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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专利 

分析论文 



 

选题及检索策略：大规模天线阵列系统 

检索和分析工具 

• Thomson Innovation：按专利授予机构划分的专利集合-全部 

•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 

在TI中的检索策略： 

 标题/摘要/权利要求：((Massive or large scale) (MIMO or Multi-input 

Multi-output)) or Large Scale Antenn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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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的优先关系 

（ADJ, NEAR）-> SAME -> （AND, NOT） > OR 



 

检索结果概览 

• 共检索到486条记录（May,2016),归并同族后为276

个DWPI专利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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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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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态势分析 

2. 重点国家分析 

3. 重要厂商分析 

4. 具体技术分析 

5. 核心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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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的专利申请趋势 

1.2 发明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比例 

1.3 哪些国家/地区是全球的重要市场？ 

  （厂商集中在哪些国家/地区申请专利） 

1.4 从技术原创性对比各国家/地区 

  （各国家/地区的专利持有情况） 

1.5各国家/地区专利的全球布局 

1.6 专利主要在企业、个人、科研机构还是政府手中？ 

1.7 最近3年新增加或消失的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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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用申请号去重 

使用字段：application years; 



专利的申请vs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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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435件 

授权：41件 

授权比例是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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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类型 专利量 
Corporate 274 
Academic 155 

People 76 

专利申请主体分布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用申请号去重 

使用字段： Assignee/Applicant（Cleaned） 



主要专利权人（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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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DWPI家族归并- 

选取自Technology Report 



 

全球集中在哪些国家/地区申请专利 

 中国成为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其次是

美国和韩国，可以看到，中国市场在

Massive MIMO领域的重要性 

国家地区 专利
量 

国家地区 专利
量 

CN 154 TW 11 
WO 99 AU 2 

US 79 DE 2 
KR 44 CA 1 

EP 30 HK 1 
JP 17 IN 1 

SE 1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用申请号去重 

使用字段：applicatio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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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家/地区技术原创性比较 

 优先权国一般意味着技术原

创国，从数据分析看，美国
是目前Massive MIMO领域
领先的技术原创国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用申请号去重 

使用字段：priority  countries-earliest 

优先权国家或地区 专利件数 优先权国家或地区 专利件数 

US 168 EP 10 
CN 148 SE 2 

KR 62 DE 1 
WO 31 DK 1 

J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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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技术原创国申请专利发展趋势 

 美国、韩国的起步要比中国
在内的其他国家早，2011

年就有相关专利申请，中国
2012年开始申请，但专利
申请势头强劲。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用申请号去重 

使用字段： 

priority  countries-earliest 

Publicatio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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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家/地区专利的全球布局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字段： 

Priority countries-earliest 

Family member country 

 从各个国家专利全球布局可以看到，
中国的全局布局明显不及美国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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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3年新出现/消失的厂商 

 最近3年高申请量的

专利权人：东南大
学、北京邮电大学
、索尼、阿尔卡特
朗讯等 

 最近3年首次申请专

利的，比如索尼、
电子科技大学、重
庆邮电大学等 

 最近3年没有再申请专利

的专利权人：比如国立韩
国交通大学、爱立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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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本土的专利权人？ 

2.2 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外商？ 

2.3 本土专利权人vs外来专利权人之间技术布局的差别？ 

2.4 中国专利权人的海外布局？与其他国家比较？ 

2.5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布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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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作为技术原创国申请专利的主要专利权人 
 

无锡贝优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申请号合并后使用字段： 

Priority countries -earliest中提取CN成立subdataset->Assignees/Applicant（best available）字段中滤掉3件个人申请的专利 

专利权人 专利件数 专利权人 
专利件
数 

UNIV SOUTHEAST 30 UNIV BEIJING TECHNOLOGY 2 

UNIV BEIJING POSTS & TELECOM 12 UNIV BEIJING UNION 2 

UNIV NANJING POSTS & TELECOM 8 UNIV HOHAI 2 
UNIV ELECTRONIC SCI & TECHNOLOGY 7 UNIV TONGJI 2 

UNIV QINGHUA 7 UNIV ZHENGZHOU 2 

ALCATEL LUCENT 6 CHINA TELECOM CORP LTD 1 
SHANGHAI LANGB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6 HARBIN INST TECHNOLOGY 1 

UNIV XIAN JIAOTONG 6 
HONG KONG APPLIED SCI & 
TECHNOLOGY RES 1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5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1 

UNIV CHONGQING POSTS & TELECOM 5 
INST SEMICONDUCTORS CHINESE 
ACAD SCI 1 

UNIV SHANDONG 5 UNIV CHINA SCI & TECHNOLOGY 1 

ZTE CORP 5 
UNIV CHINESE PLA INFORMATION 
ENG 1 

UNIV HUAZHONG SCI & TECHNOLOGY 4 UNIV CHONGQING 1 

CHINA ACAD TELECOM TECHNOLOGY MII 3 UNIV HARBIN ENG 1 
SONY CORP 3 UNIV HENAN POLYTECHNIC 1 

TELECOM TECHNOLOGY ACAD 3 
UNIV NANJING INFORMATION SCI & 
TECHNOLOG 1 

UNIV BEIHANG 3 UNIV NANJING SCI & TECHNOLOGY 1 

UNIV HANGZHOU DIANZI 3 UNIV PLA SCI & TECHNOLOGY 1 
UNIV XIDIAN 3 UNIV XIAMEN 1 

BEIJING INST TECHNOLOGY 2 UNIV ZHEJIANG 1 

NEC CO LTD 2 
WUXI BEIYOU PERCEPTIVE 
TECHNOLOGY 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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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外商在中国布局了相关专利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归并申请号后，使用字段： 

Application countries中提取CN成立subdataset-> Assignees/Applicant（best available）中提取的外商数据 

专利权人/申请人 专利件数 
ALCATEL LUCENT 5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5 

LG ELECTRONICS INC 4 
SONY CORP 3 

NEC CO LTD 2 
BROADCOM CORP 1 

FUJITSU LTD 1 

NOKIA SIEMENS NETWORKS OY 1 

NOKIA SOLUTIONS & NETWORKS OY 1 
NTT DOCOMO IN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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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massive MIMO在全球的

发展刚刚起步，所以，目前外
商在中国就相关技术的布局并
没有明显突出的优势 



 

以中国作为优先权国的专利权人的海外布局 
（中国本土专利权人的海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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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美国各主要厂商的全球布局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以美国作为优先权国的专利权人的海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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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 

1.Priority countries-earliest选取US成立子集 

2.用Assignees/Applicant（Cleaned-No Individuals）与family member countries生成共现矩阵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布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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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C03A5: Broadcasting, radio and line transmission 
systems（广播，无线电和线路传输系统） -> 
Transmission systems (general) -> Radio systems（无线
电系统） -> Diversity systems（分集技术） -> Hybrid 
diversity schemes（混合分集方案） 

W01-A06C4: 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电话和数据传输系统） -> Digit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数字信息传输） -> Exchanges; 
connections between exchanges (including LAN)（交换；
交换间连接（包括局域网）） -> Characterised by 
medium -> Radio link（无线电线路） 

美国、中国、韩国等比较集中布局在比如 

中国技术布局比较薄弱的比如 

W02-C03G1: Broadcasting, radio and line transmission 
systems（广播，无线电和线路传输系统） -> 
Transmission systems (general) -> Radio systems （无线
电系统）->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gnitive radio 
systems（资源分配和认知无线电系统） -> Resource 
allocation（资源分配） 

W01-B05A1A: 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电话和数据传输系统） -> Selecting -> Connecting via 
radio or inductive links -> Radio -> For mobile radio 
telephone system(用于移动无线电话系统) -> Cellular（
蜂窝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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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球有哪些重要专利权人？ 

3.2  这些重要专利权人的活跃度？ 

3.3 他们在全球其他国家/地区的布局？ 

3.4 重要专利权人的相似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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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利权人（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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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DWPI家族归并- 

选取自Technology Report 



 

25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用申请号去重，使用字段： 

application  year与Assignee/Applicant（Cleaned） 

全球主要厂商的活跃度 

申请量较大的有阿尔卡特朗讯、
三星、 LG、索尼、华为等。申
请年代集中在2013年-2015年。
中国本土的企业有华为、 上海朗

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中兴、中
国电信、无锡贝优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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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厂商的技术领域分布 

 对于公司来讲，申请的专利技术布局

越多往往代表其业务越广泛。可以看
到，一些外商比如阿尔卡特朗讯、三
星、 LG、索尼、NTT的技术布局相比
较中国企业更加广泛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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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的活跃度 

 massive MIMO到目前为止，来自
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专利权人约40

家，申请主要集中在2013-2015年

。申请量最大的是东南大学，共计
30件专利，其次是韩国电子通讯

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韩国国立
交通大学，都申请了12件专利。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用申请号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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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之间的合作 
（Aduna图） 

目前，Massive MIMO领
域专利权人合作并不普
遍。 已有的合作比如： 
 

三星与国内的国立韩
国交通大学、延世大学
、 韩国科学技术院 ，与
美国普渡大学技术商业
化基金会、我国的清华
大学存在合作； 

东南大学、北航都分
别与NEC存在过合作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用申请号去重 

选取字段： Assignee/Applicant (Cleaned - No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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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Massive MIMO领域专利权人合作并不普遍。 已有的合作比如： 
 

东南大学、北航都分别与NEC存在过合作 

三星与国内的韩国国立交通大学、延世大学、韩国电子通讯研究院、 韩国科学技
术院 ，与美国普渡大学技术商业化基金会、我国的清华大学存在合作；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用申请号去重 

选取字段： Assignee/Applicant (Cleaned - No Individuals)  

专利权人之间的合作（Matrix Viewer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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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量≥5件的专利权人之间的合作情况，可以看到三星与韩国国立
交通大学、延世大学、 韩国科学技术院、清华大学的合作较多。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用申请号去重，选取字段： Assignee/Applicant (Cleaned - 

No Individuals) 中记录数≥5的专利权人之间的合作情况。 

专利权人之间的合作（Matrix Viewer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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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相似度比较（互相关矩阵） 

通过对申请专利的技术领域分布情况（Manual code），
可以了解各专利权人的相似度情况。比如在Massive 

MIMO领域，和三星技术比较相似的专利权人有韩国电子
通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韩国国立交通大学、东南
大学、LG、NEC、NTT、索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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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相似度比较（Matrix Viewer图） 
 

可以看到，在几个专利申请量较大的机构之间（
申请量≥10件），三星与韩国电子通讯研究院、国
立韩国交通大学、东南大学、LG、NTT、SONY

的相似度较大。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用申请号去重 

选取字段：利用 Assignee/Applicant (Cleaned - No 

Individuals) 生成的互相关矩阵，用matrix viewer可视化呈
现时，每个节点设置的记录数≥10；并紧密度≥0.7的部分。 

这时，呈现的是专利申请≥10件的专利权人之间的相似度
（连线只显示相似度≥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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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全球的技术布局 

4.2 技术发展随时间的推移 

4.3 专利量较大的国家/地区间的技术布局对比 

4.4 深入分析领域中某一个技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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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技术布局- 基于DWPI标题和DWPI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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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前热点 2014年后的热点 

持续热点 

技术发展随时间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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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国技术侧重比较：中国vs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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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重点区域 

DWPI Abstract+DWPITitle 

将地图数据切割，提取相关数据 

重新导入Thomson Innovation，在上述数据基础
上，利用地图进行二次分析（本分析适用DWPI 

Novelty字段作为分析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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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随时间的推移 

W02-C03G1: Broadcasting, radio and line transmission systems（广播，
无线电和线路传输系统） -> Transmission systems (general) -> Radio 
systems （无线电系统）->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gnitive radio 
systems（资源分配和认知无线电系统） -> Resource allocation（资
源分配） 

W01-B05A1A: 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电话和数
据传输系统） -> Selecting -> Connecting via radio or inductive links -> 
Radio -> For mobile radio telephone system(用于移动无线电话系统) -
> Cellular（蜂窝移动通信） 

W02-C03A5: Broadcasting, radio and line transmission systems（广播，
无线电和线路传输系统） -> Transmission systems (general) -> Radio 
systems（无线电系统） -> Diversity systems（分集技术） -> Hybrid 
diversity schemes（混合分集方案） 

W01-A06C4: Telephone 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电话和数据
传输系统） -> Digit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数字信息传输） -> 
Exchanges; connections between exchanges (including LAN)（交换；
交换间连接（包括局域网）） -> Characterised by medium -> Radio 
link（无线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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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技术布局-基于标题中的关键词 

标题中的关键词 专利
件数 

标题中的
关键词 

专利
件数 

标题中的关键词 专利
件数 

标题中的关键词 专利
件数 

method 227 
signal/refer
ence signal 

67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26 massive antenna array/MIMO 17 

base station/station 99 
information
/data 

31 channel 21 mobile station 17 

user terminal/user 
equipment/terminal 

89 antennas 28 
feedback 
information 

18 apparatus 15 

channel estimation 15 

use 15 

数据源：未DWPI家族归并-用申请号去重 

选取字段： Title (Best Available) (NLP) (Phrases) 

(Cleaned)中取记录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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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衡量核心专利的指标体系 

5.2 如何查找家族信息？ 

5.3 专利的被引用情况？ 

5.4 如何查找法律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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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专利打分（Patent Scoring） 

客观指标: 

• Forward Citation Count 

• Backward Citation Count 

• Years to Expiry 

• Age-Weighted Citation 

• Quad Family Protection 

半客观指标: 

• Registered as Standards-

Essential? 

• Acquired? 

• Advanced Citation Analysis 

• Subject of Current or Past 

Litigation 

• Key Term Density 

主观指标: 

• Claim Scope/Breadth 

• Detectability 

• Known Prior Art 

• Maturity of Technology 

• Commercial Use 

• Incorporated into Standard 

客观 主观 

Index-Weighting Dashboard 

Absolute & Relative Patent Scores delivered into TI 



 

技术分析 – 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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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因素： 

• 发明性专利 

• 专利被引次数（次数，自引，被引） 

• 同族专利（数量，PCT，发达国家申请） 

• 专利分类号数量 

• 专利付费与维持情况 

• 中美欧日四方专利申请数量 

• 法律诉讼多少 

• 关键专利权人或发明人 

• 科学研究关联程度 

• 权利要求和技术内容专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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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技术分析：家族大小 

• 将数据导入TDA后，可以看到，最大的DWPI家族是LG集中
在2013年和2015年布局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

、韩国、美国的专利。该家族的专利申请与使用大量天线
阵列实现分数波束形成的方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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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技术分析：家族大小 

❷可以在TI中直接查找家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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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技术分析：施引专利计数 



 

加入时间综合考虑被引次数 

 

重要
区域 



 

重点技术分析：施引专利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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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星2013年公开的发明专利为例，发
明名称：《在大型MIMO系统中的分级信
道探测和信道状态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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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引专利的国家/地区及年代分布 

施引专利的国家或地区分布（优先权国） 

通过施引的专利文献可以看到，三星2013年公开
的这件发明专利，在公开当年度就被6件专利引用。
这些施引专利从优先权国家来看，主要来自美国，
占到全部施引专利的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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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该件专利的企业 
通过施引的专利文献可以看到，三星
2013年公开的这件发明专利，在公
开当年度就被6件专利引用，除了三
星自己有两件专利引用该专利外，其
他引用主要来自阿尔卡特朗讯（2件）
和 美国银行家协会（2件）。而
2014年关注三星这件专利的除了阿
尔卡特朗讯外，还有高通、NEC、
爱立信和中兴。 

通过与施引专利生成的2

代引证关系图可以看到，
三星在这件专利基础上，
在2013年又申请的两件专
利之后受到了来自LG和
SONY的关注。 

关注该件专利的企业及其关注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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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法律状态 

2013年2月从个人转让到了三星 



 

重点技术分析：查看法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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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什么判定专利健康度？ 

分割并筛选出kind code 

查找 INPADOC 法律状态信息 
• 正面(+)或负面 (-)? 
• 法律事件发生的时间点? 
（授权时间点，申请日时间点） 

准确计算剩余生命周期 
• 授权: 优先权年 + 20 
• 申请: 公开年 + 10 

颜色含义 

• 绿色: 极大可能是正向的结果.  可
以认为是 “极其可能是健康”  

• 蓝色: 可能是健康，因为专利还未
到期 

• 橙色/黄色：需要进一步核实，既
然存在负面的法律状态信息 

• 红色：极可能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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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三方或四方专利 

拥有四方专利的企业 拥有三方专利的企业 

从最早优先权年来看，三星2012年和2013

年均有1项专利技术在美日欧三个国家或地
区布局过专利；LG在2013年布局过2项专利
技术；阿尔卡特朗讯在2011年和2012年均布
局过1项专利技术 

数据源：DWPI家族归并 

脚本-TDA Pivot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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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优先权年 

从最早优先权年来看，三星2012年和2013

年均有1项专利技术在中美日欧四个国家或
地区布局过专利；LG在2013年布局过1项专
利技术；阿尔卡特朗讯在2011年和2012年均
布局过1项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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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态势分析 

2. 重点国家分析 

3. 重要厂商分析 

4. 具体技术分析 

5. 核心专利分析 

 

大纲  



 

分析专利 

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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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 MIMO领域基于科技论文的分析 

宏观层面：论文与专利的发文趋势对比、高发文国家、高发文机构等 

微观层面：以东南大学为例，分析其与教育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关系 



 

在SCI和CPCI-S中检索Massive 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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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库：SCI+CPCI-S 

主题检索：“Massive MIMO” or “Massive 

Multi-input Multi-output” or “large scale mimo” 

or “large scale Multi-input Multi-output”or 

“Large Scale Antenna System” 

检索结果：757，其中，ESI高被引文章25篇，
ESI热点文章1篇。 

 



 

Massive MIMO是比较新并且受到较大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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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类型、发表文章的时间
都可以印证Massive MIMO是较

新出现的一项研究，而且成果
发表之后，迅速被关注。 

 



 

Massive MIMO领域专利与科技论文发展趋势对比 

58 

从出版时间来看，科技论文比专利早。 

最早的科技论文发表在1992年，德克萨
斯农工大学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合作发表
的题名为《对大规模马尔科夫链模型减少
的最优hankel-norm精确算法》的文章。
文中明确提到massive MIMO； 

而最早的专利在2010年由西安交通大学
申请的，发明专利名称为《一种自适应天
线选择的MIMO系统及其应用方法》 



 

科技论文的发文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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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的
申
请
主
体 



 

高发文国家/地区（发文量≥5篇）及其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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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5篇） 

中国、美国、英国、瑞典、韩国
是科技论文量最大的前5个国家。
其中，中国近3年的发文量明显增
多并超过位列第二位的美国 



 

Linkoping Univ（瑞典林雪平大学） 

UCL（伦敦大学学院） 

Chalmers（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Hong Kong Univ Sci & Technol（香港科技大学） 

Purdue Univ（美国普渡大学） 

Queens Univ Belfast（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Korea Adv Inst Sci & Technol（韩国科学技术院） 

61 

高发文教育/科研机构（发文量≥10篇） 

在教育/科研机构中，东南大学发
文量最高，且2013年至今一直非
常活跃。此外，其他机构还有清
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瑞典林
雪平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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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文企业（发文量≥2篇） 

在企业中，华为的发文量位居
首位，2014年至今共发表25

篇文章。此外，发文量较大且
较活跃的企业有阿尔卡特朗讯、
NTT、三星、 EURECOM

（法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领域领先的工程师学校及研究
中心）、爱立信等。 



 

企业与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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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assive MIMO领域中的科技论文来看，几乎所有的高发文企业
（发文量≥2篇）都存在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比如华为与（法国）高等
电力学院、东南大学、阿尔卡特朗讯、爱立信、（瑞典）林雪平大学、 

德国电信股份公司、清华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EURECOM（法国在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领先的工程师学校及研究中心）等50多家机
构存在合作。 



 

中美高发文机构及其活跃度分析（包括合作机构） 

64 

中国高发文机构（发文量≥5篇，包括合作机构
） 

美国高发文机构（发文量≥5篇，包括合作机构
） 



 

从科技文献看中美研究差异 

65 

从文章数量来看，中国在
massive MIMO、信道估测、 

导频污染、能效和5G等发文

量较大；而美国在波束形成（
beamforming）领域发文量明
显超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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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 MIMO领域基于科技论文的分析 

宏观层面：论文与专利的发文趋势对比、高发文国家、高发文机构等 

微观层面：以东南大学为例，分析其与教育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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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科技论文和专利文献的年代分布 

专利用的申请年 

科技论文用的出版年 

东南大学对massive MIMO领域的研究，
最早于2010年发表在科技论文上，之后在
2013年才有第一件专利提交申请。 



 

从国家层面看东南大学的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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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南大学合作最多的是
英国，共同合作发表24篇

文章。其他国家或地区还
有美国（11篇）、瑞典（
9篇）、中国台湾地区（6

篇）、加拿大（4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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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科研院所层面看东南大学的科研合作 

东南大学发表的68篇文章中，有52篇存在跨机构之间的合作，其
中与大学或科研院所的合作共计51篇，与企业的合作共计7篇。
与大学政府的合作主要来自南京邮电大学（11篇）、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10篇）、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8篇）、瑞典查尔
姆斯理工大学（7篇）、国立中山大学（6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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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层面看东南大学的科研合作 

东南大学合作的企业共有6家：华为（3篇）、中国移动研究院
（1篇）、 英国第四大电信商Hutchison 3G UK（1篇） 、
NEC(1篇）、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1篇）和中兴
（1篇） 



 

分析专利 

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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