益期限；

i——具体年份；

D——销售收入提成率；

Ri——第i年预期销售收入；

r——折现率。

7.2.2.6 计算知识产权价值上限(E)

式中：

E——知识产权价值变动上限；

P——知识产权的评价值；

L——行业龙头企业最近一年年主营业务收入；

S——待评价企业最近一年年主营业务收入；

7.3 成本法

7.3.1 基本要求

运用成本法评价时，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a） 知识产权的重置成本和贬值率可以合理计量；

b） 重置成本的测算应确定形成知识产权所需要的成本、费用、合理利润和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

于：

---设备、物料购置成本

---技术人员劳动报酬

---技术服务费

---知识产权形成成本

---交易税费

c） 由于知识产权的研发投入与其经济价值的弱对应性，当知识产权对应产品或服务已进入实施阶

段，成本法估值往往不能反映知识产权真实的市场价值。因此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价中一般不建议采

用此方法，但成本法评价价值可以作为知识产权处置过程中的下限参考值。

7.3.2 计算方法

a） 计算重置成本(C)

b） 确定贬值率

c） 计算知识产权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P = C×(1-R)

式中：

P——知识产权的评价值；

C——重置成本；

R——贬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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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变现能力分析和质押物处置预案

8.1 专利价值变现能力等级划分

考虑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知识产权作为担保物质押给质权人，当债务出现违约时将通过处

置质押物优先偿还债权人本息。因此，知识产权变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担保功能，所以在评价知识

产权价值的同时应重点关注知识产权的可变现能力。

根据专利变现难易程度分为：容易变现（A级）、可以变现（B级）、较难变现（C级）、很难变现

（D级）、不能变现（E级）五个等级。对于A级和B级的专利，债权人可考虑把专利权作为主要担保物，

并提高融资质押率；对应C级和D级专利，债权人可作为补充担保物，并谨慎设定融资质押率；对应E级

专利，不建议债权人以此作为第二还款来源。

8.2 专利价值变现能力的评价方法

专利变现能力 评价标准

容易变现（A级）

1.行业标准专利；

2.专利被许可使用或具有多个实施主体；

3.专利被引用次数达 5 次以上；

4.专利质量评分较高，技术优势明显；

可以变现（B级）

1. 专利有两个以上实施主体；

2. 同类型专利具有多个实施主体；

3. 专利被引用次数 1次以上；

4. 专利质量评分较高，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较难变现（C级）

1. 专利有一个以上实施主体；

2. 专利质量评分较高，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3. 专利实施方案可复制，实施阻力小。

很难变现（D级）

1. 专利没有实施主体；

2. 专利质量评分一般，但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3. 专利实施方案明确，实施阻力小。

不能变现（E级）

1. 专利没有实施主体；

2. 专利虽获授权，但实施难度大，产品市场前景较差；

3. 专利质量评分较低。

8.3 知识产权质押物处置预案

8.3.1 知识产权质押物处置应尽可能提前规划布局，避免时间延误导致质押物处置难道加大或处置价

值降低。

8.3.2 专利权质押物处置可根据专利价值变现能力分析，有针对性地围绕相关行业企业、专利被许可

方、专利引用方进行。

8.3.3 知识产权质押物处置应在合规知识产权交易场所进行，处置过程应公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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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专利实施许可统计表

表 A 专利实施许可统计表

（按销售额提成支付）

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大类）
平均许

可年限

平均提

成率%
标准

偏差

变异系

数

制造业 6.7 6.7 0.091 1.34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9 8.6 0.11 1.271

专用设备制造业 5.9 8.2 0.127 1.55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5 5.9 0.052 0.886

通用设备制造业 5.4 6.2 0.065 1.044

医药制造业 12 6.9 0.036 0.531

仪器仪表制造业 4.8 9.1 0.153 1.674

金属制品业 7.4 3.5 0.036 1.04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4 3.5 0.019 0.53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 2.5 0.027 1.086

汽车制造业 6.4 8.2 0.08 0.973

家具制造业 9 3.8 0.007 0.1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3 2.8 0.004 0.12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4.2 4 0.014 0.354

食品制造业 7.7 15 0.17 1.13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7 8.5 0.049 0.58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6.5 4.5 0.008 0.17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3 4.5 0.007 0.15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7 5.8 0.066 1.142

研究和试验发展 7.8 5.7 0.066 1.161

专业技术服务业 7.9 6.5 0.076 1.177

建筑业 6.5 4.7 0.041 0.875

土木工程建筑业 8.1 4.3 0.029 0.67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5.9 4.1 0.034 0.843

建筑安装业 3 8 0.099 1.237

批发和零售业 5.2 3.1 0.02 0.65

批发业 6.5 3.8 0.024 0.628

零售业 3 2 0 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2 4.6 0.01 0.223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2 4.6 0.01 0.223

农、林、牧、渔业 13.4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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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3.4 3 0 0
注：表中的标准偏差、变异系数均是平均提成率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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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价报告编制大纲

B.1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价报告的封面格式

如下所示：

XXXX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价报告书

XXXX（评价）字【XX】第 xxxx 号
待评知识产权（组合）

知识产权编号

评价机构（盖章）：XXXXXXX

评价日期：

报告编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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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价报告的大纲

如下所示：

1) 目录

2) 声明

3) 绪言

4) 委托人及其他评价报告使用人

5) 知识产权价值评价目的

6) 知识产权价值评价范围及对象分析

——评价对象及评价范围

——评价对象描述

——评价对象多维度分析

7) 价值类型

8) 知识产权价值评价基准日

9) 评价依据

10) 知识产权价值评价方法

11) 知识产权价值评价实施过程

12)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价假设

13)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价测算结果和评价结论

——评分对比法评价结果

——收益区间分析法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的分析及运用

——最终评价结论

14) 知识产权变现能力分析和处置预案

——知识产权变现能力分析

——知识产权质押物处置预案

15) 特别事项说明

16) 评价报告适用范围和其他使用限制说明

17) 评价机构签章、评价项目组负责人和评价人员签字

18) 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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