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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专利优势企业培育工程实施目标，对专利优势企业应具备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构建了专利优势企业评

价的指标体系，并以江苏风电行业专利为案例采用二维矩阵组合评价方法进行专利强度的实证分析，以指导专利优

势企业项目的培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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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argets of training enterprises with patent advantages，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quired meaning of the enterpri-

ses，builds index systems of their evaluation，and analyzes enterprise patents of Jiangsu wind power industry with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two－dimensional matrix combination to guide the training plan of those enterprise patent advantages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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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是企业的差别优势、产权优势和创新优势的

一种标志，拥有一项专利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潜在的

市场。专利组合分析是企业研发策略规划以及专利投

资组合布局的依据，它一般以矩阵图的方式，描绘某产

业中企业在竞争中的相对专利地位和领域内技术本身

的相对发展优势
［1］。1998 年德国学者霍尔格·恩斯

特 ( H． Ernst ) 教 授 在“Patent portfolio for Strategic
R＆D Planning”的一文中首次运用组合方法评估一家

企业的专利配置并用于企业战略规划
［2］，后来国外学

者不断就专利组合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

了关于专利价值方面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者对专利

组合分析研究多集中在专利组合理论的研究，谭思

明
［3］

采用专利与市场组合分析方法在化工行业的实证

研究中进行了分析和阐述，钟华和安新颖
［4］

以抗 HBV
药物专利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专利组合分析。此外，

主要通过构建专利指标体系来评价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
［5，6］、企业专利预警系统

［7，8］、企业专利价值量化
［9］

等

对企业专利进行评价，而未有专门建立专利优势企业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的文献报道，更未见结合专利组合分析

方法来引导专利优势企业培育工程的研究报道。
本文根据我国专利优势企业培育工程实施目的，

论述了专利优势企业应具备的内涵，构建了专利优势

企业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二维矩阵图对企业专利进

行专利强度的实证分析，便于进行专利优势企业的筛

选，并指导专利优势企业的培育。

1 专利优势企业的内涵

“一流企业做专利，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

产品”，实施专利优势企业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培育，充

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产

出能力，实现企业零专利到有专利、有专利到多专利的

突破，使企业逐步掌握本行业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并使该企业在本领域内其专利创造能力在数

量、质量和转化方面占绝对优势。
从专利与企业的关系角度并根据专利优势企业培

育工程实施目的，专利优势企业的定义是指企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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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鼓励发明创造、奖励技术创新，并

制定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使员工在专利工作开展过

程中更加积极、主动，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
保护和管理能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本文结合我国各省市专利优势企业培育工程的相

关文件
［10］，总结出专利优势企业应具备以下四方面的

内涵。
1． 1 具备较强的专利创造能力 专利优势企业不

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该行业核心技术，并且在该行

业领域内其专利创造能力在数量、质量和转化方面占

绝对优势，并能利用对手专利尤其国外的基础专利进

行二次开发。
1． 2 建立良好的监控、预警和反应机制 拥有相关

领域以专利信息数据库、专利管理系统和战略分析系

统为核心的专利信息平台，具有贯穿于企业科研立项、
新产品开发、专利申请及诉讼、对外合作和产品营销等

全过程的专利检索制度，建立专利预警机制和快速反

应机制。
1． 3 制定和实施适合自身特点的专利战略 企业

能全面研究和评估企业专利竞争力状况，开展主导产

品和核心技术的专利战略研究，提出相应的专利战略

和实施、管理措施，为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的发展和自

主品牌建设提供支撑，使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超过其产值的 50%。
1． 4 建立专利管理制度和工作体系 配备一定数

量、能适应企业专利工作需要的专兼职管理人员，并且

在必要的基层技术部门、经营部门设置兼职专利联络

员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具有健全的符合企业自身特

点的专利管理制度，把专利作为重要的无形资产进行

管理和经营; 建立了专利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把

专利产出等指标纳入对企业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业

绩考核内容。

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Griliches( 1990) 指出:“专利统计为技术变革过程

分析提供了唯一的源泉，就数据质量、可获性及详细的

产业、组织和技术细节而言，任何其它数据均无法与专

利相媲美”。因此，基于专利信息分析研究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的能力、利用专利信息分析方法进行企业技

术创新管理等研究，对于指导和提升企业、机构或组织

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理论与应

用价值。但专利具有较强的产业依附性，有些领域容

易申请专利，有些领域则不容易。如电子领域，专利申

请授权的过程赶不上迅速发展的技术革新步伐，因而

企业会通过技术秘密而非专利来保护技术发明，而对

于化学药品或工程技术领域，企业往往通过专利保护

自己的技术发明。虽然产业之间的差异会影响不同产

业之间的专利绝对数量指标的意义，但在一定的条件

下，同行企业、区域、国家等层面上的专利都具有一定

的可比性。
本文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等原则，同时兼

顾数量和质量指标、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并考虑专利

的行业领域，构建了专利优势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具

体见表 1。
表 1 专利优势企业指标体系

分类 具体指标 说明 定义( 计算方法)

数

量

类

指

标

专利申请量( PAi ) 一个基础性的指标，衡量专利产出能力的指标 PAi = i 企业某一时期内的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PBi )
一项专利在符合了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后才会被授

权，可判断某个企业的创新水平
PBi = i 企业某一时期内获得授权专利量

专利垄断率( PFi ) 可评估企业在整个行业竞争环境中的相对位置
PFi = PAi /PA 某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与产业专

利申请量的比例

质

量

类

指

标

授权专利比率( Q1 ) 授权专利比率反应专利的技术价值 Q1 = PBi /PAi

发明专利比例( Q2 ) 从技术含量来看，发明专利更能反应技术创新的程度 Q2 = FM/PAi

平均维持年限( Q3 ) 专利维持年限越长表明专利的市场价值越高

i 企业在某一截止时间内已获得授权专利的平均年

限 Q3 = ∑nPB /N

( nPB 为 i 企业的每个授权专利截止到统计时间的

维持年限，N 为授权专利的总数目)

相 对 技 术 范 围

( Q4 ) ［11］

一般情况下，技术范围越大价值越高，按 IPC 主分类号

的前四位进行分类统计

Q4 = Qi /MaxQi( 基于申请专利)

Qi 为某一企业申请专利的技术范围数量，MaxQi 为

该行业中技术范围数量的最大值

专利实施率

( Q5 )

i 企业某一时期内授权专利的实施数量( FCi ) 占授权专

利量的比例，包含独占实施、排他许可实施、转让实施、
质押实施、交叉许可实施等实施方式

Q5 = FCi /PBi

( 需调研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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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专利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加权平均的

办法计算出综合指数———专利强度( PSi ) 用于评价企

业的综合专利质量。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a． 检索特定时间段内某行业的所有专利，并根据

专利指标中可获取的专利数据进行数量类和质量类指

标数据采集。
b． 确定各质量类指标的权重( Wn ) ，将其进行加权

求和，求 出 平 均 专 利 质 量 的 值，所 以 平 均 专 利 质 量

( PQi ) = Q1 × W1 + Q2 × W2 + Q3 × W3 + Q4 × W4 + Q5

× W5。
c． 在平均专利质量的基础上计算出综合类指标专

利强度( PSi )
［12，13］。专利强度指标 ( PSi ) 为专利活动

和平均专利质量相乘的结果，PSi = PQi × PAi，以反映

企业在该领域内的总体技术实力。

3 专利强度的实证研究

3． 1 实证思路 根据本文对优势专利企业内涵的

理解以及构建的指标体系，笔者对专利强度的实证思

路如下。
a． 根据江苏省发展规划，选择有江苏特色的行业

进行 2000－2010 年来的专利数据检索。
b． 根据项目设计的技术范围，考虑相同技术所采

用的不同名称 ( 即同义词) ，据此确定相应的检索式，

基于北京中献智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 PIAS 专

利分析软件进行数据采集，并辅助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并建立专题

数据库。
c．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利用 PIAS 专利分析软件和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选择恰当的评价方法进行实证

分析。
3． 2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江苏省风电行业进行实

证分析。在国际市场上，风电产业是朝阳产业，专利年

增长率保持在 20－30% 左右; 风电也是我国政府大力

鼓励发展的新能源产业，风电专利申请量的上升与我

国风电产业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据不完全统计，江苏

省有风电产业关联企业已达 150 余家，江苏省风电产

业已形成较强的集群优势，具备了一定规模和水平的

风电机组制造能力、关键零部件制造能力、风电机组配

套能力
［14］。

根据风力发电行业各环节所涉及的核心技术及重

要组成部分，经过多方咨询相关业内专家确定检索关

键词为: 风电、风速、风力发电、风力; 风场、风能; 叶片、
桨叶、叶轮、风叶、偏航、齿轮箱、变桨、变速箱、塔架、轮
毂、测风、塔筒、机舱、吊舱等。根据上述确定的检索关

键词采取布尔逻辑组合检索，组合式之间通过过滤检

索达到去重目的，最后针对检索到的原始样本数据采

取人工过滤。检索江苏 2000－2010 年风电行业专利，

经过处理检索到专利 775 件，其中发明专利 392 件，根

据以下计算步骤计算出各个指标的结果 ( 如表 2 所

示) ，并选取申请数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采用专利组

合评价方法，通过对专利强度的比较评价企业专利综

合技术实力。
专利强度涵盖了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情况、发明

专利情况、专利寿命、技术范围等指标，是专利价值评

价的一个综合指标，通过专利指标的数理研究，实现专

利价值的客观评估。专利组合分析方法是在建立分析

对象的专利指标体系包括定性和定量指标的基础上，

根据分析目的和对象选择专利指标，通过构建由若干

表 2 江苏风电行业专利申请量前 10 企业的指标

专利 申

请 量

( PAi)

专利 垄

断 率

( % )

授

权

专

利

授 权

专 利

比 例

( Q1)

发 明

专 利

( FM )

发 明

专 利

比 例

( Q2)

平 均

维 持

年 限

( Q3)

技 术

范 围

( Qi)

相 对

技 术

范 围

( Q4)

平 均 专

利 质 量

( PQi)

专利

强度

( PSi)

无锡同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4 19． 38 16 0． 36 29 0． 66 0． 53 8 1 0． 64 28． 07

苏州市南极风能源设备有限公

司
43 18． 94 0 0 24 0． 36 0 8 1 0． 34 14． 62

苏州能健电气有限公司 38 16． 74 15 0． 39 23 0． 61 0． 86 4 0． 50 0． 59 22． 34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27 11． 89 25 0． 93 4 0． 15 1． 39 4 0． 50 0． 74 20． 03

江苏苏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18 7． 93 14 0． 78 4 0． 22 1． 46 2 0． 25 0． 68 12． 21

张家港市贝尔机械有限公司 13 5． 73 5 0． 38 8 0． 62 2． 21 3 0． 38 0． 90 11． 64

苏州特谱风能技术有限公司 13 5． 73 13 1． 00 0 0 0． 54 2 0． 25 0． 45 5． 81

昆山华风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11 4． 85 5 0． 45 6 0． 55 0． 52 6 0． 75 0． 57 6． 25

江阴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 4． 85 11 1． 00 1 0． 09 0． 75 3 0． 38 0． 55 6． 09

无锡风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 3． 96 2 0． 22 7 0． 78 0． 33 3 0． 38 0． 43 3． 84

备注: ( 1) 申请量、授权量和发明量为申请人合并后的数据; ( 2) 平均维持年限计算日期为 2000－2011 年 6 月 16 日授权专利

的; ( 3) 由于专利实施率( Q5 ) 需调研获取，实证时未计算该指标。

·33·第 1 期 罗凌云，等: 专利优势企业指标体系组合分析实证研究



书书书

专利指标组成的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图来揭示各

类专利信息，对专利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分析和技术组

合，从而达到监测竞争对手的相对专利地位和认识技

术领域的相对发展优势的目的
［15］。

本文采用二维矩阵对江苏省风电行业的企业专利

进行组合分析，根据企业在这两个维度中的位置，共分

四个区域: 专利申请量多且专利质量高的技术领导者，

专利申请量相对较少但拥有高质量的潜在竞争者，专

利申请量多但专平均质量不高的技术活跃者和数量、
平均质量都很差的技术落后者

［16］。
从申请数量来看，前 10 家企业( 293 家) 总共申请

专利 227 件完成了近 1 /3 的专利申请，这是该领域专

利创新的核心群体。图 1 可以比较各企业在风电行业

的技术研发活动和专利平均质量情况，可以看出无锡

同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南极风能源设备有

限公司、苏州能健电气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占 10 家企业

55% 的份额，是江苏风电行业的技术研发的佼佼者。

图 1 专利强度的专利组合分析图

从图 1 来看，无锡同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能健电气有限公司和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是江

苏风电领域的技术领导者，这类公司应该进行专利产

品战略定位，以其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但比较起来，

无锡同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利数目最多为 43
件，比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27 项) 多 16 项，但

后者( 0． 74) 的专利强度更高。
苏州市南极风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在专利申请量和

发明专利申请量均排第二位，但其专利授权率为 0，使

得其专利强度大打折扣，为技术活跃者，在对企业宣传

专利时应该对这类企业进行专利相关知识的培育，建

立健全企业的专利制度。
5 家企业位于潜在竞争者的地位，这类公司目前

专利数量不够高，但是其专利各方面指标都较好，所以

具有竞争能力，这类公司处于上升的发展趋势，对此公

司决策者应对新技术进行监测，提高技术发明能力。
而政府对这类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应引起足够重视，

并根据其特点进行相关专利能力的培育。
综上所述，在江苏风电行业虽然占 3． 41% 的 10

家企业完成了近 1 /3 的专利申请，在行业内形成了集

成优势，但从专利申请量、专利平均质量和专利强度三

方面来看，10 家企业差别不明显，并不存在企业集成

优势。而且苏州市南极风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虽然为技

术活跃者，但其 40 件专利法律状态为无效，3 件为公

开，无授权专利使其专利质量大受折扣。

4 总 结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的形 势

下，各级政府组织进行专利优势培育工

程时可有效突破一些技术壁垒，提高以

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力，培

育新兴产业，催生新的增长点，这对于科

技计划项目投资选择、知识产权战略制

定、竞争态势分析、发展战略规划等方面

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是从上面的实证可以看出企业对

专利的重视程度不够，专利制度还需建

立或健全，政府应使培育企业明确申请

专利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纸证书，也不

仅是为了获取政府的资助，发明专利的

目的是 为 了 提 升 企 业 或 发 明 人 的 竞 争

力，帮助开拓市场、赚取利润。所以政府

应该根据企业专利意识和专利工作的特

点进行专利工程的培育，在行业发展中

发挥专利的主导力量，使企业牢固树立

“技术创新、专利先行”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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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灰色的，该过程不同阶段之间的区别虽然不是分

得很清，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正是由于在我们

真正能够理解的信息与我们认为应该理解的数据之间

存在着持续增大的鸿沟，而使得信息价值难以得到实

现，数据和信息之间的界定更应得到重视。
4． 5 对“背景”的把握是从“数据”到“信息”价值提

升的关键 对数据背景的理解是提升“数据”价值的

关键，要是没有背景，信息就没有生存的土壤，问题中

所包含的语境不仅肯定与数据的环境有关 ( 来自何

处? 通信的目的何在? 布局如何?) ，还与传播者的背

景和意图有关系，信息价值的体现也正是在于对数据

背景的可追溯性了解。

5 结束语

基于以上认识，从信息共享环境的角度看，“数

据”是一种物理符号序列，是反映客观地记录符号，本

身并不代表任何一类具体的东西，它仅仅是一种抽象

的量的概念; 而“信息”是数据经过一定方式的处理后

得到的，是“经过提炼的数据”，信息通过数据形式来

表现，是加载在数据之上，对数据具体含义的解释。更

重要的是: 信息是直接面向用户的，对于不同的信息用

户它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现，这

一点是数据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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