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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利信息反映了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与技术的具体细节 ,如何利用专利信息把握技术发展趋势以

及潜在的商业化潜力 ,是目前企业技术战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探讨了专利分析方法在企业专利

战略制定方面的应用 ,并提出了 5 个方面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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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作为企业维护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的

有效手段 ,一方面是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保障 ,另一

方面也是占领市场竞争先机的武器。专利文献作为

科学发明的一种记录 ,它展示了许多真实、准确而翔

实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其他任何文献所不能替代的 ,

它不仅存有实用的技术信息 ,而且还贮存有微观的、

宏观的技术经济信息。但是 ,这些信息往往是大量

而分散的 ,通过单个文献的表面解读通常得不到我

们想要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利用一些方法使存在

于大量文献中的信息凸现出来 ,使信息具有宏观性

和统计性。

专利分析方法一般分为定性、定量两种。定性

分析是指通过对专利文献的内在特征、文献内容进

行归纳和总结 ,了解和分析某一技术领域的发展状

况。定量分析是指利用统计学的方法 ,以数学模型

和图表为表达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献中所记

录的技术、法律和经济信息。这种分析方法能提高

我们对专利文献的利用率 ,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和

预测技术发展趋势 ,科学地反映创新活动所具有的

技术水平和商业价值 ,科学地评估某一单位个体的

技术研发重点 ,用量化的形式评估其在特定技术领

域的技术研发实力。

目前 ,关于专利分析如何服务于企业技术战略

的研究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监测专业领域的专

利申请情况 ,如申请数量以及数量的变化趋势 ;通过

集中分析某一领域的专利技术 ,识别关键技术、新兴

技术 ,并监测技术的发展变化 ;考察同行业竞争对手

基于专利的技术研发实力 ,监测其技术研发重点、技

术演变行为 ;评价技术的商业化潜力 ,通过投资组合

分析确定投资回报最大的专利组合 ;监测专利技术

的法律权利要求 ,明确技术开发策略 ,保护技术成

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全球范围内专利申

请数量快速增加 ,对于技术管理来讲 ,海量的专利文

献以及专利数据可以使技术趋势分析、破坏性新技

术的识别以及竞争者研发动向的监测变得不再困

难。对于专利数据的分析可以把握技术创新活动的

趋势。Brockhoff [1 ]认为 ,专利包含着与创新意图和

技术发展相关的规范化数据 ,并且可以自由地利用 ,

因此专利可以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焦点的

工具。在创新活动的测度方面 ,专利与 R &D 以及

其他许多发明创造活动都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因此

专利指标可以很好地描述企业生产部门的发明创造

活动 ,这是 R &D 指标以及其他科技指标无法做到

的[2 ] 。

本文介绍了 5 种面向技术战略的专利分析方

法 ,在探讨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 5 个方面的分析框

架。对专利进行多层面分析以及进行投资组合分

析 ,可以较好地判断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 ,评估竞争

对手的技术研发实力 ,监测其技术研发重点 ,为企业

技术战略的制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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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专利确定技术的生命周期

技术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从技术演变的过程

中 ,可以确定其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般都包括起步、

发展、成熟、老化 4 个阶段。有的技术在老化之后得

到新一轮的发展 ,称为再发展。对于某一技术领域

来讲 ,如果把专利申请数量按照时间序列加以排序 ,

我们可以发现 ,曲线开始增长缓慢 ,而在以后的某一

范围内迅速增长 ,达到某限度后 ,增长又缓慢下来 ,

即曲线略呈拉长的“S”型。曲线的不同阶段分别对

应技术发展的几个阶段 ,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绘制技

术生命周期图的方法拟合技术的发展过程 ,并可以

判断出某一技术领域现在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而且 ,基于统计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轨迹

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可以为一个企业判断是否

介入某技术领域提供有益的参考。通常 ,我们可以

时间序列作为横轴 ,以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纵轴绘制

生命周期图。

Reinhard Haupt 、Martin Kloyer、Marcus

Lange[ 3 ]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 ,又展开了进一步的

研究。他们把技术生命周期图进行了简化 ,分解成

8 种类型的曲线 ,每种类型在不同阶段都具有不同

的表现 ,其中曲线的斜率是一个重要特征。他们认

为 ,除了专利申请量之外 ,影响曲线斜率发生变化的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如专利被引用次数、引用与被引

用的间隔时长、引用其他专利次数、引用科技文献次

数、专利权要求数量、专利审查时长等。基于此 ,他

们提出了一些假设 ,例如 ,在技术从起步期向发展期

过渡时 ,专利引用次数会有明显的增长。在整个技

术生命周期 ,专利权要求数量会不断地增长。通过

以上因素的综合分析就可以判断出技术处于生命周

期的哪个阶段。

2 　利用专利预测技术成熟度

在研究技术生命周期的过程中 ,Alt shuller [4 ] 发

现了技术系统进化与产品性能、专利等级、专利数量

和获利能力之间的关系 ,并以这 4 个指标作为观测

变量预测产品技术的成熟度。Mann[5 ] 重点考察了

两类特殊专利在产品技术生命周期中的分布情况 ,

并以此判断产品是否经过了成熟期。张换高、赵文

燕、檀润华[ 6 ] 在综合 Alt shuller 和 Mann 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专利分析的产品技术成熟度

预测方法。该方法对产品技术生命周期按照技术的

每个发展阶段进行了细化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

征 ,其中特性曲线的斜率是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把

专利特性曲线中各时期曲线的斜率与专利数量、专

利等级、弥补缺陷的专利数量、降低成本的专利数量

这些指标组合分析 ,就会发现产品技术成熟度不同 ,

这种特征组合是不同的。因此 ,可以利用这个特征

组合进行产品技术成熟度的预测。该方法利用时间

序列平滑和曲线拟合的方法 ,并以上述指标组合为

依据 ,判断技术的成熟度。

3 　利用专利发现新的技术机会

Byungun Yoon、Yongtae Park[ 7 ] 提出了一种把

文本挖掘技术和联合分析、形态分析相结合起来的

方法 ,利用专利信息发现新的、潜在的技术机会。具

体步骤如下 :首先 ,从国际专利组织 (例如美国专利

局和欧洲专利组织) 的数据库中收集专利文献 ;其

次 ,借助文本挖掘方法 ,从文献中提取关键词 ,并记

录每篇文献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 ;第三 ,依据专家预

先定义好的分类把关键词与形态矩阵相匹配 ,从而

识别每项专利的形态 ;第四 ,确定空闲的技术构造 ,

即哪些还没有被开发利用的技术构造 ,可以通过观

察现存的专利形态而获得 ;第五 ,通过分析技术要素

之间的矛盾来检验所得构造的技术可行性 ;第六 ,用

联合分析法来计算每个属性 (水平)相对于总效用的

贡献 ,据此来选择最有前途的技术方案。

4 　利用专利确定技术聚集领域

A1 Pilkington[8 ] 认为 ,行业中代表企业的专利

投资聚集是技术具有商业化潜力的重要指标 ,并证

明了它们围绕“主要技术障碍”进行研发投资的行

为。他通过对燃料电池行业中的代表企业的专利申

请数量、专利覆盖技术范围以及专家意见的分析 ,发

现这些企业的专利申请并不是平均分布在所有领域

中 ,而是在聚集在少数的几个领域。分析的具体办

法是 ,围绕特定技术领域 ,分析技术投资组合的变化

趋势 ;如果各企业围绕特定专利的技术投资组合日

益紧密 ,则该项专利技术的商业化条件就已经具备。

由此发现 ,专利聚集领域是具有商业化潜力的 ,而且

通过各个企业在聚集领域的得分比较 ,可以判断同

领域内不同企业的技术焦点与技术强度。

5 　利用专利投资组合的方法制定技术
战略

　　根据 Holger Ernst [9 ]所提出的专利投资组合方

法 ,他认为 ,专利本身是一种财产权 ,具有一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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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值 ,企业通过研发活动掌握一系列相互具有关

联作用的专利技术 ,从而对某领域进行控制和保护。

企业通过申请专利 ,取得知识产权的方式获得对于

技术的控制权 ,然后通过技术授权、转让、产业化等

方式取得投资回报。而对于专利内在价值的分析与

衡量 ,就是专利投资组合分析。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 , Holger Ernst [9 ] 提出用一

组定量的指标评价企业的专利以及专利申请活动 ,

见图 1。他以此为依据计算各个指标的值 ,通过指

标的比较评价企业在这个领域的技术份额。

具体的评价方法是 :根据专利申请的授权率、技

术覆盖范围、同族专利规模 (国际覆盖范围) 以及专

利的被引用率 4 个指标确定专利的质量 ,专利质量

指标要比单纯的专利申请数量指标更能反映出企业

的技术竞争力。确定每个专利的平均专利质量之

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企业在某一技术领域的整体

专利质量 ,即技术强度。基于技术强度的技术份额

可以显示企业在该技术领域中的竞争地位 ,该指标

可以成为技术竞争地位比较的一个核心要素。相对

技术份额是将技术份额转换成 0～1 之间的值 ,这样

便于确定技术相对地位的横向比较 ,并可用于评估

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图 1 　专利投资组合方法的评价框架

确定企业的技术强度与技术份额后 ,如何确定

符合企业技术战略、能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专利组

合呢 ? 专利组合分析采用三维的评价结构。横坐标

用于评估企业的相对技术地位 ,采用企业在某技术

领域的专利强度与该技术领域内最高专利强度之比

来测定。纵坐标为技术吸引力 ,用该技术领域的专

利申请增长率来测定。相对专利增长率高的技术领

域在未来会比相对增长率低的技术领域更具吸引

力。第三个维度用圆圈的大小来表示技术的重要

性 ,在专利组合中叫做 R &D 重点 ,它是企业在某一

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与在各个领域总的专利申请量

之比。R &D 重点这个指标表明了某一技术领域在

企业总的专利组合中的重要程度。

一般来说 ,企业应该增加具有较高技术吸引力

和较高相对技术份额的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 ,相应

地 ,应该减少技术吸引力低和相对技术份额低的技

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对于处在对角线的技术领域应

根据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资金和人才等情况做选

择性投资。对于技术吸引力高而企业相对技术份额

低的技术领域 ,企业可以选择自主研发或通过购买、

兼并等手段来增加在该技术领域的实力。如果该技

术被确定为企业非核心战略领域 ,企业可以选择放

弃。对于相对技术份额高而技术吸引力低的技术领

域 ,企业应根据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 ,可以选择继

续保持在该技术领域的优势 ,为未来的竞争储存实

力 ,也可以通过出售为企业赚取利润。

总之 ,专利投资组合可以为研发投资决策提供

非常有价值的信息。Bernd Fabry[ 10 ] 的实证研究就

是建立在“专利投资组合”的概念之上 ,研究重点是

如何利用专利数据评估技术的商业化前景。依据专

利投资组合的方法 ,他建立了企业专利活动和专利

质量两个指标 ,分析企业的专利技术创新能力 ,同

时 ,通过考察专利申请的技术覆盖范围和国际覆盖

范围 ,可以确定企业的专利战略选择。通过对一些

食品供应商的专利数据的分析 ,他发现 ,通过建立专

利指标组合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行业内部多家企业的

评估 ,且通过蛛网图的可视化分析 ,可以较好地描述

单个企业的技术强度以及技术份额 ,并可由此确定

企业在一个新的技术领域是否具有商业机会。

6 　结论

本文在介绍专利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五个

方面的分析框架 :首先确定技术的发展阶段 ,分辨出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技术以及处于老化阶段的技

术 ;接着预测技术的成熟度 ,此步骤是上一步的一个

补充 ,在了解技术生命周期、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判断技术是否成熟 ———如果成熟 ,企业可以选择继

续保持在该领域上的优势 ,如果不成熟 ,企业应采用

技术机会评估方法 ,从众多技术中选择具有实际技

术机会的技术 ;然后确定技术聚集领域 ,通过各个企

业在聚集领域的专利投资情况的比较 ,判断竞争者

的技术焦点 ;最后利用专利投组合的方法分析评估

竞争者在不同技术领域的优势和劣势 ,确定其技术

强度与技术份额 ,为企业专利技术战略的制定提供

科学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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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Service Innovation in Insurance :Zhejiang Case

Li Jinghua ,Xu Yongli
(Center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service innovation research of 30 insurance companies in Zhejiang pvovince ,t he analysis separates into t hree part s as in2
novation goal and st rategy , innovation type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The result s are as follows : first , big insurance companies pay more at2
tention to t he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 improve t he service ability and so make t he steady increase of t he business ; middle and small domestic

insurance companies emphasis on branches building , expanding t heir dist ribution by recruiting lot s of individual agent s ; foreign insurance com2
panies make good use of t heir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advantage to occupy t he local areas1 Second , marketing competition extends f rom t radi2
tional channel to new channels , such as cooperate wit h ot her institutions like banks , explored new marketing channels such as online insurance

and tele2insurance. Last , competition forms gradually f rom single price upward to overall aspect s as product s , services , management , brands

and techniques1

Key words : service innovation ;insurance service ;survey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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