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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高效的协同创新体系是加快我

省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专利合作与转让数据对

山东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体间和地区间的创新协作情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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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山东省人工智能技术专利合作关系主要发生在企业内和企业

同高校间，而科研院所的专利合作能力不足；专利转让活动主要发生在

企业之间，而缺少高校、科研院所的支持；人工智能部分关键技术较依

赖于外省引进，自身技术创新协作链条尚需完善。进一步从协同创新平

台建设，新型协同创新组织培育和协同创新机制完善等方面提出几点思

考。 

一、基本情况 

总体上，对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截至到 2021年 7月底）在各地区和

创新主体上分布的情况进行分析如下： 

1、山东省各城市人工智能领域创新产出呈阶梯状分布，专利显著集

中于青岛和济南两个中心城市 

由图 1，山东省 16地市合计共申请专利 15639件。16地市的人工智

能专利申请量明显分为三个区间。其中青岛、济南两个城市处于绝对领

先位置，均在 5000件以上，烟台和潍坊两地的专利数在 800件以上。而

其余 12个城市的专利申请数量则在 100~500件之间。青岛和济南专利数

量合计占到全省专利总量的 69.67%。 

 

 

 

 

 

 

 
 

 

 

 
图 1 2021 年 7 月山东省各地市人工智能申请专利分布情况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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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是山东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主体，而大专院校的

专利技术供给能力较强 

由表 1，山东省独立申请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的创新主体数量共计

3498 家，包括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机关团体、个人和其他等 6

类。申请人工智能专利的企业数量为 2029家，其次是个人，其他 4类创

新主体数量均在 500 家以下。独立创新主体共申请专利 15140 件，其中

企业独立申请专利数量比例最高，达到了 59.58%；其次是大专院校和个

人，比例分别为 23.55%和 11.97%。从均专利申请量来看，大专院校为

30.47 件，远高于其他主体，由于高校人才与资源聚集度最高，创新能

力最强，专利产出密度最高，而企业仅为 4.45件，稍高于山东的平均水

平（4.33件）。 

表 1 专利主体类别分布情况  (单位:件) 

专利主体 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 机关团体 个人 其他 合计 

主体数量 2029 117 90 61 1195 6 3498 

专利数量 9020 3565 454 277 1812 12 15140 

均申请量 4.45 30.47 5.04 4.54 1.52 2 4.33 

 

3、山东人工智能技术以省内转让为主，人工智能发达城市是主要的

外部专利技术来源地区 

山东省共发生受让专利 1763件。从技术来源城市的专利数量分布上

看，山东省内城市间发生 1297 件，占比达到 73.57%，覆盖除菏泽外的

其他全部城市，省内技术转移是人工智能技术空间转移的主要形式。外

部技术来源城市有 68个。其中，北京、深圳和无锡等人工智能领域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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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或发展较快的城市成为山东省外部技术吸收的主要来源，来自各城市

的输入专利数量均超过 40件，而北京达到 100件以上。此外还有三项专

利技术转让自国外的安大略和横滨。 

表 2 山东省人工智能专利来源城市分布 

区间 城市 
转让 

数量(件) 
城市 

转让 

数量(件) 
城市 

转让 

数量(件) 
城市 

转让 

数量(件) 

＞500 青岛 573 枣庄 8 上饶 4 南昌 1 

(100,500] 

济南 340 东莞 7 连云

港 

3 

长春 1 

潍坊 162 徐州 7 临沂 3 三明 1 

北京 119 上海 6 沈阳 3 阜阳 1 

(20，100] 

烟台 58 温州 6 芜湖 3 唐山 1 

深圳 47 邢台 6 佛山 3 昭通 1 

无锡 46 

常州 6 郑州 3 葫芦

岛 1 

威海 39 重庆 5 大连 2 嘉兴 1 

淄博 23 

福州 5 莱芜 2 平顶

山 1 

(10，20] 

苏州 20 厦门 5 盐城 2 洛阳 1 

广州 16 哈尔

滨 

5 乌鲁

木齐 

2 

黄山 1 

日照 15 昆明 4 滁州 2 漳州 1 

滨州 15 廊坊 4 宁波 2 秦皇

岛 1 

南京 15 长沙 4 安庆 2 咸阳 1 

泰安 15 台州 4 武汉 2 横滨 1 

济宁 14 南通 4 泉州 2 商丘 1 

西安 14 绍兴 4 阜新 4 银川 1 

杭州 13 台州 4 武汉 2 湖州 1 

东营 11 南通 4 保定 2 扬州 1 

德州 11 绍兴 4 衡水 2   

(0,10] 

聊城 10 阜新 4 呼和

浩特 2 

  

天津 9 邯郸 4 安大

略 2 

  

成都 9 合肥 4 泰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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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及分析 

从专利合作与转让上看，山东省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创新协作与技

术转移转化等协同创新方面存在几点问题。 

1、企业和高等院校的专利合作已成为山东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协同

的重要形式，而科研单位的创新协作能力较为薄弱 

由表 3，从专利合作关系上看，山东省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合作中，

企业同大专院校间专利申请合作关系最多，占总量的 47.55%（126/265）。

企业同科研单位、科研单位同大专院校的合作关系数量以及企业、科研

单位和大专院校三方合作关系的数量都较少，分别占总量的 13.96%、

12.45%以及 1.89%，表明企业同高等院校间的合作联系密切，而科研单

位同企业和高校的合作活动都较少，科研院所的创新横向协作能力较弱，

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组织薄弱，协同机制不够完善。 

 

表 3 山东省人工智能专利合作申请关系数量及专利数量分布 

合作关系 
关系

数量 

专利数

量(件) 
合作关系 

关系 

数量 

专利

数量

(件) 

科研单位—大专院校 33 72 企业—个人 22 46 

企业—大专院校 126 225 个人—大专院校 4 4 

机关团体—大专院校 7 10 其他—大专院校 5 6 

机关团体—企业 14 40 
机关团体—大专院校

—企业 
1 1 

企业—科研单位 37 67 其他—科研单位 1 1 

机关团体—大专院校—科研单位 1 2 机关团体—其他 1 6 

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企业 5 8 科研单位—个人 1 2 

科研单位—机关团体 7 9 总计 265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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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之间的专利转让活动较为活跃，而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企业的

专利转让渠道较为不畅 

由表 4，从专利转让关系上看，企业间转让专利数量最多，达到 1307

件，占总量的 74.13%，远远超过其他主体同企业的专利转让数量。由大

专院校独立或联合其他创新主体转让的专利数量仅占总量的 9.13%。由

科研单位独立或联合其他创新主体转让的专利数量仅占总量的 2.95%。

由此可见，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同其他主体间的人工智能专利成果转让

成效不显著，自身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依然存在。 

 

表 4 山东省人工智能专利转让数量及分布(单位:件) 

       受让人 

 

转让人 

企业 大 专

院校 

科 研

单位 

其他 企 业 —

大 专 院

校 

企 业 —

科 研 单

位  

科 研 单

位 — 大

专院校 

科 研 单

位 — 大

专 院 校

—企业  

总计 

企业 1141 8 3 36 1 1 0 0 1190 

大专院校 87 8 4 4 9 0 1 0 113 

科研单位 24 0 1 0 0 3 1 0 29 

其他 158 27 2 67 0 0 0 0 254 

企业—大专院校 18 6 0 0 14 2 0 0 40 

企业—科研单位  14 0 1 0 0 3 0 0 18 

科研单位—大专院

校 
0 1 0 0 0 0 0 0 1 

企业—其他 107 0 0 2 2 0 0 0 111 

大专院校—其他 2 1 0 0 0 0 0 0 3 

企业—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 1 0 0 0 0 0 0 3 4 

总计 1552 51 11 109 26 9 2 3 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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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工智能部分关键技术对外部有一定依赖性，体系性创新协作能

力需完善 

由表 5，从地区的专利转让关系上看，山东省外部输入专利 466件，

占比 26.43%。外部技术来源地区包括 25 个省份。其中，北京、江苏和

广东成为山东省外技术专利受让的主要来源，受让专利数均超过 70 件，

且很大部分为关键与核心技术专利。由此可见，当前山东省人工智能领

域的部分关键技术尚依赖于外省输入。由于核心技术开发难度高、周期

性长、风险大，企业一般更倾向于直接引进先进性、成熟型技术。山东

省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开发能力还需提升，在资本、人才、技术等综合创

新要素集成方面的机制还需完善。 

 

表 5 山东省人工智能受让专利来源省份及国家分布(单位:件) 

省份或国家 
转让 

数量 
省份或国家 

转让 

数量 

山东 1297 河南 6 

北京 119 云南 5 

江苏 106 江西 5 

广东 73 重庆 5 

浙江 31 黑龙江 5 

河北 20 湖南 4 

陕西 15 新疆 2 

福建 14 湖北 2 

安徽 13 内蒙古 2 

辽宁 10 加拿大 2 

天津 9 吉林 1 

四川 9 日本 1 

上海 6 宁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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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1、打造人工智能技术协同创新平台体系 

（1）推进建立区域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中心。在半岛城市群、省会城

市群、西部经济隆起带等地区的核心城市示范带动，建立人工智能协同

创新区域级中心，其他城市建设分中心，形成区域资源开放合作共享机

制。中心与分中心对区域人工智能创新主体、平台和人才等进行整合，

对接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合作需求与先进资源，引导区域各城市根

据自身优势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产业园、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

器、小微企业园、特色小镇等创新发展载体。中心与分中心技术资源互

融互通，搭建成果转化、技术交易和人才培养联动机制，提升区域创新

协同能力。（2）建设开放共享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由政府引导，

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共性需求，依托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科研

机构及高等院校等主体，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检验评测、

技术评估、人员培训等服务内容建设人工智能基础创新平台及公共服务

平台。（3）发展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与机构。一是推进建设人工智能技术

专利交易大数据中心。中心可实现知识产权交易的智能匹配和精准推介。

依托中心开展技术专利评价估值、市场化定价，技术专利投融资以及专

利转让、许可等运营服务。二是完善和提高科技中介机构的服务功能，

支持其开展针对人工智能专利成果收集与识别、技术评估、成果推介等

方面的产学研合作特色服务。平台与机构对接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团

队，举办人工智能大赛、论坛、峰会等科技活动。 

 

2、培育促进人工智能协同创新的新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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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励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型研发机构。地市因地制宜探索依

托行业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行业

协会，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创新创业共同

体、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开展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

广应用，以技术交叉许可、建立专利池等方式促进技术转移扩散，以市

场化方式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专业化服务平台，孵化和培育创新创

业项目。（2）鼓励建设混合所有制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运营公司。政府设

立并依托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专项基金，通过贷款贴息、保险费补贴和直

接投资等方式，支持科研院所以创新团队或员工持股等方式参与创建从

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管理运营的混合

所有制运营公司。 

 

3、完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机制 

（1）探索建立和发展人工智能的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机制。推行“揭

榜挂帅”“擂台赛”等方式遴选承担单位，公开向社会发榜重大科技项目

和目标、成果等，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合作导向明确的国家和省内科技计

划项目，鼓励行业领军企业牵头，联合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同组织实施。

（2）探索人工智能专利导航协作机制。高校院所同企业的合作项目开展

前，联合进行专利信息分析，开展知识产权风险评估，确定研究技术路

线。项目实施过程中，联合跟踪人工智能领域专利动态，适时调整研究

方向和技术路线，及时评估研究成果并形成知识产权。项目验收结题后，

联合进行专利布局、技术秘密保护等工作，形成项目成果知识产权清单，

加强专利运用实施。（3）强化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间的创新人才合作

机制。依托新型组织，引导科研院所、高校组织科技人员通过兼职创新、

长期派驻、短期合作等参与企业研发活动，引导企业科技人员到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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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等学校兼职从事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促进高校院所更深入

把握技术需求和明确创新方向。 

 

 

供稿人：尹翀  崔颖新 

单  位：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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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所联系。 

联系地址：济南市科院路 19号    邮编：250014 

联 系 人：邵波  龙蓉           电话：81957800   8260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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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各有关部门         山东省各市科技局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