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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报告基于 2008 年-2013 年中国高被引专利分析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

态势。结果显示：我国在电通信、化学医药、电气元件、计算机等领域突破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国内专利占据中国高被引专利主体地位，国内各省市高被引专利

拥有量分布不均衡，北京、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优势明显。涌现出中石化、

中兴、华为等一批用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但只有三家企

业进入高被引专利排名全国前十，大部分省市以大专院校占据本省高被引专利优

势地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仍需加强。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

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关键核心技术，但高价值专利运用比率较低，尚未发挥价值属

性。建议着重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尤其

是充分利用专利信息资源，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

大突破，掌握一批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

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我国许多高技术领域还

处于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关键核心技术严重缺乏。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指出：“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

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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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主动权”。为此，国家在各类发展规划中将关键核心技术的

突破列为重要发展目标。例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 年》中指出：“要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

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到 2020 年，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 30%

以下”。《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指出：“重点领域核

心关键技术要取得重大突破”。《“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

划》中指出：“到“十二五”末，一批创新型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

关键核心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明显提升”。《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

（2011-2020 年）》指出：“到 2020 年，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传统产业重点技术领域形成一大批核心专利”。《国家知识产权事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到 2015 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

产业重点技术领域，掌握一批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

术的知识产权；在关键技术领域超前部署，掌握一批核心技术的专

利”。 

现有研究表明，涉及重大创新或重大技术进步的专利，通常具有

相对较高的被引用次数，高被引专利1通常是代表重大发明创造的专

利，是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基础专利、核心专利，含有基础、核心或关

键技术。高被引专利在被引用过程中，能够对后续技术创新产生广泛

深远的溢出效应，能够为后续技术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分析高被引

专利是目前国际通用的评估重要技术或关键核心技术表现的量化手

段。例如，OECD《科学技术与产业记分卡》中将“高被引专利”作为

突破型专利（breakthrough patent）的衡量标准，来测度各区域在

重大技术突破方面的表现。美国 NSF《科学与工程指标》用高被引专

                                                 
1高被引专利是指将专利按照被引次数降序排序前 1%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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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来评估高技术产业中“重要专利”拥有情况，掌握各区域在产业核

心技术方面的表现。与之类似，汤森路透“中国引文桂冠奖”利用高

被引论文2来衡量重要科学进展情况。 

基于高被引专利与关键核心技术的内在关联性，可以量化我国区

域以及市场主体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进展和表现。本报告统计了

2008 年-2013 年中国发明专利3的被引次数，依据被引次数排序取前

1%获得高被引专利共 9402 件，其中，专利最高被引次数达 204 次，

最低被引次数为 11 次。对高被引专利从区域、领域、运用等角度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一一一一、、、、国内专利占据中国高被引专利主体地位国内专利占据中国高被引专利主体地位国内专利占据中国高被引专利主体地位国内专利占据中国高被引专利主体地位    

2008 年-2013 年中国高被引专利中，国内发明专利 8943 件，占

总量的 95.1%；国外来华发明专利 384 件，占总量的 4.1%；港澳台发

明专利 75 件，占总量的 0.8%。中国高被引专利中，国内发明专利占

据优势地位。 

对于中国高被引专利中的国外来华发明专利，如图1和表2所示，

美国拥有 108 件，位居来华申请国首位，主要涉及基本电气元件、计

算机、通信、生物医药、有机化学等领域；日本以 98 件高被引专利

位列来华申请国第二，主要涉及基本电气元件、计算机、通信、光学、

发电、照明、合金材料、有机化学等领域。韩国以 56 件高被引专利

位居来华申请国第三，主要涉及通信、光学、发电、基本电气元件、

显示、计算机等领域。德国以 32 件高被引专利位居来华申请国第四，

主要涉及农药、有机化学等领域。 

                                                 
2同年度同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名位于全球前 1%的论文。 
3 中国发明专利指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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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中国高被引专利排名前十的来华申请国年中国高被引专利排名前十的来华申请国年中国高被引专利排名前十的来华申请国年中国高被引专利排名前十的来华申请国    

表1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韩国韩国韩国韩国、、、、德国高被引专利涉及的德国高被引专利涉及的德国高被引专利涉及的德国高被引专利涉及的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技术领域技术领域技术领域技术领域    

区域 高被引专利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高被引专利数量≥4 件的领域） 

美国 

基本电气元件（20件）、医药(16 件）、计算机（15）、电通信（6）、

有机化学（6）、生物（4） 

日本 

电通信（17）、基本电气元件（10）、光学(8)、计算机（6）、发电、变

电或配电（4）、照明（4）、合金（4）、有机化学（4） 

韩国 

电通信（10）、光学（9）、发电、变电或配电（6）、基本电气元件（6）、

显示（6）、计算机（6） 

德国 农药（6）、有机化学（4） 

为了横向比较我国和瑞士、英国、日本、美国、韩国、法国、德

国等国在高被引专利方面的表现，结合 OECD 发布的《科学技术产业

记分卡 2013》报告披露的数据，比较了基于中国专利、美国专利、

欧洲专利计算的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情况4。如表 4 所示，美国、

                                                 
4利用美国专利和欧洲专利计算的高被引专利的数据来自 OECD《科学技术产业记分卡 2013》；为采用

相同的统计口径，基于中国 2002 年-2006 年公开的发明专利统计了中国高被引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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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德国等创新能力强的国家，高被引专利排名分布均衡，

且排名靠前。例如，日本在中美欧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均靠前，其

在中国高被引专利中排名第二，欧洲高被引专利中排名第一，美国高

被引专利中排名第二。美国在中国高被引专利中排名第四，欧洲高被

引专利中排名第二，美国高被引专利中排名第一。我国虽然在中国高

被引专利中占有优势份额，但在欧洲高被引专利中仅拥有 2件，在美

国高被引专利中仅拥有 8 件，在所给出的 18 个国家数据中，欧洲、

美国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分别为 16、13。 

表2  高被引专利国际比较数据高被引专利国际比较数据高被引专利国际比较数据高被引专利国际比较数据    

高被引专利件数 高被引专利件数排名 

区域 中国高被引

专利 

欧洲高被引

专利 

美国高被引

专利 

中国高被引

专利 

欧洲高被引

专利 

美国高被引

专利 

美国 113 280 4351 4 2 1 

中国 3453 2 8 1 16 13 

日本 217 342 391 2 1 2 

德国 28 190 67 6 3 3 

韩国 127 84 64 3 5 5 

荷兰 39 40 44 5 8 6 

瑞士 5 101 10 12 4 12 

加拿大 2 13 66 15 13 4 

法国 10 50 20 9 6 9 

芬兰 9 35 14 10 9 11 

英国 11 16 28 8 11 7 

意大利 7 42 1 11 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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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15 14 17 7 12 10 

比利时 1 34 2 18 10 16 

以色列 2 2 21 14 17 8 

丹麦 3 10 6 13 14 14 

西班牙 1 10 3 16 15 15 

印度 1 1 2 17 18 17 

二二二二、、、、我国在我国在我国在我国在电通信电通信电通信电通信、、、、化学医药化学医药化学医药化学医药、、、、电气元件电气元件电气元件电气元件、、、、计算机等领域计算机等领域计算机等领域计算机等领域掌握掌握掌握掌握一批关一批关一批关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键核心技术键核心技术键核心技术    

将中国高被引专利按技术领域（国际专利分类大类）统计，如图

2所示，高被引专利的技术领域分布比较集中，排名前二十的技术领

域共涉及 7193 件高被引专利，占整个总量的 76.5%。这些领域既涉

及电通信技术、基本电气元件、计算机技术等高技术领域，也涉及化

学、材料、冶金、农业等传统基础领域。其中，电通信以 785 件高被

引专利位居领域首位，其次为食品及其处理（685 件）、有机高分子

领域（553 件）。随着研发投入提高和自主创新基础条件不断完善，

经过长期技术积累和不断自主创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性成

果，在电通信、化学医药、电气元件、计算机等领域形成了一定数量

的基础专利和核心专利，拥有了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为提升产业核心

竞争力、向价值链高端迁移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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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中国中国中国中国高被引专利高被引专利高被引专利高被引专利数量数量数量数量排名前二十排名前二十排名前二十排名前二十的技术领域的技术领域的技术领域的技术领域    

三三三三、、、、国内各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分布不均衡国内各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分布不均衡国内各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分布不均衡国内各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分布不均衡    

从国内高被引专利省市分布来看，排名前十省份共拥有高被引专

利 6862 件，占国内高被引专利总量的 77%；排名前五省份共拥有高

被引专利 5329 件，占国内高被引专利总量的 60%。各省市高被引专

利拥有量分布不均衡，各地区在基础专利、核心专利的储备方面差距

较大。 

如图 3和表 3所示，高被引专利拥有量进入全国前十的地区涉及

东部地区的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天津，中部地区

的湖北、湖南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高被引专利涉及的主要技术领域

各有侧重。其中，北京以 1638 件高被引专利位居全国首位，主要涉

及数字通信、化学工程、计算机技术、环境技术、基础材料化学等领

域。广东以 1159 件位居第二，主要涉及数字通信、无线通信网络、

计算机技术、高分子化学、音像技术等领域。江苏以 1059 件位居第

三，主要涉及食品化学、高分子化学、半导体、化学工程、材料冶金

领域。上海高被引专利拥有量位列第四，主要涉及高分子化学、材料

冶金、半导体、化学工程领域。浙江高被引专利拥有量位列第五，主

序号 数量
1 H04 电通信技术 785
2 A23 食品及其处理 685
3 C08 有机高分子 553
4 G01 测量；测试 506
5 H01 基本电气元件 492
6 G06 计算机技术 446
7 A61 医药 423
8 B01 化学工程 367
9 C07 有机化学 355
10 C01 无机化学 317
11 C09 染料；涂料；抛光剂；天然树脂；黏合剂 300
12 C12 生物技术 260
13 C22 冶金、合金 257
14 A01 农林牧渔 239
15 H02 发电、变电或配电 237
16 C04 水泥；混凝土；人造石；陶瓷；耐火材料 219
17 C02 水、废水、污水或污泥的处理 219
18 C05 肥料 204
19 C10煤气及炼焦工业；含一氧化碳的工业气体；燃料； 202
20 B23 机加工 127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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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省市 高被引专利数量
1 北京 1638
2 广东 1159
3 江苏 1059
4 上海 822
5 浙江 651
6 山东 482
7 四川 273
8 天津 264
9 湖北 258
10 湖南 256

要涉及数字通信、高分子化学、测量、化学工程、环境技术领域。 

 

 

 

 

    

图图图图3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国内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省份年国内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省份年国内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省份年国内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省份    

表3  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涉及的技术领域    

省市省市省市省市    高被引专利主要技术领域及数量高被引专利主要技术领域及数量高被引专利主要技术领域及数量高被引专利主要技术领域及数量    

北京 H04L(102) B01J(99) G06F(76) C02F(55) C10G(54) 

广东 H04L(118) H04W(90) G06F(84) C08L(74) H04N(42) 

江苏 A23L(57) C08L(43) H01L(41) C02F(36) C04B(31) 

上海 C08L(64) C22C(31) H01L(30) B01J(29) C01B(25) 

浙江 H04L(25) C08L(24) G01N(18) B01D(17) C02F(16) 

山东 A61K(57) A23K(28) C05G(23) A23L(21) C22C(13) 

四川 A23L(14) A23K(9) C08L(7) C01G(7) A61K(7) 

天津 A23L(17) C01B(15) C02F(12) A61K(11) B01J(10) 

湖北 G06F(16) C04B(15) A23L(9) H01L(8) B23K(7) 

湖南 C22C(11) A23L(11) C04B(10) C09D(9) A23F(9) 

 

四四四四、、、、国内企业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占比接近一半国内企业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占比接近一半国内企业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占比接近一半国内企业高被引专利拥有量占比接近一半    

对于高被引专利中的国内发明专利，如图 4所示，企业拥有 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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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占 48%；大专院校拥有 2526 件，占 30%；科研单位拥有 790 件，

占 8%；个人、机关团体拥有 1358 件，占 14%。高被引专利数量体现

了基础核心专利的储备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拥有情况，国内企业高被引

专利拥有量占比接近一半，说明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居于主体地

位。 

2008 年-2013 年中国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中，如

图 5所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178 件高被引专利居首位，

其主要涉及化学工程、石油、高分子等领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 149 件位居第二，其主要涉及通信、数字信息处理等领域。清华大

学以 146 件位居第三，主要涉及化学工程、无机化学、计算机、电气

元件等领域。其后依次为浙江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中，共有三家企业，其余均为大专院校。 

对于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省市，其高被引专利拥有量申

请人排名数据显示，仅有广东和北京以企业在排名前五中占据优势，

大部分省市以大专院校在排名前五中占据主导地位，江苏、天津排名

前五申请人全部由大专院校组成。 

根据《2013 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年度报告》数据5，企业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的 59.9%，这比企业的高被引专利

拥有量占比高出将近 12 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企业在不断

储备有效发明专利的基础上，还需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加大自主创新力

度，提高更能反映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高被引专利数量，在关

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巩固创新主体地位。 

                                                 
5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中国有效专利年度报告 2013》，2014 年 5 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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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4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中国高被引专利申请人类型分布年中国高被引专利申请人类型分布年中国高被引专利申请人类型分布年中国高被引专利申请人类型分布    

    

图图图图5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    

表4  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五的申请人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五的申请人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五的申请人主要省市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五的申请人    

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五申请人 

省市 

1 2 3 4 5 

北京 

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 

中石油化工

科学研究院 

北京工业大

学 

申请人 数量 领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78 化工、石油、高分子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49 通信、数字处理
清华大学 146 化工、无机化学、计算机技术、电气元件
浙江大学 129 通信、计算机、化学工程、电气元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3 通信、计算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1 测量、计算机、发动机

上海交通大学 79 控制、发电、变电、计算机、测量
华南理工大学 77 高分子、生物化学、涂料、材料、冶金

东南大学 73 测量、发电、变电、材料、冶金、化工
哈尔滨工业大学 66 水处理、发变电、材料、机床、机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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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五申请人 

省市 

1 2 3 4 5 

广东 

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

学 

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 

江苏 东南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 

上海 

上海交通大

学 

东华大学 上海大学 同济大学 

宝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 浙江大学 

浙江工业大

学 

中科院宁波

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杭州华三通

信 

宁波大学 

山东 山东大学 

山东罗欣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尔集团公

司 

济南大学 

山东金正大

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 

电子科技大

学 

四川大学 

攀钢集团攀

枝花钢铁研

究院有限公

司 

攀钢集团研

究院 

成都易生玄

科技有限公

司 

天津 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科技大

学 

河北工业大

学 

天津工业大

学 

湖北 

华中科技大

学 

武汉大学 

武汉理工大

学 

武汉钢铁公

司 

张清华 

湖南 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华菱湘潭钢

铁有限公司 

湘潭大学 

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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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我国我国我国我国涌现出一批依靠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涌现出一批依靠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涌现出一批依靠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涌现出一批依靠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

业业业业        

在中国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企业申请人中，如图 6 所

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过程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了若干关

键领域的核心专利，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领先者。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竞争高度激烈的通

信行业，持续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注重专利质量和效益，拥有了一

批蕴含关键核心技术的专利，有效支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相关领

域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及竞争话语权。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在跨国公司专利布局已经形成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坚

持自主创新，拥有了众多关键技术的发明专利，迅速成长为中国汽车

产业的品牌。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通过不断创新，实现

了从初加工企业到全球光机电整合领域重要公司的转型升级，在无线

网络技术等领域拥有了一大批核心专利。 

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拥有的高被引专利中，申请号

为 200710164236、名称为“一种通过核心网控制终端接入家庭基站

覆盖区域的方法”的发明专利，自 2008 年 3 月 5 日公布后，被后续

专利引用达 50 次。如图 7、图 8所示，围绕高被引专利 20071016423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开展专利布局，其申请号为200810100441

（移动管理实体、终端转移方法和系统）的发明专利被后续专利引用

45 次，申请号为 200810098297（一种更新终端的内部用户组列表的

方法）的发明专利被后续专利引用 47 次，这些专利分别引领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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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支，对无线通信领域产生重大技术影响，被华为、三星、大唐

移动、电科院等多家机构引用。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

断取得进展、创新激励政策措施逐步完善、企业研发能力明显增强的

背景下，已经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专利，涌

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图图图图6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企业    

 

    

 

 

 

 

    

图图图图7     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 200200200200710164236710164236710164236710164236 的专利引证图谱的专利引证图谱的专利引证图谱的专利引证图谱    

申请人 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78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4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3
首钢总公司 23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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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     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基于中兴通讯高被引专利 200710164236200710164236200710164236200710164236 的申请人竞争态势的申请人竞争态势的申请人竞争态势的申请人竞争态势    

六六六六、、、、三星三星三星三星、、、、苹果苹果苹果苹果、、、、索尼等跨索尼等跨索尼等跨索尼等跨国公司在多个领域引领技术创新公司在多个领域引领技术创新公司在多个领域引领技术创新公司在多个领域引领技术创新    

2008 年-2013 年中国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国外申请人

中，如表 5所示，韩国公司 3家、日本公司 3家，美国 2家，德国、

英国、荷兰、瑞士各 1家。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美国苹果公司、

日本索尼株式会社的高被引专利拥有量位居国外申请人前三。 

以三星公司为例，其中国高被引专利主要涉及电通信、半导体、

显示技术、光学器件、无机材料等领域，涉及智能手机用户界面及输

入系统、动态手势识别、薄膜晶体管、二维/三维图像显示、液晶显

示、石墨烯的制备及其透明电极、透明碳纳米管电极等技术。 

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关于手持设备的触摸输入、滑动解锁、多点

输入等专利技术被大量引用。例如，如图 9、10 所示，申请号为

200680052770、名称为“通过在解锁图像上执行手势来解锁设备的方

法和设备”的发明专利，自 2009 年 2月 18 日公布后，被后续发明专

利引用达 38 次。在苹果滑动解锁技术基础上，又衍生出多个技术分

支，其专利技术被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华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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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TCL、 威盛电子、青岛海信等公司大量引用，凸显出苹果公司在

滑动解锁技术的绝对优势。 

表5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国外申请人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国外申请人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国外申请人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国外申请人    

申请人 数量 国家 技术领域及数量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19 韩国 H04N(3) H01L(2) G09G(2) G02B(2) C01B(2) 

苹果公司 12 美国 G06F(10) H01Q(1) H01R(1)   

索尼株式会社 10 日本 H04N(3) G06F(1) H04L(1) H02J(1) H01L(1) 

戴森技术有限公司 8 英国 F04F(4) F04D(3) A47L(1)   

乐金显示有限公司 8 韩国 G02F(2) H04N(2) G09G(1) G09F(1) G02B(1) 

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 荷兰 H04N(2) H04L(1) H05B(1) G06F(1) G01V(1) 

诺瓦提斯公司 5 瑞士 A61K(5)     

富士通株式会社 5 日本 H04B(2) H04L(2) G06F(1)   

拜尔农作物科学股份公司 5 德国 A01N(5)     

LG 电子株式会社 5 韩国 G06F(3) H01L(1) H05K(1)     

夏普株式会社 5 日本 H04B(1) H04Q(1) H04N(1) H02J(1) F21V(1) 

通用汽车环球科技运作公司 5 美国 F16H(2) H01M(1) G02B(1) F01N(1)  

表6  苹果公司来华发明专利中的高被引专利苹果公司来华发明专利中的高被引专利苹果公司来华发明专利中的高被引专利苹果公司来华发明专利中的高被引专利    

申请号申请号申请号申请号    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被引次数    发明名称发明名称发明名称发明名称    

200780051755 12 利用触摸敏感设备控制、操纵和编辑媒体文件的姿态 

200780010958 32 利用多点感测设备进行的手势操作 

200680007158 23 手持电子设备、手持设备及其操作方法 

200580029133 38 用于触敏输入设备的手势 

200680035408 16 用于电子装置的电磁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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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592864 12 用于管理文件夹的方法和相关设备 

200880018641 12 用于具有导电边框的手持式电子设备的天线 

200680052770 38 通过在解锁图像上执行手势来解锁设备 

200680053036 20 具有多重触摸输入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200680007124 16 多功能手持设备 

200780001142 12 用于照片管理的便携式电子装置 

200910002305 11 选择性地拒绝触摸表面的边缘区域中的触摸接触 

 

图图图图9     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 200680052770200680052770200680052770200680052770 的引证图谱的引证图谱的引证图谱的引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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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0     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基于苹果公司高被引专利 200680052770200680052770200680052770200680052770 的申请人竞争态势的申请人竞争态势的申请人竞争态势的申请人竞争态势    

七七七七、、、、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高被引专利高被引专利高被引专利高被引专利运用运用运用运用比率比率比率比率较低较低较低较低    

大专院校方面，如图 11 所示，清华大学以 146 件高被引专利位

居高校首位，其次为浙江大学（129 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91 件）。

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华大

学、天津大学、江南大学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高被引专利。我国高校

依托丰富的科研资源，掌握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科研单位方面，如图 12 所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

化工科学研究院以 57 件高被引专利位居科研单位首位，其次为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42 件）、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37 件）。排名前十的科

研单位主要涉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和中国科学院系统。 

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为例，作为我国石墨烯领域的重要专利

申请人之一，其申请号为 200810113596、名称为“化学气相沉积法

制备石墨烯的方法”的发明专利，自 2008 年 10 月 15 日公布后，被

后续专利大量引用，被引次数达 77 次，成为石墨烯领域被引次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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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发明专利。围绕中科院化学所的化学气相沉积制备石墨烯的技

术，后续技术创新过程中又衍生出多个核心技术节点（例如，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的申请号为 200910023384 的高被引专利引领出外延生长

制备石墨烯的技术分支），形成多条技术演变路径。 

 

 

 

 

 

 

 

图图图图11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大专院校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大专院校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大专院校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大专院校    

 

 

 

 

 

 

 

图图图图12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2013201320132013 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科研单位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科研单位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科研单位年高被引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科研单位    

专利只有在市场运用过程中才能产生价值。如表 7所示，国内大

专院校高被引专利共许可 111 件，占大专院校高被引专利总量的

申请人 数量
清华大学 146
浙江大学 12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1
上海交通大学 79
华南理工大学 77

东南大学 73
哈尔滨工业大学 66

东华大学 64
天津大学 63
江南大学 49

申请人 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5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4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37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7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23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19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19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18



 

19 

 

3.9%；科研单位高被引专利许可 21 件，占科研单位高被引专利总量

的 2.7%。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研发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关键核心技术，

但转化率较低，大量有价值专利处于“沉睡”状态。总体上，重创造、

轻应用，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有限的高价值专利资源利用率不高，没

有发挥出高价值专利在市场竞争和利润创造中的作用及效力。（刘磊刘磊刘磊刘磊） 

表7  企业企业企业企业、、、、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高被引专利许可科研单位高被引专利许可科研单位高被引专利许可科研单位高被引专利许可、、、、质押情况质押情况质押情况质押情况    

许可 质押 
申请人类型 

数量/件 占比 数量/件 占比 

大专院校 111 3.9% 1 0.04% 

科研单位 21 2.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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