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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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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 equipment is attracted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modern logistics.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BaiTen web and SooPAT patent search tool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ed patents of logistics equipment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amount of patent application, the patent applicants, the legal condition and the IPC classification to 

describ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equipment in China. Moreover, this study 

also 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 future and puts forward related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ogistics equi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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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物流

产业发展迅速，已经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

位。有的企业为了满足需求还建立了自己的物

流公司。无论是企业内部的小范围货物流通，

还是快递行业之间的货品配送，物流都占据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

中国物流术语标准 [1, 2] 将物流定义为：物

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中，

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采购、装卸搬运、

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功能有机

地结合起来实现用户要求的过程。而在实现这

些物流功能的过程中，物流设备是必不可缺的。

物流设备 [3] 是指用于储存、装卸搬运、运输、

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采集和处理等物

流活动的设备或装备的总称。物流产业的迅速

发展，物流设备的数量在迅速增加，加之现代

化技术水平的支持，物流设备自动化水平和信

息化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并且物流设备

在物流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专业

化的新型物流设备和新技术物流设备也在不断

涌现出来 [4]。

学者许志强 [5] 认为物流的高速发展使先进

的物流设备得到应用，但整体上我国物流设备

的发展并不能满足新世纪全新物流任务的要求。

Niemann, Helen 等 [6, 7] 认为专利代表了物流业技

术管理的新挑战。Huang, Yin 等 [8] 研究了物流

技术中射频识别技术的相关专利，认为更多的设

备应该被发明。汪传雷等 [9] 提出物流专利已经

融入物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成为衡量

和引领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张莉莉等 [10] 认

为物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

逐步受到重视，但物流产业对专利的认识还比

较浅显。张玉峰等 [11] 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的专

利数据，从物流信息分析技术的生命周期、技

术主题、市场竞争结构三个层面对该领域当前

的发展态势进行了系统分析。

综合上述相关理论文献表明：现如今，物

流设备在物流领域各个环节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数量在不断增加，对于物流设备的相关研究已

经很多，基于专利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物流某些

方面已经开始应用，物流设备专利申请量已有

很多，但有学者认为我国物流设备专利意识淡

薄，并且现有研究对于物流设备的专利分析还

未涉及。因此本文从专利情报分析的角度，对

国内外物流设备专利申请情况做一具体分析对

比，预测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规划，最后对物

流设备技术发展战略提出相关建议。

2  专利分析与数据检索

专利就是一项发明创造的所有者拥有这

项发明的凭证，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专利分

析是在收集大量零碎的专利信息后，对其进行

分析、加工和组合，利用统计学方法和技巧将

有用信息转化为竞争情报，用以支撑企业未来

的技术和产品开发 [10]。本文主要运用佰腾网

和 SooPAT 专利检索工具，检索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基于佰腾网专利检索工具，检索式

为：ti:（物流设备） and ab：（物流设备），

检索出中国物流设备的专利数为 1797 件。利用

SooPAT 新世界检索了世界物流设备专利信息，

检索式为：MC：（物流设备） AND ZY：（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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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设备），检索出世界物流设备专利数 3013 件。

3  中国物流设备专利情况分析

3.1  专利申请量统计

本次检索出 1797 专利，其中专利申请人

365 人， 平 均 每 人 4.92 项 专 利； 专 利 发 明 人

1237，平均每人 1.45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529 项，实用新型 1030 项，发明授权 64 项，

外观设计 232 项。根据检索情况得知，对于物

流设备的专利申请始于 1989 年，申请地为中国

台湾，尽管申请量只有 2 项，然而这一举动已

经开启了我们在物流设备领域的专利申请，虽

然在之后的六七年里我们没有一项专利申请，

但是从 1996 年开始往后，物流设备的专利申请

量在不断的增长。

在理论上，通过对专利申请数量以及申请

人数的时序变化分析，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分为

五个阶段 [12,13]：（1）技术起步阶段：专利申请

人数和申请数量都较少，该领域内相关研究者

不多，研究成果较少，仍处于实验开发阶段。（2）

技术发展阶段：申请数量和申请人数均大幅增

长，领域内涌入更多力量，专利类型多为产品

导向型。（3）技术成熟阶段：专利申请数量持

续增加，申请人数量保持不变，领域内主要技

术主要由较少几家公司掌握，并主导着该技术，

技术已趋于成熟，专利类型主要以商品改良设

计型为主。（4）技术衰退阶段：申请数量呈下

滑趋势，申请人数也在降低，此阶段技术上没

有突破性进展，产品形态基本固定，经市场淘

汰仅剩少数几家厂商生存下来，专利类型主要

以小幅改良型为主。（5）技术复活阶段：技术

是否能进入复活期，主要取决于技术上是否有

突破性创新。

通过对物流设备专利申请情况研究分析，

如图 1 专利申请量趋势及图 2 专利技术生命周

期，认为 1989-2009 年为技术起步阶段，这一

阶段，该领域相关人员刚开始对专利申请有了

一个初步的认识，申请量最多有 59 个；2009-

2012 年为发展阶段，专利申请量呈现一个快速

的增长趋势，说明已有更多研究人员对专利这

一名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关注，2012 年申请量

达到最高 394 项，3 年内申请量突破近 15 个百

分点；2013-2015 年申请量有所减少，但是申请

人数却在增加，这一阶段仍处于发展阶段。同

时 2009—2015 年的申请量占全部申请量的 90%

以上，说明物流设备在这几年的发展速度非常

快，物流设备的种类和数量在不断增加，也体

现了物流产业在此期间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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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专利申请量趋势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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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专利技术生命周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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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利申请人分析

3.2.1  专利申请人趋势分析

物流设备领域的专利申请人在 2008 年以

前基本都在 10 以下，如图 3 所示，而从 2009

年开始，专利申请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此后

人数在不断增多，2015 年达到最多 87 人。专

利申请人数的增加，说明了物流设备在物流领

域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对物流设

备的需求也再不断加大，并且对物流设备的发

明创新也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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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专利申请人趋势分析图

3.2.2  专利申请人区域分析及申请人排行榜

通过申请人所在城市检索统计发现，物流

设备专利申请人区域主要分布在全国 25 个省市

内，其中申请人数排名前十城市和申请人数量

如图 4 所示，申请人数最多的城市为：江苏、

上海、浙江、北京、广东、黑龙江、安徽、湖

北、云南、四川等。其中江苏申请人数 44 占居

最高，占总人数 17.96%；上海 41 人，占总人

数 16.73%，位居第二；浙江 34 人，占总人数

13.88%，位居第三；这三个城市占全国总人数

的 48.57，接近一半。

经过对全国各主要城市的专利申请量进行

分析，如图 5 所示，得知申请量最多的城市依

次为：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北京、安徽、

山东、湖北、云南、辽宁。其中江苏、上海、

浙江分别以 914、347、232 位居前三甲，占了

全部申请量 83.36%。根据申请人和申请量最多

的城市分析，以及申请人专利量排行表，如表

1 所示，说明江苏、浙江、上海等较为发达的

城市在物流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并且掌握着

高科技水平的大量主要技术、设备、人才等。

根据申请人所在地域分布，我国东部和北部的

发展比西部和南部较快，尤其东部发展最迅速。

江苏省, 44

上海市, 41

浙江省, 34

北京市, 26

广东省, 21

黑龙江省, 9

安徽省, 8

湖北省, 7

云南省, 7
四川省, 6

申请人数量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北京市 广东省 黑龙江省

安徽省 湖北省 云南省

图4  申请人数前十城市和申请人数图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所处行业分析发现，申

请人主要集中在物流企业、高校、研究院、个

人和其他企业，如图 6 所示，在检索得到的申

请人中，物流企业 77 个，专利申请量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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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业 43 个，申请量 146，个人 15 位，申

请量 79，高校 8 所，申请量 17，研究院 6 所，

申请量 19。申请人数最多的是物流企业，占总

申请人数的 51%；其次是其他企业，占 29%；

研究院、高校、个人分别占 4%、5%、10%。

根据专利数量图，数量最多的仍是物流企业占

85%，超过总数的一大半，剩余申请人总共仅

占 15%。说明物流设备在整个物流环节中的重

要程度，也反映了物流企业自身对知识产权的

重视。申请人中外国企业占一个，申请量 2 件，

说明外企在我国物流设备领域涉足不深，但我

们也要有防范意识，避免外企抢占市场，因此

要不断改进和提高技术水平，吸引高科技人才，

用技术和能力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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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前十城市申请量图

表1  申请人专利量排行表

申请人 专利量 申请人 专利量

无锡杰思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310 世仓物流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41

无锡中鼎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104 湖州科尼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39

无锡真木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98 米亚斯物流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32

江苏六维物流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86 欧必斯（上海）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29

上海精星物流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71 南京有多利物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8

上海博途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64 章玺 24

苏州富士德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58 上海三禾服装物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4

苏州科胜仓储物流设备有限公司广东 55 郑培仪 24

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52 上海达博世丽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21

宁波力达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43 湖州德能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20

3.3   技术发展阶段测量方法

技术发展阶段测量是通过计算技术生长率

(V)、技术成熟系数 (α)、技术衰老系数 (β) 和新

技术特征系数 (N)，根据的值随时间变化情况测

算某技术领域的技术发展阶段 [12]。具体参数及

测量方法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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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个企业专利申请人和申请量对比图

表2  技术发展阶段测量参数

计量参数 计算公式 计算意义

技术生长率 (V) V=a/v
连续计算数年，若 V 值递增，说明该领域技术正在萌芽或
生长阶段

技术成熟系数 (α) α=a/(a+b) 连续计算数年，若 α 值递减，反应该技术日趋成熟

技术衰老系数 (β) β=(a+b)/(a+b+c) 连续计算数年，若 β 变小，表示该技术日渐陈旧

新技术特征系数 (N) N=sqrt(V2+α2)
反应某项技术新兴或衰老的综合指标。N 越大，新技术特
征越强，越具发展潜力

注：a：当年某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b：当年某技术领域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
c：当年某技术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或商标申请数量

V：追溯 5 年某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累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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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物流设备专利V、α、β、N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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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中国物流设备专利的 V、α、β、N 值，

时间变化趋势如图 7，技术生长率 V 值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处于先下降、上升、下降、再上

升的趋势，并且保持在 0.000 ～ 0.6000 范围间，

表现出一定的技术生长特性；技术成熟系数 α

值在 0.6000 范围上下波动，说明该技术尚未成

熟；技术衰老系数 β 值在 0.8000 ～ 0.1000 范围

内波动，上下浮动不大，说明没有衰老迹象；

新技术特征系数 N 值变化规律和 V 值变化规律

基本一致，和 α 值变化相似，并且 N 值近几年

处于 0.6000 ～ 0.8000 间，表示该技术发展潜力

还很大。综上表明，物流设备技术在国内仍属

于新技术范畴，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4  布拉德福定律应用

根据佰腾网专利检索工具，截至 2015 年，

检索出物流设备专利发明人 150 人，涉及专利

申请 2935 项，每位发明人的申请量不等，最高

310 项，最低 6 项。对专利申请量和专利发明

人进行统计分析，利用布拉德福定律 [12] 划分该

技术领域，分为核心发明人群、一般性发明人

群和相关发明人群，分析相关发明人数和申请

量数，从而确定该领域的核心创新群体。

表3  物流设备领域核心发明人群分布研究

划分区域 发明人群（人） 专利申请量（件）

第一区域 ( 核心发明人群 ) 10 973

第二区域 ( 一般发明人群 ) 38 976

第三区域 ( 相关发明人群 ) 102 986

总计 150 2935

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该领域专利创新的

核心人群 10 人，约占总发明人 6.67%，完成了

近 1/3 的专利申请；一般发明人群 38 人，约占

25.33%，完成近 1/3 专利申请；余下的 1/3 分散

在 68.00% 的发明人中。通过对核心人群的研究，

可借此分析所在公司、区域的创新活动与趋势。

3.5  专利法律状态

专利法律状态是指专利或专利申请当前状

态或所处的阶段。在一个专利的生命周期里，

状态属性是随着时间改变的，状态属性就是专

利的法律状态，以确保专利受到知识产权保护

法的保护 [14]。在佰腾网检索得到的专利中，法

律状态主要包括：有效专利、失效专利、实质

审查、公开发明、权利转移、著录变更等。有

效专利是指专利申请被授权后，仍处于有效状

态的专利 [15]；失效专利是指申请专利最终未获

得批准、被授权后因超过法定保护期限或因专

利权人未及时缴纳专利年费而丧失了专利权的

专利；实质审查是指对申请案的形式要件以及

发明创造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等实质性

要件进行审查；公开发明是指专利还在公开阶

段，即通过发明的公布程序将其向社会公开；

权利转移是指专利权利的所有者因为权属纠纷、

转让或者赠与等原因进行的权利变更；著录变

更是指专利的申请号、申请日、发明创造名称、

分类号、优先权事项等专利的基本信息发生改

变 [16]。

通过对图 8 法律状态分析图分析，在全部

专利中，有效专利数量最多 821 件，占总量的

46%，实质审查和公开发明数量分别为 211、60

件，共占总量 15%，失效专利 697 件，占总量

39%。说明物流设备领域已经申请了较多项专

利，物流设备已经走向成熟发展阶段，但其中

一部分专利含有 “ 水分 ”，已经不再起作用。对

THE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LOGISTICS EQUI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专利视角下物流设备情报分析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8 年第 4 卷   第 1 期  082

于专利失效的原因有许多，有部分是未通过审

查，相当大一部分专利失效的原因在于期限已

至，这也说明在申请专利的过程中要遵守规则，

按照要求规范申请，也要进一步提高自己专利

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对于那些过期失效的一些

专利，在失效之后就会变成公共资源，且是免

费的，对于专利拥有者而言不公平，应该得到

相对的重视和有效利用。
法律状态, 0, 0% 公开发明, 60, 3%

失效专利, 697, 
39%

实质审查, 211, 
12%

有效专利, 821, 46%

法律状态 公开发明 失效专利

实质审查 有效专利

图8  法律状态分析图

4  世界专利分析

通过 SooPAT 专利搜索共检索出世界物

流设备专利 3709 件，如图 9 所示，申请人数

1776 人，平均专利数 2.09 件，发明人数 4918 人，

平均专利数 0.75 件，大组数 1119 件，平均专

利数 3.31 件。在 2005 年以前，专利申请量处

于一个基本稳定的局势，从 2009 年开始申请量

开始有了快速的上升，直到 2012 年申请量达到

最高 644 件，占 17.36%，2012 年以后，出现了

明显的减少，说明在 2012 年物流设备领域达到

了鼎盛时期，技术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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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世界专利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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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世界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数据图

通过对世界各个国家物流设备专利申请量

数据检索，如图 10 所示，得到申请量最多的十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 CN（中国），US（美国），

W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JP（日本），EP（欧

洲专利局），KR（韩国），DE（联邦德国），

CA（加拿大），TW（台湾），FR（法国）。

在世界专利 3709 件中，中国申请量 3297 件，

占世界总量的 88.89%，世界专利中一大部分

都是中国申请的，这表明在物流设备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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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物流发展已经处于

一个飞速发展阶段，这与中国人口众多，物流

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美国排名第二，占总量的

3.0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第三，占总量的

2.10%。

5  中国与世界专利申请对比分析

5.1  专利申请趋势比较

中国和世界专利申请趋势大致相同，如

图 1 中国专利申请趋势图和图 9 世界专利申

请趋势图所示，二者均在 2009 年得到一个快

速 增 长 趋 势， 并 且 都 在 2012 年 达 到 峰 值，

这一年中国申请量 394 件，占世界 644 件的

61.18%，世界专利中一大部分都属于中国，说

明中国对于物流设备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还是

相当高的，中国的相关技术也是较为成熟的。

中国最早获得专利是在 1989 年，虽然较世界

最早专利申请只晚了 8 年，但也可以表明中国

和世界在物流设备领域的发展几乎是处于同一

起跑线的。

5.2  专利技术分类比较

国 际 专 利 分 类 法（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简称 IPC，又名国际专利分类表，

国际通用的一种专利文献分类法，IPC 结合了功

能与应用，采用功能性为主、应用性为辅的分类

原则，并以等级的形式，将与发明有关的技术内

容依次按部、分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分

为 6 类 [14]。IPC 分类表涵盖了所有发明创造的知

识领域，分别用大写字母A~H表示8个部，依次是：

A 农业、B 作业；运输、C 化学；冶金、D 纺织；

造纸、E 固定建筑物、F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

武器；爆破、G 物理、H 电学 [14]。通过 IPC 分类，

可以了解到物流设备领域中技术水平和研究重点。

中国和世界在物流设备研究领域基本相

同，如图 11 按照部统计的专利对比图所示，但

是主要研究方面还是有所差别，世界和中国最

主要的研究领域均为 B 作业；运输，分别占总

量的 57.22% 和 77.00%，世界对于 G 的研究相

对于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说明中国对于物理

方面研究的相关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

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则与世界的差别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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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按照部统计的专利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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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大 组 统 计 前 十 数 据， 进 行 了 进 一

步的比较。如表 4 所示，前十中完全相同的

有 6 项，分别为 B65G47/00（与输送机有关

的 物 件 或 物 料 搬 运 装 置；…）、B65G1/00

（ 在 仓 库 或 库 房 内 贮 存 单 个 的 或 顺 序 布 置

的 …）、B65G39/00（装入辊道或其他型式

机 械 输 送 机 的 辊 柱 …）、B65G13/00（ 辊

道 ）、B66F9/00（ 用 于 装 载 或 卸 载 目 的 的

升降散料或重货物 …）、B65G21/00（带式

或链式输送机环形载荷运载体或牵引元件的

支 承 架 …）。 这 说 明 中 国 和 世 界 具 有 共 同

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热点。在世界的大组统计

中， 出 现 了 G06Q10/00（ 行 政； 管 理 ） 和

G06Q50/00（专门适用于特定经营部门的系

统或方法 …），共有 422 项专利，说明世界

方面已经对这两个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关注，

而中国还未涉及，应在已有技术和研究方向

的基础上，朝着新的研究领域迈进。

表4  大组统计对比图

世界技术大组分类 专利量 中国技术大组分类 专利量

B65G47/00 与输送机有关的物件 … 266 B65G1/00：在仓库或库房内贮存单个的或 … 155

B65G1/00 在仓库或库房内贮存 … 260 B66F9/00：用于装载或卸载目的的升降散 … 131

G06Q10/00 行政；管理 255 B65G47/00：与输送机有关的物件或物料 … 111

G06Q50/00 专门适用于特定经营 … 167 B65G39/00：装入辊道或其他型式机 … 75

B66F9/00 用于装载或卸载目的的 … 121 B65G13/00：辊道 66

B65G39/00 装入辊道或其他型 … 111 B65G21/00：带式或链式输送机环形载荷 … 42

B65G13/00 辊道 110 A47F5/00：按结构特征分类的陈列台、吊 … 41

B65D19/00 托盘或类似的平板，带 … 110 B65G23/00：环形输送机的传动机构 38

B65G43/00 控制装置，如安全、警 … 75 B65G35/00：其他类不包含的机械输送机 … 36

B65G21/00 带式或链式输送机 … 72 C22C38/00：铁基合金 36

5.3  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按照世界小组分类列出的申请量最多的十

项专利，时间跨度 2000 年至 2015 年，如表 5，

申请量最多的是 B65G47/00 与输送机有关的物

件或物料搬运装置，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利申

请数量在不断增加，G06Q10/08 和 G06Q50/28

这两项专利较为明显，如图 12。这十项专利的

申请总量在 2012 年达到最高 201 项，说明这一

年专利申请处于发展高峰期，并且每项专利申

请活跃期也有所差别，B65G47/00 在 2012 年申

请量达到最高值，B65G39/00 在 2011 达到最高

值，B65G1/00 在 2010 年达到最高值，说明物

流设备的需求在不断更新，对设备的创新也在

不断改进，同时物流设备的需求在不断增多。

5.4  同族专利与专利引文分析

5.4.1  同族专利

同族专利分析是指某专利权人在不同国

家或地区申请公布的具有共同优先权的一组专

利信息的分析 [14,17]。本文选取专利申请量最多

的中国，按大组排名第一的 B65G1/00 进行分

析， 检 索 方 式：ZY:(Logistics equi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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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CN) AND FLH:(B65G1/00)。共检索出 10 项

结 果， 其 中 2006 年 2 项，2010 年 3 项，2011

年 2 项，2012 年 1 项，2014 年 1 项，2015 年 1

项，说明该技术还未成熟，仍需改进和创新。

结合同族专利数、引用和被引用数量，选定

CN101898672B 进行分析。表 6 是该专利的专

利族图谱。由表可知，该专利同族只有 2 项专利，

且都在中国，说明该专利领域市场发展范围狭

窄，需要进一步创新改进，以求在更大范围甚

至全球市场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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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世界小组类专利申请雷达图

表5  世界小组分类申请量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总计

B65G47/00 2 2 5 2 19 16 14 21 22 52 28 1 184

B65G1/00 1 4 1 6 5 8 6 42 29 32 7 1 1 143

G06Q10/08 2 1 2 7 4 5 1 5 23 27 31 108

G06Q50/28 1 1 1 3 2 4 3 2 1 4 22 25 33 102

G06Q10/00 1 4 8 2 6 5 6 6 1 4 22 21 12 98

B65G39/00 1 1 1 1 1 15 48 23 5 96

B65G13/00 1 1 1 12 8 7 3 28 23 5 3 1 93

B65D19/00 1 4 2 3 3 4 6 10 18 13 5 1 70

B65G35/00 3 6 3 2 7 5 12 20 10 3 71

G06K17/00 1 2 2 1 4 6 5 16 6 10 10 63

总计 2 8 9 15 20 3 24 57 57 48 115 179 201 133 77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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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专利CN101898672B族谱图

2010 2011

中国 (CN)
CN101898672A

2010-07-29
Variable track conveying trolley

CN101898672B
2010-07-29

Variable track conveying trolley

5.4.2  专利引文分析

专利引文分析 [14,18] 是一种针对专利之间

引用和被引用关系的分析研究，通过研究专

利之间引用关系及规律，可以发现技术与技

术之间的联系及发展规律，专利被引用次数能

反映专利所包含技术内容的重要程度及影响

力。 对 专 利 CN101898672B 进 行 引 文 分 析，

如图 13 所示，左边表示引用专利，右边是被

引用专利，结果显示，该专利共引用专利 5

项，被专利 CN103895995A 引用 1 次。而专利

CN103895995A 共 引 用 专 利 12 项， 说 明 专 利

CN101898672B 并非核心技术，该技术领域仍

需加大创新力度，发明更新颖，更实用的核心

专利。

CN2104204U
1991-07-04

HYDRAULIC LIFT
PLATFORM FOR

MINE

CN2241184Y
1995-09-20

Hydraulic vibration
plastering machine

US2003012630A1
2001-07-13

Device to assist the
changing of a vehic

US2003180132A1
2003-02-14
Mobile lift

US2005065636A1
2004-10-15

Load receiving means
for a system for op...

CN101898672B

CN103895995A
2012-12-28

Automatic-rail-changing
shuttle

图13  专利引用图

6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世界物流设备领域专利

数据的对比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及建议：

第一，专利申请人数和数量整体处于增长

趋势，但专利技术尚不成熟。在保持数量增长

的同时，更关键的还是要注重技术的创新，加

大鼓励创新政策力度，各企业间要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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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可以共同合作研发。第二，专利申请人

分布不均。中国专利申请人大都分布于江苏、

上海、浙江、北京、广东经济发达地区，而且

大部分专利申请都属于物流企业，说明物流经

济的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还

应加强力度进一步改革创新，争取更好的发展。

因此应实行区域联合制度，实现共同发展、共

同创新。东南西北各部发展情况不一，东部发

展较好，拥有较多的人才和技术，从长远角度

出发，东部地区应该和其他各部联合起来，将

技术和人才共享，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创新。

这不仅可以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且对我国

整体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三，中国专利

申请量占世界绝大部分，但核心发明人群较少，

只占了 10% 左右。后期应该合理利用这些核心

发明人员的资源，带动更多的人群发明创新，

带领更多的物流领域的人员在该领域创造更大

的辉煌。第四，专利申请起步较晚，但发展迅

速。结合世界专利分析，中国专利申请较世界

晚了 8 年，然而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专利申

请量的 88.89%，并且这些年的发展趋势和世界

基本一致，说明中国对于物流设备重视程度较

之其他国家很高，这和中国人口多，物流发展

息息相关。但专利申请人大部分都为物流企业，

高校和研究院申请人仅占总人数的 9.33%，高

校和研究院作为培养机构，应该培养更多拥有

高技术水平、创新性强的人才，满足物流领域

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第五，物流设备缺乏

创新性。中国开始于 1989 年申请该领域专利，

至 2015 年已申请专利 1797 多项，2012 年达到

飞速发展，但其中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共占了

84.04%，发明授权和外观设计只有 15.96%，说

明仍然存在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和新颖性，应该

大力实施鼓励政策，鼓励企业及个人敢于创新。

发明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在

该领域占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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