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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华东理工大学申请专利分析  

利用华东理工大学知识产权一体化管理系统导出我校 2023 年申请的专利数据，对学校

2023 年申请专利情况进行分析（数据导出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1 日）。                                                       

截至到检索时间，检索得到华理 2023 年专利申请 836 件，其中发明申请 774 件，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分别为 59 件和 3 件，有效专利数量为 89 件，国际公布专利数量为 13 件。我校

2023 年专利 98%是在中国本土申请，仅有 13 件专利进行了海外布局。 

 发明人分析 

2023 年以第一发明人专利申请量在 7 件及以上的发明人为马良、钟伟民、杜文莉、王利民、

刘殿华、张显程、牟伯中、刘昌胜、陈建华、卢浩、徐至、杨强、马海燕、易建军，主要来自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化工学院和物理学院。 

图 1 给出华理合作专利、合作次数排名前 20 的合作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华理形成了以

轩福贞、涂善东、张显程、刘殿华、杨强、王利民、田禾、杜文莉、钱峰、钟伟民、马良、贾

红、沈其松、段孝旭、肖玲玉、王黎望、赵志胜等为中心的合作团队。 

 
 
 
 
 
 
 
 
 
 

 
 
 
 
 
 

 
 

 

 图 1 华东理工大学 2023 年申请专利发明人合作情况  

 专利申请技术点分析 

壹专利文本聚类根据检索结果，通过对数据进行核心技术关键词提取、

对比，按语义相似度进行聚类，通过词频分析，可以快速直观了解所分析专

利组的主要技术点，快速提炼技术点。我校 2023 年申请专利的研究技术点

集中在：突变体（表达载体、氨基酸、氨基酸序列、缬氨酸、亮氨酸、野生

型）、类化合物（p450 酶、核苷酸序列、生物组织、cho、核苷酸）、催化裂

化（假设条件、目标函数、参数组合）、催化剂（双氧水、CO2、前驱体溶

液、水合氧化物、无机盐、模板剂）、无人机（means、约束条件）和锂离子

电池（氮掺杂）。 

 专利价值度分析 

壹专利数据库采用复合指标算法结合机器学习模型进行价值估算，通过

多维度结合，整合出专利价值评估数值。专利价值度评估数值区间为 0~100。

专利价值度数值越大，专利技术含量和技术优势越高。 

华东理工大学 2023 年专利价值度列于表 1，可以看出我校 2023 年申请

专利价值度集中在 30-39，占总申请量的 60%，专利价值度 60-69 只有 2 件。 

表 1 华东理工大学 2023年专利申请价值度星级情况 

专利价值度 专利申请量 所占百分比% 

60~69 2 0.24 

50~59 17 2.03 

40~49 144 17.22 

30~39 500 59.81 

20~29 167 19.98 

10~19 6 0.72 

在 836 件专利中，212 件专利为合作申请，专利的价值度的平均值为
36.94，624 件非合作的专利价值度的平均值为 33.66，协同创新专利的专利
价值度略高，协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专利的价值度。 

我校 2023 年申请的专利有一定的海外布局，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团队，学校

整体的专利价值度集中在 30-39，有待提高，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专利分级管理，

给予政策支持及引导等帮助去提升专利的价值度。                                        

（刘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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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编检索式，AI 帮你查文献 

你是否对数据库高级检索中的各种选项感到不知所云？是否对编写检索式用的逻辑算符感

到难以理解？或者经常混淆各个数据库千奇百怪的检索规则？现在可以尝试用 chatGPT 类 AI 检

索跨过这些繁杂的检索技术了！ 

目前的 AI 检索工具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微软必应搜索和百度文心一言为代表的 AI+搜索引

擎模式，能在全网的范围用自然语言进行搜索；二是尚在测试阶段的 scopus AI 和知网 AI 学术

研究助手等 AI+学术数据库模式，不但提供对数据库收录文献的语义检索，还能够对文献进行分

析、提炼主题和综述等进一步处理。 

以百度文心一言为例，我们只需要登录百度账号即可免费使用文心一言 3.5 版。进行学术

文献检索特别要记得勾选插件百度学术检索助手，然后即可向 AI 直接用自然语言“要”文献啦。

勾选插件后，AI 将主要提供百度学术收录的文献信息，基本可以保证文献的真实性。还可以直

接点击检索结果中的文献标题，链接到百度学术相应页面下载全文。如此省去了复杂的检索技术，

是不是很方便呢？各位老师同学可以试一试！（胡老师供稿） 

 

 

 

 

 

 

 

 

 

 

 

图 2 百度文心一言插件选择 

 

 

 

 

 

 

 

 

 

 

图 3 百度文心一言检索演示 

 2023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 

2024 年 3 月 12 日科睿唯安发布了《2023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

报告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和文献计量学方法，结合科研和管理专家观点，

综合展现了 2013 年至 2022 年十年间全球国际科研合作发展态势，以及中国

国际科研合作在国别（地区）、区域性组织（多边机制）、科研机构、学科、

国内各地区，以及大规模合作方面的现状，并对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规模、

合作中心度、合作网络关系、合作活跃度，以及合作影响力等进行深入解读。 

主要发现如下： 

1、全球 TOP10 科研大国的国际科研合作规模持续提升。 

1）美、中、英、德、法、加、澳、意、西和荷是十大国际合作论文大

国，其中美国占比 37.9%、中国占比 21.5% 

2）2018-2022 年，美国国际合作中心度虽较上一个五年下降 9%，但仍

是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中心，枢纽地位是第二名英国的 1.6 倍、第三名德国

的 1.8 倍、第四名中国的 2.3 倍； 

3）全球科研合作格局变革明显。美、德、法、日的合作中心度有所下

降，中、印（度）、澳、英、意、加、西（班牙）的合作中心度持续上升。 

 
图 4 主要国家国际合作论文规模变化趋势 

2、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规模持续扩大，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1）2022 年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达到 14.65 万篇，是 2013 年的 2.9 倍；

国际合作论文全球占比达 24.9%，较 2013 年提升 9.6 个百分点； 

2）中国国际科研合作中心度从前一个五年的全球第 6 位，提升至后一

个五年的全球第 4 位，中国在全球科研合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加强； 

3）合作伙伴从 2013 年的 191 个国家（地区）扩展至 2022 年的 204 个，

前十大合作伙伴为美、英、澳、加、德、日、法、新（加坡）、韩和巴（基

斯坦）； 

4）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科研论文合作伙伴，2022 年，中美科研合作

论文占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的比例达 32.2%。 



学科服务信息简报 https://lib.ecust.edu.cn/zh-hans/xkfwjb 第 116期 
 

 
图 5 2018-2022 年时期国际科研合作网络 

3、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学科合作国别差异化特点突出。 

1）2022 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引文影响力达 1.81，较 2013 年提升 20%，显著高

于中国科研论文的平均引文影响力及全球国际合作论文的平均被引表现； 

2）中国与主要国家合作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比例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3）中国与主要国家在学科合作方面各有特点。如中美科研合作集中于工程学、
临床医学和化学，中英在工程学、物理学和材料学，中澳在工程学、材料学和化学，
中加在工程学、化学和临床医学，中德在物理学、化学和材料学等领域。 

 

 

 

 

 

 

 

 

 

 

 

 

 

图 6 中国与主要国家科研合作论文的学科分布 

4、中国各地区积极开展国际科研合作，更好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创新

高地建设。 

1）在省级层面，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国际合作论文规模占全国总量的近 60%，

发挥了引领作用；上海、广东、北京和福建等 8 省市国际合作活跃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4.66%）；湖南、湖北、广东和浙江四省国际合作论文引文影响力较高； 

2）在副省级城市层面，南京国际合作规模最大，武汉、广州、杭州形成第二梯队。
深圳、厦门、武汉和南京的国际合作活跃度较高。此外，深圳国际合作论文的引文影响
力全国最高； 

3）北京与主要区域性组织（多边机制）的科研合作规模均居首位，其他地区国际
合作也各有特色，如：上海与欧盟、中东欧，江苏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
家，广东与东盟、金砖国家等。此外，美、英、澳是各地区的主要国际合作伙伴，工程

学、物理学、材料学是各地区开展国际合作的主要学科。 

5、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紧密，有效带动国际化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提升。 

从国内科研机构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国际合作论文规模最大，其次是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活跃度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电子科技
大学较高。在影响力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发表的高被引合作论
文最多；电子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被引合作论文占比突出。从国外科研机构看，与
中国合作论文规模最大的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能源部所属科研机构和新加坡
国立大学。通过与中国合作，俄罗斯科学院的国际合作论文影响力提升幅度最大，其次

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萨克雷大学、伦敦大学等。 

6、与区域性组织（多边机制）的合作，有力促进彼此发展水平和科研能力提升。 

7、务实推进各学科国际科研合作，合作规模和影响力取得新发展。 

表 2 中国与主要区域组织（多边机制）科研合作论文情况 

 

 

 

 

 

 

 

 

8、积极开展大规模国际科研合作，为解决世界性科学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总体来看，伴随政策引导、经费投入、人才流动，以及自身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视野和思路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渠道日趋多元和成熟，创新

伙伴关系网络更加紧密稳固。中国科学家同各国科学家开展科研合作，不仅带动提升了

自身的国际科研合作规模、活跃度、质量以及合作影响力，还助力推动和促进了全球科

学界的合作与交流。 

《2023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中文版下载链接：https://dwv.cn/K4vNrG 

（严老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