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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专利数据库介绍

一、简述

专利数据是全球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记录，涵盖了技术方案、申

请信息、法律状态、运营信息及技术分类等结构化内容，其来源于各

国专利制度对发明创造的公开保护需求。它不仅是技术情报的重要来

源，也是评估创新能力、识别市场机会和规避侵权风险的关键工具，

在数字经济时代，更是成为推动创新战略布局、驱动产业变革与升级

的核心要素。然而，面对海量且复杂的专利数据，如何高效地提取关

键信息、识别技术空白点、规避潜在侵权风险以及精准定位竞争对手

的技术布局，仍然是企业、科研机构和投资者面临的共同挑战。

鉴于此，艾思专利数据库整合了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多个

权威数据源的海量专利信息，并运用先进的数据比对算法和专业人工

审核进行交叉验证与深度分析，保障了数据的准确性与全面性。通过

对专利技术领域分布、同族专利关联、专利运营管理等内容的深度剖

析和挖掘，有助于洞察行业技术发展脉络和创新趋势，为科研人员、

企业研发团队以及投资机构提供极具价值的研发方向指引、技术竞争

态势分析和投资决策依据。

二、主要应用场景

（一）商业投资与决策

艾思专利数据库可帮助投资者和企业分析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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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趋势，判断技术发展方向，评估新兴技术的潜力，以决定是否

进入该领域或投资相关项目；还能用于研究竞争对手的专利布局，了

解其技术优势和研发重点，从而制定差异化的商业策略；同时可通过

分析专利的法律状态和有效性，评估投资风险，避免侵权纠纷，助力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出明智的投资与发展决策。

（二）技术创新与研发

科研人员可借助艾思专利数据库，快速了解特定技术领域的现有

技术水平、研究热点和空白点，获取前沿技术信息和创新思路，避免

重复研究，为自身研发工作找到新的突破口；企业则可利用专利数据

库监测竞争对手的技术研发动态，分析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以此制定

合理的研发战略，确定研发方向和重点，同时在研发过程中，借助艾

思专利数据库进行实时的新颖性和侵权检索，确保研发成果的创新性

和合法性，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三）专利运营与管理

艾思专利数据库在专利运营中主要用于支持专利资产的商业化

与价值最大化。通过提供全面的专利检索与分析功能，它能够帮助识

别高价值专利、评估技术市场潜力，并为专利许可、转让和质押融资

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专利数据库还可用于监控行业技术动态、发现

潜在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优化专利布局策略，从而提升专利组合的

市场竞争力和变现能力，推动专利资产的高效运营。

（四）法律合规与风控

企业能够借助艾思专利数据库进行专利法律状态的实时查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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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自身及合作方专利的有效性、稳定性与权利范围，确保经营活动在

合法的专利框架内开展；可依据数据库中的海量专利信息进行侵权分

析，对比自身技术与他人专利，判断是否存在侵权嫌疑，提前做好风

险预警与防范；同时借助数据库评估不同业务场景下的专利法律风险

等级，制定针对性的风控策略，保障企业稳健运营。

（五）政策制定与规划

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可借助艾思专利数据库，全面了解各技术领

域的专利分布、研发活跃度以及创新趋势，从而精准识别新兴技术和

重点发展领域，如当前热门的人工智能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医药、能源

等，为制定科技产业扶持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同时，通过分析专利数

据在不同地区、不同主体间的差异，能够制定出合理的区域创新政策，

例如为科技资源薄弱地区引入创新资源，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优

化创新资源配置。

三、数据内容

艾思专利数据库由基础数据表、运营管理数据表、拓展信息数据

表和 AI大模型数据表四大核心部分构成，涵盖了专利基本信息、所

属企业、法律状态、优先权、同族信息、引用文献、专利运营、专利

标准、专利成果、专利奖项、附加信息和 GPT深度解析等多维度数

据，各数据表之间可以通过专利 ID或唯一键实现关联，确保数据的

整合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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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数据表

1、数据内容

艾思专利基础数据表包含基本信息、所属企业、法律状态、全文

PDF、图片等 5张数据表，具体字段及数据总量见表 1。

表 1 专利基础数据表

序号 英文表名 中文表名 字段 数据总量

1 bn_dataplus_patent
知识产权局

-专利-基本

信息

唯一键、公告号、公开日期、申

请号、申请日期、专利标题、申

请/专利权人、发明/设计人、类型、

主分类号、分类号、专利代理机

构、代理人、国家或地区、申请

人地址、申请人邮编、学科分类

5800万+

2
bn_dataplus_patent

_ent

知识产权局

-专利-所属

企业

唯一键、专利 ID、企业 UID、主

体名称、角色、是否历史所有人、

公开日期、主分类号

7100万+

3
bn_dataplus_patent

_flls

知识产权局

-专利-法律

状态

唯一键、专利 ID、法律状态公告

日、法律状态类型编码、法律状

态类型、法律状态详情

1.3亿+

4
bn_dataplus_patent

_pdf

知识产权局

-专利-全文

PDF

专利 ID、全文 PDF路径、PDF第

三方 URL、0审查 1授权
6100万+

5
bn_dataplus_patent

_img
知识产权局

-专利-图片

专利 ID、图片地址、图片类型、

图片类型名称、图片官方链接
2.5亿+

2、数据样例

艾思专利基础数据表部分数据样例表展示如下：

（1）专利-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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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所属企业

（3）专利-法律状态

（二）运营管理数据表

1、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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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专利运营管理数据表包含转让、质押、许可、优先权、同族

信息、引用文献等 10张数据表，具体字段及数据总量见表 2。

表 2 专利运营管理数据表

序号 英文表名 中文表名 字段 数据总量

1
bn_dataplus_patent

_transfer
知识产权局

-专利-转让

唯一键、专利 ID、公告日、主分

类号、登记生效日、变更事项、

变更前企业 UID、变更前主体名

称、变更前主体地址、变更前主

体邮编、变更后企业 UID、变更

后主体名称、变更后主体地址、

变更后主体邮编

1100万+

2
bn_dataplus_patent

_impawn
知识产权局

-专利-质押

唯一键、专利 ID、公告日、主分

类号、质押合同类型、登记号、

登记生效日、出质人、出质人 ID、
质权人、质权人 ID、专利标题、

专利申请日、专利授权公告日、

质押解除日、专利质押业务 ID

110万+

3
bn_dataplus_patent
_impawn_modify

知识产权局

-专利-质押-
变更

唯一键、专利 ID、公告日、主分

类号、登记号、变更日、变更事

项、变更前主体名称、变更后主

体名称

8400+

4
bn_dataplus_patent

_permit
知识产权局

-专利-许可

唯一键、专利 ID、申请日、许可

种类、合同备案号、让与人、受

让人、专利名称、主分类号、备

案日期、申请公布日、授权公告

日

46万+

5
bn_dataplus_patent
_permit_modify

知识产权局

-专利-许可-
变更

专利 ID、合同备案号、变更事项、

变更日期、变更前主体 UID、变

更前主体名称、变更后主体 UID、
变更后主体名称、主分类号、去

重键

7800+

6
bn_dataplus_patent
_permit_cancel

知识产权局

-专利-许可-
注销

专利 ID、合同备案号、解除日期、

让与人UID、让与人、受让人UID、
受让人、主分类号、去重键

3.5万+

7
bn_dataplus_patent

_permit_ent
知识产权局

-专利-许可-
专利许可唯一键、专利 ID、主体

UID、主体名称、1让与人 2受让
9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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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体 人

8
bn_dataplus_patent

_priority

知识产权局

-专利-优先

权

唯一键、专利 ID、公告日、专利

号、国家（CN为本地优先权）
630万+

9
bn_dataplus_patent

_phrator

知识产权局

-专利-同族

信息

专利 ID、同族专利 ID 330万+

10
bn_dataplus_patent

_relation

知识产权局

-专利-引用

文献

唯一键、专利 ID、引用专利 ID、
引用专利公告日期

3000万+

2、数据样例

艾思专利运营管理数据表部分数据样例表展示如下：

（1）专利-转让

（2）专利-质押（未展示全部字段）

（3）专利-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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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利-优先权

（三）拓展信息数据表

1、数据内容

艾思专利拓展信息数据表包含专利附加信息、中国专利奖、专利

标准、关联专利、专利成果等 6张数据表，具体字段及数据总量见表

3。

表 3 专利拓展信息数据表

序号 英文表名 中文表名 字段 数据总量

1 bn_dataplus_patent 知识产权局 专利 ID、摘要、主权项、权利要 5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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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lus -专利-附加

信息

求、说明书、优先权、本地优先

权、解密公告日、发明更正公布

日、发明更正公告号、授权更正

公布日、授权更正公告号、PCT
公布日期、PCT 申请号、PCT 申

请日期、PCT 公布号、PCT 公告

日期、PCT 申请国家、（外观）

国际注册号、对比文件、范畴分

类、分案申请、生物保藏

2
bn_dataplus_patent

_award

知识产权局

-专利-中国

专利奖

唯一键、届数、奖项名称、发布

时间、专利名称、专利号、标准

申请号、专利权人、发明人、专

利简介、推荐单位

1.6万+

3
nsfc_project_achie
vement_patent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科研基

金项目-成
果关联专利

唯一键、专利 ID、申请号 53万+

4
agsig_bisozhun_co

untry_patent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
涉及专利

国家标准 ID、专利标准申请号、

标准号、标准名称、专利号和申

请号、计划号、标准性质、技术

归口单位、标准号公示日期、标

准号截止日期、涉及章节、专利

实施许可声明方式、专利实施许

可日期

90+

5
hg_pbe_protect_pa

tent

海关-知识

产权保护备

案-关联专

利

专利 mid、备案号、对应专利申请

号、企业 uid、权利人名称、权利

名称、权利人国别、权利号、权

利类别

3500+

6
mep_de_water_pat

ent

环保部-水
专项“十一

五”授权发

明专利成果

企业 uid、授权公告号、发明名称、

年份、专利权人、发明人、阶段、

类别

720+

2、数据样例

艾思专利拓展信息数据表部分数据样例表展示如下：

（1）专利-附加信息（未展示全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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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中国专利奖

（3）国家标准-涉及专利

（4）知识产权保护备案-关联专利



艾思专利数据库

11

（5）水专项“十一五”授权发明专利成果

（四）AI 大模型数据表

1、数据内容

艾思专利 AI大模型数据表依托多源融合技术（豆包数据接口、

百度智能分析及专业人工校验），精准构建大模型技术全景图谱。每

一条专利，都会利用 AI大模型解析出专利申请号、技术摘要、技术/

功效关键词、技术优势、产品优势等核心字段，并深度萃取核心方案、

发明点、用途效果、性能指标及产业化前景等关键信息，具体字段及

数据总量见表 4。通过结构化解析与语义关联，用户可快速定位技术

趋势、对标竞品创新方向，量化技术商业化潜力。数据表支持多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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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分析，为 AI大模型研发、专利布局优化及技术投资决策提供全链

条数据支撑，助力企业抢占智能技术赛道制高点。

表 4 AI大模型数据表

英文表名 bn_dataplus_patent _gpt

中文表名 知识产权局-专利-GPT深度解析

字段内容

专利申请号、大模型摘要、大模型技术关键词、大模型功
效关键词、大模型技术优势、大模型产品优势、大模型核
心方案、大模型发明点、大模型用途和效果、大模型性能
指标、大模型产业化前景

数据总量 5800万+

2、AI大模型解析过程

四、数据分析

（一）市场维度

1、专利申请数量

根据艾思产研数据平台统计结果显示，从 1985年开始，专利申

请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直到 2020年达到峰值，拥有 570万+

专利申请数量，反映了企业、科研机构以及个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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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断增强，同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也不断加大，从而推动了专利申

请数量的上升。2020年至 2024年期间，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下降，可

能是因为专利审查标准的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而导致。

图 1 1985-2024年专利申请量

2、专利优先权

根据图 2可以发现，在各技术领域（IPC分类体系将技术领域分

为 A - H八个部）本土优先权专利数量均低于国际优先权专利数量。

其中 H（电学）的本土优先权占比最低，其拥有国际优先权的专利数

量达到 150万+，反映电学技术领域全球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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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技术领域的国际与本地优先权专利数量及其占比

3、中国专利奖

由图 3 可以看出，中国专利奖数量整体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2023年获得专利奖项达到 3672次，反映出中国的知识产权能力和创

新驱动能力在不断地上升。

图 3 2014-2023年中国专利奖数量

（二）技术维度

1、专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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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类型包含发明授权专利、发明公告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其中实用新型专利占比最高，拥有 2200万+专利数量，

占比 38%，而发明公告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发明授权专利各自占比

33%、16%、13%。

图 4 各专利类型数量占比

2、IPC分类

由图 5可以发现，B（作业；运输）、G（物理）和 H（电学）

三大技术领域不管是专利数量还是同族专利数量均位列前三。其中 B

（作业；运输）拥有最多的专利数量，达到 1200万+，该领域创新活

跃度十分高；H（电学）拥有最多的同族专利数量，达到 84万+，该

领域国际竞争力较强。B（作业；运输）、G（物理）和 H（电学）

均为热门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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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与同族专利数量

3、学科分类

从 2020年至 2024年的专利公开数量占比排名来看，轻工业手工

业（12%）、电力工业（10%）及机械工业（7%）位列前三，是技术

创新的主要学科领域。其中轻工业手工业可能涉及纺织、食品加工等

传统行业，电力工业可能包括新能源技术、电力设备等，而机械工业

则可能涉及智能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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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五年各学科的专利公开数量占比

（三）法律维度

1、法律状态

根据艾思产研数据平台统计结果显示，专利包含公布、实质审查

的生效、授权、驳回、撤回、放弃、终止、变更等多种法律状态，各

种法律状态下的专利数量如图 7所示，其中授权的专利数量最多，达

到 4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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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法律状态下的专利数量

2、专利运营总量

根据专利运营次数和专利公开数量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专利运

营次数随着专利公开数量的增长，也发生了急剧增长。到 2024年，

专利公开数量和专利运营次数分别高达 560万+、180万+，专利公开

增长率和专利运营增长率分别达到 3.5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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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专利运营次数与专利公开数量

3、专利运营类型

由图 8可以发现，2010年至 2024年，专利质押次数和专利转让

次数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在 2024 年，分别达到了 23万+、160

万+，在专利运营中各自占比 12.58%、87.35%。而专利许可在专利运

营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截止到 2024年底，专利许可仅占专利

运营总数的 0.07%。

图 9 专利许可次数、专利质押次数与专利转让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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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优势

（一）信息维度全面

艾思专利数据库的数据池涵盖了专利核心信息数据（如基本信息、

所属企业、法律状态等）、专利运营管理数据（如专利许可、专利质

押、专利转让、优先权、同族信息、引用文献等）、专利拓展信息数

据（如附加信息、中国专利奖、专利标准、关联专利、专利成果等）

以及 AI大模型数据表（GPT深度解析）等多方面内容，这些丰富多

元的数据维度不仅为专利研究人员提供了全面剖析专利技术演进的

线索，还助力每一位使用者基于详实的数据，做出更具前瞻性和准确

性的决策。

（二）专利数量庞大

艾思专利数据库收录了自 1985年以来所有在中国公开的专利文

献信息，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 5800万+条基础专利数据和 330万+条

同族专利数据，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各

个热门领域，都具有大量的专利数据储备，助力用户精准获取专利情

报数据。

（三）数据更新及时

艾思专利数据库不仅包含了过去数十年各个领域的海量专利信

息，还凭借先进的技术架构与高效的数据处理系统，以每日数万条的

速度实时更新，紧密追踪全国最新的专利动态。这些前沿数据一经收

录便迅速整合入库，让用户能第一时间获取到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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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艾思专利数据库凭借其全面、多维度的数据体系，为企业及科研

机构构建了从基础检索到深度分析的完整专利服务生态。本数据库不

仅涵盖专利基本信息、所属企业、法律状态、专利运营、同族信息、

引用文献等核心维度，更创新性地整合了 GPT深度解析、专利标准、

专利成果、中国专利奖等特色模块，助力用户穿透技术本质、洞察市

场先机。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艾思亿德还拥有全球专利数据库和专利

价值评估数据库。其中，全球专利数据库覆盖 170+国家/地区/组织，

集成了专利检索、浏览、下载、建库、分析等模块，为企业全球化布

局提供全天候数据支撑；而专利价值评估数据库则通过独创的量化模

型，从法律、经济、技术等维度构建专利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快速准

确地实现专利价值的智能化评估，从而为专利培育、融资质押等场景

提供精准决策依据。两大特色数据库与基础功能的协同运作，形成了

贯穿专利全生命周期的智慧服务闭环，真正实现从数据沉淀到价值创

造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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