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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analysis of universities patent transfer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evaluation, 

provide decision-making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and discipline evalu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novating patent transformation mode in universities. Research shows that patents of dominant 

disciplines are more easier to transfer, It’s a new mode of student trainning for university that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patent creation and transfer, and licensing patents to student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re is a "golden 

three-year" time period for patent transfer, and patent portfolio transfer is becoming a typical transfer mode. 

Enhanc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atent transfer to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highlighting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student 

Trainning, guid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er, constructing a 

data-driven accurate transfer mode of university patents, and standardize the data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in universities, establishing linkage mechanism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igh-value patents , and shorten the patent transformation cycle in universities, which ca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patent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Patent transform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sciplinary assess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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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专利转化数据分析可为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提供支撑，为双一流建设和学科评估提供决策建议，为创新高

校专利转化模式提供参考。研究表明：优势学科的专利更容易实现转化，大学生参与专利创造和转化、将专利

许可给大学生创新创业成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专利转化存在“黄金 3 年”时间窗口，专利组合转化正成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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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转化模式。提升专利转化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度，需突出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高校专利精准转化模式，规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管理，建立高价值专利培

育与转化联动机制，进一步缩短高校专利转化周期，提升专利转化的经济社会效益。 

关键词：高校专利转化；学科评估；科技成果；实证分析 

 

1.引言 

学科评估价值导向是高校学科建设逻辑转向的

风向标，学科评估价值导向决定了高校学科建设的实

践逻辑与行动策略。[1]专利转化作为学科评估的重要

指标，反映了学科内涵式发展的建设质量，体现出高

校服务社会的创新能力。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 2020 年联合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

量 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要求将专利转化等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单

纯考核专利数量，更加突出转化应用[2]。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改进学科评估，强化人

才培养中心地位，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

等数量指标，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3]。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第五轮学科评估

工作方案》，也将专利转化作情况为第五轮学科评估

的重要指标[4]。此外，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1

年还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助力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了通过大数据手段

分析筛选高校院所未实施“沉睡专利”，挖掘质量较

高、具备市场前景的专利，发现潜在许可实施对象[5]。

专利作为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构成和显性输出，

是衡量高校发展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创新发展能力

的标准和尺度。开展专利转化数据实证分析，优化专

利转化评价和监测指标体系，既是高校学科建设和评

估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又是精准诊断影响专利转

化的主要因素，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促进高校内涵式

发展的重要支撑。 

2.文献述评 

专利转化数据分析的目的是洞察专利转化趋势，

揭示影响专利转化的因素，为评价高校知识成果转化

能力，创新高校专利运营模式，优化专利转化和资源

配置提供决策依据。我国高校类型多样，加之学科建

设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同，专利创造和转化能

力存在差异，影响高校专利转化的因素也各不相同，

例如，王健（2015）对我国 37 所“985”工程大学专

利转让数量及其变化率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我国高

校的专利转化能力与 GDP 的增长率变化、国家对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视以及专利转移风险都有较大

的关系[6]，李盛竹（2018）构建了影响高校专利产出

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绘制影响专利产出要素的因果关

系图，认为专利产出与科研人员的多少并没有直接关

系，科研经费投入、课题数和专利转化率提升能够促

进专利产出[7]。袁敏等（2020）还对标分析 2017 年

进入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 6 所中医药大学的专

利申请、管理与运营现状，提出高校作为科技发展前

沿、科技创新重地，需要重视专利信息挖掘与分析预

警，并优化专利过程管理体系[8]。 

当前，专利转化数据分析方法以定量分析为主，

通过构建相应模型来评价和测量专利知识溢出能力、

专利质量、专利转化效率等。例如，李志鹏等（2018）

选取了 42 所“双一流”高校 2016 年发明专利转让数

据，分析了“双一流”高校专利转让网络来评价高校

的知识转化能力[9]，马晓雅等（2019）则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旨在探索不同区域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10]，王格格（2020）

等以专利不同 IPC 号（专利共类）来表征技术领域之

间的知识流动，构建技术直接溢出矩阵进行技术间知

识溢出分析，揭示了 35 种不同类型技术间知识溢出

的特点[10]。从专利转化样本来看，崔惠敏（2018）对

广东省专利运营能力前 10 所高校专利转让情况进行

了分析[11]，谢智敏（2019）等分析了北京“双一流”

建设高校 2005-2016 年申请专利实施许可情况与特征
[12]，金峰（2019）以桂林理工大学专利等知识产权转

化为例，运用 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转化绩效[13]，

郑美玉等（2020）还对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高

校的专利竞争力进行了分析[14]（如表 1 所示）。从专

利转化方式来看，高校专利转化形式包括转让、许可、

作价入股等，但学界对作价投资转化形式的研究并不

多，作价投资方式正成为部分单位大额科技成果转化

的主要方式，在转化高价值原创科技成果时，企业更

倾向于采用作价投资方式转化[15]。 

表 1  高校专利转化数据分析主要指标和方法 

学 者 主要分析指标 主要方法 

袁敏等 

专利的申请趋势、专利技术分
布、专利价值度、失效专利、
转让专利、专利引证、R &D

投入与转化 

文献和科学计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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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鹏
等 

专利转让搜索指数、专利转让
网络分析，包括网络核心——

边缘分析、
Fruchterman—Reingold 网络
分析、网络节点指标分析、转
让网络空间分布、专利转让地

域密度分析 

运用 Gephi 绘制
转让合作网络，
并测算各节点的
中心度等指标 

马晓雅 
专利权转移的区域网络结构
分析、专利权转移活动的影响

因素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和
多元回归模型 

崔惠敏 

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对比分
析，专利运营基础数据、专利
权转让与地域分布分析、专利
转让时间特征分析、转化技术
热点分布，转让专利的被引分

析 

定量和定性分
析，精准数据检

索 

谢智敏
等 

专利实施许可总体情况、实施
许可专利年度趋势分析、实施
许可专利技术领域分析、实施
许可专利流向分析（被许可人
区域分布、主要被许可人分

析） 

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运用 Ucinet、
Netdraw 和 Excel

软件 

金  峰
等 

专利转化绩效 
DEA 数据包络分

析法 

郑美玉
等 

数量指标、质量指标、运营指
标 

构建指标体系，
规范化和线性加
权平均处理 

综上所述，学者们虽然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层次类

型高校的专利转化数据进行了分析挖掘，但多以提高

高校专利转化率为目标，着眼于高校专利转化对经济

社会建设的贡献度分析，而缺乏对专利转化与高校学

科建设和评估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专利转化对高校学

科评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的实证作

用研究较少。学科评估视角下，专利转化应进一步强

调学科特色，突出专利转化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

突出专利转化对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质量。

本文从学科评估对专利转化的要求出发，以武汉理工

大学第五轮学科评估填报的专利为样本，围绕专利转

化流向、专利转化周期、不同转化方式的转化效益、

参与专利创造与转化的学生数等维度，采取定量分析

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专利转化对学科建设

与评估的支撑作用，并提出促进专利转化的对策措

施。 

3.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从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来看，首先对武汉理工大

学“十三五”期间科技成果转化数量、金额进行趋势

分析，基于学科评估对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等要求，重点对转化周期、参与转化学生

人数、转化流向、创设新公司、拉动社会投资等指标

分学科进行分析统计，对优势学科专业的相关指标进

行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揭示优势学科专业专利转化

对学科评估的贡献度。在“十三五”期间，武汉理工

大学共计转化科技成果 565 项、合同金额为 31504.15

万元，平均合同金额为 54.79 万元（如图 1 所示）。 

 
图 1  武汉理工大学“十三五”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3.1.样本和数据的来源 

本文在教育部 2020 年《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

案》规定的专利转化统计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专利

转化受益人数、参加专利创造与转化的学生人数、受

让地区、受让企业等指标，以更好地分析相关影响因

素，评价专利转化的经济社会效益。 

3.2.样本和数据的处理 

对照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中“III-2 专

利转化情况”的指标和 5 项说明，本着“真实、准确、

完整”的要求，经相关学部认定，第五轮学科评估的

填报专利转化共 248 项，转化金额 14518 万元。专利

转化与“十三五”科技成果转化数量、金额存在差距

的原因：①非专利技术，软件著作权等 42 项科技成

果未列入计算范围；②签署转化合同，但到账金额不

全的未列入计算范围；③无偿许可大学生实施转化的

83 项专利未列入计算范围；④所属学部认定与学科

评估关联度不大的专利未列入计算范围。 

3.3.专利转化的数据分析 

3.3.1.专利转化周期分析 

专利转化周期是指从专利授权之日起到签订转

化合同的时间，反映高校专利转化的速度。缩短专利

转化周期，加快专利转化进程，是唤醒“沉睡专利”

的关键。专利转化周期通常按月份计算，不足 1 个月

的，按 1 个月计算。“十三五”期间，学校 248 项专

利的转化周期累计月数 6915 月，转化周期平均月数

27.89 月/项（如表 2 所示）。 

表 2  武汉理工大学“十三五”专利转化周期统计表 

序号 
转化周

期（月） 

转化项

数（项） 

转化项数

占总项数

比（%） 

转化金

额 

（万元） 

转化金额占

总金额比

（%） 

平均转化周

期（月） 

1 12 67 27.02 4433.54 30.54 6.880597015 

2 24 86 34.68 3556.36 24.50 17.70930233 

3 36 29 11.69 2348.6 16.18 30.6551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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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8 23 9.27 1570.6 10.82 41.39130435 

5 60 18 7.26 1267.1 8.73 54.83333333 

6 72 10 4.03 602 4.15 65.4 

7 84 5 2.02 445 3.07 77 

8 96 10 4.03 295.1 2.03 106.7 

合计 248 100 14518.3 100.00 27.89516129 

从上表 2 不难发现，自专利授权之日起，第 1 年

（12 个月）内专利转化项数占转化总项数的 27%，

平均转化周期为 6.88 月，转化金额为 4433.54 万元；

第 2 年（13 至 24 个月内）专利转化项数占转化总项

数的 34.68%，平均转化周期为 17.7 月，转化金额为

3556.36 万元；第 3 年（25 至 36 个月内）专利转化

项数占转化总项数的 11.7%，平均转化周期为 30.66

月，转化金额为 2348.6 万元。可见，前 3 年转化项

数占转化总项数的比例为 73.4%，转化金额占比为

71.19%，从第 3 年开始，专利转化项数、转化金额呈

逐年下降趋势。由此可见，专利在授权之后的前 3 年

是“黄金转化时期”（如图 2 所示）。 

 
图 2  武汉理工大学专利转化周期分布 

3.3.2.专利转化学科分布 

从专利转化的学科分布来看，参与第四轮学科评

估的各个学科均有专利转化，优势学科的专利转化数

量相对更多，其中：材料科学与工程（A+）转化专

利 80 项、金额超过 1 亿元，交通运输与工程和机械

工程（B+）转化的专利分别为 39 项、27 项，转化项

数排名靠前的 8 个学科专利转化项数共 214 项，占转

化总项数的 86.29%。 

3.3.3.专利转化流向分析 

专利转化流向反映高校学科专业、科技创新能力

与流入地区的产业集聚度、科技创新需求契合度，以

及该区域专利技术研发实力和活跃程度、产业技术发

展趋势、重点发展技术领域和主要市场主体等。武汉

理工大学 248 项专利共转化到 20 个省（市），超过

10 项的有 6 个省（市），转化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

有 5 个省（市）。专利转化流向区域比较集中，重点

流向湖北、广东、江苏、湖南、山东、安徽等 6 个省

份，向以上 6 个省份共转化专利 204 项，占转化总项

数的 82.25%、总金额的 99.285%。其中，湖北省就地

转化专利 108 项，占转化总项数的 43.37%，占转化

金额数的 51.66%（如图 3 所示）。 

 
图 3  十三五期间专利转化受让区域、金额和组建新

公司统计 

3.3.4.专利转化受益人数分析 

专利转化受益人数体现了科技人员和学生参与

专利创造和转化的情况。武汉理工大学“十三五”专

利转化受益人数共 1280 人次，其中，学生参与专利

转化人数共 134 人，占专利转化受益人数的 10.46%。

学生参与专利转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学生直接

参与专利申请和转化，二是高校将科研人员的专利许

可给大学生创新创业，其中，无偿许可给大学生创新

创业专利数量 83 项，占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总项数的

14.43%。 

3.3.5.优势学科专利转化指标分析 

结合转化项数、平均转让价格、平均转化周期、

平均参与专利创造和转化人数、创设高新技术企业

等，分析了优势学科的专利转化指标（如图 4 所示）。 

 
图 4  各学科专利转化的主要指标对比 

（1）专利转化项数。学科建设水平决定了高校

科技创新能力，是高校专利转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

面，专利转化体现学科建设水平，专利转化与学科建

设呈正相关性。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优势学科的专利

转化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相关学科支撑第五类学

科评估的专利转化数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优势学科

获得的科技经费多，优势学科专利产出量大，专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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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数量高于学校平均水平，说明优势学科的专利更容

易实现转化，但由于优势学科专利产出数量基数大，

因此优势学科的专利转化率并不一定最高。 

（2）平均转化价格。武汉理工大学优势学科专

利转化的平均价格要高于学校专利转化的平均价格。

例如，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平均转化价格为 125 万

元、机械工程的平均转化价格为 25.4 万元、交通运

输工程的平均转化价格为 15.97 万元。 

（3）平均转化周期。材料科学与工程为 38.23

月、交通运输工程为 15.97 月、机械工程为 25.44 月。

与平均转化周期相比，优势学科专利转化周期无明显

特征，说明专利转化周期与优势学科相关性不强，优

势学科专利信息的社会认可度更高些。 

（4）平均参与专利创造和转化人数。学校平均

参与专利创造和转化人数为 5.16 人，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科为 5.5875 人、交通运输工程为 5.13 人、机械

工程为 5.81 人。 

（5）创设高新技术企业。作价投资创设新公司

13 家，平均每年创设新公司 2.6 家。其中，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科创设新高科技企业 12 家，占作价投资企

业数的 80%；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专利作价投资创设高

新技术企业 1 家，共吸引社会资本 4.8 亿元。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4.1.1.优势学科的专利更容易实现转化。在第四

轮学科评估中，材料科学与工程评估结果为 A+，交

通运输工程、机械工程、设计学评估结果 B+。第五

轮学科评估支撑材料科学与工程评估的专利 80 项、

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工程分别为 39 项和 27 项。 

4.1.2.专利转化对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双创”精神的引领下，大学

生逐步成为创新主体之一，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尽早加

入创新队伍，而且将直接推动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16]。大学生参与专利创造和转化人数的比例，体现

出双一流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和学校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的良好效果。 

4.1.3.专利转化存在“黄金 3 年”时间窗口。从

表 2 的统计可知，前 3 年专利转化项数和转化金额的

占比均超过 70%。《教育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

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

见》还规定，被授予专利权满三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

的专利，可确定相关许可条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运

营相关平台发布，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开放许可。因

此，高校在专利转化过程中要重点把握好“黄金 3 年”

的时间窗口。 

4.1.4.作价投资成为学校专利转化的典型模式。
相对于专利转让许可类型而言，作价入股具有价值

高、转化后续投入大、参与学生人数多、校企合作紧

密，拉动社会投资金额高等特点，实现专利和资本的

紧密对接，对学科建设评估的支撑力度更大。 

4.2.研究建议 

4.2.1.规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管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探索

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提高数据质量和规范

性，丰富数据产品。[17]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是重

要资源，也是驱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创新的重要

力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背景下，亟待加强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分析体系建设，规范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数据采集、分析、共享和使用数据制度，提高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质量和规范性，切实解决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数据融合共享难、分析利用效益不高等问

题，更好服务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决策。 

4.2.2.完善专利转化评估指标体系。打破学科评

估单纯以专利转化作为评价指标的局限，将专利转化

拓展到知识产权转化，将软件著作权、非专利技术、

植物新品种纳入高校科技成果统计内容，对软件著作

权、非专利技术、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给予同等对待。由于第五轮学科评估只统计专

利转化情况，相关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未能纳入统

计范围，难以全面客观准确反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情

况及贡献度。 

4.2.3.突出重点知识产权转化运营。专利转化的

方式以作价入股为主要形式，构建校企产教深度融合

的合作关系，通过持续合作进一步拓展成果应用范

围，协调资金、科技金融、政策和保障体系。转化内

容重点突出授权后 3 年以内的专利推广，构建职务科

技成果披露、专利申请和转化全流程体系，实施精准

推介。转化流向突出科技创新活跃度高区域，有产学

研合作基础、科技创新需要强烈的重点企业，突出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专业的专利转化，以重点

学科专业的专利转化带动普通学科专利转化能力提

升。 

4.2.4.引导支持大学生参与专利创造和转化。高
校教学是培育人才的主阵地，随着新工科建设的推

动，高校科研反哺教学、支撑人才培养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近年来，武汉理工大学打造科技创新创业“十

大梦工场”，建成 4.5 万平方米大学生创业园、8.4 万

平方米的国家级孵化器，完成 5 个梦工场的入驻和运

营，科技资源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学生可以“零费用”

使用专利许可创新创业。在此基础上，需加大支持大

学生参与专利创造和转化的力度，构建创业、孵化、

加速“三级递进”的师生科技创新创业快速成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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