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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基于 317 份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问卷,分析了当前我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现

状,并利用 Logit 模型对影响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研发主体特征、研
发主体对共享收益的认知以及当地经济条件对共享意愿有显著影响。 基于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支持

完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价值评价机制和共享收益分配机制、搭建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平台、进一步培育良

好的社会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科技项目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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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生物技术的迅猛发

展,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彰显出巨

大的产业价值和市场前景。 特别是转基因抗虫、抗
除草剂技术的应用,不仅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成

效显著,而且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也显示出巨

大的优势,成为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

效手段。 2008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并原则上通过了投资约 200 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

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旨在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
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提高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
然而,由于我国转基因生物研发以课题和项目为载

体,成果所有权归科研单位,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

创造、所有、运用主体分割,研发一个转基因生物新

品种需要经过科教机构研发、成果转让、企业开发

等多主体协同,其中涉及大量知识产权的找寻与转

化成本,一旦各主体对接存在问题,谈判和使用成

本都将十分高昂,直接阻碍知识产权的转移实施。
现阶段,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我国转基因成果

创造和应用,可能造成重复创新、知识产权闲置、相
互侵权、不尊重知识产权等现象,从而阻碍转基因

生物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和转基因生物产业的发

展。 因此,加强公共财政投入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政

府管控,以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有效利用为导

向,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推动转基因生物知识产

权有偿共享,成为继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又一重要

课题。 为促进知识产权转移和运用,2010 年 8 月,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暂行规定》 (国
科发专也2010页264 号)出台,鼓励项目课题责任单

位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按照产业链建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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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交叉许可、建立知识产权

分享机制等方式加速科技成果在产业领域应用、转
移和扩散,为产业和社会发展提供完整的技术支撑

和知识产权保障。 2009 年 12 月,农业部印发《转
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管理办法(暂
行)》,明确提出“转基因专项知识产权管理旨在加

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推动科技上

中下游紧密衔接,促进知识产权在科研、示范、推
广、产业化各环节的有序流转,构建产学研紧密结

合的创新体系,激励自主创新,加快转基因专项知

识产权的转化和产业化,提高转基因专项实施成

效冶“项目(课题)之间建立材料共用、信息互通、利
益分享的知识产权流动运用机制冶“各项目(课题)
承担单位应当约定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原则,建立促

进转基因专项上中下游有序衔接、流转顺畅、高效

转化的知识产权共享利用平台,促进专项承担单位

与相关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促进知识

产权转移、应用和商品化、产业化,缩短转化应用周

期冶。 通过推进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共享,能够

克服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带来的“反公地悲剧冶、垄
断及知识产权闲置,有效解决我国转基因生物产业

化链条长且环节分割造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慢等问

题。 因此,本研究对公共财政支持的转基因生物知

识产权创造者、所有者、使用者开展了问卷调查,并
利用 Logit 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试图

找出影响不同主体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意愿

的因素,为政府制定知识产权共享具体政策提供参

考。

二、我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

共享现状与问题

摇 摇 共享,是指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

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有时也包括产权。 转基因

植物知识产权共享则是指将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

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他人共同拥有,其形式既包括

传统的许可(一般许可、独占许可、独家许可、强制

许可、交叉许可)与转让,也包括合作研发[1]、构建

知识产权池和其他促进知识产权共同使用与惠益

的多种有偿与无偿形式,只不过在利益划分上可根

据技术开发方的贡献大小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即基

因专利惠益共享的问题[2]。 张小罗(2012)的研究

表明,目前在实践当中,一些国际机构与公司也提

出了与资源国、当地人民或其他有关单位共享新生

物技术产品专利所获得的商业利润[3]。 为弄清我

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现状,及利益相关主体

的共享意愿,本研究对我国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研

发的涉农大学、农业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了问卷调

查。 调查问卷分为管理者问卷、研发者问卷和使用

者问卷三类,其中管理者问卷主要针对涉农大学、
农业科研院所科研管理部门人员,代表转基因生物

知识产权共享中的管理方;研发者问卷针对涉农大

学、农业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代表转基因生物知

识产权共享中的创造方;使用者问卷主要针对企业

的技术人员,代表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中的应

用方。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发现我国转基因生物知

识产权共享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供求双方共享意愿强烈,但合作不够稳定

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叠加、客体范围

复杂,是多项知识产权的“客体集合冶,有 62. 7%的

科研人员希望共享他人的知识产权信息,以便在新

起点上进行新技术、新品种或新产品的研发;
38郾 2%的科研人员需要得到他人的许可预约,将形

成的新技术、新品种或新产品顺畅转移实施;
26郾 7%的科研人员需要共享他人的知识产权形成

相关产业技术体系;25郾 3%的科研人员需要与他人

的研究结果共同申报知识产权;15郾 2%的科研人员

需要与他人的知识产权联合申报相关行业标准、技
术规程等(图 1)。

图 1摇 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合作意向

但是,传统科研考核体制重视知识产权的产

出,在对科研人员的直接考核中,知识产权的转化

和运营相对弱化,相当部分的知识产权人将成果束

之高阁。 在政策保障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

产权管理暂行规定》虽提出“加强重大专项知识产

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战略,促进重大专项科技成

果及知识产权的应用和扩散冶等,但涉及知识产权

共享实施的具体制度包括实名登记、有效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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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市场价值评估、交易结算、市场监管与税收

优惠等尚未建立,导致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缺少稳

定、长期、系统的共享合作。 而以偶发性、一次性许

可或转让为主的共享合作,重复博弈机制缺失,
“一锤子买卖冶使得共享合作风险增加,阻碍共享

合作的进展。
2.共享预期收益明显,共享氛围较差

我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所有者大多能够认

识到共享带来的收益,并愿意参与共享。 如图 2 所

示,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有 77. 6%认为通过共享能

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体现对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

理回报;84. 2% 认为共享能够获得经济回报,实现

对知识产权创造人的奖励,促进持续创新;80. 3%
认为共享能通过推动知识产权的应用,扩大科技成

果覆盖面,提升个人和本单位影响力;51郾 3% 希望

通过共享惠益履行单位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

会形象。

图 2摇 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收益

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制观

念缺失,农业社会文明形成的熟人社会诚信网络,
导致市场契约意识的培育不足,市场交易中社会诚

信意识的缺失,影响了大众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

共享的信心,知识产权共享文化无法在信心的行为

激励与持续积累中沉淀和形成下来。 近年来,国家

在科普教育和舆论宣传中往往只强调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共享的社会意识普及不够,
都没有能够营造出良好的共享氛围。 此外,转基因

生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环境安全和社会

伦理带来了挑战,风险厌恶使得转基因植物知识产

权的物质载体———转基因技术饱受争议,大众对转

基因植物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共享更为陌生。
3.科研与应用分割,共享成本较高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业科技企业小而散、
市场集中度低,无论是农业科技人才、研究基础条

件还是种质资源都主要沉积于科教单位。 科教单

位的上述优势在项目申报中尤为突出,因此以国家

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农业科研投资项目多数由农

业科研院所和高校承担,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课题)牵头承担单位

中,企业不足 8% (如图 3 所示),科教单位是现阶

段我国转基因生物研发知识产权的创造主体。

图 3摇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承担情况

通过立项获得经费支持的科教单位又往往以

项目验收为导向,科研成果与市场实际需求常常存

在脱节,明显存在创新资源组织化程度低、面向市

场能力弱、知识产权创造和应用主体比较分散、知
识产权创新商业化集成度差等问题。 知识产权研

发与应用主体的天然分割,导致知识产权面向市场

主体转移转化面临诸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极大地

增加共享成本,严重阻碍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

共享。
4.技术支撑不到位,信息难以对称

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的实施,建立在对其

真实、有效信息获取、鉴别和筛选的基础上。 然而,
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研发链条长、涉及环节多、专
业程度高,开发一个单一的生物技术产品(比如转

基因作物)可能包含大约 100 个受保护的成分或

过程,一个转基因作物的成功研究,可能涉及 30 多

个专利技术,而这些技术可能由多个国家的科学技

术人员或公司所拥有。 从笔者问卷调查反馈的数

据来看,产生一个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少则涉及专

利 2 ~ 3 项,最多可能涉及 30 余项,平均要涉及知

识产权 4. 4 项。
面对如此复杂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目前还

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检索服务平

台,更没有较为权威和专业的针对转基因生物知识

产权技术价值、市场前景、风险规避和竞争瓶颈等

进行评估和预测的服务机构。 即使知识产权受让

方具备了相关专业知识,也很难对其价值、适用性

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由此影响到信息不对称情况

下知识产权定价与议价的合理性。 此外,转基因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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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知识产权的共享大多属于民事行为的范畴,对于

共享的实施涉及到较多的技术合同或协议的拟定,
在合同文本的拟定上需要得到较为周全的法律服

务。 而上述技术支撑不足导致的实际操作能力的

缺陷,都阻碍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共享。

三、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

共享意愿影响因素

1.研究假说

摇 摇 为进一步研究影响我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

共享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及共

享主体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如下 3 个假说:
H1:知识产权所有者(农业科研单位、高校、企

业)特征对知识产权共享意愿有明显影响。
知识产权所有者特征主要包括机构性质、承担

项目数量、科研团队实力、科研总投入、拥有知识产

权数量以及是否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转化部门

六个方面。 首先,就机构性质而言,企业共享意愿

应明显高于科研院所和高校等事业单位,在模型中

表现为变量 xi 的系数为负。 从收入结构和价值追

求来看,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产品的转化是其利润

的主要来源,而事业单位运营经费主要依靠财政投

入,事业单位文章和专利是主要目的,而非成果应

用;从科研人员心态来看,事业单位相比企业而言,
其研发人员心态更为保守,对规避共享带来的市场

风险偏好更高。 其次,承担项目数量和拥有知识产

权数量都与共享意愿成正比。 承担项目数量和拥

有知识产权数量都代表该主体的可能拥有的知识

产权多,存在规模经济,共享收益显著,因此将自主

知识产权共享的意愿更强烈。 第三,如果有专门的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设置,则共享意愿更强烈。 若企

事业单位设立了知识产权处(部、科)、成果转化处

(部、科)等类似机构,能够说明该单位对成果转化

应用工作更关注,共享意愿更强。
H2:知识产权所有者对转基因知识产权共享

意义的认识影响共享意愿。
通过笔者调研发现,虽然大多数知识产权所有

者都认为共享有一定意义,但是分歧较大。 主要包

括:共享是履行社会责任、共享能够带来经济效益、
共享提高自身社会影响、共享促进自身创新四类。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如果知识产权所有者能够认

识到知识产权共享的意义或者价值,则共享意愿会

加强,但是不同价值观的共享意愿也存在差异:由

于经济效益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预期对共享意愿

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大;履行社会责任与自身发展关

系较小,因此该因素对共享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
H3:外部因素对转基因知识产权所有者共享

意愿有显著影响。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变量和地区环境。 其

中,若当地政府有相应的配套法规,则会减少信息

成本和交易风险,所有者更倾向于将其知识产权共

享,因此政策法规与共享意愿呈正相关;当地经济

水平越高,相应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规模相

对更大,但经营管理理念也更为先进,因此地区经

济与共享意愿也成正比。
2.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为验证研究假说,检验各因素对知识产权所有

者共享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利用 Logit 模型进行实

证研究。 各因素对共享意愿的影响可以设定为以

下函数形式:
Y = f(xi)
其中,Y 为代表共享意愿,而 xi 代表能够影响

共享意愿的各种因素。 由于共享意愿属于二分变

量,只能用“愿意冶和“不愿意冶表示,不符合线性回

归方程的使用条件,因此,需要将因变量进行转换。
假设 Y=1 表示愿意共享而 Y=0 表示拒绝共享,则
愿意共享概率可以表示为:

prob(Y = 1) = p = ef(xi) +

1 + ef(xi)

上式可转化为:

ef(xi) = p
1 - p

两边求对数得到最终的线性回归模型:

ln p
1 - p = f(xi) = 茁1x1 + 茁2x2 + … + 茁ixi + 茁0

+ 滋
在该模型中,P 表示知识产权所有者共享概

率,即 f(xi)= 1 的概率,P 满足 0<P<1。 茁0 表示回

归方程的常数项,茁 i 表示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滋 是随机误差项,xi 是各影响因素量化后的解释变

量。 xi 代表的变量及其涵义见表 1。
3.实证结果与讨论

运用 SPSS18 统计软件对回收的 317 份有效问

卷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在模型的处理上,采用

了向后筛选变量方法,首先将全部变量引入回归方

程,然后进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在一个或多个不

显著的变量中,依据极大似然估计原则下的似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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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变量设定

变量类型 变量选择(符号) 变量解释 预期方向

主体特征 机构性质(X1) 企业=0,事业单位=1 -
承担项目(X2) “十一五冶期间承担转基因专项数量 +
科研团队(X3) 现有科研人员数量 +
科研投入(X4) 2011 年科研总投入 +

知识产权数量(X5) “十一五冶期间培育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 +
机构设置(X6) 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1,没有=0 +

主体价值观 社会责任(X7) 认为共享是社会责任=1,否则=0 +
经济效益(X8) 认为共享能带来经济效益=1,否则=0 +
社会影响(X9) 认为共享提升单位影响力=1,否则=0 +
促进创新(X10) 认为共享促进创新=1,否则=0 +

外部因素 政策法规(X11) 当地政府有促进配套政策=1,否则=0 +
地区经济(X12) 当地 GDP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否则=0 +

卡方,将 t 值最小的变量剔除,再重新拟合回归方

程,直到方程中所有变量基本显著为止。 回归结果

显示,机构性质(X1 )、科研投入(X4 )、机构设置

(X6)、社会责任(X7 )、经济效益(X8 )、社会影响

(X9)、地区经济(X12)等因素影响较为显著。 具体

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摇 实证结果

变量 B Z-统计值 Sig
机构性质(X1) -0. 853 -3. 427 0. 006***

科研投入(X4) -2. 076 -2. 528 0. 0141**

机构设置(X6) 0. 875 3. 145 0. 019**

社会责任(X7) 0. 094 1. 685 0. 094*

经济效益(X8) 1. 093 3. 297 0. 011**

社会影响(X9) 0. 941 2. 563 0. 013**

地区经济(X12) 0. 251 3. 091 0. 022**

摇 摇 根据实证结果,从主体特征、主体认知、外部因

素三个方面对共享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
(1)知识产权研发主体特征对共享意愿的影响

机构性质这一因素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且表现为负向作用,表明同样作为知识产权所有

者,企业的知识产权共享意愿比事业单位更强烈。
原因在于,企业的运营以自负盈亏为原则,盈利是

经营的主要目的,因此更加注重通过知识产权成果

的转化与应用实现经济利润;而事业单位从基本运

营经费到研发投入都依赖政府投入,对成果转化没

有迫切需求,因而更关注科研本身,而没有较高的

知识产权共享积极性。
理论上说,前期投入越多,对于经济回报的期

望也越高。 但是在实证结果中,科研投入却对共享

意愿有较大的负向影响。 科研投入这一因素通过

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系数较大并为负

数,说明科研投入与共享意愿呈负相关。 这与研究

假设存在较大差异。 可能的解释是,当前我国转基

因生物知识产权研发投入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企

业和科研单位自筹的研发经费相对较少。 因此,科
研投入越大,经费来源是公共财政投入的可能性越

大,非市场化特征更明显。 非市场化将产生两个问

题:一是经济惠益的需求弱,导致共享意愿弱;二是

成果价值被市场认可难,共享难度大,也间接影响

了共享意愿。
是否有专门管理机构,对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共

享意愿显著正向影响。 这一结果与预期作用方向

相符,证明设置了专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知识产

权所有者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更为重视,共享的意

愿较强。 从技术层面来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

构往往在知识产权交易、成果转化等方面有明显优

势,能够为知识产权所有者高效共享知识产权提供

一个可靠的共享平台和技术支撑,降低产权所有者

的共享风险,进而加强了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共享意

愿。
(2)研发主体的价值观对共享意愿的影响

经济效益、社会责任、社会影响力三个因素对

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意愿均存在正向影响,但
是影响大小存在差异。 其中,经济效益对知识产权

所有者的共享意愿影响最大也最显著。 经济效益

因素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并且系数

为正,表明若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所有者认为共享

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则其共享意愿就越强烈。 可能

的解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既是知识产

权所有者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要前提,又是研

发和共享的主要目的,所以经济效益对知识产权所

有者的共享意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经济效益大小

也成为知识产权所有者共享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相比之下,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影响力,是道德

和精神层面的动力与荣誉,因此对知识产权所有者

的共享意愿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 虽然社会责任

因素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并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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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为正,说明知识产权所有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越强,其共享意识越强,但履行社会责任属于公益

性的事务,为个体带来的直接效益并不明显,与知

识产权所有者的自身发展的相关性较小,因此,知
识产权所有者作为理性经纪人不会因为社会责任

感而大力共享,社会责任对其共享意愿的促进作用

有一定的局限性。
社会影响力与社会责任感类似,与共享意愿呈

正相关关系,即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共享意愿随着共

享知识产权成果能为单位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增大

而加强。 社会影响力因素比社会责任感因素影响

更大的原因在于,知识产权的共享为知识产权所有

者所属机构带来的荣誉和社会知名度等社会影响,
比“社会责任冶更实际,对机构的社会肯定和发展

产生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 因此知识产权共享为

单位带来的社会影响越大,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共享

意愿就越大。
(3)地区经济因素对共享意愿的影响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知识产权所有者共享意

愿显著正相关,表明地区经济越发达,知识产权所

有者的共享意愿越强烈。 原因在于,当地经济水平

越高,市场化程度往往也相对较高,信息获取更容

易和全面,市场交易也相对更加活跃,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知识产权共享成本;此外,经济发达地区

的经营管理理念可能更为先进,对成果保护和利用

意识都更强,可能也是这些地区共享意愿更强烈的

原因之一。

四、政策建议

总结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经济效益、社会责任

感等利益因素能够有效增强知识产权主体的共享

意愿;拥有相应知识产权共享机构也对知识产权共

享有促进作用;而研发投入与共享意愿却呈负相

关。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要加快完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价值评

价机制和共享收益分配机制。 从实证结果上看,经
济效益是促进知识产权所有者参与共享的重要因

素。 因此,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公益性服务职能,如
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进行分类,明确知识产权的

应用价值;根据应用价值确定知识产权有偿共享利

益分配标准,建立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惠益机

制;做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过程的监管,降
低风险,保护共享双方的利益。

二是搭建共享平台,降低共享实施成本和难

度。 从研究结果看,设置专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能

够有效推动共享,而公共财政投资加大并不利于共

享。 因此政府应及时转变思路,除加大研发投入

外,还应积极推动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平台建

设。 如创建共享实施的信息化平台,为转基因生物

知识产权共享提供信息、评估、咨询、结算和信用评

价等服务,为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共享提供快捷化

和具有公信力的实施载体。
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共享宣传,培育良好文化氛

围。 由于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均以公共财政

投入为主,公共物品属性明显,应抓住社会责任感

和社会影响力也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共享存

在促进作用这一特点,加大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

享文化建设,对共享先进个人与先进单位进行表

彰,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增强科技人员荣誉感和社

会责任感,形成知识产权共享的良好氛围。
四是加大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

业成为转基因生物研发主体。 从公共财政支持的

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研发主体来看,企业占的比重

较低,但企业恰恰是知识产权应用的主体,且共享

意愿强烈。 因此,可以通过将科研项目和科技政策

向企业倾斜的方式,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使之尽快成为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创造和应用

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汤建影,黄瑞华. 合作研发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微观机制

[J] . 科学管理研究. 2004(6) .
[2]王震. 基因专利的惠益共享[J] .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7(2) .
[3]张小罗. 基因权利研究[D] . 武汉:武汉大学法学院,

2012.
[4]孙洪武,刘志民,周明月,等. 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保

护的思考[J] . 中国科技论坛,2010(1):134-137.
[5]傅勉. 中国转基因作物自主知识产权之辨[N] . 第一财

经日报,2010-02-23(2) .
[6]罗志勇. 知识共享机制研究[M]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2003.
[7]Chi-Ham CL,Boettiger S,et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a鄄

ring initiative i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broadly accessible technologies for plant transformation
[J] .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2012,10(5):501-510.

[8] Connolly M P,Valderrama D. Implic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 . The A鄄
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2) .

69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3 卷



[9]郑亚莉,宋慧.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

影响的实证研究[J] . 中国软科学,2011(2):147-155.
(责任编辑:刘浩)

On the Sharing Willing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GMO in the Case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Researchers,Managers and Users

LI Yinqiu1,SUN Hongwu1,2,LIU Zhimin2,ZHOU Mingyue1

(1.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Nanjing 210014,China;
2. College of Pub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Based on 317 questionnaires answered by the transgenic biological technology researchers and manage鄄
rial staff member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sharing of GM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by
Logit model and found ou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haring willingness of th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the revenue cogni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t. On the
basis of status analysis and the result of empirical analysis,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to support the
non鄄profitable fi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aring service system,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to build a better social atmosphe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to support th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Key words:Public Finance Investment;GMO;Intellectual Property;Sharing Willingness;Influenti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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