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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现状分析及发展战略 

1. 概述 

知识产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科技竞争力的核心要素。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指出，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支撑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2012 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

创新激励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强知识产权服务，已成为科技服务机构助力自主创新

发展、推动产学研价值转化的重点发展领域。2014 年，国务院再次提出《关于加快科技服

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9 号），明确要求“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

人才在科技服务领域创业创新的积极性”。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院校科技情报的重要服务单

位，加强自身在知识产权服务，特别是专利服务领域的技术分析能力、挖掘专利服务价值，

已成为众多高校图书馆加快服务转型、推进服务创新的重点工作内容。 

本报告通过在TI数据库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中,以专利权人为上海交通大学

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的结果进行整理、分析（见附录一：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同时，选

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三所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理工科院校作为对比标

杆，以便全面、客观的了解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的发展、技术领域分布及竞争力等情况。 

1.1 总体发展规模 

考虑到专利从申请到公开的时间周期一般需要 18 个月到 3 年，专利年度申请数量在最

近 2-3 年并不完整，因此本报告当中涉及到年度的分析会忽略近 2-3 年的走低数据。 

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四所理工类高校的专利申请数量

年度变化趋势见图 1 四所理工类高校专利申请年度分布情况。我国高校的专利申请从 1985 年开

始全面开放，但是一直到 2000 年一直处于较为缓慢而稳定的发展阶段，且四所高校的总体

情况相似，清华大学从 1990 年开始明显开始超越其他三所高校。而从 2000 年开始，四所

高校都开始了飞速的发展，清华大学仍然保持龙头大哥的地位，上海交通大学则从 2005

年开始被浙江大学反超位居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则一直处于总量较少的地位。2003 年至

2007 年，清华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都出现了一个发展较为缓慢的平台期，此后浙大

一直紧追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则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位于第二梯队。2008 年至 2010 年各高

校都开始迅猛发展，而从 2011 开始又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点。 

因此，我们大致将其发展阶段划分为 4 段：1985 年至 1999 年为缓慢发展期；2000 年至

2003 年为迅速发展期；2004 年至 2007 年为调整期；2008 年至 2012 年为稳步发展期。2013

年以后考虑到专利的生命周期，暂不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