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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看科技创新趋势

——专利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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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Thomson Innovation（T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2004至2013年间授权的文化产业相关美国专利进

行了检索、清洗和分析。从领域总体的逐年授权情况和技术生命周期，各子类的专利总量和年度变化，以及专利权人

的类型结构和主要专利权人信息等角度深入考察了世界文化产业专利的发展趋势、应用态势以及竞争格局，并发现其

中存在的一些不平衡现象，这一现象由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两个因素导致。进而结合专利所属 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分类，验证了信息技术是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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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of US patents which are relevant to culture industry and are 

issued between the year of 2004 and 2013 from the download of Thomson Innovation (TI) Database, has been 

retrieved, then cleansed and analyzed. In the next place, 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number with timestamp and 

technology life cycle of patents issued on the whole, the accumulation quantity and annual change of patents 

belonged to each subclass, as well as the type structure and main information of assignees. On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bove, the trend in development, the status of application and global competition of patents on world 

cultural industry has been deeply probed into. Some unbalance phenomena appear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echnology and market. What is more,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PC. Finally, the paper came up 

with several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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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产业被誉为是“21世纪最具前途的支

柱产业之一”。当今世界政府都很重视在该领域

的投入，纷纷将其作为本国的战略性产业来扶

持 [1]。所谓文化产业，是指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

动为主体对象，从事生产经营、开发建设和管

理服务的行业 [2]。有研究表明，它的每一次变迁

和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学技术创新的影

响 [3]。但是，这种影响究竟以什么样的模式在发

挥作用，以什么样的深度或广度在进行催化，国

内至今鲜有这方面的定量研究。专利文献是非常

详尽、清晰可用的技术资料，而且专利申请的

新颖性、创造性体现了其发明创造的科技含金

量 [4]。通过专利文献来衡量某一领域中与技术相

关的各种指标最具权威性和时效性。因此，本文

将以此为切入点，采用计量方法考察科技创新在

全球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从查全率、查准率以及可操作性角度考虑，

本文将Thomson Innovation专利数据库作为数据

来源。该数据库由汤森路透集团提供，收录了

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万篇专利信

息，数据每周动态更新2 ～ 3次；不仅将各国语

言改写成英语提供检索，而且对标题、专利权

人、IPC分类号以及公开日期等多个字段进行深

度加工；一次最多可以下载6万条题录信息。

从技术代表性及专利质量角度考虑，本文选

择美国专利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既

是经济强国也是文化强国，并且对于世界各地的

优秀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因此主要竞争者

皆非常重视这块购买力雄厚且消费需求旺盛的市

场。经过200余年的实践，美国的专利制度已相

当完善，具有严格和规范的专利审查流程 [5]。

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

业分类（2012）》将“文化产品的生产”划分为7
个子类，即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

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和工艺美术

品的生产。笔者依据此类别划分标准构建检索策

略，对Thomson Innovation 数据库中所收录的相

关美国专利进行下载，检索时间范围是2004年1
月1日—2013年12月31日，专利文献类型为授

权公告，经查重、滤错后共获得有效专利数据

10522条。

2.2 分析工具与方法

自行编写Excel vba程序对专利题录数据进行

清洗和加工，并绘制相关图表。采用文献计量学

和统计学方法，依据授权时间、文化及相关产业

分类、专利权人和 IPC号等指标进行专利计量分

析 [6]。

3 基于科技创新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3.1 文化产业专利发展趋势

3.1.1 逐年授权情况

从数量规模上的发展来看，由图1可知，

2004年至2013年文化产业领域专利数量基本呈

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其中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

增长。2006核准公告公开量一举突破1000件，

但之后3年不但没有继续高调前行，反而略现颓

势，这与2007-2009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时间

一致。金融危机向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敲响了警

钟，政府开始认识到改革与转型的必要性，而科

技与文化融合、以科技支撑文化、以文化促进科

学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题中应有之

义，这使得文化产业终于在2010年迎来其第二次

快速发展期，并一直延续至今 [7]。

3.1.2 技术生命周期

根据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一项科学技术的发

展过程， 就是其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表现过

程。要掌握技术的发展状况， 就必须清楚技术所

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8]。图2中专利授权数量代表

技术成果产出水平，专利权人数量表示研发机构

的参与程度，观察这种关系就可以掌握该技术领

域的成熟度。

从产业成熟度的角度，分析发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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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文化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攻坚阶段：彼时

旧的文化产品已不足以激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兴

趣，人们开始不断探索新的出路，但这其中也不

乏失败的尝试。直至2010年，迎合市场需求的新

型文化产业开始形成（萌芽阶段）。2011-2013年

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专利数量和专利权

人数量直线上升。

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1925年提出

经济长波理论。我国学者尤芬等人在此基础上认

为：受科学技术的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类

似的长波周期。并且目前正处于第三个长波周期

的繁荣阶段 [9]。结合上文分析与文化产业成长周

期理论，笔者认为，未来几年文化产业发展趋势

良好。

3.2 文化产业专利应用态势

3.2.1总量分布

技术规模和成熟度在整体上得以推进的同

时，文化产业各应用方向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如图3所示，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所涉及的专利数

量远高于其他子类，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相关的

专利数量也比较多，二者构成文化产业的支柱领

域。新闻出版发行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休

闲娱乐服务以及工艺美术产品的生产从专利数量

来看发展程度接近，而文化信息传输服务在近10
年中发展程度很低，技术成果甚微。

市场需求的差异性是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之一。一个文化市场生产什么、流行什么，是由

其受众的消费倾向所决定。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子类，它由于远离市场，对于需

求的敏感度低，且产品研发的门槛高、周期长、

资金投入多，而盈利前景却不确定，很多中小型

企业望而却步，因此技术更新十分迟缓，该子类

更加需要政府的宏观引导与财政支持，以及大型

集团的联合建设。工艺美术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虽

然利润丰厚，但需要参与者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

一定经济实力，面向对象范围狭窄。只有剩余5
个子类的技术成果用于支撑大众文化产品。随着

社会的机械化程度逐渐加深，劳动生产率得到了

极大提升，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这导致人们对

于文化活动的选择趋于速食化：用一上午的时间

去逛公园、游览动物园，或者用一下午的时间在

图书馆、参观博物馆已成为一种奢侈，并且这种

室外的娱乐活动经常会受到时间、地点、天气等

客观因素的限制。而在有限的休息时间中，相比

于阅读，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可以让大脑放松的游

戏或电视节目。此外，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更赋予我们“足不出户可知天下事，随时随

地能与世界通”本领。基于上述原因，文化产业

两大支柱领域得以逐渐形成。这两个子类所提供

的服务具有3个共同特点：一是它们都通过内容

聚集用户；二是用户可以方便获取内容，鲜少受

外部条件制约；三是它们最大限度满足用户对于

娱乐和消遣的需求。

3.2.2 发展模式分析

虽然两大支柱领域专利总量接近，但二者

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图4左）。广播电视电

图1  文化产业相关专利的逐年授权情况 图2  文化产业相关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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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服务在2004年至2012年一直稳居榜首，直到

2013年才被增长势头迅猛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子类超越。前者专利年核准量基本在200件到

500件之间浮动，10年中呈现小幅上升。深入分

析发现，该子类的技术发展趋势与领域总体保持

一致，充分说明了其对整个文化产业起主导作

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发展速度最快，2004-
2013年本子类平均每年比上一年度多授权专利

53.22件，年均增长率21.89%，标准差为155.46
（如表1所示）。尤其2009年后专利授权量涨势明

显，年均增长率达到41.42%，更在2013年跃居

第一。预计其未来将借助多媒体技术的强大功能

与互联网的高普及性，在文化软件开发和数字内

容设计制作方向大展身手，进而引领整个文化产

业。

相比之下，其余5个子类的发展速度皆比较

缓慢。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相关专利的年授权量

在近十年中波动幅度（标准差）非常小，所以其

变化趋势曲线类似于一条平行X轴的直线。但由

于专利基数小，使得其年均增长率在全部7个子

类中可以达到中等偏下水平（表1）。新闻出版发

行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以及

工艺美术产品的生产4个子类的专利变化趋势曲

线相互交织，为更加清晰地考察四者间区别，将

该图局部放大（图4右）。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和文

化艺术服务专利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另外两个子

类，其中新闻出版发行服务的波动幅度更大，表

明其发展动力更为充足。

3.3 文化产业专利竞争格局

3.3.1专利权人类型分析

在文化产业的创新主体中，企业和个人不相

上下。根据图5，2004-2013年企业获得专利授

权8816件，占到总量之53%，个人相关专利数为

7687件，占总量之47%。以上两类专利权人几乎

拥有了文化产业的全部专利。大学获得专利授权

44件，科研院所32件，而政府、国际组织、基

金以及协会共15件。可见，文化产业创新主要依

赖企业和个人。10年中，平均每家企业获得专利

授权4件，而个人的人均专利占有量仅为1件。

由于企业定位明确、资金充足、发明团队规模庞

大、技术基础扎实，导致其专利质量较高，研究

持续性好，因此专利在企业中的分布较为集中，

个人专利权人则呈现数量多而产量低的特点。

3.3.2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文化产业各主要研发者的全

球竞争实力，本文统计了排名前20位的专利权

人（表2）。居于榜首的是中国台湾的瀚斯宝丽股

份有限公司（HANNSPREE INC），这是一个以

创意为核心的国际液晶电视时尚品牌，该公司所

拥有的专利全部为设计专利。其次是LG电子公

图3　文化产业相关专利的在各子类的授权情况

子
类

授
权

专
利

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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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LG ELECTRONICS INC），其获得专利授权

331件。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以293件专利

位列第三。20所居世界前列的获授机构全部为企

业，其中日本企业9家，美国企业8家，中国、

韩国、法国各一家。这充分说明了日企和美企在

本领域超强的研发实力和技术垄断地位。

从以上对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和归纳，

我们发现文化产业在数量规模与产业成熟度不断

发展的同时，各应用方向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广播电视电影服务与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成为

两大主要产业。在创新主体中，以企业和个人

为主，而且日企和美企在本领域具有超强的研发

实力和技术垄断地位。然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

格局究竟由什么因素导致？依前所述，市场拉动

是主要原因之一，而技术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

觑。如果说科学技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那么

在众多的科学技术中，究竟哪些技术的发展会造

成这种格局，它又会使得这种格局发生怎样的变

化呢？

4 信息技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物理、化学、医学、电

学、建筑学等都曾经不同程度对文化产业的发展

产生过影响。但是笔者认为，在当代，信息技术

是文化产业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为检验这个假

设，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分析文化产业专

利总体数据的技术分布；二是分析各子类的技术

侧重。

4.1 技术领域总体分布情况

IPC是按照专利文献的技术主题进行分类的

体系。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一通用的国际专利

分类体系，对海量专利文献的组织、管理及检索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通过对文化产业相关专利

数据的 IPC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识别其

所涉及的重点领域。“部”是 IPC分类体系中最上

位的阶层，表示较广泛的技术领域内容。从图6
和表3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专利在8个部中均有

分布，但以G部，即物理领域，以及H部，即电

学领域最为集中，而此二部所涵盖的专利技术绝

大多数源于当今信息革命。信息革命使人类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发生空前巨变，被视为第四次工业

革命，它以微电子技术革命为核心，产生了包括

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多媒体

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压缩技术等在内的一批高

图4  文化产业各子类专利的逐年授权情况

表1  各子类逐年授权量的标准差和年均增长率

子类名称
新闻出版

发行服务

广播电视

电影服务

文化艺术

服务

文化信息

传输服务

文化创意和

设计服务

文化休闲

娱乐服务

工艺美术品

的生产

标准差 28.32 99.92 21.27 4.98 155.46 21.43 14.52

年均增长率 5.87% 8.08% 5.74% 5.08% 21.89% 2.83%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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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等的设计、建造与修葺，以及实体图书、

档案、文物等的搬运、陈列与保存已逐渐被利

用电信号存储的文字、图片、视频、甚至是结构

化的知识库所取代。因此，电数字数据处理技术

（G06F）在该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

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的专利数量总体较

少，并且主要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电报

通 信（H04L）、 电 话 通 信（H04M）、 图 像 通

信（H04N）、传输（H04W）和无线通信网络

（H04B）作为核心技术。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对于信息技术的依赖

也非常明显，但是其更加重视比较顶层的软件

或系统开发（G06Q）。文化软件服务、广告服务

（G09F）和建筑设计服务是该子类的3个主流分

支。其中文化软件服务更加关注趣味性、互动性

以及用户体验的舒适度。广告服务已基本摆脱了

传统的运作模式，从设计制作到投放跟踪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而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

辅助建筑设计的软件、装置或方法、系统，降低

了设计成本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设计者的个人发

挥空间。

文化休闲娱乐服务除涉及主流的数据处理和

通信技术外，还包括一些游戏（A63F）和摄影放

映（G03B）相关的专利，这也正体现了其休闲娱

乐的特点。

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与前6个子类具有显著的

技术差别，它在生活必需品（A部）、作业运输

（B部）以及纺织造纸（D部）三大领域的技术成

表2  文化产业主要专利权人排名表（前20名）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数量/件 所属国家和地区

1 瀚斯宝丽股份有限公司（HANNSPREE INC） 346 中国台湾

2 LG电子公司（LG ELECTRONICS INC） 331 日本

3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293 美国

4 索尼公司（SONY CORP） 264 日本

5 夏普公司（SHARP KK） 256 日本

6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236 韩国

7 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 212 美国

8 谷歌公司（GOOGLE INC） 197 美国

9 船井电机株式会社（FUNAI ELECTRIC CO） 184 日本

10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 T CORP） 184 美国

11 松下电器公司（PANASONIC CORP） 184 日本

12 东芝公司（TOSHIBA KK） 144 日本

13 雅虎公司（YAHOO INC） 100 美国

14 汤姆笙授权公司（THOMSON LICENSING） 82 法国

15 United Video Properties公司（UNITED VIDEO PROPERTIES INC） 81 美国

16 富士通株式会社（FUJITSU LTD） 76 日本

17 索尼电子公司（SONY ELECTRONICS INC） 69 美国

18 佳能株式会社（CANON KK） 64 日本

19 惠普研发有限合伙公司（HEWLETT PACKARD DEVELOPMENT CO） 60 美国

20 阿尔卑斯电气株式会社（ALPS ELECTRIC CO LTD） 58 日本

表3  IPC部的分类注释

IPC部 专利数量/件 注释

A部 972 人类生活必需（农、轻、医）

B部 696 作业、运输

C部 176 化学、冶金

D部 127 纺织、造纸

E部 68 固定建筑物（建筑、采矿）

F部 134 机械工程

G部 4345 物理

H部 3571 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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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为丰富，而鲜少涉及物理（G部）和电学（H
部）领域，说明自动化和电子技术对于本子类的

影响并不明显。此外，本子类中A44C小类（珠

宝，手镯，其他人身装饰品，硬币）所涉及的专

利数量最多，这表示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是

一个重要增长点。

5 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领域总体专利的时间序列分析和技

术生命周期分析，发现全球文化产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后的快速增长时期，新型文化产业发展潜力

巨大。通过对各子类专利总量和年度变化情况的

对比，发现新闻出版发行服务与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统治地位，但二者

发展模式不同。通过对专利权人专利拥有量的统

计，以及类型和来源国的标引，发现企业和个人

是最为活跃的创新主体，而核心技术绝大多数掌

握在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手中。

进而结合专利所属技术领域探讨信息技术在

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总体数据

的 IPC部和 IPC小类分析，发现，信息技术已经

或替代、或融入到其他技术领域，成为文化产业

发展的主推力。通过对各应用方向和 IPC小类的

交叉分析，发现文化产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四代技术及由其所催生的文化产业形态在当今社

会交汇融合，并都不同程度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

影响：印刷技术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数字化出

版成为新闻出版发行服务的主旋律；电影电视技

术吐故纳新，助推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持续繁荣；

借势计算机技术而兴起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目

前风头正盛，有引领整个文化产业之势；文化信

息传输服务前景并不明朗，手机技术的成熟可能

会促进通信文化产业的突破 [3]。

针对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大环境和我国实际情

况，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促进信息技术与文化资源相互渗透

信息技术丰富了信息生产、传播、展示、存

储和组织的方式，但最终要服务于内容，科学技

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文化市场的需求。文化企业了

解大众的品味和心理，懂得利用别出心裁的文化

创意吸引和黏住用户，而信息技术企业具有先进

的技术方案、规范的开发流程和成熟的团队，甚

至是现成的技术产品。因此，国家应提供渠道促

进两类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同时鼓励产学研合

作，建立大型文化基地，使得技术成果得到高效

利用和转化，同时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和国际竞

争力的文化产品。

（2）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优势，发展具

有特色的文化产业

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文化与科技创新相

融合的重要性，现已各自形成符合本国国情的文

化产业链。英国通过政策激励使文化创意产业成

表4  文化产业相关专利的IPC小类分类注释（前10位）

序号 IPC小类 专利数量/件 IPC小类注释

1 H04N 2521 图像通信，如电视

2 G06F 2185 电数字数据处理

3 G06Q 1213
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其他类

目不包含的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处理系统或方法

4 H04L 542 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

5 G11B 372 基于记录载体和换能器之间的相对运动而实现的信息存储

6 H04B 357 传输

7 H04M 336 电话通信

8 H04H 312 广播通信(多路复用通信入H04J；广播系统的图象通信方面入H04N)

9 G09F 255 显示；广告；标记；标签或铭牌；印鉴

10 G06K 214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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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仅次于金融服务的第二产业；韩国通过设立

机构、颁布法令、以及将数字游戏作为国家的战

略产业等措施，使其数字内容产业超过传统的汽

车产业成为韩国的第一大产业。美国是世界公认

的文化产业大国，它致力于用科技手段表现文化

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

力 [12]。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发展史的文明古

国，大量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灵感迸发与创意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

文化产品中注入历史与民俗元素，是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的一条出路。

（3）为非公有制文化经济发展提供宽松的政

策环境

企业和个人是文化市场最主要的生产者，

也是整个文化产业创新的源泉。然而他们中绝大

多数面临资金短缺、规模不足以及政策环境不稳

定等问题。政府对于那些健康正面、具有市场潜

力且符合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及相关个人

应予以荣誉表彰或一定数目的资金奖励，企业应

予以财政、税收和制度上的支持，鼓励和引导各

种非公有制文化主体健康发展。在国家许可范围

内，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优

化资源配置，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

平台；营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

护的体制和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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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征文启事

由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主办的“中国竞争情报年会”是情报和信息领域分享学术

研究成果、交流竞争情报实践的盛会，已成为业界品牌，吸引了情报和信息界、咨询界及企业界

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的积极参与，并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2015年度第21届年会将于

2015年10月在西安举办，内容包括：大会报告、多场专题报告、互动论坛、学术论坛和成果展

示。大会期间，将组织专家对第21届年会投稿论文进行评选，设立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会

议期间将设论文宣讲论坛，举行获奖论文颁奖仪式，出版论文集。欢迎大家围绕战略情报与竞争

战略、信息资源与搜集、竞争情报分析、情报工具与推广应用、竞争情报组织模式、竞争情报教

育与能力培养、竞争情报趋势研究以及其他有关情报、商业情报、竞争情报等国内外竞争情报发

展的内容，结合自身的研究与实践成果积极撰写稿件。论文截稿日期为2015年8月15日。

1．稿件发至：scic@onet.com.cn（主题为“二十一届年会征文”）

   联 系 人：刘玉、殷锦红、戴侣红

   联系电话：   （010）68961820
   传  真：   （010）68962474
2．论文录用函与会议邀请函将于2015年8月30日寄发给作者。

3．论文格式与投稿详情以及往届年会及本届年会筹备请参阅分会网站（http://www.scic.org.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