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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必要面向企业等市

场创新主体，从高质量专利的角度出发，开展企业画像研究，以帮助我们深入揭示具体产业创新前沿

知识，刻画企业的创新技术背景，拓展面向企业的精准服务。[ 方法 / 过程 ]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梳理

了高质量专利识别和企业画像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基于高质量专利的企业画像框架，从数据层、识别层、

画像层和应用层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并以四川网络安全产业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从地理分布、成立

时间、申请数量、技术布局和技术转让等角度为相关企业进行画像，展现了在四川网络安全产业中实

践高质量发展的企业群体特征。[ 结果 / 结论 ] 本文提出的企业画像框架对于精准定位扶持对象，调整

具体产业布局方向以及践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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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rapi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and other market innovation entities to carry out enterprise profil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help us reveal the cutting-edge knowledge of specific industrial 
innovation, portray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background of the enterprise and expand the precise services for the enterprise. 
[Methods/Proc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of high-quality patent identification 
and enterprise profile, and proposes an enterprise profile framework based on high-quality patent. It explains from four aspects: 
data layer, identification layer, portrait layer and application layer. The Sichuan cybersecurity industry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the case analysis, and to profile related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establishment tim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technology layou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groups that practi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Sichuan cybersecurity industry. [Results/Conclusions] The framework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ly positioning support objects, adjusting specific industrial layout directions, and practic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patent identification; enterprise profile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需要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1]，

其中的关键点是构建一批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

的产业主体。这就面临如何推进产业主体的培

育，如何增强产业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如何

引导产业主体的精准支持等具体问题。专利与

技术创新密切相关 [2]，专利是保护创新成果的

重要载体 [3]、衡量创新发展的重要指标 [4] 和构

建创新指数的重要数据来源 [5] 等。近年来随着

全国各省市专利申请的井喷现象出现，专利质

量参差不齐，导致影响长期以来基于专利申请

和授权等简单分析来对企业等创新主体做研究

的模式以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高质量技

术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高质量专利，以高

质量专利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水平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因此本文面向企

业这个产业主体，从高质量专利的角度出发，

开展基于专利信息的深度挖掘，利用企业画

像技术，帮助深入揭示领域创新前沿知识，

刻画企业的创新技术背景，拓展面向企业的

精准服务。本研究对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促进现代产业发展，布局科技前沿发展战略

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相关研究现状

1.1　高质量专利识别

1.1.1　高质量专利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关于高质量专利并没有统一

定义。相关定义主要是从专利自身的评价指标

进行，例如宋河发等 [6] 从技术、法律、经济三

个角度出发，认为高质量专利是指技术水平高、

文本撰写质量高、市场价值大，并且能经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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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专利；徐明等 [7] 认为满足技术进步性、

法律审查通过性、经济效益性的特定标准的专

利就是高质量专利。除此之外，也有定义从专

利权人的角度出发，例如朱雪忠等 [8] 认为高质

量专利是指有助于专利权人形成竞争优势的专

利。在相近概念的区分上面，高质量专利不同

于高价值专利，这是因为专利价值产生于包括

技术研发、申请确权、技术扩散、技术渗透等

各个环节 [9]，高价值专利比高质量专利的包含

范围更小；高质量专利与核心专利也有所区别，

通常认为核心专利是具有原创性并且蕴含巨大

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的专利或专利组合。因此

高质量专利与核心专利二者存在交叉，但不可

完全替代。

1.1.2　专利质量的研究现状

专利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专利质量的影

响因素及其评价方法。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主

要是从不同角度出发，苑泽明等 [10] 研究了媒体

关注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蒋仁爱等 [11] 研究

了专利发明人合作对中国专利质量的影响；刘

雪凤等 [12] 研究了专利资助政策对于中国专利质

量的影响。专利质量的评价方法主要是从单维

或多维指标出发，Lanjouw 等 [13] 采用权利要求

数量、专利的前后向引用数量和专利族的规模

等指标建立专利质量综合指数；胡谍等 [14] 选择

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等指标，通过主

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企业专利质量综

合指数。

1.1.3　高质量专利识别的研究现状

高质量专利评估指标体系一般包含法律、

经济与技术三个维度。其中法律维度主要包括

表征专利权利稳定性和保护范围等特征的指标；

经济维度主要包括表征专利经济效益和市场前

景等特征的指标；技术维度主要是包括表征专

利技术创造性、先进性与实用性等特征的指标。

除上述三个维度外，不同学者还对高质量专利

评估指标体系的维度进行了补充。例如许鑫等 [15]

基于原有的法律、经济与技术维度的专利评价

指标体系，补充了包含防御能力、进攻能力与

影响力的战略维度，对上海市高质量专利及其

对应的产业分布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认

为高质量专利识别重点从法律、经济与技术三

个维度考虑即可，过多维度或指标的加入将会

遇到识别的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取性等问题。

1.2　企业画像

1.2.1　企业画像的概念

自从交互设计领域大师 Alan Cooper[16] 提

出用户画像的概念之后，基于用户画像的研究

和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行各业。目前用

户画像技术已经应用于电子商务、内容推荐、

社交网络、业务决策和智库研究等领域。例如

Netflix[17] 根据用户点击行为所做的视频推荐；

ResearchGate[18] 根据科研用户的关注、推荐和

论文引用等行为所做的论文或项目推荐；赵曙

光等 [19] 对一些高转化率的社交媒体的用户行为

细分进行画像，进一步分析社交媒体的用户类

型等；高扬等 [20] 在智能制造领域进行了杰出人

才精准画像，可为相关部门的人才引进和相关

领域的产业布局提供决策支持；胡媛等 [21] 基

于用户画像进行数字图书馆社区用户需求描

述；易观智库基于用户画像的行为特征、人群

画像、地理位置、场景偏好、设备画像和行为

标签等六大维度进行大数据下的用户分析 [22]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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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随着用户画像技术的发展，用户画像在的

对象也不再局限于个体，而扩大至企业、行业

和城市等，企业画像相关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

者的广泛关注。

从概念上来说，企业画像缺乏权威定义，

在已有研究中，王镂 [23] 认为企业画像指的是企

业信息标签化，基于真实的企业数据建立标签

模型体系，并对企业的属性进行归类处理，以

此形成多元化的企业标签；田娟等 [24] 认为企业

画像就是把企业信息标签化，在一系列真实数

据的基础上为企业建立标签模型体系，将企业

的具体行为属性进行归类，最终形成一个多元

化的企业标签对象；刘阳 [25] 认为从企业的真实

数据出发，在这些真实企业信息中运用数据挖

掘技术标签化企业信息，建立标签模型体系，

最后得到一个多维度、全方面的企业标签画像。

由此可见，企业画像展现出描述标签的异质性、

企业数据的多源性和技术手段的先进性等特点。

1.2.2　企业画像的流程

企业画像的核心是建立企业画像模型，围

绕企业画像模型。首先需要进行数据收集、数

据存储和数据处理，然后需要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可视化和数据解读，因此我们把企业画像

流程设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企业画像流程

1.2.3　企业画像的应用

当前，虽然企业画像在企业内外部都具有

广泛应用，面向企业内部，企业画像可以清楚

展现企业特点，包括企业财务水平、经营环境、

创新和管理能力等，助力企业发展。面向企业

外部，企业画像有助于了解行业发展水平，促

进信息公开和企业监管，提高相关部门的决策

水平。例如税务部门可以使用企业画像技术降

低税收风险，科创服务部门则能通过企业画像

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但是面向高质量专利

的企业画像研究还很少，缺乏从高质量专利识

别到企业画像的全流程框架。

2　基于高质量专利的企业画像框架

本文提出的基于高质量专利的企业画像框

架如图 2 所示，分为 4 层组织结构，包括数据层、

识别层、画像层和应用层。数据层实现包括专

利文献数据、产业数据、网络数据、法律数据

以及事实数据的分布式采集、大数据存储和规

范化索引；识别层通过构建高质量专利识别指

标模型，实现高质量专利的识别，完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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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库的构建；画像层面向特定领域数据

特征，结合静态属性、动态属性和专利属性建

立企业画像模型；应用层结合具体需求，针对

领域特征进行分析解读。

图 2  基于高质量专利的企业画像框架

2.1　数据层

专利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本研究

以高质量专利为基础进行基于高质量技术创新

的企业画像研究。因此框架下的数据层主要指

的是以专利数据为核心的多源异构数据，这里

既包括专利数据，也包括非专利数据。专利数

据具备大数据的 4V 特征 , 即体量大、种类多、

速度快和高价值。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的增强，全球专利申请数量不断增

长，截止 2019 年 1 月，EPO 收录的全球专利总

量已经突破 1 亿；从数据类型的角度来看，每

条专利除了包含半结构化的专利著录项数据和

法律状态数据，还有以 PDF、TIFF 或 PNG 等

格式存储的专利全文和专利附图等非结构化数

据。非专利数据的来源则更具多源异构特征，

例如新闻等网络数据，企业基础信息等产业数

据，Wiki 百科等事实数据，裁判文书网、PTAB

案例检索工具和 Lexis Advance 等中外知识产权

法律数据库。

2.2　识别层

高质量专利识别主要包括选定专利数据库

集、专利信息抽取、高质量专利识别指标体系

构建、指标计算等四个步骤。下面针对核心的

高质量专利识别指标体系进行介绍。通过对前

面高质量专利识别相关研究的调研，本文设计

的高质量专利识别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包括

维度、特征和具体指标三个层级。法律维度的

权利稳定性特征设置了专利是否有效指标，专

利有效说明企业正在通过专利费的手段维持该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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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特征设置了权利要求、专

利同族和保护区域数量三个指标，其中权利要

求数量越多体现了技术保护范围越大，专利同

族和保护区域数量越多体现技术在不同国家或

地区获得的保护越多。经济维度的经济效益特

征设置了质押、转让、许可次数指标，这三个

法律状态的变更体现了专利的经济价值；市场

前景特征设置了专利维护费支付次数和是否三

方专利，专利维护费支付次数越多说明企业对

专利市场前景的认可，成为三方专利说明该专

利在全球知识产权非常重视的三个地区寻求保

护。技术维度的创造性特征设置了专利的后向

引用数量指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技术具备一

定的创造性，成为其他专利的研究参考；先进

性特征设置了专利类型指标，一般来说，发明

专利比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更具有技术的先

进性；实用性特征设置了 IPC 技术宽度指标，

该指标说明了专利的技术内涵涉及范围较广。

在选取标准上，高质量专利只是缩小专利价值

评估评价范围的第一步，相关标准不易设得过

高。因此专利权利要求数量设置为大于 5，保

护区域数量和 IPC 技术宽度均设置为大于 1，

同族专利数量、专利维护费支付次数、专利的

后向引用数量和质押、转让、许可次数均设置

为大于等于 1。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提出的指标体系只是

针对一般情况，在指标的实际使用中，需要具

体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操作的便利性以及覆

盖的全面性等因素。因此，需要对指标进行一

些调整，相应增加或减少某些指标。同时，不

同指标的阈值选择也需要弹性、灵活的调整，

需要具体领域具体分析。

表 1  高质量专利识别指标体系

维度 特征 具体指标 选取标准

法律

权利稳定性 是否有效 是

权利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数量
同族专利数量
保护区域数量

大于5
大于等于1

大于1

经济

经济效益
质押、转让、许

可次数
大于等于1

市场前景
专利维护费支付

次数
是否三方专利

大于等于1
是

技术

创造性
专利的后向引用

数量
大于等于1

先进性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实用性 IPC技术宽度 大于1

2.3　画像层

画像层的核心是建立企业画像描述标签模

型，如图 2 所示。本模型中，领域属性根据分

析目的进行调整，本文主要是从高质量专利出

发进行企业画像，因此领域属性包含了以专利

活动为主的指标。因此模型标签的生成流程是

先生成专利属性中的模型标签，然后根据具体

企业名称去获取成立时间和地理位置等静态属

性和动态属性的标签。在领域属性的标签生成

中，由于专利信息包括名称、申请号、申请日、

公开（公告）号、公开（公告）日、申请（专

利权）人、申请人地址、发明人、专利类型、

摘要、主权项、IPC、法律状态信息、代理信息等，

通过对申请日、公开日、授权日、IPC、法律

状态信息和摘要等进行实体抽取，为专利申

请、专利技术布局、专利技术转让和专利技

术功效等指标打标签。在静态属性和动态属

性的标签生成中，首先遴选出类型为企业的

专利申请（专利权）人，然后采用网络爬虫

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进行相关标签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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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从企业主页和百科数据中抽取企业成

立时间、所属行业和地理位置等标签信息，

从新闻网站和裁判文书网抽取新闻动态和法

律动态等标签信息。在获得多维度企业画像

描述标签以后，最终构建企业画像数据库。

2.4　应用层

基于企业画像数据库，可以进行多种分析。

面向了解地域之间的创新差别、企业的成立时

间和行业差异，需要针对静态属性进行企业地

理分布、企业成立时间和企业所属行业等分析；

面向了解企业的社会关注度大小和评估企业风

险，需要针对动态属性进行企业关注度和风险

度等分析；面向了解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

布局和竞争水平，需要针对专利属性进行专利

申请数量、专利技术布局、专利技术转让和专

利技术功效等分析。

3　案例分析

3.1　研究对象

网络安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护航者，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网络安全产业的不断壮

大，因此网络安全技术已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四川在“十三五”期间出台了一系列

有利于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发展、应用落地和引

领示范的政策和措施。2019 年 3 月，四川省发

布了《新一代网络技术产业培育方案》，其中

网络安全是重点发力方向。2020 年 3 月成都市

出台《成都市加快网络信息安全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准备通过较

强的激励措施大力促进地区网络安全产业高质

量发展。经过长期不断的支持，四川在网络安

全方面获得了不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例

如量子密码、网络测绘等前沿技术 [26]。本文选

择四川网络安全产业的高质量专利为数据基础，

面向从事网络安全产业的企业进行画像，针对

本文提出的基于高质量技术创新的企业画像框

架进行实证研究。

3.2　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 IncoPat 全球专利数据库作为数

据源，检索范围限制为中国专利，截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检索到四川省“网络安全”技术

领域的四川相关专利 10438 条。参考前文的高

质量专利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到数据的实

际可获得性和数据覆盖面等因素，对指标进行

调整，即不使用保护区域数量、是否三方专利

和质押、转让、许可次数三个指标。经过数据

清洗，最终得到四川网络安全领域高质量专利

共计 1033 条，对这些专利进行统计，统计区间

为 2010-2019 年，统计结果如图 3 所示，大体

上呈增长态势。通过对专利申请人的规范去重，

共计得到 259 个企业，采用前文的画像技术对

这些企业进行画像。

3.3　分析解读

3.3.1　企业地理分布分析

从四川网络安全领域相关企业地理分布

（图 4）可以看出，四川网络安全领域高质量

专利的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成都（239 家），

另有 20 家企业分布在绵阳、宜宾、内江和德

阳四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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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专利授权公开趋势

图 4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相关企业地域分布

3.3.2　企业成立时间分析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超过 90% 的企业成立

时间是在 2000 年以后，通过对企业的成立时

间进行分析，只有 9.84% 的企业成立时间在

2000 年以前，成立时间在 2000–2010 年的占比

54.1%，2011–2020年的占比36.06%，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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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相关企业成立时间分布

3.3.3　企业所属行业分析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四个行业，如图 6 所示。

3.3.4　专利申请数量分析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

的企业（图 7）所拥有的专利为 488 条，占比

47.2%，依次为：华为数字技术 (成都 )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迈普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

究所、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秦　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

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四川九洲电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和成都天钥科技有限公司。

图 6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相关企业所属行业分布

3.3.5　企业关注度和风险度分析

针对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企业进行

关注度和风险度分析，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

司、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迈普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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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较高的企业关注度；华

为数字技术 ( 成都 ) 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成都天钥科技有限

公司、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迈

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则拥有较低的企业

风险度。如图 8 所示。

图 7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 TOP10 企业专利数量分布

图 8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 TOP10 企业关注度和风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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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专利技术布局分析

对四川省网络安全相关专利企业申请人进

行专利 IPC 统计分析，申请数量最多的 IPC 号

为 H04L（数字信息的传输等）、G06F（电数

字数据处理等）、H04W（无线通信网络等）。

四川网络安全专利申请人中排名企业榜首位的

是华为数字技术 ( 成都 ) 有限公司，其专利集中

于 H04L 和 G06F；排名第二的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其专利主要集中于 H04L、H04W

和 H04N（图像通信等）；排名第三的迈普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其专利主要集中于 H04L

和 H04W。总体而言，四川省企业申请的网络

安全相关专利呈现的特点为：在 H04L、G06F、

H04W 三个领域数量较多；G06Q 领域大部分

企业均有涉及，但专利数量相对较少；H04N、

G07F、G05B 三个领域虽然申请企业数量较少，

但已有企业形成专利数量优势；G07C、G06K 与

H04B 领域目前企业专利数量相对较少，是较少

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四川网络安全领域 TOP10

企业技术布局分布如图 9 所示。

图 9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 TOP10 企业技术布局分布

3.3.7　专利技术转让分析

截至 2020 年 10 月，四川省网络安全领域

专利转让共计 143 件，占比 13.8%，其中发生

1 次转让的专利 114 件，占比 79.7%；发生 2 次

转让的专利 27 件，占比 18.9%；发生 3 次转让

的专利 2 件，占比 1.4%，专利转让趋势如图 10

所示。转让数量排名前 5 位的企业是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成都科来软件有限公司、四川虹微

技术有限公司、四川长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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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专利转让趋势

3.3.8　专利技术功效分析

专利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技术功效短语分别

是安全提高、便利性提高、成本降低、可靠性

提高、效率提高、数据安全提高、传递保持、

复杂性降低、灵活性提高和密钥安全提高，其

中与安全提高相关的专利数量为 154 条，图 11

展示了排名前五的技术功效短语近 10 年来的分

布情况。

图 11  四川网络安全领域专利技术功效短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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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结论

案例分析显示了本文的高质量专利画像框

架具备可操作性，实现了多维度描述标签的生

成，打通了从高质量专利识别到企业画像的全

流程，融合了企业画像研究与专利分析、自然

语言处理和大数据挖掘等技术方法，使得本研

究有助于提升企业画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对高质量专利识别和企业画像进

行了梳理，介绍了高质量专利的概念、专利质

量和高质量专利识别的研究现状，讨论了企业

画像的概念、流程、应用和存在的问题。其次

提出了基于高质量技术创新的企业画像框架：

由数据层、识别层、画像层和应用层等组成。

最后以四川网络安全产业的高质量专利为数据

基础，面向从事网络安全产业的企业进行画像，

并利用本文提出的基于高质量技术创新的企业

画像框架进行案例分析。

自从画像的概念被提出之后，相关技术从

用户画像应用到了企业画像中，但是在高质量

发展不断被强调的今天，还缺乏能够对进行高

质量技术创新的企业进行画像的框架。因此本

文提出了一个基于高质量专利的企业画像框架，

建立了高质量专利识别指标体系和企业画像描

述标签模型。通过研究分析，本文提出的企业

画像框架不仅能够简便有效地实现高质量专利

识别，还扩展了用户画像的应用范围，结合专

利挖掘技术从高质量专利中挖掘出多维度的描

述标签，能够对具体领域企业进行高质量专利

发展的现状进行清晰地呈现。然而本文的不足

之处在于仅研究分析单标签，未能考虑多维度

标签之间的层次性和语义关联性，未来，我们

将对本研究提出的企业画像框架进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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