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

原则

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从宏观上反映区

域科技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状况, 并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被广

泛应用。我国不同区域间专利产出指标由于共同处于国家

专利制度大框架之下 , 具有可比性、可测性、易量化、统计

数据来源一致和规范等特点 , 在进行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设计时应遵循以下 4 个原则。

( 1) 客观性原则。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

当是客观的 , 体现在它以实际统计数据为基础 , 避免主观

臆断或随意性。

( 2) 实用性原则。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

当是实用的 , 应体现在它与专利工作、科技创新的密切相

关 , 并可以将其应用到实际的评价和比较分析工作中。

( 3) 可操作性原则。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所涉及的统计数据应已纳入国家专利统计范围内 , 便于采

集 , 并能保证指标数据来源可靠。

( 4) 指导性原则。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

当具有指导性 , 体现在它对专利工作、科技创新等方面具

有科学的评价作用, 并能够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参考和借

鉴。

2 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反映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的主要因素

由于专利数据的独特性, 专利水平可以从产出和投入

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但由于专利水平评估很难像一部设

计精良的机器那样 , 只要按照预先设计的规则运作 , 就可

以将投入转化为预期的产出 [2], 这使从投入角度进行区域

专利水平评价变得十分困难。因此 , 本文拟对反映专利产

出水平评价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生 产 要 素 条 件 是 决 定 产 业 竞 争 优 势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是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3]。

专利作为高新技术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条件 , 其产出

数量和质量同样决定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根据

专利自身的特点和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原

则 , 通过对能够反映专利产出水平的主要统计指标进行

系统分析 , 可得出包括专利产出数量和专利产出质量两

类主要因素。

( 1) 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产出数量始终是专利产出水

平评价的重要指标 , 反映了一个区域专利产出的活跃程

度 , 其数量越多越好 , 可以用一个区域所获的国内专利相

关数据进行测度。

( 2) 专利产出质量。专利产出质量是反映一个区域所

获专利在技术、市场及应用价值方面的总体水平。一个区

域所获发明专利的比重 , 可以有效地反映该区域专利的技

术创新质量, 可以用该区域所获的发明专利相关统计数据

测度; 职务专利比重 , 可以反映该区域专利市场化、商业化

潜力和应用价值 , 可以用该区域所获的职务发明专利相关

统计数据测度 ; 国际专利比重 , 可以科学地反映该区域所

获专利的应用范围和国际竞争力, 可以用区域所获国际发

明专利相关统计数据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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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国内专利比重 发明专利比重 职务发明比重 国际专利比重

广州 0.1478 0.1041 0.3485 0.1541

武汉 0.0554 0.1118 0.5433 0.0360

西安 0.0352 0.0580 0.4921 0.0044

沈阳 0.0603 0.0713 0.2733 0.0417

大连 0.0327 0.0571 0.3345 0.0347

哈尔滨 0.0334 0.0347 0.3079 0.0075

青岛 0.0535 0.0378 0.6779 0.0259

宁波 0.0606 0.0224 0.2438 0.0105

长春 0.0298 0.0521 0.5200 0.0233

南京 0.0514 0.0945 0.5534 0.0465

杭州 0.0739 0.0892 0.4390 0.0549

济南 0.0490 0.0322 0.3317 0.0119

成都 0.0742 0.0707 0.2868 0.0325

厦门 0.0392 0.0125 0.5120 0.0540

深圳 0.2037 0.1517 0.5225 0.4622

数据来源 : 世界知识 产 权 组 织 ( WIPO) 知 识 产 权 数 字 图 书 馆 ( http://

www.wipo.int/ipdl/en/) ;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专 利 统 计 年 报 ( http://www.

sipo.gov.cn/sipo/sjzx/) 。

2.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以及

反映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的主要因素分析, 结合各因素

之间的隶属关系, 基于专利产出数量和专利产出质量两个

准则层, 构建出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

表 1 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

专利产出数量 国内专利比重

专利产出质量

发明专利比重

职务专利比重

国际专利比重

3 评价指标的含义

3.1 专利产出数量

对专利产出数量来说 , 国内专利比重 ( gi) 是反映区域

专利产出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个区域所获得的国内专利数

量越多 , 专利比重就越大 , 说明其专利投入、保护意识就越

强 , 专利活动越活跃。

gi=Gi/G ( 1)

其中 , Gi 指一段时间内某区域国内专利授权量 ; G 指

一段时间内全部统计区域国内专利授权总量。

3.2 专利产出质量

( 1) 发明专利比重( fi) 。发明专利授权比重反映了区域

专利的技术创新水平 , 与另外两种专利类型相比 , 发明专

利在研发过程中凝结了更多的研发资金、技术和人力 , 其

覆盖范围更广、审批程序更严格 , 技术可靠性更高。因此 ,

一个区域所获发明专利的比重越大, 专利产出的技术创新

质量也就越高。

fi=Fi/F ( 2)

其中 , Fi 指一段时间内某区域发明专利授权量; F 指一

段时间内全部统计区域发明专利授权总量。

( 2) 职务专利比重( zi) 。职务专利授权比重可以反映专

利市场化、商业化潜力。职务专利在授权后可以依托单位

申请人的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优势进行多种形式的产

业化、商业化开发 , 而非职务专利却不具备这样的市场开

发能力, 因此 , 一个区域所拥有的职务发明专利比重越大 ,

其拥有的专利市场化、商业化开发潜力越强 , 相应的专利

市场价值也就越大。

zi=Zi/Gi ( 3)

其中 , Zi 指一段时间内某区域职务专利授权量 ; Gi 指

一段时间内该区域专利授权量。

( 3) 国际专利比重( wi) 。国际专利比重可以科学地反

映专利的应用范围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区域的国内授权专

利只有在具有较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和较强技术实力的

情况下才会申请国际专利, 因此, 一个区域的国际专利授权

比重越大, 说明其专利的应用范围越广, 国际竞争力越强。

wi=Wi/W ( 4)

其中 , Wi 指一段时间内某区域国际专利授权量 ; W 指

一段时间内全部统计区域国际专利授权总数

4 聚类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评价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和指导性 , 我们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专利产出水平为研究样

本 , 采用国内专利比重( gi) 、发明专利比重( fi) 、职务专利比

重 ( zi) 和国际专利比重 ( wi) 4 个统计指 标 , 利 用 SPSS12.0

统计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统计年报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知识产权数字

图书馆中的相关资料。为了避免个别年份数据波动对聚类

结果的影响 , 聚类分析所应用的指标数据均由 2003~2005

年 3 年的统计数据经过平均计算得出。

首先 , 设城市各专利指标为 Xij, Xij 表示第 i 座城市的

第 j 个指标。对指标数据 Xij 进行标准化 , 设标准化后的各

指标值为 Yij, 并利用欧式距离的平方计算各城市每组指

标间的距离 , 组间距离用 Rij 表示。

Yij =( Xij - X!j )!j ( i=1, 2, ∧, n; j=1, 2, ∧, p) ( 5)

其中: X!j =
n

i=1
#Xij /n !

2

j =
n

i=1
( Xij - X!j )

2
/n

R
2

ij =
1
p

p

k=1
$( Xik - Xjk ) ( 6)

其中 , 系数
1
p

在聚类分析时可以省略。

组间聚类采用组间链接法 , 设任意两聚类分组为 S 和

T, 则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为:

d
2
( S,T) =

1
ns ,nt t∈S,j∈T

$ d
2

ij ( 7)

表 2 我国副省级城市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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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ns ,nt 分别表示 S 组和 T 组中各指标值的个数 ,

dij 表示点 i 与 j 之间的距离 , d( S,T) 表示 S 组和 T 组之间

的距离。

应 用 SPSS12.0 统 计 软 件 中 Hierarchical Cluster 选 项

对我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专利产出水平进行聚类分析 , 各

城市专利产出指标数据如表 2 所示。

5 聚类结果分析

我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专利产出水平的聚类结果 ( 如

表 3 所示) 表明了各观测样本的具体分组情况。聚类过程

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最合适的分组数 , 由于城市专利产

出水平的差别较大 , 同时也为了对不同聚类结果进行比

较 , 在选择聚类分组数时经过反复多次试验 , 最终确定按

4 组和 6 组进行聚类分析。为了对比分析方便 , 两种分组

方式分别采用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排序。

表 3 各城市专利产出水平聚类分析分组表

按四组聚类的城市分布 按六组聚类的城市分布

第 1 组 深圳 第Ⅰ组 深圳

第 2 组 广州 第Ⅱ组 广州

第 3 组
武汉、西安、青岛、长春、

南京、杭州、厦门
第Ⅲ组 武汉、南京、杭州

第 4 组
沈阳、大连、哈尔滨、宁

波、济南、成都
第Ⅳ组 西安、青岛、长春、厦门

第Ⅴ组 沈阳、成都

第Ⅵ组 大连、哈尔滨、宁波、济南

从聚类结果可以看出 , 深圳和广州两座城市专利产出

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城市, 但其专利产出特点却不尽相同。

深圳无论在专利产出数量水平还是专利产出质量水平上

均表现突出。广州专利产出水平虽然总体上处于领先地

位 , 但指标中的职务专利比重却并不理想 , 仅处于统计城

市的中游水平。

按 4 组聚类时 , 武汉、西安、青岛、长春、南京、杭州和

厦门 7 座城市同处第 3 组 , 说明其专利产出水平比较接

近。沈阳、大连、哈尔滨、宁波、济南、成都 6 个城市处于第

4 组 , 其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大多排在统计城市的中下

游位置。

按 6 组聚类后 , 原处于第 3 组的 7 座城市被聚类为第

Ⅲ、Ⅳ两组。第Ⅲ组的武汉、南京、杭州 3 个城市的专利产

出水平评价指标均处于统计城市的中上游水平 , 各项指标

数值也比较均匀 , 说明这 3 座城市专利工作发展态势良

好。第Ⅳ组中的城市包括西安、青岛、长春、厦门 , 其中西安

市发明专利比重和职务专利比重指标数据均排在统计城

市前列, 而国际专利比重指标数据却排在全部城市的最后

一位, 说明该市需重点支持国际专利申请活动。长春市专

利产出质量总体水平较高 , 但由于其国内专利数量较少 ,

制约了其专利产出水平的提高。厦门市国内专利数量虽然

不少 , 但其专利质量总体水平较低。而原处于第 4 组的 6

座城市被聚类为第Ⅴ、Ⅵ两组 , 其中第Ⅴ组中的沈阳、成都

两市虽然国内专利数量较多 , 但由于其专利产出质量水平

各指标发展不平衡 , 极大制约了专利产出总体水平的提

高。第Ⅵ组中的城市包括大连、哈尔滨、宁波、济南 , 大多数

指标处于统计城市的中下游水平 , 专利产出水平具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通过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 , 我们发现 , 提高区域专利

产出水平不能仅仅追求专利产出数量, 同时要注意专利产

出的技术、市场及应用价值等方面的总体水平 , 只有重视

几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够最有效地提高各个区域的专利

产出水平。另外 , 每个区域的专利产出水平及特点不会完

全相同 , 但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各区域专利产

出水平之间的联系 , 通过进一步的组内、组间比较分析,可

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依据。

6 结论

为了科学、合理地制定区域专利发展政策和战略 , 提

高区域原始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 , 本文根据区

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对反映区域专

利产出水平评价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 设计出了适

合我国国情的区域专利产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 并利用近

3 年的统计数据 , 对我国 15 座副省级城市专利产出水平

进行了实证分析。上述研究可为实现对我国区域专利产出

水平的科学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 为政府科学合理地制定

城市专利战略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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