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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高校专利现状分析与研究 
（王杏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项目编号：2012063）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量及其技术先进程度的一项

重要指标，随着我国专利法颁布，人们的自主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特别是 2008 年国务院印发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后，我国专利的申请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高校是我国科技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大批高科技人才和大量的高水平科研成果，是实现“科教兴国”战

略的重要力量。1999 年《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的出台，高等院校专利的保护与管

理工作逐步开展，并取得了较大成绩，2013 年全国高等学校申请专利达 106714 项。面对海量

的专利信息，如何有效地利用专利分析方法从纷繁复杂的专利信息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从而

为战略决策服务，已是新时代的信息情报人员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虽然近年来高校专利工作的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由于受高校自身因素影响，高校专利还存在

着生命周期短，科教人员重申请轻保护，成果转化率低、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造成专利技术流

失。陕西省高校专利的现状分析与研究的文献报道还是空缺，为此本项目以陕西省高校专利作

为研究主体，对不同专利的数量、专利的质量等进行分析。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信息:全世界最新的发明创造信息，有 90% 以上首先是通过专利

文献反映出来的; 有效利用专利文献，能够在科研中节约 40% 的研究经费并缩短 60% 的研发时

间。对专利的统计分析能一定程度上反应科技及经济的发展。陕西省是我国高等院校众多的省

份之一，包含理工、农林、师范、艺术、等各类高校 79 所，其中 211 工程高校 7所，教育部直

属高校 5 所。近 5 年陕西省高校共申请专利近两万项（19678），授权专利一万多项（11030），

但专利转化仅为 337 项，专利转化率仅为 3%左右。申请专利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将科技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为社会带来经济效益，解决人民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专利的授权是对科技工作

者的肯定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尊重，一件专利从申请到终于授权，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

而目前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专利成果的转化率仍然十分低。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

数据显示，2001～2005 年，全国高校专利申请量为 18,137 件，专利授权量为 8,389 件，专利

实施量为 1,910 件，实施量仅占授权量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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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选取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等 5 所陕西省知名高校为代表，统计分析近五年来各高校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转化率、

专利强度及重要专利，各高校专利管理及相关政策。以专利文献数量、质量表现突出的个高校

为例分析其专利管理特点以及相关的激励机制，拟或找出一些制约专利申报和授权及转换的制

约因素，一点带面为陕西高校专利数量的增长、转化率的提高等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 

第二章 研究内容、思路及创新点 

2.1 研究内容 

2.1.1 专利文献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依托 Innography 数据库、中国知识产权网、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等，检索出全国高等学

校、陕西省高校近五年（2009-2013）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转让专利数量及比率。 

2.1.2 陕西省教育部直属高校专利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陕西省五所主要高校（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近五年（2009-2013）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转让专利数量及比率。 

2.1.3 陕西省五所主要高校专利强度、有效专利对比分析 

对陕西省五所主要高校专利强度、有效专利。专利的 IPC 分类等进行对比分析。 

2.1.4 陕西高校专利技术转化分析 

以陕西高校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为基础，以专利转化词频为重点展示陕西高校专利工作的

具体成果和绩效，并对陕西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专利技术自身、

专利提供者、专利接受者、外部环境四个方面分别作具体的分析，对专利文献数量、质量表现

突出的高校进行政策分析探索，总结推广以促进陕西乃至全国高校专利的改进。 

2.1.5 促进陕西高校专利技术的激励机制与政策分析 

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专利文献数量、质量表现突出的高校发展状况、政策导向及激励机制，

并对其激励政策进行分析，一点带面为陕西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激励政策提供参考。 

2.2.研究思路 

专利数据的采集（中国知识产权局、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数据归类、统计（Innography）

→分析→结论。 

2.3 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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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Innography 等数据库，对陕西省高校专利进行系统的分析，调查陕西高校在专利转

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综合研究国内的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现状，分析总结出影响陕西

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内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成功经验，试图对提高陕西高

校专利技术申报数量及转化提出探索性的意见和构想。为陕西省高校专利提高及转化提供可

依据的参靠，为职能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 

第三章 研究的过程、方法及步骤 

3.1 全国高等学校近五年专利概况 

2008 年 6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指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体系，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的应用和产业化，缩短产业

化周期”，高校专利申请量从 2008 年的不足 3 万件到 2009 年的 4 万多件，增长了 26.5%，并

且呈每年递增态势发展，至 2013 年已经突破 10 万件。专利转化量也呈逐年递增态势发展，

但转化量不及专利申请量发展快速。2009 年至 2013 年全国高等学校专利申请、授权、转让及

转化率具体见表一。 

表 1 2008-2013 年全国高校申请、授权、转让专利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计 

申请专利 40610 54099 68724 88957 106714 359132 

授权专利 17418 24708 35098 49436 68971 195631 

转让专利 1311 1571 1745 2143 2357 8672 

转化率 7.52% 6.36% 4.97% 4.33% 3.41% 4.43% 

3.2 陕西省高等学校近五年专利概况 

陕西省是我国高等院校众多的省份之一，是西部地区的“龙头”省份，包含理工、农林、师

范、医药等各类高校 79 所，其中 211 工程高校 7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5所。拥有各类科技人员

110 多万人, 有各类科研机构 1 000 多家、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6

个,“两院”院士 47 人、专业学科 142 个, 其中国家级重点学科就有 65 个。然而陕西高校的专

利量却并不排在前列。陕西高等学校近五年专利申请、授权及转化具体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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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2013 年陕西省高校申请、授权、转让专利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计 

申请专利 2054 3069 3953 5014 5588 19678 

授权专利 954 1243 2069 2841 3932 10859 

转让专利 25 43 76 97 97 338 

转化率 2.62% 3.46% 3.67% 3.41% 2.47% 3.11% 

由表二可以看出陕西省高校专利转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年专利转化不足百项。 

3.3 陕西省教育部直属高校近五年专利概况 

陕西省有教育部高校有五所，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国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

医、经、管、文、法等 9 个学科门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以信息与电子学科为主，涵盖工、

理、管、文多学科；长安大学是以工科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的

综合性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陕西师范大学是覆盖哲

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农学、医学、艺术学等 12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师范大学。五所高校专利申请量为陕西省高校的 42.5%，接近一半，为此，

选择这五所高校作为陕西高校专利的代表进行专利分析。 

表 3 近五年陕西省教育部直属高校申请、授权、转让专利 

 
西安交通

大学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

大学 
合计 

申请专利 3970 1913 1274 819 359 8335 

授权专利 1754 764 876 626 230 4250 

转让专利 134 8 6 9 10 167 

转化率 7.64% 1.05% 0.68% 1.44% 4.23% 3.92% 

陕西省高校专利转化率除西安交通大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师范大学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外，其他高校远低于平均水平。为此陕西省高校不仅要注重专利数量的发展，更要注重专利

质量的提升，及专利的有效转化。 

3.4 陕西省教育部直属高校近五年专利强度分析 

专利强度（patent strength）分析是 Innography 的核心功能之一，是依据专利权利要求数

量 、引用先前技术文献数量、专利被引用次数、同族专利、专利申请时程、专利年龄、专利诉

讼等专利指标按一定的比例计算的专利得分，满分为十分，得分越高，专利强度越强，专利质

量越高。利用专利强度分析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有效地寻找核心专利。在专利强度分析过程中国

内专利大于 3 分的定义为高强度专利。 

为了分析五所高校的专利质量及分类，在 Innography 数据库中分别以 Xian Jiaotong U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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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ian Univ; Changan Univ; NW A&F Univ; Shaanxi Normal Univ 为检索词，检出五所高校专利，

并对检出专利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4，图 1-5。 

表 4 陕西省教育部直属高校专利强度 

 
西安交通

大学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

大学 

强度大于

3 专利数
31 52 4 3 2 

结合表 3、4分析可知，西安交通大学的专利质量比较高，专利转化率也高于全国高校的平

均水平，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专利质量占比也是相等高，但转化率却不高，其余三所高校不

仅要提高专利的数量，更应该加强专利质量的提高。 

 

图 1 西安交通大学专利 IPC 分类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西安交通大学在医学（A61）实力比较强，其次为废水（污水）处理、对金

属材料的镀覆、电力、通讯等都有专利分布。此外在八个专利部类中有四个部类有专利分布，

说明该校是一所综合性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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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安大学 IPC 分类图 

从图 2 可知，长安大学专利在一般车辆（B60）分布最多多，说明该校在车辆研究方面具有

比较强的实力。此外在道路、铁路或桥梁的建筑（E0）也具有较强的实力。 

 
图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IPC 分类图 

图 3 说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专利主要分布在 H 和 G 部，属于相对专业的学校。在校在基

本电气元件（H01）的天线、半导体元器件，电通信技术（H04）方面实力比较器，在测量，测

试，计算、推算、计数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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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IPC 分类图 

图 4 说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利分布广，涵盖 IPC 八个部类的，且数量分布也相当，没有

特别突出的专利分布。在兽医，食品、饮料，植物保护，农业肥料等都有专利分布。 

 
图 5 陕西师范大学 IPC 分类图 

图 5 表明，陕西师范大学的专利有五个部类，专利数量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说明该校专利

专业面比较广泛，优势学科不明显。 

 

3.5 陕西省教育部直属高校专利管理分析 

高校专利管理是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一个主要部分，管理质量直接影响专利的转化。但通过

网络调查五所高校的专利管理工作，与数据库分析的专利数据不谋而合。虽然各高校都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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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管理机构，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有专人负责专利管理，其余三所学校虽然也有专利

管理，但工作人员都是身兼数职，缺乏专业的专利管理人员。西安交通大学专利管理的成功经

验在于有专职管理人员，有自己的校办企业或校企合作机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早在 1999 年就

重视对知识产权普及和人才的培养,该校本科生可以选修知识产权课程,学校鼓励研究生侧重于

知识产权实务的学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制定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方法,明确对发明专利给予

重奖的奖励办法，使学校的发明专利数量有了极大的提高。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项目采用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政策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专利文献收

集整理及分析，发现全国高校专利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逐年增加，

但专利转化率没有随专利申请量的增加而提高，而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二是高校专利管理大

多存在管理工作的缺失，没有设立专门的专利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缺乏专业的专利管理人员

管理机构分工不明确。三是科研人员重视专利的申请，但不注重专利权的保护，很多专利在授

权两年后就因没有续费成为无效。 

通过对陕西省高校专利现状及专利转化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得出陕西省乃至全国各高校

应高度重视专利类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创新。相关部门应当有效解决当前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和

技术创新中的难题,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鼓励高校的技术创新活动,激发技术研究人员

专利发明积极性,不断改善高校技术创新的环境和科研能力,加大对专利发明的拥有量。与此同

时,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拓展高校科研与市场需求的对接, 通过高校专利的自我消化（校

办企业），科技入股、直接转让等形式促进高校知识产权更多更好服务于社会,为社会的发展提

供推动力。 

 

第五章 项目的成果 

    项目在实施工程中，通过对专利数据库学习，共完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利分析报告一份

（附件 1）；http://news.nwsuaf.edu.cn/xnxw/38621.htm 新闻稿件：《我校专利授权量超过千件》（附

件 2）：陕西省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案例交流，并获优秀奖（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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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利分析报告 

 

 

 

 

附件 2：http://news.nwsuaf.edu.cn/xnxw/38621.htm 新闻稿件：《我校专利授权量超过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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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陕西省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案例及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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