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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我们在本报告中采用数据相对更加可得、更加精准、更加全面的专利转让进行展开分析，试图以此洞悉中国专利转化运用的发展面貌。需要注意的是，专利转化运用还包括自主实施、专利许可、专利作价入股等其

他方式，受制于其他方式的数据获取难度，在报告中我们采用专利转让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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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数字汇总

2022年中国专利产业化率 45%

╚㎼┺⯈鿛ꁾ氠

主要专利转化运用方式： 1. 专利转让 2. 专利许可 3. 专利作价入股

2021年全中国合同数量 1.3万项 8189项 /

2021年全中国合同总金额 610亿元 958亿元 66亿元

╚㎼┺⯈鿛駑

世界主要国家： 1. 中国 2. 美国 3. 英国 4. 德国 5. 韩国

历史累计专利转让率 6.1% 13.6% 5.8% 7.4% 7.5%

历史累计专利转让次数 282.6万次 230.9万次 11.5万次 54.2万次 49.9万次

2023年专利转让次数 39.1万次 6.1万次 3504次 1.5万次 9504次

2018-2023年CAGR 12.9% -7.2% -8.4% 2.4% -17.8%

主要专利申请人类型： 1. 企业 2. 个人 3. 高校和科研机构

转
让

转让人数量 21.3万 19.7万 5407

历史累计转让次数 179.3万次 79.9万次 23.6万次

历史累计转让率 5.7% 8.1% 4.5%

转让人分布Top3区域 广东、江苏、浙江 广东、浙江、山东 北京、广东、江苏

受
让

受让人数量 42.6万 5.3万 5061

历史累计受让次数 253.5万次 14.2万次 7.8万次

受让人分布Top3区域 广东、江苏、浙江 山东、广东、浙江 北京、广东、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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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专利转化运用的发展背景

1 数据来自WIPO每年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10年起，我国专利申请量

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

我国
专利产业化率

发达国家
专利产业化率

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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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中国专利转化运用的生态体系

资料来源：智慧芽根据《唤醒“沉睡“的科技成果：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的图1编制

直接转移

专利技术供给方 专利技术需求方专利转移中介方
间接转移 间接转移

进入技术市场 匹配转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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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1  中国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中介的三种类型

资料来源：智慧芽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

最新现状 2025年目标

12家 15家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最新现状 2025年目标

420家 500家
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试点

最新现状 2025年目标

20家 100家

三.中国专利转化运用的平台中介

2  全部5种主体类型为依托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依托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机构、政府所属的技术转移机构、独立第三方市场化运作的技术转移机构、以及技术（产权）交易技术转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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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2  中国技术转移转化平台名单概览
12家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

序号 中心名称 城市 揭牌时间 运营主体/运营单位性质

1 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 北京 2013.09 区域概念，无明确运营主体

2 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 青岛 2014.10 青岛蓝谷高创投资管理有限企业/国企

3 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 深圳 2014.11 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和技术转移促进中心/事业单位

4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上海 2015.04 上海东部科技成果转化有限企业/国企

5 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心 苏州 2015.04 苏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事业单位

6 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 长春 2015.10 吉林省技术产权交易中心有限企业/国企

7 国家技术转移海峡中心 福州 2016.03 福建省联合国南南合作网示范基地/事业单位

8 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 武汉 2016.05 湖北省技术交易所/事业单位

9 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 西安 2016.05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事业单位

10 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 郑州 2016.11 启迪科技服务集团/混合所有制企业

11 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 成都 2016.12 四川省技术转移中心/事业单位

12 国家技术转移海南中心 海口 2023.03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央企

420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注：以上所有机构排序不分先后
资料来源：智慧芽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政府所属的技术转移机构 244家

中关村能源与安全科技园、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

依托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 74家

45家为依托国家“211工程”大学的机构，如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浙江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等

独立第三方市场化运作的技术转移机构 39家

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有限企业、常熟紫金知识产权服务有限企业、青岛华慧泽知识产权代理有限企业等

依托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机构 36家

16家为中国科学院技术转移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产业策划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技术发展中心等

技术（产权）交易技术转移机构 6家

北京产权交易所、上海技术交易所、湖北技术交易所、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湖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

20家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试点

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苏州大学

复旦大学 江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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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鿛⽶䑑նꄽꁩ┺⯈✑⚃䫌鰑⺆䕒⚕╃艧勶┱
⚕╃溸缋觝硅槏⮕☑缋觝侅漩⮕䬎缋觝낊ꯟն

痓⮃杅掾儱⻄┱做缏䧯箄㶕⻉✑⪸笡⩪⮕䮢䨿ꪍն
⻄┱⽶⮕⯋䫌⪝鰑ꓭյ䪫勘յ☭䩜յ䉗㐙յ廊ꇔ瞏鰑
徏缏䧯侅漩⪴☑յ낊ꯟ⪴䬎溸缋觝㵄✅ն

璇煝ꯗ吿儱䧰德┺⯈✑⚃⪝艧溸全锢聁✅2021䌑㴟䧯
⻉⻎ꓭ뀭66.5☳⩧㙨ꅌ鱶罏ն周䰕վ2022䌑╚德┺⯈
騫句䫟⼴տ缛駉⪢╚德劔侞┺⯈溸✑⚃⪝艧椚╬0.7%
⪼╚둛吿1.2%յ璇煝ꯗ䨿0.7%⚕╃☹╬0.6%氮婟
⺪閒璇煝ꯗ吿┺⯈✑⚃⪝艧剳╬䊬閒ն2021䌑⪢╚
德3649㵶璇煝ꯗ吿♨✑⚃䫌鰑⽶䑑鿛┺⯈瞏璇䪫䧯卸
溸⻉⻎ꓭ뀭╬66.5☳⩧┱┪┞䌑65☳⩧潸嬠☹㙨ꪍ
0.1%5㙨ꪍꅌ䍳罏䢌ն

䬕ꄽ㸉嬠┩璀┯⻎做䑑溸⻉⻎俚ꓪ⾕⻉⻎䙰ꓭ뀭⺪♨
⻓┺⯈鿛駑儱䧰德剳뀡緾❈氠溸做䑑脯┺⯈駠⺪
茤╬┺⯈勶☭⮱ꅐ剳㝃缋嵴⚃⡽ն2021䌑⪢╚德⪴矸翤
┺⯈鿛駑⻉⻎1.3┧뀉儱┺⯈駠⺪⻉⻎俚ꓪ溸1.6⠩ն
2021䌑⪢╚德⪴矸翤溸8189뀉┺⯈駠⺪⻉⻎⪼⻉⻎䙰
ꓭ뀭둛ꁒ958☳⩧儱┺⯈鿛駑⻉⻎䙰ꓭ뀭610☳⩧溸1.6
⠩յ┺⯈✑⚃⪝艧⻉⻎䙰ꓭ뀭66☳⩧溸15⠩ն♈뀉⻉
⻎ꓭ뀭澚╗駠⺪⻉⻎ⷬ⺪缕┺⯈勶☭䊎缺1170┧⩧
溸侅⪝脯╗鿛駑⻉⻎⺢茤缕┺⯈勶☭⮱侅460┧⩧ն

四.中国专利转化运用的主要方式

3 4  数据来自《2021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和《2022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

5  数据来自《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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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不同专利转化运用方式的发展现状对比

专利转让 专利许可 专利作价入股

2021年全中国合同总金额 610亿元 958亿元

2021年全中国合同数量 1.3万项 8189项 /

2021年全中国单项合同金额 460万元/项 1170万元/项 /

66亿元

同比+46% 同比+76%

同比+30% 同比+18% 同比+0.1%

数据来源：《2021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2022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



中国专利转让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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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专利转让的规模特征

轇撬鿛駑儱䧰德❈氠劅뀡緾溸┺⯈鿛ꁾ氠做䑑⛰┱
┿汕全锢缋嵴ꁒ德㵶潸嬠♇㜘㐃㺥⮵绣ꮕ嫙┺
⯈鿛駑椚☹╬6.1%ն䨗婝蔸2023䌑潜⪢╚德⪴氰騟◗
4600㝃┧⚂┺⯈箕駉⪴錻鿛駑282.6┧姍ն┺⯈鿛駑椚
ⷬ┺⯈鿛駑姍俚┱┺⯈氰騟䙰ꓪ溸嬠⡽☹╬6.1%┱
⪢槊全锢缋嵴ꁒ德㵶㲾㐃䈽鴈儱耘德溸1/2嬠䖎德
⾕꼒德绢⛽1-2╗溯⮕掾ն

ꂀ5䌑╚德┺⯈鿛駑姍俚䭦缩㙨ꪍ儱╚յ耘յ蝠յ䖎յ
꼒瞏┿汕全锢德㵶╚め┞㙨ꅌ鱪10%溸德㵶ն2023䌑⪢
╚德⪴气39.1┧姍┺⯈鿛駑┱2018䌑潸嬠5䌑䌑㜩
⻉㙨ꅌ둛ꁒ12.9%䖎德ꂀ5䌑┺⯈鿛駑姍俚溸䌑㜩⻉㙨
ꪍ椚☹╬2.4%脯耘德յ蝠德յ꼒德溸┺⯈鿛駑姍俚⮯
㐃ꂀ5䌑⼯⻓瓨䍳┯┞溸┬ꮴ鱶ⲹն

图表2.1.1  中国与美、英、德、韩等国家的专利转让表现对比

中国

美国

英国

德国

韩国

注：1转让率为专利转让次数与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282.6万次

230.9万次

11.5万次

54.2万次

49.9万次

专利转让次数
历史累计

6.1%

13.6%

5.8%

7.4%

7.5%

专利转让率1
历史累计

专利转让次数
2023年

39.1万次

6.1万次

3504次

1.5万次

9504次

专利转让次数CAGR
2018-2023年

12.9%

-7.2%

-8.4%

2.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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ⶥ┩◩♨匡䧰德┺⯈鿛駑銩⻓嵛鳢㙨ꪍ脌⠩ն
♈ⶥ┩◩⮵劻⯒ⶥ㎃◩⮵劻䧰德嬓䌑┺⯈鿛
駑姍俚♈20㝃┧姍鳢ⶬ蔸ꂀ40┧姍◩䌑ꭊ脌◗┞沁ն
⪼╚俚鿛駑┺⯈╬㵄氠假㒘┺⯈ն2023䌑⪢╚德⪴
气39.1┧姍┺⯈鿛駑僻┺⯈鿛駑17.0┧姍յ㵄氠
假㒘鿛駑19.3┧姍յ㜾間駦駉鿛駑2.8┧姍⮕⯋ⷑ嬠
43%յ49%⾕7%ն

䧰德僻┺⯈յ㵄氠假㒘յ㜾間駦駉瞏┯⻎稝㒘┺⯈溸
鿛駑姍俚㐃2018-2023䌑ꭊ㵄⻓◗鱪7%溸䌑㜩⻉㙨ꅌն
䧰德僻┺⯈յ㵄氠假㒘յ㜾間駦駉溸鿛駑姍俚♈2018
䌑溸12.0┧姍յ7.7┧姍յ1.6┧姍㙨ꪍ蔸2023䌑溸

17.0┧姍յ19.3┧姍յ2.8┧姍5䌑䌑㜩⻉㙨ꅌ⮕⯋╬
7.2%յ20.1%յ11.4%ն⪼╚㵄氠假㒘鿛駑姍俚㙨ꪍ
ꅌ䍳劅䗪㙨ꅌ둛◟僻┺⯈⾕㜾間駦駉绢10╗溯⮕掾ն
갫濫䧰德㵄氠假㒘┺⯈氰騟ꓪꄢ䌑應㙨䌔蔦2020䌑鱎
䧯╬䧰德氰騟ꓪ劅㝃溸┺⯈稝㒘⪼┺⯈鿛駑姍俚农寊
巹藎둛5䌑䌑性㙨ꅌ둛ꁒ20%ն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21.3

25.7

33.2

38.2
36.8

39.1

12.0

14.4

20.3
21.4

18.0

17.0

7.7

9.7
10.9

14.0

16.1

19.3

1.6 1.6 2.0
2.8 2.7 2.8

图表2.1.2  2018-2023年中国各类型专利的转让次数及5年CAGR

全部专利转让次数 发明专利转让次数 实用新型转让次数 外观设计转让次数

（单位：万次；%）

— 2018 — — 2019 — — 2020 — — 2021 — — 2022 — — 2023 —

12.9%

20.1%

7.2%

11.4%

5年CAGR



北京 9.2% 256.6万件 23.6万次
浙江 7.5% 475.8万件 35.9万次
福建 7.5% 134.6万件 10.1万次
上海 7.4% 202.4万件 14.9万次
广东 6.9% 750.5万件 52.0万次
安徽 6.6% 175.4万件 11.5万次
海南 6.1% 9.3万件 0.6万次
湖南 6.0% 96.2万件 5.8万次
黑龙江 5.9% 45.5万件 2.7万次
山东 5.9% 290.6万件 17.0万次
重庆 5.8% 78.1万件 4.5万次
四川 5.8% 148.6万件 8.6万次
江西 5.6% 69.1万件 3.8万次
河北 5.5% 90.2万件 5.0万次
吉林 5.5% 30.7万件 1.7万次
广西 5.5% 48.9万件 2.7万次
天津 5.3% 90.4万件 4.8万次
江苏 5.3% 632.3万件 33.8万次
辽宁 5.3% 84.4万件 4.5万次
山西 5.2% 31.6万件 1.7万次
湖北 5.2% 132.9万件 6.9万次
西藏 5.1% 1.5万件 0.1万次
宁夏 5.1% 9.5万件 0.5万次
河南 5.1% 128.4万件 6.5万次
陕西 5.0% 86.4万件 4.3万次
青海 4.8% 4.6万件 0.2万次
新疆 4.7% 19.0万件 0.9万次
贵州 4.5% 34.6万件 1.5万次
甘肃 4.3% 22.0万件 0.9万次
内蒙古 4.2% 19.5万件 0.8万次
云南 4.2% 34.7万件 1.4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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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ⶔ㔔䉘㹾

䧰德⻄╗ⶔ㔔溸┺⯈鿛駑㺥瓨䍳┯┞ն┺⯈鿛駑㺥
瓨䍳鿲둛溸澉绣鉿侓ⶔ劔8╗┺⯈鿛駑椚性㐃6.0%♨
┪17╗澉绣鉿侓ⶔ婞㐃ꁹ㝧ꃰ鱌┺⯈鿛駑椚㜘◟
5.0%-6.0%ⶔꭊ⺞劔6╗澉绣鉿侓ⶔ溸┺⯈鿛駑♇㐃鱎
婢┺⯈鿛駑椚둛◟4.0%⛰┯鳉5.0%ն

☹7╗澉绣鉿侓ⶔ溸┺⯈鿛駑椚鱪ꁩ⪢德䌐性寊䌐ն⪢德
┺⯈鿛駑椚╬6.1%☹7╗澉绣鉿侓ⶔ溸┺⯈鿛駑椚둛
◟⪢德䌐性寊䌐ն⪼╚ⵌ☓յ嶀尉յ琀䐮յ┪嶯溸┺
⯈鿛駑㺥寊䌐劅둛ն䨗蔸2023䌑潜ⵌ☓յ嶀尉յ琀
䐮յ┪嶯┺⯈鿛駑椚⮕⯋╬9.2%յ7.5%յ7.5%յ7.4%
╬╚德㝕ꮫめ㎃┺⯈鿛駑椚鱪ꁩ7.0%溸澉绣鉿侓ⶔն

图表2.2.1  中国大陆各省级行政区专利转让次数及专利转让率对比

历史专利申请量历史专利转让率1

注：1转让率为专利转让次数与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6.1%
高于全国水平

7个

>=5.0%
18个

>=4.0%
6个

省级行政区

二.中国专利转让的布局特征

历史专利转让次数

10 20 30 4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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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2  中国专利转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级行业分类布局

注：1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级分类为智慧芽通过AI技术为每件专利标注的行业分类标签。2转让率为专利转让次数与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7.5%

6.7%

6.7%

6.5%

6.5%

6.0%

5.6%

5.5%

4.5%

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产业

数字创意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生物产业

相关服务业

历史专利
转让率2

4.7万次

17.5万次

12.9万次

5.0万次

16.4万次

31.9万次

18.1万次

22.1万次

3.2万次

历史专利
申请量

历史专利
转让次数

62.6万件

259.0万件

192.7万件

76.2万件

252.7万件

529.9万件

324.6万件

398.1万件

72.3万件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级分类1

历史累计专利转让次数：282.6万次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转让次数：131.7万次 46.6%

2.  䪫勘䉘㹾

ꂀ䧯气鿛駑溸┺⯈╬䧹汻䙎假⪺分╃潸⪸䪫勘┺⯈ն
⪢╚德箕駉282.6┧姍┺⯈鿛駑╚劔131.7┧姍┺⯈鿛
駑气㐃䧹汻䙎假⪺分╃溸䪫勘뀖意绢ⷑ⪢ꌄ┺⯈鿛
駑溸46.6%ն

假┞♣⟥䛉䪫勘分╃뀖㔔溸┺⯈鿛駑劅╬嵛鳢ն┺⯈氰
騟ꓪ劅㝃溸假┞♣⟥䛉䪫勘分╃յ气朮分╃յ둛盛鍯㜜
⯜ꅐ分╃瞏潸䍎㐌⪼⸉⺮箕駉┺⯈鿛駑姍俚农㐃9㝕
䧹汻䙎假⪺分╃┞绣鉿╃⮕稝╚⻐⮬⯼螉⮕⯋气ꁩ
31.9┧姍յ22.1┧姍յ18.1┧姍┺⯈鿛駑◜⚂ն

假茤徏尸鿕分╃뀖㔔溸┺⯈鿛駑椚劅둛ն假茤徏尸鿕分
╃潸⪸䪫勘┺⯈溸鿛駑椚둛ꁒ7.5%ⷬ嬓100⚂假茤徏

尸鿕䪫勘┺⯈㹧⚷气7.5姍┺⯈鿛駑◜⚂ꂘ┞嬠❛㐃
9㝕䧹汻䙎假⪺分╃┞绣鉿╃⮕稝╚⛻㺈눢⛻նⸯ㎌㐃◟
假茤徏尸鿕分╃ꨄ匜ꪍյ䬕Ⲙ分╃㝃俠鿕⸅╬裯䧯续
⚳ⲹ◚⢳ꨄꪍ뀡緾侅鯺┪廷Tier1⸅ガ溸Ⲙⲇ氲
尊յ潜漽յ蔦Ⲙ뎴뎬瞏潸⪸䪫勘┺⯈ն

䬏闌蔸◝绣鉿╃⮕稝澚假包倣分╃䬿劔俚ꓪ劅㝃溸둛
鿛駑椚◝绣鉿╃뀖㔔ն䧹汻䙎假⪺分╃╚劔8╗◝绣鉿
╃뀖意溸┺⯈鿛駑椚둛ꁒ7.0%♨┪ն⪼╚假包倣分╃溸
◝绣鉿╃뀖意ⷑ◗4╗䊛⛻╬⩰ꂛ傱勨긌ꓭ㺲包倣յ둛
䙎茤绠缰⯜⾕㜩⻉包倣յ⩰ꂛ焪䈰假包倣⾕⩰
ꂛ劔虝ꓭ㺲包倣⪼┺⯈鿛駑椚⮕⯋╬7.7%յ7.3%յ
7.1%⾕7.0%ⷬ嬓100⚂騍鉿╃뀖意⫐溸┺⯈䪫勘蔸㸵
錻鿛駑7姍▇㝃ն

5 10 15 20 2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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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3  中国专利转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级行业分类布局

注：1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为智慧芽通过AI技术为每件专利标注的行业分类标签。2转让率为专利转让次数与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历史专利
转让率2

历史专利
申请量

历史专利
转让次数

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级分类1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级分类1

新能源汽车装置、配件制造 新能源汽车产业 8.0% 37.2万件 3.0万次 

太阳能产业 新能源产业 7.7% 45.7万件 3.5万次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新材料产业 7.7% 40.1万件 3.1万次 

生物质能产业 生物产业 7.4% 2.6万件 0.2万次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和复合材料 新材料产业 7.3% 15.2万件 1.1万次 

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产业 7.2% 74.6万件 5.4万次 

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 新材料产业 7.1% 95.8万件 6.8万次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新材料产业 7.0% 34.3万件 2.4万次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6.9% 40.4万件 2.8万次 

新能源汽车相关设施制造 新能源汽车产业 6.7% 25.5万件 1.7万次 

生物质能及其他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 6.6% 10.6万件 0.7万次 

前沿新材料 新材料产业 6.6% 23.0万件 1.5万次 

智能电网产业 新能源产业 6.6% 114.5万件 7.5万次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6.6% 113.7万件 7.5万次 

先进环保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6.5% 172.7万件 11.2万次 

电子核心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6.2% 195.0万件 12.2万次 

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6.2% 78.9万件 4.9万次  

高效节能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6.2% 39.6万件 2.4万次 

先进钢铁材料 新材料产业 6.2% 21.8万件 1.3万次 

风能产业 新能源产业 6.0% 14.6万件 0.9万次 

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服务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8% 41.0万件 2.4万次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5.7% 238.7万件 13.7万次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5.7% 34.2万件 2.0万次 

生物农业及相关产业 生物产业 5.5% 88.3万件 4.8万次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5.1% 27.0万件 1.4万次 

人工智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5.0% 101.3万件 5.0万次 

生物医学工程产业 生物产业 4.9% 185.1万件 9.0万次 

航空装备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4.4% 13.0万件 0.6万次 

卫星及应用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4.2% 11.7万件 0.5万次 

核电产业 新能源产业 3.8% 7.3万件 0.3万次  

䭶攍┯⻎䧹汻䙎假⪺分╃◝绣鉿╃⮕稝匡澚冝茤⯜ꅐ
鍯㜜分╃յ氲㲳呦䖦分╃յ⩰ꂛ楒受分╃溸┺⯈鿛駑劅
╬嵛鳢性气ꁩ10┧姍♨┪溸┺⯈鿛駑ն䨗婝蔸2023
䌑潜冝茤⯜ꅐ鍯㜜分╃յ氲㲳呦䖦分╃յ⩰ꂛ楒受分
╃⪴气ꁩ┺⯈鿛駑13.7┧姍յ12.2┧姍յ11.2┧姍
㐃⪢ꌄ䧹汻䙎假⪺分╃◝绣⮕稝╚⛻㺈⯼┩氯ն

假茤徏尸鿕관ꏕ⚂分╃յ㝛ꮒ茤分╃յ⩰ꂛ傱勨긌ꓭ㺲
包倣分╃溸┺⯈鿛駑椚劅둛둛ꁒꂀ8%ն䰕缛駉䨗婝
蔸2023䌑潜嬓100⚂㐃假茤徏尸鿕관ꏕ⚂յ㝛ꮒ茤յ
⩰ꂛ傱勨긌ꓭ㺲包倣分╃뀖意溸┺⯈䪫勘气┺⯈鿛駑
☆儅ꁒ⯒ꂀ8姍▇㝃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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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专利转让人的发展特征

䨗婝蔸2023䌑䍐⪢╚德⪴劔绢330┧┺⯈氰騟☭⪼
╚41.7┧氰騟☭⮃み鿛駑ꁩ┺⯈ն┺⯈鿛駑☭䭇⚕╃յ
╗☭յ둛吿⾕璇煝勨卐յⶖꯗյ侓䍠յꧼ鉿瞏㝃璀稝㒘
銩⻓⻄䐻ն

⚕╃稝㒘溸┺⯈氰騟☭鯮桬◗⪢╚德⪮䧯㝃溸┺⯈鿛駑ն
21.3┧⚕╃稝㒘溸┺⯈氰騟☭箕駉⻔䪫勘䉗㐙❵䍎◗
179.3┧姍┺⯈鿛駑նⶶ╬䪫勘劔ꮺ⚕╃儱⪢╚德劅㝕溸
┺⯈䪫勘❵䍎ガ┺⯈㸉㜾鿛駑둛ꁒ绢1.6┧姍ն

╗☭┺⯈氰騟☭溸┺⯈鿛駑椚劅둛ն╗☭┺⯈氰騟☭⪴
⻔䉗㐙❵䍎ꁩ79.9┧姍┺⯈䪫勘┺⯈鿛駑椚둛ꁒ8.1%
ⷬ嬓100⚂┺⯈氰騟╚ⷬ气ꁩ8.1姍┺⯈鿛駑ն

둛吿⾕璇煝勨卐㐃┺⯈鿛駑╚溸┱瓨䍳劅둛ն嬓100╗
둛吿⾕璇煝勨卐稝㒘溸┺⯈氰騟☭╚㹧劔18╗氰騟☭⻔
䉗㐙⮃み鿛駑ꁩ┺⯈䪫勘┻嬓㵶둛吿⾕璇煝勨卐鿛駑
☭䌐性鿛駑┺⯈43.6姍ꂘ┞俚⡽ꂜꂜ鱪⮃⪼♑稝㒘溸
┺⯈鿛駑☭ն

注：1 转让率为专利转让次数与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图表2.3.1  中国主要类型专利申请人的专利转让情况对比

全部 企业 个人 高校和科研机构

转让人数量

转让人占
申请人比例

专利转让率1

41.7万 21.3万 19.7万 5407

专利转让次数 282.6万 179.3万 79.9万 23.6万

5.7% 8.1% 4.5%

单位转让次数

6.8次 8.4次 4.1次 43.6次

（51.1%） （47.2%） (1.3%)

转
让
人
分
析

（63.4%） （28.3%） (8.4%)

每个转让人
平均转让

每个转让人
平均转让

每个转让人
平均转让

每个转让人
平均转让

每100个
申请人中

12.4个
转让人

每100个
申请人中

12.6个
转让人

每100个
申请人中

12.8个
转让人

每100个
申请人中

18.0个
转让人

转
让
次
数
分
析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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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2 中国专利转让人Top10及2023年中国专利转让人Top10

排名 转让人 历史转让次数

1 华为技术有限企业 15704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企业 9051

3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企业 5911

4 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企业 5316

5 华为终端有限企业 5255

6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企业 5017

7 南京林业大学 4637

8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企业 4560

9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企业 4235

10 九阳股份有限企业 4178

排名 转让人 2023年转让次数

1 九阳股份有限企业 4048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企业 2378

3 新华三技术有限企业 1019

4 佛山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企业 931

5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企业 631

6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企业 619

7 江苏大学 606

8 上海交通大学 582

9 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企业 558

10 重庆邮电大学 549

图表2.3.4 中国专利转让人Top10及2023年中国专利转让人Top10（高校和科研机构）

排名 转让人 历史转让次数

1 南京林业大学 4637

2 浙江工业大学 3363

3 上海交通大学 2795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2733

5 江苏大学 2647

6 江南大学 2560

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252

8 清华大学 2245

9 西安交通大学 2088

10 北京工业大学 1929

排名 转让人 2023年转让次数

1 江苏大学 606

2 上海交通大学 582

3 重庆邮电大学 549

4 淮阴工学院 538

5 宁波大学 489

6 陕西科技大学 452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425

8 江南大学 421

9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11

10 西安交通大学 378

图表2.3.3 中国专利转让人Top10及2023年中国专利转让人Top10（企业）

排名 转让人 历史转让次数

1 华为技术有限企业 15704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企业 9051

3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企业 5911

4 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企业 5316

5 华为终端有限企业 5255

6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企业 5017

7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企业 4560

8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企业 4235

9 九阳股份有限企业 4178

10 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 4124

排名 转让人 2023年转让次数

1 九阳股份有限企业 4048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企业 2378

3 新华三技术有限企业 1019

4 佛山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企业 931

5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企业 631

6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企业 619

7 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企业 558

8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企业 542

9 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企业 519

10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企业 515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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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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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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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院校

院校

企业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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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5  中国专利转让人分布的Top10省级行政区

图表2.3.6  中国专利转让人分布的Top10城市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全部

广东

浙江

江苏

山东

北京

上海

安徽

福建

河南

四川

7.5万

4.8万

4.6万

2.7万

2.2万

1.8万

1.8万

1.4万

1.3万

1.3万

企业

广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北京

山东

安徽

四川

福建

湖北

3.7万

3.1万

2.5万

1.4万

1.3万

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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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2 中国专利受让人Top10及2023年中国专利受让人Top10

图表2.4.1  中国各类型专利申请人的专利受让情况对比

受让人数量1 48.8万 42.6万 5.3万 5061

专利受让次数2 278.4万 253.5万 14.2万 7.8万

单位受让次数

5.7次 5.9次 2.7次 15.4次

（87.3%） （10.9%） (1.0%)

受
让
人
分
析

（91.1%） （5.1%） (2.8%)

每个受让人
平均受让

每个受让人
平均受让

每个受让人
平均受让

每个受让人
平均受让

受
让
次
数
分
析

注：1 受让人数量统计的是受让中国专利申请人专利的中国专利申请人数量。2 专利受让次数统计的是中国专利申请人受让中国专利申请人专利的次数，前文
专利转让次数统计的是中国专利申请人的转让次数，故两者并不相等。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四.中国专利受让人的发展特征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排名 受让人 历史受让次数

1 国家电网企业 11261

2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企业 7562

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企业 6494

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企业 4877

5 芜湖美的智能厨电制造有限企业 4861

6 华为终端有限企业 4022

7 东君新能源有限企业 3978

8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企业 3929

9 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企业 3726

10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企业 3708

排名 受让人 2023年受让次数

1 杭州九创家电有限企业 3201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企业 2757

3 芜湖美的智能厨电制造有限企业 1805

4 山东九创家电有限企业 1282

5 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企业 887

6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企业 708

7 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企业 486

8 北京鸿享技术服务有限企业 468

9 芜湖泰瑞汽车有限企业 465

10 广西玉柴船电动力有限企业 426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企业

全部 企业 个人 高校和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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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3  中国专利受让人分布的Top10省级行政区

图表2.4.4  中国专利受让人分布的Top10城市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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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1  中国各类型专利申请人的专利转让流向特征

转让人类型
及专利转让总件数1

受让人类型
及专利受让总件数1

企业
146.3万件

企业
210.1万件

个人
65.4万件

个人
12.1万件

高校和
科研机构
18.6万件

高校和
科研机构
6.8万件

医院
5021件

医院
1.6万件

政府
3791件

政府
5671件

银行
1155件

银行
1203件

注：1 专利转让件数和专利受让件数均存在重复统计，因此存在大于实际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专利不仅会被转让一次，当一件专利从企业转让到个人，再被
转让科研院校的时候，同一件专利会被多次统计。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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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校 个人 公司 政府 医院 银行公司 科研院校 个人 医院 政府 银行

公司 个人 科研院校 医院 政府 银行 个人 公司 科研院校 医院 政府 银行

公司 个人 科研院校 医院 政府 银行公司 个人 科研院校 政府 医院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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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2 各类型转让人的受让方类型排名 图表2.5.3 各类型受让人的转让方类型排名

企业共转让146.3万件1 企业共受让210.1万件1

个人共转让65.4万件1 个人共受让12.1万件1

高校和科研机构共转让18.6万件1 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受让6.6万件1

139.5万件 139.5万件

5.2万件 1.1万件 3216件 1553件 222件

55.7万件

14.4万件
3383件 1829件 180件

55.7万件

6.5万件6.5万件
1.9万件 1.3万件 615件 21件

5.2万件
2922件 398件 51件 0件

14.4万件

3.7万件3.8万件

2922件 360件 278件 2件

1.9万件
1.1万件

348件 167件 17件

95.3% 66.4%

3.6% 0.8% 0.2% 0.1% 0.0%

26.5%

6.9%

0.2% 0.1% 0.0%

85.1%

54.0%10.0%
2.9% 2.0% 0.1% 0.0%

43.2%
2.4% 0.3% 0.0% 0.0%

77.7%

55.6%20.4%

1.6% 0.2% 0.1% 0.0%

27.5%
16.1%

0.5% 0.2% 0.0%

注：1 专利转让件数和专利受让件数均存在重复统计，因此存在大于实际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专利不仅会被转让一次，当一件专利从企业转让到个人，再被
转让到科研院校的时候，同一件专利会被多次统计。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六.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的发展特征

1.  俠✅㺥寊䌐

䨗婝蔸2023䌑䍐⪢╚德⪴劔5407╗둛吿⾕璇煝勨卐稝
㒘溸┺⯈鿛駑☭䧯♇㜘◟鱎婢ꮕ嫙ն

箕駉鿛駑┺⯈2000姍♨┪溸둛吿⾕璇煝勨卐☹9䨿☹ⷑ
⪢ꌄ騍稝㒘┺⯈鿛駑☭䙰俚溸0.2%⪼╚劔4䨿儱德㵶
駦皒溸둛吿┺╃德㵶䪫勘鿛瓌勨卐駽掾ն

2804䨿둛吿⾕璇煝勨卐箕駉鿛駑┺⯈┯⯒5姍ⷑ⯒⪢ꌄ
溸52%䧰德俚둛吿⾕璇煝勨卐溸┺⯈鿛駑♇㐃鱎婢ն

>=2000次 9所

1000-2000次 29所

500-1000次 53所

100-500次 365所

50-100次 264所

10-50次 1118所

5-10次 765所

1-5次 2804所

图表2.6.1  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次数的分级特征

历史专利转让次数 高校和科研机构类型的专利转让人数量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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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潸嬠둛吿⾕璇煝勨卐㐃┺⯈鿛駑╚溸
┱瓨䍳剳둛ն䨗婝蔸2023䌑潜⪢德⪴劔3┧㝃䨿둛吿⾕
璇煝勨卐氰騟ꁩ┺⯈⪼╚5407䨿劁㸞⪼┺⯈䪫勘⻔䪫
勘☆儅䉗㐙❵䍎ⷑ嬠18%ⷬ嬓100䨿둛吿⾕璇煝勨卐
╚㹧劔18╗┺⯈鿛駑☭ꂘ┞嬠❛鱪⮃⚕╃⾕╗☭稝㒘
溸┺⯈鿛駑☭绢6╗溯⮕掾ն婟㜾䰕缛駉嬓╗둛吿⾕
璇煝勨卐稝㒘溸┺⯈鿛駑☭䌐性鿛駑┺⯈43.6姍ꂜ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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潸嬠♇㲾㐃䈽鴈ն䨗婝蔸2023䌑潜⪢德둛吿⾕璇煝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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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溸4.6%⾕╗☭溸6.6%ն둛吿⾕璇煝勨
卐鿛駑溸ꂘ18.6┧⚂┺⯈╚14.4┧⚂氮⪾劔分╃茤
ⲇ溸⚕╃全✅䨿䪩䱹ⷑ嬠77.7%脯⚕╃⾕╗☭溸ꂘ
┞嬠❛绢╬95.3%⾕85.1%둛◟둛吿⾕璇煝勨卐10-20
╗溯⮕掾ն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图表2.6.2  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转化运用表现与企业、个人的对比

企业 个人高校和科研机构

转让人数量 21.3万 19.7万5407转
让
人
分
析

单位转让次数
8.4次 4.1次43.6次

每个转让人平均转让每个转让人平均转让每个转让人平均转让

转让人占
申请人比例

每100个申请人中

12.4个转让人
每100个申请人中

12.8个转让人
每100个申请人中

18.0个转让人

转
化
运
用
表
现
分
析

其中，转让给
企业的专利件数

专利转让件数

专利申请件数 519.3万件 3158.2万件 992.2万件

18.6万件 146.3万件 65.4万件

3.6% 4.6% 6.6%

14.4万件 139.5万件 55.7万件

77.7% 95.3%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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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3 专利转让次数最多的Top20高校和科研机构

转让人 历史转让次数 省级行政区 城市

南京林业大学 4637 江苏 南京

浙江工业大学 3363 浙江 杭州

上海交通大学 2795 上海 上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733 黑龙江 哈尔滨

江苏大学 2647 江苏 镇江

江南大学 2560 江苏 无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252 浙江 杭州

清华大学 2245 北京 北京

西安交通大学 2088 陕西 西安

北京工业大学 1929 北京 北京

陕西科技大学 1889 陕西 西安

宁波大学 1840 浙江 宁波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1806 北京 北京

华南理工大学 1783 广东 广州

浙江大学 1746 浙江 杭州

重庆大学 1732 重庆 重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697 江苏 南京

常州大学 1692 江苏 常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34 北京 北京

苏州大学 1619 江苏 苏州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2.  ┺⯈鿛駑姍俚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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吿⾕璇煝勨卐䌐性寊䌐50⠩▇㝃ն嬓┞㵶Top20둛吿⾕
璇煝勨卐䌐性鿛駑┺⯈2234.4姍脯⪢德둛吿⾕璇煝勨
卐䌐性寊䌐☹╬43.6姍┺⯈鿛駑ն

♈ⶔ㔔┪澚ꂘ20䨿둛吿⾕璇煝勨卐全锢臔겐㐃尉蜖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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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ⷑ⯒ꂘ20䨿溸┢䧯ն



转让人1 专利转让率2 历史转让次数 省级行政区 城市

山东电力研究院 98.4% 670 山东 济南

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 51.9% 330 安徽 合肥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44.8% 518 北京 北京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36.7% 609 广东 深圳

苏州大学张家港工业技术研究院 36.1% 194 江苏 苏州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32.8% 1193 浙江 温州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32.6% 594 上海 上海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31.7% 382 甘肃 兰州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31.0% 247 广东 东莞

广州先进技术研究所 30.8% 247 广东 广州

吉首大学 29.1% 745 湖南 湘西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25.0% 187 北京 北京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企业电网技术研究中心 24.9% 351 广东 广州

南宁师范大学 24.9% 230 广西 南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企业第七一一研究所 23.7% 360 上海 上海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23.0% 144 山东 济宁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23.0% 132 湖北 武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企业第十八研究所 22.2% 335 天津 天津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22.1% 147 北京 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1.8% 4637 江苏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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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4 专利转让率最高的Top20高校和科研机构

注：1为所有专利申请总量大于等于500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统计其专利转让率。2 转让率为专利转让次数与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
数据来源：智慧芽（截止至2023年底，专利转让按转让日口径，专利申请按公开日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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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
构建全流程跟踪、线上下结合、区内外联动的对接网络体系

作为链接清华大学科研成果和技术需求企业的桥梁，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深耕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运用，构建起一个全
流程跟踪、线上线下结合、区域内外联动的对接网络体系，通过不同对接渠道，将清华的技术成果精准高效地传递到真正有
潜在技术需求的企业一线。

一是设立专人专项对接支持专利转化全流程。通过技术熟化专项支持、技术转移专项服务、已转化项目跟踪服务，在转化运
用前期的存量验证、中期的需求对接以及后期的已转化项目跟踪管理中，设置专项资金、配置专业的技术转移经理提供支持
与服务。

二是“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精准推广技术成果。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定期发布和推送清华大学最新的科研
进展和成果，帮助产业界及时获取技术成果资讯。线下，依托在京优势，与中关村、亦庄等多个高能级园区建立常态化沟通
机制，面向不同产业的技术需求，精准推广和对接对应的科研成果。

三是在全国设立校地合作机构对接当地企业需求。在全国成立了16家校地合作机构，全面覆盖科技企业密集的长三角、粤港
澳、京津冀、成渝等城市群内重点城市，如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清华珠三角研究院、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等。技术转移研究院以这些机构作为触角对接当地企业，并定期面向当地企业和投资机构组织线
下活动，如技术成果路演会等。

受益于这套完善的对接网络体系，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积累了1000多家企业伙伴、30 多家行业协会、20多个投资基金
等合作资源，帮助技术转移工作实现精准对接。2018至2022年，帮助清华大学转化科技成果共740项，合同金额35.58亿元，
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3924项。根据智慧芽数据显示，截止至2023年底，清华大学累计共对外转让专利2245次，在全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专利成果转化运用中起到带头作用。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四大模式并举，开辟成果转化新路径

作为广东省首批4家省实验室之一，5年来，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积极探索“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研究→产
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模式，更是在技术成果转化上形成了“技术参股+成果转让+室企攻关+产业集聚”四大模式并举的独特路
径，架起铁索桥，跨越技术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死亡谷”，打通技术成果转化运用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通过技术参股实现实验室成果外溢。以技术合作、资金入股、甚至是直接并购的方式，参与当地中小企业的产品研发和
生产经营，在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实力的同时，将实验室的专利技术成果向当地产业外溢，实现科技创新和先进制
造的“双向奔赴”。

二是以“先奖后投”加持“作价入股”。先期确定奖励方案，在采取“作价入股”进行转化运用时，给科技成果发明人分配入股企
业股权，激励科学家团队研发创新，并将实验室所得股权划转给松山湖（东莞）材料科技发展有限企业，减少中间环节，提
升产业化效率。

三是室企合作，共建联合工程中心。与相关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工程中心，以“材料底层创新能力+企业技术能力”的组合强强
联手，补链强链。共建联合工程中心的企业涵盖中国一汽、东风汽车、宝武集团、中国航发、中铝集团等各行业龙头。

四是以产业集聚模式构建创新生态。依托“关键核心材料+创新平台资源”，吸引整合上下游企业和相关产业要素共同研发，
构建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形成东莞能源材料、节能减排、半导体材料、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集群内核。

四大模式助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在专利技术成果转化运用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全国教科书式的样板案例。根据智慧
芽数据，截止至2023年底，实验室累计实现专利转让247次，专利转让率高达31%，即在每100件实验室申请的专利技术中
就发生过31次专利转让事件，这一比例在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名列前茅，彰显了实验室在技术转化运用方面的卓越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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