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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论文是科学研究产出的一个

重要方面，可表现出科学研究

内在的质量和水平，因此通过

论文来度量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的质量和

水平，是在科技评价研究与实践活动中广

泛应用的定量指标之一[1-2]。根据科学计量

学理论和方法，论文数量是度量科学研究

的一个最基本、最常见的指标；论文的质

量和影响力可以从论文被引用情况以及论

文所发表期刊来考察。本文基于《中国科

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描绘了我国国内科

技论文总量、变化趋势和学科分布情况，

基于InCites和ESI数据库分析了我国国际科技

从科技论文看我国科研产出质量
 张明妍

论文的数量、论文引用、国际合作及学科

差异情况，以期为了解我国科学研究的发

展现状提供参考。

一、我国国内科技论文呈现增长趋势，医
药卫生类论文占比最大

2006-2015年，国内科技论文1数量总体

上处于增长趋势，增强趋势比较平缓，随

着基数越来越大，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2009年以来论文的总数量基本处于

相对平稳的状态。2014年，中国国内科技

论文总数达到近十年来最高值为65.7万篇

（图1）。

摘　要：科技论文是衡量学术研究产出的主要指标。本文基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
库》描绘了我国国内科技论文总量、变化趋势和学科分布情况，基于InCites和ESI数据库
分析了我国国际科技论文的数量、论文引用、国际合作及学科差异情况。研究发现，近十
年来我国科技论文呈现高速发展态势，特别是国际论文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论文引用规模
已进入全球前列，国际合作也渐趋明显，但也呈现出论文影响力有待提升，学科发展欠均
衡等问题。
关键词： 科技论文，规模，影响力，学科

1  国内科技论文是指中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建立的中国科
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为基础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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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5年，大部分学科的国内论

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在论文总

量中所占比重则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医药

卫生部类论文占我国国内科技论文比重最

大，自2006年以来所占比重呈增加趋势，

到2011年达到了45.7%，随后呈下降趋势，

到了2014年减少到36.3%，2015年又小幅

增加到41.0%。工业技术部类所占比重在

2006-2012年有所减少后又出现了上升，

2012年占比35.6%，但在2013-2015年又持续

小幅下降。基础科学所占的比重在2014、

2015年有所增加，2014年占比8.6%，2015

年增加到11.6%。农林牧渔部类的科技论文

数量所占比重在2006-2008年有所增加，之

后逐渐减少，保持在5%～7%的水平，并一

直保持平稳（图2）。

二、我国国际科技论文高速增长，化学、
物理和空间科学、生物科学具有相对优势

根据2016年6月InCites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中国近10年内（2006年1月1日至2015

年12月31日）共有1578535篇科技论文被SCI

收录，占全球科技论文总量的13.56%，仅

次于欧盟、美国居世界第3位。中国论文数

图1 国内科技论文的数量和年增长率（2005-2015年）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图2同。

图2 国内科技论文的学科分布（2005-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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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2006年的79316篇增长到2015年的273043

篇，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图3）。

2010-2015年，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科技

论文数量增长率差异较大。中国处于高速

发展阶段，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增长

速度明显高于其它国家/地区；美国、英

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欧盟

论文数量年均增长率在2%-4%左右，属于

缓慢增长阶段；日本论文数量呈现下降趋

势，年均负增长2%；俄罗斯论文数量波

动较大，年均增长率4%左右，但2010年

和2012年出现负增长，2015年增长率达到

11%，仅次于中国（图4）。

从中国被SCI收录论文数量的学科分布来

看，化学学科发表的论文最多为327228篇，

占所有学科领域的20.73%；其次是物理和

空间科学209682篇，占13.28%；生物科学占

11.99%、工程占11.34%、材料科学占11.09%，

农业科学发表的论文最少，为35287篇，占所

有学科领域的2.24%（图5）。

三、我国科技论文引用规模已进入全球前
列，国际合作趋势渐趋明显

在近10年统计期间，中国科技论文被

引总频次为0.14亿次，占全球引用总量的

9.82%，居欧盟、美国、英国、德国之后，

图4 论文数量年增长率（2010-2015年）

图3 中国与目标国家/地区发论文数量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InCites数据库，图4～图1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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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全球第5位。中国论文引用份额2持续

提升，由2006年的5.86%提升到2015年的

20.21%，相比较而言，美国论文引用份额出

现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43.43%下降到2015

年的34.69%，欧盟论文引用份额基本保持稳

定，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其它七国论

文引用份额呈现下降趋势（图6）。

近十年来我国在顶级论文上表现良好。

顶级论文包括高被引论文3和热点论文4，其

数量和占该国科技论文的百分比反映了国

家科技发展前沿水平[3]。高被引论文方面，

美国以58457篇居于目标国家的首位，中

国在美国、欧盟、英国之后，共有15543

篇高被引论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总量的

13.42%，占中国科技论文总量的0.98%。热

点论文方面，美国以1254篇居于目标国家

的首位，中国在美国、欧盟之后有473篇，

占全球热点论文总量的20.32%，占中国科

技论文总量的0.03%（图7）。

中国科技论文中共有360892篇国际

合作论文，占中国发表 S C I论文数量的

22.86%。2006-2015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

数量和百分比5呈逐步上升趋势，从2006年

的16108篇（20.31%）增长到2015年的65566

篇（24.01%）（图8）。

近十年来美国是与中国合作论文数

量最多的国家，两国合作论文数量达到

163402篇，并且合作论文呈快速增长趋

势，从2006年的6135篇增长到2015年的

31589篇。与中国合作的亚洲国家或地区

主要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

（图9）。

四、我国国际科技论文引文影响力表现不
佳，学科呈现不均衡发展

相比论文数量和引用规模指标，中国

图5 中国SCI收录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

2  论文引用份额是指我国论文共被引用次数占全球论文引用次数的比例。
3  高被引论文，指按领域和出版年统计的引文数排名前1%的论文。
4  热点论文，按领域和出版年统计的引文数排名前0.1%的论文。
5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是指国际合作论文占收录在SCI的科技论文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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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目标国家顶级论文数量和百分比（2006-2015年）

科技论文影响力表现不佳。其中，引文影

响力指标即论文篇均被引频次为9.05次，

排名全球第130，低于美国、英国等欧美

科技强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从论文国家分布和排名情况

看，全球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主要分布在

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美国、德国、英

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欧

美国家在论文总被引频次和论文数量均进

入了全球前10位，亚太地区中国、日本在

论文总被引频次和论文数量上均进入全球

前10位，但中国的引文影响力上明显低于欧

美等科技发达国家，显示出中国在科技论文

规模上已经与欧美等科技强国不相上下，但

在论文质量上还有一定差距（图10）。

国家或地区的论文影响力表现为引文

图6 论文引用份额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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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和百分比

图9 中国国际合作论文主要合作的国家/地区和发展趋势

影响力、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影响力、

论文被引百分比6和平均百分位四个方面。

2014年，欧盟、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四个影响力指标

均显示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表明这些经

济体的论文质量表现良好，其中英国和

美国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其它国家/

地区。相对来说，俄罗斯和日本在四个

影响力指标上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表

明这两个国家的论文质量表现不佳，特

别是俄罗斯的论文质量明显低于全球平

均水平。中国在引文影响力、相对于全

球平均水平的影响力和平均百分位三个

指标上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论文

被引百分比（76.51%）指标上略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表明中国的论文质量接近

或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图11）。

学科中某一经济体的论文引用量占全

球该学科论文引用总量的份额，可以代表

国家间学科发展的差异情况。欧盟作为一

个整体，11个学科均表现突出，论文引用

份额均占全球的30%以上，其中物理和空

间科学、环境科学与地球科学、临床医学

学科、农业科学、数学、生物学、基础医

6  论文被引百分比，指被引用至少一次的出版物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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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科7个学科表现最为突出，论文引用份

额占40%以上。美国11个学科均表现良好，

其中生物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3个学科

表现尤为突出，论文引用份额超过欧盟，位

居全球首位。中国学科表现欠均衡，其中材

料科学表现最为突出，引用份额占全球总量

的23.8%，其次为化学和工程，引用份额分

别占全球总量的18.9%和18.1%，而基础医学

学科、临床医学学科表现相对较差。其它国

家中，德国的物理和空间科学，英国的生物

学、环境科学与地球科学、基础医学和临床

医学的表现较突出（图12）。

五、我国国际科技论文在中国期刊和海外
期刊发表形成剪刀差

我国第一作者的SCI论文发表在中国大

陆期刊上的比率由2000年的40.7%下降至

2016年的8.8%，而发表在海外期刊上的比

例从2000年的59.3%增长至2016年的91.2%[4]

（图13），形成剪刀差。显示出我国科研

人员倾向于将科研成果发表在海外期刊的

意愿更强，而且科技期刊作为研究成果交

流传播的重要载体，我国本土科技期刊在

学术影响力上有待提升。伦敦大学学者的

研究表明，科学家选择在哪种期刊上发表

图10 主要国家/地区论文排名情况
注：时间范围为2006-2015年。

图11 中国与目标国家/地区论文影响力指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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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时，首先考虑的是期刊的声望和影

响因子。科学家往往是把自己最具有创新

性、代表性的论文投到声望高和影响因子

高的期刊上[5]。

六、主要结论与建议
从我国国内和国际科技论文的产出和

影响力来看，一是近十年来我国科技论文

呈现高速发展态势，特别是国际论文数量

呈现明显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

仅次于欧盟、美国居世界第三位。

二是国际科技论文引用规模已进入全

球前列，2015年引用份额占全球的五分之

一；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和百分比呈逐步上

升趋势，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呈快速增

长。科学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事业，融

入全球化科学是提升国内科学水平的重要

途径[6]。需进一步加大国际科研合作，带动

和增强我国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

三是相对论文数量和引用规模指标，我

国科技论文的影响力有待提升，论文质量处

于全球平均水平。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应当改变以往过分重视科研产出数量的做

法，建立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

系，激励科研人员潜心科研事业，做出高质

量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1]。

四是学科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从数

量上看，国内科技论文医药卫生类占主

导，国际科技论文中化学、物理和空间科

学、生物科学、工程及材料科学略占优

势；从影响力来看，材料科学、化学和工

程学科引用份额表现较为突出，医学类相

对较差，与欧盟、美国整体表现突出形成

鲜明对比。对于已具备冲击世界一流学科

潜力的学科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优先

发展；而对于弱势学科，在高层次人才选

图12 中国与目标国家/地区不同学科论文影响力（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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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和使用上应给予倾斜，促进学科发展尽

快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五是我国国际科技论文在中国期刊和

海外期刊发表形成剪刀差，提升中国科技

期刊国际化影响力并鼓励科研人员将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方伟

本文数据图表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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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

程的加快，专利的重要性越来

越突出，专利已经成为反映一

个国家、企业或研究机构的科技水平和竞

争力的重要指标 [1-2]。客观准确地了解专

利发展状况有助于政府或企业制定、实施

科技政策和规划，调整对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科技投入的方向，从而促进国家经

济或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黄

庆等将专利评价指标分为数量类、质量

类和价值类三类，以数量类指标表征专利

关注程度、以质量类指标表征科技创新程

度、以价值类指标表征专利在市场经济活

我国专利数据反映的技术产出质量
  张明妍

动中的作用。数量类指标包括专利申请

量，质量类指标包括专利授权量和专利

授权率，价值类指标包括专利自实施量

和自实施率、专利许可实施量和许可实

施率、专利权转移量和发明专利权转移

率、专利平均寿命、专利对外申请量和

对外申请率等几个指标 [3]。考虑到数据可

得性，本文主要选取数量和质量指标来

反映我国专利发展情况。

一、中国专利申请和授权呈逐年增长态势
中国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统

计年报中公开的数据1，本节选择统计年

摘　要：专利是技术产出的重要指标，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本
文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公开的中国专利数据和世界知识产权局（WIPO）、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开的世界专利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反映我国专利的发展
现状。近十年来我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快速增长，申请本国专利的数量已远超其他
国家保持世界领先；但申请国外专利方面与欧盟、美国、日本仍有较大差距，国内和国
外专利授权率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有效存量仍有待提高，在PCT和
三方专利申请上美国和日本仍遥遥领先。
关键词： 中国专利，世界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率

随

1  http://www.sipo.gov.cn/tj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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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2005-2014年的数据进行相应的统计分

析。2005-2013年，中国专利申请和授权均

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从2010年开始，

专利申请量增长幅度扩大。到2014年，专

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呈现小幅度的减少。从

2005-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

申请13192929件，其中已授权的专利申请

7473924件（图1）。

二、发明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但其授权
量相比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仍较低

我国专利按照申请类型可以分为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4]。

发明专利是对产品、方法及其改进提出的

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专利是对产品的

形状、结构及其结合提出的实用方案；外

观设计专利是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

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新设计。一般来说，

发明专利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更加反映

科技实力。

从中国各类型专利申请量的变化来看，

发明专利申请量在2012年之前均低于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量，2013年，发明专利

申请量超过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的申请量在

2010年之前也低于外观设计，而在2010年后

超过外观设计申请量，领先于发明和外观设

计的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在近10年一直

处于增长的趋势。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

量在2014年稍有降低（图2）。

从中国各类型专利授权量的变化来

图1 2005-2014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图2～图7同。

（
件

）

图2 2005-2014年中国专利申请量按专利类型随年度变化趋势

（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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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发明专利授权量在近10年一直是三种

类型专利中授权量最低的；实用新型专利

的授权量也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外观设

计专利的授权量在2012年之前一直处于增

长的趋势，而自2013年开始，授权量开始

下滑（图3）。

按 IPC大类对专利的技术领域进行分

类，2014年发明专利中国申请量和国外申

请量前十的技术领域如图4所示。可以看

出，发明专利中国申请的技术领域中，医

学、兽医学、卫生学领域申请的发明专利

量最多，达56400件；其次是计算、推算、

计数技术领域，申请量达48061件；申请量

排在第三的为测量、测试领域，申请量达

47206件。发明专利国外申请的技术领域

中，基本电器元件领域申请的专利最多，

达12361件；其次是电信技术领域，申请量

达12020件，排在第三的为计算、推算、计

数技术领域，申请量达9599件。

三、职务发明中国企业以通信、互联网及
石油化工为主，国外企业以电子通讯、汽
车制造为主

我国专利法把专利分为职务和非职务

两类。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一般属

于单位，非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属

于发明人或设计人。职务发明由于依托企

事业单位的研究基础和经济力量，往往技

术含量高、转化实施易、市场前景广。职

务发明比例的提高，意味着发明创造的规

模化、系统化水平不断提高[4]。

2014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居前10

图3 2005-2014年中国专利授权量按专利类型随年度变化趋势

图4 发明专利中国申请量（左）和国外申请量（右）前十的技术领域（IPC大类）

A61 医学、兽医学、卫生学

G06 计算 ; 推算 ; 计数技术

G01 测量 ; 测试

H04 电信技术

A23 食品、食物及处理

H01 基本电器元件

A01 农、林、牧、渔

H02 电力的发电、 变电或配电

C08 有机高分子化合物

C09 染料 ; 涂料 ; 抛光剂等

H01 基本电器元件

H04 电信技术

G06 计算 ; 推算 ; 计数技术

A61 医学、兽医学、卫生学

G01 测量 ; 测试

B60  一般车辆

H02 电力的发电、 变电或配电

C07 有机化学

C08 有机高分子化合物

F16 工程元件或部件

（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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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如图5所示。中国

企业中，国家电网公司发明专利申请量以

绝对领先的优势排名第一，发明申请量达

到10091件；其次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

请量为4119件；排在第三的为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量为4073件。排名

前10的中国企业主要涉及通信、互联网以

及石油化工领域。

国外企业的申请量呈现比较均匀的阶

梯分布。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发明专利申

请量在2014年排名第一，达到1726件。发明

申请量排在第二的为高通股份有限公司，达

1665件，与排在第一位的罗伯特·博世有限

公司差距不大。同时，这些国外企业主要是

涉及电子通信、汽车制造等领域。

2014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前10位的中

国企业和国外企业排名如图6所示。2014年

中国授权的专利中，来自中国的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三

位，远超过排名第四位企业。国外企业中，

松下电器、高通和丰田排名前三位。

四、国内有效专利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为主，发明专利质量仍有待提高

有效专利是指截至报告期末专利权处

于维持有效状态的专利数量。有效专利存

量是反映技术创新程度的重要指标。截

至2014年底，中国有效专利总累计情况如

表1所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有效专利共

计4642506件，其中国内有效专利量4032362

件，占总量的86.9%；国外有效专利量610144

件，占总量的13.1%。国内有效专利以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为主，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

利占总量的1/4，而国外有效专利中发明专利

约占4/5，形成鲜明对比（图7）。

图5 2014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居前10位的中国企业（左）和国外企业（右）

国家电网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联想 ( 北京 ) 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高通股份有限公司

英特尔公司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索尼公司

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佳能株式会社

图6 2014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前10位的中国企业（左）和国外企业（右）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鸿富锦精密工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高通股份有限公司

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
佳能株式会社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夏普株式会社

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LG 电子株式会社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通用电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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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国内专利申请世界领先，国外专
利申请与欧盟、美国和日本差距较大

以世界知识产权局（WIPO）2、OECD3

的专利为数据源，Thomson Innova t ion和

INNOGRAPHY为辅助统计分析工具，对2005-

2014年世界专利进行总体趋势分析，并对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

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欧盟28国等

目标国家/地区专利产出的基本情况进行

比较分析。为了方便进行国际比较，以下

仅分析了目标国家常住居民的专利申请情

况，没有涉及非常住居民的专利申请。

在本国申请专利层面，2005-2014年，

专利申请总量超过一百万件的国家/地区

有中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四个，申请

量分别为3542817 、3076307 、2458934 、

1719004 件。中国自2011年以来，国内专利

申请量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图8）。

在申请国外专利层面，2005-2014年，

欧盟、美国、日本和德国是申请国外专利

数量最多的，分别为2703902、1950724、

1825889、972204件，紧随其后的是法国

（399886件）、英国（291951件）和加拿

大（188178件），中国169248件，与其他

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在目标国家中仅稍强

于意大利（152099件）和俄罗斯（36318

件）（图9）。

2  数据来源网址：http://www.wipo.int/ipstats/en#publications。
3 数据来源网址：https://data.oecd.org/rd/triadic-patent-families.htm。

图7 国内和国外申请中国专利的有效专利量（各类型占比）

按国内
外分组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有效量 比例（%） 有效量 比例（%） 有效量 比例（%） 有效量 比例（%）

合计 4642506 100.0 1196497 100.0 2291326 100.0 1154683 100.0

国内 4032362 86.9 708690 59.2 2265224 98.9 1058448 91.7

国外 610144 13.1 487807 40.8 26102 1.1 96235 8.3

表1 2014 年国内外三种专利有效状况总累计表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

（
 %

 ）

25.8 % 

79.9 % 

49.4 % 

24.9 % 

4.3 %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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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国内和国外专利授权率均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

2005-2014年，世界各国的国内专利

授权量占专利申请量比例总体平均水平

为41.9%。其中，意大利（80.6%）、俄

罗斯（79.4%）、法国（59.8%）、日本

（55.7%）和加拿大（43.2%）的本国专利授

权量占申请量比例超过世界总体水平，美国

（41.5%）和欧盟（40.6%）接近世界总体水

平，德国（32.7%）、中国（23.5%）和英国

（21.9%）相对较低（图10）。

2005-2014年，世界各国的国外专利

授权量占专利申请量比例总体平均水平

为47.1%。日本（54.8%）、法国（50.5%）、

意大利（50.4%）、德国（49.3%）和俄罗

斯（48.5%）的国外专利授权量占申请量

的比例，均超过了世界总体水平，欧盟

（47.1%），美国（44.1%）和加拿大（41.5%）

接近世界总体水平，中国（31.3%）与世界总

体水平相差较多（图10）。

七、中国PCT专利和三方专利申请稳步增
长，美国和日本仍占绝对优势

2005-2014年，美国、日本的PCT4申请

图9 2005-2014年目标国家申请国外专利趋势图

图8 2005-2014年目标国家申请国内专利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局和OECD数据库，图9、图10同

4  PCT指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该条约规定，一项国际专利申请在申请文件中指定的每个签字国都具有与
本国申请同等的效力。国际申请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集中办理，然后由欧洲专利局或授权的国家专利局进行审查。
PCT体系高于国家和欧洲专利体系。

申
请

国
外

专
利

数
量

（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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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一直领先。中国的PCT申请在近10年

也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且在2013年达到

21514件，超过德国的17913件，成为全球

PCT申请量排名第三的国家，但与美国和日

本相比仍差距较大（图11）。

日本、美国的三方专利量在八大工业

国中处于较为明显的优势，排在第三的为

欧洲的德国。在八大工业国中，俄罗斯申

请的三方专利数量最少。中国在近几年申

请的三方专利数量处于逐年递增的趋势，

但绝对数量不具优势（图12）。

八、主要结论和建议
我国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特别是本

国专利申请量世界领先，反映出我国整体

上形成了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专利

创造能力。但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我国专利

总量中的比例仍较低；本国有效专利仍以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发明专利

占比有待提高；中国在国外专利申请上与

欧盟、美国和日本差距仍较大；专利授权

率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PCT和三方专

利虽稳步增长，但尚不能撬动美国和日本

的绝对优势地位。

图10 目标国家国内外授权专利和申请专利数量比例图

国内专利授权量占申请量的全球平均水平

国外专利授权量占申请量的全球平均水平

图11 2005-2014年目标国家PCT国际申请量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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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中国专利发展现状，提出以

下建议：一是加强实施专利质量型引导的

激励机制。政府和单位考核应从重数量向

重质量提升转变，鼓励产学研用各主体提

高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发明专利申请量，

弱化利用专利数量评奖、职称、奖金等非

市场化激励机制。二是突出企业专利创造

和运用主体地位。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

体，只有拥有核心专利技术，才能拥有核

心的竞争力，应进一步加大企业特别是高

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引导企业开展

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提升职务发明申请量

占比。三是大幅提高向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的专利申请。面对专利技术标准化、标准

垄断化的趋势，提升核心技术领域专利国

际化是必要且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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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指

标》第五章“科研产出和影响力”提炼编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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