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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智能语音专利数据 ,了解欧洲智能语音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并结合文献检索结

果，通过专利信息的检索、清洗、标引建立专利数据库。从专利视角，借助专利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欧洲智能语音技术

专利申请趋势、关键技术、主要竞争者、重点专利。分析结果发现，语音合成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发展较为成熟，自

然语言理解技术发展潜力巨大，飞利浦公司竞争实力较强，美国和日本企业注重在欧洲进行专利布局，从专利保护角

度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欧洲智能语音技术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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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 spee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rend by collecting, sorting and analyzing intelligent speech patent data,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through retrieval, cleaning and indexing of the patent information to set up patent 
database, analyze deeply patent application trend, key technology, main competitors, key patents of European 
intelligent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with the aid of patent analysis, we 
can find out speech synthesis and speech recognition have well develope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tential is huge, PHILPS’ competitive power is strong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nterprises pay attention to in Europe for patent layout, we can more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European intelligent 
spee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protection. Due to the delay of the patent 
information data, analyzing intelligent spee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a certain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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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分析研究

语音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入口 [1]。近 20 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的突破、大规模语料资源的积

累、移动数据网速的提高，智能语音技术快速发

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智能语音产业也随之步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2期 2019年3月

─ 82 ─

入应用的快速增长期，人工智能日益受到产业界

和各国政府的重视 [2]。欧洲各国对人工智能相关

产业的发展高度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西欧国

家制定“尤里卡计划”，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

研究与发展合作。瑞典Artificial Solutions软件公

司致力为企业和政府机构开发客服机器人，已为

欧洲近几十个政府部门提供客服机器人，从而减

轻了工作人员的压力 [3]。2015 年，福特欧洲公司

推出新一代车载信息娱乐系统Sync3，提高了触

控的灵敏度和语音指令传达的顺畅性，驾驶者可

以通过语音对话向系统发布指令。2016 年，谷

歌在欧洲瑞士苏黎世设立新的研究部门专注研究

机器学习、机器智能、机器感知、自然语言处理

和理解等，开发了知识图谱使用的引擎以及谷歌

Allo消息应用中谷歌助手使用的会话引擎 [4]。

本文则从专利申请的角度对欧洲各国智能语

音技术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研究。

1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智能语音技术涉及语言学、语音学、声学、

数字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等众多相关

基础学科，主要包括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和

语音合成 3 个环节。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借鉴智

能语音领域专家的观点 [5-7]，制定了智能语音自

标引技术分支表（表 1）。
依据自标引技术分支表确定检索词（表 2），

对检索词的同义词、关键词、缩写词、上位词、

下位词、相关词等不同表达方式进行扩展，采取

分总式检索策略进行专利检索，先对各技术分支

展开检索，再将检索结果进行合并，得到总的检

索结果 [9]。

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5 月，IncoPat专利数据

库收录了全球 112 个国家、组织、地区的专利信

息，数据覆盖全面，更新速度快，同时对全球专

利提供了中英双语的标题和摘要，便于专业人

员快速掌握专利基本内容。因此，本研究选取

IncoPat专利数据库进行专利检索。对专利数据

进行检索与下载，经过人工筛选和逐条去噪，对

专利申请时间和申请人名称进行简化处理和规范

统一，最后按照自标引技术分支表进行四级技术

标引。对所有标引结果，由语音领域内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审核。审核员采用抽样验证的方式，在

所有已加工完成的专利数据中，以 200 件专利为

一组，随机抽取 10 件专利，保证加工完成的数

据与智能语音技术或者产品相关，对于不相关的

及时删除。最终得到全球申请专利 12895 件，其

中智能语音关键技术欧洲申请专利 1865 件。由

于在专利申请过程中有 18 个月的公开期，因此

IncoPat数据库的数据收集和录入会有一定的滞

后，2014 年后的数据仅供参考。根据专利检索结

果，关于欧洲智能语音最早的专利要追溯到 1929
年，鉴于 1929—1990 年欧洲申请的智能语音关

键技术专利信息总量较少且较为零散，因此本文

选取了 1990—2015 年 1647 件相关的专利申请信

息进行分析，其中语音识别专利申请量 1246 件，

语音合成专利申请量 350 件，自然语言理解专利

申请量 51 件。根据得到的数据结果，下面从专

利申请趋势、关键技术、主要竞争者、重点专利

4 个维度，对欧洲智能语音技术发展现状进行深

入分析和初步判断。

2 专利的申请量与技术领域

图 1 显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智能语

音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表 1 智能语音自标引技术分支表 [8]

一级技

术分支

二级技

术分支
三级技术分支

四级技

术分支

智能

语音

语音

识别

前端处理

降噪处理

特征提取

特征变换

声学模型 －

语言模型 －

后端处理
解码

置信度

语音

合成

基于声学统计建模 －

基于波形拼接技术 －

基于共振峰、LPC和LMA技术 －

自然

语言

理解

语言学技术 －

计算机上实现 －

语料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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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西欧“尤里卡计划”实施

以来，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开

展研究与发展合作。从图 1 可以看出，欧洲智能

语音领域专利大致经历了发展、快速增长、迅速

下降、缓慢上升和缓慢下降这 5 个阶段，反映了

欧洲智能语音技术的生命周期。研究显示，2000
年之前专利申请量上升较快，在 2000—2004 年

大幅增加，这充分说明了欧洲智能语音专利申请

与欧洲国家出台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密不可分，在

此期间研发活动较为活跃，因而申请量较大，在

2004 年达到峰值（141 件），自 2004 年后呈下降

趋势，在 2014—2015 年专利申请量下降趋势明

显，这与专利发布有 18 个月的滞后期有一定的

关系。

从欧洲智能语音技术的三大技术类别来看，

语音识别专利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七成以上，与

欧洲智能语音总体发展趋势相一致，语音合成专

利申请量占两成以上，自然语言理解专利申请量

表 2 智能语音检索关键词

语音

识别

speech，voice，sound，speaker，recognition，acoustic model，feature，characteristic，MFCC，Mel Frequency Cepstrum 
Coefficient，PLP，Perceptual Linear Prediction，transformation，conversion，transformer，noise reduction，reducing noise，
anti noise，HMM，GMM，DNN，MLE，discriminative，adaptation，training，Gaussian Mixture Model，Hidden Markov 
Modeling，Deep Neural Networks，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language model，N gram，neural network model，speech 
recognition、voice recognition，sound recognition，speaker recognition，decoding algorithm，Viterbi，Lattice，N-best，
decoding，decoder，transducer，recognition engine，DAWG，Hvite，TODE，Finite State Transducer，FST，WFST，

Weighted Finite State Transducer，NMI，DET，ROC，model，pattern，mould，model set

语音

合成

TTS，Text To Speech，vocoder，synthetic speech，sound synthesis，synthetic language，parametric，parameter，Formant 
Synth，Formant synthesis，Linear Prediction Coding，Levenberg-Marquardt Algorithm，LPC，LMA， wave，waveform，

Pitch Synchronous Overlap and Add，PSOLA， train，trainable， trained，Hidden Markov Model，HMM，acoustic，statistical

自然

语言

理解

pragmatics，discourse，dialog processing，linguistic anaphora resolution，  utterance generation，syntactic parsing，data driven 
methods，linguistic entity recognition morphology，multilingual 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semantic interpretation，
semantic analysis，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NLU，natural language comprehensi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automatic abstracting，automatic summarization，automatic abstraction，machine translation，
mechanical translation，man-machine dialog，man-machine interactive，human-machine dialogue，man-machine dialogue，
interactive language，corpora，language material storage，corpora，word set，corpus，computational formalism，computational 
algorithm，computer implementation

图 1 欧洲智能语音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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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不到一成。语音识别技术和语音合成技术发

展趋势在近年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也反映

了语音合成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发展较为成熟，

并开始进入衰退期，企业利润率减少，因此自

2002 年后专利的申请总量呈下降趋势；而自然语

言理解专利在技术发展及应用上有较大的技术发

展空间，体现了智能语音的未来发展方向，因而

自然语言理解专利申请量变化较为平稳，其专利

申请趋势与总体趋势出现了不同的走势，在 2013
年后呈现平稳上升的态势。

图 2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在语音合

成、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领域细分技术的分

布情况。以每 3 年一个时间段为节点，将 1990—
2015 年分为 9 个时间区间，显示了欧洲智能语

音领域 10 个细分技术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语

音识别是智能语音领域一项成熟的技术，其产业

发展和应用都比较广泛，专利申请总量较多，主

要集中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但总体上均呈现

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其中声学模型是语音识别

系统中最关键的部分。该技术欧洲专利申请量最

多，增长较快，波动最为明显，于 1999-2001 年

达到了峰值（111 件）。语音合成领域中基于共振

峰、LPC和LMA技术是非常有效的语音分析技

术，起步较早，应用较为广泛，可以对语音产生

模型的参数进行准确推算，因此也不难发现，基

于共振峰、LPC和LMA技术的专利申请量较大，

趋势波动较为剧烈，于 2002—2004 年达到了峰

值（47 件）。自然语言理解以语言学为基础，内

容涉及多门学科，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一个重要

方向，从图 2 中明显可以看出，自然语言理解的

专利申请总量虽然较少，但技术发展趋势较为平

稳，尤其是自然语言理解对计算机实现技术要求

的不断提高，人机交互的成果不断出现，从而推

进了机器翻译的持续发展，因此有的细分技术发

展较为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趋势。

3 IPC小类专利与自标引技术

表 3 显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智能语

图 2 欧洲智能语音领域专利技术申请发展分布

专利申请量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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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领域排名前 10 位的 IPC小类专利申请情况。

从欧洲专利申请的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统计结果来看，1990-2015 年，排名前 10 名的

专利申请总数（798 件），占了总申请量（1647
件）近半数。排在首位的是“创建基准模板；

训练语音识别系统，例如对说话者声音特征的

适应”（G10L15/06），其专利申请量（281）占

专利申请总量 17.1%，其次是“利用自然语

言模型”（G10L15/18）。再次是“语音识别”

（G10L15/00），这三大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总

和（445 件）占专利申请总量的近三成。从表 3
分析得出，1990—2015 年，欧洲智能语音技术重

点在于发展语音识别、信息检索、语音合成、语

音增强等技术领域，在这些技术领域纷纷申请专

利保护，以获得在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优

势。无论是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占比情况，还

是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占比情况来看，在智能

语音领域的技术发展中，欧洲研发重点和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语言识别技术上，相对于其他技术

领域最为成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从欧洲智能语音的三大技术领域来看，语

音识别申请数占申请总量 75.7%，语音合成占

21.2%，自然语言理解占 3.1%。可见，语音识别

占了七成以上，语音合成占了两成，这两个领域

的技术成熟度较高，应用较为广泛。虽然自然语

言理解作为热点技术，成熟度不高，但其发展潜

力巨大。

在语音识别技术领域，声学模型占申请总

量的 28.7%，后端处理占 18.3%（其中解码或解

码器占 14.9%），语言模型占 17.1%，前端处理

占 11.5%（其中降噪处理占 11.1%）。可见，从语

音识别的流程处理来看，欧洲比较注重于建立声

学模型和语言模型，运用核心算法对语音进行识

别，通过后端处理进行搜索解码，对于降噪和特

征提取等前端处理过程关注度相对不高（图 3）。
在语音合成技术领域，基于共振峰、LPC和

LMA技术占申请总量的 13.7%，基于波形拼接技

术占 3.9%，基于声学统计建模技术占 3.6%。基

于共振峰、LPC和LMA技术在欧洲起步较早，这

种参数合成方法主要是通过模拟发声机理进行语

音合成，可以灵活调整适应不同的合成要求，在

欧洲语音合成中的专利申请量比重较大（图 4）。
在自然语言理解技术领域，语言学技术占申

请总量的 1.9%，计算机上实现的占 0.9%，语料

库占 0.3%。自然语言理解是语言学、数据处理、

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以及语言工程等诸多领域的

热门课题，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欧洲日益重视

和加强语言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侧重于信

息检索和人际交互方向，以真正实现人机自然交

互的最终目标（图 5）。

4 专利申请公司排名及其技术活动

图 6 显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智能语

音领域排名前 10 位专利申请人申请专利的情况。

从欧洲智能语音专利申请量排名（图 6）分

析得知，居于前 10 位的公司申请专利总数（571
件）占专利总数（1647 件）的 34.7%。从图 6 中

可以看出，美国、日本、欧洲企业占据优势，美

国企业专利申请量占七成，日本企业占两成，欧

洲企业占一成。排名前 5 名的申请人分别为微

表 3 欧洲智能语音领域专利的 IPC小类（前 10 位）

排名 IPC号 IPC大组 申请量 /件 总体占比 /%
1 G10L15/06 创建基准模板；训练语音识别系统，例如对说话者声音特征的适应 281 17.1
2 G10L15/18 利用自然语言模型 98 6.0
3 G10L15/00 语音识别 66 4.0
4 G10L15/26 语音—正文识别系统 56 3.4
4 G06F17/30 信息检索；及其数据库结构 56 3.4
6 G10L15/14 利用统计模型，例如隐马尔科夫模型（HMM） 54 3.3
6 G10L13/00 语音合成；正文—语音合成系统 54 3.3
8 G10L15/20 特别适用于不利环境（例如，噪音环境）中增强语音强度的语音识别技术 50 3.0
9 G10L21/02 语音增强，例如降低噪声或消除回声 42 2.6

10 G10L15/22 在语音识别过程中（例如在人机对话过程中）使用的程序 4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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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AT&T、IBM、飞利浦和高通，竞争优势较

为明显，尤其是美国微软公司，其专利申请量为

107 件，在排名前 10 位的机构中占近两成。可见

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尤为注重在欧洲的专利权保

护，在智能语音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实力

较强。

虽然欧洲之外的国家纷纷在欧洲进行专利

布局，但作为欧洲本土企业的飞利浦公司在智能

语音技术研发中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飞利浦作

为一家生产照明、家庭电器、医疗系统产品的公

司，拥有 8 万项专利。随着专利数量的上升，其

专利布局也日益成熟，越来越注重知识产权的保

护和防御，并且近年来在智能语音领域的实力也

逐渐增强。2012 年，飞利浦推出HUE智能照明

系统，使用Siri语音助理控制；2013 年，飞利浦

采用了Nuance的Dragon TV语音技术推出智能电

视，为用户在家庭娱乐控制体验中带来更多选择

和便利，用户可通过日常语言与电视机“沟通”，

实现从“看电视”到“玩电视”，与电视互动的

转变 [10]；2015 年，飞利浦与阿里智能合作推出

一款基于阿里智能系统的智能无线音箱——飞利

浦小飞阿里智能音箱，在现有资源库整合植入的

同时加入了语音交互功能，并能脱离APP独立使

用，大大增加了其使用中的便携性 [11]。

从飞利浦公司的欧洲专利布局分析，其申

请专利的技术领域集中在 IPC的G部（物理），

涉及 IPC的两个大类：G10（乐器、声学，约

占 86.3%）和G06（计算、推算、计数，约占

13.7%）。排在前 3 位的 IPC小类分别涉及G10L
（语音分析或合成、语音识别、音频分析或处

理）、G06F（电数字数据处理）、G06K（数据识

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技

图 3 欧洲语音识别技术专利分布

图 4 欧洲语音合成技术专利分布



·信息资源分析研究·莫 玲：从专利申请分析欧洲智能语音技术的发展

─ 87 ─

术领域，合计约占专利申请量的 95%，排名前 2
位的 IPC小组主要为G10L15/06（创建基准模板、

训练语音识别系统、例如对说话者声音特征的适

应，约占 27.3%）和G10L15/18（利用自然语言

模型，约占 18.2%），合计约占专利申请量的五

成，说明飞利浦公司智能语音技术主要集中在语

音分析、合成、识别和数据处理等方面，在这些

方面技术创新较多，非常注重在欧洲本土进行专

利布局，市场竞争力较强。

5 重点专利与主要申请公司

被引次数是判定专利质量的重要指标，在通

常情况下，专利越重要，被引证的次数就越多。

表 4 显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智能语音领

域排名前 10 位重点专利被引情况。

从表 4 分析得出，欧洲智能语音技术领域涉

及 3 个大类：G10（乐器、声学，约占 75.4%）、

H04（电通信技术，约占 18.5%）和G06（计算、

推算、计数，约占 6.1%），排在前 3 位的 IPC小

类分别涉及G10L15/06（创建基准模板、训练语

音识别系统、例如对说话者声音特征的适应，约

占 46.8%）、G10L15/22（在语音识别过程中，约

占 12.4%）、H04M1/27（可以同时存储许多信号

的装置，约占 11.2%），合计约占专利总被引次

数的七成，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语音识别的声学

模型和语音合成上，其中涉及语音识别的达 238

图 6 欧洲智能语音专利主要申请公司的专利申请数

图 5 欧洲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专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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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约占专利总被引次数的近六成；主要申请人

包括AT&T、IBM、领英、LG、施乐、佳能信息

等公司，除了LG是韩国企业外，其他均为美国

公司，这反映了美国非常注重在欧洲的专利布

局，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在欧洲智能语音领域

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图 7 显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智能语

音领域被引专利数量排名前 10 位申请公司情况。

根据总被引次数分析（图 7），在欧洲智能语

音专利的前 10 位申请人中，AT&T和 IBM公司

高被引专利量达 233 次和 172 次，排在前两位，

远远领先于其他专利申请人，其研究成果对智能

语音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

义。另外，根据专利的平均被引次数，LG公司

专利平均被引次数最高（15.33 次），其专利质量

也相对较高，其次是领英公司（12.75 次）。无论

表 4 欧洲智能语音领域重点专利被引情况（前 10 位）

排

名
名称 申请人 公开号

主 IPC
分类号

自标引

技术分类

被引

次数 /次
1 训练用于语音识别的方法和装置 AT&T EP559349A1 G10L15/06 语音识别 /声学模型 71
2 语音识别系统用于自然语言翻译 IBM EP570660A1 G10L15/06 语音识别 /声学模型 51

2 分布式实时语音识别系统 领英 EP1245023A1 G10L15/22
语音合成 /基于声学

统计建模
51

4 移动终端和菜单控制的方法 LG EP2109295A1 H04M1/27 语音识别 /声学模型 46
5 训练方法和装置用于语音识别 AT&T EP559349B1 G10L15/06 语音识别 /声学模型 45

6 CELP声码器 AT&T EP573216A2 G10L19/14
语音合成 /基于共振

峰、LPC和LMA技术
35

7
方法和装置，用于分段单元中的表示文字-

语音的合成
IBM EP515709A1 G10L15/04

语音合成 /基于声学

统计建模
31

8
模块，用于支持文本消息通信移动无线电网

络中利用文字-语音转换器，用于语音输出，

语音-文本转换器用于语音输入和检测

JENTNER, 
BRUNO

DE19959903A1 H04Q7/32
语音合成 /基于声学

统计建模
30

9
使用两个隐藏马尔可夫模型（hmm）

wordspotting
施乐公司 EP533491A2 G10L15/06 语音识别 /声学模型 25

9
方法和装置，用于基于脚本一种文字-语音

多媒体演示

佳能信息系统

有限公司
EP598597A1 G06F3/16

语音合成 /基于波形

拼接技术
25

图 7 欧洲智能语音领域高被引专利数量排名前 10 位申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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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总被引次数还是平均被引次数，都不难看

出，美国非常注重在欧洲进行专利布局，专利申

请数量和质量都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拥有绝对

的竞争优势。

6 结论

本文从专利申请量、关键技术、主要竞争

者、重点专利等方面，剖析了欧洲智能语音技术

的发展，结果表明。

（1）20 世纪 90 年以来，欧洲智能语音技术

专利申请量起伏较大，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大致经历了发展、快速增长、迅速

下降、缓慢上升和缓慢下降 5 个阶段，语音合成

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发展较为成熟，应用较为广

泛，自然语言理解作为热点技术，虽然成熟度不

高，但发展潜力巨大。

（2）欧洲本土企业的飞利浦公司竞争实力较

强，其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语音分析、合成、识

别和数据处理等领域，但是，美国和日本企业非

常注重在欧洲进行专利布局，AT&T和 IBM公司

在欧洲智能语音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3）近年来，欧洲智能语音产业已经从产业

应用发展到深入推广阶段，掌握了相当一部分产

业核心技术，凭借新兴产业的支配地位，以新技

术研发和新产品营销为发展重点，获得在技术创

新方面的竞争优势，在智能家居、智慧教育、智

能医疗、汽车智能化、智能机器人等社会发展领

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与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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