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都国脉技术资产（知识产权）评估方法

产品名称 中都国脉技术资产（知识产权）评估方法

公司名称 北京中天华伟矿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3层308室

联系电话 13801054482 13717577138

产品详情

评估机构执行知识产权评估业务根据评估目的，通过对专利评估对象价值类型、所掌握的评估基础资料
翔实程度等基础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成本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评估方法。

（一）首选方法--收益现值法。大部分知识产权评估采用国内、国际通用的资产评估方法——收益现值
法。收益现值法，是在假设企业未来持续经营条件下，通过估算知识产权经济寿命期内的合理预期收益
，并以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其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其核心是收益年限、收益额、折现
率。

【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

（1）专利产品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计量（预期收益额）。收益额可以因评估目的不同而
采用不同的计算口径，如采用净利润、净现金流量等。

专利实施产生的收益预测情况包括：

未来产品市场及可能的市场份额；

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

企业有形资产的相关配套能力

企业提供的历史数据并结合业内其他企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数据作出分析和判断 

对于尚未实施的专利参考专利实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商业计划、财务预测等并结合收集到的行业内其
他企业的相关数据作出分析和判断

（2）企业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计量（折现率）。



【折现率选择考虑的因素】无风险报酬率 、投资回报率、
通货膨胀因素、与所选收益额的计算口径相匹配，还要能够体现资产的收益风险

【折现率确定的主要方法】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风险累加法、行业平均资产收益率法。

（3）专利产品预期获利年限（收益期限）可以预测。

根据专利技术应用领域平均更新速度、技术先进程度、成熟程度、垄断程度、法定保护年限、专利产品
寿命期、有关的合同约定期限等合理确定专利的剩余经济寿命。

通常专利经济寿命要短于专利的法律剩余保护年限。

【要素取值与评估值的一般规律】

（1）预期收益额越大，评估值越高；

（2）折现率越大，评估值越低，反之越高；

（3）获利年限（收益期限、经济寿命）越长，估值越高，反之越低。

【运用收益法评估对象】：专利、非专利技术、商标、著作权、版权、植物新品种权、经营权以及企业
整体价值等。

采用收益法评估，注重了专利的实施效果，即未来收益，兼顾了发明人和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是知识产
权评估首选方法。

 (二)市场法（市场比较法）。

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知识产权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包括对交易时间、交易
因素、交易目的、资金成本、经济寿命等因素的分析、修正）来估测专利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

【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1）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

（2）公开市场上要有可比的资产及交易案例（参照物）。

运用市场法要求充分利用类似资产成交价格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算被评估资产的价值。运用已
被市场检验了的结论来评估被评估对象，显然是被相关交易方所接受的。市场法是应该专利评估中最为
直接、最具说服力的评估方法。

   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还远未形成成熟完善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市场上可寻找到的类似交易案例
少之又少，因素修正非常困难，因此，现阶段，很少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而国外发达国家由于技术交
易市场比较发达、可交易案例比较容易获取，是一种被经常用到的评估方法。

(三)成本法。估测知识产权的重置成本（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它包含：取得该项知识产权所耗费
的合理必要费用（包含：材料费、工资费、设备费、资料费、咨询鉴定费、外加工费、培训费、差旅费
、管理费折旧费分摊、其他费用等）、相关税费以及必要的资金成本和合理利润。然后估测由于技术更
新因素导致的功能性、经济性贬值因素，从重置成本中扣除而得到评估价值的方法。



由于投入成本与专利自身价值的弱对应性，往往研发专利的成本并不能真实反映专利市场价值。例如：
回形针（曲别针）发明专利，其发明源于发明者的灵机一动，但它所产生的效用和价值近几十年来有目
共睹，价值不菲。如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出的价值可想而知，这样的评估结果肯定是不合理的
，因此会谨慎选用。

【运用成本法评估知识产权特殊情形】

1.技术尚处于早期研发阶段时，其结果具有强烈的不确定因素；

如：艾滋病疫苗、有效药品的研制）

2.计算机软件

（1）未开发完成软件：一般以工作量或程序语句行数为软件成本的度量，采用成本法。软件成本主要体
现在人员工资上。

（2）自用型（嵌入式）软件，不存在市场或市场容量少，难以通过销售软件使用权获得收益的情况，一
般采用成本法

（3）专用（即用户只有一个或若干个）软件以及虽属于通用软件但尚未投入生产、销售的，一般采用成
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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