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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创新是现代大学的职能之一，也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而最能代表机构科技创新能力的

当属专利权的拥有情况。文章对安徽省高校 2001年至 2012年的专利信息深入调查，从高校专利的数量质量、实施

与合作能力及分布等进行统计学分析，探讨安徽省高校专利信息现状，并进一步分析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固

有优势与存在的问题，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专利信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统计学分析；合作能力 

【中图分类号】D6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638（2014）01-0099-07 

科技创新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高校的重要职能。高校具有人才、信息、学术环境等诸多创新资源和优势，在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
。 

“高等学校是产生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是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的重要主体”（教技［2004］4号）。专利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它与创新活动关系最为密切，其数量与质量是高等院校科

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指标之一。 

从 1985年我国建立实施专利制度以来，高校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专利工作已成为国家专利

战略重点，其综合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增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有利于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2］

。对高校专利信息的分

析有利于了解高校专利现状及问题，为今后专利工作以及高校科技创新找准方向提供信息支持。 

本文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安徽省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中国知识产权网 CNIPR 和中国知识产权网专利信息服务平

台为数据来源，获取 2001 年至 2012 年安徽省高校专利信息基础数据，对安徽省高校专利总体状况、技术领域分布、专利合作

能力、专利产出和实施能力等量化分析，揭示安徽省高校科技创新的规律、特点和存在问题，探索有效措施，提升创新能力，

促进安徽省高校专利及科技创新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全省及全国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因发明专利具有 18个月审查期，研究授

权和有效专利时排除 2013年和 2012年的专利数据。 

一、安徽省高校专利总体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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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至 2012年，安徽省全省共有 221608件专利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占全国专利申请量 8462499件的 2.6％，

其中发明专利 49595件，占全省专利申请量的 22.4％，实用新型专利 100236件，占比 45.2％，外观设计 71777件，占比 32.4％。

从专利类型来看，职务申请 200326 件，占总量的 90.4％，非职务申请 21282件，占总量的 9.6％。 

全省高校申请专利共 10282 件，占全省职务申请的 5.2％，分别为发明专利 6781件，实用新型专利 3026件，外观设计 475

件；而科研单位、企业和各机关团体分别申请专利 5501件，183346件，1198件，分别占全省职务申请的 2.7％，91.5％，0.6％。

具体数据汇总得表 1，并绘出走势图和比例图（图 1-图 5）。 

 

 



 

 

 



 

由以上数据及图表总结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的总体状况： 

安徽省专利申请量在全国的比重较低，仅为 2.6％，处于全国中等水平，这势必影响全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含量较高的

发明专利比例偏低，还不到总量的 1/3，与安徽省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不相称。国家“十二五”规划已提出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 3.3件的指标，安徽省专利申请数量与质量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专利申请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从走势图看出，全国专利申请量在 2004年后有了大的飞跃，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低水平，2006年申请量开始增

长，2008 年后增速加快，直到 2010 年才突破 1000 件大关，2010 至 2012 年进入加速期，但仍小于全国增速。表明：随着知识

产权的陪受重视，安徽省高校专利意识的提高，全省专利工作已呈现出良好的快速发展势头，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但仍落

后于其他省市，需进一步强化。 

由图 2知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量在全省职务申请中排名第二，符合其科研生力军的地位。但占比很小，仅 5.2％，远远低于

企业的 91.5％，就其在全省占比 4.6%与全国高校申请量占全国总量的(只取 2001-2011 年数据)8.4%相比较，远低于全国高校平

均水平，专利创新活动的竞争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比较三类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突出，占高校总量的比重达 66％，企业为 47.2％，前者远高于后者。表明在安徽省科技创

新体系中企业是主体，高校则是生力军，但作为全省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高校科研能力的调动远远不够。全省高校的科技创

新从人员到资金、政策的多方投入，还应进一步加强。 

二、安徽省高校专利质量分析 

原则上说只有获得授权的专利才具有创造性、实用性和新颖性，所以用授权量及授权率指标更能真实反映专利创新价值
［3］
。 

 



 

 

由表 2 知，安徽省高校专利授权数量 5481 占全省授权总量 118455 的 4.6%；统计 2001 年至 2011 年全国高校专利授权总量

为 287412件，占全国授权总量 3688081件的 7.8%，低约 2倍；分析图 6、图 7可知，安徽省高校专利授权率在 50%线上下波动，

且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全省平均幅度，2008年后基本稳定在 50%，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 2008年前安徽省高校专利质量水平很不

稳定，2008年后随着全省高校科技创新工作进一步强化，高校专利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在国外，高校被誉为“经济发动机”，很多关键技术都来自高校研究成果。通过安徽高校三类专利授权量比重图可知，发明

专利授权量为 3013，授权率为 44.4%，远低于科研机构的 62.3%，也低于全省的平均授权率 53.31%，企业的 47.3%，说明高校发

明专利的数量虽很大，但质量不高。究其原因，安徽理工类大学偏少，多数综合型地方高校的发明创新意识不强，有些发明的

实用性不高，影响了发明专利的质量。 

三、安徽省高校专利价值分析 

通常专利的维持时间越长，技术和经济价值越高，是核心专利主要部分。维持中的专利为有效专利，相比申请量和授权量，

有效专利数量更说明专利的价值，更能反映专利的核心竞争力。而年龄较长的有效专利，更能说明其技术含量较高，会带来较

高效益
［4］
。 



安徽省高校专利价值的分析指标选取专利存活率和平均年龄。专利存活率是有效专利存量占专利授权量的比值，可从一定

程度上衡量专利的技术水平和重要性
［4］

。本文通过有效专利数量和维权年限的加权平均值计算有效专利平均年龄，便于全面准

确地反映安徽高校的累积创新能力，将科研能力评价由静态拓展至动态。 

考虑到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分别为 20 年、10 年、10 年，选择 1992 年至 2011 年的累计发明专

利授权量和 2002年至 2011年的累计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为基数，计算得： 

安徽高校发明专利存活率＝安徽省高校发明专利有效量 1721／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 2746＝62.67％全国高校发明专利存活

率＝全国高校发明专利有效量 129311／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 201834＝64.07％安徽高校实用新型专利存活率＝安徽省高校实用

新型专利有效量 679／实用新型专利累计授权量 2556＝26.56％全国高校实用新型专利存活率＝全国高校实用新型专利有效量

42079／实用新型专利累计授权量 195236＝21.56％安徽高校外观设计专利存活率＝安徽省高校外观设计专利有效量 145／外观

设计专利累计授权量 176＝82.39％全国高校外观设计专利存活率＝全国高校外观设计专利有效量 13912／外观设计专利累计授

权量 25275＝55.04％安徽高校专利发展水平与全国高校相比，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存活率低于全国高校平均水平，而外观

设计存活率却远高于全国高校平均水平，实用新型则略高，表明安徽高校发明专利的技术和经济价值不高，高科技的核心专利

较少，高校综合创新能力还不足。 

专利平均年龄公式为: 

 

Aij表示高校 i已维持 j年的有效专利数量，j为维年限
［4］
。 

通过平台检索公开日期 1992 至 2011，申请人为“大学”(考虑到地方学院专利数量较少，为统计便利，略去地方学院信息)，

地址为安徽，专利类型为发明专利，使用分析工具的专利产出趋势分析得到安徽高校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年龄约为 3 年。修改

查寻条件中公开日期 2002至 2012，专利类型为实用新型，得到安徽高校有效实用新型专利的平均年龄约为 2年。同样方法得出

安徽省高校外观设计的平均年龄约为 2 年。安徽省高校专利的维持率较低，其中发明专利平均年龄相对高些，但仍低于全国高

校发明专利平均 4 年的水平，随着专利知识宣传的加强，各高校创新能力的提高，相信安徽省高校专利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能进一步提高。 

四、安徽省高校专利发展速度走势分析 

专利增长率用于测算专利申请（授权）数量随时间变化的百分率，反映创新主体的创新速度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5］

，增长率

越高，技术进步的速率就越快。由统计数据得，从 2001 到 2012 年，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有效量的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 38.1%，39.8%，29.8%。说明安徽高校专利创新意识和水平都在不断提升。 



 

 

观察图 9、图 10，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2008 年后呈现快速增长；申请量年均增长率 2007 年以前波动很大，甚

至出现负增长，2008 年呈小幅度的起伏增长，创新活动应该处于较活跃的状态，发展势头明显。同时看到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

和授权增长率较低，相对企业，科技进步速度较慢，专利竞争力和竞争势头不如企业。 



五、安徽省高校的专利分布情况 

根据专利信息平台查询 2001-2012年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如下： 

 

 



由表 3、表 4可知，无论是专利申请、还是授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都排在第一位、第二位遥遥领先于其他

学校。其他地方院校的专利产出很低，均在个位数。说明安徽省高校间专利发展差异巨大，分布非常不均衡。以合工大、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为首的 211 院校绝对领先。这种创新能力的巨大差距，与资金资源技术高度倾斜有关，高校间的联合创新从制度

到项目落实已迫在眉睫。 

由表 3得 U1至 U8（为统计方便用代码表示）8所高校的专利产出占安徽高校的绝大部分，且这 8所大学各有自己的学科专

长，所以对这 8 所大学专利技领域、转化能力以及合作研发能力的深入分析，能够更全面了解安徽高校专利的市场竞争力和协

同能力，让安徽高校的科技创新更能面向市场。因考虑到医科大学（U11）学科的特殊性，本文在技术领域分析统计中加入安徽

医科大学。 

六、技术领域分析 

在 IPC 分类表中，专利申请受理量较多的技术领域，称为活跃技术领域，市场和技术研发竞争激烈，实力强的研发团队集

中于此，以进攻型科技战略占领研发前沿
［6］
。 

 

安徽 9 所高校最活跃的前 20 个 IPC 大类如表所示。进一步分析各校 IPC 大类。U1 在 H04（电信技术）、G01（测量、测试）



和 H01（基本电器元件）最活跃；U2、U3集中在 G01，合工大同时在 C07（有机化学）和 C01（无机化学）上的研究成果也突出；

U4在 C12（生化、酒、醋、酶、遗传工程）、A01（农、林、牧、渔）比较平均；U5在 C01、G01、B01、C02（水、废污水、泥浆

的处理）成果显著；U7在 C12、B01（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功能装置）、G01有一定成就；U8偏重化学，活跃于 C08（有机高分子化

合物）、C07；U11则侧重于医学方向的 A61；U6偏重外观设计，在 12－01初见成效。 

分析得安徽省高校 IPC 大类分布较广，但每一类的分布多面向一个或几个学校集中，而各校也有各自活跃领域，这些活跃

领域也正是 9所高校的重点学科分布领域，说明各校科研创新集中于重点学科，提示了“校-校”联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七、安徽省高校的专利转化情况 

专利转化目的是为了实现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转化形式包括专利权质押登记、许可

合同备案、专利权转移等
［3］
。 

通过 CNIPR平台的法律状态检，2002－2012年安徽 8所高校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 292件，全部集中在 2009年以后，其中

U3 在 2012 年一年内备案 196 件，后来居上排名第一，U2、U5 的数量依次较多，而产出最多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备案数却很

低，值得关注。 

 

由表 6可见，安徽 8所高校的专利实施起步较晚，数量普遍较低，但这几年，尤其是 2012年的集中备案，体现了安徽省这

几年创新活动的质量和效益的大步跃进，省内省外各产学研项目的启动已初见成效。 

八、专利协作能力分析 

合作专利数量反映了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与外界的协作能力和水平的高低
［6］

。通过专利信息服务平台，查询申请人合作分

析，汇总得 2001－2012 年安徽省 8 所高校作为第一专利权人与企业、个人合作的专利共计 341 件，占其专利总数的 5.51%，共

有合作者 208个。 



 

从表 7可看出，U1、U2、U3、U4及 U8与企业合作研发专利数量和合作者数量较多，其中 U8、U4的合作比例最高分别为 15.8%、

7.71%，而 U4农业大学突出的表现，说明学校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加强与农企合作，走合作创新的科技创新战略取得效果显著。 

总体看，几所高校均尝试与外界开展合作研发以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产学研合作范围涉及一定层面。但总量较少，集中

于省级院校，这势必影响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实施。 

九、结论与对策建议 

归纳分析得，安徽高校专利保持着一定发展势头，数量逐年增长，其中发明专利占主要地位，专利创新、活动和水平在逐

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不断提高。作为科技创新生力军，在安徽省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统计数据同时表明，

安徽省高校专利工作及科技创新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改进。 

（1）目前在安徽省高校整体水平较低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安徽省高校的专利意识还不强，科技创新能力还比较弱薄。表现

在专利的申请量较低，在全省整个科技创新领域中占比极小，且增长率较低。加强科技创新政策的推广，加强专利信息的宣传，

使科技创新及知识产权意识深入人心。完善科研管理政策和创新机制，建立合理的经济利益分配制度，提高科技人员的创新积

极性。 

（2）安徽省高校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比大于企业，这缘于高校重视高科技创新，同时也与近年安徽省大力引进高科技人

才有关。应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的配套措施，充分发挥高科技人才的创造能力。 

（3）安徽省高校专利授权量在全省占比低于全国高校专利授权量在全国的占比，专利竞争力不足，安徽省高校的授权率通

过几年的波动后，近年缓慢上升，但还远低于省各科研机构。可以看出各高校在近年开始注重专利的申报质量，不断提高专利

的申报成功率。今后应加强各方面的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构建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促进专利申报质量的快

速提高。 

（4）安徽省高校专利的有效率和平均年龄都低于全国高校平均水平，失效率较高，专利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较低。全省高

校应加强科研经费投入，尤其是专利经费投入，提高专利的维持率，同时注意各行业领域技术发展形势和市场需求，提高专利

的技术经济价值。 



（5）专利发展不平衡，各高校的科研能力与实力差距较大。专利技术分布集中于各校的重点学科领域，跨学科跨学校的联

合申请几乎没有。需加大对地方院校科研资源和资金倾斜，加强各校间的资源共享，紧密各校间的合作研发，提高全省科技创

新的整体水平。 

（6）安徽省高校与企业的合作较少，专利实施转化很有限，且都集中于省级高校，地方院校则比较薄弱。近年在各产学研

项目的实施下，状况有一定改善，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产学研项目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加强校企、校校企合作，全面创造合作

机会，优化合作环境，让合作走出省，走出国。 

 

参考文献 

［1］刘书雷，吕蔚，韩琰.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要素构成及评价体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26（增刊）：467－470. 

［2］王磊.面向科技创新能力评估的高校专利质量评价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2. 

［3］丁海德，綦晓卿，周晓梅．青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分析——基于专利信息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2，（21）：103-107. 

［4］应璇，孙济庆.基于专利数据分析的高校技术创新能力研究［J］.现代情报，2011，（9）：165-168. 

［5］冯君.基于专利信息分析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10）：193，204. 

［6］罗晓宁，鄢春根.江西省本科院校专利信息分析［J］.江西图书馆学，2011，（2）：119－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