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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我校发文进入 ESI 数据库的情况概览（1 月） 

2022 年 1 月 22 日最新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显示，
华东理工大学在 2011-2021 年期间在 ESI各学科领域（All Fields）共发表学术论文 24584

篇（其中 Highly Cited Papers 347 篇，Hot Papers 6 篇），篇均被引 18.27 次。目前，华东理
工大学进入 ESI前 1%的学科有 8 个，分别为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与生物化学、
环境与生态学、计算机科学、药理和毒理学及农业科学，ESI各学科国际排名、论文数量、
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等数据，详见表 1（按总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华东理工大学
ESI-高被引论文发表论文数 TOP10 的期刊列表，详见表 2。 （胡老师供稿） 

表 1 华东理工大学发表论文进入 ESI 数据库的统计 （2022 年 1 月 22 日更新） 

学科名称 国际排名 国内排名 论文数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高被引

论文 

热点

论文   

化学 35/1543 11/264 11273 233437 20.71 147 2 

材料科学 162/1105 51/221 3262 75467 23.14 46 2 

工程 209/1899 50/313 3191 43108 13.51 78 1 

生物与生物化学 453/1280 37/109 1663 26328 15.83 6 0 

环境与生态学 780/1421 80/162 684 11583 16.93 14 0 

计算机科学 361/610 75/106 602 7708 12.8 19 0 

药理与毒理学 654/1077 68/106 494 6986 14.14 2 0 

农业科学 806/1028 107/127 311 3920 12.6 1 0 

其他 - - 3104 40678 13.11 34 1 

合计 484/7708 40/562 24584 449215 18.27 347 6 

表 2  华东理工大学 ESI-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分布（论文数 TOP10 期刊列表） 

排名 期刊名称 
论文

数量 
ESI学科类别 

2020年

IF值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30 Chemistry 15.419 

2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23 Chemistry 15.336 

3 NATURE COMMUNICATIONS 15 Multidisciplinary 14.919 

4 ADVANCED MATERIALS 10 Materials Science 30.849 

5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10 Engineering 13.273 

6 CHEMICAL REVIEWS 10 Chemistry 60.622 

7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10 Chemistry 54.564 

8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9 Chemistry 19.503 

9 ACS NANO 7 Materials Science 15.881 

10 AUTOMATICA 7 Engineering 5.944 
 

 IFI CLAIMS 发布 2021 年全球领先专利权人排名 

2022 年 1 月 10 日，美国专利数据库供应商 IFI Claims 发布 2021 年美国专利
授权 50 强和全球领先 250 强专利权人排名。研究发现，2021 年美国专利授权量比
2020 年下降了约 7%，是过去十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专利授权数量从 2020

年的 352,000 件下降至 2021 年的 327,329 件；在此期间，美国已公布的专利申请
量也略有下降（约为 1%），从 2020 年的 413,173 件降至 2021 年的 410,093 件。重
点趋势如下。 

1）中国崛起，而其他国家则出现衰退 

2021 年，全球公司中美国专利授权量减少了 8%至 12%，而中国公司则以 10%

的增长脱颖而出，从 2020 年的 18,792 件增加到 2021 年的 20,679 件。目前，共有

4 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 Top50，分别是华为（排名第 5）、京东方（排名第 11）、蚂
蚁集团旗下创新先进技术有限公司（排名第 43）、广东 Oppo（排名第 49）。美国
公司专利授权量下降 8.3%，与全球总体降幅相匹配。 

美国专利授权 Top10 国家中，美国在创新方面领先于国际同行，占 2021 年美
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授权总量的一半以上，其授权量（150,801）比日本
（47,105）多出 69%，其后依次是韩国（21,264）、中国（20,679）、德国（14,663）。 

2）领先专利权人 

美国专利领域的老牌领军企业 IBM 再次位居榜首，2021 年 IBM 专利授权量
（8,682）略低于 2020 年（9,130）。三星电子（6,366）和佳能（3,021）分别位居

第 2、3 位，其后依次是台积电、华为、英特尔、苹果、LG 电子、微软和高通。 

相对于 2020 年，台积电和华为是 2021 年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各自在
榜单上上升了 4 位。2020 年上榜公司 2021 年获得更多专利授权量的是美光科技（+ 

17%）、EMC IP 控股公司（+14%）和惠普（+5%）。亚马逊排名从 2020 年的第 11

位下滑至 2021 年的第 14 位，申请量大大下降。 

3）供应链、人工智能（AI）和电子烟专利 

与 2020 年一样，2021 年最大的专利活动类别是基于生物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2017 至 2021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54%。这一热门的计算领域以脑生物
学为灵感，其中包括 IBM、谷歌、三星、微软和英特尔等大型科技公司。 

另一个领域是开花植物领域，它在 2021 年见证了新的大豆、玉米和番茄品种
等创新，在这五年内专利授权量增长了 42%（CAGR）。 

其他领域包括：电子吸烟装置（增长 40%）、机器学习（增长 39%）、量子计
算（增长 36%）、开采石油、天然气或水的钻碳（增长 36%）、计算机辅助设计（增
长 31%）、无线网络协议（增长 28%）、显示器（增长 28%）以及存储、控制或检
测装载或输送物品（增长 27%）。 

4）三星全球领先 

全球专利权人方面，韩国三星电子（90,416 项专利家族）在 2021 年 IFI 全球
250 强中名列前茅。如果算上公司实体，美国 70 家公司位居全球 Top250，日本 51

家位居第 2，中国 46 家位居第 3。中国在专利领域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在前 10

名中占据了 6 席，而美国只占据了 1 席（IBM 排名第 8）。中国科学院 78,415 项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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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 2，美的集团 58,495 项排名第 3，华为 48,307 项排名第 4。日本佳能 40,706 项排
名第 9，松下 37,538 项排名第 10。 

考虑投资组合的规模，中国在全球 Top250 的专利家族总量中占有近三分之一或
29%，美国和日本各占 24%、19%。报告分析认为，美国和日本的投资组合更强大、更
成熟，但中国已经兴起了一种重视知识产权的研发文化。 

                       （转自公众号：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 严老师供稿） 

 华东理工大学 2021 年度专利情况分析 

利用 incopat 数据库，对华东理工大学 2021 年公开公告的专利进行检索分析，检
索申请人（受让人）为华东理工大学的专利，2021 年度公开公告专利共计 1493 件专利，

其中中国专利 1419 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 40 件，美国专利 13 件，欧
洲专利局（EPO）专利 9 件，日本专利 5 件，澳大利亚专利 3 件，韩国专利 3 件，西
班牙专利 1 件；在中国专利中，发明授权 391 件，发明申请 901 件，实用新型 120 件，
外观设计 7 件。通过简单同族合并，我校 2021 年度专利共涉及 1460 个专利家族。 

专利布局热点：3D 专利沙盘是专利战略分析方法，可以快速聚焦专利布局的热点。
通过 3D 专利沙盘的聚类功能，可以形象展示专利技术竞争态势，其中，波峰代表技术
密集区，波谷代表技术空白点。华东理工大学 2021 年度专利 3D 专利沙盘分析结果如
图 1 所示，华东理工大学 2021 年度的研究技术点（专利数量排名前五）如下： “沸
腾床/水冷壁/强化”（245 件）、“催化剂/铜基催化剂/前驱体溶液”（214 件）、“取代/光

学异构体/衍生物”（202 件）、“发泡材料/修复体/聚苯并二噁唑”（178 件）和“培养基
/分离纯化/发酵培养基”（156 件）。另外，根据 3D 沙盘走向可以发现华东理工大学专
利布局每一方向的技术布局均较为密集、波峰较为明显。 

 

 

 

 

 

 

 

 

图1 华东理工大学2021年度专利3D专利沙盘 

技术领域（IPC 分类）：对华东理工大学 2021 年度专利的技术布局状况进行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 2021 年布局较多的 IPC 小类状况见表 1（排名前 10）。 

表1 华东理工大学2021年布局IPC小类排名前10情况 

IPC 分 类

号(小类) 

技术领域 专利

数量 

C12N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保藏或维持微生物；变异或遗传工程；培养

基（微生物学的试验介质入 C12Q1/00）。 

159 

G01N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除免疫测定法以外包

括酶或微生物的测量或试验入 C12M，C12Q）。 

158 

B01J 化学或物理方法，例如，催化作用或胶体化学；其有关设备[2]。 133 

C07D 杂环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入 C08）〔2〕。 125 

C12R 与涉及微生物的 C12C 至 C12Q小类相关的引得表。 119 

C12P 发酵或使用酶的方法合成目标化合物或组合物或从外消旋混合物中分离旋光

异构体〔3〕。 

107 

C08L 高分子化合物的组合物（基于可聚合单体的组成成分入 C08F、C08G；人造丝

或纤维入 D01F；织物处理的配方入 D06）〔2〕。 

100 

A61K 医用、牙科用或梳妆用的配制品（专门适用于将药品制成特殊的物理或服用

形式的装置或方法 A61J3/00；空气除臭，消毒或灭菌，或者绷带、敷料、吸

收垫或外科用品的化学方面，或材料的使用入 A61L；肥皂组合物入 C11D）。 

99 

C07C 无环或碳环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入 C08；有机化合物的电解或电泳生产入

C25B3/00，C25B7/00）。 

98 

C02F 水、废水、污水或污泥的处理（通过在物质中产生化学变化使有害的化学物

质无害或降低危害的方法入 A62D3/00；分离、沉淀箱或过滤设备入 B01D；

有关处理水、废水或污水生产装置的水运容器的特殊设备，例如用于制备淡

水入 B63J；为防止水的腐蚀用的添加物质入 C23F；放射性废液的处理入

G21F9/04）〔3〕。 

95 

 

专利价值度分析：Incopat数据库利用专利类型、同族个数、被引证次数、权利

要求个数、同族国家的数量、涉及 IPC 大组个数、发明人个数、专利剩余有效期等

20 多个指标，根据每个指标对价值度的影响力，设定各指标的影响因子，用优化方法

调整因子，使各指标的权重趋于合理，将以上指标和因子计算应用到每件专利中，为

专利进行星级评价，星级从 1-10，星级越高，代表专利的价值越高。 

专利价值度星级为 6 和 7 的专利占比分别为 29.20%和 24.58%，其次是专利价

值度星级为 5 和 8 的专利，占比分别为 16.95%和 16.34%，专利价值度星级为 9 的专

利占比为 11.79%，专利价值度星级为 10 的专利占比仅为 0.80%。 

（刘老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