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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知识产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景刚、文武、高小丹、吕锡源、郭斯行、张博乔、姚丽华、李楠、宁蒙、王

硕、庞琳、赵鑫、周亮、李昂、关雪、刘瀚予。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辽宁省知识产权局（沈阳市和平区十纬路16号，024-86916031）。 

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李石街道沈抚大道旺力城路口沈抚

数字经济产业园B园二层，024-57819143）、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沈阳

市和平区永安北路8号，024-2388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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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工作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材料专利导航工作技术规程的总体要求、基础条件、立项与启动管理、项目实施、

成果产出、成果运用和绩效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新材料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的组织实施、应用和推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551.1-2020  专利导航指南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9551.1-202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专利导航  patent navigation 

在宏观决策、产业规划、企业经营和创新活动中，以专利数据为核心深度融合各类数据资源，全景

式分析区域发展定位、产业竞争格局、企业经营决策和技术创新方向，服务创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决

策精准度和科学性的新型专利信息应用模式。 

 3.2 

新材料  new materials 

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材料，或是传统材料改进后性能明显提高或产生新功能的材

料。分为：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纤

维及制品和复合材料、前沿新材料。 

[来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战略新兴产业分类（2018）》] 

 3.3 

专利控制力  patent control 

通过运用某一专利（或专利组合），实现对技术、产品及其市场份额控制的力度。 

4 总体要求 

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工作实施原则 4.1 

—— 围绕主体需求，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应紧紧围绕主体关于区域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发展及科

学研究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将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的成果与产业、企业与科研进行深度

融合； 

—— 依托数字化支撑，做好市场数据、产业数据、政策数据、专利数据、研究动向等数据采集、

筛选、加工、分析、数据建模，构建特色化、规范化、实效化的导航分析报告； 



DB 21/T XXXX—2024 

2 

—— 严把质量控制，新材料专利导航应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注重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努力实现质量可控，在报告形成、成果运用中明确质量要求，在绩效评价中突出质量

指标； 

—— 坚持创新引领，深化知识产权领域与数字化、统计学、金融学、管理学等领域融合，从而保

证新材料专利导航的输出内容能够更具科学性、预测性和指导性； 

—— 坚持可视化易解读，将新材料产业以及市场的各种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对数据进行清洗和筛

选并以便于理解和分析的可视化方式呈现，从而推动其发挥最大的市场价值； 

—— 坚持以用为本，依据主体实际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分析结论针对实际诉求应兼具针对性和

实用性，保证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能够起到相应的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作用和促进高价值专利

培育和转化能力，从而塑造产业竞争优势。 

5 基础条件 

机构要求 5.1 

新材料专利导航工作的机构要求如下： 

—— 经营范围包括知识产权服务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服务； 

—— 具有能够实施项目的服务场所与设备及稳定的专利导航工作经费投入； 

——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 

—— 定期对服务团队进行职业培训。 

信息资源 5.2 

除参照GB/T 39551.1-2020中4.1关于信息资源的规定外，信息资源还宜包括： 

—— 新材料产业环境相关信息，可包括国内外不同层面区域规划、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及产业平

台等信息； 

—— 新材料产业相关统计数据； 

—— 新材料产业相关主要法人及自然人创新活动及市场活动信息。 

人力资源 5.3 

5.3.1 概述 

组织开展和具体实施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工作宜由专业人员负责项目管理、信息采集、数据处理、

导航分析和质量控制等工作。 

5.3.2 项目管理人员 

项目管理人员宜具备下列条件： 

—— 熟悉新材料专利导航业务，具有与专利导航项目相关的工作经验； 

—— 具备良好的分析理解能力，能准确判断导航目的、把握项目需求； 

—— 具备良好的项目统筹规划能力和团队组织协调能力； 

—— 具备良好的项目进度、成本、质量控制能力； 

—— 项目管理人员中主要负责人，除宜具备以上条件外还宜具备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 

5.3.3 信息采集人员 

信息采集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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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使用专利检索工具，具备项目所涉及技术领域专利信息的检索与获取能力； 

—— 具备新材料产业、科技、经济、法律、政策、标准等信息的检索与获取能力； 

—— 具备中文及外文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 

5.3.4 数据处理人员 

数据处理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 熟练使用数据处理工具； 

—— 熟悉数据清洗、标引方法； 

—— 具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统计能力； 

—— 熟悉产业政策，能够利用工具获取产业数据和进行政策整理收集； 

—— 具备中文及外文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 

5.3.5 新材料专利导航分析人员 

新材料专利导航分析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 了解项目所涉及专利导航成果应用领域的背景知识； 

—— 具备项目所涉及技术领域的理解能力； 

—— 具备挖掘数据关联性、建立专利导航分析模型、发现高价值信息的能力； 

—— 具备通过文字、图表等形式表达专利导航分析成果能力； 

—— 具备新材料相关产业领域情报搜集和研究分析能力； 

—— 掌握新材料产业分析研究方法。 

5.3.6 质量控制人员 

质量控制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 具备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 熟悉专利导航业务，具有与知识产权相关项目研究管理工作经验； 

—— 熟悉项目所涉及的新材料相关产业、政策、技术等信息； 

—— 熟悉专利导航质量控制需考虑的因素； 

—— 掌握专利导航质量评价检测方法。 

6 立项与启动管理 

立项与启动管理的流程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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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立项与启动管理流程图 

项目确立 6.1 

6.1.1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包括： 

—— 以资料调研、专家访谈、座谈研讨等方式，收集项目需求素材； 

—— 对需求素材进行甄别、提炼、分析，形成明确的专利导航项目需求分析报告。 

6.1.2 确定项目负责人 

根据项目的目标、复杂程度、实施特点等因素，确定项目负责人。 

团队组建 6.2 

项目团队组建包括： 

—— 项目负责人根据需求分析报告，确定各类人员人选，包括信息采集人员、数据处理人员、专

利导航分析人员、质量控制人员以及其他项目管理人员；  

—— 明确项目团队组织架构。 

制定方案 6.3 

方案制定包括： 

—— 制定项目进度计划，明确关键性时间节点，确保项目按期推进； 

—— 制定人员分工计划，明确参与人员任务分工，确保项目职责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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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成本管理计划，合理分配各类别经费支出，确保项目支出科学有效； 

—— 制定质量控制计划，明确各环节质量需求，确保项目质量达到需求目标； 

—— 制定风险控制计划，排查主要风险点并做好风险控制预案，确保项目的实施平稳可控。 

7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流程图见图2。 

 

图2 项目实施流程图 

信息采集 7.1 

除满足 GB/T 39551.1-2020中 6.2关于信息采集的规定外，信息采集输出还宜包括新材料产业基本

情况分析报告。新材料产业基本情况分析报告可包括： 

—— 该种新材料产业整体态势，可包括产业发展历程、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环境、龙头或

骨干企业、主要产品、关键技术研发、人才储备、产业相关主要法人及自然人等内容； 

—— 该种新材料所面向区域的产业发展现状、面临问题的初步判断； 

—— 新材料产业链解构； 

—— 新材料产业技术分解。 

数据处理 7.2 

除参照GB/T 39551.1-2020中6.3关于数据处理的规定外还可应用不同的数据建模进行分析，数据建

模可包括对比分析法、多维度拆解法、公式拆解法、矩阵分析法、杜邦模型、渠道质量评估模型、BI

模型、SWOT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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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导航分析 7.3 

7.3.1 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7.3.1.1 概述 

用于判断国内外及区域新材料发展态势和方向。 

7.3.1.2 输入 

7.1和7.2输出的内容。 

7.3.1.3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气泡图如图3。 

 

图3 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分析气泡图 

7.3.1.3.1 政策分析 

分析国家或地区对于新材料产业整体以及该种新材料的相关技术发展的政策、规划、决定等，可包

括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区域布局政策、产业环保政策、产业外贸政策以及金融与税收政策等。 

7.3.1.3.2 市场环境分析 

分析政治与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与市场竞争环境等。 

7.3.1.3.3 产业分析 

调查产业概况包括产业边界界定，分析产品技术，分析产业结构可包括：产业规模、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分析产业动态可包括：产业中竞合关系、知识产权活动、行业政策动向、市场环境动向及

技术标准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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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4 专利分析 

调查专利基本信息可包括：基本法律信息、家族专利部署情况、权力转移状况等。绘制该种新材料

的专利地图用以分析产业发展方向，专利地图可包括：技术发展趋势分析、技术研发趋势、技术分类部

署情况、研发人员活动分析、产业竞争者布局分析、产业竞争者实力比对分析、技术发展脉络分析、失

效技术专利分析等。 

7.3.1.3.5 竞争对手或专利控制力强主体分析 

寻找国内外该种新材料产业链中竞争对手或具有较强专利控制力的各类主体，对目标主体进行基本

概况调查、分析其产品和技术当前情况以及发展方向，分析目标主体的知识产权活动包括：技术转移分

析、专利许可分析及专利诉讼情况等。通过分析国内外范围内竞争对手或具有较强专利控制力主体的相

关活动，进而判断产业发展方向。 

7.3.1.3.6 新技术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可包括拟立项的技术概况、拟立项技术价值分析、现有技术的分析，发明点挖掘等。现有技术分析

可包括：政策与市场环境分析、专利地图分析、技术转让、许可及诉讼信息等。拟立项技术价值分析可

包括:应用领域宽度、市场前景、开发难点、开发进度等。 

7.3.1.4 输出 

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分析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开发、技术研发等最新发展方向。 

7.3.1.5 质量控制 

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分析的质量控制宜确保： 

—— 该种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分析过程逻辑严谨、维度多样； 

—— 该种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判断的合理性，可引入外部专家进行论证。 

7.3.2 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定位分析 

7.3.2.1 概述 

用于判断该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在国内外及区域间产业中的定位。 

7.3.2.2 输入 

7.1、7.2、7.3.1.4输出的内容。 

7.3.2.3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气泡图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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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定位分析气泡图 

7.3.2.4 分析方法 

7.3.2.4.1 政策中定位 

分析该种新材料在国家或地区中的政策的地位，如是否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或在地区中是否有明确

的政策支持等。 

7.3.2.4.2 产业中定位 

分析该区域的该种新材料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历史情况、当前现状及对比分析均可包括产业结构、

产业集群、市场竞争、龙头或骨干企业、主要产品、关键技术研发、人才储备等分析角度。分析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及对新材料技术结构分析，通过产业链分析来定位产品在产业链中所处位置，通过分析

供应链来定位供求关系，通过价值链来定位产品利润和价值，将以上三者结合新材料技术的结构来确定

该种新材料在产业中的定位。 

7.3.2.4.3 企业中定位 

进行知识产权资产盘点，进行知识产权维持管理，知识产权与产品关联度分析，进行知识产风险管

理包括未决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潜在的侵权风险调查及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调查，分析企业持续盈利能力

包括专利持续产出能力分析、核心专利稳定性分析等。 

7.3.2.4.4 现有技术专利定位 

分析产业或企业现有专利布局及商标版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现有布局、知识产权的当前法律状态及现

有知识产权的实施状态。 

7.3.2.4.5 专利布局动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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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专利动态布局以确定该种新材料在整个产业中的动态定位，动态布局分析可包括：专利公报监

控及公报专利解读，通过公报监控特定产业专利、特定产品专利、特定技术及特定专利人等，通过公报

解读来了解专利的内容及专利所保护的内容。 

7.3.2.5 输出 

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定位分析报告，可包括该种新材料关于定位的各种信息，该区域的该种新材

料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以及企业、技术、人才、专利、价值、利润等方面的优势和风险。 

7.3.2.6 质量控制 

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定位分析质量控制宜确保： 

—— 分析过程采用多维度方法，避免以简单的数量排名进行判断； 

—— 分析结论得到该区域的产业主管部门或产业专家的原则认可。 

7.3.3 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路径导航分析 

7.3.3.1 概述 

用于为该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具体路径指引。 

7.3.3.2 输入 

7.1、7.2、7.3.1.4、7.3.2.4输出的内容。 

7.3.3.3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气泡图如图5。 

 

图5 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路径导航分析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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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1 优化目标分析  

基于该种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和该区域的该种新材料产业发展定位，提出该区域该种新材料产业结

构优化的目标； 

7.3.3.3.2 技术引进分析  

技术引进分析可包括： 

—— 待引进技术的价值评估，分析技术价值可包括：技术竞合度、专利宽度、技术生命周期、可

规避性、技术替代性分析及专利依赖性等，分析法律价值可包括：专利稳定性、专利家族及

法律生命周期，分析市场价值可包括：市场涵盖度及许可收益； 

—— 引进技术风险评估，调查知识产权真实性、调查知识产权诉讼纠纷、评估协议风险及潜在技

术侵权风险等； 

—— 技术引进后的知识产权整合与布局，对引进技术或待引进技术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对技术进

行二次开发与专利二次布局等。 

7.3.3.3.3 技术出口分析 

技术出口分析可包括： 

—— 出口技术政策及市场环境分析方法与 7.3.1.3中相关内容相同； 

—— 出口技术知识产权分析，进行相关技术盘点，相关技术专利布局，调查相关专利当前法律状

态，调查商标版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现有布局，调查实施许可状态； 

—— 出口技术风险评估，分析潜在技术侵权风险、政策风险、协议风险。 

7.3.3.3.4 人才引进分析 

人才引进分析，分析人才匹配程度包括企业或产业所需技术调查及相关技术人才分布，分析人才创

新能力包括：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专利法律状态、境外专利拥有量、专利产出率、专利稳定性及

专利价值度等，评估人才知识产权风险包括：协议风险、专利实施侵权风险及职务发明与专利属权风险

等。如人才为高校或科研院所所引进在其创新能力分析时还应考虑到其非专利文献的发表量、产出率、

文献影响因子及被引用量等； 

7.3.3.3.5 专利布局及运营路径分析 

专利布局及运营路径分析可包括： 

—— 政策与市场环境分析参照 7.3.1.3.1及 7.3.1.3.2； 

—— 产业调查：产业概况、产业动态、产业技术等； 

—— 全球专利分析：基础信息、技术路线、技术功效、核心专利、申请技术趋势等； 

—— 竞争对手分析：公司概况、商业模式、产品技术、知识产权活动等； 

—— 专利挖掘与布局：技术查新、发明点挖掘、产品技术布局、申请地域布局、申请策略等； 

—— 专利动态布局：专利公报监测、专利公报解读、因应布局方案等； 

—— 围绕该种新材料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结合该区域的该种新材料产业专利布局结构，提出专

利布局及专利运营的主要目标及路径。 

7.3.3.4 输出 

新材料产业发展路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 该区域的新材料产业结构优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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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高等学校、科研组织）培育及引进路径； 

—— 人才培养及引进路径； 

—— 技术创新及引进路径； 

—— 技术出口路径； 

—— 专利布局及专利运营路径。 

7.3.3.5 质量控制 

新材料产业发展路径导航分析的质量控制宜确保： 

—— 为该区域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提出合适的目标选择及针对性路径建议； 

—— 路径建议基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及产业发展实际，能够被落地实施。 

8 成果产出 

概述 8.1 

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项目的成果产出宜包括可支撑决策的分析结论，可以分析报告或数据集等形式

呈现。 

分析报告 8.2 

依据主体需求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内容可全部或部分涵盖第七章内容，报告组成宜包括： 

—— 产业或企业基本概括介绍包括发展历程、技术脉络、核心技术、产能、专利控制力等； 

—— 信息采集范围及策略； 

—— 数据处理过程与方法； 

—— 专利导航分析模型和分析过程； 

—— 制作专利导航图谱并以可视化形式展现 7.3.1、7.3.2、7.3.3的分析成果及其关联信息，可

视化图谱可包括但不限于附录 A给出的示例； 

—— 结论和建议。 

数据集 8.3 

专利导航数据集包括： 

—— 规范的数据信息； 

—— 专利导航分析中形成的其他相关数据信息。 

质量控制 8.4 

成果产出质量控制宜确保： 

—— 整体研究的系统性，包括研究目标明确、项目需求得以满足、决策建议具有可操作性等； 

—— 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包括使用的工具、方法合理，分析论证的过程可靠、逻辑严谨等； 

—— 成果呈现的规范性，包括成果的表达准确、内容完整、重点突出等。 

组织评审 8.5 

8.5.1 概述 

组织专家对新材料产业专利导航成果产出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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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项目评审 

立项评审机构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评审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8.4的质量控制内容。 

8.5.3 评审专家组成 

评审专家组由技术、经济、管理等有关方面专家组成，每组5人以上单数。 

8.5.4 专家要求 

评审专家应符合以下要求： 

——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客观公正、严谨负责地作出评审意见； 

—— 熟悉新材料行业以及专利导航相关制度要求； 

—— 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相同专业技术水平； 

—— 从事领域同被评审项目领域一致； 

—— 与项目申报单位不存在利益关系； 

—— 符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其他规定。 

9 成果运用 

工作机制 9.1 

新材料专利导航成果运用工作机制宜包括以下内容： 

——建立成果运用的相关规定和工作流程，确定责任部门、参与单位； 

——制定成果运用的组织实施方案； 

——对成果运用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和跟踪。 

运用方式 9.2 

可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途径应用专利导航的决策建议： 

—— 指导制定区域规划或产业规划在内的各类政策文件； 

—— 嵌入企业经营的全部过程管理，例如在企业战略制定实施、投资并购、上市、技术创新、产

品开发等活动中以内部文件或合同等形式予以固化； 

—— 支撑制定人才管理、研发活动等活动的实施方案； 

—— 专利导航全部或部分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如通过召开专利导航发布会、开放专利导

航数据库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信息。 

10 绩效评价 

参照GB/T 39551.1-2020第9章绩效评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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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可视化图谱示例 

示例1可用于展示二者数量对比以及其中一方占比发展趋势,参见图A.1。 

 

图A.1 示例 1组合图 

示例2可用于展示多主体的占比情况，参见图A.2。 

 

图A.2 示例 2饼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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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可用于展示主体的热力分布，参见图A.3。 

 
A市 B市 C市 D市 E市 F市 

A技术 974 822 766 296 12 50 

B技术 98 211 124 68 987 116 

C技术 1482 1881 1233 1309 134 19 

D技术 1464 1807 334 776 13 128 

E技术 1300 1708 445 456 567 77 

F技术 2314 1377 754 102 2 23 

G技术 102 95 22 1222 0 498 

 

图A.3 示例 3热力分布图 

示例4可用于展示各主体的发展趋势，参见图A.4。 

 

图A.4 示例 4折线图 

示例5可用于展示各主体专利价值，参见图A.5。 

 

图 A.5示例 5环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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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6时间轴可用于展示事物间发展脉络，参见图A.6。 

 

图 A.6示例 6 时间轴对比图 

示例7关系网图可用于展示各主体间的关系，参见图A.7。 

 

图 A.7示例 7关系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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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8可用于展示新材料的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参见图A.8。 

 

图 A.8示例 8技术链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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