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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我国专利合作网络
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周衍平,尹　意,陈会英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９０)

摘　要:以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中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的专利合作网络文献为数据来源,借助 CiteSpace工具展开研

究.首先分析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现状,统计其年度发文情况、主要支持基金和期刊来源情况;其次分别分析研

究机构和作者的合作情况;最后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时区视图和突现词等揭示国内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热点

和演化过程,探究国内专利合作网络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国内专利合作网络研究在权威机构和核心作

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尚浅,未来的研究热点集中于“社会网络”“技术创新”“合作专利”.因此,要加强专利合作网

络领域的研究力度和深度,加强权威机构和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进一步挖掘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为促进国

内合作创新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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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我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赢得国际竞争地位的不竭动力,而创新的

直接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专利.我国向来重视创新活动和专利制度,国务院２００８年颁布的«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明确提出了承载创新成果的专利专项计划,以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２０２１年,国务院颁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旨在利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发展.根据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创新成效卓

越,如图１所示,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

专利申请授权量逐年攀升,２００８年国内专利

申请授权量为３５２４０６项,至２０２０年国内专

利申请授权量已达到３５０４０００项,较２００８
年增长８９４３１％.此外,我国的 PCT(Patent
CooperationTreaty,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世

界排名亦从２００８年的第六名提升至２０２０年

的第一名;«２０２１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排名第１２位,较２００８年上升了９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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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表明了国内创新活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创新活动依赖于持续的研发投入,兼具高收益和高风险特点,因而需要多方力量来分散风险.[１]日益

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和快速更迭的新技术促使诸多创新主体一改以往的“闭门造车”行为,主动寻求组织

间的合作创新.根据«２０２０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近八成的企业专利权人尤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均开展过合作创新,这些专利权人皆与上下游企业及客户、同行企业、高校或科研单位开展过不同程度

的产学研合作.«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亦对鼓励企业开展合作,构建开放高效的合作创新网络提

出了具体要求.其中,专利合作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合作创新形式脱颖而出,表现为企业为提升竞争力

而与外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内或国际企业开展合作,联合申请专利,购买、转让或许可专利技术,构

建专利联盟等.[２]５５创新主体通过研发合作形成的合作联盟能够给合作双方带来“１＋１＞２”的协同效

益,[３]将大大增加双方收益实现双赢.有别于传统的合作创新模式,即专利合作网络有其独特性:专利合

作网络不仅能促进企业和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合作,而且能解决弱势企业因过度依赖外

部创新导致的内部技术空心化,或因信息不对称陷入技术刚性困境的问题,实现资源流动和信息共享.

可见,专利合作网络对我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实现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专利合作网络定义为创新主体在研发合作、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过程

中,通过合作申请专利,购买、转让或交叉许可专利而形成的多维度的复杂网络[２]５５.

专利合作和企业的研发合作相辅相成,专利合作网络研究逐渐引起企业和科研院所乃至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通过分析文献发现,国内有关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多为演化研究和实证研究,缺乏对该研究领

域的系统性梳理,特别是鲜有运用知识图谱软件对专利合作网络进行探讨的文章.因此,有必要针对专

利合作网络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其未来的研究方向,为我国专利

合作网络实践提供指导,以期促进国内创新主体构建密切的专利合作网络,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的持续

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专利合作网络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其

研究现状并挖掘出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是美国 Drexel大学陈超美[４]教授基于引文分析理论和Java计算机编程语言研发的一

款信息可视化工具,根据信息知识单位相似性的基本原理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该

软件能够进行国家(Country)合作分析、作者(Author)合作分析、机构(Institution)合作分析、关键词

(Keyword)共现分析等,并具有通过绘制聚类视图(Cluster)或时区视图(Timezone)展现某一研究领域的

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等功能,[５]８６是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信息可视化软件.目前,CiteSpace软件已被国

内学者广泛应用到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协同创新研究和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等领域.[６],[７]３９,[８]５２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专利合作网络研究的文献为研究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的数据

分析模块,对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机构合作情况、文献作者合作情况、关键词共现等进行可视化分析,总

结我国专利合作网络研究趋势.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专利合作网络”作为主题词于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中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１
年３月１５日.自２００８年颁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来,我国有关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才正式起

步,因此,检索时间区间设置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检索出所有中文文献共计２７６条,

剔除图书、会议纪要、特辑、专利成果、新闻报道等文献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手工筛选整理最终

得到２６６条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文献,以 Refworks文件格式导出构成本研究的文献样本.

６５



周衍平,尹　意,陈会英　　基于 CiteSpace的我国专利合作网络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三、专利合作网络文献现状分析

(一)文献发布情况分析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专利合作网络”年度发文情况

注:本文的文献统计日期是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故此图中的２０２１

年发文量并非代表该年总发文量,下同

　　以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为统计区间以“专利

合作网络”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按年度梳

理,得到如图２所示的统计图.由图２可

知,我国有关专利合作网络研究的文献数量

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间呈小幅度增长趋势,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增幅有所提高,到２０１５
年文献数量达３０篇,是２００８年的７５倍.

足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导向

下,国内创新热潮兴起,各大创新主体纷纷

倾向于合作创新,联合申请专利,有关专利

合作网络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的发文量较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有所回落,

２０１８年发文量为４２篇,２０１９年的发文量达到峰值,为４５篇.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关研究略

有减少.专利合作网络研究虽在我国处于探索阶段,但总体研究热度呈上升趋势,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已

认识到专利合作网络对国内创新主体进行合作创新的重要性,专利合作网络将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

表１　“专利合作网络”研究文献发文量前十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 占比 影响因子

１ 科技管理研究 ２２ １３．５０％ １．０８６

２ 情报杂志 １９ １１．６６％ １．９１５

３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１ ６．７５％ １．４５５

４ 科学学研究 １１ ６．７５％ ２．６１８

５ 科研管理 ９ ５．５２％ ２．４６２

６ 中国科技论坛 ９ ５．５２％ １．３４７

７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８ ４．９１％ ２．１６９

８ 情报科学 ７ ４．２９％ １．９６６

９ 现代情报 ６ ３．６８％ １．８６８

１０ 技术经济 ６ ３．６８％ １．１２２

表２　“专利合作网络”研究文献的基金支持情况

序号 基金类别 篇数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９０

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４３

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９

４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６

５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５

６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４

７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４

８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４

(二)发文期刊分布统计

表１列出了“专利合作网络”文献发文

量前十的期刊,这十类期刊的发文总量占检

索文献总量的４０６％.其中,发文量第一

的«科技管理研究»期刊,以２２篇的总发文

量独占鳌头,发文量占比１３５０％;排名第

二的是«情 报 杂 志»期 刊,总 发 文 量 为 １９
篇,占比１１６６％;«科技进步与对策»和«科
学学研究»期刊的发文量均为１１篇,占比

６７５％,排名并列第三.其余依次是«科研

管理»«中国科技论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

管理»«情报科学»等期刊.在这些期刊中,

除«科技管理研究»属于 CSSCI来源期刊扩

展版外,其余均为 CSSCI来源期刊.这表

明不少有关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皆发表在

高水平期刊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基金支持来源统计

表２展示了专利合作网络领域文献的

基金支持情况及其排名情况,基金总支持率

高达７１４％,２６６篇样本文献中有１９０篇

文献共得到了１９余项基金的支持.细分基

金支持来源,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

占比为３３８％,共计９０篇文献;来自国家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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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占比为１６２％,共计４３篇文献;其他基金主要来自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高
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各省市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金、各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金

等.可见,各大基金较重视专利合作网络相关科研项目和选题,充分说明这一主题值得关注.
(四)研究机构合作情况分析

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科研实力和影响力,[８]５６一般认为,发文量与科研实

力和影响力成正比例关系.利用 CiteSpace软件的机构分析模块,挖掘国内专利合作网络研究机构的合

作网络关系.将该软件的“TimeSliceing”设定为“２００８JAN—２０２１MAR”,时间切片设定为“１”,Node
Types选择“Institution”,其他选项默认不变,得到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３所示.

图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专利合作网络”的权威发文机构,节点的字体大小代表机构的中心性强弱.

图３　国内“专利合作网络”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研究样本共包括１８２个节点,９０条连线,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５５,说明研究国内专利合作网络的机构数

较多,但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不大,研究机构之间相对独立,未形成广泛的合作研究关系.高产机构的代

表有北京工业大学(１７篇)、西安交通大学(１１篇)、大连理工大学(１１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９
篇)、江苏大学(８篇)、浙江工业大学(８篇)、华南理工大学(８篇)、清华大学(８篇)等,专利合作网络领域

的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发表文献量之首的北京工业大学的代表学者是刘晓燕,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网

络,多以实证方法研究专利合作网络知识扩散影响因素和技术创新网络节点退出因素,[９,１０]此外,基于专

利的技术创新网络演化动力挖掘、[１１]技术创新网络多维邻近性演化研究[１２]也是其研究内容.从图３可

以较为直观地发现,我国已形成分别以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信息技术研究所、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

学院、太原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山东三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

新中心等机构为中心的合作团体.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中心性最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次之,发文量分别为７篇、２篇,其余研究机构分布较为分散,合作程度极低.上述分析说明了中

心性强的研究机构未必是高产机构,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因此中心性强的研究机构应

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并发挥辐射效应.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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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挖掘核心机构的研究成果及合作关系,表３列出了高被引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被引

文献数量排名第一、第二的机构分别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１８篇次)、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１４篇次),接下来依次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８篇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８篇次)、华
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５篇次),其余机构均为４篇次.综合考虑图３和表３的结果发现,我国专利合作网

络发文量前三和被引文献数量排名前三的机构并未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这说明即使某一机构的发文量

较多,但其文献被引率未必高,进一步说明部分高产机构的文章质量尚需提高.

表３　高被引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

名次 研究机构 被引文献数量 名次 研究机构 被引文献数量

１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１８ ６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４

２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１４ ７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４

３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８ ８ 上海体育学院 ４

４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８ ９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４

５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５ １０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４

(五)作者合作情况分析

作者共现图谱可以发现某一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密切程度.[１３]利用 CiteSpace的“Author”分析功

能,其他参数默认不变,得到国内“专利合作网络”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４).其中节点越大,作者姓名字

体越大,中心性越强,连线代表不同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从图４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发现,网络中共有２５４个节点,１８２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５７,说
明整体来看国内“专利合作网络”领域中各研究者之间合作程度尚浅,但也有小部分研究者形成了相对稳

定的合作团体,当前已形成分别以刘桂锋、刘凤朝、刘晓燕、黄鲁成、崔文田、杨冠灿等学者为中心的合作

团体.作者的发文量同样能够体现该学者在某一领域的科研实力和影响力,发文量最多的学者分别为西

安交通大学的崔文田教授和浙江工业大学的王黎萤教授,发文量均为５篇.崔文田教授发表的文献时间

图４　国内“专利合作网络”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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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集中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王黎萤教授发表的文献集中于近几年,关注领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涉

及专利合作网络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１４]２６４专利合作网络演化分析、[１５]专利合作网络的模式特征

及影响因素研究、[１６]专利合作网络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机理[１７]等,为指导科技型中小企业优

化专利合作行为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给出了参考.追溯我国最早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是栾春娟,首次利

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分析发明者合作网络演变对技术发明生产率的影响,[１８]２８信息可

视化技术在这之后被广泛沿用.

文献计量学著名学者普赖斯提出了确定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标准,[１９]计算公式为:Mp＝０７４９
　
Npmax

(Npmax 为该领域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作者的文献数).以此为参考计算得到:Mp＝０７４９
　
５＝１６７５(计算

结果保留３位小数),取整后选择发表２篇及以上文献的作者作为“专利合作网络”领域的核心作者.因此按发

表文献数量从高到低排列,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分别是崔文田(５)、刘晓燕(４)、刘凤朝(４)、黄鲁成(４)、司虎克(４)、

刘桂锋(４)、裴云龙(４)等学者,图５展示了发文量达３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这些学者在该领域有着重要的贡

献,有必要加强与这些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

图５　核心作者发文量

表４　高被引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作者

名次 作者
被引文献

数量
名次 作者

被引文献

数量

１ 崔文田 ５ ６ 余翔 ４

２ 刘桂锋 ４ ７ 向希尧 ４

３ 刘凤朝 ４ ８ 司虎克 ４

４ 刘晓燕 ４ ９ 栾春娟 ３

５ 孙笑明 ４ １０ 陶秋燕 ３

进一步对高被引文献数量的作者进行统

计,表４列出了被引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作

者.崔文田的文献被引量名列前茅,为５篇

次,其余作者如刘桂锋、刘凤朝、刘晓燕、孙笑

明、余翔、向希尧、司虎克均为４篇次,栾春娟

和陶秋燕,为３篇次.但高被引文献排名前

三学者之间未形成合作关系,说明该领域学

者之间的合作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我国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一)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上的“KeyWords”分析功能,设定时间区间为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其他设置默认不变,

生成专利合作网络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６所示.图６中的节点越大代表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大,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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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从图中可知共有２５０个节点,３９５条连线.根据样本中关键词的聚类可以分为１０
个类别,Q值为０７９８３,远大于临界值０３,说明该聚类结果较好.

图６　关键词共现图谱

判断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看其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心性的强弱.从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看出,
“专利合作”“合作网络”“专利”“专利分析”“社会网络”共现节点最大,一直是学者们谈论的焦点.除此之外,
“网络结构”“专利计量”“产学研”“技术创新”“合作创新”“协同创新”“创新绩效”等也是重要的研究热点,这
些关键词居于专利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贯穿整个专利合作网络领域,体现为专利合作网络与技术创新相辅

相成,专利合作网络嵌入组织内部加速技术的流动从而能够提高创新绩效.

表５　专利合作网络领域高频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统计情况

序号 关键词 共现频次 中心性

１ 专利合作 ４２ ０．３１

２ 合作网络 ４０ ０．３８

４ 专利 ３１ ０．２６

５ 网络结构 ２４ ０．１８

７ 社会网络 １８ ０．１３

８ 产学研 １７ ０．２４

９ 专利计量 １６ ０．１５

１０ 创新网络 １４ ０．１１

１１ 技术创新 １２ ０．１５

１２ 创新绩效 ８ ０．１７

１３ 演化 ７ ０．１９

１４ 可视化 ５ ０．２３

对关键词进行中心性分析,去除范围太

大且无中心性的关键词,剔除相似性极大的

关键词如“专利”“专利分析”,统计得出中心

性＞０１的高频且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如
表５所示.关键词的中心性用来衡量关键词

在网络图谱中的链接和媒介作用,中心性的

强弱表示其在网络中引导和控制作用的强

弱.[５]８４除“合作网络”“专利合作”“专利”“产
学研”“可视化”“演化”的中心性较强外,“网
络结构”“创新绩效”“专利计量”“技术创新”
“社会网络”“创新网络”的中心性均在０１以

上,说明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专利计量法结合

实证研究法是专利合作网络领域的常用分析

方法.目前,企业普遍通过合作研发进行技

术创新.[２０]企业倾向于与其他企业或科研机

构联合研发,组成专利联盟.
(二)基于时区可视化的研究趋势分析

时区(Timezone)视图能够科学直观地展现某领域的演进过程,选择CiteSpace中的时区视图功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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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合作网络的关键词时区演进图谱(如图７所示).时区视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

所在的年份表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按关键词聚集程度划分,我国专利合作网络领域的研究可分为四

个阶段.

第一是铺垫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此阶段的研究前沿包括“专利计量”“产学研合作”“专利”“专利分

析”,表明此阶段有关“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但尚未形成体系,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专利研究、合
作的重要性及计量方法的运用,专利研究成为热点,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所发表文献多采用理论分析结

合实证分析的方式,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分析为辅,开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栾春娟[１８]２８,[２１]较早进入专

利研究领域,在其«发明者合作网络的演变及其对技术发明生产率的影响»«国际软件专利计量分析及中国对

策»«发明者合作网络中心性对科研绩效的影响»三篇文章中都涉及到科学计量学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的

运用,且以发明合作网络和专利为研究主题;随后,陈子凤、向希尧、洪伟、王健美、王朋等学者进入该研究领

域,洪伟[２２]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logit∗p模型分析了区域校企专利合作创新模式的变化;向希尧[２３]在«跨
国专利合作网络中３种接近性的作用»一文中,初步展开对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采用社会网络 QAP多元

回归方法就地理接近性、技术接近性和社会接近性,对企业在专利合作网络中的距离和合作创新程度的影响

进行实证分析,为后来的国内学者研究专利合作网络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起步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在该阶段,“专利合作网络”伴随着上一阶段的“产学研合作”“专利”
“专利计量”“专利分析”的研究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该阶段出现的研究方向还包括“社会网络分析”“合作网

络”“专利合作”,合作创新意识深入人心.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聚焦于专利合作,表现为专利合作网络以产

学研合作为依托,实质上是从网络视角利用专利合作信息研究高校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雷
滔、马艳艳、刘凤朝等学者皆以校企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多以实证分析为主,社会网络分析法较为常

见.诸如,陈云伟[２４]等人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法在专利分析中的应用进展,进一步推广了社会网络分析法的

运用;刘凤朝[２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了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间典型“９８５高校”的专利合作网络的网络结构、

空间特征和演化机理,为研究高校—高校、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及其他专利合作模式提供了参

考;马艳艳[２６]等学者借助 UCINET６软件绘制中国大学—企业专利申请合作网络图,并实证检验了网络规

模、密度和中心势等网络结构特征指标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为产学合作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现实指导.

第三是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研究前沿集中于“网络结构”“演化”“协同创新”“产学研”“创新

网络”“京津冀”,有关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得以快速发展,“专利合作网络”出现的频次持续增加.发表的文

献注重实证研究和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层面开始涉及微观、中观层面,具体到某一行业、联盟高校和企业.专

利合作网络广泛应用于各大行业或企业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与专利密切相关的生物医药产业、C９联盟

高校、产学研合作、新能源汽车领域和耐克公司等.学者们不再单一地将专利合作网络视为一种合作模式来

进行研究,而是更深入地剖析这种模式本身的结构特点、演化情况及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如李蓓[２７]综合采用

科学计量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剖析了我国１９８５—２０１３年中药专利合作情况,探索发现该领域的合作

创新模式及演化路径;王黎萤[１４]２６７分析了制药产业科技型上市中小企业专利合作网络和创新绩效的关系,

为中小企业依托专利合作网络获取资源提供了新的途径;付韬[２８]以京津冀地区医药产业为研究样本,分析

了专利合作网络对医药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发现该区域医药产业类企业的子网、子网间连接数量以及子网

内部联通程度对企业的专利产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第四是蓬勃发展阶段,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包括“创新合作网络”“技术创新”“创新扩

散”“合作专利”“人工智能”“网络演化”“芯片产业”“新能源汽车”“空间结构”,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交叉

化和跨区域化的特点,研究方法从一种方法扩展到多种方法的结合使用,研究领域也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

汽车、芯片等诸多产业,专利合作网络和技术创新相辅相成,有关“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此

阶段,学者对“产学研合作”的研究依然保持热度,样本规模少至省属部分高校、多则至全国范围内９８５院校

等,并在此基础上延伸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车晓静[２９]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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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苏省“２１１工程”高校为例研究了高校技术研发领域和专利合作网络共同演化的过程,发现二者互为促

进关系且相互影响.陈钰芬[３０]、刘雅琴[３１]和刘艳秋[３２]分别研究了浙江省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产业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动态演化状况、新能源汽车专利合作网络结

构特征及演化趋势,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的技术分布、演化与合作创新网络.陈欣[３３]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科技合作网络的演化情况,为我国开展国际创新合作提供理论依据.上述学者皆为未来的专利合作网

络研究奠定了基础.

图７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专利合作网络”研究关键词时区演进图谱

(三)基于突现词可视化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图８　关键词突现图谱

　　突现词一般指短时间内突然出现或出现

频率比较高的词,[７]３９CiteSpace软件中的突

现检测功能能够用来分析所研究领域的发展

前沿和发展轨迹,借助专利合作网络的突现

词可以更为准确地发现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热

点和未来的演化发展趋势,从而掌握研究的

动向.利用CiteSpace软件中的“burstness”

功能绘制专利合作网络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为了展示更多的突现词,将“Burstness”面板

下的参数“γ”设置为“０４”.依据专利合作

网络关键词突现图谱,聚焦最新的关键词,作
为研究的前沿主题,最终得到专利合作网络

领域的前１６个突现词,如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知,“空间特征”突现持续时间

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突现时间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２００９年突现的关键词有“技术溢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创
新产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专利引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发明专利”(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此后,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

依次突现的关键词为“文献计量”(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专利权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演化”(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自２０１５年起陆续突现“协同创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产学研”(２０１５—２０１７)、“专利分析”(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创新绩效”(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社会网络”(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京津冀”(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合作专利”(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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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技术创新”(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等;其中,除“空间特征”外,“发明专利”“文献计量”“演化”的突现持续

时间较长.根据关键词突现情况,可以发现“社会网络”“技术创新”“合作专利”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研究发

现,“产学研”的突现强度最大(２９４),说明专利合作网络领域有关产学研的研究一直备受重视,对后续研究

有重要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我国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间专利合作网络研究的文献进行现状分析、合作网

络分析以及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专利合作网络研究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文献数量稳步上升,在２０１９年达到峰值.从基金

支持来源和文献发表期刊质量来看,有关专利合作网络领域研究的基金支持率高达７１４％,大多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并且发表期刊水平较高,如«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情报杂志»
«中国科技论坛»«科技进步与对策»等CSSCI来源期刊,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第二,从研究机构和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来看,权威机构和核心作者之间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高被

引文献学者和核心作者之间尚未形成合作关系,分布较为分散.目前,已分别形成以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信息技术研究所、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江苏大学管

理学院等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合作团体,和以刘桂锋、刘凤朝、刘晓燕、黄鲁成、崔文田、杨冠灿等学者为中心的

文献作者合作团体.

第三,从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分析来看,在专利合作网络领域,我国的研究热点集中于“专利合作”“合作

网络”“专利分析”“网络结构”“专利计量”“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合作创新”“协同创新”“创新绩效”等方

面,且经历了由铺垫阶段到蓬勃发展的四个阶段过程.未来的研究方向趋向于“社会网络”“技术创新”“合作

专利”等,吻合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导向,专利合作网络和专利联盟将成为企业合作创新的主流模式,

为我国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奠定了基础.

当前,我国专利合作网络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提升完善的空间,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应拓宽和加强专利合作网络研究领域的宽度与广度、深度与强度,考虑行业背景的交叉与融合.

目前,我国专利合作网络领域虽已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但研究文献数量偏少,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再者,学
者们主要以生物医药行业、新能源汽车行业、ICT行业、芯片行业、人工智能行业等专利密集型行业为背景展

开研究,尚未进行行业的整合和多元化研究.专利合作网络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不言而喻,各大创新主体通过

构建专利合作网络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价值共创,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专利合作网络研究领域的

宽度和广度、深度与强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并考虑不同行业的交叉与融合,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尤
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为现实经济社会实践提供指导.

第二,要加强专利合作网络研究权威机构和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和密切度,形成长期且稳定的研究

团队.我国专利合作网络研究领域的研究机构和核心作者相对独立,彼此之间联系尚浅,即使是文献被引篇

数较多的机构和学者之间也不存在合作研究关系.因此,跨机构、跨区域研究和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有

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要加强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联合,构建紧密的专利合作网络.现有研究多以单一的企业和高校

为研究主体,较少涉及政府、科研机构及其与企业和高校的合作研究.未来应趋向于政产学、产学研专利合

作网络研究,以推动国内创新主体的研发合作,共同承担国际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与压力.在此基础上,要
进一步拓展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范围,如加强不同区域的专利合作网络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利合

作网络研究、跨国专利合作网络研究等,以期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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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KnowledgeGraphofChina’sPatentCooperation
NetworkResearchBasedonCiteSpace
ZHOUYanping,YINYi,CHEN Huiyi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nd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Qingdao,Shandong２６６５９０,China)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China’spatentcooperationnetworkliteraturefrom２００８to２０２１inCNKIdatabasewiththehelp

ofCiteSpace．Firstly,theresearchstatusofthepatentcooperationnetworkisanalyzed,includingtheannualpublication,main

supportingfundsandjournalsources．Secondly,the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institutesand authorsisanalyzed

respectively．Finally,basedonthekeywordcoＧoccurrencemap,timezoneviewandemergentwords,theresearchhotspotsand

evolutionprocessofdomesticpatentcooperationnetworkarerevealed,anditsfuturedevelopmenttrendisfurtherexplored．It

isfoundthatthecooperationbetweenauthoritativeinstitutesandcoreauthorsindomesticpatentcooperationnetworkresearch

isstillweak,andfutureresearch willfocuson “socialnetwork”,“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 “patentcooperation”．

Therefore,inorder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domesticcooperativeinnovationactivities,itisnecessaryto

strengthentheresearchintensityanddepthinpatentcooperationnetwork,tointensifythecooperationbetweenauthoritative

institutesandcoreauthors,andtoexploremoreextensiveresearchareas．

Keywords:patentcooperationnetwork;knowledgegraph;innovationnetwork;industryＧuniversityＧresearch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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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ationofLimitedCivilThreeＧTrialAdjudication
SystemUndertheBackgroundofReform

WANGCibao,LIGuijie
(CollegeofHumanitiesandLaw,Shand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Qingdao,Shandong２６６５９０,China)

Abstract:Thepilotreform oftheadjudicationfunctionorientationofthefourＧlevelcourtshasgreatlyimprovedtheoriginal
“column”adjudicationstructureinChina,butitisdoubtfulwhetherthe“pyramid”adjudicationstructurecanbeestablishedinthe

realsense．China’scurrentadjudicationsystemconfusestheadjudicationfunctionsofthecourtsatalllevelsandlacksthejudicial

technologytodistinguishbetweenfactualissuesandlegalissues,whichleadstotheinconsistencyoftheapplicationofthelawand

alsodeviatesfromthetrendofthediversifiedadjudicationsystem．TheestablishmentofthelimitedthreeＧtrialandfinaladjudication

systemcansolvetheaboveproblemsmoreeffectively．Ontheonehand,Chinahasthehistoricalbasisofconstructingthiskindof

adjudicationsystem;ontheotherhand,thepilotreformoftheadjudicationfunctionpositioningalsoprovidesanopportunityforits

construction．Atthesametime,itisalsoacommonpracticeindevelopedcountriesundertheruleoflaw．Inthefuture,thecivil

adjudicationsysteminChinashouldestablishadiversifiedadjudicationsystem withthetwoＧtrialandfinaladjudicationsystemas

themainbody,andtheoneＧtrialandfinaladjudicationsystemandthelimitedthreeＧtrialsystemasthesupplement．

Keywords:reformofadjudicationfunctionorientation;limitedcivilthreeＧtrialadjudicationsystem;twoＧtrialandfinaladjudication

system;diversifiedadjudic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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