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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高校专利转让，如何“挤水分”且不错过有价值
的成果？

公司名称 深圳市诺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500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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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下围园新村茶树
工业区B栋315

联系电话 13670171211 13670171211

产品详情

尊敬的客户，您好！作为深圳市知识产权代理行业的佼佼者，诺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为
广大客户提供高效、的知识产权服务。，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高校专利转让的相关问题，分享我们的经
验和建议。

高校专利转让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科研成果的快速迭代与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高校
的专利数量也逐年增加。然而，传统的专利转让存在着“挤水分”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些有价值的成
果可能会被忽视，无法得到妥善转化。因此，如何在专利转让中既能“挤水分”，获得合理的利润分配
，又能保证不错过有价值的成果，成为了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我们要认识到，高校专利转让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狭义的技术价值上。相较于研究机构，高校在人
才资源的积累和组织能力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将专利的转让与技术团队的背景和潜力相结合，可
以更好地实现专利的商业化应用。在挖掘高校专利转让的过程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技术团队的背景、
优势以及技术团队成员的个人能力和经验等方面的信息。

，对于高校专利的评估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的专利评估主要关注技术创新程度、技术可行性及市
场需求等方面，然而，高校专利的评估应该更加注重技术团队的创新能力以及专利的商业化潜力。在评
估过程中，我们将会对专利的性、技术创新性以及商业化应用的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估，从而为客户提供
有针对性的专利转让建议。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协助客户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以促进专利转让的顺利进行。对于高校而言，专利
的转让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转移过程，更是一种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的机会。在与高校进行合作
时，我们将会全程参与，帮助客户与高校共同商讨合作模式、商业化路径等问题，确保专利转让的目标
能够大化地实现。

综上所述，高校专利转让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仅仅依靠传统的评估和转让模式，很容易忽略掉有
价值的成果。而诺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其多年的经验和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差异化的
服务。我们将通过技术团队的能力评估、专利的商业化可行性评估以及与高校的合作对接等手段，帮助



客户在高校专利转让中把握机会、降低风险、实现大化的利益。

交汇点讯 日前，知识产权产业媒体IPRdaily与incoPat创新指数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高校专利转让排
行榜（TOP100）”榜单，对国内高校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生效的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数量（不含
港澳台）进行统计排名。前20名高校中包括南京林业大学、江南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江苏大学和常州大学等多所省内高校。

高校是专利的“富矿”。值得关注的是，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提升高
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指出，高校要停止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奖励，大幅减少并逐步
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奖励，有条件的高校要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如何给高校专利“挤水分”的同时，又
不错过有价值的成果呢？

从输出成果，到输出高质量成果

我国自2008年起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高校专利创造持续增长，专利数量甚至达到欧美高校的5倍以上
，但是高校的专利转化率却普遍低于10%。“美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在40%左右，对比之下，说明我国高
校的专利还只是处在创造的高峰，没有真正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分管学校知识产权工作
的江苏大学副校长丁建宁说。

“高校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进行高质量创造。”苏州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部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龚学锋说
，苏大围绕苏州工业转型升级中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先进集成技术问题，紧贴苏州企业转型升级中“
一线需求”，整合苏州产业、政策、资本与苏州大学人才、科研、平台等优质资源，共同组建工业研究
院；目前已建设校地研究院6家，校企共建科研平台127个。”

“高校要积极探索高价值专利培育机制，提升专利质量层次。”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龙说，2
015年和2018年学校先后获批江苏省“食品配料生物制造关键技术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项目和“先
进感光材料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项目。通过的管理布局了一批能支撑产业发展、竞争力强的高价
值专利和专利组合，不仅提升了学校专利产出质量、结构和市场价值，也健全了学校知识产权工作协作
机制和运行机制，强化了专利管理和转化运营。

在江苏大学，中央厨房、红外测温传感器、污水净化处理等一系列科研成果服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丁
建宁表示，高校作为创新源泉，要更好发挥成果供给的作用，就必须提高成果供给的质量，提升高效服
务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专利只有转化了才能创造价值，现在要从专利创造转变成专利转化，注重输出
高质量的成果。”

为高校科研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高校，只要科研人员提出专利申请，学校普遍都会支持，加上各种考核都以专利数量为指标，导致了
很大一部分专利是为了满足课题结题和绩效考核的需要才申请，形成了一大批本身就缺乏转化前景的“
荣誉专利”。

江苏大学开发了基于生命周期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将知识产权管理融入科研项目选题、立项、实施、
结题和成果转化等各个环节。“比如说，在专利创造阶段，专利培育和运营中心的团队就会进行专利布
局和挖掘，对有市场化前景的方案进行及时合理的专利保护。”江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负责人唐恒
介绍，对学校优势学科他们会加强专利导航分析，为重点团队提供贴身服务。

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激励专利转化也成为高校科研人员关注焦点。“我们出台了《苏州大学科技成果
转化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促进成果转化的政策包，在提高成果转化奖励力度的同时，健全分类



评价体系，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式推进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龚学锋说，下一步要进一步建立科
技成果和专利所有权共享和使用权赋予机制，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参与专利转让转化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

目前很少有高校进行专利申请前评估，亟待组建化的机构或者团队。在2012年到2016年间，美国犹他大
学用短短四年时间知识产权综合成效排列全美高校，重要的推手就是实施了专利商业化引擎计划，设立
了商业化引擎委员会以及技术和风投商业化办公室。丁建宁认为，知识产权工作不仅仅是科技管理工作
的一部分，而是涉及到高校科技创新和考核评价的方方面面，“只有建立校级的管理体系，才能实现全
面的统筹和协调。”

“江南大学作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江苏省试点高校之一，已经建立了覆盖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到保护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刘龙说，学校专门成立了江南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由科研副
校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任人组成，委员会下设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
术研究院作为学校的二级职能部门，与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合署办公，全权负责全校科技成果的管理
以及转移转化工作。

回归创新初心，到底为什么去做专利

无论怎样变化，高质量的发明需要高质量的专利保护，高质量的专利保护是为了高质量的转化，一环套
一环才能实现转移转化效率提升。

制定专利分级标准、强化对重点成果PCT申请支持、启动专利确权分割试点工作⋯⋯目前，江苏大学已
开展系列知识产权制度优化工作。“我们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实施专利质量审查机制，推行专利分级管理
，确保有效的资源集聚到高价值专利转化。”唐恒说，对于高校来说，要进一步促进优势学科和地方特
色产业的对接，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知识产权产业运营中心，在高校的创新活动中更早更强更全引入市
场信息，加强高校研究开发的市场导向，推动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加强专利转化。

“不要坐等老师有了专利再去考虑转化，对于一些国家重点基础研发计划等重大项目，要提前布局，全
流程地介入，进行专利的信息分析和布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产业处副处长夏景明说，学校先后
探索了相关政策，比如将社会服务纳入了职称评定体系序列，“老师作为发明人，不用跟其他老师PK论
文，可以比社会服务水平，将专利转化率作为该类型职称考评的核心指标。学校还在江苏率先落实了‘
后奖励政策’，专利转让后，学校才进行大比例的奖励，老师虽然不是专利权利人，却可以获得九成以
上的转让收益。”

南京大学科技处处长秦猛说，国家出台一系列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后，高校专利转化政策已达到历
史之。“南京大学针对教师和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实行‘118’政策，即80%收益归老师，院系和学校各留1
0%。即使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老师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也不过30%左右。”他认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率，光靠后端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还不够，追根溯源还是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本身，要摈弃“重数量
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的不良风气。“在传统科研模式下，专利没有实现评估机制，老师想申请
就申请，质量可想而知。只有专利的质量提高了，后面成果转化的政策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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