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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利信息是一种集技术信息、经济信息和法律信息于一体的信息资源。为了充分发掘专利信息资源的利用

价值，发挥专利信息对自主创新的支撑作用，使之更好地为提高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服务，本文通过对产品生命周期

的各阶段如何利用专利信息进行探索分析，研究相应的专利信息利用策略，并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的专利信息利用能力

提升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产品生命周期；专利信息；专利文献；利用策略；利用能力

中图分类号：G358，G203，G3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6.04.009

Research on the Patent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Based on the Product Life Cycle
LUO Chonglin 
(Sanm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anming 365000)

Abstract: Patent information is a type of special resource, which integrated technical information, 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leg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fully exploit the value of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rough 

which we can support self-innovation and supply better service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 and produ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way to make use of the patent information during 

the product life cycle, then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y of patent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furthermore, some suggestion about how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ability of patent information were listed.

Keywords: life cycle of product, patent information, patent reference, utilization strategy, utilization ability

作者简介：罗崇林（1972—），男，三明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科技信息管理与应用研究。

收稿时间：2016 年 6 月 12 日。

专利信息是一项重要的信息资源，《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信息对自主创新

的支撑作用，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管理

和运用能力，如何充分发掘专利信息资源的利用

价值，使之更好地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服务，

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学者已在专利信息

利用方面进行了较多研究，例如漆苏 [1]就企业对

专利信息的运用方面进行了研究，李义芬 [2]就专

利信息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与对策方面

进行了研究。但目前而言，针对产品生命周期各

阶段的专利信息利用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

针对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开发立项、开发设计、研

发实验、生产制造、销售和使用维护等各阶段利

用专利信息的现状，研究相应的专利信息利用策

略，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的专利信息利用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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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及建议，以期专利信息资源能在产品生命周

期得到更多更好的利用，使其价值得到最大化。

2 专利信息的主要内容及利用现状

专利信息是指以专利文献作为主要内容或

以专利文献为依据，经过分解、加工、标引、统

计、分析整合和转化等信息化手段处理而形成的

与专利有关的各种信息 [3]。专利信息主要包括以

下几类：（1）在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

等专利文献中披露的与该发明创造内容有关的技

术信息，以及通过专利文献所附的检索报告或相

关文献间接提供的与发明创造相关的技术信息；

（2）在权利要求书、专利公报及专利登记簿等专

利文献中记载的与权利保护范围和权利有效性有

关的法律信息，主要包括技术保护范围、申请

日、优先权日、专利类型、优先权申请国等有效

保护期和地域范围信息，以及与专利权的授予、

转让、许可、继承、变更、放弃、终止和恢复等

法律状态有关的信息；（3）在专利文献中的著录

项目信息，包括申请人、专利权人和发明人或设

计人信息，专利的申请号、文献号和国别信息，

专利的申请日、公开日和 /或授权日信息，专利

的优先权项和专利分类号等信息；（4）经过检

索、统计、分析、整合而产生的具有战略性特征

的信息，包括通过对专利文献的基础信息进行统

计、分析和研究所给出的技术评估与预测报告和

“专利图”等。

近年来，我国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并已跃居

世界第一，专利制度的法律功能已被人们深刻认

识和体会，但伴随专利制度运行，产生的丰富且

具有极高价值的专利信息资源并未被人们充分重

视和挖掘。目前，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已有较

多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展专利信息检索，对

专利信息进行初步利用，但在制造行业中，在产

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等过程中利用专利信息资

源的企业较少。总体而言，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对专利信息资源的利用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

平 [4]，专利信息的利用率较低，专利信息利用的

现状还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5]。

3 专利信息利用策略

产品生命周期通常包括产品开发立项、产品

开发设计、产品研发实验、产品生产制造、产品

销售、产品使用维护等阶段。产品生命周期在不

同阶段里对专利信息利用的程度不同，重点在产

品销售前充分利用专利信息，有利于为制造业企

业的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支撑作用。

3.1 产品开发立项阶段的策略

产品开发立项阶段通常需要进行产品开发需

求分析和可行性评估。在这阶段，可以通过以下

几个方面利用专利信息。

（1）对拟开发产品的现有专利文献中的基础

信息进行检索、统计，根据历年来产品的专利申

请量和专利申请人的实况，进行产品发展状况分

析，判断拟产品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作为产

品开发立项决策的参考依据。历年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人与产品发展潜力的趋势关系详见表 1。
（2）专利文献中包含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

书等技术信息，通过检索和分析这些技术信息，

可以了解拟开发产品的国内外发展现状、研究技

表 1 历年专利申请量、专利申请人与产品发展潜力的趋势关系

序号 历年专利申请量 专利申请人 产品的发展潜力

1 专利申请量较少但处于增长状态 专利申请人的集中程度较高 产品处于新兴阶段，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2 专利申请量较大且呈快速增长状态
专利申请人迅速增多且集中程度开始

变为分散
产品处于新兴期，仍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

3 专利申请量大且增减变化波动较小 专利申请人集中程度较低
产品处于成熟阶段，竞争激烈，发展潜力

较小

4 专利申请量呈逐年减少状态 专利申请人的集中程度提高 产品的发展潜力低，将逐渐被市场淘汰

专题研究：专利信息研究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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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技术领域分布、技术应用范围、存在的

技术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产品的应用领域等

信息，为产品的开发做好可行性评估，以便于企

业进行产品立项决策和制定产品开发策略。

3.2 产品开发设计阶段的策略

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利用专利信息。

（1）检索和分析与拟开发产品相关的专利文

献，特别对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的内容进行

详细阅读，了解现有技术中产品的用途、使用范

围、基本参数及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工作原理、

生产或制造的关键技术及关键元器件、使用的原

材料及生产设备资源等信息，以及目前产品研发

技术领域中的空白、存在的问题及急需解决的核

心技术，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产

品开发的研究方向，找准研究起点或最高点，判

断其开发可行性；选择和拟定产品研发将采用的

基本技术方案和技术路线，绘制产品系统原理图

或结构图，提出所需原材料及生产设备清单等；

还可以根据自身技术实力对所涉及的技术进行大

致分类，区分哪些技术是需要攻关的，哪些技术

是有储备的，哪些技术是需要引进的，以确定产

品研发的开展方式。

（2）专利文献中记载有与权利保护范围和权

利有效性有关的法律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信息，

判断拟开发的产品及拟采用的技术方案、技术路

线是否具有侵犯他人专利权的风险，如果侵权风

险较大，应避开他人的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避免专利侵权。

（3）对专利文献中与产品有关的发明创造

内容进行分析，判断现有的他人专利技术的先进

性，可以选择以下方式进行产品开发：一是通过

转让、实施许可、技术入股等方式引进专利技术

进行产品研发；二是通过“产、学、研”或其他

合作方式进行产品研发；三是进行自主研发。

3.3 产品研发实验阶段的策略

在产品研发实验阶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利用专利信息。

（1）专利文献尤其是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中

包含有详细的技术信息，对产品研发实验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通过对无效专利申请、失

效或过了保护期的专利文献中记载的技术内容加

以利用，可获得一些解决问题方法、解题方向及

有价值的技术或理念，提高产品研发的起点，避

免重复性的研发实验，有利于解决产品研发实验

中的技术难题、克服技术瓶颈，节省研发实验时

间，节约研发经费，对产品的研发实验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2）专利文献的著录项目信息中记载有发

明创造的发明人信息。对于较多专利的发明人通

常是产品研发技术领域的专家，可以通过与这些

发明人的交流或合作解决产品研发实验的技术问

题，可以吸收和引进发明人作为企业的技术人

才。

（3）通过对专利文献中的现有技术进行合理

消化吸收，在产品研发实验过程中，可对研发实

验产品的外观、结构及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模仿

创新或集成创新，并将创新成果申请专利，获得

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产品竞争力，使产品获得专

利权保护。

3.4 产品生产制造阶段的策略

产品研发实验成功后，将进入生产制造阶

段。在这阶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利用专利

信息。

（1）技术改造是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生产效

率、提升产品质量、改善产品性能、减低生产成

本的重要手段。在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以专利

文献中的现有技术为基础，通过合理吸收消化发

现新的技术突破口，改进现有技术，形成自己的

创新技术，持续不断地进行产品生产技术改造；

还可将生产过程中的创新技术申请专利，获得自

主知识产权，提升产品竞争力。

（2）在专利文献中可以检索与产品生产有关

的先进原材料、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等，作为产

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选择对象，比如通过购买受

专利权保护的先进原材料、生产设备，引进专利

技术等，使之为提高产品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

量、改善产品性能、减低产品生产成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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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文献是一种公开信息，通过检索可

得出产品所处技术领域的竞争对手的专利信息，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专利信息有效、准确地分

析竞争对手的研发情况，判断竞争对手正在从事

和投入的领域和技术水平，还可以通过对竞争对

手申请专利的数量、种类及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进行分析，发现竞争对手的产品战略的变化、重

点和技术偏好，以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市

场战略，为自身企业产品的生产及转型升级提供

发展方向。

3.5 产品销售阶段的策略

在产品销售阶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利用

专利信息。

（1）在产品销售前，通过检索和分析现有专

利文献，特别是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

附图的分析，判断产品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对具

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产品，应在产品销售前先申

请专利，避免丧失新颖性。

（2）在产品销售前，通过对现有专利文献中

的技术信息和法律信息进行检索和分析，判断产

品包括其结构、生产技术、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等是否会侵犯他人专利权，避免陷入专利纠纷，

造成经济损失。

（3）在产品出口销售时，通过检索和分析摸

清进口国与产品相关的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判

断产品进入该国是否会侵犯他人专利权，避免陷

入专利纠纷，造成经济损失；若产品在进口国尚

没有人申请专利，应及时在该国申请专利保护，

使产品能更好地占领该国市场。

3.6 产品使用维护阶段的策略

产品使用维护阶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专利信息利用。

（1）检索和分析与产品使用方法相关的专利

信息，特别是通过对专利说明书内容的分析，找

出产品的更多运用方向，拓宽产品的使用领域范

围和产品用途，增加产品推广及市场拓展的手

段。

（2）检索和分析与产品维护相关的专利信

息，改进产品维护手段，同时寻找产品回收再利

用的技术途径，提升产品利用率，实现产品价值

最大化，降低生产和维护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

争力，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大收益。

（3）根据使用客户反馈的产品缺点和不足，

通过检索和分析现有专利文献中技术内容，寻求

克服产品缺点和不足的方法和渠道，同时为下一

个新产品的开发提供研究方向。

4 专利信息利用的存在问题

目前，产品生命周期中专利信息资源尚未得

到有效和充分利用，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
专利信息利用意识较弱，广大企业及民众尚未意

识到专利信息资源的实用性和重要性；（2）缺乏

专利信息利用的知识，不知道专利信息利用的方

法，不熟悉专利信息利用的渠道和途径；（3）缺

乏专利信息利用人才和管理机构，企业和政府有

关部门对专利信息利用的经费投入不足；（4）提

供专利信息服务的服务机构和服务平台还不够完

善，普遍存在服务模式较为单一、服务不够规

范、服务能力不强、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5 结语与建议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

的日益加剧，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换代是提高

制造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产品生命

周期各阶段对专利信息进行合理利用，能给产品

的开发立项提供参考依据，给产品的开发设计提

供研究方向，给产品的研发实验带来更高的研发

起点，给产品的生产制造提供技术改造的参考方

案，给产品销售时提供避免专利纠纷的依据，给

产品的使用维护提供更多渠道和手段，有利于提

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

位。为了提升产品生命周期的专利信息利用能

力，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5.1 以政府为主导，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专利信

息利用意识

我国专利制度建立较晚，人们的专利意识比

较薄弱，许多中小企业还不了解专利信息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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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价值，不懂得利用专利信息 [6]。政府部门

特别是科技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专利知识宣传、教

育活动，发挥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媒体的作用，

对专利信息的作用进行推广宣传，让更多企业认

识到专利信息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均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提高全社会的专利信息利用意识 [7]。

5.2 加快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完善

平台服务功能

专利信息的有效利用离不开强大的专利信息

系统，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有利于集成专利

信息资源，实现专利文献及其分析、研究成果等

资源的共享。目前，我国许多省、市已构建了专

利信息服务平台，但总体而言，我国专利信息公

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存在服务模式单一、服务

不规范、服务机构提供专利信息发掘和利用等深

层次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等问题 [8]。提

高产品生命周期的专利信息利用能力，一方面要

加快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提供了更多

的专利信息资源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完善平台服

务功能。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

信息呈现爆炸式发展，海量的信息给企业高效获

取所需要的信息带来了困扰，因而通过不断完善

平台服务功能，改变传统的信息服务模式，建立

为企业推送所需专利信息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变

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以满足各种用户的

专利信息需求 [9]。

5.3 培养高素质的专利信息服务人才，培育专利

信息服务机构

专利信息集技术信息、经济信息和法律信息

于一体，这对从事专利信息服务的人员素质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他们不但要全面了解企业产品生

命周期的整体概况，还要掌握一定的专利知识、

技术知识和法律知识并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和计

算机水平 [10]。目前，针对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

专利信息利用人才缺乏的问题，政府部门可以通

过组织开展公益培训，培养既有专业技术背景又

有专利信息检索、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企

业提供更高效、更专业的专利信息服务。另外，

很多中小企业受财力、物力、人力等因素的限

制，无法独自完成专利信息的分析利用，需要借

助服务机构来提供服务。政府部门要培育更多的

专利信息服务机构，扶持发展从事专利信息咨询

及专利分析服务等方面的科技服务机构 [11]，鼓励

科技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同时还应进

一步发展和健全科技信息研究所、知识产权服务

中心、援助中心等公益性机构，为企业提供更多

的专利信息利用公益性服务。

5.4 以企业为主体，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企业能否在产品生命周期合理利用专利信

息资源，除了政府的战略推动和要借助专利信息

服务平台、专利信息服务机构等外力，其关键在

于完善企业本身的内部管理。企业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加以完善：（1）提高企业员工专利信息利

用意识，尤其是提高企业管理层对专利信息的了

解和认识，使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成为产品

生命周期中的必须行为；（2）在企业内设立负责

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机构，配备和培养从

事专利信息利用的自有人才，对与产品相关的专

利信息进行及时跟踪，对企业自身所拥有的专利

进行科学管理；（3）建立专利信息利用的有效机

制，结合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专利工作需要，建立

专利信息利用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

制，鼓励发明创造，提高员工的专利信息利用积

极性；（4）完善财务制度，为专利信息利用提供

必要经费支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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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形成农业科学数据产业，开发农业科学数据

产品。

4.4 培养农业科学数据管理的专业人才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大

数据时代的今天，面对海量的农业科学数据迫切

需要建立专业的农业数据管理人才队伍。为了提

高科学数据管理人才的专业水平，一些国外的图

书情报教育机构已经推出了科学数据管理的相关

培训，并在大学设立了相关课程。美国已经有 54

所大学开设了数据管理的相关课程，共 202 个教

育计划，涉及 476 门课程 [8]。

目前，我国图书情报教育机构还没有设立科

学数据管理的相关专业。面对新形势的挑战，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应该把握科学数据共享的

发展方向，适应科学数据管理发展的新需求。调

整高校图书情报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

案，增加科学数据管理的专业方向，培养专业的

农业科学数据管理人才。

5 结语

本文以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为例，分析

了当前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

进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对策。即，要加强科学数

据共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大科研资助机构相

关政策的扶持力度；要重视科学数据共享的战略

地位，加强科学数据管理，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

数据共享意识；要积极探索科学数据增值利用模

式；要努力培养科学数据管理的专业人才。通过

提升我国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水平，发展农业科

学数据共享的新模式，形成我国农业科学数据共

享的长效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从而增强我国

整体科技水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整

体发展。虽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的建设，在

我国农业科学数据的管理与共享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但今后需要做的工作和努力还有很多，

例如科学数据分析、科学大数据挖掘等问题都需

要进一步思考并加以解决。因此，今后对于农业

科学数据共享的研究将会是农业科研领域的重要

议题，贯穿于整个农业科技活动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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