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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PC的专利数据组织初探

摘要：专利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文章提出一种有效的专利数据信息组织方式，旨在为检索用户提供有序的检索结果，提高专利信息资源的利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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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利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属于知识产权的一部分，

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是记录和传播科技成果的重要

载体，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联合国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曾得出这样的统计结果：专利文献占据了全世界

每年新诞生技术的90~95%，而其中70%的信息是只能

从专利文献中获取的，因此，它越来越受到人们尤其是

科技工作者的重视，世界上每年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

速度已经超过了100万件，而专利的累计总量也在4000
万件左右，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越来越

容易，但面对这样一堆庞大的数据，如何方便、快速地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各类专利

检索平台和检索软件因此应运而生。

2 专利信息检索平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免费的专利信息资源在

网络上日益丰富，通过互联网来检索专利信息也成为了

人们获取所需资源的主要手段。目前已有很多机构通过

互联网提供专利查询服务，其中大部分的检索平台是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下属部门或者专利数据研究公司

主办，国内较有权威和影响力的检索平台包括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知识产权网、中国专利中心的

中国专利数据库检索系统、中国专利信息网、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专利检索系统、CNKI中国专利数据库、

国家科技文献资源网络服务系统、Soopat专利搜索、

Patentics等，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是我国专利行业最

权威的政府部门，其专利数据库收录自1985年以来公

布的全部中国的专利信息，并可浏览到各种说明书全文

及外观设计图形，面向公众提供免费专利检索服务。各

个检索平台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比较权威的网络专

利检索平台收录的数据资源均始于1985年，各个检索

平台的收录专利类型、检索界面、检索方式以及检索

字段都是大同小异，而使用相同的分类号进行检索测

试，发现每个网站的检索结果也基本相同，这表明国

内主要的专利信息机构的数据源也基本一致，虽然在

数据库的更新速度、专利相关信息的提供范围等方面

可能有些差异，比如国家知识产权局网、中国专利信息

网和Patentics等提供了二次检索功能，但差异也仅仅

是前两个平台的二次检索的关键词需要用户自己作判

断，而Patentics会根据检索的结果自动总结出多个关

键词提供给用户；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网、

Soopat、Patentics提供了“专利统计分析”服务功能，

前三者的统计分析是基于已检索专利，其中Soopat网
站设置了专利对比功能，且它的专利统计分析功能是免

费的，Patentics采用的是检索、分析、提取信息、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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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检索平台基本情况

国家知识

产权局

知识产权网

专利信息

检索系统

专利信息网

万方数据

专利检索

CNKI专利

数据库

Soopat

Patentics

1985年至今

1985年至今

1985年至今

1985年至今

1985年至今

1985年至今

1985年至今

1985年至今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

设计

中文

中文

中文和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和英文

专利类型 检索界面收录范围

字段检索、IPC分类检索、法

律状态检索

字段检索、IPC分类号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行业导航检

索

字段检索

字段检索

字段检索、IPC分类号检索、

法律状态检索

字段检索

字段检索、IPC分类号检索

字段检索

公开号、申请号、申请日、

名称、主分类号、分类号、

申请人、发明人、代理人

申请号、申请日、公开号、

名称、主分类号、分类号、

申请人、发明人、代理人等

专利号、名称、申请日、公

开日、分类号、申请人、发

明人等

申请号、公开号、公告号、

分类号、公开日、名称、申

请人、发明人、代理人等

名称、申请号、申请日、公

开号、发明人、申请人、代

理人、主分类号、分类号等

名称、摘要、申请号、公开

号、分类号、主分类号、申

请人、发明人、代理人等

申请号、申请日、名称、公

开日、摘要、公开号、分类

号、主分类号、申请人、发

明人、代理人等

专利号、发明人、名称、公

开日、申请日、摘要、申请

人、代理人、IPC分类号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二次
检索

专利
分析

检索方式 检索字段

的方式，将检索和分析结合到了一起。

目前网络上的大部分专利数据库都具备了这些检

索的基本功能，方便了人们检索专利文献，但随着专利

信息数量的迅速增长、检索技术的日趋成熟，人们对

于检索结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检索机构能

够对专利数据信息进行有效的组织并呈现给用户，但

现在大多数网站都只是简单地将检索结果罗列出来，

未能将数据信息有序地反馈给用户，很难让使用者将

精力集中在所需要的专利信息上，用户也就不能充分

利用得到的信息资源。以在中国知识产权网的专利信

息服务平台检索为例，用“计算机安全”作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共得到22页212条检索结果，浏览默认排序的

前5条检索结果，我们发现，对应标题为计算机安全装

置、计算机安全网卡、计算机安全控制器、计算机安全

防护系统及方法、计算机安全防护方法及计算机安全

防护工具的IPC分类号分别为G06F1/00、H04L12/24、

G06F15/00、G06F21/00、G06F21/00，最后两条专利

具有相同的分类号，属于同一个IPC大组，又与第一条

和第三条专利属于同一个IPC小类，第二条专利与其他

四条不属于同一个部，虽然检索的结果都包含检索词，

但所属的分类并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但是国内的大

部分专利检索平台都只是将这样不规律的检索结果直

接反馈给用户，这就为用户有效利用专利信息带来了

不便，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用户利用信息的效率，因

此，检索结果的有效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而谈到专利信息的组织，熟悉专利的人想到的都

会是国际专利分类（IPC）。IPC是最早的专利文献分

类组织工具，作为一种语言独立的专利文件检索工具，

对于海量文献的组织与检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

随着专利文献的不断增长，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专利分

类体系（如美国专利分类法、英国专利分类法等），但

IPC一直是世界范围内唯一通用的国际专利分类，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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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必须执行的分类体系，IPC使得各国专利文献获

得了统一分类，它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每件专利都

有一个或多个分类号，通过它可以避免因关键词选择

不当造成检索结果不全面或不准确，因此，如果能够充

分利用国际专利分类体系，那么实现专利信息的有效

组织将会变得容易。然而在国内的众多专利信息检索平

台中，很多网站甚至都没有基于IPC的检索方式，即使

有一些网站可以进行IPC分类导航检索，如国家知识产

权局网站，但其提供的就是查询者可以将IPC分类表依

照分类次序由“部—大类—小类”逐级展开，通过点击

IPC分类号进行检索，然而由于专利信息平台的服务对

象大部分并不熟悉IPC的分类内容，也就很难确定想要

检索的专利属于哪一个IPC部，因此这一部分使用者在

实际查询时很少直接使用导航检索，IPC分类导航功能

的意义对于这些使用者并不显著。

3 基于IPC的专利数据组织

目前网络上使用的IPC的检索平台基本上都是为方

便初学者而设计的辅助检索方式，这并没有发挥IPC真

正的优势，如果想要从专利检索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

息，有效的数据组织方式是关键，而由于每一项专利都

有其对应的分类号，因此使用IPC组织专利数据是一个

很好的办法，重新组织的专利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

形式及示例数据如图1所示。

基于IPC的专利数据组织的基本思想是在存储专

利数据时，将具有相同IPC分类号的专利信息划分为一

类，存储在同一张表中，并根据专利的分类号在IPC分
类体系中所处的不同深度赋予其相应的层级标识，再

将专利信息的申请人、申请数量、日期等属性添加到表

图1 专利数据存储格式示意图

的每条记录中，这样，对于检索的每一条结果，都很容

易获得所有具有相同IPC的其他专利数据，如果用户需

要，就能够快速地将所有具有相同分类号的专利信息

反馈给检索者，同时可以根据层级关系，将相应数据的

分类号的上级与下级专利信息一并返回给用户，这样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检索者发现自己未留意或被埋在

很多检索结果深处的有用的专利信息。

在使用IPC分类号作为专利数据的标识对数据重

新进行组织以后，我们将很容易得到具有相同分类号

和相应上下层级的专利数据。仍以上面进行的检索为

例，如果用户需要，那么计算机安全防护系统及方法和

计算机安全防护方法及计算机安全防护工具以及所有

的IPC分类号为G06F21/00的专利能够被快速方便地组

织在一起返回给用户，同时该分类号的上级与下级数据

信息也可以一并返回，如分类号为G06F21/02的专利电

脑电源的无线加密锁电路和分类号为G06F21/20的计

算机安全取证装置等等。我们知道，专利分类中最具有

权威性的是IPC分类方法，它把专利信息中互相关联最

紧密的数据组织到一起，分在相同或具有层级关系的

分类号下，因此这样获得的专利数据与用户想要的信息

是最相关的，也就能为用户提供最可能需要的信息。

将专利数据基于IPC组织起来的另一个好处是方

便了对某一领域的统计分析。对于任何机构而言，如果

制造出来的产品是已经存在的，或者是使用了相似的

技术，那将会造成很大的研发浪费，还有可能因不小心

侵权而产生法律纠纷，而对于企业组织，专利信息具有

更多的经济价值，因为专利是竞争者之间唯一的不得不

公开的关键信息，通过深度发掘专利数据，可以方便地

进行各类统计分析并生成图表，从中能够得到重要的围

绕专利的信息与知识，再进一步通过细致、综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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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分析，就会很容易地完成对某技术领域现状的分

析，识别关键技术，也能够检测竞争对手在技术方面的

竞争力，让企业做到知己知彼。近年来，专利信息分析凭

借能够提供发明创造的轨迹、揭示技术发展趋势、展现

竞争态势以及为发展战略制定提供参考等作用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无论用户的目的是了解同一领域的研

发动态、主要申请人和发明人，还是为了借鉴其他发明

进行科技创新和避免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分类存储

的专利信息都为更方便快速的反馈结果提供了保障。

将专利数据基于IPC组织在一起也能够为国家的

各个专利机构审批专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将同一

类的专利数据放在一起，并为处于不同层级的信息赋

予标识，在检索新申请的专利时，同类的信息以及上级

与下级的信息都能够快速获取，这样就能够很方便地

知道是否已经存在相同或类似的技术。

4 结语

专利信息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囊括了全球

90%以上的最新技术情报，如此巨大的信息资源如果能

够充分加以利用，无论对于科研机构进行科学研究、企

业进行发展决策还是国家进行战略决策，都将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而有效的数据组织方式是充分

利用信息的前提，国际专利分类法凭借其在专利分类

方面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检索平

台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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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ata Organization of Patent Based on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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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effective carrier of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with much practicality and reliability, patent i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rticle involves an effective way on data organization of patent.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ordered retrieval results for users and to improve availability of patent 
information.

Keywords: Patent retrieval, Data organization, IPC

                                                                                                                                                                                                                            （收稿日期：2012-08-06）

70


	ú”IPC—�)pnÄ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