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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计算机通讯业企业

无形资产质量分析
—— 以华为与中兴通讯的对比分析为切入点

崔也光 高靖男■

摘 要： 对华为与中兴通讯无形资产质量进行了分析，并与我国A股上市公司计算机通讯业公司对比。结论显
示，作为计算机通讯业的龙头企业，中兴通讯尽管在无形资产结构、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方面与华为相当，体现出

了一定的创新能力，但缺少自主研发能力，严重依赖上游企业的芯片供应；仍需在关键技术领域增强质量，提升自

主研发能力。对于我国计算机通讯业来说，存在自主知识产权不足、缺少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企业应当吸取中兴事

件的教训，打造核心竞争优势，不断优化无形资产结构，提升无形资产质量，强化自主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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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9年3月，中兴通讯（全称：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年度报告，

2018年实现收入855.13亿元，净利润亏

损69.84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司收

到美国禁令后支付的罚款以及相关事项

导致的经营损失、预提损失。中兴事件

戳破了我国计算机通讯业表面的繁荣，

暴露出缺“芯”的致命弱点。芯片（即集

成电路）是通讯产业的基础。然而我国

集成电路对外依存度非常强烈，进出口

逆差巨大。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

2 601.4亿美元，出口668.8亿美元，进出

口逆差高达1 932.6亿美元。事实上，一

个企业是否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不能看

市值，不能看市场份额，而要看是否有

自主研发能力，能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

技术。

计算机通讯设备业的特点是更新迅

速，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目

前，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市场需求日益

旺盛，规模不断扩大，上下游企业联系

密切。这导致一旦核心技术受到上游供

应商制约，企业将遭到致命的打击。

华为（全称：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是民营企业，中兴通讯在沪、深上

市，二者虽性质不同，但发展史较为相

似，经营领域重叠，具有可比性。本文比

较华为与中兴通讯无形资产，并结合我

国计算机通讯业上市公司无形资产质量

分析，对进一步优化我国同类企业无形

资产质量，提升行业自主研发能力提出

建议。

二、计算机通讯业无形资产现

状剖析

华为财务报表编制基础是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中兴通讯按照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为统一比较基础，本文将华

为无形资产中商誉扣除。依据《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选取

我国计算机通讯设备业A股上市公司，

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国家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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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并剔除ST、*ST样本。2012~2017年

华为、中兴通讯、我国计算机通讯业无

形（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见表1。

2012~2017年，全球企业间贸易联

系不断加强，两家企业顺势而为。华为

资产总额大幅增长，由2 100.06亿元增

长为原来的2.5倍，发展势头良好；中兴

资产总额虽然没有达到如此大的增幅，

也逐年增加。计算机通讯业作为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资产总额从7 992.39亿

元发展至18 197.66亿元。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需要核算

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

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6

种，前4种构成了企业的知识产权，重

点强调智力成果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

用（于玉林，2016）。扣除中兴通讯无形

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后，其无形资产占总

资产的比重不到0.8%，知识产权比重较

小。华为该指标也仅仅在1%徘徊，对比

美国高通公司，其无形资产（扣除商誉）

占总资产比重近6年都保持在6%以上，

我国企业无形资产占比较小，和美国同

类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在计算机通讯业上市公司中，虽然

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平均值达到了

4%，但由于我国实体产业无形资产大部

分都由土地使用权构成，无法体现企业

的智力成果。无形资产占资产比重不高

主要由于自主研发能力较差，研发活动

产出效率低下，企业智力成果无法产生

较大的经济利益流入。

三、计算机通讯业研发投入剖析

2012~2017年华为、中兴通讯、我国

计算机通讯业研发投入情况见表2。

随着营业收入的大幅上升，华为不

断增加研发投入，远超过我国行业平均

水平。中兴通讯研发强度也接近14%。

根据欧盟委员会《2018年欧盟工业研

发投资排名》，华为研发投入排名世界

第五，韩国三星以134.37亿欧元（约合

人民币1 048.4亿元）排名第一。2012年

起，我国计算机通讯业企业研发经费投

入规模持续增加，从平均2.48亿元到平

均4.83亿元，成倍增长。数据表明，我

国计算机通讯业企业越来越重视自主

创新能力，但是大规模投入并不代表能

形成相当比例的知识产权，企业要提升

研发投入效率，注重形成对关键技术领

域的控制。

从研发人员来看，2017年，华为18

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45%，中兴通讯

7.6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38.71%，研发

人员占比超过亚马逊和谷歌公司（均为

35%），华为与中兴通讯注重研发人员配

置，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国计

算机设备通讯业A股上市公司平均研发

人员占比均值仅为25%。人才是企业的

战略资源，企业应当重视研发人员，合

理安排人员结构。

四、计算机通讯业无形资产质

量剖析

（一）计算机通讯业无形资产结构

分析

2012~2017年华为、中兴通讯、我国

计算机通讯业无形资产结构比重见表3。

华为专利权及专有技术和软件占比

表1                               2012~2017年无形（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单位：%

年度

计算机通讯业平均水平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样本量
固定资产

/总资产

无形资产

/总资产

固定资产

/总资产

无形资产

/总资产

无形资产（扣除土

地使用权）/总资产

资产总额

（亿元）

固定资产

/总资产

无形资产

/总资产

无形资产（扣除土

地使用权）/总资产

资产总额

（亿元）

2017 212 22.80 4.01 11.10 0.99 0.99 5 052.25 6.04 3.29 0.70 1 439.62

2016 182 18.96 3.55 11.11 1.01 1.01 4 436.34 5.31 3.07 0.40 1 416.40

2015 168 19.64 3.07 9.52 0.63 0.63 3 721.55 6.36 3.49 0.29 1 208.94

2014 159 19.63 2.94 8.80 0.74 0.74 3 097.73 6.92 3.08 0.24 1 062.14

2013 154 19.88 3.21 9.59 1.04 1.04 2 315.32 7.44 2.66 0.15 1 000.79

2012 153 21.55 3.02 9.70 0.80 0.80 2 100.06 6.61 1.01 0.17 1 074.46

表2                                        2012~2017年研发投入情况                                                    单位：亿元

年度
计算机通讯业平均水平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样本量 营业收入 研发投入 研发强度（%） 营业收入 研发投入 研发强度（%） 营业收入 研发投入 研发强度（%）

2017 212 67.50 4.83 7.16 6 036.21 896.90 14.86 1 088.15 148.64 13.66

2016 182 64.62 4.35 6.73 5 215.74 763.91 14.65 1 012.33 141.27 13.95

2015 168 57.08 3.96 6.94 3 950.09 596.07 15.09 897.66 129.90 14.47

2014 159 46.25 3.23 6.98 2 881.97 408.45 14.17 765.98 105.87 13.82

2013 154 46.08 2.83 6.14 2 390.25 306.72 12.83 752.34 103.16 13.71

2012 153 42.03 2.48 5.91 2 201.98 297.47 13.51 841.18 112.75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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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超过了60%，其智力成果在无形资

产中占比较多，体现了无形资产代表的

创新能力。华为“其他”项目在2016年

大幅上升则由于特许权大量增加。中兴

通讯近几年软件比重呈上升趋势，但其

一半以上无形资产都由土地使用权构

成，核心知识产权数量、比重较小，说

明中兴通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不

足，要提高创新能力。

我国计算机通讯业近几年无形资产

中知识产权的比重逐渐加大，软件权、

专利权和专有技术数额不断升高，说明

企业的研发投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与华为和中兴通讯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计算机通讯业上市公司通常不会形成大

量的商标权、著作权，表3中计算机通讯

业平均水平“其他”占比升高，主要是企

业自主核算较多其他类型项目。例如，

三维通信（002115）2017年在无形资产

中确认的“高尔夫会员资格”“域名及网

站”“微信公众号”合计共4161.47万元，

占其无形资产总额的22.63%。这些新兴

无形资产并不能体现企业的创新能力。

扣除新兴无形资产后，企业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占比较小，创新能力不足以推动

企业快速发展。

（二）计算机通讯业无形资产来源

剖析

本文手工收集了2017年计算机通讯

业212个样本，统计无形资产来源。2017

年，在212家上市公司中，除13家当期

无新增无形资产和3家未披露新增无形

资产来源的公司，无形资产来源如表4。

71.94%的公司没有任何内部研发形成的

无形资产，本期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

产占无形资产期末账面价值的比重超过

50%的上市公司只有两家，分别是闻泰

科技（600745）和国美电器（600898）。企

业的研发活动需要大量资金，且最终是

否形成无形资产具有不确定性，上市公

司只有在积累了一定的盈余后，才会选

择通过自主研发形成无形资产。对于刚

刚上市或盈利能力较弱的公司，外购无

形资产是最常见的方式。这也导致企业

忽视自主研发能力，选择“花钱买便利”。

根据中兴通讯年报，2017年新增无

形资产内部研发形成52.79万元，购置

71.72万元，本期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

产在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中仅占比

12%。中兴通讯终端的芯片大多数都来

自美国市场，真正不可或缺的技术来自

美国，国产芯片占有率极低。在国际大

型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商中，苹果、三

星都使用自主研发的芯片，华为也使用

自主研发的麒麟系列芯片，牢牢控制核

心技术领域，保证基础技术不被他人影

响，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无形资产的来源途

径较多，包括自行研发、购置、合并形

成等，但只有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才体现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是否拥有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决定了企业能否保

持发展的持久动力（杨文君，陆正飞，

2018）。外购虽然是知识产权来源的合理

途径，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化缘化

不来的，企业必须重视自身创新能力和

成果的积累。对于我国计算机通讯业A

股上市公司来说，缺少自主研发能力体

现在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比重远远

小于外购无形资产。

（三）计算机通讯业专利权情况剖析

表3                                    2012~2017年无形资产结构比重                                                        单位：%

年度

计算机通讯业平均水平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
专利权及

专有技术

土地

使用权
其他 软件

专利权及

专有技术
其他 软件

专利权及

专有技术

土地

使用权
其他

2017 5.95 21.86 50.78 21.41 12.99 51.63 35.38 18.09 4.94 55.96 21.01

2016 5.66 23.52 52.37 18.45 14.45 47.03 38.52 16.35 7.57 68.94 7.14

2015 5.22 22.06 51.15 21.57 16.49 76.38 7.13 17.24 0.31 78.11 4.34

2014 4.5 19.79 57.06 18.65 46.64 51.7 1.66 13.48 0.37 81.1 5.05

2013 5.59 16.97 63.18 14.26 38.88 59.46 1.66 11.16 0.4 87.95 0.49

2012 5.12 14.84 64.46 15.58 35.88 61.63 2.49 11.6 0.55 83.62 4.23

注：由于华为依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其无形资产中无土地使用权项目。表中“其他”项目，包括特许权、商标权、著作权等。

表4         2017年计算机通讯业上市公司自主研发无形资产情况
本期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
数量（个） 占比（%）

无 141 71.94

0~10 24 12.24

10~20 18 9.18

20~30 7 3.57

30~40 3 1.53

40~50 1 0.51

50以上 2 1.02

合计 19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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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的重

要构成部分。专利的申请授权既是激励

企业研发创新的手段，也能反映企业研

发创新的能力。华为与中兴通讯专利权

金额较多，申请专利数量在行业中领先。

根据WIPO最新公布数据，2018年，华

为向WIPO提交了5 405份专利申请，在

全球企业中居榜首。中兴通讯和京东方

科技集团也在全球排行榜中跻身前八。

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在专利数量方面表现

较为优秀。

在三种类型的专利中，发明专利具

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比外观设

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更能体现一个企

业的创新能力。华为近6年发明专利占

比平均91.86%，几乎达到同行业均值的

二倍，展示出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中

兴通讯的发明专利也占比85%左右。但

是，专利数量多并不一定代表企业在核

心技术领域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中兴

通讯专利数量在行业中遥遥领先，发明

专利也占比较多，但缺少对核心技术的

控制，在关键领域缺少突破，依然没有

国际竞争力。

反观我国计算机通讯设备业平均水

平，发明专利占比只有53.11%，如表5。

说明计算机通讯业整体核心技术水平较

低，缺少在技术层面的实质性进步和显

著突破。企业在注重专利申请的数量的

同时，也应当关注专利结构，发明专利

占比较低表明自主研发能力较弱。

五、政策建议

（一）企业应不断提升无形资产质量

无形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

要素和核心载体，企业应当继续增强对

知识产权的重视，优化无形资产结构，

在加大专利申请数量的基础上，还应关

注专利申请质量。计算机通讯业企业技

术密集，更应聚焦核心技术，强化自身

创新能力，构建关键领域密集的专利网。

（二）企业全方位提升核心竞争力

企业寻求多种方式增强自主研发能

力，全方位提升创新能力。同行业企业

要紧跟行业研发重点和趋势，发挥高新

技术行业的聚集效应，对创新资源充分

利用，提高创新产出。同时应当关注企

业研发人员的数量及技能素质的培训。

企业结合自身生命发展周期，合理安排

不同阶段的研发投入。积极寻求与高

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打造适合自身发

展的创新体系。

（三）不断完善无形资产披露规定

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诸多新领域，

必将推动更多新媒体的产生，此类新兴

无形资产在企业会计核算过程中，当其

价值重要时理应纳入核算范围。这就要

求政策不断完善，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

判断新兴无形资产是否可以体现企业的

创新能力，并且区分核心知识产权和非

核心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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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2~2017年专利申请类型情况                                                        单位：%

年度

计算机通讯业平均水平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专利

占比

实用新型

专利占比

外观设计

专利占比

发明专利

占比

实用新型

专利占比

外观设计

专利占比

发明专利

占比

实用新型

专利占比

外观设计

专利占比

2017 69.22 23.58 7.19 87.99 9.87 2.13 82.73 13.27 4.00

2016 51.33 27.93 20.73 90.72 6.56 2.73 86.11 9.84 4.05

2015 67.90 26.22 5.88 91.31 6.60 2.09 88.45 8.26 3.29

2014 52.62 36.46 10.92 94.44 3.53 2.03 86.21 7.43 6.37

2013 39.06 51.53 9.41 94.48 3.57 1.96 84.58 10.71 4.71

2012 38.50 51.82 9.68 92.21 4.12 3.68 86.12 10.49 3.39

均值 53.11 36.26 10.64 91.86 5.71 2.44 85.70 10.0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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