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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视角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分析

——以江苏科技大学为例
刘惠宇

江苏科技大学深蓝研究院 江苏 镇江 212000

【摘 要】：本文以江苏科技大学为对象，利用 Incopat专利信息平台检索了 2004-2022年专利数据，并对江苏科技大学专利情况

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从专利申请、专利结构、技术构成、维持情况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总结规律，并提出当前高校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的建议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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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创新

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等学校作为当前我国创新体

系中重要的主体，既是科学知识的孕育地，也是理论知识转化

为实践活动的关键环节，进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创

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知识经济时代，专利是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形式，也是高

校主要的科研成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现该校的科技创

新能力和竞争力。专利分析是当前考查创新主体创新情况的重

要手段之一，通过专利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当前学校科技创新

发展现状、如专利数量、质量、关键技术领域布局、创新人才、

科技成果转化与运用等情况，还可探查高校科技创新管理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因此通过专利分析对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

进行分析进而探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当前，已有一些学者在本领域做了很多有益的

研究工作，如汪凯、张学敏利用 Incopat 对安徽医科大学的专

利发展现状及特点进行梳理并分析[1]；何静、马虎兆对天津科

技大学专利申请情况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2]。

江苏科技大学是江苏省唯一一所以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产业为主要服务面向的行业特色型大学，同时也是江苏高水平

大学建设高峰计划建设高校之一，为早日实现建成具有“船舶、

海洋、蚕桑”三大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及“国内一流造船大学”

的目标，需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当前学

校进位争先需重点谋划的方向。因此本文以江苏科技大学专利

数据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系统梳理学校当前科技创新发展

现状，为强化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提供决策依据。

1 专利数据检索

专利研究中，快速准确地获取目标对象的专利数据是一切

研究工作的前提。经过比较，本文选用合享智慧（IncoPat）科

技创新情报平台检索专利数据。合享智慧是行业内较为领先的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商，同时该系统可以方便、快速导出大量的

专利数据。

本文利用合享智慧（ IncoPat）检索了江苏科技大学

2004~2022年全部专利数据（2004年之前没有公开专利数据，

专利数据公开截止时间为 2022年 5 月 31日），共计 7704件

专利。由于发明专利存在公开滞后特点，部分申请日在检索终

止日之前 18个月内的发明申请因未公开而未被检索到，实用

新型专利要在授权后才能被公布，所以，检索到的专利数据会

少于实际申请的专利数据，但不影响对本文研究问题的探讨。

2 专利信息分析

2.1专利申请－公开趋势分析

江苏科技大学自 2004年以来共计申请专利 7704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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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申请 101件，其他均为国内专利申请；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6756件，实用新型专利 890件，外观设计专利 58件。从江苏

科技大学逐年专利申请－公开的趋势（图 1）来看专利公开数

据基本滞后一年，从专利申请趋势来看，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申

请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4-2011年，这一阶段江苏科技

大学知识产权事业处于起步阶段，2004年申请专利 14件，专

利申请数量每年保持小幅增长，2008年开始，专利申请增长速

度加快，2011年专利申请达到 162 件；2012—2016年，江苏

科技大学专利申请迅速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有了实质性进

展，2016年达到专利申请“小波峰”，申请专利 757件；2017

年至今，专利仍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虽然 2017年专利申请数

量有小幅回落，2018年又快速回升至 771件，2021年专利申

请数量已达 1252件。

通过以上分析，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

对知识产权事业的重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的不断完

善。

图 1 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申请－公开趋势

2.2专利结构分析

通过分析江苏科技大学申请专利不同类型所占比例，可以

了解专利结构情况。经统计，江苏科技大学总体专利申请中，

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约为 88%，实用新型专利占比约为 11%，外

观设计专利占比约为 1%，说明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申请以技术

含量更高、稳定性更好的发明专利为主，专利结构和质量相对

较好。

2.3技术构成分析

IPC技术分类是国际上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

通过分析 IPC技术分类号情况，可以了解江苏科技大学热门的

技术方向及优势技术领域。经过统计，江苏科技大学在 B63B

领域申请专利最多，达 568件，这与学校具有深厚的船舶与海

工领域积淀有关，江苏科技大学是国内相关高校中船舶工业相

关学科专业设置最全、具有船舶特色整体性和应用性优势的高

校之一，因此在本领域的技术创新及科研能力同样具有较好优

势。其次是 G06F领域也申请了较多的专利，有 427件。B23K

领域申请了 413件专利，造船技术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焊接工艺

的提高，焊接专业同样是江苏科技大学的老牌专业，面向全国

造船工业和钢结构制造业，培养焊接人才。

2.4维持状况分析

2.4.1总体有效情况

截至数据收集时间，江苏科技大学有效专利约占 36%，失

效专利约占 33%，审查中专利约占 30%。专利维持情况总体良

好。

2.4.2有效率情况

有效率，是指获得授权的专利中，处于有效状态的专利所

占比例。通过考察江苏科技大学专利有效率指标可以宏观评价

专利维持情况和专利质量。江苏科技大学近五年（2018年至今）

的专利维持情况较好，均在 90%以上；2015~2017年专利有效

率约在 65%~78%；2014 年之前授权专利有效率骤降，低于

50%。

2.4.3维持时间情况

维持时间是指专利维持的时间长度。专利维持时间越长，

维持专利所要花费的年费越高，通常可以说明其重要性和经济

效益越大，市场价值越高。图 2所示为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维持

时间分布情况，约 85%的专利维持时间在 7年内（含），维持

10年以上的专利占比约为 2%，相对较少，其中 3-4年（含）

时间段分布的专利比重最高，约为 17%。

图 2 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维持时间分布情况

3 专利角度的高校技术创新评价与管理思考

3.1专利分析结果

3.1.1专利申请数量总体上升，发明专利占比高

近五年，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加快，已进入快

速增长期，并且申请专利类型基本以发明专利为主，极大地提

高了专利整体稳定性和学校综合实力。专利申请效率也较好，

2013—2014年，专利授权率较高，均在 80%以上。虽然经过十

几年的发展，江苏科技大学在知识产权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进

步，但是仍要看到和其他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的差距，如

2015年大连理工大学发明专利申请 1407件[3]是江苏科技大学

（447件）发明申请数量的 3.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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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专利领域特色明显，技术转化效果好

基于学科特色优势及平台优势，江苏科技大学专利申请及

布局船舶海工特色明显。江苏科技大学不仅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具有船舶特色的高等院校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

范高校。近年来，学校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在专利成果转化

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21年获评江苏省技术转移工作先进单

位，充分显示了学校工科实力。

3.2建议

3.2.1进一步激发学校创新潜力，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创新的根本在于人才，高校应不断加强教师、学生的创新

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意识，结合学校政策

保障，充分调动教师、学生的创新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厚

植创新潜力。江苏科技大学可以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定期开展

知识产权培训、竞赛、专利撰写辅导等多种形式活动，营造浓

厚的科技创新氛围。

3.2.2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江苏科技大学在技术转化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与此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增强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高校申

请的专利中，“沉睡”专利仍然占绝大部分，唤醒“沉睡”专

利应统筹协调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

方面；健全完善高校以转化为目标的科研管理机制，支持与保

障高校成果转化的有效实施。

3.2.3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更加注重质量提升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高校专利申请数量已经实现了快速增长，但高校创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短板依然是高质量的创新成果产出。加强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的前提是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供给，高校应以需

求为导向，积极对接行业、企业需求，破解“卡脖子”技术难

题，加强专利质量管理，从根本上推动专利转化及运用，加强

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披露，提升科技管理水平，才能更好地促进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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