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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利图书馆起源于19世纪中叶，兴盛于20世纪末，目前以专利图书馆为主体的服务网络已成为欧美发达

国家专利信息传播体系的重要保障力量。从历史演变来看，专利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起始于政府

与个体图书馆合作收藏保管专利文献；随后是从保管向服务转型阶段，由单一实体向区域性服务网络发展；最后

是由服务向孵化转型阶段，即区域性网络布局基本完成，开始向创新孵化器的功能转型。它的特点是市场地位明

确、基础设施全面、专业化服务等。从历史演进视角研究专利图书馆的历史轨迹和发展演进，有利于把握其发展规

律，分析其经验教训，并对我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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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专利图书馆的历史演进与

研究述评*

* 本研究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嵌入科研过程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编号：GD20CTS03）资助。

信息公开是专利制度有效运转的两大基石之一。自

现代专利制度建立伊始，世界各国就致力于构建有效

机制以促进专利信息的传播与利用。由于专利信息的复

杂性与一般用户缺乏专业技能，使得信息分化成为专

利信息传播领域的普遍现象。图书馆作为现代社会的

一种优质信息源，具有直接影响社会信息贫富分化的

潜力，图书馆及其职业活动是各国政府干预和治理信

息分化的基本制度安排[1]。专利图书馆是欧美国家促进

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的一种制度化设计，以专利图书馆

为主体的服务网络也是欧美国家专利信息传播利用网

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专利图书馆概念与内涵

专利图书馆（Patent Library），又称专利特藏图书

馆（Patent Depository Library），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

兴盛于20世纪末，典型代表如美国专利商标资源中心

（Patent and Trademark Resource Centers，PTRC）、
欧洲专利信息中心（Patent Information Cent res，
PATLIB），由于国外学界使用“Patent Library”较为

普遍，因此本文采用“专利图书馆”这一表述。其特点

是：①它是专利主管部门指定合作的、承担专利信息传

播与利用职能的专题性图书馆；②被指定的图书馆须

满足一定资质条件，并接受专利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和培训；③专利主管部门与图书馆是平等合作关系，双

方并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每个图书馆均有独立目标、

预算和服务项目；④专利主管部门须为图书馆提供必

要的专利资源、经费、培训与技术支持。

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和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

背景下，我国加快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

步伐，近年来我国认定的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等

探索与交流



2022年第4期（总第215期） 61

均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欧美国家经验。因此，系统梳理欧

美国家专利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理论研究成果，

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图书馆界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专利图书馆的历史演进

2.1  萌芽阶段（19世纪中叶—1975年）：专利
文献的保管者

专利图书馆最早起源于英国。英国1852年通过的

《专利法修正案》首次规定以出版专利文献的形式，将

发明创造的核心技术和知识向社会公开与传播，这是

现代专利制度确立最显著的标志[2]。作为这一立法精神

的延续，如何通过制度化手段确保专利文献的传播与

利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55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

首个专利图书馆，主要收集专利局出版物、专利索引、

专利期刊以及专利说明书等，同时向公众免费开放。与

此同时，英国专利局也开始向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社

会机构免费赠送专利说明书及相关出版物，以扩大专

利信息的传播范围与成效。由于受赠机构需要向公众

免费开放，且要编制摘要以及说明书等补充材料，相比

而言图书馆的专业化优势明显。因此，受赠机构逐渐集

中到22家公共图书馆，由此构成了早期专利图书馆服务

网络的雏形。

1871年，美国颁布的《专利法》明确规定通过图

书馆开展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3]。在这一立法精神指

引下，次年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与12家图书馆建立合作关

系，USPTO以象征性成本向指定的图书馆配置专利副本

及相关出版物，通过图书馆向公众提供免费服务。这是

世界上首个区域专利图书馆服务网络，也是美国除专利

局以外唯一通过传播专利信息支撑创新的服务机构[4]。

这一时期专利图书馆的主要特征是：①政府主导，

但支持力度有限，图书馆被动参与，发展动力和意愿不

足，导致整体发展缓慢；②功能方面以收藏专利文献

资源为主，对存储空间要求较高；③运作模式呈现分散

化，尚未形成功能性服务网络；④参与主体单一化，主

要以公共图书馆为主。

2.2  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21世纪
初）：专利信息的供给者

20世纪70年代，随着现代专利制度在全球范围的

普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初现端倪，公众对专利信息的需

求日趋上升，各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专利信息对科技

创新支撑的重要作用。1975年，USPTO启动专利图书

馆系统发展计划，旨在扩展专利图书馆的服务网络体

系，其具体措施包括：①专利图书馆必须要有足够空间

收藏USPTO提供的回溯20年专利文献复本；②每个成

员馆须派代表参加USPTO举办的专利年会；③图书馆

必须为公众免费提供专利文献访问渠道和检索工具。

根据该计划，USPTO每年新增至少3家专利图书馆，以

实现每个州至少拥有一家专利图书馆的目标（最终于

1997年完成）。1982年，美国政府资助开发了专利分类

与检索系统（CASSIS），并免费提供给专利图书馆使

用。该系统附带的电子邮件功能，一方面明显加强了各

成员馆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另一方面有效改善了用户服

务，使之更加快速和便捷。Furman等[5]指出，通信方式

的改进是吸引图书馆加入专利图书馆网络的重要原因

之一。

1980年，以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为

核心，英国提供专利信息服务的13家公共图书馆组建了

专利信息网络（Patent Information Network，PIN），
旨在共同分享培训经验与服务，并改善公众获取知识产

权信息的渠道和途径。1988年，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重新制定专利信息服务政策，以

改善欧洲地区公众获取专利信息的便利性。后续以各

成员国专利图书馆为主体，构建覆盖全欧范围内的专

利信息中心网络（PATLIBs），其数量、规模仍在不断

持续增长。

这一阶段专利图书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①随着

专利文献载体由纸质、缩微胶卷向光盘、网络数据库转

型，存储空间的要求明显降低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增强，

专利图书馆总体呈快速发展态势，前期致力于区域网

点的全覆盖，后期逐渐采取从规模扩张到数量控制的

转型[5]；②服务内容逐渐从专利向版权、商标等领域拓

展，从基础服务向深度增值服务拓展，从被动服务向主

动服务延伸等；③新兴技术的应用极大改变了专利图

书馆的生态环境，促进其快速发展；④参与主体趋于多

元化，大学图书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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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升级阶段（2000年至今）：协同创新的
支持者

专利图书馆的传统职能是为地理位置邻近的用户

提供获取专利文献的便利途径，从而推动专利信息的

传播与利用。随着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服务

机构与用户之间在时间、空间上距离大为缩短，专利信

息“去中心化”“去中介化”趋势明显[3]，专利图书馆面

临用户流失、商业模式重组的挑战[6]，转型问题日益凸

显。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图书馆尝试战略转型，通过

调整用户服务优先次序，提供与用户正相关、高附加值

的优质服务，以支持用户创新[7]。

一直以来，专利图书馆坚持免费或边际成本供给

原则，但这种收费政策也导致竞争力削弱，缺乏开发

专利信息的动力和意愿，最终导致服务日趋僵化、缺

乏创新[8]。20世纪末，美国在已有专利图书馆服务网络

基础上开设合伙馆（Partnership Patent and Trademark 
Depository Library），除了开展此前专利图书馆的免费

专利服务外，还可以开展部分增值性收费服务。此后又

在项目定位、资源模式、服务内容等方面也作出战略调

整，致力于向创新孵化中心转型[8]。2006年，大英图书馆

借鉴美国经验，成立商业与知识产权中心（Business & 
IP centres，BIPC），旨在为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信息

与专业培训等，后续又向其他专利图书馆推广，打造出

一个致力于为初创企业服务的全国性网络[9]。

2012年，EPO提出“重组PATLIBs中心合作计划”

（试点），旨在推动PATLIB中心为用户在专利申请前

和商业化阶段提供可持续的专利信息服务。2019年
PATLIB中心年会重点讨论了专利图书馆转型议题，具

体措施包括：①引入和制订最低服务标准清单，确保每

个PATLIB中心服务维持在特定水平之上；②加强合作

网络建设以促进知识共享，推动PATLIB中心与其他创

新支持组织和技术转让机构密切合作；③加强个性化

服务，增进用户对PATLIB中心服务的理解和对专利信

息利用的认知；④为PATLIB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学

习和持续发展的方案；⑤在EPO的协调下建立特定领

域的专家网络，为PATLIB中心及其目标用户活动提供

培训和咨询，并推动扩大PALTIB委员会职权范围，为

EPO提供PATLIB中心未来发展战略咨询[10]。

这一阶段专利图书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①总体趋

势表现为逐渐从信息的提供者向创新的支持者转型，

致力于向社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方向发展；②服务对象

上强调为中小企业和创新主体提供服务支撑；③服务模

式上趋向定制服务、主动服务和个性化服务；④重视合

作网络建设，寻求与其他创新支持组织合作以提升服务

能力。

3  专利图书馆的研究述评

欧美国家关于专利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

是同步发展的，理论研究层面大致经历类似的三个历

史阶段。萌芽阶段虽然历时较长，但研究成果数量不

多，原因在于当时专利图书馆尚未普及，且社会影响力

有限，即便图书馆界人士也并未充分意识到图书馆在专

利信息传播体系中的作用；在发展阶段，随着专利图书

馆的社会影响力上升，加上专利信息服务拓展了图书馆

业务范围，促进了图书馆馆员职业发展，专利图书馆研

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渐次增多；在升

级阶段，专利图书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互为促进的

关系日益凸显，实践活动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参考，

而理论研究又反过来指导具体实践。从研究主题和内

容来看，专利图书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

3.1  专利图书馆的理论基础

专利图书馆是国外专利制度变革与专利信息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的产物，其诞生和普及有着深刻的理论

基础。专利信息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信息公开是专利

制度的两大基石之一，专利信息公开通过传播最新技术

信息和避免重复研发来促进后续的创新，尽管学界对

专利信息公开的作用存在质疑[1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专利信息对创新的支撑作用逐渐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专利信息同时又是一种“不稳定”、复杂的信息资源，

需要专业化技能和方法来正确处理和有效利用[12]，由

此加大了专利信息传播利用的难度，使得专利领域的

“信息分化”和“信息鸿沟”问题更加突出。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具有网点布局合

理、用户广泛以及服务专业化等优势，通过图书馆推动

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能有效保障公众对专利信息的

均等化获取，并降低专利信息传播利用成本[13]。自现代

专利制度建立伊始，图书馆在专利信息传播中的独特

作用已被决策者所关注，视其为专利信息价值创造链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4]。1871年美国颁布的《专利法》首

次用立法形式赋予图书馆传播利用专利信息的法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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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鼓励基于政府公共信息的公共和私人信息来源

的多样性”来确保公众对机构公共信息的访问[15]。

3.2  专利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前互联网时代，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的获取或接

入差距是决定用户专利信息利用能力的重要指标[16]。专

利图书馆的设置，为本地用户提供获取专利信息的便利

途径，有效降低了用户的创新成本[17]。但早期专利制度

研究主要侧重于保护而非公开，专利制度因此被视为一

种防止而非激励信息传播利用的机制[18]，从而导致专利

图书馆的长期缓慢发展。

Furman等[5]对1975—1997年美国专利图书馆网络

的大规模扩张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互联网出

现之前，专利图书馆是早期除USPTO之外提供专利文

献访问和检索的唯一场所和途径。随着现代信息技术

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专利图书馆的功能受到严峻挑战。

一方面，需求的稳步增长促进专利信息的传播与利用；

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崛起，

专利信息获取途径日益多元化，高昂的运营成本使得人

们对专利图书馆存在的必要性产生质疑[19]。但研究表

明，专利图书馆在提供线下增值服务和用户培训方面仍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此外，由于私营部门专利信

息服务的边界、规模取决于政府免费提供增值服务的

程度、范围与界限，在不被赋予专利信息专有权的前提

下，专利图书馆在促进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的服务供给

趋于平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21]。

3.3  专利图书馆用户及其需求研究

用户及其需求是专利图书馆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用户的信息利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决定了专利图书馆

能否有效参与专利信息贫富分化的治理。理论上图书

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服务对象包括全体公民，但不

同用户的专利知识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对图书馆提供

服务的需求和期望也各不相同。Grigging[22]将美国专

利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分为教师与研究人员、学生和公

众三类群体，并对其多样性特征做了深入研究，指出教

师与研究人员具有较好的专业基础，且具备一定的专

利知识，他们大都会寻求与特定专利相关的信息服务；

本科生和研究生较少使用专利信息，只有在论文设计

和参与科研活动时才偶尔使用专利信息，他们的需求

相对容易满足；最难应对的是面向公众的专利信息服

务，这一群体成分复杂，专业知识、信息源、网络环境以

及需求差别较大，这也是对图书馆最具挑战性的利益

相关者。Bonino等[19]认为专利信息使用者既对核心信

息感兴趣，也对相关补充信息感兴趣，两者存在一种平

衡关系，并在特定目标和功能作用上存在差异。研究人

员检索专利信息的目的在于避免重复研发或免费利用

到期专利以避免专利侵权；管理人员利用专利信息评

估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并确定技术发展趋势

和新的商业机会。

中小企业是专利图书馆的主要用户之一。与大型企

业相比，中小企业由于资源限制在利用专利信息方面处

于劣势，专利信息的复杂性和资源匮乏是影响中小企业

有效利用的主要障碍[23]，这也是需要政府干预的理论

依据和逻辑所在。专利图书馆是政府干预的一种制度

安排。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难点在于：真实的需求多

集中于技术层面且缺乏持续性，较少直接涉及企业价

值链上的问题解决，因而甚少受到管理层的重视[24]。

此外，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对专利信息重要性的认识上也

存在较大差异。1997年日本专利局开展的一项调查显

示，51%的大企业愿意利用专利信息服务体系，而中小

企业中仅有35%[25]；2013年英国专利局针对英国公司开

展的调查显示，54.1%的中小企业认为专利信息与自己

无关，28.6%的企业表示对专利信息不甚了解，也就无

法意识到专利信息的潜在价值[23]。但2012年EPO开展

的一项调查显示，只要中小企业对涉及自身的知识产权

问题很感兴趣，就有意愿获取所需的支持[26]。

3.4  服务内容与模式研究

专利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从“信息的供给者”到“创

新的支持者”的范式转变，其服务模式不仅仅止步于专

利信息资源的保管、整序和供给，还将其服务拓展至用

户对知识产权问题的深度理解和认知过程中[27]。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专利图书馆馆员要与社区、技术发明人、

新闻媒介、学校等保持密切接触，保持与社区之间的协

作伙伴关系对于专利图书馆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28]。专

利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主要包括：①提供专利数据库检

索服务；②为用户提供知识产权培训；③提供技术转

让及商业化服务；④与合作伙伴建立网络以拓展服务

能力。

专利图书馆传统服务模式包括信息服务与直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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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两种，前者以提供专利信息检索为主，后者则需要与

特定的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随着各国专利信

息政策日趋灵活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专利信息与

文献低成本甚至免费获取已成趋势，加上很多商业机

构也扩大了免费专利信息产品的供给范围，专利图书馆

不再是专利信息的“少数供给者”之一[29]。这一系列变

化对专利图书馆的功能定位和服务供给产生了重大影

响：用户需求由标准化向个性化服务转变，因而专利图

书馆必须提供更多的增值性服务，加强与用户业务的相

关性服务供给。从事专利服务的图书馆馆员的角色也发

生了相应变化，更多以技术顾问、课程顾问、专利培训

师和倡导者的角色出现[30]。

3.5  服务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专利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及影响因素是学界关注的

主要议题之一。服务质量与用户使用的服务类型具有高

度相关性，中小企业为其创新活动寻求服务支撑时甚少

考虑图书馆之类的服务机构，因此对其开展专利信息服

务构成障碍[31]。任何支持性服务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能

够接触到大量目标群体并拥有足够多的用户群[32]。知识

产权服务高度依赖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此为

创新主体提供各种知识和技术信息作为新的要素[33]。知

识产权服务的问题之一在于缺乏高技能员工，高素质的

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应同时具备技术、法律和商业方面

的专业知识，而图书馆馆员因缺乏对专利作为技术信息

来源的价值认知，在如何帮助用户利用专利信息方面知

识储备不足限制了其专业化服务能力[34]。

成本是影响专利图书馆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专利图书馆的运营成本主要来自技术基础设施和高技

能员工培训费用[35]。一方面专利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以

及访问、许可等可变成本价格较高；另一方面高技能员

工需要广泛、可持续的专业培训，以便熟练应对复杂的

专利信息环境的变化。定价问题也是专利信息服务领域

较受争议的要素之一。总体来说，专利图书馆普遍采取

了边际成本定价或免费的原则，但低成本定价也带来竞

争力削弱、服务创新日益僵化等负面影响[14]。因此部分

国家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定价策略，即面向公众普遍采取

免费或边际成本的定价原则，面向中小企业提供的增值

服务则采取成本回收、合理的投资回报甚至高收费等多

元定价模式[36]。但由于用户很少意识到专业化的专利信

息检索所包含的附加价值，使得专利图书馆的服务成本

很难通过市场化价格机制得到补偿[37]。因此，政府投

入对于专利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此外，服务

的易识别性、可见性、产品的多样性以及交付效率也是

影响专利图书馆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38]。

4  结语

综上所述，专利图书馆作为专利信息公共服务的

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在推动欧美国家专利信息传播

与利用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其特

点是基础设施完善、市场地位明确和专业化服务。知识

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正是有效支撑我国建设

知识产权强国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

我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

时也存在明显短板。我国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还处

在探索的初级阶段，距离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高质

量发展还存在明显差距，突出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供

给效率缺失、供需不匹配等。如何充分借鉴欧美发达国

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经验，并完成在中国语境下的

理论重建和实践探索，这不仅是新时期知识产权信息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回答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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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ent library origin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flourished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t present, the service network with 
patent library as the main bod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ce for the pat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ystem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atent librar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started from the 
cooperativ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patent documents by the government and individual libraries; Then from the storage to service transition stage, 
from a single entity to regional service network development; Finally,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service to incubation, the regional network layout is 
basically completed and the function of innovation incubator begins to transform.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clear market position, comprehensive infrastruct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so on.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track and development of patent libr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s beneficial to grasp 
its development rules, analyze it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d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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