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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智慧局專利二組三科的5G專家們

協助我們完成這份5G報告



寫在專利上的「內容」是什麼?



試著把這邏輯從一個「自然人個體」

放大到一個「部門」、一間「企業」 、一整個「產業」



寫在專利上的技術內容

微觀來看是一名研發的研究成果展現

宏觀來看是某間企業正在投入的技術

整體來看可以觀察出產業的發展趨勢



眼前數以萬計的5G相關專利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能分析寫在這些專利上的內容是什麼

理論上

能看出全球在做5G的這群人想要發展什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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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到資訊、到知識、到智慧

檢索 數據 分析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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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分析只是過程中的「基礎建設」

最終目的是讓決策者能根據這些基礎做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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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分析不應僅是各種專利指標的統計

而是能具體解決企業商業問題的「全景分析」



專利全景分析

• 一種基於專利調查完整技術現況的方法

• 比一般專利檢索得到的結果更宏觀

• 又比整個產業分析得到的結果微觀

• 常用於當前焦點新技術領域或開發中的技術

• 相較於一般商業分析，專利全景分析更專注於

技術，圍繞技術試圖回答相關問題

技術觀點

IP觀點

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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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文

報告圖表
(可編輯)

數據集及檢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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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基礎技術說明

5G

專利分析

5G

市場訊息及標準



Methodology
分析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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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30-35歲
中長髮
大衣
出現在台北士林

男
30-35歲
眼鏡
黑色羽絨衣
出現在台北士林



標籤
每件專利都有許多標籤



一件專利
它的申請人/專利權人
是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他的家族成員有
10個都是美國案

這件專利的發明人是

Lawrence Page

這件專利被引用
了825次

這件專利標題內
容提到了Ranking

這件專利是1997

年申請的

這件專利的號碼
是
US6285999B1

這件專利被移轉
給Google

這件專利的IPC

分類號為

G06F17/30
引用這件專利的
公司包括APPLE 

INC.

這件專利是在
2001年公開的

這件專利的請求
像提到了scoring



統計所有專利紀錄的申請人

統計所有專利紀錄的專利家族成員國家

統計所有專利紀錄的專利公開年份

統計所有專利紀錄的IPC分類

….



分析更多只是統計這些標籤跟基於統計數據作出圖表

只要獲得資料集，統計基本上是小問題



找到的資料怎麼分類是個學問



“分類有什麼好難的？專利不是已經有IPC CPC了？“



一般常見的技術分類手法

IPC、CPC…

技術分類專利檢索結果

人工閱讀曠日廢時



跟99%的人做一樣的事情

如何創造價值？



科睿唯安的方法學



從建立技術分類表開始 Taxonomy

主題

技術分類A

技術分類B

技術分類C

Lv1

Lv2

技術分類A1

技術分類A2

技術分類A3

Lv3

技術分類A1-1

技術分類A1-2

技術分類A1-3

決定了整個分析的範疇，報告的技術
構成在一開始就先確定，打下基礎後
在來建置後續資料分析所需的數據集。

這種作法也可以在一開始就決定分析
的顆粒度，宏觀還是微觀？

依據不同的商業目的，即使是同一個
主題，每個人所定義的技術分類框架
也不一定相同，這是非常正常的。



1.1 Cyclic prefix-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CP-OFDM) 

01.01 循環前綴- 正交分頻複用（CP-

OFDM）

1.2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Sprea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01.02 

離散傅裏葉變換擴頻正交分頻複用（DFT-

1.3 Others
01.03 其他波形

2.1 Polar coding
02.01 Polar碼

2.2 Low density parity check (LDPC) 

coding
02.02 低密度奇偶校驗（LDPC）編碼

2.3 Other coding techniques
02.03 其他編碼技術

3.1 Non-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 

(NOMA)
03.01 非正交多址（NOMA）

3.2 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 (OMA)
03.02 正交多址（OMA）

4.1 eMBB
04.01 增強行動寬頻（eMBB）

4.2 mMTC
04.02 大連接物聯網（mMTC）

4.3 URLLC
04.03 高可靠低延遲通訊（URLLC）

5.1 User Centric No Cell (UCNC) 05.01 

以用戶為中心的無邊界網路（UCNC）

5.2 ECO State
05.02 ECO狀態

5.3 Grant Free Access
05.03 免授權接入

5.4 Hypercell
05.04 超小區（Hypercell）

6.1 Massive MIMO
06.01 大規模MIMO

6.2 Beamforming
06.02 波束成形

6.3 Other Antenna technologies
06.03 其他天線技術

01 波形

02 頻道編碼

03 多址方案

04 應用案例

05 UCNC

06 天線技術

二級分類

6 Antenna technology

1 Waveform

2 Channel Coding

3 Multiple Access 

Schemes

4 Use cases

5 User Centric No Cell 

(UCNC)

一級分類

網路資源

科學論文

專利

定義出分類框架



7 Licensed Assisted 

Access

07 授權輔助接取 7 Licensed Assisted Access
07 授權輔助接取

8 Network Function 08 網路功能 8 Network Function
08 網路功能

9 Network Slicing 09 網路切片 9 Network Slicing
09 網路切片

10 Small cell 10 小型基地站 10 Small cell
10 小型基地站

11 mmWave 11 毫米波 11 mmWave
11 毫米波

12.1 Self-contained sub-frame
12.01 自包含子幀

12.2 Frame Structure
12.02 幀結構

12.3 Numerology
12.03 參數配置

13.1 Vehicular communication
13.01 車載通訊

13.2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13.02 機器類型通訊

13.3 Device-to-device Communication 

(D2D)
13.03 設備到設備（D2D）通訊

14 Resource 

Management

14 資源管理 14 Resource Management
14 資源管理

15.1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15.01 軟體定義網路

15.2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15.02 網路功能虛擬化

15.3 Full Duplex
15.03 全雙工

15.4 Mobility
15.04 移動

15 Other Technologies

12 Numerology and 

frame structure 

15 其他技術

12 參數配置與幀結構

13 側邊鏈路13 Sidelink



16.1 Industry-Agriculture
16.01 產業 - 農業

16.2 Industry- Automobile
16.02 產業 - 汽車

16.3 Industry-Cloud services
16.03 產業 - 雲服務

16.4 Application - Emergency services
16.04 應用 - 緊急網路

16.5 Industry- Energy and Utility
16.05 產業 - 能源和公用事業

16.6 Consumer-Entertainment and 

multimedia including AR/VR
16.06 消費者 - 娛樂和多媒體

16.7 Industry-Healthcare
16.07 產業 - 健康照護

16.8 Industry- Industry 4.0/Industrial 

automation
16.08 產業 - 工業自動化

16.9 Application - IoT
16.09 應用 - 物聯網

16.10 Industry-Logistic and Shipping, 

fleet management
16.10 產業 - 物流和航運、車隊管理

16.11 Industry- Retail
16.11 產業 - 零售

16.12 Application -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16.12 應用 - 安全和監控

16.13 Application - Smart cities
16.13 應用 - 智慧城市

16.14 Application - Smart home/home 

automation
16.14 應用 - 智慧家居

16.15 Industry- Education
16.15 產業 - 教育

16.16 Industry- Finance
16.16 產業 - 金融

16.17 Other applications
16.18 其他應用

17 Others (All)
17 其他(全)

Others- Access restriction; Network 

selection; Access point selection
17.01 訪問限制; 網路選擇; 接取點選擇

Others- Supervisory, monitoring or 

testing arrangements
17.02 監控或測試裝置

Others- Quality of Service
17.03 服務品質

Others- Channel Quality Indication
17.04 頻道品質指示

Others- Others
17.05 其他

16 Applications

17 Others

16 應用

1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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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類 相應該分類的檢索式

您用什麼關鍵字、分類號、檢索策略來定義這些技術?

3

合併檢索結果



不同的專家對技術的定義也不同

價值、差異化、精準度

在這個步驟就能體現



Derwent Innovation Search History 檢索歷史功能

隨時更新最新數據 (所示數量為專利紀錄數量非家族數量)

設定自動追蹤，有任何更新通知您



由各分類的檢索式獲得了相應的檢索結果



合併去重後這便是我們待分析的數據集

統計各年份

統計國家/地區分布

統計專利權人

統計發明人

專利強度打分

…



Overview
整體趨勢



12,492 專利家族

2008-2018 年

DWPI 專利家族

以下稱為發明

最早優先權年

由於專利公開的延遲2017, 2018年的發明尚未完全公布

17 大類
LV1技術分類

另涵蓋56個LV2技術分類



2018年提交，且已公開的發明約98％的發明來

自中國，這可能是由於專利權人選擇了提早公

開。

↑ 30.9%
↑ 79.9%

↑ 98.7%

↑112.6 %
5G相關的發明數量從2012年開始增長，這可

能是由於2012年初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

門(ITU-R)開展了“IMT for 2020 and beyond”

活動，為如今遍佈全球的5G研究活動奠定了基

礎。另外，2014-2016年所發生的指數增長，

可能是企業為了能夠向標準制定組織提出提案

而進行的技術研發。



美國和中國是5G領域的發明創造領先於其他國

家/地區。這兩個國家共同貢獻了全球5G發明

總量的68％左右。

優先權國家/地區 發明總數

美國 4447

中國 4029

PCT 1388

韓國 1252

日本 653

歐洲專利局 283

印度 166

英國 97

德國 46

法國 34

臺灣 28

其他 69

主張臺灣為最早優先權國家的發明，排名整體

的第10位（不考慮PCT的情況下），占整個匯

集的0.22％。



統計專利家族成員至不同國家地區申請的情況，

可觀察到申請人非常重視在IP5 (中、美、日、

歐、韓）保護其發明。且有大量的專利是採取

PCT 途徑進行專利申請，以獲得30或31 個月

的期限用於在指定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以單一市場來說，又以中國及美國為最。有

2%的專利會選擇到臺灣布局。

PCT

26%

中國

23%
美國

20%

歐洲專利局

8%

韓國

8%

日本

4%

印度

3%

臺灣

2% 其他

6%

基於專利族成員國家/地區的發明地域分析



ERICSSON
NOKIA

DEUTSCHE TELEKOM
VOLKSWAGEN

COMMISSARIAT ENERGIE 
ATOMIQUE

SAMSUNG
HUAWEI

LG
ZTE

NTT DOCOMO

1. 東南大學 (中國)

2. ETRI (韓國)

3. 電子科技大學 (中國)

4. 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 (中國)

5. 北京郵電大學 (中國)

全球Top5 科研機構

1. 三星 (韓國)

2. 英特爾 (美國)

3. 華為 (中國)

4. 高通 (美國)

5. 愛立信 (瑞典)

全球Top5 專利權人

重要事實

• 三星是5G技術研發的領導者，貢獻了超過

10％的發明。緊隨其後的是英特爾和華為，

二者發明量幾乎相同。

• 來自中國的東南大學和電子科技大學是在

5G領域發明量最多的兩所大學。 韓國的韓

國電子通信研究院是5G發明量第二多的科

研機構。

INTEL
QUALCOMM

AT&T
VERIZON

IDAC HOLDING



1. 國立清華大學
2. 國立台灣大學
3. 工研院
4. 國立成功大學
5.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 Top5 科研機構

1. 聯發科技
2. 宏達電子
3. 華碩電腦
4. 鴻海科技集團
5. 宏碁電腦
6. 中華電信

台灣 Top5 專利權人

聯發科技
國立清華大學
工研院

國立中央大學

宏達電子
鴻海科技集團
宏碁電腦

華碩電腦
中華電信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重要事實

• 臺灣的聯發科技在前20位5G專利權人當

中排名第16位 ; HTC排名全球第40位

• 但聯發科技和HTC公司的大部分專利都要

求美國的優先權，較少主張臺灣為優先權

國家。



Technology Analysis
技術分析



一級分類 發明總數 一級分類 二級分類 發明量 二級分類 二級分類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發明量 一級分類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一級分類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一級分類 一級分類 一級分類 一級分類
01 波形 739
02 頻道編碼 513
03 多址方案 567
04 應用案例 403
05 UCNC 119
06 天線技術 2918
07 授權輔助接取 455
08 網路功能 253
09 網路切片 425
10 小型基地站 639
11 毫米波 1218
12 參數配置與幀結構 666
13 側邊鏈路 2663
14 資源管理 3141
15 其他技術 1659
16 應用 4062
17 其他 972

從“01 波形”到“15 其他技術”的技術類別

集中于發明的一個或多個技術方面。“16 應用”

側重于專利的應用方面。“17 5G-其他”包含

餘下未細分的專利。

在技術方面，14. 資源管理、06. 天線技術、

13. 側邊鏈路技術和11. 毫米波是被研究最多的

技術。



在應用領域，汽車產業、物聯網應用和智慧家

居是5G 領域中發明數量最多的應用。

16.01 產業 - 農業 194

16.02 產業 - 汽車 2013

16.03 產業 - 雲服務 445

16.04 應用 - 緊急網路 87

16.05 產業 - 能源和公用事業 732

16.06 消費者 - 娛樂和多媒體 563

16.07 產業 - 健康照護 647

16.08 產業 - 工業自動化 393

16.09 應用 - 物聯網 996

16.10 產業 - 物流和航運、車隊管理 130

16.11 產業 - 零售 771

16.12 應用 - 安全和監控 328

16.13 應用 - 智慧城市 578

16.14 應用 - 智慧家居 836

16.15 產業 - 教育 546

16.16 產業 - 金融 67

16.18 其他應用 52

16 應用



這是一個技術類別隨時間而變化的趨勢圖。

深色色塊顯示發明活動較多的區域。我們

能透過這樣的分析推測技術的興起或衰退

的時間點。



我們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子類別。這些子

類別的專利申請總量較少，但在近期受到

專利申請人的特別關注。這些跡象可能表

明這些領域在興起，並且各家機構可能正

在聚焦到這些技術上面。

04.01 eMBB

04.03 URLLC

12.03 參數配置

16.08 工業自動化



eMBB增強行動寬頻，顧名思義是針對的是
大流量行動寬頻業務

URLLC超高可靠超低時延通信，例如無人駕
駛等業務，3G響應為500ms，4G為50ms，
5G要求0.5ms



Derwent Innovation (DI)
專利內容圖像分析工具

ThemeScape Map



將專利說明書的內容描述，分析出技術主題，再以圖像化方式表現出來

TF-IDF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是一種統計方法，用以評估一字詞對於一個檔集或一個語料庫中的其中一份檔的重要程度。
字詞的重要性隨著它在檔中出現的次數成正比增加，但同時會隨著它在語料庫中出現的頻率成反比下降。



一個點代表一件專利

較多專利聚集在這個主題
將形成白色山峰

黑灰色字體代表
聚集於此的專利

高頻率討論的技術為何

平原/藍海代表此處的專利
與地圖上的其它專利討論著

不太一樣的技術內容



天線技術

波形

多址方案

電路

資源管理

網路切片

車載通信
毫米波

電信設備

頻道編碼

授權輔助接取 小型基地站



天線技術

波形

多址方案 電路

資源管理

網路切片

車載通信

毫米波

電信設備

頻道編碼

授權輔助接取 小型基地站

● 中國 ● 美國 ● 南韓 ● 歐洲 ● 日本

來自美國的5G專利覆蓋了大部分的技
術類別，例如多址接入方案、授權輔
助接取、電路和電信設備。

來自中國的5G專利集中在車載通訊、
毫米波和天線技術等領域的5G技術。



天線技術

波形

多址方案 電路

資源管理

網路切片

車載通信

毫米波

電信設備

頻道編碼

授權輔助接取 小型基地站

● SAMSUNG ● HUAWEI ● INTEL ● QUALCOMM ● ERICSSON

波束賦形（Beamforming）
●三星
●高通
●英特爾
●愛立信
●華為

極化碼（POLAR）
●華為
●高通
●愛立信
●三星
●英特爾



Patent strength & Standard
專利強度與標準





CLARIVATE ANALYTICS IP 分析強度指數

地理申請廣度
計算專利於不同地區布局的數量。專利申
請時分昂貴，布局的區域越多也代表成本
提高，對專利申請人而言更具戰略意義
（或者相反地，更為投機）。

核准成功率/及核准專利的位置
基於存在於該家族中的專利核准的地理位
置及數量來測量並評分該專利家族，例如
在美國、於歐洲專利局、在日本授權等等。

引用的頻率
基於Derwent Patent Citations Index
(DPCI)，計算專利被引用的情況，且必須
使用頻率而非引用事件的原始數量以考慮
到年份偏差。

技術廣度
計算不同技術分類數量，我們基於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分類
(DWPI Class)，相較IPC CPC，DWPI分類
更廣泛且更深入。

專利生命
基於專利剩餘執行權利的時間，計算專利生
命。



每件專利單獨打分後再計算總分



Derwent Data Analyzer



Derwent Data Analyzer





Broad Level Category

IP Analytics 

Strength Score

Average 

Remaining Life

Total 

Inventions

01 Waveform 42.93 16.07 739

02 Channel Coding 37.87 17.89 513

03 Multiple Access Schemes 40.95 17.38 567

04 Use Cases 36.64 18.22 403

05 User Centric No Cell (UCNC) 55.15 16.72 119

06 Antenna Technology 42.69 16.66 2918

07 Licensed Assisted Access 46.31 17.27 455

08 Network Function 39.50 18.08 253

09 Network Slicing 36.83 18.16 425

10 Small Cell 45.68 17.02 639

11 mmWave 43.69 14.83 1218

12 Numerology and frame structure 37.72 17.94 666

13 Sidelink 44.34 17.21 2663

14 Resource Management 48.14 17.24 3141

15 Other Technologies 44.43 17.45 1659

16 Applications 42.63 17.04 4062

17 Others 34.77 16.37 972



Top 10 Innovator

IP Analytics 

Strength Score

Average 

Remaining Life

Total 

Inventions

SAMSUNG 50.76 17.01 1326

INTEL CORP 46.83 16.97 989

HUAWEI 39.08 17.59 982

QUALCOMM 47.41 17.88 751

ERICSSON 43.24 17.71 548

NOKIA 41.13 17.01 531

LG ELECTRONICS 32.56 17.73 374

ZTE 33.76 17.47 258

NTT DOCOMO INC 39.51 17.53 203

SONY CORP 48.79 16.29 196



01 Waveform

02 Channel Coding

03 Multiple Access 
Schemes

04 Use Cases

05 User Centric No 
Cell (U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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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Licensed Assisted 
Access

08 Network Function

09 Network Slicing

10 Small Cell

11 mmWave

12 Numerology and 
frame structure

13 Sidelink

14 Resource 
Management

15 Other 
Technologies

16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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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Analytics Strength Score 

Technology Strength Analysis

強度較高強度較低
殘餘生命短

殘餘生命長



SAMSUNGINTEL CORP

HUAWEI

QUALCOMM

ERIC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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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 DOCOMO INC

SONY CORP

A
v

e
ra

g
e
 R

e
m

a
in

in
g

 L
if

e

IP Analytics Strength Score 

Assignee Strength Analysis

強度高，專利新

強度高，佈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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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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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文

報告圖表
(可編輯)

數據集及檢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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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這份報告的「效益」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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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幫每一個客戶做完報

告後都會教他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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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I上建立您自己的5G技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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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檢索式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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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特定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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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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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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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比智慧財產局更應懂得運用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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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專利相關統計」

能否從專利中挖掘出技術趨勢

給身處戰場中的企業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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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數據是珍珠，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DWPI
德溫特世界專利索引

Derwent World Patent Index 

Derwent Innovation上的專家改寫內容



原始專利 DWPI加工改寫的一頁精華摘要



67年
自1951年開始



900+
專家改寫團隊人員





整合人工智慧與人工改寫來確保我們的專利資料庫

Derwent Innovation能提供最高品質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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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e are?



Derwent Innovation

DWPI



從「湯森」到「湯森路透」到「科睿唯安」

Clarity、Innovate、Activate 透徹、創新、活化

關於運用資料進行各種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評估，

科睿唯安是全世界最強的專利分析供應商

關於科睿唯安



Kopernio
2018 第二次收購人工智慧技術公司

Publons
2017 收購人工智慧技術公司

TrademarkVision
2018 第三次收購人工智慧技術公司

自湯森路透獨立成科睿唯安

2016
Zoological 

Records 
動物生物學資料庫建立

SCI
Eugene Garfield 博
士發明引文索引

ISI
成立ISI公司

Derwent
Monty Hyams 發行德溫特專

利摘要

COMPUMARK
收購商標檢索公司

Cortellis
推出生技製藥情報資料庫

MARKMONITOR
收購品牌線上保護公司

WOS
推出全方位引文資料平
臺Web of Science

1864

1955

1957

1963

1997

1980

2011

2012BIOSIS
生物學資料庫建立

1926

Papers Database Cloud AI

150年的傳承，我們是歷史悠久的數據專家

2018



超過一半的Fortune 100機構

90%的全球最有價值品牌

全球超過40間專利局

全球Top 50藥廠

我們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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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美國國家
科學基金會

NSF

日本文科省
MEXT

挪威研究理事會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各國政府利用科睿唯安資料庫及指標進行績效評鑑

澳洲研究
理事會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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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科研能量分析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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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智權經營策略高峰會

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及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 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共同舉辦

【2018 智權經營策略高峰會】，邀請國內外的

產官學專家共同探討如何讓智權工作更緊密結合

企業經營策略。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了日本旭化成企業總部智財戰

略室 中村 榮 (Nakamura Sakae) 室長，以及友達

光電智權處余義勝處長等40多位智權與研發專業

經理人進行圓桌會議討論與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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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 – G20國家科技競爭格局與人工智能報告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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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政府及研究機構密切合作關注創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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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桂冠獎 Citation Laureates

預測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

成功預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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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一起關注全球創新領域
clarivate.com.tw/blog/



IP solution consultant 

Henry Chiu 邱明峻

Government account manager 

Jason Cheng 鄭則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