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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利导航的理论视角和概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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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专利导航是国家专利导航体系的重要部分，关乎国家战略部署与实施． 高校专利导

航不同于现有的专利导航类型，囿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实践当中缺乏对其概念和操作规范

的必要共识，影响高校专利导航项目实施的效果． 基于对高校科技创新管理和专利导航的独特

性以及高校专利导航实践存在的不足，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理论视角分析高校专利导航的

行动逻辑，进而探究高校专利导航的概念． 最后，结合虚拟现实技术专利导航案例进行了说明．
旨在通过基本概念的探究凝聚学术共识，推动高校专利导航研究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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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科技创新受到高校、产业和政府相互作用的

影响，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未来竞争．“三螺旋”
理论认为，大学日益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应积极地把学术知识应用到产业实践［1］． 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已经对我国高校科

技创新方向和成果应用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为了贯彻国家战略部署、承担发展责任，高校势必

要瞄准全球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前沿，科学判断

自身科研能力和发展定位，在复杂激烈的全球竞

争环境中取得具有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尖端

性的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 专利导航是科技创新

活动中利用专利信息等数据资源分析技术创新方

向、明晰技术研发路径、提高决策科学性的模式之

一［2］，有助于高校实现上述目标． 高校应站在创

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高度，主动建立专利导航工作

机制［2］，深化专利制度运用．
近年来，随着不同语种专利信息资源的数字

化［3］、多源数据聚合研究［4］的发展，以及专利分析

和预警等实务水平的提升，专利导航已逐渐形成多

层次、开放式、立体化的方法体系［5］． 2013 年，国家

知识产权局实施专利导航试点工程，贺化［6］专门

发文阐述了专利导航的制度性背景及其对支撑产

业转型升级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国内关

于专利导航的研究主要围绕专利密集型产业和高

科技企业的应用需求展开，形成的产业研究报告

在此不再赘述． 涉及专利导航的相关学术研究主

要有: 周静等［7］对我国高校在虚拟现实技术领域

的创新水平和导航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陈燕

等［8］阐述了区域规划类、产业规划类和创新主体

类专利导航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要点，对专利导航

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 但尚未见到关于高校专利

导航的基础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界

和实务界对高校专利导航必要性和作用的认知，

不利于提升高校专利导航实施质量、促进导航研

究成果应用． 放眼国外，运用专利数据开展的相关

研究主要涉及专利质量、专利价值、专利估值、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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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网络、创新管理、专利政策效果、技术转移、专利

司法保护和技术分析等［9］，暂未见到与专利导航

完全对应的学术概念．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高校如

何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

相关研究． 如: 优化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与分配、以
专利运用为纽带加强高校和产业合作［10］; 拓展高

校专利的创新保护与利用，基于专利的潜在价值

提升创新管理水平［11］; 鼓励技术转移转化人员与

产业界人员建立并保持联系，加强先进工作经验

交流［12］．
整体来看，专利导航是通过深化专利制度运

用，以支撑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驱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性手段． 结合中国特色、理清高校专利

导航的理论基础、研究范畴和含义等相关问题，有

助于促进高校专利导航成果运用和“双一流”建

设，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

1 高校专利导航的研究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

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13］． 高校的自

身属性和科技创新特点决定了它是承担这一使命

的不可替代的主体，这也决定了高校专利导航不

能与其他类型专利导航一概而论．
1． 1 高校科技创新与管理的独特性

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运用专利导航方法加强科技创新和管理水

平，是贯彻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举措． 做好这项工

作的前提是理解和把握高校科技创新和管理的

独特性．
首先，高校是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主力军．

以 2019 年为例，高校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 84． 16%，重点项目的 79． 14%，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 84． 14%，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 68. 9%［14］． 这种

独特性在于科技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高校特色学科

和优势领域进行规划布局，并围绕国民经济发展

亟需的科技领域和方向组织自主和协同创新，尤

其是基础、核心和高端技术研发以及重大科技工

程的技术攻关．
其次，高校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的

价值取向，承担了大多数基础性、前沿性和探索性

研究． 以 2019 年为例，政府投向高校的 Ｒ＆D 经费

为 1 796． 6 亿元，占当年全部 Ｒ＆D 经费投入的比

例为 8． 1%［15］． 高校可以组织实施一些短期内无

法应用、失败风险极高但却极具价值的科研项目，

在弥补国家技术创新空白和薄弱领域的作用不可

替代．
第三，高校科技创新涉及的学科和技术领域

范围广、跨度大，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潜力大． 无

论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型大学，还是以理、工、
农或医等学科见长的研究型大学，其申请并获得

授权的发明专利往往都涉及众多技术领域，而且

高校各学科技术的创新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各

有不同，这也决定了高校专利导航面对不同的学

科领域，不能机械地套用模板进行分析． 此外，高

校的技术创新往往缺乏产业链或价值链上的关

联，自行实施和运用专利的动机相比其他主体更

为微弱; 在培育高价值专利方面，对校际合作、校
企合作以及创新资源整合的需求往往非常强烈．

第四，高校现有的科研管理机制是以统计

和管理为主，不同于企业的应用和实施． 高校科

技创新活动涉及科研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科

研绩效评价与收益分配、校企合作、技术转移、
创新融资与产业孵化等，在按照市场规则参与

经济活动时会受到国有事业单位管理制度的约

束，高校专利导航路径建议要特别注重操作层

面的可行性．
1． 2 高校专利导航的独特性

陈燕等［8］将专利导航分为区域规划专利导

航、产业规划专利导航和包括企业、科研院所在内

的创新主体专利导航 3 类． 鉴于高校科技创新与

管理的独特性，有必要强调高校专利导航的特殊

性． 表 1 从研究目的、服务对象、研究重点、数据采

集范围和研究过程总结了高校专利导航与其他类

型专利导航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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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校专利导航与其他类型专利导航的主要区别

Table 1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and other patent navigations

区别点
专利导航类型

高校专利导航 区域规划专利导航 产业规划专利导航 创新主体专利导航

研究目的

贯彻国家战略实施，促

进高校科技创新，合理化

高校科研布局

为 区 域 宏 观 层 面 的

规划 决 策 提 供 支 撑 和

研究支持

为产业宏观层面的规

划决策和创新资源配置

决策提供研究支持

支 持 创 新 主 体 的 战

略合作、市场经营和项

目决策等活动

服务对象 科研团队 /高校
各级经济 /产业区域

有关政府部门

产业主管部门 /行业

机构

企 业 和 科 研 院 所 等

创新主体

研究重点

科技水平定位、专利管

理与转化、科研项目布局

与实施、学校发展和学科

建设等问题

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布 局 规 划 和 创 新 发

展等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布 局

和结构升级等

生 产 经 营 和 创 新 发

展过 程 中 的 具 体 诉 求

或问题等

数据采集

范围

全球范围内专利信息、国

家战略规划信息、高校信息、

非专利技术信息和产业及

企业信息等

专 利 信 息 与 区 域 科

教资源、产业资源和创

新资源等信息

专 利 信 息、产 业 政

策、技 术 现 状、发 展 趋

势、竞争环境和市场动

向等信息

专 利 竞 争 情 报 和 市

场价值信息等

研究过程

背景分析、技术分解、专

家访谈、专利检索、专利分

析、信息挖掘、模型构建、

案例分析和导航路径

对 象 摸 查、形 势 分

析、定 位 分 析、目 标 分

析和路径分析

对 象 摸 查、形 势 分

析、定 位 分 析、目 标 分

析和路径分析

对 象 摸 查、形 势 分

析、定 位 分 析、目 标 分

析和路径分析

注: 涉及区域规划专利导航、产业规划专利导航、创新主体专利导航的相关内容参考了陈燕等［8］的研究成果．

1． 3 高校专利导航实践的不足

基于目前高校专利导航的实施和研究现状，

笔者将高校专利导航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归纳为以

下 3 点．
首先，各方对高校专利导航重要性和特殊

性认识不足，缺乏开展高校专利导航工作的动

力． 一方面，高校决策者的创新管理意识和决策

能力存 在 差 异，当 面 临 任 期 限 制、紧 要 事 务 优

先、可调配资源总量受限等现实因素的约束时，

以高校专利导航为抓手谋求学校科技创新长远

发展，需要决策管理者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另一

方面，实务人员未深入了解高校科技创新和管

理的独特性，往往将高校专利导航与其他类专

利导航等同，没有站在国家创新体系和战略发

展的高度考虑问题．
其次，专利导航实践过于注重操作规范，对专

利导航基本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等问题缺乏深

度思考［8］． 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将影响

高校专利导航的重点分析与建议内容的确定、高
校专利导航特殊要求的回应、高校专利导航成果

运用、实施效果评估和测度等．
第三，高校专利导航研究团队的建设亟需加

强． 高校专利导航是由从事信息检索、分析与挖

掘、统计与建模、政策制定与研究、产业规划、科研

管理、知识产权等专业人士以及导航目标领域资

深技术专家共同参与，由兼通相关领域知识的灵

魂人物统筹协调的、典型的多学科知识汇聚活动．
高校专利导航项目的高质量实施需要探索整合智

力资源、发挥学科和知识交叉优势的沟通协作

方式．
高校专利导航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以战

略需求导向． 它不仅是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发

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16］． 基于高校专

利导航实践不足的认识，应当进一步分析这些

不足背后的共性特征，从而改进对高校专利导

航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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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专利导航的理论视角

高校专利导航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与

环境共同作用和相互耦合的结果，需要在具体

情境中看待和分析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随

着情境的变化做出调整优化． 相关研究表明，复

杂管理问题需要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来综合分

析并解决［17］． 高校专利导航是多学科知识的集

成应用，理论内涵丰富、视角多样，本文仅从系

统工程学、信息资源管理、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

济学的理论视角对高校专利导航的基本属性进

行探究．
2． 1 系统工程学视角

从系统工程学的角度看，高校专利导航是利

用综合集成方法，对数据、技术和人力等要素进行

工程化管理与应用，实现系统目标最优的管理创

新活动，遵循从各项要素输入直至导航结果输出

运用的全过程实施与管理． 表 2 是根据部分系统

工程原则［18］对高校专利导航的分析．
表 2 基于系统工程原则的高校专利导航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based on system engineering principles

系统工程原则 高校专利导航深度分析

整体性原则
高校专利导航运用技术、组织、指挥、控制与预测等手段和方法，整合各类要素的输入、处理和结果输

出，从整体上管理和协调各环节的配合与相互作用，提升高校专利导航结果的可操作性

功能性原则

高校专利导航以战略需求为导向，以目标为驱动，导航项目的实施应明确其贯彻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和促进高校科技创新的总体功能，并根据目标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其他需求与目标开展其余的

功能分析

综合性原则

综合以专利数据为主，其他数据为辅的各种信息; 综合运用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 综合发挥不

同知识背景、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专业团队优势; 综合考虑高校学科建设与创新管理决策、科研项目组

织与实施、技术转移转化、与产业和政府的合作、人才培养以及服务产业经济发展等实际需求

层次性原则

一是高校专利导航的研究范畴和目标覆盖涉及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次，既要贯彻国家战略部署要

求，又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同时还要面向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科研团队的研发与应用． 二是高

校专利导航团队按照层次分明的环节和流程有序进行，核心管理者控制各层次要素的衔接与配合

结构性原则
高校专利导航系统由背景分析、技术分解、专家访谈、专利检索、专利分析、信息挖掘、模型构建、案例分

析、导航路径建议与成果运用等部分构成，各部分相对独立且有机协调，存在流程和环节的递进和深入

环境关联原则
高校专利导航既需要匹配目标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科学前沿动态、市场需求和宏观制度运行环境，还需

要与高校财务、人事和成果转化等内部环境相适应． 存在不适的应当在相应层面提出可行的改进路径

任何公共政策实施总是与一定的政策目标相

联系，总政策在目标取向方面处于统帅和引领地

位［19］． 作为政府发起的试点工程，高校专利导航

在满足国家、行业、地区、学校本身以及科研团队

等不同层面需求的过程中，应坚持上述原则，坚持

整体目标最优原则，确保导航工程的稳定运行． 一

方面要注重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将大量数据的量

化分析结果与目标学科和技术领域资深学者的质

化意见集成应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另一方面

要注重导航项目实施质量的控制． 高校专利导航

将系统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是信息深度分析

与综合运用的过程，也是导航信息与环境相互作

用的过程，要注重对各类要素取得、管理和运用关

键节点的控制，确保原则明确、方法合理、操作得

当、结果客观准确．
2． 2 信息资源管理学视角

从信息资源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传统信息资

源管理较为关注信息内容、信息设备、信息人员、
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等信息资源要素本身［20］． 事

实上，除了对资源要素本身的管理，信息的潜在价

值还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例如: 专利的索引结构

分析结果可以对技术领域进行分类，加强科学研

究领域与技术领域的联系，为政府部门和高校规

划研究方向、制定学科发展策略提供参考［21］; 专

利的引文分析可以识别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

效途径［22］; 高校专利的引文分析可以明晰专利知

识流动的途径和影响因素［23］．
高校专利导航应不囿于信息资源的简单管

—52—第 10 期 周 静等: 高校专利导航的理论视角和概念研究



理，而是基于信息资源的创新决策与管理［20］，发

挥信息资源的潜在价值在创新管理活动中的决策

支撑作用． 一方面，高校专利导航是以专利为主的

多源数据分析加工、多学科知识与方法并用的信

息资源管理升级． 另一方面，高校专利导航以专利

数据分析为核心，与其他相关信息结合，坚持开放

式创新，通过专家访谈、头脑风暴、层次分析、语义

分析和数学建模等多种方法提炼导航路径建议，

形成从信息采集到结果运用的研究闭环． 具体的

信息处理过程( 如图 1 所示) ．

图 1 信息资源管理视角下的高校专利导航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注: 图中颜色较深的模块和粗体文字表示高校专利导航的特色和深度分析

数据资源具有决策有用性，通过分析、挖掘和

发现其中蕴藏的知识，为各种应用提供其他资源

难以提供的决策支持［24］． 高校专利导航在信息的

采集、检索与处理和挖掘分析过程中实现专利信

息的决策有用性，聚焦于专利信息深度运用的作

用路径，导航高校科技创新活动、提升科技创新水

平，促进专利制度与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发挥

其贯彻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
2． 3 制度经济学视角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有益的制度将形成

正向的净收益． 制度的形成是人们对制度运行成

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以专利制

度为例，2018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

10． 7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11． 6%［25］，体现了实

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显著成效． 当前，我国已进

入主动谋求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的发展阶段［26］，高

校专利导航是高校深化专利制度运用、服务区域

和产业经济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制

度选择，是以专利导航为抓手强化科技创新管理、
牵动配套管理机制创新，进而提升高校科技管理

水平和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战略性工具． 从制度成

本的角度来看，高校专利导航是对学校原有科研

管理部门、技术转移转化部门和产业开发部门职

责的整合与升级，并非承担一项全新的制度成本．
从制度收益的角度来看，当下部分高校对专利导

航制度性收益的理解和观察还主要局限于短期

的、静态的视角，能够实现的收益并不显著．
高校专利导航作为机制得以确立并坚持施行

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制度条件，将专利导航纳入高

校顶层设计并坚定地长期执行是实现制度效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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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依照科斯［27］的逻辑，如

果依靠传统的科研管理与决策模式或者市场需求

的自发调节来自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将产生更

高的成本，而且极可能由于信息决策传导效率低

下而丧失科技创新的先机． 高校专利导航作为适

宜的制度选择，既可以掌握全球一流高校、顶级科

研机构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专利布局和前沿技术研

发动态，又可以导航高校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方向、
优化科研布局和重大技术路线的选择，支撑科研

合作和技术转移转化等相关工作． 此外，高校专利

导航超越了传统的高校专利管理和服务边界，将

创新的全部过程纳入研究范畴，不仅向前延伸到

了科技创新方向的选择和专利的布局，更是向后

延伸到了专利运营和产业孵化，从制度本源上引

导发明人和专利权人转变专利申请动机、自觉提

高专利申请质量、激发创新创业热情，具备形成固

定机制的利益动因．
2． 4 产业经济学视角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赋予数据要素以极大的价值，并成为传统

产业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

要素之外的第 5 大要素． 高校专利导航具有实现

要素优化配置，促进科技创新，实现加速“引领”
的功能，是国家调控经济、教育与科技协调一致的

有力抓手． 应然状态下，高校专利导航的实施以获

取全球范围内的多语言专利数据资源为基准，通

过对专利大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要素价值的挖

掘，对该领域涉及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进行综

合分析．
高校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面负有重

要的历史使命． 高校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8］; 高校可以通过开拓

更为广泛的公共或私人的合作形式，通过先进技

术发明与市场洞察力服务于区域与产业经济［29］;

英国的大多数高校除了科研活动外，学术成果的

产业化应用也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30］．
从作用对象来看，高校专利导航对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产业布局和产业经济发展均有显著影

响． 专利分析与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结合，既可以

有效衔接高校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需求，又可以

为技术、业务和产品的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的科

研支撑．
高校专利导航的目标学科和技术领域的选

择，要立足于高校优势学科和技术领域，优先对

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先导产业、尖端与核心

技术创新的布局需求，重点关注可能形成新的

产业经济增长点、产业升级着力点的技术，通过

技术功效和竞争布局等分析，寻找产业技术突

破的战略高地和空白区域，促进高校优势创新

资源集聚．
高校专利导航的产业分析重点应包括: 1 ) 全

球一流高校和龙头企业在目标学科和技术领域的

专利布局趋势，对高校科研布局重点和技术突破

方向等提出导航建议． 2) 最为活跃的全球申请人

和发明人情况，对龙头企业和高校进行单独分析，

对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成果评价等提出导航建

议． 3) 高校合作申请专利和专利运营情况，对高

校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转化提出导航建议．
4) 近期申请和获得授权的重要专利技术特征分

析，对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方向以及高校决策管

理提出导航建议．

3 高校专利导航的概念

总结和提炼高校专利导航概念之前，有必要

先回顾导航和专利导航的概念． 近代科学意义上

的“导航”起源于 15 世纪的欧洲，是指“导引飞行

器( 或船舶) 沿预定航线从一点航行到另一点的

技术和方法”． 导航主要作用于真实物理世界的

有体物，导引有机生命体或运动设备的位置移动．
导航路径由起点位置、终点位置和路径选择构成，

主要借助信息技术和装备实现导引功能． 与传统

的导航相比，专利导航主要作用于技术创新与管

理和产业经济活动，导引创新和管理水平与产业

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的跃升． 专利导航是导航概

念在知识产权管理与创新管理领域的映射，是运

用导航理念导引技术研发路径和产业发展的探索

式研究与制度性选择． 高校作为“三螺旋”创新的

重要一极，是实践专利导航理念的主体之一，高校

专利导航的概念正在不断完善和丰富．
3． 1 高校专利导航的内涵

高校专利导航着眼于国家战略部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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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需求，立足于国内导航学

科或技术领域所处的发展阶段，科学合理设定

导航目标． 如图 2 所示，高校专利导航一方面以

专利数据深度分析为核心，集成运用相关学科

和技术领域的分析工具与手段，提炼导航路径

建议; 另一方面通过对人力要素、数据要素和技

术要素等资源进行系统性工程化管理，推动导

航路径建议在行业和产业政策制定、高校科技

创新管理与决策、科研项目组织实施、技术成果

转移转化、学科建设与人才引进等工作中应用，

直至实现导航目标并以之为新的起点开展新一

轮的导航．

图 2 高校专利导航内涵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notation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首先，高校专利导航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相较企业而言，高校兼具教育、科技、经济和文化

多重属性，不仅需要回应产业发展的需求，还需要

回应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尖端研究和超前试验研

究的创新需求． 此外，高校还肩负着培养科技创新

人才、传播先进知识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

这也需要高校专利导航予以回应．
其次，高校专利导航坚持高标准、高定位，瞄

准全球科技创新和专利竞争格局，以世界一流学

科和全球前沿尖端技术为导航目的地． 这也决定

了高校专利导航是以全球范围的专利数据和相关

的科研、技术、产业和市场资源为信息获取范畴，

以英文检索环境为主、其他语言检索为辅，并在检

索要素和检索策略的制定方面格外关注全球发展

状况．
第三，高校专利导航坚持第三方视角，不局限

于特定产品、技术的研发需求，不局限于个别专

家、课题组、研究团队或实验室的单一需求和意

见． 高校专利导航需要借助相同或相近领域的资

深专家的智识完善技术分解，确保目标学科和技

术领域分解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第四，高校专利导航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

法，除了确保能够获得更有价值的发现，同时也注

重导航结果在实践层面的落地实施． 涉及与其他机

制协同运行的或者需要其他机制做出变革的，也要

开展必要的研究，并提供相应的可操作建议．
最后，高校专利导航是多目标、开放的创新实

践． 多目标是指高校专利导航以促进科技创新高

质量发展、深化专利制度运用为第一阶段目标，以

特定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发展至世界

一流和尖端水平、有效服务区域和产业经济发展

为第二阶段目标，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服务支撑

和国家科技竞争力提升为第三阶段目标． 开放是

指高校专利导航所确定和选取的专利密集型学科

和研究领域、选取的信息资源、采用的分析方法与

工具、导航路径的提炼等都是开放的，广泛吸纳各

方意见． 这也决定了高校专利导航概念的外延始

终处于丰富和完善之中．
3． 2 高校专利导航的外延

高校专利导航的丰富内涵决定了其适用范围

的广泛性． 首先，专利导航通过对目标学科和技术

领域一流创新主体，包括全球一流高校( 包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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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 、龙头企业、顶级发明人等，以及典型专

利技术特征的分析，可支撑高校科研立项、教学研

究和人才引进决策．
其次，高校专利导航通过对专利布局、技术功

效、专利技术演进路线等内容的分析，结合全球龙

头企业和一流高校的创新动态，可发现导航领域

的热点前沿、薄弱空白乃至战略高地，导引科研团

队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以及专利布局策略，支撑高

校凝练重大科研问题，对接国家和产业关键需求．
第三，高校专利导航总结高价值专利培育、成

果转移转化以及创新孵化等实践案例与经验，以

实现专利预期收益目标，驱动高校发明人的专利

申请动机回归到创新应用的本质上来，推动破解

专利质量整体不高、转移转化率低的两大难题．
第四，高校专利导航通过分析导航领域全球

一流高校和龙头企业的创新竞争力，高校合作申

请专利的行为，并穿透创新企业背后复杂的股权

和投资关系，可帮助高校寻求更多有效的创新合

作与创新创业机会．
第五，专利导航可以促进高校专利密集型学

科和研究领域的高水平创新成果产出． 以全球专

利数据挖掘为核心，结合相关非专利文献和信息

资源，可明确目标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创新水平在

全球的位置以及与全球领先主体的创新差距，明

确专利导航的起点和阶段性目标，主动选择专利

导航路径．
最后，高校专利导航可为国家科技创新与产

业规划和布局、高等教育的学科调整和人才培养

等提供决策支撑，促进高校科技创新和教学培养

工作更加契合产业发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国家核

心竞争力．

4 来自虚拟现实专利导航的例证

2017 年 6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国家专利

导航项目( 高校) 研究和推广中心，开展高校专利

导航专项研究，推动建立高校专利导航科技创新

决策机制． 本节以该中心完成的虚拟现实相关技

术专利导航项目为例，进一步阐述高校专利导航

的含义．
4． 1 简介

虚拟现实技术是当前全球技术研发和专利布

局的热点领域之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已经将

其提升到战略高度，也是近年来我国产业布局和

科技创新的重点投入领域． 以全球专利数据的深

入挖掘为核心，结合来自战略导向、产业竞争和市

场需求等多来源的信息，以第三方视角观察全球

虚拟现实技术创新高地的分布，明晰我国在虚拟

现实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和未来创新方向，在探

索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优化科技创新决策、促进虚

拟现实技术创新有效突破、引领和带动相关产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 2 主要实施过程

虚拟现实专利导航项目的实施是数据要素、
人力要素与技术要素高度集成与运用，也是基于

专利数据资源进行管理的增值过程． 实施过程的

独特性，首先表现在组建了由国内多所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等相关单位的知识产权实务与政策研

究、科研管理人员和信息研究人员等专业人员构

成的研究团队． 其次是虚拟现实专利导航的背景

分析． 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了解科研创新的需求，还

需要采集政策法规、技术研究、产业竞争、市场动

态和行业管理等相关信息． 第三是在阅读大量专

业技术文献的基础上开展技术分解，并得到了包

括长江学者在内的权威专家的指导． 第四是专利

导航研究团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经过多轮研讨

分析和提炼导航路径建议，充分发挥了团队成员

多领域专业知识交叉的优势． 最后，将专利分析结

果与导航路径建议与同领域相关专家进行探讨与

完善，改进导航路径建议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4． 3 项目内容与研究方法

虚拟现实专利导航项目在内容和研究方法方

面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 着眼于全球视野，选取

英文专利数据库，侧重掌握国外一流技术研发机

构和行业龙头企业的竞争动态． 其次表现为不限

于服务对象的具体研究领域，在背景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虚拟现实的典型“4I”特征，即沉浸、交互、
构想和智能化四个技术脉络进行技术分解． 第三，

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围绕其专利申请趋势、申请地域、申请人

和重要技术 4 个维度搭建基础分析框架，对我国

虚拟现实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技术定位进行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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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导航起点． 第四，通过文本挖掘、词频统计、模
型构建等多领域研究方法，进一步挖掘每个技术

脉络中的典型技术的关键核心技术路线、演进及

布局情况，针对重要申请人策略展开分析，并选择

典型专利运营案例剖析，分析其制度条件、技术特

征、特色做法等． 第五，结合同行专家的专业智识、
专利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及科研管理人员对相关

政策的把握，对接国家战略政策的落地、高校科技

创新的发展、专利管理的改进及科研团队的技术

布局策略，形成导航路径建议．
4． 4 发现与建议

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关键

硬件、沉浸技术、交互技术和智能化技术方面均有

发力，具备数量上的优势，但专利申请质量普遍不

高，专利授权细分领域相对分散; 其次，国外创新

主体正在医疗、航空航天、军事、国防等领域的高

端应用场景布局大量专利，对我国公共福利和技

术安全可能产生潜在威胁． 再次，我国在虚拟现实

技术的国际标准化中缺乏影响力，发明人普遍缺

乏必要的专利背景知识，不利于技术创新与扩散．
最后，我国高校在部分细分技术领域中已经处于

全球领先地位，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

大学的三维建模与绘制技术和大视场技术等，但

专利申请布局缺乏技术上的系统性和产业链上的

互补性，在形成专利集群互补、发挥技术高地和壁

垒效应方面有待加强等问题．
针对上述发现，导航团队主要提出了以下建

议: 第一，围绕虚拟现实领域的基础通用、兼容一

致的关键技术，如驱动芯片、三维建模等，进一步

提炼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指南

建议，将专利运用纳入必要子课题开展研究． 从战

略层面规划科研项目的专利输出和关键标准的专

利输入，从项目实施层面贯彻和落实国家战略意

图; 第二，以政府资金为主，做好研发投入与专利

布局，引导高校承担长期性、基础性和突破性的研

究攻关，确保未来掌握核心自主技术，在关乎国民

生计的领域不被国外专利“卡脖子”． 第三，联合

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深入国内高校和企业，推动

更多虚拟现实专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担任关键职

务，主导国际标准制定． 第四，国家专利管理部门

加强创新支撑体系建设，将专利申请服务前置、提

高审查标准，设立试点项目，推动高校的研究成果

在技术研发、专利挖掘、标准制定等方面深度融

合，强化国外专利布局． 第五，国家有关部门整合

现有资源共同搭建国家层面的虚拟现实专利大数

据综合应用平台，推动专利分析和预警向具体的

技术细分领域延伸，为形成纵深、有层次的全方位

高质量布局提供支撑．
实践证明，虚拟现实专利导航项目将国家战

略部署与高校规划实际相结合，瞄准全球科技前

沿，在专利布局趋势、竞争态势分析、关键技术演

化以及专利运营等方面围绕学科建设和科研团队

需求开展分析，明晰我国相关高校在该领域的技

术水平和竞争突破方向，获得了同领域的赵沁平

院士和王涌天教授的高度评价，为其科研布局、专
利申请策略以及国家科技评价等方面提供实质性

支撑．

5 结束语

深刻认识高校专利导航的重要性并形成长期

机制是高校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创

新型国家建设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文基

于高校科技创新管理的独特性和高校专利导航实

践的不足，研究了高校专利导航的理论视角和概

念，并以虚拟现实专利导航进行了例证． 研究发

现，高校专利导航具有丰富的管理学价值和经济

学价值，在内涵和外延上有别于产业规划专利导

航和以企业、科研院所为主的创新主体专利导航．
准确理解高校专利导航的概念，有助于高校

更好的贯彻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促
进科技创新发展． 高校专利导航是面向未来发展

需求主动做出的理性制度选择，是一个在实践当

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开放式创新框架，其核心是

运用以管理学为主的多学科方法来解决国家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作为典型的知

识会聚与深层应用范例，高校专利导航具有独特

的研究价值，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实务层面都具

有极大的难度和挑战．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未能从更多的理论视角

全面解读高校专利导航的多样性和深刻性，对高

校专利导航实践当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的分析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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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高校专利导航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着眼于未来高校在全球

科技与产业创新和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高

校专利导航研究和推广任重道远． 希望借本文的

探讨，能够为今后汇聚更多的智识资源来共同探

索高校专利导航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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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navigation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
ception

ZHOU Jing1，ZHANG Ling-yu1，JIA Hong-j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2．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2，China

Abstract: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as an important portion of the national patent navigation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ploy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is distinct from the patent navigation for industrial planning or general innovative entities． As a result of the in-
sufficiency of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concept and work standards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in practice，which has affected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
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unique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universities，the differences from
other kinds of patent navigation，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inadequate practice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the authors try to analyze the action logic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relevant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heories，and then explore the conception of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Finally，the patent navigation for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s provided as a typical case． The au-
thors aim to explore the basic conception to consolidate academic consensu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university patent navigation research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Key words: patent navigation for universiti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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