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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领域专利分析及审查相关

       非专利文献资源初步分析
专利检索咨询中心 高连连 时嘉鸿 张宇

材料工程发明审查部  孙洁 

摘要：摘要：选取新能源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初步研究分析该领域审查相关非专利文献资

源的加工建设。通过对专利申请量和非专利中文期刊文献发表量发展趋势的统计分

析，以及对非专利期刊文献可加工数据的初步筛选分析及期刊引用频次分析，认为

开展针对新能源领域期刊文献资源的筛选和数据加工工作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并对

该领域文献的深加工工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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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专利数据资源建设是我局信息

资源建设的一项重要核心内容。

近几年来，随着专利申请量的不断增加，

专利审查工作中对非专利文献的需求量也

一直在增加。非专利文献数据资源建设越

来越凸显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非

专利文献资源的加工工作是代价高昂并且

耗时漫长的过程。目前国外，如欧洲专利

局仍然是有重点、有选择、有步骤、有层

次的开展非专利文献资源加工工作，根据

不同资源对象和资源重要性差异开展非专

利文献资源加工工作 [1,2]。如何选取和确

定加工领域，并且对数据进行科学筛选和

加工，使其高效地服务于审查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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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十二五”国家战略新兴产

业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从中选

取新能源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该领域审

查相关非专利文献的资源化建设。近年来，

新能源由于其可持续发展性以及有利于生

态良性循环性已成为全世界的热点，发展清

洁能源成为降低化石能源依赖、增强能源安

全保障的重要途径。生物质能、风能、太阳

能等作为目前 具工业开发规模的可再生

能源，格外引人瞩目。选择新能源领域作为

重点研究对象，更具有针对性和重要性。

本文主要针对新能源领域中的可再生

清洁能源技术及其他能源如核能及氢能开

展研究。这里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主要包括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本文对

新能源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和非专利中文

期刊文献发表量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统计分

析，并且对非专利期刊文献可加工数据进行

了初步筛选分析，希望借此来了解我国新能

源领域的技术发展脉络和趋势，为该领域审

查相关非专利文献的资源化提供一点参考。

新能源领域专利申请分析新能源领域专利申请分析

本文以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局提交并公开的专利申请为检索对象，检

索数据库为中国专利检索数据库（CPRS），

检索样本为从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收录的数据。另外，新能源

技术是综合性很强的技术，以风电技术为

例，设计气候、气动、机械设计制造、控

制等较多技术门类和领域，为了避免样本

收集不完全，本研究的检索以关键词和分

类号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

专利申请量趋势变化专利申请量趋势变化

图 1是 1986 年至 2010 年各领域的申

请量统计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新能源各领域

申请量均呈不断增加趋势，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更是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

图 1 专利申请量趋势图

其中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申请量 大，

发展 快，说明这两个领域更引人关注，研

究比较活跃，技术也相对成熟。地热能的申

请量 小，分析主要是因为该领域的研究受

地域的限制和影响较多。我国地热资源主要

分布在西南的西藏和云南及四川南部高原

地区，分配不均衡造成开发难度加大，同时，

分布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利，经济较为落

后，在客观上也阻碍了对地热资源的开发[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物质能虽然截止到

2005年申请量都比较小，但是从2006-2010

年的申请量达2500多件，增长了将近8倍，

是所有能源中增长速度 快的，远远超过其

他领域。充分说明从 2006 年开始，生物质

能也开始成为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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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利申请量年度趋势图

为了考察近年来的发展趋势，选取

2007 年至 2011 年五年的时间做了更精细

的年度分析。如图 2 所示。该图也反映出

这五年来，太阳能和风能依然保持 50% 左

右的稳步增长趋势。其他领域的增长相对

比较平缓，地热能和生物质能个别年度出

现了波动，但是 2010-2011 年都出现了较

大的增长。

表 1  新能源各领域三种专利类型的比例

如表 1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太阳能、

风能等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主要为

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尚有极小一

部分外观设计。而地热能、氢能和核能领

域外观设计的比例基本为零。基本专利类

型的分布数据体现了这些领域自身的技术

特征属性，说明我国系能源技术领域的发

明创造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为主导，比较注

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技

术产品的创新和研发。

新能源领域非专利文献分析新能源领域非专利文献分析

中文非专利文献资源包括期刊、图书、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百科全书、

字典、标准、公司披露物等，这些资源都

包含了大量的现有技术信息 [4]。在考虑非

专利文献资源的加工范围时，主要以期刊

为主。本文对于非专利文献资源的统计分

析，主要基于 CNKI 的期刊全文数据库。

非专利文献量趋势变化非专利文献量趋势变化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词结合的方式，在

CNKI中对涉及新能源领域的数据进行检索

和统计，从1979年至 2011年，新能源领域

期刊文献总量达 100190。为了分析该领域

的发展趋势，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考

察和比较。图 3是新能源各领域从 1986 年

到 2010年文献发表量的发展趋势图。

从图 3可以看出，各领域从 21世

纪以后开始出现飞速发展，太阳能和风

能领域依然是研究热点，文献量 大。

另外 2006 以后生物质能的表现格外抢

眼，是所有领域中增速 快的，也说明近年

来该领域开始成为研究热点。非专利文献与

专利文献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领域

类型
太阳能 风能 地热能 生物质能 氢能 核能

发明 38.6% 45.1% 50.2% 82.1% 87.3% 72.9%

实用新型 53.6% 53.2% 49.8% 17.7% 12.7% 27.1%

外观设计 7.8% 1.7% 0% 0.2% 0% 0%

图 3 非专利文献发表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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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非专利文献发表量年度趋势图

对非专利文献资源也选取 2007-2011

年五年的时间做了更精细的年度分析。如

图 4所示。该图反映出这五年来 ,太阳能、

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依然持续增长，

并趋于稳定。氢能数量在 200 篇上下浮动，

变化不大。核能在个别年度出现回调，但

2011 年出现了快速增长。

非专利数据筛选分析非专利数据筛选分析

非专利期刊文献信息量大，内容繁杂。

其中包含有大量非技术类文献，而在技术

类文献中，又有相当数量的技术方案，难

以通过检索精确性较好的标题、关键词等

途径检索到，很多需要通过全文检索途径

来查找。而全文检索途径，检索噪音大，

审查员一般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进行查

找，检索效率较低，不能满足审查检索的

实际需求。笔者对检索到的十万多条信息

进行了初步筛选，主要通过判断文章是否

属于技术类文献、是否有技术方案、是否

对专利审查具有检索意义等角度进行初筛

等，初步统计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总体比例

为 31.08%。可以推断，真正有加工价值的

文献比例会更低。由此可见，非专利文献

不经过筛选和加工，难以作为“专利审查

可用资源”。很有必要通过对非专利期刊

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科学的筛选和加工，

才能将散布在海量信息中的目标文献转变

为与专利审查紧密关联，具有较高检索价值

的数据集，使文献的利用率得到大幅提高。

 非专利期刊引用频次分析  非专利期刊引用频次分析  

本文对 2008-2012 审查年度专利审查

中引用的新能源领域的中文非专利期刊文

献进行了初步分析，以期为中文非专利对

比文献资源的信息化建设及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频次分析主要是参照董林水等 [2] 提

出的方法进行。选取引用频次在 40 以上

的期刊统计如表 2所示。

表 2 2008-2012 年新能源领域

    文献被引用篇次较多的刊物

刊名 引用频次 刊名 引用频次

核动力工程 141
中国电机

工程学报
57

太阳能学报 131 太阳能 45

可再生能源 81 现代化工 43

原子能科学

技术
79 中国油脂 42

中国沼气 74
电力系统

自动化
40

非专利文献资源的加工工作需要持续

投入较大的人力，资金等，在对非专利文

献进行加工的时候可以采取“长短结合”

的方案。即短期内能形成利用率较高的数

据资源的文献可以优先加工，比如优先选

取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文献进行分析，这

样也可以为长期持续加工积累经验，奠定

基础，而需要长期持续加工的数据资源，

可以学习国外先进数据库（如 CA、DWPI 等）

制定单独的长期加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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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结语

本文由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及国家重点

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选取相关研究领

域，希望由此确定有更高加工价值的技术

领域。通过专利申请量发展趋势和非专利

期刊文献发表量趋势的统计分析，以及对

非专利期刊文献的初步筛选分析，认为开

展针对新能源领域期刊文献资源的筛选和

数据加工工作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在具体的加工策略上，采取“长短结

合”的方案，在加工规则上，可以从方法

和产品两个角度，对非专利文献进行分类，

或者通过给予范畴分类，IPC 等角度，对

非专利文献进行筛选和深加工，从而为审

查工作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检索入口，提

高审查效率。

我国的新能源技术相对于西方一些发

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自主创新能力还相

对薄弱，核心技术不足，但近年来，政府

大力鼓励应用新能源产业，并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如《可

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

划》等来推动新能源的发展。这些政策的

制定刺激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使得

我国的新能源技术领域在面对挑战和风险

的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各

新能源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和非专利期刊文

献的发表量增长飞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新

能源领域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

域及新兴产业，在未来必将有更加飞速的

发展。针对该领域非专利期刊文献进行科

学的筛选和加工，将会更好地服务于专利

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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