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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专利地图，就是专利信息经过调查、整理、分析后得到的可视化的产物。专利地图对决定 R&D 战

略立案以及专利申请战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市面上已经有不少商业软件，可以生成专利解析型专

利地图软件，甚至可以根据文本挖掘实现可视化。但是，其实使用大多数电脑上都有安装的 Excel，也是可

以用来做专利地图的。在本文阐述了用 Excel 的数据透视表功能作成专利地图的方法，包括相对比较难的气

泡图的作成方法，另外还阐述了专利地图可视化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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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关于专利地图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

如：“专利地图就是专利信息经过整理、分析、加工

后，通过图纸、图表、表格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

（特许厅・以技术领域区分的专利地图）”；“技术地

图就是，企业关于研究开发对象所在技术领域的整

体缩略图。（中略）。把上述内容进行整理，从专利

的观点进行汇总，就是专利地图（知识产权管理入

门）”；“专利地图就是，将市场上的专利取得状况用

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数据库化的产物（知识产权管

理实务手册）”。笔者定义为“专利地图就是专利信

息经过调查、整理、分析后得到的可视化的产物。” 

作成专利地图并不是目的，专利地图只是为了

达成某种目的一种工具而已。作成专利地图的目的，

并不仅仅是为了被动地去看，而是为了主动去发现。

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去作成专利

地图，希望从专利地图中推导出什么信息（比如自

己公司的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于竞争对

手公司的对抗策略立案等），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专利地图的商业软件已经相当普及，甚至

一些免费的商用专利检索数据库也有生成专利地图

的功能，不管是谁，有没有明确的目的，只要轻轻

点点鼠标就可以轻松的作成专利地图。但是，在各

种各样的专利地图商业软件中，并没有发现能够和

客户的需求完全一致的，所以笔者认为，为了满足

自己真正的需求、得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花费一

些功夫自己作成专利地图还是有必要的。 

基于上面的认识，本文中解说了用 Excel 作成专

利地图的方法。希望大家在阅读本文后，能够自己

用 Excel 简单、容易地作成专利地图。 

2 专利地图的基础事项 

2.1 专利地图的种类和制作软件 

本文重点描述了如何用 Excel 制作专利地图，关

于专利地图的基础事项只作了最简单的说明。如果

想更深入的学习专利地图，可以参考文献中列举的

书籍、杂志、论文等。 

在说明如何用 Excel 作成专利地图之前，先简单

说明一下专利地图的种类。专利地图可以分为统计

解析型和内容解析型两大类。 

从专利申请数量方面的信息来把握专利申请动

向，用柱状图、饼图、气泡图等形式表达出来，就

是统计解析型专利地图。统计解析型专利地图也有

2 种，1 种是不细读专利文献的详细内容（比如：根

据把握申请人的专利申请数量的趋势、技术领域

（IPC、FI 分类、F 分类（F 分类是日本特许厅建立的

一种根据发明的技术特指特征进行分类的的分类体

系））、关键字制定分析项），另 1 种是细读专利文献

的详细内容后，针对每件专利的制定其独立的分析

项。 

而内容解析型专利地图则是，彻底调查每件专

利文献的详细内容后，从质的方面探索技术开发的

方向、权利范围的漏洞等，比如技术发展地图、构

成部位地图等。最近，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来减少专

利文献的阅读工作量的软件，也在慢慢的普及。 

Excel 虽然也可以用于制作技术发展地图、构成

部位地图等内容解析型地图，但是本文中未做过多

描述。本文中主要描述了用 Excel 制作统计型专利地

图。 

 

 

 



2.2 专利分析的流程 

图 1 显示了专利分析的流程。左边的流程是针

对细读专利文献后制定独自分析项，右边的流程是

针对不细读专利文献，以专利分类或者关键词为基

础展开分析。 

 

图 1：专利分析的流程（左：细读专利文献、

右：不细读专利流程） 

 

如果不细读专利文献，调查对象的母集团就直

接成为了分析对象，所以作成检索式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细读专利文献，事先明确噪音、

分析项目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是在那个流程

中，最终要得到的都是以分析项目为列、各项专利

为行的表格（如图 2 所示），然后在以该表为基础作

成专利地图。 

 

图 2：由各项专利汇总而成的表格 

 

3 用 Excel 作成专利地图 

3.1 专利分析的层面和角度 

虽然作成专利地图是基于上述表格，但是什么都不

考虑就去做专利地图是很难得到有用的信息。为了

得出有用的专利地图，必须要以如图 1 所示的专利

分析层面和角度为立脚点。并且，这种层面和角度

必需考虑到 Excel 或者市场上商业成软件是否适用。 

 

表 1 专利分析的层面和角度 

2 个 

层面 

宏观层面 全体的把握 

微观层面 细节的把握 

4 个 

角度 

量的角度 数量的把握 

比率的角度 比率的把握 

时间的角度 时间推移的把握 

比较的角度 项目间的不同点的把握 

 

以下举例说明专利分析的层面和角度。假设要

调查关于 A 公司的技术 B，并不是一下子就将调查

范围限定在关于技术 B 的范围内（宏观的层面），而

是要看 A 公司的全部专利申请件数是多少（量的角

度），其中技术 B 所占的比例是多少（比率的角度），

技术 B 的申请件数有没有增加（时间的角度），然后

自己公司（正在 B 技术投入力量）相比，A 公司的

技术 B 的优势是什么（比较的角度），就像这样从整

体向细节进行分析，不仅仅限于专利的数量，通过

比率、推移，多角度的把握 A 公司技术 B 的动向，

就能得到更加详细的分析结果。 

2 个层面和 4 个角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可以

各层面、角度的组合出发进行分析。比如 A 公司和

自己公司的专利数量的比较（宏观层面：量的角度、

比较的角度），技术 B 分别在 A 公司和自己公司的全

体专利数量的比率是在如何推移的（宏观层面：比

率的角度、时间的角度、比较的角度），制定技术 B

中更加细化的分析项，然后将 A 公司和自己公司的

技术开发力进行比较（微观层面：量的角度、比较

的角度），像这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 

 

3.2 Excel 图标的种类和专利地图 

在理解专利分析的框架后，接下来看看统计解

析型专利地图的种类。表 2 中显示了 Exce 图标种类

和专利地图的对应关系。（Excel2003 的图表种类） 

与 Excel 图表的种类相对应的专利地图名称，X

轴/Y 轴项目为例，然后关于主要的角度（量、比率、

时间推移、比较）汇总。在表 2 中显示的 Excel 图表

可以作成几乎所有的统计解析型专利地图。使用的

Excel 图表的种类有柱形图、条形图、饼图、折线图、

散点图、雷达图、气泡图，共计 7 种。即使是一种

图表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到不同的专利地

图（比如，3D 柱状从时间的角度、比较的角度分析



的话，得到的是专利件数推移地图，如果从量的角

度、比较的角度分析的话，是矩阵专利地图）。 

表 2：Excel 图表种类和专利地图 

图表种类 
专利地图名称 

（X 轴、Y 轴项目例） 
主要角度 

 

柱形图 

■件数推移地图 

【X 轴】申请日、公开日、公告日 
【Y 轴】申请件数、公开件数、授权件
数、实审请求数、权利要求项数 

 

时间 
量*时间 

 

柱形图 

■构成比地图/share地图 

【X轴】申请人 
【Y轴】分析项件数、实审请求数、权
利要求数 

■构成比推移地图 
【X轴】申请日、公开日、公告日 
【Y轴】分析项件数或者申请人 

比率*比较 

 
 
量*比较 

 

3D 柱形图 

■件数推移地图 
【X轴】申请日、公开日、公告日 

【Y轴】申请人 
【Z轴】申请件数、公开件数、授权件
数、实审请求数、权利要求项数 

■矩阵地图 
【X轴】分析项（技术角度） 
【Y轴】分析项（目的角度）或者申请

人 
【Z轴】分析项件数 

时间*比较 
 

 
 
 

量*比较 

 

条形图 

■排序地图/件数分布地图 

【X轴】申请件数、公开件数、授权件
数、实审请求数、权利要求数 
【Y轴】申请人、发明人、分析项（技

术角度、目的角度） 

量 

 

折线图 

■件数推移地图 
【X轴】申请日、公开日、公告日 
【Y轴】申请件数、公开件数、授权件

数、实审请求数、权利要求数 

时间（*比
较） 
（ 量 * 时

间） 

 

饼图 

■构成比例地图 
分析项件数或者申请人 

比率 

 

散布图 

■持有者地图 
【X轴】申请人数（共有企业数） 

【Y轴】申请件数 

比较 
（时间） 

 

雷达图 

■雷达地图 
分析项件数或者申请人 

量*比较 

 

气泡图 

■矩阵地图 

【X轴】分析项（技术角度） 
【Y轴】分析项（目的角度）或者申请
人 

【Z轴】分析项件数 
 

量*比较 

 

不限于用 Excel，作成统计型专利地图的时候，

建议用表 1、表 2 中显示的框架（层面、角度、图

表的种类）进行确认。如果养成了习惯的话，可以

自然沿着框架作成专利地图。 

 

3.3 作成专利地图所必要的 Excel 功能、函数 

表 3中显示了笔者在用 Excel作成专利地图的时

候，经常使用的功能、函数。 

 

表 3：作成专利地图需要的 Excel 功能、函数 

知识/功能 Excel 命令 

文本操作 替换：【编辑】→【替换】 

数据操作 分列：选择数据→【分列】 

文本函数 LEFT，FIND 

日期和时间函数 YEAR 

统计函数 COUNTA 

数学和三角函数 CONTIF，SUBTOTAL 

查找与引用函数 HYPERLINK 

筛选 筛选：选择数据→【筛选】 

排序 排序：选择数据→【排序】 

合计 合计：选择数据→【合计】 

分析 数据透视表：选择数据→【数

据透视表/数据透视图】 

 

在 2.2 中所述的专利分析的流程中，不细读专

利文献以技术领域、关键词为基础展开分析项时，

使用抽出功能的【筛选】或者文本操作的函数【find】，

可以从各项专利中剔除选定的专利分类、关键词。

另外，用检索/行列函数”HYPERLINK”，可以建立连

接到 PDF 格式文献的超联接。 

在本文中，对表 3 中列举的【数据透视表】功

能（作成专利地图所需要的关键的功能）作为重点

进行解说。 

 

3.4 什么是数据透视表 

【数据透视表】，是 Excel 中含有的交叉合计功

能。根据分析项目得到表格，每一行中显示一件专

利的申请日、分析项、申请人、发明的名称，这样

的专利信息。单单从这份表格中，无法计算出某年

申请了多少件专利。但是数据透视表则具有从数项

项目中（申请年、分析项目、申请人等）任意选择

项目的作为交点进行合计的功能。 

 



3.5 使用数据透视表作成专利地图的流程 

图 3 中显示了使用数据透视表作成专利地图的

流程（由于篇幅的限制，只显示了 Excle2003 版）。

根据上述的表格，使用数据透视表，比如行是申请

年份，列是申请人的矩阵的形式进行变换，以这份

数据为基础作成图表。 

接下来，看看数据透视表的实际操作方法。图

4 中显示了关于数据透视表的启动。在 Excel2003 中，

点击【菜单】中的【数据】→选择【数据透视表】

和【数据透视图】，显示如图 5 所示的数据透视表/

数据透视图使用向导。使用向导（1/3）显示有分析

数据的情况下，指定作成的报告的种类。使用向导

（2/3）显示使用数据的范围，也就是分析数据范围

的指定。最后的使用向导（3/3）显示作成数据透视

表报告。Excel2007 中，点击【插入】工具栏中的【插

入数据透视表】的话，就会弹出【创建数据透视表】

的对话框。 

 

 

 

分析的数据范围会自动选择，所以从向导（1/3）

到（3/3），【创建数据透视表】对话框都不会变化，

点击【下一步】按钮，图 8 所示的新的新的表单就

作成了（Excel 的话，布局略有不同）。新的表单中

有【报表筛选】、【行标签】、【列标签】、【数值】、【数

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共 5 个构成。作为数据透视表

的基本操作，将在这个画面上的【数据透视表字段

列表】中向分析的项目，向【报表筛选】、【行标签】、

【列标签】、【数值】的区域拖动。 

 

 



 

图 7 中，显示了在 Excel2003 实际使用的例子。

首先将申请年份从【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拖动

到【列标签】中，【列标签】就显示为申请年份。下

一步将申请人从【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拖动到

【行标签】中，【行标签】就变成了申请人。最后，

将公开号拖动到【数值】中，各申请人的各申请年

份的件数就显示出来了。 

数据透视表的操作，不光只有从【数据透视表

字段列表】中拖动项目。另外，如果要从【列标签】

中删除申请年份的话，【列标签】中的显示“申请年

份”的按钮从表中向外拖动（或者拖回【数据透视

表字段列表】中），可以简单的删除。如果在【数据

透视表字段列表】，把【行标签】中的“申请人”拖

动到【列标签】中的话，就显示根据申请人申请的

件数。另外，【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添加项目、

删除的话，对原始数据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如果拖

动项目错了的话进行删除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到这里，数据透视表的基本就全部完了。就像

上面所说的，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从【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把项目向【行



标签】、【列标签】或者【数值】中拖动，就可以得

到交叉统计的结果显示。仅仅进行拖动操作就可以

立刻确认交叉统计的结果，所以数据透视表又被称

作“对话型”的表格。 

接下来将要说明的是把这个数据透视表的统计

结果图形化的操作。虽然利用数据透视表可以进行

图形化，但是笔者仅利用数据透视表操作到统计，

然后将统计结果复制到别的表单中，然后再利用【图

表向导】进行图形化操作。 

3.6 气泡图的作成方法 

关于图形化的操作，有很多业务熟练的高手，

所以本文中仅介绍专利地图中很受欢迎的气泡图的

做成方法。气泡图虽然非常受欢迎，但是作成热难

度很高的图表。笔者认为这个难度是因为作成气泡

图时，对图形数据的形式的理解而造成的。本文中，

希望各位能够学习到气泡图的作成方法。 

 

气泡图的数据源如图 8 所示，X 轴的数据列、Y

轴的数据列、Z 轴的数据列（气泡的大小）共 3 列

构成。（虽然也有别的其他的行使，在本文中省略了）

3D 柱形图的情况下，比如选择申请人 X 分析项目的

矩形数据的话，可以作成 3D 柱形图，但是，如果是

气泡图中把文本数据包含在气泡图的数据源中的话，

是生成不了气泡图的。所以，如图 8 的例子中显示

的一样，X 轴其中之一为 A 公司，2 是 B 公司这样，

置换为数值。同样的，Y 轴也是分析项目 1 为 1，分

析项目2为2，这样置换为数值。如图8所示，（1,1,10）

表示公司的分析项目1的件数是10件，然后（1,2,50）

表示 A 公司的分析项目 2 的件数为 50 件。作成气泡

图的时候，最基础的数据必须要整理成如图 8 所示

的形式。只有能够理解气泡图的这种特有的数据形

式，才能作成气泡图。 

 

 

实际作成气泡图的流程如图 9~10 所示（数据的

形式已经按照 X 轴，Y 轴，Z 轴的数据形式整理好）。

选择数据之后，启动图表数据向导，从图表的种类

中选择气泡图。跟从操作向导的指示就完成了气泡

图。但是，完成的气泡图的 X 轴，Y 轴并不是数值，

X 轴、Y 轴的刻度删除后，用文本框对 X 轴、Y 轴的

项目进行追加。另外，点击气泡，按照申请人变更

气泡的颜色，从数据系列的格式到数据标签的气泡

尺寸检查，气泡图的大小（件数）就表示出来了。

这样的整理后，最终的气泡图就完成了。 

 

4 专利地图的直观表现 

到 Excel2003 版的可视化表现（默认图表的颜色

的使用等）不是太充分，Excel2007 以后的版本经过

大幅的优化。但是，到了已经进入 2010 年的今天，

还是有很多人依然在使用 Excel2003（笔者也是迟迟

没有改用 Excel2007 版的其中一人）。所以笔者也想



接触 Excel2007 的可视化表现。 

据说人类的信息有约 80%都来自于视觉。不管

专利分析做的多好，专利地图可视化的表现做的不

好的话，给对方的印象都是不好的。就好像去高级

餐厅，高级的金枪鱼用纸盘盛上来，你一定觉得很

失望。因为你觉得，既然是高级的金枪鱼，虽然味

道很好，但是样子也太难看了。 

 

对专利地图也是一样，假如选择了让对方难以

理解图表种类，或者图表的颜色、字体使用不当，

都会给对方不好的印象。 

想详细学习关于可视化表现的各位，这里向大

家推荐 Gene  的书 

 

5 结束语 

本文中主要阐述了使用 Exclel 作成专利地图的

方法，特别是从根据数据透视表作成的专利清单得

到交叉统计结的操作方法。由于篇幅的关系，有说

明不是特别充分的地方见谅。如果有想更加深入学

习的，可以参照我的书 17）或者专门的数据透视表

的书籍 18）。 

笔者作为 Excel 作成专利地图的专题讲师已经

经过了 4 年了，累计给 300 名学员进行了讲课。虽

然每年都有开展专题讲座的机会，但是每年的听讲

者并没有减少，这是经常使笔者感到困惑的地方。

笔者是这样认为，就像【前言】中所提到的，市场

上贩卖的作成软件还不够完善，还有部分需求得不

到满足。这次向特别集号投寄的本文，各位读者如

果能够在业务效率化、研究开发战略或者专利申请

策略制定上有所帮助，笔者就感到非常高兴了。 

最后，本文中虽然解说了 Excel 的使用方法，但

是不管是 Excel 还是专利地图商业软件，牢记专利地

图软件的使用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有目的作成专

利地图并推导出有用的信息”这种理念才是最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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