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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导航概念



什么是专利导航？

在宏观决策、产业规划、企业经营和创新活动中，以专利数据为核心深度融合各类数据资源，全

景式分析区域发展定位、产业竞争格局、企业经营决策和技术创新方向，服务创新资源有效配置

，提高决策精准度和科学性的新型专利信息应用模式。

通过对专利所承载的技术、法律、市场等多方面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和综合分析；

全面、准确地揭示相关产业领域市场竞争、产业竞争、技术竞争等方面的竞争格局和动态；

为产业、企业发展更科学合理、更有针对性地转型升级、突破国外企业的封堵提供引领和指引。



专利导航概念

提供竞争情报 融入产业发展决策体系 提升专利运用能力

 提供竞争信息，提高创新能力，规

避风险

 为科技创新提供有效的竞争信息，

提高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有

效规避和减少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促进科技创新质量和

效益的提升；

 通过产业技术专利竞争格局分析、

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研究、重大经

济技术项目知识产权评议等，增强

产业发展规划决策和重大项目决策

的科学性、产业技术发展路线选择

的合理性、产业创新政策导向的准

确性以及产学研结合的针对性；

 提高专利申请质量、优化专利布局

结构，促进技术商业化、产业化和

市场化，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价值

和效益；

 引导相关主体有针对性地开展专利

收储、专利组合和专利交易等，实

现产业内专利资源的高效整合，产

业发展风险的共同防范，促进产业

技术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提

升。



以专利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对象

专利
导航

专利数据

产业数据

提供决策依据

引领科技创新

推动专利运用

以专利为纽带 以创新为核心 以市场为导向

专利导航概念



专利导航就是通过专利分析给产业发展指一条路。



专利导航历程



专利导航历程



专利导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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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专利
导航试点工程启动

7

8

2013年8月八个导
航实验区确定

9

2013年9月导航手
册编制完成

10

2019

12

1
23

2014年3月导航挂职
干部全部到位

4

2014年4月导航工程启
动会陆续召开

11

2021

2021年专利导航指
南正式实施

期间，各地专利导航项
目陆续实施



专利导航的试点
总体
目标

用大致5年时间，初步形成专利导航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

重点
任务

建立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工作机制

优化产业的专利创造

鼓励专利的协同运用

培育专利运营业态发展

完善专利运用服务体系

构建专利导航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实施
方式

面向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批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

面向行业发展，培育一批专利协同运用试点单位

面向市场主体，培育一批专利运营试点企业

实施
步骤

启动阶段（2013年4—6月）

培育（建设）阶段（2013年7月—2018年6月

总结阶段（2018年7—12月）



专利导航的试点
搭建了三个平台 加强了重点指导 创办了一个基地



专利导航的试点
搭建了三个平台 加强了重点指导 创办了一个基地

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



专利导航的试点
搭建了三个平台 加强了重点指导 创办了一个基地

国家专利导航
发展实验区

中关村科技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郑州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专利协同
运用试点单位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东阳市磁性材料行业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国家专利运营
试点企业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总共35家



专利导航的试点
搭建了三个平台 加强了重点指导 创办了一个基地

专
利
导
航
试
点
工
程
工
作
手
册

第一部分
工作指引

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建设工作指引

国家专利协同运用试点单位培育工作指引

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生产型企业）培育工作指引

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非生产型企业）培育工作指引

第二部分
操作指南

第一章 实验区产业专利分析工作操作指南

第二章 实验区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工作操作指南

第三章 专利储备运营工作操作指南

第三部分
平台简介

第一章 实验区、试点单位、试点企业名单

第二章 非生产型试点企业简介

第四部分
文件汇编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实施专利导航试点工程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国家专利协同运用试点单位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的通知



专利导航的试点
搭建了三个平台 加强了重点指导 创办了一个基地



专利导航的深化
总体规划 落地实施 标准实施

 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关于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

国知办发运字〔2021〕30号）中明

确，争取到2025年，专利导航项目

规划设计、资源保障和成果应用进

一步加强，财政投入专利导航项目

管理制度措施更加完善，各地区建

成一批比较成熟的专利导航服务基

地，构建起特色化、规范化、实效

化的专利导航服务工作体系，专利

导航产业创新发展重要作用得到有

效发挥。

 各地开始建设专利导航服务基地，

开展专利导航项目

 2021年，用于指导规范专利导航工

作的《专利导航指南》（

GB/T39551-2020）系列国家标准

正式实施。



专利导航标准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标准起草过程

3月国知局启动标准制定 4月-9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6月征集遴选专家 9月征求意见稿投票

7月-2020.3月方法研究，听取建议 11月批准发布

2019年 2020年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标准内容框架

术语和定义

基础条件

专利导航项目启动

专利导航项目实施

成果运用 成果产出

区域规划 产业规划 企业经营

研发活动 人才管理 其他

专利导航服务要求

服务提供者 服务准备 服务提供 服务评价和改进

指导

实施 实施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础条件

5. 专利导航项目

6. 专利导航项目实施

7. 成果产出

8. 成果运用

9. 绩效评价

术语和定义

基础条件

成果运用

绩效评价

专利导航项目启动

专利导航项目实施

成果产出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基础条件

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

 PCT最低文献量专利数据及工具

 产业、经济、政策等

 企业、高校、科研组织等

 项目管理人员

 信息采集人员

 数据处理人员

 导航分析人员

 质量控制人员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专利导航项目启动

确定项目负责人 需求分析 项目团队组建 实施方案制定

01 02 03 04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专利导航项目实施

信息采集 数据处理 专利导航分析

01 02 03
专利信息采集

非专利信息采集
数据去重去噪
数据规范化
数据标引

挖掘数据关联
建立分析模型
定量定性分析
得出分析结论

撰写报告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成果产出

分析报告 数据集

 整体研究的系统性

 分析方法的科学性

 成果呈现的规范性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成果运用

工作机制 运用方式

 建立运用流程

 制定组织实施方案

 对效果进行评价和跟踪

 指导政策文件

 嵌入企业经营管理

 支撑人才、研发活动

 向公众提供信息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绩效评价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主管部门

 企业管理者代表

 需求方

 采用程度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1部分 总则——总则小结

基础条件

成果运用

专利导航项目启动

专利导航项目实施

成果产出绩效评价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2部分 区域规划——定义

区域规划类专利导航
——支撑区域规划决策的专利导航

以区域布局为目标

以区域创新质量评价为目标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2部分 区域规划——项目实施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专利导航分析

01 02 03
以区域布局为目标 |   以区域创新质量评价为目标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2部分 区域规划——项目实施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专利导航分析

01 02 03
以区域布局为目标 |   以区域创新质量评价为目标

 与区域密集相关的信息：

 区域内专利申请/授权数量

 区域内各行各业专利申请/

授权数量

 高等学校人力、财力

 区域内各行各业相关统计数

据

 增加关于行业的表述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2部分 区域规划——项目实施

专利导航分析

03产业份额指标

产业盈利指标

教育资源指标

科技资源指标

专利规模指标

专利密集度指标

产业资源指数

科教资源指数

专利资源指数

静态分析

动态协调分析

综合匹配分析结果

以区域布局为目标 |   以区域创新质量评价为目标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2部分 区域规划——项目实施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专利导航分析

01 02 03
 参照总则：专利、非专利  增加关于行业的表述 区域创新质量评价指数

创新竞争力指数

创新匹配指数

创新要素

创新产出

创新效益

研发经费-人员投入

专利活动-主体作用

产出情况-战略匹配

以区域布局为目标 |   以区域创新质量评价为目标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2部分 区域规划——成果产出

 区域创新竞争力分析

 区域创新匹配度分析

 区域创新质量评价分析

 区域创新发展政策建议

……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3部分 产业规划——定义

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
——支撑产业创新发展规划决策的专利导航

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区域的产业发展定位分析

区域的产业发展路径导航分析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3部分 产业规划——项目实施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专利导航分析

01 02 03
 确保产业链解构及技术分解

合理性 输出产业基本情况

分析报告

 参考总则  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区域的产业发展定位分析

 区域的产业发展路径导航分

析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3部分 产业规划——项目实施

专利导航分析

03
 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区域的产业发展定位分析

 区域的产业发展路径导航分

析

a） 分析全球产业发展与专利布局的互动关系

b） 寻找全球产业链中具有较强专利控制力的各类主体

c） 主体相关活动

a） 分析该区域的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b） 通过对比判断该区域产业的定位

a） 提出产业结构优化目标

b） 发现企业或其他创新主体作为培育对象或引进对象

c） 发现创新人才或人才团队作为培育对象或引进对象

d） 分析技术发展的突破口和路径

e） 提出专利布局及专利运营的主要目标及路径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定义

企业经营类专利导航
——支撑企业投资并购、上市、技术创新、

产品研发等经营活动决策的专利导航

投资并购对象遴选

投资并购对象评估

技术合作开发

企业上市准备

技术引进

企业产品开发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项目启动

确定项目负责人 需求分析 项目团队组建 实施方案制定

01 02 03 04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项目实施
投资并购对象遴 |   投资并购对象评估 |   企业上市准备 |   技术合作开发 |   技术引进 |   企业产品开发

 确定检索的技术领域和地域范围、检索、处理数

据

 筛选较高水平的专利申请人

 检索具有较高水平的企业信息

 确定投资对象

 导航分析报告

 投资并购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

 遴选企业的基本情况

 可视化形式

 专利导航数据集

实施内容 输出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项目实施
投资并购对象遴 |   投资并购对象评估 |   企业上市准备 |   技术合作开发 |   技术引进 |   企业产品开发

 评估对象背景信息

 评估对象及竞争对手信息

 技术先进性和技术可替代性

 侵权风险

 导航分析报告

 背景信息

 专利信息

 创新实力

 专利导航数据集

实施内容 输出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项目实施
投资并购对象遴 |   投资并购对象评估 |   企业上市准备 |   技术合作开发 |   技术引进 |   企业产品开发

 背景信息

 企业及竞争对手信息

 专利权属、法律状态

 采购、供应合同

 研发人员入职前的专利申请

 核心技术方案的保护程度

 技术先进性、可替代性

 侵权风险

 风险应对策略

 导航分析报告

 背景信息

 专利信息

 创新实力

 专利导航数据集

实施内容 输出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项目实施
投资并购对象遴 |   投资并购对象评估 |   企业上市准备 |   技术合作开发 |   技术引进 |   企业产品开发

 对应技术分解

 较强专利控制力主体的相关活动

 技术主题分析

 较高水平的申请人

 申请人的背景信息

 确定合作开发对象

 导航分析报告

 主题的选择与论证

 合作开发对象基本情况

 导航数据集

实施内容 输出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项目实施
投资并购对象遴 |   投资并购对象评估 |   企业上市准备 |   技术合作开发 |   技术引进 |   企业产品开发

 所属技术领域分析

 关联分析、寻找主题

 筛选专利

 提出可选择的专利

 持有人相关信息

 技术引进方式建议

 导航分析报告

 主题的选择与论证

 技术引进对象基本情况

 导航数据集

实施内容 输出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4部分 企业经营——项目实施
投资并购对象遴 |   投资并购对象评估 |   企业上市准备 |   技术合作开发 |   技术引进 |   企业产品开发

 所在行业的环境

 企业背景信息

 所属领域分解

 提出重点开发建议

 制定获取策略

 分析所需技术专利信息

 形成布局方案

 导航分析报告

 行业环境

 企业重点开发的产品及其开发策略

 导航数据集

实施内容 输出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5部分 研发活动——定义

研发活动类专利导航
——支撑研发立项评价、辅助研发过程决策

的专利导航

评价研发立项

辅助研发过程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5部分 研发活动——项目启动

 需求分析报告

 拟硏发立项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逬展情况

……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5部分 研发活动——项目实施
评价研发立项 |   辅助研发过程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专利导航分析

01 02 03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5部分 研发活动——项目实施

 a） 所在产业的政策环境

 b） 技术发展态势

 c）技术壁垒

 d） 市场竞争力

 e） 技术储备及技术竞争实力

 f） 研发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g）优化建议

 a） 分析项目目前的产业环境

 b） 技术发展态势

 c） 专利风险

 d）规避设计建议

 e）制定专利布局策略

评价研发立项
步骤与方法

辅助研发过程
步骤与方法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5部分 研发活动——项目实施

 在研项目基本情况

 技术竞争情况

 风险

 规避设计建议

 专利布局策略

输出：专利导航分析报告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6部分 人才管理——定义

人才管理类专利导航
——支撑人才遴选、人才评价等人才管理

决策的专利导航

人才遴选

人才评价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6部分 人才管理——项目启动

确定项目负责人 需求分析 项目团队组建 实施方案制定

01 02 03 04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6部分 人才管理——项目实施
人才遴选 |  人才评价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专利导航分析

01 02 03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6部分 人才管理——项目实施

 a） 获取发明人信息

 b） 发明人所在行业关联分析

 c）拟遴选人才名单

 a） 申报材料真实性评价

 b） 拟评价人才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c） 专利权稳定性或授权前景

 d）技术先进性和可替代性

 e)  侵权风险

人才遴选
步骤与方法

人才评价
步骤与方法



专利导航指南介绍 第7部分 服务要求——概要

服务提供者 服务准备 服务提供 服务评价和改进

01 02 03 04
 基本条件

 服务条件

 质量管理

 商务接洽

 签订合同

 项目启动

 项目实施

 成果展出

 了解服务期望

 服务能力评估

 服务评价

 服务改进



导航与布局



专利导航三个环节

产业研究及
目标需求分析

围绕需求选择专利
分析模块

绘制发展路线图辅
助决策支撑

• 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

途径

• 评估区域经济基础和

发展环境

• 研究产业发展路径

• 专利状况初步分析模块

• 特定需求专利分析模块

• 专利对产业增长的影响

• 专利导航产业发展路线

图

• 专利导航区域经济发展

路线图

• 专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路线图



1 2 3 4 5 6

定位 目标 路径 规划 运用分析

专利导航六个步骤



4

3

1

2

5

创新基础

专业能力

管理制度

资金支持 高价值
专利

如何开展导航与布局

合理进行布局规划

充分进行专利挖掘

建立高效管理体系

开展全面专利导航

高质量撰写专利申请



如何开展导航与布局

关键步骤1
专利导航

关键步骤3
布局规划

关键步骤2
专利挖掘



如何开展导航与布局

关键步骤1
专利导航

关键步骤3
布局规划

关键步骤2
专利挖掘



汽车零部件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全球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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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导航与布局

关键步骤1
专利导航

关键步骤3
布局规划

关键步骤2
专利挖掘

保护主题的挖掘 发明点的挖掘



汽车零部件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全球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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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01218110A(有效)
武井义之
结构改进：轮辐及轮辋的连接

CN103764406A
碳革命有限公司[澳]
结构改进：轮毂和轮辐连接

CN104640715A
蒂森克虏伯碳成分有限公司[德]
结构及工艺改进：轮辐+轮辋

CN104039535A
蒂森克虏伯碳素零件有限公司[德]
结构及工艺改进：轮辐+轮辋

CN103764407A
巴斯夫欧洲公司[德]
工艺改进：复合材料轮辋的制造工艺

CN103568704A
Ｆ·波尔希名誉工学博士公司[德]
结构改进：中空的轮辐

CN104755275A
路易斯·惠德科珀[英]
材料改进：轮辐金属，轮辋复材

CN104417254A 鲁德尔精密有限公司
弗兰霍菲尔运输应用研究公司[德]
结构改进：轮辋与轮缘可分离

CN101528478 A
阿尔韦德·托伊尔[德]
材料改进：轮辐是碳纤维成缆的辐条

连接方式的结构改进

制造工艺改进

材料改进轮辐的结构改进

CN103738111 A
蒂江苏南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改进：轮辋带连接轮辐的轮缘

解决了汽车轮
毂在减速和刹
车中产生大量
热量，容易爆
胎、急速的冷
热交替防氧化
漆很容易脱落
氧化的问题。

CN104339971 A（未决）
重庆春辉科技有限公司、秦邦敏
后处理：纤维增强涂层

CN102241884 A
赖彪
材料改进：全塑轮毂，描述材料配方

要求保护复合材料组成配方及制备工艺，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较小，没有实际保护价
值。



如何开展导航与布局

关键步骤1
专利导航

关键步骤3
布局规划

关键步骤2
专利挖掘



专利布局-专利组合设计



专利布局



数据来源：《产业专利分析报告（高性能纤维）》

在美国市场如何保护Kevalr®



1958                                                                                          2010

上
游

中
下
游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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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81

聚合物
纺丝溶液

纤维
膜及其制品



1958                               1981

聚合物
纺丝溶液

纤维
膜及其制品



1958                               1981

聚合物
纺丝溶液

纤维
膜及其制品

1985        1995
对基础专利的改进



1958                               1981

聚合物
纺丝溶液

纤维
膜及其制品

1985        1995
对基础专利的改进

1999            2010对下游应用的开拓



78

案例6：戴森无叶风扇-颠覆性黑科技

引自《IP创新赢》

空气倍增技术+共振原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宝宝

的手指了

噪音小

清洁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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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戴森无叶风扇-“超级专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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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戴森无叶风扇-“超级专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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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戴森无叶风扇-“超级专利组合”-布局成功

戴森向复审委提出宣告无效无叶风扇类专利200+项，绝大部分无效

戴森向法院提起诉讼，仅生效的专利类民事判决40+件，维权成功

戴森将淘宝、京东等电商作为共同被告，迫使电商平台下架侵权产品



谢谢大家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