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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数据库的构成、信息组织架构、技术唯一标识符的设立等方面对PATSTAT数据库进行研究，基于
此分析其特点，并从功能实现的角度将其与Orbit、Thomson Innovation等主流商业专利数据库进行比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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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专利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科技评价活动

中。专利数据由于涵盖的信息全面、规范且易于使用，

受到了理论界与学术界的广泛青睐[1]。具体而言，专利

数据包括了经济、法律以及技术信息，其数据的丰富程

度往往是其他技术信息数据来源所不具备的[2]；在有关国

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围绕专利数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的标准，使得专利数据较其他数据更为规范与准确[3]。

近年来，在数据提供商以及各国专利管理机构的共同努

力下，一大批专利数据库被开发出来，既包括免费的，也包

括商用的，使得人们可以便利地使用专利数据资源[4]。

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Wo r l d w i d e  P a t e n t 
Statistical Database，以下简称PATSTAT）是由欧洲

专利局创建的以欧洲专利局专利文献主数据库（EPO 
Master Documentation Database，DOCDB）为主要数

据源的快照数据库，收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或组织的

专利信息，其内容涵盖专利题录数据、引文数据以及专

利家族链接。PATSTAT旨在为研究者提供可完全运行

于个人电脑的面向统计分析的专利数据库。PATSTAT自
2007年向公众发布以来，由于其面向统计分析、数据遵

循统一规范、数据开放等特点，在学界得到广泛应用。

1 PATSTAT相关背景

PATSTAT数据构建的最初设想来源于OECD的专

利统计专题工作组（Task Force），其成员包括OECD、

EPO、JPO、USPTO、WIPO等机构，该组织通过加强

成员间的协作关系来促进专利统计质量的提升，尤其是

在如下三个方面：①促进专利指标的丰富与标准化；②使

专利分析人员能充分获取专利数据；③为基于专利数据

的统计决策工作做出贡献。鉴于现有专利数据库之间差

异很大，存在数据质量不一，数据加工过程不透明，数

据检索、导入、导出受限等问题，不能满足专利数据分析

与研究的需求，在OECD的专利统计专题工作组的倡导

下，由EPO创建了全新的面向统计决策的PATSTAT。
上述机构的共同努力使得PATSTAT数据库在统计决策

的理论准备方面较为坚实。最为显著的成果是2009年OECD
出版的《专利统计手册》[1]，汇集专利统计分析领域的研

究成果，为使用专利数据来测度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指

导准则，对专利统计分析的内容、相应指标以及使用的范

围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成为了PATSTAT数据库建设的重要

理论来源。其次，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一批针对专利统计

决策分析的研究报告也相继产生，这些报告通过梳理、验证

相关理论，构建数据集市和统计测量指标为PATSTAT数据

库的不断提升提供有力的支持（见表1）。

2 PATSTAT数据库构成与信息组织

2.1 PATSTAT数据库的构成

PATSTAT数据库由四部分构成：PATSTAT源数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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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OECD的专利统计专题工作组为PATSTAT提供的理论及实践支持

1
测量专利质量：技术与经济价值指标

（Measuring Patent Quality: Indicators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Value[5]）

序号 研究报告名称

梳理了国际通用的专利质量

评价指标

形成了一套专利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

专利权人、申请人地址信息数据

（The OECD REGPAT Database: A Presentation[6]）

对来源EPO和WIPO专利中

的发明人、申请人地址信息

进行清洗

形成了OECD REGPAT数

据库

专利家族：定义、范围；三方专利家族

（Insight into Different Types of Patent Families[7]; Triadic Patent Families 

Methodology[8]）

梳理了专利家族的定义、范

围以及界定了三方专利家族

范围

OECD 三方专利家族数据

库

统一专利权人名称

（OECD Harmonised Applicants' Names database）

以商业数据库中的人名信息

为基础构建词表，对专利申

请人名称进行清洗

OECD HAN 数据库

分析欧洲和国际专利引文

（Analysing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atent Citations: A set of EPO Patent 

Database Building Blocks[8]）

探索建立能够协调多源引文

数据的引文数据集市
OECD 引文数据库

2

3

4

5

理论价值 数据集

据（PATSTAT raw data）、PATSTAT法律事件数据

（Legal event data for PATSTAT）、PATSTAT的专利登记

信息数据（EP register data for PATSTAT）以及PATSTAT在
线数据库（PATSTAT Online Extension）[9]。

PATSTAT源数据是PATSTAT的核心，通常所

指PATSTAT数据库也是指的这一部分，该数据主要

是从EPO的主著录项数据库（也称DOCDB数据库）

中获取的，主要包含的是与专利有关的著录项信息。

PATSTAT法律事件数据则主要来源于EPO的全球法

律状态数据库（也称INPADOC数据库），主要包含的

是专利生命周期过程中发生的法律事件信息，例如审

查、续费、失效、权属转移、PCT进入国家阶段以及异议

和诉讼信息等。目前，PATSTAT数据加工团队已经设计

了整体的专利数据框架，将上述两部分信息进行了有效

的组织，可供研究人员进行综合分析，但PATSTAT法律

事件数据的数据还需要单独收取费用。

PATSTAT专利登记信息数据是EPO于2013年4月
发布的一款新产品，该数据的主要来源为欧专局的专

利登记信息数据库（EP register data），包含了在EPO登

记的专利（或者通过PCT流程进入到EPO的专利）的著

录项信息、法律事件信息以及流程信息，在数据的准确

性、详细程度上面具有优势。目前，该部分数据还处于快

熟发展期，现有数据库是独立的，并没有整合到之前提

及的PATSTAT源数据与法律事件数据的框架中来。

PATSTAT在线数据库是PATSTAT数据库（源数

据和法律事件数据）的在线版，EPO通过一个基于

SQL检索的平台将PATSTAT数据进行展现。用户可以

直接利用SQL检索式对PATSTAT数据进行检索，同时，

PATSTAT在线数据库还包含了一些源数据和法律事件

数据中不包含的数据，这些数据多是需要通过对来源

PATSTAT数据进行初步计算获得的数据（见图1）。

图1.a 源数据及法律事件数据的物理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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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PATSTAT在线数据检索与分析平台

图1.c 登记信息数据的物理数据模型（部分）

图1 PATSTAT信息组织图

2.2 PATSTAT的信息组织架构

PATSTAT数据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六类：号

码信息（专利申请号码、专利公开公告号码、专利优先

权号码、专利家族号码、参考专利号码），技术信息（主

要涉及的是专利著录项信息中的技术相关信息，包括技

术分类信息、标题信息、摘要信息等），法律信息（与专

利相关的信息，包括授权、缴费、转移、延续、撤销等），

“人”的信息（专利相关人员的名称信息，包括申请人、

发明人、专利权人、审查员、代理机构的名称信息等），

时间信息（与专利生命周期阶段相关的时间信息，包括

申请日、授权日、失效日等），地址信息（与专利申请、授

权相关的国家以及“人”的地址信息，包括专利申请所

在地、专利权人地址等）。这六大类的信息之间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即便是同一类别信息之间也存在较大差

异。例如，在号码信息下，申请号、公开公告号、优先权

号以及家族号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对上述信息进

行科学的组织是PATSTAT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图2 PATSTAT的信息组织模型框架

PATSTAT数据库采用了以专利申请为中心的信息

组织方式。从PATSTAT的信息组织模型框架（图2）中
可见，专利申请信息在整个关系型数据库中居于核心位

置，所有的相关信息都与专利申请信息进行关联。本文

认为：PATSTAT之所以建立以专利申请为中心的信息

组织方式，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①从整个专利生命周

期视角来考虑，专利申请是整个专利活动的逻辑起点，

因此，以专利申请为中心组织整个专利信息，就是从源

头上抓住了专利信息；②从信息组织视角来考虑，专利的

唯一性原则规定一项专利仅具有一个专利号码信息[10]，

而其他信息如公开公告号码、家族号码都有可能存在一

对多的状况，因此，以专利申请信息作为信息组织方式

也会避免因为号码信息不唯一所带来的对专利信息的

歧义；③相对于以家族为中心的组织方式而言，以申请

为中心的专利信息组织方法能更便捷地与技术信息、法

律状态信息、过程信息相联系，更适合于多维度的专利

统计分析。

2.3 PATSTAT的技术标识符的设立

为了确保专利数据库符合参照完整性约束以及提

高检索效率的需求，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通常会统一赋

予一个自增的虚拟唯一标识符。从技术的角度而言，这

种建立唯一标识符的做法一方面满足了数据的完整性

约束要求，确保了数据的唯一性；另外，由于虚拟标识

符能够避免在专利申请识别过程中同时需要识别三个

实体（专利申请号码通常由国别代码、申请号、辅助属

性构成）的弊端，也会降低数据库的存储规模，使数据

库具有更高的检索效率。PATSTAT数据库在设立技

术标识符的过程中，选择采用申请号作为设立虚拟技

术标识符的依据，将全部的数据整合到统一的规则之

下，为后续物理建模奠定基础。通过设立专利标识符，

PATSTAT将不同来源的专利信息有机地关联起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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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依据是以专利申请为整个专利生命周期的逻辑

起点，通过数据表的关联关系将整个专利生命周期全

过程中的信息贯穿起来。

单纯的采用自增的技术标识符往往使得处于不同

时点的不同版本之间的PATSTAT数据缺乏关联，同

时，PATSTAT数据与其他EPO专利数据源之间也缺乏

了对应的关联关系。针对这个问题，PATSTAT选择以

DOCDB的技术标识符作为其技术标识符的主要来源

（情形1）。当数据出现由于优先权号码缺失导致的技

术标识符不一致（情形2），由于引用的专利公开公告号

缺失导致的技术标识符不一致（情形3），由于引用的专

利申请号缺失所导致的技术标识符不一致（情形4）这

三种情形时，才采用自增的技术标识符。上述做法既保

证了整个数据仓库符合完整性约束，也保证了EPO的

各数据库之间，以及不同时点的数据仓库之间能够实

现数据直接关联。

如前所述，为了实现参照完整性约束的要求，

PATSTAT在设立技术标识符时需要同时考虑四种不

同的情形，因此，PATSTAT设计了一套技术标识符分

配方法，其特点在于：能够同时兼容两种技术标识符

（相对固定技术标识符以及自增的技术标识符），同时

通过号码分配可以将属于不同情形的技术标识符区分

开来，使研究人员能仅通过观察技术标识符就能辨识

专利申请号所对应的情形。从表2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PATSTAT数据库为4种不同情形的专利申请号分配了

不同的技术标识符。

表2 PATSTAT数据库不同范围技术标识符范围表

2014 Spring

2013 Oct

960000001- 960013546

960000001- 960014115

PATSTAT自建的技术标识符（APPLN_ID）
PATSTAT

版本 范围4：因引用的专利申请号

缺失而增加的技术标识符

930000001- 931724340

930000001- 931714237

范围3：因引用的专利公开公告

号缺失而增加的技术标识符

900000001- 907140127

900000001- 907099488

范围2：因优先权号码信息缺

失而增加的技术标识符

69410835

67766435

范围1：对应DOCDB数据的技术

标识符（APPLN_ID）

3 PATSTAT数据库特点分析

由于PATSTAT较为详细公开了其数据库设计思

路、过程以及元数据，我们可以从数据库的设计方面对

PATSTAT的特点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如下6个方面：

（1）面向统计决策分析。OECD的专利统计专题工

作组通过系统理论研究如编制《专利统计手册》[1]、建

立统计数据子集、开展专利统计决策年会、搭建专利统

计研讨平台等方式，为PATSTAT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数据涵盖范围广泛。PATSTAT数据库主要集

成了DOCDB数据库、INPADOC数据库（专利家族及

法律状态）以及EPR数据库（专利注册信息）三大数据

源，同时，在人名信息（专利权人、发明人）、地址信息

以及技术分类等信息上集成了多个其他数据源，使得

PATSTAT数据库包含了著录项信息、法律状态信息、

过程信息等全方面的信息，地域范围包括了90多个多家

的7000万条专利信息，更新频率为每年两次[11]。

（3）专利数据的深层次集成。对于异构、复杂、多

源专利数据进行深层次的语义集成是PATSTAT数据

库的主要进展之一。具体体现在：专利家族与优先权信

息的集成，专利摘要与标题信息的集成，发明人信息与

地址信息的集成，以及专利权人信息的集成等方面。这

一系列的数据集成使得PATSTAT更加适合全球范围的

专利统计分析工作。

（4）体现数据仓库特征。通过物化集中方式将多

源异构数据集成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下，使数据库具

有了表达更加复杂的查询、执行更加复杂的数据转化的

能力；数据快照则对于动态信息（法律状态信息、专利权

人信息、专利家族信息等）能够进行高效的数据精简，虽

然，这也需要以牺牲一定的数据更新效率为代价。

（5）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EPO将PATSTAT视为

其加工的专利数据产品中的标杆，为了扩大该数据的影

响，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数据分析质量，PATSTAT
研发团队也适时地将其在数据库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的

一些核心数据文档分享出来，供数据分析人员参考，这

些内容包括了设计基本原则、元数据信息以及具体实施

规则与代码等。同时，由于PATSTAT数据的这种公开

性，使得它目前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专利数据深加工、

清洗与协同的平台[12]。

（6）数据处理过程的公开化。PATSTAT数据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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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分享了其在数据库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的一些核心数

据文档，包括Patstat Data Catalog[13]，该文档包括了专

利数据设计基本原则、元数据信息、数据来源范围、数

据指标代码以及业务规则等内容，这些核心文档的公布

使得整个PATSTAT的数据库成为了专利分析领域第一

个透明的、可复制、可追踪的数据资源，更多负责的数

据加工、分析工作可以得以开展。

尽管，PATSTAT数据库存在上面诸多优点，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两点：①从数据源来看，

主要采集自官方数据（如DOCDB、I NPADOC、EP 
Register数据），上述数据主要是服务于审查员工作流

程的，那些对于审查员工作流程起到关键作用的数据，

如优先权、引文数据的质量就相对较高，而对于审查员

表3 PATSTAT与主流商业专利数据库的比较

比较项目 TI数据库 PATSTAT数据库

INPADOC法律状态、EP的登记信息、日本

法律状态信息、美国诉讼数据以及部分国

家地区的登记信息（EP外）

INPADOC法律状态、EP的登记信息、美国

授权转让、持续期、诉讼、授权后信息；JP

专利审查、注册、注册后法律状态、审判、

上诉程序信息

INPADOC法律状态、EP的登记信息

包括PlusPat、FamPat以及扩展专利家族

EPO

公共（付费）数据库

不含全文

DOCDB

Thomson Reuters

商业（付费）数据库

包含多个国家的全文信息（如US, EP, WO）

DOCDB以及DWPI数据

Questel-Orbit

商业（付费）数据库

包含多个国家的全文信息（如US, EP, WO）

DOCDB

提供者

数据服务类型

是否包含全文

著录信息来源

包括德温特专利家族以及扩展专利家族 包括扩展专利家族及DOCDB简单专利家族

利用PatentRatings公司数据进行清洗
自建专利权人清洗规范，辅助以179 0 

Analytics公司数据

以DOCDB标准化专利权人信息为基

础，整合HAN、APE-INV数据

大部分的全文信息是每周更新，部分国家数

据为按月更新

大多数数据是每周更新，专利权人数据是

按月更新，DWPI是每三天更新
一年更新两次（春季与秋季）

不做数据补充

著录信息不做数据补充，但在核心专利本

文插图中的缺失信息已经被补充进来；

DWPI增值数据对数据进行了更正

对于来源INPADOC、DOCDB专利文

献中的引用、申请号、优先权号遗失信

息的进行了补充

不做更正 DWPI增值数据对数据进行了更正
不做更正，但可以利用多个数据集进行

补充择优处理

专利家族信息

法律信息来源

专利权人清洗

数据更新频率

遗失数据补充

错误信息更正

工作流程影响较小的数据，如发明人、申请人地址信息，

数据加工的质量就相对较低；②PATSTAT数据的地域

倾向性较为突出，即EPO来源的专利数据质量较高，而

来源于其他区域的专利数据质量就相对差一些。

4 PATSTAT与主流商业专利数据库的
比较

数据库设计最终是为了通过功能实现服务的，

通过与市场上其他领先的商业数据库（O r b i t数据

库、Thomson Innovation数据库）进行比较，可以发

现PATSTAT数据库在数据库功能实现上的优势(见
表4)。

Orbit数据库由于有了FAMPAT和PLUSPAT对家

族数据的精确定义，使得系统能够在更深层次上对数

据实现整合，例如专利家族的引用关系、专利家族之间

的关系等。另外，该数据库在全文信息、插图信息以及

法律诉讼数据方面的集成都使其能够较好地满足专利

审查员的专利审查工作。然而，Orbit数据库也存在一些

不足，如没有采取数据补充措施，专利权人清洗方面的

效果并不好，检索式并不够灵活等等。

TI数据库包含目前最广泛的专利信息，有最为专业

的表格检索、专利号检索、专家检索，及时的更新频率

和数据覆盖范围。另外，其独有的DWPI增值专利信息

也使得该数据集成为专利技术研发人员和专利分析专

Orbit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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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PATSTAT）研究述评张静，杨冠灿，刘会景

家的有力助手。然而，Derwent封闭的专利家族定义如

同黑箱，难以在大数据的范围下复用；另外，TI的数据

虽包含了最为广泛的信息，但似乎没有很好的组织，内

部缺乏简明的逻辑性，一般用户是难以理解其内在逻

辑的，软件使用的门槛较高。

PAT STAT的优势在于其是从统计决策视角对

DOCDB、INPADOC等数据集进行的一次深层次的加

工。PATSTAT在统计决策方面具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这是其他数据集所不具备的。其次，由于EPO采取了开

放的措施，分享了很多数据库设计、操作规范，使得整

个数据操作过程是透明的（这是其他商业数据不具备

的）。另外，该数据还具有数据全面性（包括著录项、法

律状态、登记信息）、数据精简性（不包括全文、插图等

信息）、数据的统一性、灵活性、易操作性等特点。由于

直接提供数据，可以利用SQL直接检索，是较为有效的

检索方式。缺点在于：仅限于统计决策用途，不包含全

文、说明书、插图信息等；数据检索、操作方式较为专

业，无法为一般用户所使用。

5 结语

PATSTAT作为专利信息服务领域较杰出的产品，

其在专利数据加工、集成、设计方面的方法和经验具有

独到之处，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具体到专利数据集成

主要体现在如下四点。

（1）数据集成思路：PATSTAT从统计决策支持的

应用场景出发，综合考虑数据集成的数据范围、查询效

率、系统架构等问题，将技术创新理论发展与专利数据

加工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了有鲜明特征的专利统计数据

库。具体而言，PATSTAT积极吸纳技术创新理论发展

的最新成果，如将《OECD专利统计手册》作为其理论

依据[1]；吸纳OECD在专利引文[14]、专利家族[15]、专利权

人清洗[16]、专利地理信息[17]、专利质量评价[5]方面的最

新成果等，形成了一系列的专利数据集[18]；定期召开国

际专利统计年会等。

（2）数据易用性：PATSTAT第一次提供了一个线

下的全球专利数据库。为了方便统计分析人员的使用，

数据库的数据存储方式采用CSV格式，保证了数据能

够便捷的在各种数据库工具上使用；另外，EPO也通过

详细的操作手册指导，帮助用户利用SQL数据库直接对

全球专利数据进行查询、操作和分析。

（3）数据异构集成技巧：PATSTAT数据范围是全

球专利数据，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不同国家的

专利数据在收录范围、数据内容、数据质量、数据结

构、语言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对于这样异质数据的集

成不仅需要对各国的专利数据资源有详细的了解，同

时要有专业的数据加工团队支持。PATSTAT数据库公

开了其在数据库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的一些核心数据文

档，以便于数据分析人员参考；同时，这些设计文档中

涉及的数据库设计基本原则、元数据信息以及具体实

施规则与代码，都能够对未来专利数据的集成提供较

好的帮助。

（4）开放数据：在PATSTAT数据库的研发、更新

的过程中，开放思想体现的较为明显。首先，在数据库

研发过程中，各国专利局（OECD、WIPO、USPTO等）

都积极参与到了其数据库的设计过程；其次，在数据库

初步建设完成之后，EPO面向研究人员公布了其核心的

数据文档，使广大科研人员能够以其数据库为基础，更

新、改进、修正具体的数据集；另外，PATSTAT也广泛

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并不断利用这些成果来改进其数

据库。因此，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开发分享措施，很好

地实现了PATSTAT数据库的生态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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