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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专利申请授权数量的快速攀升，低质量专利也大量涌现，这给专利管理带来很大困扰；面对海量的

专利数据，如何构建有效的低质量专利识别方法，筛选出其中的低质量专利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基于专利质

量与专利维持的相关分析，研究提出低质量专利的识别方法和定量指标；以电通信领域的发明专利为研究样

本，对低质量专利进行定量识别和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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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专利授权数快速攀升，由２００１
年的１１４万件跃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９６１万件。与
此同时，低质量专利也大量涌现，其负面效应日益

显现；一方面，大量低质量专利的出现对后续专利

申请构成障碍，由于必须绕开这些低质量专利，技

术研发和专利申请均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海量的

低质量专利给专利管理和科技评价带来很大困

扰，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工作还很薄弱。因此，在高

度重视专利数量增长的同时，必须正视低质量专

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紧迫的任务是对低质

量专利进行有效识别。

１　研究回顾

低质量专利（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ｔｅｎｔｓ）的涌现可
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美国，其制度根源在于
一系列的“亲专利”变革，如扩大专利保护范围、

降低专利授权条件、延长保护期限等，提高了专利

制度的激励程度［１］；这使得发明人既倾向于申请

专利，也更容易获得专利授权，专利数量开始快速

增长，并由此产生大量的低质量专利，也被称为劣

质专利（ＢａｄＰａｔｅｎｔｓ）、问题专利（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Ｐａ
ｔｅｎｔｓ）。Ｋｅｓａｎ指出，问题专利是那些权利要求范
围超出现有技术，但仍被专利商标局授权的专

利［２］。Ｍｅｒｇｅｓ认为劣质专利是忽略明显现有技
术，被不当授权的专利，同时美国授予了太多保护

范围过宽、质量较低的专利［３］。

我国专利数量近年来出现爆发式增长的现

象，以发明专利年授权数为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年均增长率为 １２７０％，２１世纪前 １０年升至
２６６９％。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由于研发投入快速增长，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研发能力和科研产出明显提升；二是随着专利重

要性的凸显以及政府的鼓励，发明人申请专利的

积极性也在提高。然而，专利数量的迅猛增长也

产生了负面影响，专利申请量常被视为职称评定

和人才选拔的重要指标［４］；高校教师将专利视为

满足考核要求的工具，形成追求数量忽略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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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５］；专利系统鼓励申请人适用高数量、低质

量的专利战略，公司的理性反应是寻求更多的专

利而不管其个体质量，进而加剧了专利泡沫的产

生［６］。

当前，大量低质量专利的涌现给技术创新和

专利管理带来很大困扰。一方面，低质量专利加

剧了专利丛林（Ｐａｔ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ｅｔｓ）①现象的出现，
Ｓｈａｐｉｒｏ研究表明，由于已有专利应用于现有产品
与服务，新入企业的研发很难绕开专利丛林［７］。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ＴＣ）指出，专利丛林中的问题专利不仅阻碍了技
术创新，而且限制潜在竞争者的进入［８］；同时也

对后续专利申请构成障碍。另一方面，低质量专

利的授权将诱发更多的问题专利，加大专利审查

的压力［９］。由于现有技术信息的缺失，专利审查

员更倾向于授权一项本不该授权的技术为专

利［１０］。这些授权后的低质量专利将会引起更多

的权力纠纷，耗费稀缺的行政、司法资源，给专利

管理带来困扰［１１］。

随着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专利质量的评价

研究开始受到关注。Ｋｅｌｌｙ等利用总被引次数作
为评价专利质量的指标，挑选出软件行业质量最

好的前５０件专利［１２］。张米尔等为消除引用指标

受时间因素的影响，采用每年被引频次研究专利

池中专利的质量随时间变化情况［１３］。官建成提

出专利 ｈ－指数评价专利质量，发现我国企业与
跨国公司在专利质量上存在差距［１４］。Ｓｃｈａｎｋｅｒ
ｍａｎ等通过评估专利价值分布，认为专利价值越
大则维持时间越长［１５］。高山行等借鉴 Ｓｃｈａｎｋｅｒ
ｍａｎ的评估模型，发现我国专利数量增长很快，但
专利质量有所下降［１６］。Ｍｏｏｒｅ以维持时间的长短
衡量专利质量，测度权利要求数、专利异议等指标

的效力［１７］。Ｎａｇａｏｋａ将权利要求数（专利受法律
保护的具体权力范围）等同于引用次数作为专利

质量指标［１８］；Ｌｅｒｎｅｒ认为技术覆盖范围（专利所
涉及的技术领域范围）越大，创新程度越高，专利

质量越高［１９］；但申请人倾向于提交更多权利要求

保护专利［２０］。

综上所述，由于低质量专利数量的增长及其

负面影响的凸显，相关研究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

注，并取得积极的研究进展。然而，相关研究主要

是针对其表现形式、负面影响展开的；针对低质量

专利识别的研究明显滞后，对专利质量的评价集

中于专利引用等指标，但不同于美国专利文献，我

国专利文献不包含专利引用信息，无法将其用于

低质量专利的识别；此外，专利数据属于海量数

据，专利引用指标的计算过于繁复，在实际工作中

也难以应用。因此，面对快速增长的低质量专利

和海量专利数据，有必要另辟蹊径，研究低质量专

利的识别方法，应用于低质量专利的快速筛选。

２　低质量专利识别方法研究

２１　指标选择原则
在选择识别指标时，首先要考虑到专利保护

覆盖广阔的技术领域，并有持续扩展的趋势，有些

指标易受到技术特征的干扰，而这将影响识别指

标的适用范围；其次，由于分析数据的获取依托专

利数据库，而各国的专利文献及包含信息存在差

异，应尽量利用各国共有的专利信息进行识别；此

外，低质量专利识别面对的是持续快速增长的海

量专利数据，应尽量选择简捷的指标，从而能快速

地从海量数据信息中准确筛查出低质量专利。

基于上述分析，应满足以下三点识别原则：第

一，普适性原则，研究方法应能广泛适用于不同技

术领域、地区和国家，以便进行对比和深入分析；

第二，可计算原则，所选指标应能从专利文献中直

接获取或通过计算获取对应数据，从而能够对低

质量专利进行定量识别；第三，可行性原则，由于

专利数据属于海量数据，应尽可能选用简捷的指

标作为识别依据，若设置指标过于复杂、繁琐，则

有可能导致工作量过大。

２２　识别指标的选择
在满足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识别指标的选取

应首要考虑中国、美国、欧盟及日韩等主要经济体

所共有的专利文献信息，各国都包含专利申请日、

授权日、专利权人、分类号、法律状态、权利要求等

信息。据此可排除专利引证指标，虽然学者对专

利引证的研究较为成熟，并运用于评价专利质

量［２１］；但仅美国专利文献的引证信息完善，我国

① 专利丛林，指多个专利重叠交织形成的专利群，类似生长茂盛，相互纠缠的灌木丛，所以形象地称为专利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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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文献不含引证信息，欧盟等国专利文献也缺

乏完善的引证信息。

专利维持指标也可用于低质量专利的筛选，专

利维持时间（Ｔ）是指专利权人在不超过法定保护期
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从申请日或授权之日至无

效、终止、撤销或届满之日的实际时间，各个国家均

可从专利文献中的申请日、授权日和法律状态中获

取专利维持时间的相关信息。Ｂａｒｎｅｙ强调“高维持
率与高质量是一致的”［２２］；Ｈａｒｈｏｆｆ的研究表明，维持
届满的专利比提前终止的专利质量更高［２３］。

对专利质量最清楚的是专利权人，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研究指出，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其支付的专利维

持年费，在经济上有利可图时，专利权人才会选择

维持专利［２４］。Ｇｒｏｎｑｖｉｓｔ认为，维持时间越长，专
利价值越高［２５］。目前，世界各国的专利制度对专

利质量的高低未有奖惩措施，因此专利权人不存

在刻意维持专利的动机，主要是通过比较未来收

益与维持费来决定取舍，放弃维持专利可视为该

项专利已不具有价值。通过对相关指标的分析比

较，考虑到设置识别指标时需要满足的原则，采用

专利维持时间（Ｔ）作为识别低质量专利的指标。
２３　测度阈值的确定

识别指标选定后，需要设定适当的阈值作为

筛选标准，本研究中的阈值即能够被识别为低质

量专利的最低维持时间。阈值设定过高，部分由

于技术进步加速而失效的专利可能会被误划为低

质量专利，使过多专利被筛选出来；阈值设定过

低，则有可能减弱识别效果，漏掉大部分低质量专

利，不能有效地将其从大量专利中分离出来。

专利在我国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专利，不同国家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的保护存在较大差异，美国、英国的专利体系中甚

至不含实用新型专利，但各国均重视处于核心地

位的发明专利，对发明专利的保护年限也趋于一

致，中国、美国、欧盟和日韩等专利大国对发明专

利的保护年限均为２０年。因此，本文选取发明专
利作为研究对象，阈值的设定也以发明专利的保

护年限和维持时间作为分析依据。

专利维持费也是确定阈值需考虑的关键因

素，维持时间越长，所需缴纳的维持费也越高。研

究表明，在相同的专利维持条件下，维持届满率与

专利质量成正比，维持费的逐渐增长可滤掉一部

分低质量专利［２６］。按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专

利权人必须每年缴纳专利维持费，在这种制度下，

专利权人可以灵活地选择是否继续维持专利；专

利维持费数额呈阶梯式增长，前十五年中每三年

增加一个档次，最后五年为一个档次。

表１ 中国专利维持费

Ｔａｂ１　Ｐａｔｅｎｔ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Ｆｅｅ

距离申请时间

（年）

专利维持年费

（元）

维持费届时累计

（元）

１－３ ９００ ２７００

４－６ １２００ ６３００

７－９ ２０００ １２３００

１０－１２ ４０００ ２４３００

１３－１５ ６０００ ４２３００

１６－２０ ８０００ ８２３００

确定阈值首先要考虑到维持时间与专利质量正

相关，目前发明专利的维持上限为２０年，阈值应是
接近２０年维持上限三分点的整数值；其次，考虑到
我国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为６９年，识别低质
量专利的阈值应低于这一平均维持时间；最后，考虑

到我国专利维持年费的阶梯式特点，即维持时间６
年以后维持年费将大幅上调。综上所述，将识别低

质量专利的阈值取为６年，即如果某项发明专利在Ｔ
＜６时就不再维持，那么就将其识别为低质量专利。

３　应用实例：电通信领域低质量专利

３１　样本选择
针对研究目的，在选择样本时需满足以下两项

条件：第一，所选行业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技术领

域，以提高研究的效度；第二，能够从数据库中获取

准确可靠的专利信息，以增强研究工作的可重复性，

进而提高研究的信度。针对以上条件，本文依托于

中国专利数据库，选用电通信领域（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的发明专利为研究样本，作为当代主流的技术
领域，电通信技术近年来发展迅猛，其国际专利分类

号（ＩＰＣ）为Ｈ０４，包括Ｈ０４Ｂ传输、Ｈ０４Ｈ广播通信、
Ｈ０４Ｊ多路复用通信、Ｈ０４Ｋ保密通信等１１个小类。

按照申请人的国籍，中国专利可分为国内专

利和国外专利，国内专利指中国的自然人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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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并获授权的专利，国外专利指国外自然人或

法人申请并获授权的专利。在电通信技术领域，

不仅国内申请人较为活跃，国外申请人也高度重

视中国市场，在中国大量申请专利。由于中国专

利已受到国外申请者的高度重视，通过对比国内

外申请人的低质量专利，有助于更为深入地分析

低质量专利的构成及变化趋势。

３２　数据处理
选用专利信息分析系统Ｖ３０（ＰＩＡＳ）作为数据

来源，它是集专利信息检索、管理与分析为一体的

平台工具，系统内整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ＳＩ
ＰＯ）、企业内部专利检索平台、ＣＮＩＰＲ中心资源站
点、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欧洲专利局（ＷＩＰＯ）
和日本特许厅（ＪＰＯ）五个专利数据库以供下载。
由于研究中国专利，需利用发明授权这一著录项

目，因此利用ＣＮＩＰＲ站点进行数据下载。
登陆专利信息分析系统 Ｖ３０，进入 ＣＮＩＰＲ

资源下载站点，由于所设阈值为６年，故样本数据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向前追溯；为获取较长的时间序
列，选取１９９０年作为统计起点。利用 ＣＮＩＰＲ网
站的搜索功能，逐条统计失效专利被终止时的法

律状态公告日；以年为单位，计算每条失效专利的

维持时间（Ｔ＝失效日期 －授权日期），统计 Ｔ＜６
的专利数据作为分析依据，这种数据处理方法的

最大优点就是可重复性强。

表２　发明专利及低质量专利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ｔｅｎｔｓ

年份
发明专利数 低质量专利数（Ｔ＜６）

国内 国外 总数 国内 国外 总数

１９９０ ２３ １４３ １６６ ２１ ３１ ５２

１９９１ ２６ １１９ １４５ １８ １９ ３７

１９９２ ２７ １５６ １８３ ２０ ４７ ６７

１９９３ ３０ ８７ １１７ ２５ １６ ４１

１９９４ １６ １０６ １２２ １５ ２５ ４０

１９９５ １６ ９１ １０７ １４ １４ ２８

１９９６ ２２ ９２ １１４ １５ １１ ２６

１９９７ ２３ １１１ １３４ １６ ２０ ３６

１９９８ ２０ １４４ １６４ １０ ２５ ３５

１９９９ ３１ ２４８ ２７８ ２２ ５２ ７４

２０００ １４９ ３６０ ５０９ ７０ ６５ １３５

２００１ １５９ ６６０ ８１９ ６６ １８７ ２５３

２００２ １０９ １６０７ １７１６ ３７ ３９４ ４３１

２００３ ５１１ ３３５１ ３８６８ １２９ ７１９ ８４８

２００４ １２８０ ４８４４ ６１２４ ３０９ １０１９ １３２９

２００５ １１８８ ３９６３ ５１５１ ２４８ ８９３ １１４１

通过运用低质量专利识别方法，筛查出电通

信领域发明专利中的低质量专利；结果表明，低质

量专利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增长更
为迅速；考虑到发明专利授权数也在快速增长，有

必要对低质量专利所占比例深入分析。

图１　低质量专利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ｔ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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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数据分析
以上统计数据显示，随着我国专利授权数量

的快速增长，低质量专利数也在大幅增长，由

１９９０年的５２件增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１４１件，年均增长
率为２２８６％；近年来，低质量专利的增长有加快
趋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０１％，
进入２１世纪，低质量专利开始爆发式增多，年均
增长率达到５３２５％。不仅国内低质量专利在快
速增长，国外低质量专利也在快速增长，并占据很

大比重，这说明，国外自然人和法人在中国申请了

大量低质量专利，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正日益显

现，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低质量专利占发明专利的比例长期维持在

２５％上下波动，这表明，即使在通常认为质量较高
的发明专利中，低质量专利仍大量存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国内低质量专利比例远高于国外低质量
专利，进入２１世纪开始下降，逐渐趋近于国外低
质量专利的比例，这说明国内专利质量正在逐步

改善；进一步对专利权人构成的分析表明，高校、

科研机构授权专利比例持续减少，而华为、中兴等

领先企业逐渐成为该领域主要的专利权人，这是

国内低质量专利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

４　结论与展望

针对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低质量专利的

负面影响，基于专利质量与专利维持的相关分析，

研究提出定量筛选低质量专利的识别方法和定量

指标，可用于低质量专利的快速筛查；将该方法应

用于电通信技术领域，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通常

认为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中，低质量专利仍然大

量存在，并且数量快速增长；通过研究还发现，该

指标不仅可以对低质量专利进行识别，同时也可

以用于评价专利质量，即低质量专利的比例是专

利质量的反向指标，对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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