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专利

专利大棒何以包打天下？

虽然各大手机品牌反对诺基亚的高收费行为，但手握众多专利的

诺基亚也不打算退让。

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获

悉，诺基亚技术有限公司与维沃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浙江广耀通

信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于8月7~ 9日在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于诺

基亚的专利诉讼，vivo已于今年5

月和7月，分别暂停了在德国、荷

兰市场的产品销售业务。

就相关问题记者联系采访诺

基亚方面，截至发稿暂未获回

复。除了国内，诺基亚还在欧洲

多国发起了专利诉讼。欧洲市场

一直是国产头部手机厂商“出海”

的一个重心。据了解，vivo 于

2020 年 10 月宣布进入欧洲六国

（波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

利和英国），此后逐步覆盖整个欧

洲市场。2019年11月，vivo在欧

洲设立办事处。在位于德国杜塞

尔多夫的欧洲总部，vivo 拥有一

支来自16个国家成员的团队。

除vivo外，2020年5月，OP-

PO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西欧区

总部正式启用。记者从OPPO方

面获悉，该公司近日收到法国巴

黎法院的判决书，巴黎地方法

院驳回了德国曼海姆法院先前

颁布的禁令，以缺乏新颖性为由

宣 布 诺 基 亚 的 EP1702486 和

EP1704731 专利无效，诺基亚关

于上述两项专利在法国的诉讼将

被撤销。

OPPO 对此回应称，诺基亚

高专利许可费明显与其专利实力

并不相符。至此，OPPO 与诺基

亚在法国持续两年的专利诉讼告

一段落。

而这些只是诺基亚和OPPO、

vivo等专利战的一个侧面。事实

上，由于未能就5G方面的专利许

可协议达成一致，诺基亚在2021

年后对OPPO、vivo等在英国、德

国、荷兰、巴西、印度等10余个国

家发起了上百起专利诉讼。作为

应对，OPPO、vivo等也在中国和

欧洲对诺基亚提起了专利诉讼。

两年来，双方各有胜负，其

中，德国、英国、荷兰、巴西和印度

的法院做出了对诺基亚有利的裁

决，而在中国、法国、印尼等地则

做出了对 OPPO、vivo 等更有利

的判决。

虽然专利大战互有胜负，但

诉讼确实对 OPPO、vivo 等在多

地的销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根

据 Canalys 报告，2023 年第一季

度，OPPO 在西欧的市场份额占

3% ，同 比 下 滑 53% 。 Counter-

point Research数据也显示，OP-

PO（含一加品牌）2023年一季度

欧洲市场份额为 4%，比 2022 年

一季度的6%下降两个百分点。

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专利

费，特别是5G方面。“目前专利之

争不在缴与不缴，而是在于专利

费如何定价。”一国产手机厂商负

责人直言。一些企业在3G和4G

时代投入的研发费用高，专利费

收取多些可以理解，但5G玩家更

多，都有各自的专利贡献，专利授

权和费用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诺基亚高昂的专利费让市

场争议颇多。以 5G 专利费为

例，2018 年，诺基亚公布了 5G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每部

设备 3 欧元。简单按一家手机

厂商全球每年 1 亿多部的手机

出货量计算，每年就需向诺基亚

缴纳3亿~4亿欧元的专利费，折

合人民币高达24亿~32亿元。

OPPO公司的首席知识产权

官冯英表示，4G时代我们已和诺

基亚签订了合作协议，5G时代要

价太高确实很难承受，如果按照

诺基亚的费用标准，手机厂商不

可能有盈利空间。OPPO愿意与

诺基亚共同努力，通过友好协商

方式解决双方的专利费争议。

众所周知，通信行业标准化

程度很高，但对于专利收费，行业

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当前业内普

遍遵循的是 FRAND 原则，即公

平、合理、无歧视原则。但是否违

反该原则，最终还要由各地法院

来裁定。

因此，虽然各大手机品牌反对

诺基亚的高收费行为，但手握众多

专利的诺基亚也不打算退让。因

此，从2011年开始，诺基亚围绕专

利的诉讼就没停过，并在与手机大

厂的专利大战中收获颇丰。

2011年，诺基亚通过诉讼获

得苹果赔偿金约4.2亿欧元；2014

和2016年，诺基亚又对苹果发起

专利诉讼，此后双方专利诉讼大

战打响；直到 2017 年，才与苹果

和解旷日持久的知识产权争议，

并达成一项多年期专利许可协

议，苹果同意一次性支付专利费，

双方于是从诉讼对手转变为业务

合作伙伴。

2012年，黑莓向诺基亚支付

专 利 费 ；2012 年 ，诺 基 亚 起 诉

HTC 侵犯了其 45 项专利，此后

诺基亚又向三星等发起了专利诉

讼，甚至还把矛头进一步对准奔

驰、宝马、丰田等车企，因为车联

网中也涉及诺基亚的专利。2021

年，诺基亚对国产手机品牌的

OPPO、vivo、realme 等在多国发

起了上百起诉讼。

在诺基亚近乎垄断式的手机

专利和严密的专利保护体系下，

专利费成为了支撑诺基亚发展的

利润支柱，2020年时技术许可业

务带来的营收甚至占到诺基亚利

润的44.7%。财报数据显示，过去

5年中，诺基亚专利许可业务年营

收一直保持在10亿欧元以上。

技术专利是核心市场竞争力

1973年，首部移动电话诞生，此

后从1G到5G，移动通信技术基本每

10年升级一次，技术周期的变动往往

伴随着新的霸主出现，所以必须持续

重金研发，押注下一代技术，否则就

可能没有未来。

如今，高科技企业的竞争更多表

现为技术、专利、产品服务上的竞争，

5G商用化是大势所趋，市场潜力仍

有待全面释放，华为、中兴、爱立信、

诺基亚等国内外巨头群雄逐鹿，vivo、

OPPO、小米等也迎头赶上。可以想

见，随着各个巨头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技术和专利、市场的竞争会愈发

激烈和刺刀见红。

实际上，诺基亚和华为在专利大

战上也有过交锋。2016年7月，华为

在美国得州东区法院向美国第四大

运营商T-Mobile提起专利诉讼。因

为 T-Mobile 涉案的设备是诺基亚

的，在提出双方专利申请仲裁被华为

拒绝后，为了阻止华为起诉T-Mo-

bile，诺基亚针对华为的其他一些专

利提起了诉讼。技术专利积淀的深

厚与否会直接决定诉讼战中双方的

角色和底气。

没有研发投入就没有技术创新，

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专利产出，也就

没有持续的许可收入和研发再投入，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商业逻辑循环。

现在的诺基亚虽然失去了智能

手机市场，反而过得更舒服。一些人

看不上诺基亚四处挥舞“专利大棒”

的行为，但这确实是人家多年积淀的

底蕴和实力。

可以预见，科技产业各领域专利

战愈演愈烈，科技巨头们对专利的重

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专利大战可能会

成为科技公司的家常便饭，技术积淀

更决定着未来行业的地位。在这种

背景下，中国企业更应该重视技术创

新投入，建立自己在未来更坚实的技

术专利底座，让专利为自己服务甚至

产生巨额收益，而不是成为前进路上

的绊脚石。

技术专利是核心市场竞争力。

如今，历经市场教训、深刻认识这点

的中国企业在技术和专利上的投入

愈发舍得，这也给诺基亚、爱立信

这 些 老 牌 通 信 企 业带来很大冲

击。不过这对行业技术水平的快速

提升无疑是好事，对诺基亚们其实

也是一种倒逼，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毕竟，巨大的成功，需要伟大

的对手。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吴清采写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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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

编者按/功能机王者诺基亚在智能机时代“消失”多年后，

正在以“专利霸主”的身份重返手机市场，并在全球掀起新一

轮专利大战。

2021年后，诺基亚在全球多国对国产手机品牌OPPO、

vivo、realme等发起了上百起诉讼，而作为反击措施，上述手机

品牌也对诺基亚进行了反诉，诉讼互有胜负。但总体来讲，诉

讼对上述手机品牌在多国销售造成很大影响。

事实上，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苹果、三星等在内的全

球主要手机品牌都曾遭遇过诺基亚的专利诉讼，不过在博弈

多年后，多以和解告终。

财报显示，2022年诺基亚专利许可相关收入15.95亿欧

元，营业利润12.08亿欧元，销售成本仅500万欧元，毛利率高

达99.7%。仅此一项利润就近百亿元人民币。利润百亿元人

民币是什么概念？2021年全国共有4701家沪深A股上市企

业发布年报，仅有78家企业净利润超过100亿元。2022年，手

机出货量全球第三的小米一年辛辛苦苦生产销售了1.5亿部

手机和众多其他电子产品，净利润也仅为85亿元人民币。

功能机时代王者的诺基亚何以靠专利在智能机时代赚得

盆满钵满？诺基亚在专利红利上还能躺赢多久？在全球科技

战和专利战愈演愈烈的今天，打遍天下手机品牌的诺基亚可

谓是全球专利大战中最勇猛的那个，它的很多做法和经验值

得思考、借鉴，也给各行业领域带来现实的经验启示。

诺基亚专利大战
背后的生意

拥有约20000个专利家族

总部位于芬兰埃斯波的诺基

亚成立于1865年，从最开始的伐

木、造纸起家，在其百年公司发展

史上，业务重心几经转变。不过诺

基亚最经典和风靡全球的当属其

待机一周、能砸核桃的功能机，该

机曾创造了连续15年雄踞世界第

一、年销4.3亿部手机的辉煌战绩。

不过，深度依赖功能机的诺

基亚迅速被智能机时代抛下，最

终于 2013 年宣布将曾占公司九

成营收的手机业务以 73 亿美元

的价格贱卖给微软（其价格为最

高市值 1151 亿美元的 1/16），从

市场巅峰到贱卖只有 5 年时间，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好在倒下前，诺基亚将排行

世界第四的电信设备生产商阿尔

卡特-朗讯和诺西通信收入囊

中，该企业的HERE地图等业务

占据全球车载仪表导航系统90%

市场份额，从而获得新生。

一个全新的诺基亚成型。“在

今天的近10万名诺基亚员工中，

只有不到1%的人还持有2012年

的工卡。”诺基亚董事长李思拓表

示。2017年，诺基亚以1850亿元

（人民币）年营收重新杀回世界

500强。

实际上，诺基亚转型电信设

备生产商后，并不甘心放弃曾经

创造无数经典的手机业务。只是

将品牌运营“外包”给了一名诺基

亚 前 高 管 在 芬 兰 创 立 的 品 牌

HMD，并交由富士康代工，诺基

亚则提供专利和技术。

HMD目前已获得诺基亚品

牌10年授权，独家生产诺基亚安

卓手机和平板电脑。面对竞争激

烈的智能机市场，HMD 基于诺

基亚功能机时代实惠耐用的自身

特色，推出了一系列功能机和入

门型智能机，定位在老人机和学

生群体。不过，消费者的热情并

不太高，毕竟现在农村大爷都开

始刷短视频，只能打电话和收发

信息的功能机已经过时了。

科技产业观察者雷兵告诉记

者，诺基亚这些年推出的手机产

品在消费市场上一直不温不火，

智能机市场竞争激烈，升级迭代

很快，高端智能机型留给诺基亚

的空间很小。相关数据显示，诺

基亚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已从巅

峰时期的独占半壁江山，到如今

已经不到4%。

但是，虽然逐步从手机生产

的一线退却，却并不影响诺基亚

可以在自己丰富的专利手机库上

“躺赢”。

作为手机行业的先行者和通

信行业的霸主，诺基亚掌握有大量

2G/3G/4G，以及5G的技术专利，

高像素大底、超采样技术、光学防

抖等一系列技术均由诺基亚率先

推出，现在手机的诸多功能背后都

有诺基亚的身影，连手机拍照功能

也是诺基亚的发明专利。

“手机都是一脉相承的，4G

手机也在使用2G技术。”手机中

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对记者表

示，全球手机厂商很难完全绕开

诺基亚的专利“围墙”。

财报显示，诺基亚是世界电信

行业最广泛、最强大的专利组合的

重要一员。拥有约20000个专利

家族（每个家族包括若干单独专

利），其中有超过4500个专利家族

被宣布为5G标准的关键专利。

李思拓曾表示，诺基亚要成

为“淘金路上卖铁锹的人”。移动

互联网不但没有击败诺基亚，反

而让它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如

今，专利授权业务是诺基亚最有

价值的资产，每年为其带来上百

亿元的利润。

除了先行者的先行占位优

势，诺基亚最该感谢的还是其对

技术的重视和专利的投入。诺基

亚建立公司之初，便设立了一个

“电子部”，专门用于解决各类电

子商务以及研发技术等问题。从

2G 之后到 5G 期间，诺基亚的专

利数目就已多达3万多个。

即使是在公司最艰难的那两

年，“科技以人为本”的诺基亚还

在为支撑高像素，大费周折地自

研ISP（图像处理器）；索尼做不了

高像素的CMOS（数码相机的一

个核心成像部件），诺基亚又找日

本 的 东 芝 专 门 定 制 了 全 新 的

CMOS。

即使是在公众眼中已经销声

匿迹的那几年，诺基亚还从全球

招募了 4 万名工程师，依托自身

的技术积淀，加班加点攻克5G技

术，仅2019年诺基亚便申请了上

千件专利。据中国信通院数据，

截至2019年4月，诺基亚的5G标

准必要专利声明量超过1471件，

在全球通信厂商中排第二，占比

为13%，仅次于华为的17%。

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截至2019年4月，诺基亚的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超过1471件，在全球通信厂商中排第二，占比为13%，仅次

于华为的17%。

躺赢将不可持续

专利实质上是对企业前期投入

巨额资金研发的一种保护和补偿。

要想获得持续、稳定的专利费收入，

完全躺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手机

通信技术在不断迭代，要想收获稳

稳的专利费，依靠的依然是持续不

断的高研发投入。

诺基亚还能继续专利躺赢吗？

至少难度是越来越大。一方面，手

机等科技领域企业愈发认识到技术

和专利的重要性，研发投入持续增

强；另一方面，饱受专利诉讼和高昂

专利费用之苦的手机厂商们，也在

不断加大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力

度。在这种背景下，诺基亚的比较

优势在不断下滑。

目前在移动通信领域，专利大

户主要有诺基亚、爱立信、高通、华

为等，梳理对比如下：

2008~2022年的总研发费用，诺

基亚 671 亿欧元，爱立信 555 亿欧

元，高通618亿欧元，华为1346亿欧

元，是其他几家的两倍还多。2022

年，在公司利润大跌的背景下，华为

研发费用支出为161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3.2%。2020~2022 年，华

为的研发投入达到 4460 亿元人民

币，超过了高通、爱立信、诺基亚三

巨头的总和。

华为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郭

平表示，华为的问题不是靠节衣缩

食来解决的，必须要加大战略投入，

在单点技术领先存在困难的时候，

积极寻求系统突破。

持续的巨额投入产生的回报也

是丰厚的。据中国信通院2023年4

月发布的《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

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3年）》，华为

5G SEP 数量大幅领先，整体占比

14.59%，高通以10.04%占比排第二，

而诺基亚和爱立信则分别以6.82%、

6.28%的占比排在第六、第七位，基

本和各家研发投入成正比。

值得注意的是，前十里面有 5

家中国企业，其余 4 家中国企业分

别是中兴、大唐、OPPO、小米。

今年7月，华为宣布对4G和5G

手机设置的许可费率上限分别为每

台1.5美元和2.5美元；爱立信2017

年宣布单台5G手机专利费用上限5

美元；诺基亚则是每台设备3欧元。

针对华为收取专利费一事，华

为总裁任正非曾在 2019 年 6 月表

示，华为很多知识产权不会武器化，

知识产权应该是允许相互交叉许可

的。在 2023 创新和知识产权论坛

上，华为副总裁、知识产权部部长樊

志勇表示：“华为对专利许可采取平

衡的策略。我们认为，收取合理的

专利许可费会激励创新，推动创新

成果的应用。截至目前，华为已累

计签署近200项双边许可协议。此

外，超过 350 家公司已通过专利池

获得华为专利许可。”

去年年底，华为与 OPPO、三

星等手机企业签署了专利交叉许

可协议。

说实话，凭借积淀深厚的专利

许可业务，诺基亚中短期内仍然会

活得很滋润。但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如果研发投入、对技术周期布

局，以及商业模式如果不突出的话，

恐怕很难走得更远。

值得一提的是，诺基亚技术事

业群的营业利润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分别是 80.7%、

80.1%、78.9%、75.7%，已经连续3年

下滑。

“如果从诺基亚的角度，要继续

在专利费上躺赢，除了继续强化研

发投入和提升效率外，还需要把自

己的专利价值及独特性讲清楚，并

提供更好的服务。”雷兵表示。而从

中国企业的角度来说，一方面继续

研发做好专利积淀，同时做好专利

保护和适时地提升收费标准。

如今，在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布

局上，中国企业明显占优。Market

Research Future在2022年10月发布

的《6G市场研究分析报告》显示：目

前全球近 50%的 6G 专利申请来自

中国，位居第一；美国持有的6G专

利全球第二，占比达到35.2%；其次

是日本，6G专利技术占比达9.9%。

而据统计，截至 2022 年年底，

OPPO的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列

全球第四位，欧洲专利申请量位列

中国专利权人第二位、全球第十

七位。OPPO 内部人士表示，5 年

前，OPPO 在全球的专利还不到 1

万件，但现在 OPPO 已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及区域布局专利，申请专

利接近 9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

达90%。

2016年，5G通信标准还未完善

之前，vivo 就已开始了预研与投

资。截至2022年年末，vivo全球申

请专利超过 43000 件，获授权专利

14000件，累计共申请4000多项5G

发明专利，向3GPP标准化组织提交

5G提案近8000篇。

华为法务部副总裁沈弘飞认

为，很多中国公司目前都在参加全

球主流的专利池，通常大型厂商既

是权利人也是使用人，所以大型厂

商之间的许可通常是交叉许可。“在

交叉许可协议中，每一方都获得另

一方的专利许可，最终由哪一方向

另一方净支付许可费，取决于双方

的专利价值和市场情况。”他说，从

长远来看，5G专利费用在更加复杂

的博弈下，将进化得更加合理。

如果拿诺基亚和华为做个简单的对比，诺基亚的研发投入和5G

SEP均不到华为的一半，但专利许可费却是华为的近3倍。

3.启示

芬兰埃斯波诺基亚总部。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