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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国际专利是创新国际化的必要途径，研究高校的国际专利可以为创新

主体研发及海外布局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基于德温特数据库，定量分析高校国际专利的数量变化趋势

以及申请地域分布；通过 IPC 分类号统计核心技术分布并采用 VOSviewer 对德温特手工代码进行共

现分析确定关键技术；借助 Ucinet 软件研究校企合作专利进而分析专利的转化情况。研究发现我国高

校国际专利申请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高校之间的专利分布极不均衡，但近几年申请数量呈上升趋势；

核心技术领域与世界创新趋势保持一致；校企合作除清华大学外普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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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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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机构案例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key par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atent 

is the best way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innovation. It will provide innovation subject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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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nd overseas patent layout of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Derwent database,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quantity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from 1963 to 2017, study the patent 

layout through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nalyze the technology distribution by IPC classification number. 

This study also conduct the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Derwent Manual Code through the VOSviewer 

softwar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analyze the cooperation patent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by means 

of UCINET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he results presen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is generally 

les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patent distribution betwee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s 

extremely unbalanced, while the overall number of application is in a rising trend. The main technology 

field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world’s innovation trends; and the cooperation rate is generally low except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Keywords：Chinese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patent; patent analysi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

occurrence analysis; Derwent manual code

1  前言

科技创新是世界发展的主题，专利是一种典

型的创新型科研成果。我国在 2011 年已取代美国

成为提交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专利大国 [1]。2015

年我国专利申请超过 100 万件，占全球总量的

38.1%，接近美国、日本与韩国的申请总和 [2]；

2016 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授理达 133.9 万件，

已连续 6 年居全球专利申请量之首 [3]。我国发

明和实用新型国际专利到 2017 年 5 月累计数量

近 4.2 万件 [4]。2016 年我国国际 PCT 专利申请

量达到 4.3 万件，较前一年增长 45%，申请量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2]；我国的创新能力综合排

名由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到 2016 年的 25 位，

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第一位 [3]。在科技日新

月异的发展中，高校作为主力军为科技发展带

来积极的推动作用。2016 年，我国高校共投入

1356 亿元科研经费，拥有 38.11 万名科研人员，

提交 18.4423 万件专利申请，获得 12.2 万件专

利授权 [5]。国际专利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

家在创新活力、产业后劲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

的重要指标 [6]，研究高校的国际专利现状对我

国十三五规划期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

施婉君 [7] 分析了 2001-2009 年高校 PCT 专

利的技术分布特征及主要申请人。顾志恒 [8] 对

比分析了国内外高校 PCT 专利申请数量与技术

分布。顾志恒 [9] 从理论上分析了高校国际专利

申请现状趋势及出现申请瓶颈的原因。张云 [10]

统计分析了 C9 高校的 PCT 专利数量及国际专

利的市场占有情况。李红 [11] 仅对比了中美 6 所

高校的国际专利数量和专利区域布局。目前诸

多关于高校国际专利的研究仅仅围绕 PCT 专利，

对其他的国际专利研究较少；并且集中在定性、

宏观的知识产权战略论述和专利国际保护的历

史研究 [12]；只有少量针对中国高校国际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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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调研；极少有人对中国高校国际专利申请

的发展和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其次分析不够全

面，多是基于专利数量、技术领域等某一方面

进行单一研究，未做出全面系统的分析。

本文定量研究中国高校国际专利的现状，

不仅是 PCT 专利，还包括其他国际专利。主要

关于高校国际专利数量、技术领域、专利地域

进行分析，揭示我国高校国际专利发展现状；

对德温特手工代码进行共现分析，准确地确定

技术热点以及专利领域；分析校企合作专利，

研究我国高校国际专利的转化情况，为我国高

校创新主体的技术研发和海外专利布局提供有

益参考。

2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德温特数据库（Derwent Innova-

tion Index）进行研究，德温特数据库包含来自

47 个专利授予机构的两千多万件专利文献，提

供了全球各种发明的全面概述，涵盖的文献可

追溯至 1963 年，专利信息更全面 [13]。同时，

DII 具有丰富的检索方式，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专

利权人代码，并为专利添加了德温特手工代码，

更加准确地概括专利的技术特点，为专利分析

所需的全面、准确的检索结果提供了有利保证。

本 文 选 取 教 育 部 科 技 发 展 中 心 公 布 的

2016 年 高 校 授 权 发 明 专 利 和 累 积 有 效 发 明

专利量排名前 30 位的高校进行分析。DII 无

法直接检索出国际专利，首先检索出各高校

1963 年到 2017 年的专利，然后通过专利号筛

选出国际专利。

3  我国高校国际专利现状分析

3.1  高校国际专利数量总体分析

前 30 所高校的国际专利总量为 6747 件，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前 15 所高校的国际专

利数量情况，总数为 5986 件，如表 1 所示。

数据显示：清华大学的国际专利数量最高，为

2928 件，占高校国际专利总数的 43%；专利数

量居第二位的北京大学有 612 件，比清华大学

少 2316 件；其他高校国际专利数量普遍较低，

数量最少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拥有 9 件国际

专利。前 15 所高校中只有北京化工大学和江南

大学不属于 “985 工程 ” 大学，但都是 “985 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 ” 重点建设院校。此外，高校

的国际专利占高校专利总数的比例非常低，排

名第一的清华大学的占比仅为 11.5%，排名第

二的北京大学占比为 7.05%。

表1  高校国际专利数量

国际
专利
数量
排名

高校名称
国际专
利数量

高校专利
总数量

国际专利占
高校专利数

量比例

1 清华大学 2928 25471 11.50%
2 北京大学 612 8687 7.05%
3 上海交通大学 381 20599 1.85%
4 浙江大学 276 31527 0.88%
5 华南理工大学 235 17012 1.38%
6 东南大学 224 17733 1.26%
7 华中科技大学 206 10542 1.95%
8 天津大学 181 15,117 1.20%
9 北京化工大学 164 5855 2.80%
10 江南大学 153 11280 1.36%
11 西安交通大学 136 10249 1.33%
12 大连理工大学 134 7835 1.71%
13 电子科技大学 133 9553 1.39%
14 四川大学 120 9375 1.28%
15 同济大学 103 1022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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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分不同类别的高校所拥有的国际专利

数量，本文统计得到图 1。由图 1 可知国际专

利申请主力军为 C9 高校，其他高校申请数量很

少，高校间专利分布极不均衡。国家对高校的

经费投入及高校的综合科研能力是科技创新的

基石，《2016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显示，清华大学 2016 年科技经费约 5.1 亿，其

中政府资金 3.3 亿；北京大学 2016 年科技经费

约 2.7 亿元 , 其中政府资金 2.2 亿；国家对 C9

高校的科技经费投入远远高于其他高校，而且

C9 高校的科研人员数量也远远多于其他高校，

因而 C9 高校的科技产出更多。

2%

1%
6%

25%

66%

非985, 211
211
211, 985平台

985, 211, 双一流A类

985, 211, C9, 双一流A类

图 1  高校国际专利数量分布   

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专利数量

差距悬殊。仅 2001—2011 年，国外许多一流大

学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清华大学。麻省

理工大学仅 PCT 专利就达到 1733 件，国际专

利总数达到 6531 件（在美国专利局申请 2580

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专利总数为 4634

件；佛罗里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

等在 2001-2011 年的国际专利数量与清华大学

1983 年至 2017 年的国际专利数量接近 [14]。 

不仅如此，我国高校与国内优秀企业也存

在巨大差距。2016 年，中兴以 4123 项已公开

的 PCT 申请量排名第一，华为以 3692 项专利

申请量紧随其后 [2]。

3.2  高校国际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我国专利申请相对发达国家来讲，起步较

晚。分析高校的国际专利数量变化趋势，对于

把握和预测我国高校的国际专利发展趋势具有

重要的参考作用，便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激励政

策，促进高校国际专利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统计发现，我国高校最早的三件国际专利

是 1986 年清华大学在欧洲申请的发明专利，

专 利 号 分 别 是 EP205777-A、EP204096-A、

EP197464-A。我国高校国际专利的数量趋势变

化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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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校国际专利数量变化趋势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3.010

CASE STUDY机构案例



2018 年第 4 卷   第 3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077

图 2 显示，① 1986—1998 年，我国高校国

际专利数量极少且稳定。我国 1985 年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当时正处于我国

专利起步阶段，因此专利数量较少；② 1999—

2003 年，我国的国际专利数量相比之前出现

较大增长，每年数量基本呈现稳定趋势，仅在

2001 年专利数量出现较小波动；③ 2004—2012

年，高校国际专利数量出现高速增长，未受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④ 2014 年相比 2013

年数量有所下降，但在 2015 年，我国高校国

际专利年授权量超过 1000 件；⑤由于专利授

权具有时滞性，所以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数量

较少。上述统计结果既说明高校专利的创造能

力在快速提升，也说明高校的专利保护意识在

不断增强。

经济快速发展与科技全球化促进了国际专

利的数量激增，而专利法的完善为专利的发展

提供政策支持。我国高校国际专利的发展走势

与专利法的完善和修改具有相似的变化轨迹，

为了将知识产权事业与国际接轨，1992 年专利

法第一次修改；为了适应加入 WTO 的需要，

2000 年专利法第二次修改；为了促进创新型国

家建设，2008 年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为了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014 年专

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15,16] 

3.3  高校国际专利地域分布

对专利号进行统计①，共 6747 件国际专利

（包括在港澳台申请的专利），其中国内外同

时申请的专利为 5755 件，仅国外申请的国际专

利为 992 件，前 10 位的分布地区如表 2 所示。

表2  高校国际专利地域分布

序号
国家或机构

名称
国家或机构

代码
专利数量 占总数比

1 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

WO 4164 61.72%

2 美国 US 4018 59.55%
3 日本 JP 1142 16.93%
4 欧洲专利局 EP 810 12.01%
5 澳大利亚 AU 283 4.19%
6 德国 DE 268 3.97%
7 香港 HK 248 3.68%
8 韩国 KR 248 3.68%
9 加拿大 CA 133 1.97%
10 俄罗斯 RU 133 1.97%

我国高校国际专利共分布在 31 个国家和组

织，主要分布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日

本以及欧洲等专利实力雄厚的组织或国家，说

明我国高校已将专利的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并

有在国际范围内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表 3  仅国外申请专利IPC分布

IPC 大类 类名 数量

H01 基本电气元件 231

A61 医学、卫生学 135

C12 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酶学；突变
遗传工程

133

C07 有机化学 114

G06 计算机设备 113

H04 电通信技术 105

G01 测量、测试 101

进一步统计仅在国外申请的专利得出表 3，

专利的 IPC 分类号与总体技术领域分布并无明

显差异；主要分布于美国和世界知识产权局，

进一步说明美国与世界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在国

①一个专利可能会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申请，所以统计的国家专利数相加总和可能会大于专利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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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影响力。在世界知识产权局进行专利申请

后，可以在多国进行专利保护，这也是越来越

多的高校申请 PCT 专利的原因。

3.4  高校国际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研究技术领域分布，便于我们了解国际

研究重点，紧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IPC 分

类号提供了一种智能化的区分专利技术的方

法，并为所有主要的专利系统提供了基准 [17]，

因而本文通过 IPC 分类号对专利技术领域进

行分析②。专利数量排名前 10 的 IPC 分类号

如表 4 所示。

②有些专利可能涉及多个IPC领域，所以按照所涉IPC技术分类统计的合计专利数可能大于实际专利数。

表 4  高校国际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编号 IPC 大类 类名 专利件数

1 H01 基本电气元件 1669

2 G01 测量、测试 1078

3 H04 电通信技术 841

4 G06 计算机设备 840

5 A61 医学、卫生学 762

6 B82 超微技术 608

7 C01 无机化学 572

8 C07 有机化学 546

9 C12 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酶学；突变遗传工程 535

10 B01 一般的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或装置 395

每个高校的技术焦点不同，技术分布极

其不均衡，但我国高校国际专利主要分布在

五个技术领域，即 H01 基本电气元件，G01 

测量测试，H04 电通信技术，G06 计算机设

备，A61 医学卫生学；全球专利的热点技术

领域是数字通讯、计算机技术、电力机械、

医学技术、测量 [18]；我国高校国际专利的热

点技术与国际趋势基本一致。Kim Jeeeun[19]

和 Kim Gabjo[20] 指出技术融合及多技术融合

是创新发展的趋势，比如远程医疗技术融合

了生物医学以及电子通信技术，我国高校应

对此予以重视。

前五个 IPC 大类的主要申请高校如表 5 所

示，排名按照申请量依次递减。

表 5  IPC 高校分布

序号 IPC 分类 类名 主要申请高校

1 H01 基本电气元件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2 G01 测量、测试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

3 H04 电通信技术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

4 G06 计算机设备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

5 A61 医学、卫生学 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3.010

CASE STUDY机构案例



2018 年第 4 卷   第 3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079

清华大学在五个技术领域均排第一，北京

大学除医学卫生学位居第三，其他都排名第二，

充分说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科技创新实力

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且紧跟世界科技创新的

步伐。

3.5  德文特手工代码共现分析

德温特手工代码（Derwent Manual Codes）

由标引人员分配给专利，用于表示专利的具体

技术创新点及其应用的专有代码。一般来讲每

个专利至少对应一个德文特代码（以下简称

DMC），涉及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拥有多个手

工代码，它们能够反映出专利的核心内容和主

题 [21]。

在 6747 件国际专利中，仅 448 件专利未被

分配 DMC，对整体影响较小，现分析具有德温

特手工代码的 6299 件专利③。经统计，高校国

际专利中包含的 DMC 共有 174 个类别，前十

位的 DMC 如表 6 所示。

表 6  高校国际专利德文特手工代码数

编号 德温特手工代码 代码含义 专利数量

1 T01 digital computers（电子计算机） 1154

2 L03 electro-(in)organic（有无机电） 1005

3 A12 polymer applications（聚合物中的应用） 996

4 S03 scientific instrumentation( 科学仪器 ) 674

5 D05 fermentation industry( 发酵工业 ) 621

6 B04 natural products (or genetically engineered), polymers( 天然产物（或基因工程），
聚合物 ) 603

7 U11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and processing
( 半导体材料与工艺 ) 517

8 B14 pharmaceutical activities( 医药活动 ) 464

9 L04 semiconductors [general]( 半导体 [ 通用 ]) 464

10 U12 discrete devices( 分立器件 ) 464

③由于专利的手工代码可能不止一个，所以手工代码数量相加的总和有可能会出现大于专利数量的情况。

由表 6 可知，DMC 与 IPC 分类大体一致，

相对来讲，DMC 分类技术更加具体。为进一

步分析处于核心位置和中介位置的专利，运用

VOSviewer 对 DMC 进行共现分析。共现分析

是科学计量学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揭

示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分析技术领域或技术之

间的相互关系。[22]

相对于其他可视化图谱分析软件（如 Pa-

jek、Netdraw 等） 而 言，VOSviewer 有 独 特 的

去除重叠标签和显示层级技术的功能，对大样

本数据进行可视化显示时，可以突出最重要的

节点及其标签，达到图形优化的效果 [23]。使用

标签模式和密度模式绘制图谱（为了清晰地呈

现技术关系，将共现阈值定为 30）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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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手工代码共现分析标签图谱

图 3 中每个节点的标签对应一个圆环，标

签和圆环的大小均由其权重决定，圆环呈现的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聚类。网络中主要有红色、

绿色、紫色、蓝色、黄色五大聚类，相对应地，

L04-semiconductors（半导体）、A01-monomers 

condensants（ 单 体，condensants）、A02-po-

lymerisation controllers( 聚合控制 )、E01-steroid

（ 类 固 醇 ）、D05-H12A-wild-type coding se-

quences（野生型编码序列）分别是这些聚类中

最突出的节点，即共现强度最大，与其他技术

类别联系最紧密的关键技术类别；该技术类别

容易与其他技术类别结合而形成专利，投入实

际应用。共现强度低的技术类别则一部分专业

性很强，不易与其他技术共同应用；另一部分

则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今后会出现更多的技

术联系。

图 4  手工代码共现分析密度图谱

图 4 是技术聚类密度图谱，每个节点根据

密度不同有不同的颜色，颜色越接近红色、标

识字体越大，表示其权重越大；相反，其权重

越小，则颜色越接近于蓝色。图 4 可以清晰地

看到共性技术各聚类的密度概貌。L04-semicon-

ductors（半导体）、A01-monomers condensants（单

体，condensants）、A02-polymerisation control-

lers( 聚 合 控 制 )、d02-processing meat, poultry, 

fish（加工肉类、家禽、鱼类）、d03-foodstuffs 

and treatment（食品和治疗）等是图谱中颜色最

深、密度最大的部分，又是共现强度较大的关

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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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局部放大图

在黄色、绿色和蓝色的部分，可以清晰地

看到技术与技术之间是如何产生联系，并过渡

到其他关键技术的。图 5 是图 4 放大后的局部，

可以看出在黄色的部分，从 D05-h12e-vectors（带

菌者）开始，由 B11-c08e-biological procedures 

for testing（ 生 物 检 验 程 序），K04f-explosives 

manufacture/treatment（ 炸 药 制 造， 处 理），

S03-e09f-immunoassay techniques and biological 

indicators（免疫分析技术与生物学指标）逐渐

过 渡 到 A01-monomers，condensants（ 单 体，

Condensants)[23]。这种技术过渡体现了技术之间

的关联，并为学科的合作提供参考。

3.6  高校国际专利校企合作分析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研在推动产业发

展方面较弱，高校专利呈现出投资大、成果多

而转化率低、效率低的现象。我国专利转化率

低于 5%，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70% 的专利

转化率 [24]。2015 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指出

“ 积极与相关企业接洽，根据企业委托从事专题

研究，合作生产产品 ” 是高校的主要专利研发

模式，产学研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有效途径，校

企合作是专利转化和实施的主要途径。分析校

企合作专利有利于高校了解符合市场需求的高

新技术，完善产学研体系，促进高校技术创新

与专利的转化。

一般合作专利的专利权人都是高校和企

业或研究院联合命名，很多研究院附属于高

校，故主要分析校企合作。企业带有 CO、CO 

LTD、CORP 等标志 [25]，在 6747 件国际专利中，

筛选出 3120 条校企合作专利，排名前十的高校

如表 7 所示。

统计发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

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3 所高校的国际专利未参

与企业合作，其他 27 所高校均有与企业合作的

的国际专利。表 7 可知，清华大学的校企合作

率显著高于其他大学，其他高校的合作专利数

量普遍较少，合作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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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校企合作专利数量

学校名称
校企合作
专利数

国际专利
总数

校企合作率

清华大学 2140 2928 73.09%

北京大学 215 612 35.13%

上海交通大学 93 381 24.41%

浙江大学 70 276 25.36%

华中科技大学 45 206 21.84%

大连理工 43 134 32.09%

电子科技大学 36 133 27.07%

华南理工大学 33 235 14.04%

北京化工大学 32 164 19.51%

东南大学 32 224 14.29%

天津大学 32 181 17.68%

为分析主要的校企合作关系，选取合作次

数大于 5 的合作关系，借助 UCINET 软件，构

造校企合作网络，如图 6 所示。其中：蓝色方

形节点代表高校，红色圆形节点代表企业，连

线之间的粗细代表合作强度，节点的大小代表

着合作总次数，节点越大表明合作次数越多 [25-27]。

由图 6 可知，清华大学的节点最大，合作

次数最多，其中清华大学与鸿海科技集团之间

的连线最粗，说明二者之间的合作次数最多，

合作关系最紧密；其次高校中节点比较大的还

有 UYPK-C( 北京大学 ) 和 UYZH-C（浙江大学），

但相对清华大学而言节点较小，校企合作次数

较少；红色节点较大的企业包括鸿海科技集团，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威视技术有限公司。其中鸿海、华为、中

兴都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尤其

华为和中兴公司，多年在世界国际专利申请授

权量中跻身前列；同方威视是以辐射成像技术

为核心，并与清华大学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校企合作专利的技术多为电子通信技术，

属于高校的国际专利技术热点。

图 6  国际专利校企合作网络图

统计发现，高校的国际专利数量越多，高

校在合作网络中的节点就越大。清华大学的校

企合作专利数量最多，主要原因是清华大学在

全国的学术实力最强，国际专利数量与校企合

作专利数量均位居第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

发展相辅相成，高校应从企业需求出发创新满

足于市场需求的技术，着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加快我国步入世界强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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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进程。

4  结论

我国高校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总体表现不

够积极，申请数量较少，各高校间分布极不均

衡，清华大学申请数量最多，但仍与国内优秀

企业及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全球化，申请量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表明我国高校开始有在国际范

围内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我国高校国际

专利核心技术与世界发展趋势大体一致，集中

在基本电气元件，测量、测试，电通信技术，

计算机设备，医学、卫生学，但仍未跻身世界

一流技术领域前列。申请地域分布广泛，遍布

全球 31 个国家（城市）和组织，但分布数量极

不均衡，集中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日

本和欧洲专利局。高校国际专利技术中半导体、

单体 condensants、聚合控制、类固醇、野生型

编码序列技术共现强度最大，是与其他技术类

别联系最为紧密的关键技术类别。我国高校国

际专利校企合作率较低，清华大学的合作最强，

位于合作网络的核心，其中清华大学和鸿海集

团合作关系最紧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也

是重要的企业合作对象，有许多高校未申请与

企业合作的专利，整体来讲，高校的专利转化

情况不乐观。

鉴于此，为高校发展国际专利提供以下几

条对策建议：

①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对国际专利的专项

支持。政府应加大对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促进

科技成果的产出；国际专利申请和维持的费用

较高，政府应联合高校设置国际专利专项基金，

帮助高校解决国际专利申请和维持费用，并优

化奖励政策，对国际专利申请的高校和发明人

给予相应奖励，刺激高校的国际专利申请。

②优化高校考核评价指标。把国际专利申

请和转化纳入对高校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合

理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考核评价和工资奖

励制度。

③建设专利信息平台。建立从发明披露到

跟踪、产业化全过程并解决产学研结合问题的

专利信息平台，构建沟通校、企、政、中介的

桥梁，鼓励高校根据专业特点及行业技术发展

需要，聘用企业科技人员兼职从事教学和科研

活动，进而促进企业与高校的科技交流活动。

④加紧引进和培养知识产权管理专业人才。

高素质、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能够提供专

利增值服务、提高专利的质量、扩大专利的商业

价值，是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关键。建议设置知

识产权管理的领军人才和各类高层次的培养和选

拔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引进力度。

⑤健全专利的收益分配政策。让高校发明

人在专利转化过程中获得应有的收益，借鉴美

国 “ 拜杜法案 ” 的收益分配制度，以法律的形

式解决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和收益分配问题，

为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

⑥推进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鼓

励高校与企业、研发机构联合建立技术创新联

盟，共同开展研究开发、成果应用与推广。支

持高校和政府、企业共建实验室和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加快推进高校科研设施与仪器在

保障本校教学科研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向其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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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研发组织等社会用户

开放共享，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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