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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我校发文进入 ESI 数据库的情况概览（7 月） 

2023 年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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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023.4 期间在 ESI各学科领域（All Fields）共发表学术论文 26934 篇（其中
Highly Cited Papers 408 篇，Hot papers 15 篇），篇均被引 19.59 次。目前，华东理工大学进入
ESI前 1%的学科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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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和临床医学，所在 ESI各学科国际排名、论文数量、总
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等，详见表 1；华东理工大学 ESI-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分布，见表 2。  

表 1 华东理工大学发表论文进入 ESI 数据库的统计 （2023 年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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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81 14/328 11585 248923 21.49 170 5 

材料科学 154/1289 53/283 3743 95406 25.49 60 2 

工程 183/2242 51/404 3910 62009 15.86 83 3 

生物与生物化学 446/1428 44/148 1721 29221 16.98 6 0 

环境与生态学 679/1747 88/248 914 18142 19.85 24 3 

计算机科学 285/721 73/141 793 12251 15.45 20 0 

药理与毒理学 699/1199 82/143 497 7391 14.87 2 0 

农业科学 808/1154 127/181 356 4992 14.02 1 1 

临床医学 5569/5849 199/207 291 4475 15.38 2 0 

合计 470/8579 49/678 26934 527633 19.59 4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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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I 学科类别 2022 IF 值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35 Chemistry 15.0 

2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25 Chemistry 16.6 

3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 Engineering 15.1 

4 Nature Communications 18 Multidisciplinary 16.6 

5 Advanced Materials 15 Materials Science 29.4 

6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14 Chemistry 22.1 

7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12 Chemistry 46.2 

8 Chemical Reviews 10 Chemistry 62.1 

9 AUTOMATICA 8 Engineering 6.4 

9 ACS Catalysis 8 Chemistry 12.9 

9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8 Environment/Ecology 11.4 

10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6 Environment/Ecology 32.5 

10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 6 Computer Science 11.8 

10 Nature 6 Multidisciplinary 64.8 

（陈老师供稿） 

 专利导航的定义、分类以及主要的分析步骤 

  专利导航的定义： 

是指在宏观决策、产业规划、企业经营和创新活动中，以专利数据为核

心深度融合各类数据资源，全景式分析区域发展定位、产业竞争格局、企业

经营决策和技术创新方向，服务创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决策精准度和科学

性的新型专利信息应用模式。 

  专利导航指南中明确规定了 5 种常见的专利导航服务类型，具体包括： 

1、区域规划类专利导航，用于支撑区域规划决策； 

2、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用于支撑产业创新发展规划决策； 

3、企业经营类专利导航，用于支撑企业投资并购、上市、技术创新、

产品开发等经营活动决策； 

4、研发活动类专利导航，用于支撑研发立项评价、辅助研发过程决策； 

5、人才管理类专利导航，用于支撑人才遴选、人才评价等人才管理决

策。 

  专利导航分析步骤与方法一般包括： 

a) 围绕项目需求分析报告，结合数据特点，挖掘数据关联关系； 

b) 基于数据关联关系，建立专利导航分析模型； 

c) 选择支撑专利导航分析模型的适当分析指标，对数据进行定量、定

性分析，可采用可视化方式呈现； 

d) 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系统解读，得出分析结论；经评估，

分析结论不满足目标需求的，应继续挖掘数据关联关系或回溯至信息采集，

直至满足目标需求； 

e) 撰写专利导航分析报告。 

专利导航是在我国深化创新驱动发展中，基于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需

求，在充分运用专利信息资源方面总结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机制、新方法

和新模式。推动构建专利数据与各类数据资源相融合的专利导航决策机制，

有助于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加快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

更好地服务于各级政府创新决策和市场主体创新活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支撑高质量发展。制定并实施专利导航指南，对于规范和引导专利导航

服务，培育和拓展专利导航深度应用场景，推动和加强专利导航成果落地实

施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来源《专利导航指南》 GB T39551-2020） 

（张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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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理工大学及学院专利分析 

利用华东理工大学知识产权一体化管理系统导出学校 2010 年后申请
的专利数据，对学校整体及学院专利情况进行分析。数据导出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3 日。 

 学校层面的专利数据分析及相关结论： 

图 1 绘制了华理 2010 年后发明专利的申请趋势及其授权率及授权有
效率的变化。2017 年后华理发明专利申请量有快速增长的趋势，排除发
明专利平均实质审查三年时限造成的影响，2017 至 2019 年申请的发明专
利授权率较先前也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原因为专利审查制度愈加严

格，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专利文本质量有所降低，需要引起重视，建议通
过专利申请前评估、专利查新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 

 

图 1 华理发明专利申请趋势 

主要分析结论： 

1、2010 年后申请的发明专利有 7934 件，授权率为 44%，授权维持
有效率为 72%，平均维持时间为 6.5 年，维持超过 10 年的专利有 462 件，
整体维持情况良好。 

2、7%的发明专利在海外申请，其中美国是主要申请国，且 2020 年
后 PCT 国际申请量显著增长，专利布局意识进一步提升。 

3、发明专利技术研发热点集中在新材料、生物医药、资源环境、人
工智能等方面，总体上与华理优势学科相一致，在面向未来的新能源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也有一定量专利的申请，符合学校规划发展的战略布
局。 

4、合作申请的发明专利占总申请量的 25%，且主要集中在新材料和
生物医药两大技术领域。合作申请的专利授权有效率和海外布局明显高于
单独申请的发明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合作申请的专利质量较高。 

5、成果转移转化的方式主要为转让，有 194 件发明专利有转让行为，
主要涉及生物医药、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前沿新材料、先进环保、先进
有色金属材料等技术领域。 

 通过匹配专利发明人，将专利归属至学院，从不同维度评价学院专利情况： 

 基于法律维度的学院专利分析 

基于法律维度，主要考察学院发明专利的授权和维持情况、是否有国际专利申请、权利要求范
围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与学校整体平均水平对比，见表 3。 

注：表中平均同族国家数指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同族国家，排除同族国家为 1 的专利后再取平均
值，值越大，则表示国际保护范围越大。 

表 3 基于法律维度的各学院发明专利指标 

 

授权率 
授权有

效率 

授权专利

维持时间 

国外专利

申请量 

国外专利

申请占比 

平均同族

国家数 

平均权利

要求数量 

平均首

权字数 

学校整体 44% 72% 6.5 523 7% 4 7 3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3% 63% 5.9 54 4% 2 7 375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43% 81% 6.1 72 7% 2 8 436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47% 60% 6.2 53 4% 3 8 282 

化工学院 46% 75% 6.6 78 6% 4 8 324 

生物工程学院 48% 81% 6.6 55 6% 3 8 266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44% 85% 7.2 25 4% 2 8 348 

药学院 43% 63% 7.0 169 21% 6 10 32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30% 78% 5.9 13 3% 2 8 510 

 基于技术维度的学院专利分析 

基于技术维度，主要考察学院发明专利的技术复杂度、合作创新广度、技术影响力等方面，选
取相应指标与学校整体平均水平对比，见表 4。 

表 4 基于技术维度的各学院发明专利指标 

 
平均 IPC

分类数 

平均发明

人数 
合作申请 

合作申请

占比 

平均申请

人数 

平均专利

引证数 

平均专利

被引数 

学校整体 4 5 2002 25% 1.3 4.3 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 5 250 18% 1.2 4.3 2.4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3 6 297 28% 1.4 5.0 2.3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4 6 284 22% 1.3 4.1 2.6 

化工学院 4 5 409 34% 1.5 5.0 2.3 

生物工程学院 4 5 244 28% 1.4 4.0 1.4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3 9 170 24% 1.3 5.0 2.0 

药学院 6 6 207 27% 1.4 3.0 1.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3 5 87 17% 1.2 3.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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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市场维度的学院专利分析 

基于市场维度，主要考察学院发明专利的转化与运营情况，选取相应指标与学校整体
平均水平对比，见表 5。其中，转让量和许可量为专利数据库导出数据，知识产权转让许可
合同备案数和合同总金额为学校内部管理部门数据。 

表 5 基于市场维度的各学院发明专利指标 

 
转让量 转让占比 许可量 许可占比 

转让许可合同

备案数 

合同总金额 

（万元） 

学校整体 194 2.5% 72 0.9% 183 6296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6 1.9% 14 0.9% 13 48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16 1.5% 6 0.6% 18 1505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35 2.7% 10 0.8% 19 344 

化工学院 28 2.3% 5 0.4% 28 4567 

生物工程学院 35 4.0% 10 1.2% 17 584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32 4.5% 7 1.0% 48 15152 

药学院 21 2.7% 15 1.9% 19 3047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 0.8% 5 1.0% 21 4596 

 基于专利价值度的学院专利分析 

壹专利的专利价值度指标以高专利质量、高技术性、高经济性、发展前景四个维度对
专利价值进行评估；incoPat 的合享价值度主要依赖于合享智慧自主研发的专利价值模型实
现，该专利价值模型融合了专利分析行业内最常见和重要的技术指标（如技术稳定性、技
术先进性、保护范围层面的 20 多个技术指标）并通过设定指标权重、计算顺序等参数，使
得它能对每篇专利进行专利强度自动评价，为用户迅速浏览或快速遴选重点专利提供参考。
图 2 和图 3 分别展示了各学院发明专利的专利价值度和合享价值度分布情况。 

 
图 2 各学院发明专利的专利价值度分布 

 

 

                 图 3 各学院发明专利的合享价值度分布 

主要分析结论： 

1、学院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化工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药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
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基于法律维度的分析，生物工程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化工学院
的专利授权率高，反映出专利申请质量较好；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专利授权有
效率高，且授权后维持时间长，维持情况较好；药学院国际专利申请比例高，且
权利要求数量多，首权字数少，表示专利保护范围较大。 

3、基于技术维度的分析，药学院专利平均 IPC 分类个数较多，技术领域涉
及面较广；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平均发明人数多，形成比较稳定的技术团队；
化工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药学院的校外合作申请比例较
高；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专利的平均被引次数较高，技术
溢出更多。 

4、基于市场维度的分析，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的专利转让
占比较高，药学院除专利转让外，还以许可为主要市场化手段，综合来看上述学
院成果转化较为突出。 

5、基于专利价值度的分析，化工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
院、药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高价值度专利占比较
多。 

 

（赵老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