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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检索中药复方专利文献，采用聚类分析方法，以“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专利成长率”、“科研成果专利转

化率”作为衡量尺度对 1991 年至 2010 年中药复方专利年度发展状况进行聚类研究，研究中药复方专利 20 年的发展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中药复方专利年度发展状况归为 3 类，聚类结果差异具有显著性。中药复方专利的发展与专利法规健全、中医

药科研水平提高、中医药国际认可度提升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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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研究是我国新药研发的源泉，也是摆

脱化学药物的研究模式、走中药自主研发道路的契

机，多年来在中医药科研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中

药复方专利因此成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焦点。在

医药领域，专利保护对于催生创新的作用远胜于其

他领域，世界医药产业最大的特点是产业的高度专

利依赖性和专利药品发达国家的高度垄断性[1]。中

药要想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复方专利保护应先行。 
专利分析是指对有关专利文献进行筛选、统计、

分析，使之转化成为可利用的信息[2]。中药复方专

利分析对于了解复方研发历史、明确开发方向、制

定专利战略、增强竞争优势等诸多方面意义重大。

聚类分析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行分类的多元分

析技术的总称，通过聚类把性质相似的个体归为一

类，使得同一类中的个体具有同质性，不同类中的

个体具有异质性[3-4]。本研究通过聚类分析将所研究

的中药复方专利数据划分为一系列有意义的子集，

从而达到清晰简化分析对象的目的[5-6]。聚类分析包

括 4 个步骤：（1）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聚类变

量；（2）计算相似性测度；（3）选定聚类方法；（4）
最后对结果进行解释和验证。 

本研究所做的聚类分析与中药复方专利简单归

类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归类分析是以一个变

量如“申请量”、“授权量”作为研究指标将对象分

类研究；而聚类分析是同时以多个变量为指标，对

中药复方专利划分类群，研究结果更具整体性与系

统性。本研究将 1991—2010 年中药复方专利的年申

请量、年授权量、专利成长率、科研成果转化率作

为聚类变量展开聚类研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1  信息源与研究系统工具 
1.1  数据源的选取 

中药复方专利检索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

库、中国专利信息中心专利数据库、SOOPAT 专利

检索平台、CNIPR 中外专利数据库检索平台作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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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源，全面统计 1991—2010 年中药复方专利申请

量与授权量。中药复方相关论文检索以中国知网收

录期刊全文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报纸全文数

据库、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 
1.2  系统工具的选择 

专利数据、论文数据、相关百分比统计由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软件完成，中药复方聚

类分析由 SPSS Statistic19.0 软件完成。 
2  研究方法 
2.1  聚类变量与聚类成员的确定 

本研究选取 4 个聚类变量，分别为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专利成长率、科研成果专利转化率。 
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授权量是在上述专利检索系

统中，主题词限定为“（中药 or 草药 or 天然药物）

and（复方 or 组合）”，分别检索每一年的中药复方

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与授权数量。 
专利成长率是当年的专利授权量与上一年的专

利授权量的比值，以此判断专利的增长状况。 
科研成果专利转化率是每一年的中药复方专利

授权量与当年公开发表的中药复方相关论文的比

值，以此判断中药复方领域的科研成果向专利的转

化程度。 
聚类成员为聚类变量特征不同的 1991—2010

年的每一年。 
2.2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又称数据规范，是影响专利分析效果

至关重要的一步，即对已经检索到的专利文献进行

相关性筛选，符合条件的数据纳入分析数据集[7]。

前面数据检索保证了数据的查全率，不足之处在于

检索到的文献有一些是重复的，还有一些与本研究

相关性不大，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率，需要对已经

检索到的数据进行规范，即将检索到的专利文献逐

一阅读，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保留，不相关的删除。 
2.3  生成样本空间 

清洗之后所得到的专利数据生成聚类所需的样

本空间。见表 1。 
2.4  计算相似性测度 

相似性测度就是判断研究对象之间的亲疏程度， 

表 1  1991—2010 年中药复方专利状况 
Table 1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herbal formula patents in 1991—2010 

聚类编号 年度 中药复方专利申请量 / 件 中药复方专利授权量 / 件 专利成长率 / % 科研成果专利转化率 / %

1 2010 1 892 1 052 107.9 4.99 

2 2009 2 188 975 125.8 4.81 

3 2008 2 931 775 99.87 3.87 

4 2007 3 611 776 111.8 4.15 

5 2006 2 655 694 357.7 3.92 

6 2005 2 286 194 122.9 1.15 

7 2004 1 585 158 137.4 0.75 

8 2003 1 197 115 110.6 0.77 

9 2002 707 104 62.28 0.75 

10 2001 430 167 86.08 1.25 

11 2000 382 194 421.7 1.54 

12 1999 310 46 184.0 0.40 

13 1998 336 25 108.7 0.22 

14 1997 264 23 104.6 0.21 

15 1996 259 22 100.0 0.21 

16 1995 213 22 104.8 0.21 

17 1994 213 21 161.5 0.21 

18 1993 318 13 61.90 0.19 

19 1992 117 21 350.0 0.66 

20 1991 64 6 50.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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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出的亲疏程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归类[8-9]。本

研究选用最常用的欧式距离测度法，将 20 年作为

20 个聚类成员，把每个成员看作 4 维空间（4 为变

量的个数）中的一个点，在 4 维空间中定义点与点

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的点，相似程度越高，聚类

时更可能归为一类。 

∑
=

−=
m

k
jkikij xxd

1

2)(  

dij 表示成员 i 和成员 j 之间的距离，xik表示第 i 个成员在第

k 个变量上的值 
2.5  聚类方法的选择 
2.5.1  层次聚类  采用层次聚类中的聚集法，首先把

每个聚类成员看成一类，先把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

然后重新计算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再把距离最近的两

类合并，每一步减少一类，直到将 20 个成员归为一

类。运用离差平方和法计算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同一

类内的成员离差平方和较小，不同类的成员之间的离

差平方和较大。聚类过程以树状图（图 1）表示。 

 
图 1  层次聚类树状图 

Fig. 1  Hierarchical cluster tree 

2.5.2  迭代聚类  将层次聚类的结果作为初始聚类

中心，进行迭代聚类，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迭代聚类法的聚类过程分为 4 步：（1）指定要形成

的聚类数，对样本进行初始分类，并计算每一类的

重心（本步在层次聚类中已经完成）；（2）调整分类，

计算每个样本点到各类重心的距离，把每个样本点

归入距中心最近的那一类；（3）重新计算每一类的

重心；（4）重复步骤 2 及步骤 3，直至没有样本点

可以再调整为止。 
3  聚类分析结果 

由图 1、表 2～6 的结果可见，1991—2010 年每 

表 2  迭代聚类初始聚类中心 
Table 2  Initial cluster centers of iterative cluster 

聚类 
聚类变量 

1 2 3 
专利申请量 0.064 0 3.611 0 0.382 0 
专利授权量 0.006 0 0.776 0 0.194 0 
专利成长率 0.500 0 1.118 2 4.217 4 
成果专利转化率 0.002 8 0.041 5 0.015 4 

表 3  迭代聚类成员 
Table 3  Members of iterative cluster 

聚类号 聚类 距离 
1 2 0.664 
2 2 0.401 
3 2 0.558 
4 2 1.203 
5 3 1.661 
6 2 0.482 
7 2 0.988 
8 1 0.811 
9 1 0.519 

10 1 0.210 
11 3 0.815 
12 1 0.813 
13 1 0.083 
14 1 0.132 
15 1 0.140 
16 1 0.182 
17 1 0.612 
18 1 0.421 
19 3 1.011 
20 1 0.626 

 
一年中药复方专利依其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

专利成长率、科研成果专利转化率的不同而聚为 3
类，2003 年、2004 年、2005 年、2007 年、2008 年、

2009 年、2010 年聚为第 2 类，这 7 年中每一年的申

请量、授权量、成长率、成果转化率均保持高值；

第 3 类包括 1992 年、2000 年和 2006 年，这 3 年突

出表现为专利成长率较高；第1类包括1991年、1993
年、1994 年、1995 年、1996 年、1997 年、1998 年、

1999 年、2001 年、2002 年，这 10 年中每一年的专

利申请率、授权率、科研成果专利转化率均不占优

势，只是专利成长率与第 2 类相差不大。 
4  中药复方专利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国家专利法规的健全与专利战略的强化为中

药复方专利发展领航 
从中药复方专利 20 年来的申请量、授权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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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迭代聚类最终聚类中心 
Table 4  Final cluster centers of iterative cluster 

聚类 
聚类变量 

1 2 3 
专利申请量 0.391 9 2.415 5 1.051 3 
专利授权量 0.051 3 0.655 0 0.303 0 
专利成长率 1.031 3 1.176 0 3.764 9 
成果专利转化率 0.004 3 0.032 9 0.020 4 

表 5  迭代聚类最终聚类中心间的距离 
Table 5  Distance of final cluster centers in iterative cluster 

聚类 1 2 3 
1  2.117 2.823 
2 2.117  2.947 
3 2.823 2.947  

表 6  方差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variance 

聚类 误差 
聚类变量 

均方 自由度 均方 自由度 
F P

专利申请量 7.953 2 0.046 17 17.813  

专利授权量 0.709 2 0.030 17 11.815 0.001

专利成长率 9.216 2 0.021 17 76.187  

成果专利转化率 0.002 2 0.001 17 11.453 0.001

利成长率发展状况可以推知：中药复方专利的发展

水平是随着国家专利法规的健全和专利保护战略的

强化而逐步提高的。 
1993 年以前，专利授权标准遵循 1984 年颁布

的《专利法》，中药复方相关专利均为辅助型的中药

复方，如中药复方保健腰带、中药复方保健背心、

中药复方提取机等，申请量与授权量微乎其微。1993
年 1 月开始实施 1992 年新修订的《专利法》，新《专

利法》规定对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以及食

品、饮料、调味品授予专利，自此，中药复方以其

防治疾病的功效而获准专利授权；申请量与授权量

缓慢攀升。 
自 2004 年开始，《专利法》基于中国自身发展

内在需要而进行了第 3 次修订，以及全国保护知识

产权专项行动、保护知识产权宣传、保护知识产权

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项目的开展，国家适时推出了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加之与世界各国签署专利保护相

关协议与谅解备忘录等一系列国际交流合作的展

开，国内自主创新与专利保护已经提升到了战略的

高度。2004—2010 年的 7 年时间里，中药复方专利

的申请量与授权量随着国内专利的总体发展趋势而

发生了迅猛的增长。其中，2006 年专利成长率高达

3.58，如此的高速增长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

作的启动、中国与东盟知识产权研讨、国务院对知

识产权保护的督察、中美元首会晤共同关注知识产

权、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专利局签署双边技术合

作纪要等一系列国际国内相关事务密切相关，同时

也是中药领域专利审查程序科学化、审查工作效率

化的体现。 
另一方面，专利制度的完善与专利的成长是相

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归为第 3 类的 1992 年、2000
年、2006 年专利成长率较高。1992 年的高专利成长

率表明中药复方强烈需要专利保护，当年 9 月就对

《专利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在以后的 7 年中，中药

复方专利保护平稳而缓慢的前行；2000 年中药复方

专利的高成长率体现出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全球化

的形势下，中医药科研创新的显著进步，当年 8 月

修订的《专利法》进一步明确了专利立法要为促进

科技进步与创新服务、要奖励职务发明、要简化完

善专利审批和维权程序、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等一

系列规定，为中药复方专利保护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2006 年高专利成长率是在中药复方专利年申请与

授权初具规模基础之上的一次飞跃。首先，是在专

利制度的合理规定下中医药学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提高的体现；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发

展的浪潮中，中医药科研创新水平显著提高，丰硕

的科研成果进一步激起了业内人士寻求专利保护的

热情；最后，这也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协调趋势

日益增强的进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日益重

视自身处于优势的传统中医药，强调希望通过中药

专利客体的保护而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维护自身

利益的结果。这一切均体现出提升《专利法》在促

进自主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因而推动了以发展和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宗旨的《专

利法》的第 3 次修订。 
4.2  中医药科研投入的加大与创新水平的提高是

促进中药复方专利保护的动力支撑 
1993 年开始，我国开始对药品实行专利保护，

并先后与美国、欧盟、日本等近 20 个国家签署了保

护知识产权协议，意味着我国不能再无偿仿制国外

新药，标志着我国自主新药研究时代的来临。在“八

五”、“九五”期间，国家启动了“知识产权保护创

新药物研究 1035 工程”、“中药现代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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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等一系列重大科研

项目，中药领域科研经费逐年攀升，激励中医药学

者不断开拓创新，科研成果与日俱增，1992 年中药

复方学术论文仅为 2 106 篇，到 2000 年，增至 12 569
篇，累累的科研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利申请

与授权数量的上升。 
进入 21 世纪，在中药科研投入增长的同时中药

现代化与国际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十五”、“十一

五”期间，药物创新和中药现代化成为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创新药物研发技术平台建设、产学研联盟

的中药企业新药孵化基地建设、综合性创新药物研

究开发平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设立并展

开；同时伴随着《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的制定与

实施，中药复方在化学成分、药理、代谢动力学、

指纹图谱、质量标准、生产工艺等诸多领域成就斐

然，培育具有科技含量高、国际竞争力强的中药复

方大品种成为科研创新的目标。随着中药复方相关

论文数量剧增及科研成果的技术含量升高，中药复

方专利申请、授权数量陡然增长，其中，2000 年专

利成长率显著增长，2006 年，在申请与授权已经形

成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专利成长率又一次猛增。 
4.3  中药复方专利的增长与经济贸易的发展息息

相关 
专利保护的产生、发展始终与市场竞争密切联

系，同时受到市场竞争发展的深刻影响，并且与市

场贸易密切相关。现代中医药专利的繁盛是因为市

场竞争已经发展至以中医药信息为竞争手段的高层

次阶段。知识产权制度不仅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且

对于确保产业的竞争状态也是必要的[10]。其直接目

的是通过授予专有权以排除相同领域中知识产品的

使用，从而限制该领域的竞争以获得合法的市场垄

断力与竞争优势地位，使其能够收回为创新付出的

投资。就此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在激励论的基

础之上[11]。1992 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提出

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市场

经济的初步形成。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促进了中药

新药的大量开发与成果专利保护的运行。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经营是将潜在的生

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专利权已经成为现代

企业乃至国家有效的竞争手段与武器。从工业经济

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使得专利权人从关注专

利权的保护转向专利权的经营与管理，专利不仅仅

是技术保护的防护性措施，而是公司经营策略的主

要武器。中药复方专利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大型中药

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新兴的中药企业，它们将

专利保护提升为企业经营战略的高度，进而推动了

中药领域专利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跨国中药企业

大量涌现，跨国公司凭借先进的研发实力开发新药

并申请专利，进而许可转让获取经济效益，在获取

产业垄断收益的同时很大程度地促进了专利保护的

发展。 
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履行《知

识产权协定》，该协定是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贸易

体制的组成部分，意味着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

实现国际贸易知识化与知识产权国际化[12]，即依

赖缔约方的国家强制力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强制

力，将缔约方所承诺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缔约方参加

的国际贸易体制紧密联系起来。其本身即是新国际

贸易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以推进经济全球化与

立法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以《知

识产权协定》为中心，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

紧密联系起来。就中药领域而言，世贸组织的加入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的承

诺促进了科研创新与创新成果专利保护规范化与国

际化。 
4.4  世界药品市场需求与中医药国际认可度的提

升促进中药复方专利数量的激增 
中药复方专利的发展进程与世界药品市场总销

售额的增长程度趋于一致。中药复方专利成长率高

的 1992 年、2000 年、2006 年也是世界药品市场销

售额显著增长的 3 年。1990 年世界药品市场的总销

售额仅为 1 806 亿美元，1992 年增至 2 260 亿美元；

2000 年增长为 3 560 亿美元；2006 年达到 6 430 亿

美元[13]。2004 年开始，世界药品市场销售额以每年

400～600 亿美元的增幅上涨，而中药复方专利自

2004 年开始申请与授权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随着人类回归自然、追求绿色药品的呼声日益

增强，世界各国对天然药物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天

然药物的市场需求以每年 13%的速度增长，西方发

达国家对天然药物需求量的增大，是带动天然药物

市场崛起的重要因素[13]。多年以来，中药复方在治

疗威胁人类健康的大范围流行病、心脑血管疾病、

慢性消耗性疾病等一系列重大疾病的过程中发挥了

神奇的功效，因而逐渐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的青睐。

近 20 年来，我国以中药复方为重要组成的中药出口

额连年增长，1992 年 5 000 万美元，2004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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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以 1 亿多美元的速度递增[13]。中药出口的扩大

在中药复方专利发展进程中体现为：1992 年专利成

长率迅速增高；自 2004 年起，中药复方专利申请与

授权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4.5  中药复方科研成果的专利转化将成为今后中

药领域的重大课题 
通过以上分析，1991—2010 年中药复方科研成

果的专利转化率始终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即使在

成果转化率最高的 2010 年，也仅为 4.99%。如此低

的转化率不得不引发深思。 
首先，中药专利保护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缓

慢，尚未全面唤起中医药科研人员对其成果寻求专

利保护的意识。虽然第 2 次《专利法》的修订明确

规定了对职务发明人应当给予报酬，但是在中药企

业与科研院所并未得到切实有效地实施；与之相对

的是，科研论文与著作却是衡量科研成果的重要砝

码，因而导致了学术论文数量激增而专利数量难以

扩大的局面。 
根据发达国家科技与专利发展的历史推知：与

知识经济时代专利申请量增长相对应的是技术的高

聚集性和高整合性[14-15]。这意味着专利审查难度与

社会影响的加大。中药复方研发与专利保护也是如

此。尽管中医药信息化与科研创新飞速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引起专利申请量的小幅增长，但是，专利权

的获取必须依据法定条件并经法定程序审查而授

予，中药领域专利审查与授权体制的不健全可能导

致的结果是专利授权时间的延长与专利获取程序的

繁杂，这同样是中药复方科研成果难以向专利转化

的原因。在中药复方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的同时，

成果向专利转化成为了新的亟待突破的重大课题。 
5  结语 

中药复方专利 20 年的聚类研究结果提示：随着

我国专利制度的健全、国家中医药科研投入力度的

加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药复方专利保护水平会

随之增长，但是专利数量的增加远不及科研成果的

增速。在世界医药发展的进程中，先进的科研水平

与有力的专利保护成为中药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两大

法宝；增强中药复方科研成果向专利转化力度、构

建立足本国放眼全球的中药专利战略，是我国推行

知识产权战略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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