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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撰写和申请专利的现状与对策

阮曦蝶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随着国家对专利创造的重视，我国专利发表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近年来，伴随国家对高校专利的重视

和高校自身发展，高校已成为国家专利创新的重要力量。本篇论文从历年高校专利申请数量出发，系统阐述了高校申请论

文的背景、困难点、发表专利的正确方法。对专利发表的问题与困难，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专利申请撰写；高校现状与对策

引言
创新这一理念正受到国家的日益重视，随着“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八字方针的提出与国家对专利创造

的重视，以人才、学科、科研为主要任务的高校也首当

其冲成为了国家专利申请的重要力量，在我国专利领域

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拥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利，无疑是对大学学习生活与个人

能力的极大肯定。对就业和评估而言，专业评估评优是

对大学生大学学习、活动、竞赛等事件的综合评价，成

功申请专利无疑是对大学简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能

让学生在为数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获得招聘单位

的重视，还能作为证明自己综合能力的象征；此外，对

出国留学而言，相比成绩，国外大学更青睐学生综合素

质的评判，尤其是创新能力与创造思维。专利的成功申

请无疑能更直观的证明自己的能力，有效提高申请成功

率。那么，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专利申请与普及现状如

何？高校大学生专利申请领域存在什么困难？

1专利概述
专利 (patent)，指专有的、独一无二的权利和利益，

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对某项技术与构思赋予了合法性、独

特性。专利的颁发有着严密的程序，一般来说专利是由

政府、专利有关部门或区域性政府、组织，根据法律法

规、社会政策、申请条件，在接收、审核、评估后所颁

发的一种法律性文件。这种文件在发布人申请到国家证

书之后，能在一定时期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他人要使

用这一文件，则必须通过专利权人的许可。

根据我国国情，专利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取得专利的发明则

可细化分为产品发明专利 (如机械制造、仪器设备 )和

方法发明专利 (研发方法、制造技术 )这两大类。三种

专利在定义上有很大的区别，在所有专利中，发明专利

占比最大，且与之相关的法律文件可依据我国的《专利

法》。其中针对发明专利做出了如下解释：“发明是指

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简

而意之，发明专利即发明创造一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产

品；而实用新型专利则是在现有的技术和产品的基础上，

进行改良和创新的研究；而瞄准产品的外观进行改造的

则为外观专利。不过，对三种专利的要求也有共同之处，

即专利必须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非显而易见

性，适度揭露性。满足了以上的要求之后，即可通过相

应的流程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

2撰写和申请专利在高校的现状
近年来，高校成为国家专利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告， 中国是 2020年专利合作协

定（简称 PCT）的头号申请国。2020年中国的国际专利

申请量达到了 68720件，相比 2019年的 57656件，增

长了 16.1%，中国的专利申请量正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

表 1国内高校 2012-2013年专利授权量统计

年份

学校 学校

授权量

2012 2013

1 浙江大学 1709 1373

2 清华大学 1239 1112

3 哈尔滨工业大学 871 833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63 704

5 上海交通大学 835 700

6 东南大学 650 689

7 华南理工大学 587 604

8 天津大学 478 502

9 西安交通大学 460 453

10 山东大学 444 422

表 2  国内高校 2014-2015年专利授权量统计

年份   

学校
学校

授权量

2012 2013

1 浙江大学 1413 1865

2 清华大学 1008 1165

3 哈尔滨工业大学 835 1454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25 860

5 上海交通大学 738 1113

6 东南大学 732 1453

7 华南理工大学 648 871

8 天津大学 577 985

9 西安交通大学 584 774

10 山东大学 516 750

通过以上材料数据可以发现，中国高校每年专利的增长

都有不同梯度的进步，而这些数字也表明如今高校对专

利的重视，开始鼓励当代大学生尝试去撰写和申请自己

的专利，这也说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教育、研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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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研究考核体系的激励也

对创新驱动发展起到显著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然而，通过表格来看，也可以发现当下高校撰写

专利的主要血液依旧是国家一流及重点大学，而其他普

通院校撰写专利的学生却非常少。

所以，从这组统计数据也不难看出在当下大学生

撰写专利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困难性。

3大学生撰写和申请专利的困难以及应对措施
3.1撰写专利意识薄弱，缺乏专利撰写和申请的相

关知识
以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为例，因为只有计算机与软

件学院有学分要求，所以几乎只有该学院的学生有尝试

撰写专利的意识，其它学院的学生几乎没有撰写专利的

意识和知识。此外，大部分学生对专利的相关知识存在

误区，他们因为不了解专利的研发、申请、保护等知识，

所以就觉得“专利”这个词语对自己来说很遥远，也因

为有对未知的恐惧和陌生，所以不愿意去接触，去尝试

撰写专利。故而在我校计算机与软件学院，虽然每学期

都有开办去教授学生撰写专利的讲座，只不过因为大部

分学生没有重视，或者将学院安排的讲座当作是一个任

务来完成，又或者是导师在讲座时的效果并不理想等等

因素，让许多学生对专利的撰写也非常草率并且不愿意

再去尝试。

解决方法和措施：

建议各高校在系统性的对学生进行专利撰写教育

的同时，也要注重针对性的增强学生的专利撰写意识，

通过 "教与学 "的互动学习体系的建构和 "学中干 "、

"干中用 "、"用中创 "的贯彻，对学生进行专业的撰

写专利的教学，指导学生将专利理论运用到创造实践中，

将专利撰写的理论、知识、技巧，内化到学生的价值体

系中，在学与行的互动中增强学生撰写专利的能力和意

识，并且善于看到学生的优点与长处，发展学生在专利

撰写方面的天赋能力，并在增强信心和兴趣的过程中为

发扬学生天赋创造必要的条件，鼓励学生克服专利撰写

的让的恐惧和陌生心理，正确引导学生认识专利的价值，

在转化理论与想法的实践中具体化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3.2撰写专利的质量不高
以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为例，虽然计算机与软件学

院的同学有通过撰写实用新型专利来修学分的要求，并

且在同学撰写专利之后，学院会组织教师对学生的专利

进行批阅审核。但通过对该院学生的调查，特别是通过

对学生的专利进行批阅审核不难发现，许多同学虽然去

尝试撰写专利，可是往往质量不是很好，表现在于专利

的实用性不高，说明书内容较少，特别是格式方面的问

题很严重。

当代大学生大部分个性很强，他们在繁重的大学

课程压力下，都不愿意去观察和发现身边的事物，所以

即使有些高校有撰写专利的强制要求，但从专利的实用

性和创新性来看质量都不高，许多大学生写的很多专利

其实是生活中已经有的，或者是出现过类似的发明，很

少有学生愿意真正的去思考，去创新，结果就导致专利

实用性不高。许多同学对学院安排的专利讲座，秉承着

“应付” “完成任务”的想法，对讲座中导师强调的

格式要求，讲授的专利知识，并没有引起同学重视，最

终讲座虽然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激发

学生们的积极性。

解决方法和措施：

目前，理工科院校关于专利的讲座正在持续增加，

举办的比赛也日益增多。为应对未来创新研究的发展趋

势，建议高校可以从激发学生爱好与积极性入手，利用

实践活动、兴趣小组等多样化的方式鼓励学生去观察、

体会生活中的细节和需要改造改良的事物，开发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让学生能够乐在其中、学在其中，并实现

自己的创意和想法。

3.3指导老师和专利指导机构的缺乏
有文献指出，在当下的高校中，许多大学老师在

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压力下，也很少有精力去学习和了

解专利的相关知识，所以导致在高校当中能够指导学生

撰写专利的老师还不足 10%。所以高校常常出现这样的

情况：在同学撰写专利之后，会因为并不知道去哪里咨

询，也不知道要如何整改自己的专利格式等，导致无法

将自己的想法更好的整合和实现；有时去找专业的指导

机构，但往往会因为需要一定的申请经费而选择放弃。

即使已经整理好自己的资料想要去申请国家专利，却也

会因为不懂申请的流程而事倍功半，甚至还会遭受不法

分子的欺诈，造成钱财的损失。从中可以很直观的发现，

在撰写和申请专利方面老师的指导至关重要。

解决方法和措施：

对此，高校可以有针对性的组建一支具有专业知

识的教师指导团队，利用教师的科研优势，专业素养，

理论知识去指导学生将想法与创意付诸实践，同时联系

专利方面的专业机构，与机构合作，教师为学生教导专

利相关的理论与知识，并指导学生按科学的知识点和缜

密的方法论运用理论到专利撰写中，机构要根据学生的

具体情况，为学生的专利撰写提供行政性、教育性、支

持性的帮助，为学生安排适合自己情况的专利论题，并

与学生一起分析专利撰写进程上的突破与困难，运用机

构资源与设备的配合、行政与政策的配合、学校与机构

的合作，为学生的实践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帮助学生发

现内在资源与优势，引导学生克服专利撰写的困难与障

碍，让学生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与创意。

结语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目前我国国家战略之一。

高校是国家人才的聚集地，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

也是大学生接受创新思维培训的主要基地。大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

教学任务，大学生应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大

学生朝气蓬勃，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新的事

物，在接受专业知识培训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独特的

想法和见解。教师指导学生申请专利是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教师要在更高知识层面来帮助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专利的申报培养大学生的

科研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意识，最终通过专利的转化实

现创新价值，全面培养和锻炼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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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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