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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利许可是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基于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利许可数

据，采用文献计量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专利许可主体的状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从总体状况看，我国生物

医药专利许可的主要让与人不仅是学研机构，企业和个人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受让人是企业。从专利许可网

络不同时间段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一直都很松散，不存在明显的集中性，许可主体频

繁更换，专利许可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从网络中许可主体的类型看，个人在技术转移中作为技术供应方发挥的

作用在逐渐减少，而企业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国内企业已经从早期的主要技术需求方逐渐转变成重要的技术供

应和应用的主体，但在当前阶段，学研机构在技术转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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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其中，生物

医药是生物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点发展方向。

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投入和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属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1]。

专利是生物医药技术的重要产出形式，也是生物医药

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方式。目前已有一些基于专利数

据对生物医药领域的相关研究，一般是对某些区域范

围内的生物医药专利整体状况研究[1-2]，也有个别对核

心技术的研究[3]或引文分析研究[4]等。这些研究充分说

明了专利对于生物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但已

有研究大多基于专利文献内容来分析，没有考虑专利申

请后所发生的各种动态信息，尤其是专利法律状态，而

这些法律事件对于专利技术的实施至关重要。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专利技术的发明者未必是

真正实施者，专利技术转移是技术产业化的重要途径。

专利许可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形式之一，属于专利申请后

所发生的一种法律状态事件。关于专利许可分析方面

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对我国高校专

利实施许可状况的分析[5-6]，少数从时间或区域角度对

专利许可数据进行分析[7]，或者从企业的角度对专利

许可状况的分析[8]等。这些研究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研

究结论，如王元地等[6]对高校专利许可的研究发现不同

产业的专利许可差异较大，生物产业的专利许可数量

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专利许可数量位居战略性新

兴产业第一位；谢芳等[8]的研究发现，专利许可经历会

对受让企业的专利质量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可见，专

利许可对于促进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知识流动，以

及提高企业产业地位与自主研发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专利许可行为在不同的行业、国家、时期表现都

有所不同[9]，现有研究对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许可状

况的分析非常少[10]。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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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获取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获取

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收录了专利实施许可合

同备案数据，将专利许可信息作为法律状态事件进行

公布，但在SIPO的网站只能查询单个专利许可信息或

者某个时间段内的许可数据，无法对特定技术领域的

专利许可数据进行批量查询和下载。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ISTIC）购买并加工了相关数据，形成自建的

《中国专利许可数据库》，包含可以进行检索及分析的

相关数据字段。本文在ISTIC自建的专利许可数据库中

检索并导出生物医药技术的专利许可相关数据。

生物医药技术的专利检索式参考2008年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生物技术IPC分类对

照表，从中挑选涉及生物医药的IPC分类号码 [11]。以

OECD的生物医药专利IPC号码为主，补充来自其他论

文及书籍中的IPC分类号码，确定生物医药技术的相关

检索规则。在数据库中检索2008—2017年的生物医药

专利许可数据，进行人工筛选后得到1 608条生效的专

利许可数据。

2.2  研究方法

2.2.1  专利许可主体类型划分

专利许可涉及技术许可方和被许可方，二者通过技

术交易关系实现技术知识的转移，并建立有向联系[10]。

其中，技术许可方为让与人，被许可方为受让人，让与

人和受让人一起构成专利许可的主体。专利许可让与人

是发生技术许可关系时的专利所有者，有可能是专利申

请人，也有可能是当前专利权人，这与专利是否发生过

权属转移（即专利转让）相关。专利许可实现了专利技

术从供给方到需求方的转移。当技术转移双方被赋予

类别标签后，可对许可主体的类别进行分析，从而发现

技术转移的隐含特征。

本文将许可主体按照资产属性及营业性质划分为

学研机构、企业、个人、医疗机构四类。学研机构包括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来源，也

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

专利产出往往更具有产业应用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企

业内部的研究所应该划分为企业，而不是科研机构。

在本文中，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许可主体中包

含的国外企业数量不少，为更深入地了解技术转移在

国内外企业之间的流动，本文将企业细分为国内企业

（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和国外企业。个人产出的专

利数量在不同技术领域之间的区别比较大，但个人申

请的专利通常也和企业专利一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来研发，而且具有较高专利产出的个人通常与机构存

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医疗机构包含医院及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等，它是生物医药产业的一个独特的主体，既有

公益性又有盈利性，既是技术产出的创造者，也是技术

转移的接收者。

2.2.2  基于许可主体的专利许可网络构建

专利许可意味着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

暂时的分离，专利技术的实施权从让与人转移到受让

人，两者之间构成技术转移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带有明

显的方向性[7]。专利许可所包含的多个让与人和受让人

之间错综复杂的技术转移关系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技

术转移关系网络。当对特定技术领域进行分析时，以该

技术领域内专利许可的让与人和受让人作为节点，以二

者间的专利许可关系为节点间的连接，可以得到基于专

利许可的技术转移网络[10]。

专利许可行为可发生多次，一次专利许可也可能涉

及多个主体，因此让与人与受让人可有多个。假设专利

许可情况如表1所示，有3件专利（P1，P2，P3），签署过

4份专利许可合同（C1，C2，C3，C4），涉及3个让与人

（A1，A2，A3）和4个受让人（B1，B2，B3，B4），让与

人和受让人之间构成3×4的矩阵A34（见表2），表1中
数字代表相应的专利让与人和受让人间许可的专利频

次。基于该矩阵构建的专利许可网络，如图1所示。

表1  专利许可情况示意

P1

P1

P2

P2

P3

专利号

C1

C2

C2

C3

C4

合同号

A1

A1

A2

A2

A1，A3

让与人

B1

B2，B3

B4

B1，B4

B3

受让人



2018年第8期（总第171期） 39

在图1中，专利许可让与人A1向3个受让人（B1，
B2，B3）进行专利许可，表明A1的技术转化到B1、B2、
B3进行实施，知识在不同的主体间进行流动。当然，实

际的专利许可网络比该示例更加复杂，同一个专利主

体可能既是专利让与人，同时也是专利受让人。当许可

主体被标记了类型的标签后，这种技术转移网络便承

载了类型特色。

基于以上研究思想，对我国生物医药许可专利的

许可主体进行数据处理，对于一件专利许可，存在多个

让与人或受让人的专利进行拆分，构建让与人和受让人

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方便对其进行数据类型标引，构

建专利许可网络。

3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主体类型概
况分析

对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的让与人及受让人分别按照

主体类型进行分析。对于专利许可让与人，数据拆分后

统计得到专利让与人共有847个，专利许可频次为1 789
次。从图2可见，参与许可的学研机构的数量（219个）

不如企业的数量（309个）多，但是其专利许可的频次

超过企业，学研机构的专利许可频次为711次，企业为

576次，说明学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主体比较集中。另外，

个人参与专利许可的让与人数量和专利许可频次都比

较高，说明在生物医药领域，除学研机构和企业外，个

人也是技术转移的主力军之一。医疗机构作参与专利

许可的让与人数量和许可频次都比较低，技术转移的

图1  专利许可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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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让与人类别与许可频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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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受让人类别与许可频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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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很弱，可以忽略不计。

对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受让人进行分析，从图3可
见，该领域的专利受让人共有1 037个，专利许可频次为

1 788次。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利许可受让人主要是

企业，其他类型的受让人非常少，由此可见我国生物医

药技术转移的主要需求方是企业。

表2  基于专利许可主体的许可网络矩阵的构建

A1

A2

A3

B1

1

1

0

B2

1

0

0

B3

2

0

1

B4

0

2

0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主体状况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及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雷孝平  望俊成  张海超

4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主体状
况分析

为更深入地了解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主体行为

随时间而发生的演变特征，将专利许可行为划分时间

段，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不同时间段的生物

医药专利许可网络进行深入分析。

4.1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时间段划分

技术领域内的专利许可行为是不断在发展变化

的，为了解这种发展变化的大体趋势，本文以专利在国

家知识产权局进行许可备案登记的日期为依据，对我

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频次逐年进行统计分析，如图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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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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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核心节点，出现个别学研机构之间许可关系增强

的现象。

示。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经历了从起步到稳定发展

及后期衰退的过程。参考该发展趋势，将全部时间范围

（2008—2017年）划分为2008—2010年、2011—2014
年、2015—2017年三个时间段。其中，2008—2010年，

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处于起步阶段；2011—2014年，专利

许可数量基本呈稳定上升趋势；2015—2017年，专利许

可数量迅速下降。

2015—2017年

图5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图（三个时间段）

2011—2014年

4.2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各阶段网络图谱

提取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的让与人和受让人，将二

者的许可关系导入UCINET进行处理，然后用Netdraw
可视化软件绘制不同时间段的专利许可网络。为揭示

许可主体类型的变化状况，不同类型的专利许可主体

采用不同的节点形状进行表示，箱形节点代表学研机构

（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三角形节点代表国内企

业，方形节点代表国外企业，菱形节点代表医疗机构，

圆形节点代表个人。节点大小代表许可主体让与和接受

的许可专利总量，节点间的连线代表许可关系，箭头代

表许可关系的方向，连线粗细及连线上的数字代表专

利许可的频次。

从图5可见，这三个时间段的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

络都比较稀疏，大多数节点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核心

节点很少。从核心节点及网络整体关系看，第一个时间

段（2008—2010年）的核心让与人是学研机构，核心受

让人是国内企业，国外企业虽然数量少，但是个别国

外企业既是让与人也是核心受让人，而且其让与及受

让的对象都是国内企业；第二个时间段（2011—2014
年）的核心让与人也是学研机构，核心受让人是国内企

业，但是国外企业发生变化，主要在国外企业之间发

生许可关系，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的许可关系变弱；第

三个时间段（2015—2017年）的核心让与人还是学研

机构，核心受让人是国内企业，该阶段国外企业已经

4.3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指标分析

由于三个时间段并非均分的时间段，本文结合网

络图相关指标来观察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状况的

变化。

（1）网络规模分析。一般而言，节点数量的多少可

以代表网络规模的大小。本文将2008—2010年、2011—
2014年、2015—2017年三个时间段的节点按照主体类

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各类型主体在各时期所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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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规模的演变状况。如表3所示，每个单元格的两个数

字分别代表当前主体类型在该时间段的节点数量，以

及其占该时间段全部节点数量的比例。由于时间段并

表3  各阶段不同主体类型网络规模分析

102（37.2%）

68（24.8%）

6（2.2%）

95（34.7%）

3（1.1%）

274（100%）

让与人 受让人

186（36.7%）

158（31.2%）

16（3.2%）

141（27.9%）

5（1.0%）

506（100%）

40（22.1%）

69（38.1%）

9（5.0%）

61（33.7%）

2（1.1%）

181（100%）

0（0%）

306（96.8%）

4（1.3%）

6（1.9%）

0（0%）

316（100%）

5（0.9%）

571（97.4%）

6（1.0%）

1（0.2%）

3（0.5%）

586（100%）

5（2.6%）

179（94.2%）

4（2.1%）

1（0.5%）

1（0.5%）

190（100%）

2008—2010年 2011—2014年 2015—2017年 2008—2010年 2011—2014年 2015—2017年

个人

国内企业

国外企业

学研机构

医疗机构

总计

表4  网络关联状况分析

网络总连接数

子图数量

两个以上节点

的子图数量

510

215

57

2008—2010年 2011—2014年 2015—2017年

953

404

107

326

148

29

非均分，比例更能直观地反映各主体类型网络规模的

演变状况。

从让与人看，随着时间的发展，个人占比逐步下降，

从2008—2010年占据最高比例37.2%到2015—2017年的

22.1%，下降了11.5个百分点，网络规模从排名第一下降

到第三。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比例则在逐步上升，国

内企业从24.8%上升到38.1%，当前网络规模位居第一；

国外企业的比例从2.2%稳步上升到5.0%，这说明随着

时间的发展，企业在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中的地位不再仅

是技术需求方，也成为重要的技术供应方，发挥创新主

体的作用。学研机构的比例经过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

在2008—2010年占比34.7%，位居第二；在2011—2014
年下降到27.9%；在2015—2017年又上升为33.7%，排在

第二名。医疗机构的占比一直极低，没有显著变化。

从受让人看，随着时间的发展，个人占比逐步上升，

2008—2010年还没有个人作为受让人，后来逐步发展，

最后占比2.6%，虽然占比仍然比较低，但呈现出一种

缓慢增长的态势。国内企业占比很高，一直都是主要的

受让人，2015—2017年所占比例略有下降，但仍高达

94.2%，成为生物医药最主要的技术需求方。国外企

业、学研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占比一直都很低，但是发展

趋势略有不同。国外企业和学研机构经历先下降后上升

的过程；医疗机构刚开始没有参与专利转让，后面两个

时间段的占比一直比较稳定。

（2）网络关联状况分析。从方法论角度而言，社会

网络分析的重要之处在于分析单位主要不是行动者，而

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12]。对于专利许可而言，让与人和

受让人间的许可关系，是网络分析的重要内容。专利许

可网络是一个有向权重的网络，本文从网络总连接数、

子图数量、两个以上节点的子图数量等指标来观察生

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的关联状况。

从表4可见，3项指标的数量都明显经历了从增加

到下降的过程，即使考虑到各时间段所包含的年份

的不同，以年度均值看，这种发展趋势也是非常明显

的。且各时间段的网络中大多是两个节点彼此联系，

包含两个以上节点子图数较少，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

（从2008—2010年的26.5%下降到2015—2017年的

19.6%）。

网络总连接数反映了网络关联的程度。为了解各主

体类型的关联强度，按照主体类型作进一步统计分析，

以揭示不同时间段的发展变化情况。由于受让人基本

是企业，因此仅对让与人类型进行网络连接数分析。

从图6可见，让与人关联度强度依次为学研机构、

国内企业、个人、国外企业和医疗机构，各种类型让与

人的专利许可关联关系虽然都经历了从增加到减少的

过程，但是所占比例的变化不同。从时间发展看，个人

的许可比例在持续下降，而国内企业在大幅增加，学

研机构也有所增加，国外企业和医疗机构的比例则一

直比较低。虽然国内企业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但目前其

所占比例仍低于学研机构，还有明显差距。结合表3可
以发现生物医药领域国内企业已经逐渐成为技术转化

和应用的主体，但在当前阶段，学研院所在科技成果

转化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主体状况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及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雷孝平  望俊成  张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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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心度的概念。点度中心度用来衡量网络中主要的

核心点，其中，相对点度中心度是点的绝对中心度（实

际度数）与图中点的最大可能的度数比，可用来对同一

类型不同规模网络中点的中心度进行比较。

在专利许可网络中，较高的点度中心度代表了该主

体是专利许可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有较多的专利许可行

为。由于许可关系是有向连线，根据线的方向可以分为

内向和外向两种，则点度中心度也可以分为点入度和点

出度。点入度高的许可主体代表网络中的核心受让人，

点出度高的许可主体代表网络中的核心让与人。核心节

点的筛选原则相对点度中心度较大，且绝对点度中心

度的值不能太小。基于网络图中计算出来的各节点的点

度中心度的值的状况，根据该原则所确定的生物医药

专利许可网络核心节点的筛选条件为：相对点入（出）

度≥0.011且绝对点出度≥5。三个阶段筛选出来的核心

让与人及受让人，如表7所示。

对于让与人而言，仅有江南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

在三个时间段都作为核心让与人出现。两者在网络中的

核心程度趋势变化不同，江南大学许可数量（绝对点度

中心度）一直都是位居第一，但是在网络中的核心程度

（相对点度中心度）经历了先降低后升高的过程；南京

农业大学在网络中的核心程度则一直在降低。从受让

人看，没有任何受让人在三个阶段重复出现。这说明我

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都在不断

发生变化。该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生物医药技术的快速

发展所导致技术研发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生物医药技术转移能力的不足。

5  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2008—2017年生物医药专利许可数

据，采用文献计量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生物

医药专利许可的主体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的主要让与人不仅是

学研机构，企业和个人也发挥重要作用，专利许可的主

要受让人几乎都是企业。从三个时间段的发展趋势来

看，个人的地位在不断降低，而企业的地位则在不断增

强。这与我国十多年来“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下所制定的相关政策

措施密切相关，增强了企业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

（2）从三个时间段的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可以

表5  网络密度分析

网络密度 0.001

2008—2010年 2011—2014年 2015—2017年

0.001 0.002

表6  相对点度中心势分析

相对点度中心势

0.026 4

0.031 7

2008—2010年 2011—2014年 2015—2017年

0.023 3

0.024 2

0.035 7

0.057 4

点入度 

点出度

（3）网络密度分析。密度计算是网络中实际存在

的关系数目与可能存在的最多关系数目之比。对于无向

二值网络而言，计算公式为               。其中，L是网络中

实际存在的所有关系（连线）之和，N是网络中所有节

点的数量，密度值的范围为[0~1]，密度值越接近1，表
明网络关系越紧密。专利许可网络是有向权重网络，在

UCINET软件中需要先将其处理成二值网络，然后再计

算其密度。经过计算，得到三个时间段的网络密度。

从表5可见，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的网络密

度一直比较小，说明网络联系不紧密，十分松散；第三

阶段的网络密度比前两个时间段略有增强。

图6  各类型让与人网络连接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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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形点度中心势分析。图形点度中心势刻画的

是一个网络所具有的中心趋势。对三个阶段的专利许可

网络计算其相对点度中心势，结果如表6所示。

许可网络图的相对点度中心势的点入度及点出度

的值都经历了从减少到增加的过程，且数值一直很小。

这说明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利许可不存在明显的网络集

中性、向心性，相反“离心势”较大些，比较分散。

4.4  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核心主体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在三个阶段

的核心让与人和核心受让人，引入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点



2018年第8期（总第171期） 43

发现，许可网络比较稀疏，大多数节点之间的联系都比

较松散，核心节点很少。结合各主体网络规模的变化、

网络关联状况、专利密度、图形点度中心势等社会网络

指标可以发现，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网络规模一直

比较小且松散，不存在明显的集中性。

（3）基于网络点度中心度的指标，本文发现我国

生物医药专利许可在不同时间段的主要专利许可让与

人及受让人。从各时间段许可让与人及受让人的变化可

以看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没有

形成稳定的小团体，新旧更替十分显著，很少有节点在

技术转移中一直保持较强的技术输出能力或技术吸纳

能力，核心节点在技术转移中的优先性并不明显。

虽然国内企业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生物医药技术转

化最重要的供需方，但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专利许可仍

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看，网络规模

小、密度低、不存在明显集中性、核心许可主体频繁更

换等都属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特征。如果专利许可进入

成熟阶段，许可交易的市场会比较稳定，专利许可网络

的规模较大，密度提高，将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核

心许可主体也会相对稳定，不会频繁更换，甚至在核心

节点中会出现专门的技术交易机构，新进入的许可主体

数量可能会减少。根据目前的专利许可网络发展状况

看，距离成熟期显然还很远。这对于我国学研结构和企

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地方政府或产业联盟可引

导建立特定产业技术转移机构，促进产学研合作，引导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品质专利向企业转化实施，推动

专利许可交易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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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ent license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patent 
license data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ine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bibliometric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patent license subject. 
Through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the main patent licensor in biomedicine field in China is not onl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but also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the main licensee is the enterprise. From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tent license network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patent licensing network of biomedicine field in China has always been loose,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centralization trend, and the patent license subjects have been replaced frequently, and the patent license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type of license subject in the network, it is obvious that the role of individuals as technology supplier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has reduced 
gradually, while the role of enterprises has enhanced constantly. Domestic enterprise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hemselves into important technology supply and 
application subjects from their early major technology demanders. However,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stil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pres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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