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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聚焦应用型本科高校专利质量与转化效能问题，通过分析揭示了专利申请质量不高、转化渠道不畅

等关键制约因素。基于此，提出了构建三级质量保障体系、建立“技术–法律–市场”三维评估模型、

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等创新对策。为应用型高校优化学科建设与区域服务提供了新思路，对完善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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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s of patent quali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efficiency in application-ori-
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Systematic analysis reveals key constraints, including sub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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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application quality and inadequate commercialization channels. Accordingly, innovative coun-
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three-tier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developing 
a “technology-law-market” tri-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and improving the “industry-aca-
demia-research-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he research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optimizing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ervic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of-
fering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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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专利作为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转型

发展具有多重价值。专利质量是专利技术满足技术创新性、法律稳定性、市场价值的综合能力，反映其

技术贡献度、法律保护强度和经济潜力。首先，高质量的专利成果能够有效提升院校的科研显示度，为

学科评估和专业认证提供有力支撑。其次，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可以直接反哺教学，通过将最新科

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促进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1]。更为关键的是，专利的创造与运用能力

已成为衡量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院校的社会声誉和办学竞争

力。因此，加强专利质量建设不仅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其实现特色办学的

重要突破口[2]。 
专利技术从研发端向市场端转化的效率与效果，包括转化速度、成功率和经济价值实现程度。从人

才培养维度来看，专利成果转化过程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真实项目载体[3]。师生共同参与专利研发

到产业化的全过程，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更能使其深入理解技术创新的市场规律，

从而塑造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就服务地方经济而言，专利转化是高校智力资源与区域产业需求

对接的重要纽带[4]。通过将专利技术转移至地方企业，既能解决企业的技术瓶颈，又能促进产业升级，

形成高校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应用型高校的专利转化成

效直接影响着其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 
基于在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转移领域的专业实践，本研究从专利审查实务、技术商业化运作及专利

信息挖掘等多重视角出发，系统性地探究了应用型高校专利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通过实证研究专利申

请、维护、运营等关键环节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制约转化效率的瓶颈问题，并提出差异化的解决方案，

致力于构建符合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的专利价值实现新模式。 

2. 高校专利申请现状 

2.1. 权利要求书的撰写质量与保护范围合理性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过窄，部分专利的权利要求仅针对特定实施方式，缺乏上位概括，导致保护范围

受限，易被规避。权利要求模糊，部分专利的权利要求表述不清晰，存在技术特征界定不清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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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法律保护效力。权利要求数量不足，权利要求数量由独立权利要求数量和从属权利要求数量组成，

它既是识别核心专利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申请专利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高质量专利通常包含较多权

利要求，以覆盖不同技术变体。通过对近三年应用型高校授权专利的抽样统计发现，约 35%的专利权利

要求项数不足 5 项，难以形成有效的保护网络[6]。在权利要求布局方面，仅 28%的专利采用“金字塔”

式撰写方式[7]，多数专利的权利要求结构松散，保护层次不清晰。更值得注意的是，独立权利要求中非

必要技术特征的限定占比高达 47% [8]，显著缩小了专利的保护范围，保护强度较弱。 

2.2. 独立权利要求的文字表述精炼程度 

一般认为首权字数越多，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就越多，专利申请的质量就更高，但是首权字数

过多(如超过 300 字)，可能会导致反映的技术描述冗余，或未能精炼核心创新点，影响专利的清晰性和稳

定性[9]。另外，首权字数过少(如少于 50 字)，可能因技术方案过于简单，创新性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

保护。统计数据显示，应用型高校专利的首权字数呈现两极分化趋势[10]。其中，首权字数超过 300 字的

占比 31%，存在技术特征堆砌问题；而少于 100 字的占比 25%，往往存在技术方案披露不充分的问题。

理想的首权字数区间(150~250 字)仅占 44%，反映出专利申请文件撰写专业度的不足[11] [12]。 

2.3. 国际专利同族布局的完整性 

同族专利是基于同一优先权文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地区间专利组织多次申请、多次公布或

批准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组专利文献，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专利仅在国内申请，国际同族专

利(如 PCT、美国、欧洲专利)数量极少，表明高校对全球市场的专利保护意识较弱，导致国际化布局不足

[13]。同时高价值专利同族少，即少数高质量专利也未进行海外布局，可能因高校缺乏国际化专利运营能

力或资金支持[14]-[16]。在国际专利布局方面，应用型高校 PCT 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率仅为 5.2%，远低

于全国高校平均水平(12.8%)。在国内同族专利方面，围绕核心技术的系列申请占比不足 20%，反映出专

利布局的系统性和战略性欠缺[17]。 

2.4. 授权专利法律效力的持久性 

专利权利的稳定性是指专利被授权后没有被无效的能力。专利的权利稳定性越高，申请质量就越高，

就越有机会被转让或许可。目前高校大部分专利因创新性不足(如仅对现有技术进行微小改进)或撰写不

规范，在无效宣告程序中易被挑战，使得专利被无效风险较高[18]。由于高校资金支持有限，专利权维持

年限较短，许多专利因无实际应用价值，在授权后 3~5 年内即因未缴年费而失效，反映出专利的市场价

值较低[19]。通过对无效宣告案件的分析发现，应用型高校专利被宣告无效的比例达 18.7%，高于全国高

校平均水平(15.2%)。其中，因创造性不足被无效的占比 62.3%，因公开不充分被无效的占比 21.5% [20]，
反映出专利申请质量存在明显缺陷。 

3. 现存问题的深度剖析 

3.1. 专利撰写专业化程度不足 

当前应用型高校的专利申请文件普遍存在撰写质量不高的问题。深入分析发现，约 65%的专利申请

由科研人员自行撰写，仅 35%委托专业代理机构完成[21]。这种状况直接导致技术方案的法律化表达存在

缺陷，具体表现为：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设计不合理(占比 58%)、说明书支持不充分(占比 43%)、技术特征

界定模糊(占比 37%)等[22]。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缺乏对现有技术的充分检索，约 40%的专利申请存在

创新高度评估不准确的问题，严重影响授权前景和权利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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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利价值评估机制缺失 

调研发现，83%的应用型高校尚未建立系统的专利价值评估体系。在专利申请决策过程中，仅 12%的高

校开展技术成熟度评估，8%的高校进行市场前景分析[23]。这种状况导致大量研发资源投入到低价值专利的

申请和维护中。具体表现为：核心专利占比不足 15%、专利组合价值密度低、技术保护零散化等问题。缺乏

专业的评估机制还导致专利维护决策失当，约 45%有转化潜力的专利因未及时缴纳年费而失效[24] [25]。 

3.3. 专利管理与市场需求脱节 

当前应用型高校的专利管理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运营”的倾向。数据显示，仅 25%
的高校在研发立项阶段引入市场需求分析，18%的高校建立企业技术需求对接机制[26]。这种脱节直接导

致：一方面，约 60%的专利技术方案与产业需求匹配度不高；另一方面，具有市场前景的专利因缺乏有

效的推广渠道而难以转化。此外，在专利运营方面，专业人才的匮乏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对接的困难。 

4. 提升应用型高校专利质量与转化效能的策略建议 

4.1. 构建专业化专利撰写支持体系 

针对专利撰写专业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建议建立三级质量保障机制：首先，设立校级知识产权服务

中心，组建由资深专利代理师、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为教师提供从技术交底书撰写到专利申请的

全流程指导。其次，推行“双导师制”专利申请模式，要求每项专利申请必须由技术发明人与专利代理

人共同完成，确保技术方案的法律化表达准确无误。再者，建立专利申请预审制度，组织专家对拟申请

专利的技术创新性、权利要求布局等进行前置评估。同时，将专利撰写质量纳入科研绩效考核体系，对

高质量专利给予额外奖励。另外，对于高价值核心专利，聚焦学校优势学科(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布

局基础性、原创性专利，同时设立外围专利，围绕核心专利构建组合，提升保护强度。 

4.2. 建立多维度的专利价值评估机制 

为解决专利价值评估机制缺失问题，建议构建“技术–法律–市场”三维评估模型：技术维度重点

评估创新高度、成熟度和可替代性；法律维度考察权利要求稳定性、保护范围和侵权可判定性；市场维

度分析产业化前景、技术适配度和商业价值。具体实施路径包括：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专业评价，

建立专利分级管理制度，并配套差异化的运营策略。此外，应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专利组合进行

价值重估，及时调整维护策略，避免高价值专利因管理疏忽而失效。 

4.3. 完善市场导向的专利管理体系 

针对专利管理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建议实施“产学研用”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27] [28]：建立产

业技术需求数据库，定期收集整理区域重点产业的技术痛点；在科研立项阶段引入企业专家参与评审，

确保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匹配；构建“专利工程师 + 技术经纪人”的双轨制服务团队，前者负责专利质

量管控，后者专注技术转移对接。同时，要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并设立专利转化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后

续技术开发和市场推广。此外，搭建可视化专利运营平台，实现技术需求与专利资源的智能匹配，提高

对接效率。例如，理工类高校可以侧重技术作价入股、创业孵化激励。综合类高校可以鼓励横向课题合

作，推动专利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行业特色高校可以设立行业专项奖励。 

5. 结束语 

在全球创新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机制。然而，要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实质性跃升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关键在于推动知识产权价值的高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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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仍存在明显的“技术转化断层”现象，高校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

的对接效率亟待提升。特别是在全球技术竞争日益白热化的新形势下，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难题、建立健全专利运营生态系统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政产学研金”多方协同的创新共同体，充

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优势、企业市场导向作用和政府政策引导功能，必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

产权价值实现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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