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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律状态与被引信息整合

的专利价值评估研究*

1 引言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知识产权作为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产要素和技术创新竞争优势的基

础，成为了最有价值的财产形式。专利作为知识产权

的重要载体，在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中

的作用日益明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着眼未

来、谋求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的主要手段。与此同

时，专利的价值成为衡量国家及企业市场竞争力、综

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成为专利实施转化的重要因素

和完善专利交易市场的基础[1]。

专利价值评估是指适合于某一特定目的而进行

的，根据评估的对象、条件和要求不同，采用一定的

评估方法作出评估，它从专利的法律状态、技术状

态、市场状态等方面出发，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衡量其

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2]。

由于专利价值评估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其

研究也成为当前科技管理领域的热点。专利被引用次

数与专利的法律状态信息是专利价值评估中的两项重

要评估指标，研究者多用其进行各类分析，但少有研

究关注这两项评估指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将这两

项指标进行整合分析，期望通过测度专利的权利维持

状态与专利被引用之间的关系，从细致微观的角度来

揭示专利价值的变化趋势。

2 基于专利被引与专利法律状态整合
分析的专利价值评估

2.1 专利被引

以引证为基础的专利研究称为专利引证分析，它

是按照科学论文引证联系的方式探寻专利间的联系。

通过单篇专利的引证分析，可以了解专利文献之间的

关系，了解围绕核心专利的技术发展趋势及其所形成

网状专利保护的轨迹，并显现出技术所有者之间的研

发关系[3]。

由于专利引用行为对于专利的经济价值有直接的

关联，因此，专利申请人或专利审查人对于引用专利

的态度都十分谨慎。因此，专利引用行为中产生的噪

声少于学术论文，专利引用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更高[4]。

专利前引①（forward citation）也称专利被引用次

数，其性质如图1所示。专利前引是在专利被授权之后

发生的，其数量表示的是专利被授权之后，其他新发

明的专利将其作为先有技术而引用的次数。专利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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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是和专利价值最为相关的。

对于许多专利的使用者来说（尤其是评估专利重

要性或专利价值的用户），他们更需要了解的是该专

利被其他专利或被科学文献引用的情况。某一专利的

前引数量反映了该专利的重要程度，如某专利文件被

引用次数可被作为测度技术显著性的指标。而所有使

用专利分析来进行技术创新相关的研究都使用专利前

引数量来得到专利价值评价的结论[4]。

 

因此，专利缴费状态不仅反映了专利的维持时

间，也是评估专利价值的重要指标。假设专利所有者

是否缴纳维持费是基于缴纳年费所能得到的专利权价

值来决定的，那么专利缴费的数据和维持费缴费的规

则中就包含了专利价值分布信息。专利缴费的决定是

基于专利保护的价值，则我们可以根据专利法律状态

中的缴费信息，估算专利的价值分布[1]。

2.3 基于专利法律状态与专利被引整合

的专利价值评估

综上所述，专利被引用次数与专利的缴费状态信

息都被作为重要的专利价值评估指标，用于不同层面

的专利价值评估研究，如识别核心技术领域、把握专

利质量、评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不同发明人的研发

实力等[5]。 
但专利的缴费状态信息与专利被引用信息两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却很少见。本文尝试将两者

进行整合分析，通过研究在不同的专利缴费状态条件

下，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变化趋势，从更为细致和微观

的角度揭示专利价值的变化状态，以能更完整和深入

地评估专利的法律情报和技术情报。本文的研究框架

如图2。

图1 专利前引

专利A

专利1

专利2

专利3

专利n

2.2 专利法律状态

专利的法律状态信息主要包括专利权有效、专利

权有效期届满、专利申请尚未授权、专利申请撤回、

专利申请被驳回、专利权终止、专利权无效和专利权

转移等。

专利具有时间性特征，时间性是指专利只有在法

律规定的期限内才有效。专利权的有效保护期限结束

以后，专利权人所享有的专利权便自动丧失，一般不

能续展。为此，发明便随着保护期限的结束而成为社

会公有的财富，其他人便可以自由地使用该发明来创

造产品。专利受法律保护的期限的长短由有关国家的

专利法或有关国际公约规定。

在大多数国家，专利所有者必须通过缴纳专利年

费来维持专利权的法律保护，未按规定缴纳费用的，会

导致专利权的提前终止。因此按照规定缴纳年费，对

于专利权人至关重要。而专利年费大多是分阶段缴纳

且递增，时间越长年费越高，如果专利不能产生经济

效益，随时间推移还要交纳高额年费，从经济的投入

产出收益来讲，专利权人无利可图，则可能会在专利

权有效期届满前就放弃专利。

图2 本文研究框架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准备

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局都提供专利信息的免费在线

查询，但每个国家提供的专利信息的详细程度不同，

综合考虑专利获取的难易程度、被检索专利数据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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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专利缴费和专利被引信息的完备性以及面向分析

的专利数据库建设等因素，本文选用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作为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

（1）数据源获取

考虑本文研究对象为专利的缴费信息与专利被引

用次数，USPTO的缴费分阶段进行，4年为一个缴费

周期，而专利被引用次数也需要在一个较长的观测周

期内才能获得较为客观的评价结果。因此，本文选取

了1999年申请、2001年4月前获得授权的美国专利995
条，其IPC分类为G06F， 995条专利的前引专利的下载

时间为2009年4月。从2001-2009年间，获授权的实证

数据集经历三个缴费时间点，分别是2001年授权前、

2004年和2008年。本文将在三个缴费时间段内测试专

利获得的引用次数的变化情况，以挖掘专利的权利维

持与专利被引之间的关系。

在对995条原始数据集进行了缴费信息的下载与清

洗后，我们发现数据集的缴费状态分为三类（表3）。

表1 实证研究数据集描述

专利数量

所属IPC分类

专利公开年份

专利授权时间

前引专利下载时间

缴费信息下载时间

数据集指标

995条

G06F

1999年

2001年4月

2009年5月

2009年5月

指标描述

（2）数据源分类

USPTO提供的专利缴费信息样例如表2。
由表2可知，USPTO提供的专利缴费信息包括了专

利号、缴费总计、缴费时间、专利获得授权时间、专

利申请日期，以及该专利所属机构的规模类型（是否

为小型机构）等。

03/08/04

04/10/08

03/06/01

03/06/01

06/01/99

06/01/99

$455.00

$1,180.00

6,199,077

6,199,077

表2 USPTO专利缴费信息样例

YES

YES

PATENT 
NUMBER

04

08

FEE AMT PYMT DATE PATENT ISSUE 
DATE

APPL. FILING 
DATE

PAYMENT 
YEAR

SMALL 
ENTITY?

表3 实证数据集缴费状态

A类

B类

C类

类别

专利2008年已缴费，当前处于有效状态

专利在2004年缴费时间点有效，但在2008年缴费时间

点失效（说明该专利2004年缴费，但2008年未缴费，

专利于2008年后已失效）

专利在2004年缴费时间点失效（说明该专利2004年未

缴费，专利于2004年后已失效）

指标描述

依据表3中的数据集缴费状态分类，结合本文研

究框架设计，按照专利的缴费状态及专利所属机构的

规模大小，对实证数据集进行了统计与分类，如表4
所示：

表4 实证数据集的统计与分类

A类专利

B类专利

C类专利

数据集类别
（按表3类别）

专利所属机
构规模

专利数量
（条）

大型机构

小型机构

大型机构

小型机构

机构规模不明

704

86

114

21

70

3.2 实证分析

有研究表明，专利的平均被引年份迟滞为5-8年，

即专利在其获得授权的5-8年间将会获得较多的引用。

本文的专利被引观测年份间距为1999年-2009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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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专利被引观测的年份间距窗口分为三类，分别为：

（a）2000年之前获得的引用；（b）2001-2004年间获

得的引用；（c）2005-2008年间获得的引用。将专利被

引观测年份间距窗口进行细分，可更细致地揭示专利

的权利维持与专利获得引用之间的关系。

实证分析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分析在不同缴费状

态下，不同缴费状态类别的数据集在三个年份间距中

的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变化；二为以A类缴费状态专利

为例，分析在相同缴费状态下，大型机构的专利与小

型机构的专利在三个年份间距中的专利被引用次数的

变化。

以下是两类分析结果：

（1）在不同缴费状态下，不同缴费状态类别的数

据集在三个年份间距中的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变化趋势

图3、4、5分别显示了A类、B类和C类专利在三

个年份间距中的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对比分析。由分

析结果可以发现，三类数据集具有共同特点，即在

2001-2004年份间，专利获得的引用次数最多。此外，

当前处于有效状态的专利（A类专利）中，其高被引专

利比例远高于失效专利；另一方面，对比B类专利和C
类专利这两类失效专利，B类专利获得的引用也高于C
类专利。 

图3 A类专利在三个年份间距的专利被引用次数对比

图4 B类专利在三个年份间距的专利被引用次数对比

图5 C类专利在三个年份间距的专利被引用次数对比

（2）相同缴费状态下，大型机构的专利与小型机

构的专利在三个年份间距中的专利被引用次数的变化

趋势

图6和图7显示了在专利有效的状态下，大型机构

的专利与小型机构的专利在三个年份间距中的专利被

引趋势对比。由分析结果可发现，机构的规模对专

利被引用次数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大型机构的

专利中高被引专利比例高于小型机构。数据集中被

引次数达到80次以上的专利都属于大型机构，且都

为有效专利。

 

图6 A类且其所属机构为大型机构的专利
在三个年份间距中的被引次数对比

图7 A类且其所属机构为小型机构的专利
在三个年份间距中的被引次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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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尝试将专利法律状态信息与专利被引用信

息进行整合分析，通过测度专利的权利维持状态及其

相应的机构规模与专利被引用之间的关系，从细致微

观的角度来揭示专利价值的变化趋势。从本文研究发

现，专利的权利维持对专利的被引用有着积极的作

用。缴费持续时间越长的专利，其获得引用的机率越

大，而只有少量的失效专利可获得较多的引用；另一

方面，本研究表明，属于大型机构的专利获得引用的

机率更高。在进行专利价值评估时，如同时考虑专利

权利的维持与专利的被引两项评估指标，可有效提高

评估的准确性。

3.3 实证分析结论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专利权的维持对其被引

用有积极的影响，当专利处于持续缴费状态时，其获

得引用的几率高于那些未缴费而失效的专利；另一方

面，在失效专利中，也有小部分专利获得了较高的持

续引用。在进行专利价值评估时，我们可依据其当前

法律状态与被引次数来进行判断和识别；同时，我们

也可选择获得较高引用的失效专利，从中挖掘潜在的

技术与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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