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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联盟承担着建立与推广产业技术标准的重任，是国家技术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产

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的一致性与冲突基础上，从技术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和市场化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联盟

技术标准化过程及特点，针对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不同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政府支持策略，旨在为明晰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和关键问题、加速联盟技术标准化进程和完善其政府支持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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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抢占世界经济科技制高点，世界各国纷纷

组建产业( 技术创新) 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 来制

定和推广技术标准，产业联盟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

标准竞争制胜的重要武器。从全球技术标准的发展

实践来看，主要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各大标准的竞争

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产业联盟的标准之争，例如国际

3G 标准的 WCDMA 联盟和 TD － SCDMA 联盟; 二是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标准化都离

不开各国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在我国政府的大力倡

导和支持下，以信息通讯为代表的各技术领域纷纷

组建产业联盟来参与标准竞争，如我国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 TD － SCDMA 产业联盟、WAPI 产业联盟和

AVS 产业联盟，这些联盟组建的目的是建立自主技

术标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与国外同类技术标准相

抗衡。
2008 年，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

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 产业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围绕产业技术创新的关

键问题，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形成重要的产业

技术标准［1］。可见，产业联盟承担着产业技术创新

的重任，而技术标准化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提升

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十二五’科技

发展规划”和“技术标准战略纲要”等各类规划、战

略和政策的出台及实施，产业联盟及其技术标准建

设将处于更加优越的政策环境，但同时也面临严峻

的全球标准竞争挑战;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大多数产

业联盟还存在标准化进程缓慢、标准缺乏国际竞争

力等诸多问题，因此，明晰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

及特点对于加强联盟技术标准化管理至关重要，同

时政府应从联盟与技术标准化两者的冲突及联盟内

外部矛盾出发，在联盟技术标准化的不同阶段发挥

其特定的作用，以加快联盟技术标准化进程。

1 文献回顾

从技术标准化和联盟技术标准化两个层面对国

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1． 1 技术标准化

专利与技术标准密不可分，Blind 等研究了专利

密度与其加入标准的关系［2］; Keil 提出专利的加入

使技术标准具有垄断性［3］。在技术标准化的内涵

和过程方面，孙耀吾等认为技术标准化涵盖从研发、
专利技术确立为产业标准直至标准采用、产品开发

和技术扩散的完整过程，提出 R＆D、技术标准和产

业化的三螺旋结构模型［4］。技术标准化受到多因

素影响，Wegberg 认为网络外部性、竞争强度、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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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转换成本、谈判成本等影响标准化模式［5］。
关于技术标准的形成，王程韡等提出技术标准形成

的分层演化模型［6］; 张米尔等研究了技术标准私有

协议的生成机制［7］。技术标准的实施伴随着专利

权滥用行为，盛立新等提出了技术标准专利权滥用

行为的规制对策［8］。很多学者从技术标准发展过

程中的企业角度，提出了其专利战略，如 Hemphilll
建立了企业专利矩阵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技术标准

发展中的企业专利战略［9］; 任声策等分析了 GSM 标

准形成 中 的 摩 托 罗 拉 和 诺 基 亚 等 公 司 的 专 利 战

略［10］。此外，也有学者提出政府在技术标准化过程

中的作用，吕铁认为政府在技术标准化中的作用应

是制定产业技术政策和竞争政策，提高本国产业和

企业技术标准竞争力［11］。
1． 2 联盟技术标准化

联盟与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吴文华等认为

技术标准联盟通过作用于标准技术与安装基础，对

技术标准的确立与扩散产生影响［12］; 张米尔等以

AVS 标准为样本，研究了结盟行为对自主标准的作

用机 制，认 为 标 准 联 盟 有 助 于 推 动 标 准 的 产 业

化［13］; Funk 运用技术联盟和产业结构等理论，研究

了通信产业技术标准制定的有关机制与方法［14］。
联盟技术标准的运作模式。陈欣比较了 GSM

－ Motorola 及 MPEG － 2 专利联盟运作技术标准的

模式及效果，总结了对我国企业利用专利联盟运作

自主技术标准的启示［15］。
联盟技术标准化中的专利许可定价与分配。曾

德明等从联盟成员加入技术标准联盟的决策角度，

运用实物期权思想建立了技术标准联盟的技术专利

定价模型［16］; Lemley 依据成员披露标准必要专利的

先后顺序，提出“逐级递减”的专利许可费分配方

法［17］。
联盟技术标准化的对策及政府作用。杜伟锦等

从完善协商机制、协调联盟伙伴关系、制定知识产权

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技术标准形成与发展的

对策与建议［18］; 姚远等比较了 DVD 和 MPEG 标准

下专利联盟的形成模式和特点，提出我国专利技术

标准化的对策建议［19］; 薛卫等探究了闪联标准在不

同发展阶段采取的不同战略组合，分析了其标准化

中的政府作用［20］。
综上，现有文献多集中于专利与技术标准的关

系、技术标准化过程及标准建立与实施; 在联盟技术

标准化方面，主要以产业联盟、技术标准联盟、专利

联盟为研究对象，多以通信产业的典型联盟为例，研

究内容包括联盟对技术标准的作用机制、标准运作

模式、标准专利许可、标准化对策等。目前的研究

中，对于标准制定和标准专利许可的研究较多，而以

产业联盟为对象的技术标准化研究较少，尤其是联

盟技术标准化过程的研究鲜有涉及，且目前学者们

对标准化过程的划分不统一，导致对于产业联盟这

种特殊的产业组织而言其标准化过程的认识不够深

入，特别是产业联盟标准产业化和市场化难以有效

区分; 另外，关于产业联盟标准化不同阶段的政府支

持策略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学者结合案例分析了政

府作用或提出政策建议，未能从我国产业联盟技术

标准化的全过程、特点和普遍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

具有普适性的政策措施。

2 产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的一致性与冲突

世界各国的技术标准之争日益以产业联盟或技

术标准联盟为竞争利器，这种现象在信息通讯、生物

医药等高技术领域尤为普遍，其中，依托产业联盟来

制定和运作技术标准，成为各国重点产业和技术领

域发展与创新的必然选择，尤其是技术标准的后发

国家(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更加重视通过组建产业

联盟来发展自主技术标准，例如我国的 TD － SCD-
MA 联盟、AVS 联盟等［13］。
2． 1 产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的一致性

产业联盟是一种产业组织形态，技术标准化是

一个过程并涉及一系列活动，在知识经济、全球化和

开放式创新时代，产业联盟是解决知识产权和标准

化矛盾、加快产业标准化步伐和应对全球标准竞争

的最有效载体，两者在公共利益和互为需求等方面

具有一致性，体现为: 第一，产业联盟的目标是为了

推动产业创新与发展，而技术标准化的目标是形成

关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特性及参数的规范并得到采

用，维护产业及其市场的合理秩序［11］，赢得标准竞

争力，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日益演变为更高层

面的技术标准之争，各国政府都加强了重要技术标

准的部署和干预支持力度，从一国产业发展角度出

发，产业联盟和技术标准化都具有公共利益，两者的

融合有利于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在开放式创新时代，产业联盟需要运用技术标

准来提高其产业影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技术标准

化活动更需要以产业联盟为抓手，这是因为在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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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全球技术标准之争中，标准的复杂性、技术集

成性和开放性要求，以及知识产权开发、基础设施建

设、产品开发等技术标准化一系列活动，需要产业内

大量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而这正是产业联盟这种

产业组织形态的优势所在，且符合全球标准化发展

趋势，从而使两者的结合成为必然。
2． 2 产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的冲突

产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的冲突主要源于公共利

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性，体现在: 第一，产业联盟技

术标准化以产业竞争力而非垄断利润为目标，具有

面向本国产业的公共属性和显著的社会效益，由于

产业联盟内部各成员在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的，

如果联盟及其成员的前期大量投入无法获得回报或

得到补偿，将会丧失建设产业技术标准和带动产业

整体发展的积极性; 第二，技术标准对掌握标准知识

产权的企业来说，意味着对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力，联

盟如果将标准必要和非必要专利进行一揽子打包许

可，或限制受许方产品数量和销售渠道，则构成专利

权滥用，这与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初衷以及技术

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相违背。
产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的一致性决定了以产业

联盟来制定和运作技术标准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产

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的冲突也使联盟技术标准化过

程中存在诸多联盟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需要

政府的协调和支持。

3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过程和特点

3． 1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过程

技术标准是“一种与产品或服务相关并得到大

多数生产商和用户承认的技术规范”［20］，技术标准

化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涵盖标准的制定、发布

和实施一系列活动。结合产业联盟承担产业创新的

任务和职能，其技术标准化过程可描述为“标准形

成→标准产业化→标准市场化”，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根据标准技术、产业和市场的成熟

度由低到高，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可划分为标准形

成、标准产业化和标准市场化三个阶段，在标准形成

阶段，联盟将技术权利化为专利和技术标准; 在标准

产业化阶段，联盟不断吸引产业内其它厂商参与建

设和采用标准，完善标准实施的基础条件及其产业

链条; 在标准市场化阶段，联盟在激烈的标准竞争中

形成标准的市场规模和国际竞争力。

图 1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和市场化进

程也伴随着标准的自我强化和升级。根据标准的性

质不同，标准分为法定标准和事实标准［20］，对于大

多数产业联盟来说，一般是在本国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出于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与竞争需要，首先在标

准形成之初确立为法定标准，然后随着标准市场化

的推进发展为事实标准。根据标准的范围和级别不

同，标准分为国际标准( 包括国际标准和区域标准)

和国内标准( 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区域

标准和企业标准) ，在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中，

可能首先提出学术或概念标准( 非严格意义的技术

标准) ，然后确立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

准，例如，于 2003 年组建的我国闪联产业联盟，在组

建初期提出闪联的概念性标准，并着手于标准的研

发与产业化，2005 年成为行业标准，并全力推进产

业化进程，2007 年确立为国际标准，成为全球 3C 协

同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20］; 此外，也有的先确立为

国际标准，然后才成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 TD
－ SCDMA 标准是于 2000 年首先确立为国际标准，

然后围绕该标准于 2002 年组建了 TD － SCDMA 产

业联盟，其标准于 2006 年成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
( 1)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的形成

是指联盟成员合作将技术权利化为知识产权

( 主要是专利) 或有效集成已有知识产权，将其纳入

并制定为技术标准( 通常为法定标准) 。在知识经

济和全球化竞争时代，技术标准的竞争是以强大的

专利群为支撑，因此技术标准的形成也与专利和技

术标准的关联密切相关。根据文献［21］，归纳技术标

准的形成方式如图 2 所示。
根据专利和标准形成先后顺序不同，将技术标

准的形成方式划分为专利推动、标准拉动、专利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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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标准形成方式及其专利特征

准互动三种类型［21］，不同方式的特点也各不相同。
①专利推动型。将已有专利 ( 包括非专利技

术) 有效集成，设计为技术标准［21］，其突出特点是先

有专利，在已有专利的基础上形成技术标准，在标准

的演进过程中，还要围绕标准不断开发新的专利。
②标准拉动型。先建立技术标准，制定技术标

准的总体目标，将目标分解，围绕分解目标进行研发

并申请专利。标准拉动型的优点是: 由于目标和任

务明确，所形成的专利往往是必要专利，节省研发经

费，研发效率高，可以避免专利保护范围重叠，一般

不会形成可能产生冲突的竞争性专利［4］［21］。
③专利与标准互动型。专利与标准互动型本质

上也属于标准拉动型，区别是前者是在已有少量的

技术或专利基础上建立标准，其特点是将现有技术

组合，制定技术标准的主要目标、达到的功能和技术

方案等，根据其目标和主要内容分解，开发专利，之

后再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或形成新一代的技术标

准，例如我国的 AVS 标准和 TD － SCDMA 标准。这

种方式既集成了现有专利，又形成了新的专利［21］。
以上三种形成方式的适用条件如表 1 所示。

表 1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三种形成方式的适用条件

类型 专利推动型 标准拉动型 专利与标准互动型

适用条件
专利数量较多，且技

术成熟度较高

技术基础弱，缺乏专利，但标准关

系到国家产业发展和重大利益，符

合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导向明确

有一定技术基础及少量专利，标准关系到产业国际竞争力，属于摸

索性工作，可能包含系列标准，目标导向明确，但需要不断完善和

提高

( 2)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①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产业化

是指联盟在制定技术标准后，通过整合产业资

源吸引有关厂商和机构参与标准建设，不断完善标

准体系，促进标准在产业内许可实施，壮大联盟及其

标准产业链条，将联盟技术标准上升为产业层面的

技术标准，其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产业化的过程

在联盟技术标准产业化过程中，不断提高对产

业的开放度和技术扩散水平，其主要标准活动、标准

参与主体和专利许可方式与标准形成阶段相比也发

生了转变: 一是主要标准活动由原来开发标准所需

技术并专利化、集成联盟成员已有专利，转变为完善

系列标准、构建标准产业链条、促进标准的应用; 二

是标准参与主体由原来只涉及产业内核心企业和有

关机构( 构成标准专利池) ，转变为涉及产业内大部

分企业和机构，覆盖标准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包括标

准技术提供商、中间设备制造商、终端( 产品) 制造

商、运营商、服务商等; 三是标准专利许可方式由原

来仅在联盟内部专利池成员之间共享专利，转变为通

过共享产业资源、在产业范围内优惠许可标准专利。
②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市场化

是指联盟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不断提升标准用

户规模和产品市场份额［22］，在提供标准专利许可和

增值业务、销售标准终端产品和互补品等一系列经

济活动中获取经济收益，使联盟标准在与同类标准

竞争中赢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实现标准市场价值。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市场化的水平受到标准( 标准先

进性、标准产业链、标准兼容性) 、市场( 用户预期、
同类标准水平) 和行政规制( 法律法规、政府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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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力度) 等多因素影响［23］。
( 3)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形成、产业化与市场化

的关系

由图 1 可知，标准形成、产业化和市场化三类活

动不是孤立和依次推进的，而是存在相互联系、部分

包含和同步上升的关系，例如，产业联盟技术标准的

形成需要联盟产业链上大量成员的合作，因此标准

的形成过程也可视为标准产业化初期阶段; 同时，联

盟标准产业化和市场化也是标准自身强化和升级的

过程，从而有利于形成更高层次的标准; 又如，标准

产业化和市场化可能是同步进行的，市场化是产业

链不断完善和成熟的过程，而产业化水平也伴随着

市场的开发和反馈得以进一步完善。
虽然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形成、产业化和市场化

三类活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互补性和交叉性，但是

存在本质的差异，如表 2 所示。

表 2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形成、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比较

标准形成 标准产业化 标准市场化

目标

将技术权利化，并

有效 集 成 为 ( 法

定) 标准

形成标准产业链条，成为产业普及的规范性标准体

系，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成为事实标准，赢得标准市场规模、竞争优势和经济

利益

标志

一般 是 确 立 为 法

定标准，并初步形

成基础技术标准

形成含有系列标准的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技术标准、

产品标准、工艺标准、检验和试验方法标准、设备标准

等，并且在应用中不断完善; 围绕标准的技术演进及

普及应用要求，构成完备的产业链条，用户安装基础

扩大，标准专利许可实施范围广，生产工艺、基础设施

等符合标准产品要求

标准用户规模超过临界容量，不断开发出终端产品

和互补品，消费者数量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增长; 标准

在市场反馈中不断地完善与升级; 能够对国外标准

构成挑战，在全球标准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机制
主要 是 知 识 产 权

共享和集成机制
主要是技术扩散和产业分工协作机制 主要是市场和竞争机制

以 TD － SCDMA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为例，TD －
SCDMA 标准于 2000 年确立为国际标准，标志着标

准已形成; 此后，依托产业联盟开始标准产业化，涉

及芯片、系统设备、测试、软件、终端、工程建设

及网络服务等领域; 目前，TD － SCDMA 标准处于

市场化阶段，已开发了多款手机、数据卡、上网

本、家庭网关、无线座机、阅读器等终端产品，拥

有一定的网络覆盖率，虽然市场还不成熟，但是

TD － SCDMA 对 WCDMA 和 CDMA2000 两个 3G 国

际标准构成了挑战。
我国以产业联盟推进自主标准建设，其目的就

是建立自主标准推动产业自主创新，与国外技术标

准相抗衡，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增强标准全球竞争

力，因此，形成技术标准是参与全球标准竞争的必要

条件，而标准产业化是标准得以应用和持续发展并

实现产业全面创新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标准市场

化才标志着标准在全球标准领域赢得竞争优势。
3． 2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特点

与单个企业或少数企业联盟主导技术标准相

比，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产

业联盟技术标准化不以垄断为目标，而是以提升产

业竞争力、规范本国产业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外标

准竞争为目标，因此在联盟标准化过程中，需要向

产业开放; 二是产业联盟的技术标准一般遵循先产

业化后市场化的演化路径，这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单

个企业或企业联盟以技术标准市场化为根本有着本

质的区别; 三是产业联盟技术标准通常属于国家重

点产业 /技术领域，一般是立足于国家战略需要先

成为法定标准，后根据发展需要成为事实标准; 四

是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积极引导、参与和支持联

盟的技术标准化活动，大大加快联盟的技术标准化

进程。

4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政府支持策略

我国已进入 “十二五”快速发展时期，随着

产业联盟的蓬勃发展和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政府

应充分发挥 “规划、支持和监管”的作用，以加

快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建设。结合我国产业联盟技术

标准化的现实情况，凝练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各个

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政府支持策略，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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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主要问题及政府支持策略

标准化阶段 标准化主要问题 政府支持策略

标准形成

①知识产权不足，且与技术标准结合不

够②联盟专利池内部重要 /基础专利权

人向其它成员提供免费或交叉许可专

利面临利益损失③在发达国家主导技

术标准的全球标准竞争格局中，凭借联

盟自身力量成为国际标准的难度较大

①制定专项规划，以各类规划为指引，主要以科技计划项目为依托，加大基于国

家重要技术标准的知识产权开发项目资助力度; 从培育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权利

人利益、防止联盟知识产权滥用出发，制定知识产权和标准化等战略与政策，促

进有关战略和政策的协调和整合实施②设立标准化专项奖励资金，对标准专利

突出贡献者提供直接补偿; 围绕技术标准重要技术，设立若干重大、重点项目并

分解为系列课题，分配给联盟内重要 /基础专利权人申报，对其提供间接补偿③

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下设各机构的成员，获得知情权和话语权，在本国联盟申请

国际标准或标准决策关键环节，充分发挥政府谈判能力，利用本国优势向国际施压

标准产业化

①联盟专利池向产业链上厂商优惠许

可专利和提供技术指导等行为，使专利

池不能利用其产业和市场控制力获得可

观的经济收益②联盟专利池成员可能

滥用专利权③标准产业链存在薄弱环

节，且利益分配争议影响产业链稳定性

①对联盟专利池的技术扩散、产业带动和示范活动，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为其

提供间接补偿; 对积极主导标准扩散、完成标准产业化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的联

盟专利池成员给予直接奖励②完善与标准有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专利法和反

垄断法要相结合，加强行政审查; 鼓励联盟成立专门的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人

员或行业专家参与的专利池管理机构，通过试点联盟建设、联盟报政府备案和承

担科技计划项目等手段促进联盟完善专利许可制度，控制联盟专利许可行为③

完善税收减免和补贴等税收政策，对加入到标准产业链从事产品开发、生产、销

售等活动的企业予以政策支持; 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协调私人利益关系

为核心，建立产业链各个环节不同利益主体利益分配的政府调节机制

标准市场化

①用户转换成本高和预期低导致需求

不足②面临全球标准竞争的冲击③政

府强制性要求同领域多标准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中的运营商不协调导致恶性

竞争

①实行政府采购政策，影响用户预期; 采取倾向性市场分配、采购补贴、减免部分

费用等措施，拉动需求②为本国标准分配和预留充足的市场空间，或在国外标准

优势明显时延迟该领域标准在本国的实施时间，为本国标准建立后发优势提供

时间保证③由政府出面协调各运营商的利益关系，建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激

励和约束机制，鼓励第三方承建和运营，对承建单位及联盟共建共享行为予以监

管; 根据各标准运营商已有基础设施情况规定适当的共享比例，完善租用价格定

价机制，并辅以奖励和惩罚措施，对基础设施强大且贡献突出的运营商予以资金

补贴和奖励

根据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特点，政府应在联

盟技术标准化各个阶段发挥积极作用，其工作重点

应立足于解决产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的冲突以

及联盟内、外部的主要矛盾，使联盟技术标准化有动

力和利益驱使。表 3 只是列举了部分主要问题和策

略，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其它问题，在

此不做进一步的分析。

5 结 论

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因此明确联盟技术标准化的过程及各阶段存在的主

要问题，充分发挥政府在联盟技术标准化不同阶段

的引导、支持和监管作用，有利于加速联盟技术标准

化进程。本研究从技术标准的形成、产业化和市场

化三个方面分析了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及特

点，针对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不同阶段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政府支持策略。本研究的突出之处为: 一

是将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划分为标准形成、产
业化和市场化三个阶段，明确三者的内涵、关联和区

别，为联盟标准形成、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有机协调和

加速联盟标准化进程提供支持; 二是结合我国产业

联盟技术标准化实践，凝炼出产业联盟在技术标准

化各个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政府支持策略，

为提高政府政策措施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提

供参考。
虽然本研究可为加速我国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

进程及完善面向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政府支持体

系提供参考，但是还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

是我国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形成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与

技术标准实质性结合与运用、标准产业化和市场化

的同步协调发展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二是需要进

一步挖掘我国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和揭示联盟技术标准化机理，进而完善规划性、支持

性和监管性的全方位政府政策体系和管理方法，以

便为产业联盟技术标准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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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and
government supporting tactics of industrial alliance

WANG Shan － shan，WANG Hong － qi，DENG Jing － fei
( School of Management，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alliance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system by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By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istency and conflict between industrial alli-
ance and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alliance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echnology standard form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government
supporting tactics according to the main problem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industrial alliance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learing the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and key problems of industrial alliance，accelerating the course
of alliance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s well as perfecting the government supporting system．
Key words: industrial alliance;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patent;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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