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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专利分析中,区域专利分析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研发实力、技术发展态势、重点发展技术领域、
区域领先企业,也可以反映国际上对该区域的关注程度、对该区域的专利圈地情况等。 针对区域专利分析方法展开

研究,着重介绍区域要素分析方法、区域指标分析方法。 同时通过案例分析,详细介绍区域分析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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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区域分析是在对专利定量分析或定性分析基础

上,绘制与国家或地区相关的专利地图,通过对地图的

解读得出相关结论。 区域分析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技术研发实力、技术发展态势、重点发展技术领

域、区域领先企业,也可以反映国际上对该区域的关注

程度、对该区域的专利圈地情况等。 区域分析的结论

可以为国家或地区间竞争对标,以及全球范围内专利

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国际上,日本是专利分析开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以

经济产业省特许厅为代表,为中小企业免费制作大量

行业专利地图[1]。 在这些行业专利分析报告中,特许

厅投入大量篇幅在区域分析中,可见区域专利分析在

中宏观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如何全面地了解区域专利

分析,把握区域分析的要素、结构和方法,是本文试图

解决的问题。 作者从区域专利分析实际应用出发,初
步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区域专利分析应用框架,并通

过案例分析,对区域专利分析方法和工具进一步展开

介绍。

1摇 区域专利要素分析方法

区域专利要素分析是以区域信息为专利分析的第

一统计要素,同时可以结合其他要素(如优先权专利、
专利分类号、同族专利、被引专利等),对区域专利的

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对有关统

计数据的变化进行解释,以取得动态发展趋势方面的

预测信息。 区域专利要素分析方法按要素的数量,主
要分成单要素、双要素和多要素区域分析。
摇 1. 1摇 单要素区域分析摇 单要素区域分析是选定一

个关键的专利外部特征,直接对其进行专利数量统计。
通过单要素区域专利分析,可以了解各国家或地区技

术实力对比,为决策部门能够制定相应的国家技术发

展战略提供依据,从而促进区域保持技术优势或者提

高技术水平;同时还可以了解各国家或地区专利布局

情况以及预测未来市场前景。
表 1摇 单要素区域专利分析

分析项目 第一特征项 区域范围 分析功能

优先权专利国家专利数量
国家专利被引数量

优先权专利国
被引专利国

国际 研判国家技术实力

各国专利申请数量 同族专利国 国际 专利布局情况

区域申请中国专利数量 申请人地址 国内
国内省市技术实
力、国外在国内专
利布局情况

摇 摇 1. 1. 1摇 区域优先权专利数量。 在国外专利数据

库中,如德温特、欧洲专利局等数据库,通过对一定时

间范围内,各个国家或地区获得的优先权专利数量进

行统计、对比,得出的数值是衡量各个国家技术水平和

技术层次的一项重要指标。
1. 1. 2摇 区域专利被引数量。 在提供专利引文检

索的数据库中,如德温特专利引文数据库、美国专利数

据库,通过对一定时间范围内,各个国家或地区所有专

利被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对比,其数值是衡量各国技

术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标。
1. 1. 3摇 区域申请中国专利数量。 使用中国专利

数据库,通过对来自各省市或者各国家在中国申请专

利的数量统计,可以衡量国内各省市的技术水平,以及

全球各国家在中国的专利布局情况。 通过此项专利分

析,可以考察国内技术分布以及未来国内市场格局,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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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国内实施该项技术的壁垒,各地区决策部门可以据

此制定技术发展规划。
1. 1. 4摇 各国专利申请数量。 使用国外专利数据

库,通过对同族专利申请号中,对各国家申请专利数量

进行统计、排序,了解国际上对哪些区域市场最为看

好,进行了大量的专利布局。 同时,对该地区未来的市

场竞争态势进行预测。
摇 1. 2摇 双要素区域分析摇 双要素区域分析比单要素

区域分析增加了一个统计纬度,在选定第一特征项的

基础上再选定第二特征项,对其进行专利数量的统计

分析。 这里介绍部分常用的双要素区域分析方法。
表 2摇 双要素区域专利分析

分析项目 第一特征项 第二特征项
区域
范围

分析功能

区域专利年
度数量分布

优先权专利申
请年

优先权专利
申请年

区域专利年
度被引数量

被引专利国
优先权专利

申请年

国际
国家或地区动
态技术实力

区域技术领
域分布及比
重

技术领域专利
( IPC、 德 温 特
手工代码等)

优先权专利
申请国

国际
国家或地区技
术优势、国家或
地区技术侧重

区域专利全
球布局情况

优先权专利申
请国

同族专利 国际
国家或地区专
利全球布局情
况

区域优势申
请人动态

优先权专利申
请国

专利权人 国际
国家或地区技
术优势机构

区域优势发
明人动态

优先权专利国 发明人 国际
国家或地区技
术领军人

地区专利类
型构成

专利类型 申请人地址 中国
国家、省市技术
基础对比

地区技术优
势、地区技术
侧重

IPC 专利分类 申请人地址 中国
省市技术优势
和技术侧重、区
域专利布局

摇 摇 1. 2. 1摇 区域专利年度数量分布。 优先权国家专

利年度数量是统计各个国家或地区获得的优先权专利

数量年度分布情况,其意义在于动态比较各国技术能

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可以了解各国专利数量的发展

走势和趋势。 通过观察图形变化,为考察图形变化背

后的原因提供线索。
1. 2. 2摇 区域专利年度被引数量。 区域专利年度

被引数量是从专利被引用的角度,统计各国家或地区

所有专利年度被引用的情况。 由于专利被引用的数量

表征技术实力,其年度分布揭示了区域动态技术实力。
1. 2. 3摇 区域技术领域分布及比重。 通过技术领

域与优先权专利国的矩阵分析,即专利数据按技术领

域分类后,再按优先权国家将数据分列排序,可以了解

哪些国家在哪些技术领域具有进行了专利布局,并具

有技术优势。 同时通过比例图的分析,可以了解这些

国家最为重视的技术领域。 其中,技术领域分类方法

可以使用 IPC 国际专利分类法、德温特手工代码、欧洲

专利分类法等。

1. 2. 4摇 区域专利全球布局情况。 通过优先权专

利国与同族专利的矩阵分析,可以了解某国家在全球

各国家和地区专利申请的情况,从而了解该国家全球

的专利布局战略。 而换一角度看,通过分析哪些国家

和地区被国际上重点专利布局,可以对未来区域市场

竞争态势进行预测。
1. 2. 5摇 区域优势企业和发明人。 通过优先权专

利国分别于专利申请人、专利发明人的矩阵分析,可以

掌握某国家技术优势企业,以及技术领军人物。 从申

请区域申请人、发明人的数量上分析,可以掌握区域研

发机构和人员的规模。
1. 2. 6摇 地区专利类型构成。 发明专利较实用新

型专利而言,保护范围更宽、技术水平更高、保护期限

更长。 通过统计一段时期内各个国家或者国内各省

市,在中国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情

况,可以揭示地域技术实力上的差距。
1. 2. 7摇 地区技术优势、地区技术侧重。 通过统计

我国各地区在不同技术领域申请中国专利的专利数

量,揭示我国不同地区各技术领域的发展概况,同时通

过比例图可以反映各地区侧重哪些技术领域。 通过统

计不同国家在不同技术领域申请中国专利的专利数

量,可以了解各国在中国技术布局情况。
摇 1. 3摇 三要素区域分析摇 三要素区域分析比双要素

区域分析增加了一个统计纬度,在选定第一、第二特征

项的基础上再选定第三特征项,对其进行专利数量的

统计分析。 表 3 中介绍了几种分析方法,对区域的技

术侧重、专利布局、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的年度变化情

况进行研判。
表 3摇 三要素区域专利分析

分析项目
第一特
征项

第二特
征项

第三特
征项

区域
范围

说明

区域技术侧重
点动态比较

优先权专
利申请国

技术领域
(IPC、
MC 等)

优先权专
利申请年

国际
国家、地区技术
侧重点年度情况

区域专利全球
布局动态比较

优先权专
利申请国

同族专利
优先权专
利申请年

国际
国家、地区专利

全球布局年度情况

区域优势
申请人动态

优先权专
利申请国

专利权人
优先权专
利申请年

国际
国家、地区研发
机构年度情况

区域优势
发明人动态

优先权
专利国

发明人
优先权专
利申请年

国际
国家、地区研发
人员年度情况

地区技术侧重
点动态比较

IPC 专
利分类

申请人
地址

申请年 国内
地区技术侧重点年
度情况、区域专利
布局年度情况

2摇 区域指标分析

国际上许多组织和机构定义了不同的专利分析指

标,比如美国摩根研究与分析协会(Mogen Research &
Analysis Association)、美国知识产权咨询公司 CHI
等[2]。 我们选择了一些与区域分析相关的方法,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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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表 4摇 区域指标分析

分析项目 计算方法 分析功能

医区域专利相
对产出指数

国家或地区在某技术领域
的专利申请量与产业专利
申请量的比例

评估国家或地区在整个竞
争环境中的相对位置

区域专利
成长率

国家或地区在某段时间获
得的专利数量除以上一阶
段的专利数量

计算当前时间段较前阶段
增减的幅度,可显现技术创
新随时间的变化是增加还
是减缓

区域即时
影响指数

国家或地区前五年专利的
当年被引次数除以系统中
所有专利前五年专利的当
年被引用次数的平均值

如果实际被引用数与平均
值相等,当前影响指数即为
1。 指数大于 1,说明该技
术有较大影响;小于 1,则
说明影响较小

区域技术强
度

专利数量伊区域即时影响
指数

专利数量在质方面的加权,
评估区域专利的技术组合
力量

区域技术重
心指数

国家或地区在某技术领域
的专利申请量除以其全部
申请量

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研
发重点

区域相对专
利产出率

某一领域中,某国家专利申
请量 /全部竞争国家专利申
请量

判断国家的竞争位置,产出
率越高,竞争力越强

3摇 区域专利分析的案例研究

在区域技术分析中,可以灵活运用定量分析方法

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区域的技术实力

对比,技术重点、技术热点所在,技术布局情况,以及技

术热点的迁移等方面进行分析。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常

用的区域专利分析的方法,并结合案例讲解区域专利

分析的实际应用。
摇 3. 1摇 国家技术实力对比摇 我们要了解对一个产品

或一类技术的国家技术实力对比情况时,可以使用优

先权专利进行单要素或双要素专利分析方法。 专利申

请人一般在其所在国首先申请专利,然后在一年内利

用优先权申请国外专利。 因此,从专利申请人优先权

所属国的数量分布上可以了解各个国家在该领域的技

术实力。 图 1、图 2 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国家技术

实力分布图及其年度趋势图(DWPI 专利库,数据采集

日为 2008. 7),从中可以对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技术

领域的技术领先国家及其年度发展

情况进行了解,同时与国内现状进

行对比,从中寻找差距[3]。
摇 3. 2 摇 主要专利国家全球专利布

局摇 专利技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企业如果想在某个国家生产、销售

产品,为保护自己产品的知识产权

不被侵犯,需要提前在该国申请专

利,布局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同时,
专利具有重复性, 企业在本国申请

专利以后,还可以将同一专利在日

图 1摇 主要国家优先权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图 2摇 优先权专利申请国家分布

本、美国等国申请专利,这些专利都叫做等同专利,他
们之间形成一个专利族。 之前我们谈到优先权专利国

反映了国家的技术实力。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优先权

国与专利族之间矩阵图,描绘专利国家全球专利布局

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主要专利国家的市场战略。
图 3 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专利全球布局情况。

每一种颜色代表某一国家,横坐标代表在某国家申请

的专利,气泡的大小表明申请专利的数量。 图中可以

看出,日本、美国作为交换膜燃料电池专利族规模最大

的国家,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非常激烈。 日本除在

本国申请外,同时重点关注美国、PCT、欧洲、中国等。
而美国虽然在交换膜燃料电池专利总量上远少于日

本,但在国外市场保护力度上却胜于日本,除本国市场

外,重点关注 PCT、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德国[4]。

摇 摇 摇 图 3摇 主要专利国家专利全球布局

摇 3. 3摇 主要竞争国家重点发展技术领域摇 通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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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热点技术的专利分析,可以了解国际上技术领先

国家在某产业核心技术上的重视程度及投入的力度。
其中,核心部件或技术所属专利的获取上,我们经常使

用两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基于专利分类或专利分类与

关键词相组配的方法;另一种是通过文档聚类法。 两

种方法各具特色,无法将一种方法替代另外一种。 结

合使用两种方法,有利于获得更为准确的分析结果。
3. 3. 1摇 专利分类与关键词组配方法。 该方法是

通过专利分类号(如国际专利分类号、德温特手工代

码等)与关键词相组配,来获得每一项核心技术或部

件所属的专利群。 实际上,每项核心技术或部件专利

群获取的背后,对应着一个较为复杂的检索策略。 这

样,我们将核心部件专利与优先权国专利制作矩阵分

析,获得的柱状图及比例图,如图 4、图 5 反映了全球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区域技术领域布局情况。 从图 4
可以了解到,日本在 PEMFC 技术领域中处于绝对的领

先地位,而且技术最为全面,在排名前 10 位的技术领

域中,日本均占据首位。 由图 5 反映各国关注的 PEM鄄
FC 技术领域相似度较高,但也有所差异:如日本在

PEM 燃料电池运输工具和电解质方面比其他国家更

为关注;美国则更为关注燃料制备和存储;德国重点关

注控制方面;韩国关注催化剂和膜电极组件;中国则更

为关注电极和双极板[5]。
3. 3. 2摇 文档聚类法。 文档聚类法,是将专利数据

经过分词和语义分析等数据挖掘技术提取词汇,然后

对词汇通过词频、词汇间的各种关系进行聚类,最后将

专利聚类结果排列到一个二维图形中,构成一张专利

地图。 地图上空间距离的远近代表了不同专利的相似

程度。 具有较多相同元素的专利位置更紧密,而具有

较少相似元素的专利位置较远。 文档聚类地图可视性

强,便于理解,可以清晰地展示出不同主题之间相似性

的强弱。
使用文档聚类法绘制的某一

主要竞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专利

地图同使用专利分类与关键词检

索方法相比,由于专利分类法具

有滞后性(因为先有技术然后再

会有分类),而关键词的选择则依

赖于我们对产品技术的熟悉程

度,因此专利分类法和关键词检

索方法都可能造成某些重点技术

的遗漏,尤其体现在新兴技术上。
文档聚类法可以很好地克服了上

述不足,但由于该方法依赖于数

据挖掘、提取等算法,人工参与度

不高,其结果有时会有些偏差,需要和其他方法组合使

用。

图 4摇 主要国家技术领域布局图

图 5摇 主要国家技术领域比例图

文档聚类法在区域分析的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

使用 Thomson 公司的 Aureka 软件,在已有的某技术领

域所有专利中,对某国申请人的专利进行聚类分析,可
以考察该国对哪些技术最为重视,进行了大量专利布

局,如图 6。 图中等高线山脉表示为国际技术研发重

点,其重要程度用颜色加以区分,由浅咖啡色、灰色到

白色,依次增强。

摇 摇 摇 图 6摇 Aureka 专利地形图

摇 3. 4摇 主要竞争国家技术功效图摇 技术功效矩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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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是将各专利文献中所要达到的功效作为横向栏

目,将专利文献中采用的技术手段作为纵向栏目,在一

张表中列出各专利编号。 将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别

按照“技术冶、“功效冶作细分类,并一一填入适当空格

内,计算每个空格内的专利数量,即成为专利空白、疏
松、密集区的矩阵分布表。 由矩阵表中各区域的密度

分布,可看出技术密集区、技术空白区。

图 7摇 技术功效图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法区域分析的实际应用中,我
们对某国申请人的专利制作技术功效图,矩阵表中各

区域的密度分布,可以研判该国哪些技术具有优势,存
在哪些技术空白。 从而为该国专利战略制定提供技术

参考依据。 图 7 为日本专利局 2006 年绘制的日本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功效图[6],图中显示日本在中温型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导电性能和高温型固体氧化物

燃料电池机械强度的研究方面具有优势。

4摇 总摇 结

专利地图作为一种可视化的专利分析工具,早已

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所广泛采用,并在专利战略

中发挥重要作用。 常用的专利分析对象包括区域分

析、申请人分析、发明人分析、技术领域分析等。 其中,
区域专利分析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研发实

力、技术发展态势、重点发展技术领域、区域领先企业,
也可以反映国际上对该区域的关注程度、对该区域的

专利圈地情况等。 本文聚焦专利分析方法在区域专利

分析中的应用,较为完整地将单要素、双要素和多要素

专利分析方法以及区域指标分析方法应用于区域专利

分析实践中。 同时结合国内外相关实例,对区域专利

分析方法的使用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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