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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专利布局与导航

【知识点】专利布局

（一）专利布局的含义

指为获得某种竞争性优势的战略目标，在技术领域、专利申请地域、申请时机、申请类型和申请数量等方面

进行有针对性、策略性和前瞻性的专利谋划和部署行为。

克服专利申请的盲目性和零散性、为发展需求有规划的申请专利。

专利布局必须解决布局内容、布局地点和布局时机三大基本问题。

（二）专利布局的流程

从流程上看，专利布局一般包括布局环境分析、布局定位分析、布局规划部署、操作策略制定、布局实施与

调整五个步骤。

1.专利布局环境分析——后续一切工作的基础

通过技术调查、产业调查和市场调查对创新主体或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产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资源

环境等进行全方位的解析。

2.专利布局定位分析

明确布局主体专利技术的对标对象、目标和方向。

①保护式定位：主要是用来防御，其重点在于保护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因此专利的创造和部署需要和产品

与关键技术紧紧结合。

②对抗式定位：主要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需求，更注重挖掘和部署一定数量的具备高价值的核心专利。

③储备式定位：着眼于未来，需要注重挖掘和部署一定数量的具备行业控制力的专利，更强调前瞻性申请和

储备性申请。

3.专利布局规划部署

专利布局规划部署是在确定好定位后，根据定位要求从总体规模、合理结构、时间节点等方面制定较为详细

的发展路径和相关方案建议。

首先做好技术点和专利申请规划，产品与专利紧密结合，相互补充、有机结合。

其次做好时间规划，专利布局的时间规划可以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

短期专利布局规划：为即将上市产品提供专利保护，为下一代专利产品布局启动基本保护铺设工作。

中期专利布局规划：结合自身产品规划和商业发展情况，以及竞争对手情况，形成一定数量的专利组合。

长期专利布局规划：同创新主体或市场主体的长期商业发展战略、产品规划路线和专利定位相呼应，支撑其

未来的市场发展。

4.专利布局操作策略制定

专利布局操作策略的重点在于具体技术、具体时机、具体地域的专利布局操作策略的研究和制定。

具体技术：根据不同技术采用不同的专利布局策略，可使得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和布局更有效、更系统、更

具有针对性，促使专利发挥更大作用。

具体时机：结合业界研发状况、技术发育程度、研发项目进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提出专利申请的

时机。

具体地域：在全球范围内分析确定需要进行专利保护的主要区域和具体国家，统筹部署专利申请和布局，确

保创新主体在相关地域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5.专利布局实施与调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紧跟项目研发的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需根据竞争环境的变化、技术更迭、产

业政策调整以及商业目标需求的变化来适时调整和优化专利布局。



【真题·单选】着眼于未来的行业控制力，更强调前瞻性申请的专利布局方式是（ ）。

A.保护式专利布局

B.对抗式专利布局

C.储备式专利布局

D.运营式专利布局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储备式定位的专利布局则着眼于未来，需要注重挖掘和部署一定数量的具备行业控制力的专利，

更强调前瞻性申请和储备性申请。

【真题·单选】对抗式定位的专利布局更需要注重（ ）。

A.前瞻性申请

B.和企业自身的产品与关键技术紧紧结合即可

C.挖掘和部署一定数量的具备高价值核心专利

D.储备性申请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对抗式定位主要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的需求，即通过专利许可、授权，甚至作为诉讼的标的等方

式更为主动地进行市场拓展或维护既有市场，因此更需要注重挖掘和部署一定数量的具备高价值的核心专利。

【知识点】专利导航

（一）专利导航的含义

1.概念

专利导航是一种运用产业、技术、市场、专利等多维度大数据对特定研究对象在相关领域所面临的产业、专

利、技术竞争进行结构化分析，为其实现创新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决策支撑和发展路径指引的研究范

式。

简言之，就是从专利角度为企业提供策略支持，明晰企业在市场中优势劣势、评估发展奉献和挑战、明确未

来发展方向和路径等。

研究对象：包括特定区域、特定产业和特定创新主体

特定区域可以是行政区，产业园区，松散的产业集聚区；

特定产业主要是指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中的技术、专利密集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特定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和从事创新活动的高校、科研院所等。

2.专利导航的研究内容

（1）发展全景分析

（2）发展方向分析

（3）发展定位分析

（4）发展风险分析

（5）发展路线分析

3.专利导航的主要特点

（1）以专利数据为基础——区别于一般决策方法的最核心特征

（2）以精准建模为方法——具体操作方法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3）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由信息价值最大化实现创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真题·单选】以下关于专利导航的步骤，正确的一项是（ ）。

A.全景分析-方向识别-定位研究-风险预判-路线图绘制

B.全景分析-定位研究-方向识别-风险预判-路线图绘制

C.全景分析-方向识别-风险预判-定位研究-路线图绘制

D.全景分析-风险预判-定位研究-方向识别-路线图绘制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专利导航的研究方法是以专利大数据分析为依托，综合运用专利情报分析、产业竞争分析、市场



价值分析手段，结合产业、技术、市场以及龙头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等多维度情报研究分析，按照全景分析-方

向识别-定位研究-风险预判-路线图绘制的基本思路，结合服务对象需求，全面、深入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的综

合性情报研究和挖掘分析的方法。

（二）专利导航的主要类型

专利导航包括：

①面向区域层面开展的区域规划类专利导航

②面向特定产业层面开展的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

③面向企业和科研院所等特定创新主体开展的创新主体类专利

三类专利导航相互支撑、互为补充。

1.区域规划类专利导航

区域规划类专利导航是以各级地方行政区域，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经济区域内的有关部门为服务对象。

为区域宏观层面的规划决策提供决策支撑和研究支持，为区域内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发展、战略布局规

划等提供方向指引。

2.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

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是以产业主管部门或行业机构为服务对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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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生态构建、技术创新

布局、竞争态势改善等提供方向指引。

3.创新主体类专利导航

创新主体类专利导航是以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为服务对象。

对创新主体实践活动中具体诉求和问题的响应和解决，如技术研发项目攻关导航、专利技术壁垒与风险防控

导航、企业并购导航、技术并购导航、技术人才引进导航等。

（三）专利导航的基本流程

1.专利导航的基本流程

（1）研究对象基本状况摸查（专利导航分析的逻辑起点）

（2）相关产业技术竞争形势分析（专利导航分析的重要基础和参照系）

（3）研究对象技术创新状况及定位分析（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诊断，专利导航分析的重要一环）

（4）研究对象创新发展目标及关键要素分析（决定了专利导航分析导航目标的设定）

（5）研究对象创新发展路径及方案分析（专利导航分析的应用价值所在）

【知识点】知识产权联盟

(一）知识产权联盟的含义

通常是指以知识产权为纽带，以知识产权集聚整合和协同运用为基础，以维护和发展共同的战略利益为目标，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利益高度关联的主体自愿结盟形成的联合体

（二）知识产权联盟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