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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图谱的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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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长三角人工智能(AI)产业集群是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对2000年以来长三

角地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进行检索,结合人工智能产业中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核心一级技术分支以及

重要的二级分支进行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图谱的专利申请为切入点,分析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助

力长三角在产业升级中的竞争格局、创新态势、产业体系、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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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我国产业优

化升级的重要战略。《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

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数(2023年)》[1]报告指出,
2022年长三角人工智能(AI)科技产业综合总评分

蝉联第一,并且在企业能力评价指数排名、学术生

态评价指数排名、国际开放度评价指数排名、链接

能力评价指数排名以及政府响应能力评价指数排

名5个分指标评分中取得不错的分数,处于领先位

置。这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
展动力以及潜力上具有很大优势。但在资本环境

评价指数排名评分中处于劣势,仍需加强发展资本

投入。
不同区域人工智能专利水平有一定差异,人工

智能产业的专利申请以及专利布局反映了该区域

的该产业的发展水平。专利申请数量情况可以一

定程度上反映该区域在全国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地

位。分析长三角地区专利申请及专利布局对进一

步了解区域创新能力以及保护水平有一定帮助,对
分析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助力长三角在产业升级中

的竞争格局、创新态势、产业体系、行业应用提供借

鉴意义。

1 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图谱与区域专利申

请统计分析

1.1 长三角地区专利申请量概述

长三角地区不同企业在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

环节中的专利申请情况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在人工

智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技术支撑实力等方面

的差异。通过HimmPat对2000年1月至2023年

10月人工智能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进行检索统计

分析。江浙沪的申请量分别为70147项、48761项

以及46354项相比安徽省的18861项优势明显,不
同省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的申请量的差异与省市

间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情况成正比,经济与产业发展

更强的省市,更加注重专利的申请与创新的保护[2]。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我国产业优

化升级的重要战略资源。江浙沪在产业结构以及

科技支撑实力等方面明显优于安徽省,从而在人工

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先知先觉,这也反映出经

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起

到积极推动作用。
1.2 主要申请人的产业图谱

通过统计分析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183632项

专利申请总量中申请人的分布,并结合人工智能产

业链主要二级分支:芯片、传感器、平台、基础算法

以及应用技术、智能安防、智能医疗、AI+政务、
AI+工业下的产业链图谱。

首先对长三角地区的专利申请总量、一级技术

分支申请量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
经过统计分析图1可以得出,长三角地区人工

智能领域的申请人主要为高校,从专利申请量的角

度可以反映出该区域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研能力

较强,也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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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领域及其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主要申请人及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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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高校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进一步分析人工

智能在长三角产业升级中的应用时,重点分析人工

智能企业能力[3]。
图1(a)显示,在人工智能领域主要申请人中排

名靠前的公司为蚂蚁金服(杭州)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浪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图1(b)显示,在人工

智能领域基础层主要申请人中排名靠前的公司为

上海寒武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浪潮以及浙江

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图1(c)显示,在人工智能

领域技术层主要申请人中排名靠前的公司为浙江

大华、海康威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以及苏州浪潮。图1(d)显示,在人工智能领

域应用层主要申请人中排名靠前的公司为浙江大

华、海康威视、蚂蚁金服、国家电网、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浪潮以及科大讯飞。在人工智

能企业中有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如蚂蚁金服、海康

威视、科大讯飞、浙江大华和浙江吉利;也有国企,
如国家电网;还有非长三角地区的分公司,如苏州

浪潮、上海寒武纪等。

图2 长三角人工智能领域产业链主要企业与专利申请人分布图谱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人工智能企业的

创新发展,催生了发明专利的申请与布局。长三角

地区三省一市具有人工智能企业密集、资本环境优

越、国际开放度高、链接能力和政府响应能力强的

特征[4],在人工智能领域主要申请人中排名前几名

的公司也是助力长三角在产业升级中的竞争格局、
创新态势、产业体系、行业应用的中坚力量。

结合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二级分支:芯片、传
感器、平台、基础算法以及应用技术、智能安防、智
能医疗等对申请人进一步分析。为了更准确地对

人工智能驱动长三角地区在产业升级中的运用,进
一步将二级分支细化成 AI芯片、AI算法架构、
AI开放平台、预训练模型、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
AI+泛安防、AI+泛互联网、AI+金融、AI+医疗、
AI+工业等25个具体技术分支。这些技术分支反映

出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在产业链中的集中体现[5]。
综合考虑《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报告

(V)》[6]中的人工智能企业以及企业的专利申请情

况,对长三角地区各个分支中的相关企业进行全面

分析,获得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谱(图2)。
图2显示,长三角人工智能领域基础层及技术

层企业比较充足,体现了长三角地区在人工智能专

利布局完善、产业发展动力及潜力强劲。统计分析

得到基础层算法框架的头部申请人为昇思科技

(60项),基础层AI开放平台的头部申请人为阿里

云(83项)、海康威视(64项)、讯飞开放平台(32项)、
思必驰(29项);基础层AI开发平台的头部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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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里云(100项);基础层AI芯片的头部申请人为

燧原科技(58项)和沐曦集成电路(17项);基础层

智能服务器的头部申请人为浪潮(299项);基础层

智能云服务的头部申请人为阿里云(302项);AI基

础数据服务的头部申请人为阿里云(133项);基础

层数据治理的头部申请人为星环科技(113项)、美
林数据(31项)。技术层计算机视觉的头部申请人

为极视角(27项);技术层智能语音的头部申请人为

科大 讯 飞(631项)、思 必 驰(402项)、阿 里 云

(50项);技术层自然语言处理的头部申请人为科大

讯飞(151项)、思必驰(80项)、达摩院(80项);知识

图谱的头部申请人为阿里云(52项)、浪潮(14项);
技术层机器学习的头部申请人为阿里云(64项)、美
林数据(14项);应用层AI+泛安防的头部申请人

为浙江大华(1131项)、海康威视(1033项)、浙江

宇视(333项)、极视角(27项);应用层AI+泛互联网

的头部申请人为哔哩哔哩(157项)、虹软(54项)、蜜
度(29项)、淘宝(19项)、达观数据(10项);应用层

人机交互的头部申请人为科大讯飞(52项)、思必驰

(22项)、竹间科技(20项)、阿里云(4项)、百应

(3项);应用层自主无人系统的头部申请人为海康

机器人(154项)以及高仙自动化(26项);应用层AI+
媒体的头部申请人为蜜度(29项);应用层AI+金

融的头部申请人为同盾科技(69项)、思必驰

(23项)、竹间科技(13项),百应(13项);应用层

AI+医疗的头部申请人为联影(926项)、鹰瞳

(128项)、数坤科技(55项)、卫宁健康(18项)、森亿

智能(14项)、科大讯飞(8项);应用层AI+工业的

头部申请人为海康威视(210项)、竹间科技(35项)、
美林数据(31项)、图漾科技(6项);应用层AI+零

售的头部申请人为阿里云(5项)、蜜度(4项)、观远

(2项)、思必驰(2项)、百应(2项),竹间(1项);应
用层AI+政务的头部申请人为科大讯飞(2项)、思
必驰(2项)、百应(1项)、蜜度(1项)、竹间(1项)。

  通过分析二级分支中的25个精细技术分支可

知,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企业覆盖了所有25个精细

技术分支,发展均衡,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格局,在全

国乃至世界都具有良好的竞争力;产业布局紧跟技

术发展,体现了良好的创新态势;产业体系完备,发
展潜力巨大;行业应用广泛,能够充分激励产业

升级。
在分析人工智能在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中的应

用时,以全产业链为对象,选取国内人工智能科技

产业综合总评最高的长三角地区,采集、处理、集
成、挖掘和分析专利申请大数据,在评价人工智能

产业图谱的过程中,着重分析了发明专利的申请情

况,对一级分支和二级分支的所有重要企业进行了

专利申请的统计分析,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产

业竞争策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提高企业创

新决策水平等方面提供借鉴意义[7]。

2 重点企业———海康威视专利状况分析
海康威视总部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作为国内

安防行业的龙头企业,2000年1月至2023年10月

在国内共申请公布了7926项专利申请,其中发明

申请6677项,发明授权3899项。
2.1 海康威视智能安防领域专利申请IPC(国际专

利分类)号统计分析

安防行业是人工智能落地较好的应用领域之

一,智能安防以图像、视频数据为核心,海量的数据

来源满足了算法模型训练的需求。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海康威视在智能安防领域的专

利申请量以及授权量也在稳步上升。
分析主要申请人的产业图谱可知,长三角地区

应用 层 AI+ 泛 安 防 的 头 部 申 请 人 海 康 威 视

1033项。进一步分析海康威视在全国范围内智能

安防领域的专利申请。图3对全国范围内海康威视

申请公布的1294项专利申请进行IPC号统计分

析。申请量前10的IPC号大组释义见表1。

图3 海康威视全国范围智能安防领域申请IPC号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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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申请量前10的IPC号大组释义

IPC大组 技术领域

G06K9 用于阅读或识别印刷或书写字符或者用于识别图形

G06N3 基于生物学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G06T7 图像分析

H04N7 电视系统

H04N5 电视系统的零部件

G08G1 道路车辆的交通控制系统

G06F16 信息检索;数据库结构;文件系统结构

G06V10 识别或理解图像或视频的安排

G06T5 图像的增强或复原

G06N20 机器学习

  在前10的IPC号中,涉及图像或视频识别、图
像分析、图像处理、图像通信、机器学习的方法以及

系统,这些与智能安防的产业技术密切相关。值得

注意的是排名第6的分类号大组G08G1有98项专

利申请公开涉及道路车辆的交通管制系统,反映出

海康威视有意将智能安防与道路车辆的交通管制

系统融合,促进产业升级,这将加速智能安防技术

的应用场景不断延伸。分析发明专利申请大数据

对于明确产业发展定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2 海康威视在智能安防领域中重要技术分支的

专利申请分析

前面分析了专利申请所涉及的主要分类号,排
名前列的IPC号大组涉及图像或视频识别、图像分

析、图像处理、图像通信、机器学习等技术领域。智

能安防的核心在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视频监控

和图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安全隐患、探测异

常信息、进行风险预测。智能安防的核心全部涉及

图像或视频识别、图像分析、图像处理、图像通信、
机器学习等相关分类号大组。为了便于对重要技

术分支进行分析,需要对智能安防中涉及的重要技

术分支进行归纳,基于智能安防的技术与应用需求

归纳出智能安防的4个重要技术分支:目标识别、出
入口控制、异常报警和视频结构化。通过对1294项

专利申请进行重要技术分支分析得到申请量分布,
如图4所示。

图4显示,在海康威视的专利申请中存在较

多涉及智能安防重要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其中

涉及目标识别588项,涉及出入口控制174项、涉
及异常报警388项,涉及视频结构化54项,这说

明了海康威视比较重视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安防

技术的融合。在智能安防的4个重要技术分支有

一定数目的专利申请,并进行专利布局。分析发

明专利申请大数据对于提高产业创新水平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图4 海康威视智能安防技术分支的专利申请量分布

2.3 海康威视海外专利布局分析

海康威视是全球市场份额排名第1的安防产品

提供商,已通过PCT(专利合作条约)以及巴黎公约

途径开始进行海外专利布局。
对海康威视的全球专利布局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如图5、图6所示。
图5、图6显示,海康威视的海外专利申请中

PCT申请量744项占绝大多数,巴黎公约途径共

22项,海康威视主要通过PCT申请进行海外市场

图5 海康威视全球专利申请的主要方式

wo代表国际申请;ep代表欧洲;us代表美国;kr代表韩国;jp
代表日本;ca代表加拿大;es代表西班牙;sg代表新加坡;au代

表澳大利亚;pl代表波兰;br代表巴西

图6 海康威视全球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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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布局。从专利布局的地域分布来看,其中在

欧美市场分别提交了297项专利申请以及286项专

利申请,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对于其他国家和地

区,仅在日本、韩国、加拿大、西班牙、新加坡、澳大

利亚、波兰和巴西有零星的专利申请,这与其全球

市场占有率相比,专利布局整体薄弱。中国企业需

要向海外大型企业学习,重视专利海外布局,加强

全球专利布局任重道远。分析发明专利申请大数

据对于预防产业创新发展风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结论
通过HimmPat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产业

链中的3个核心环节: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二

级技术分支得到比较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头部

企业图谱。其中基础层及技术层头部企业充足,体
现了长三角地区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完善、发展动

力及潜力强劲的区域优势,技术层和应用层企业布

局均衡,横跨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

理、知识图谱、机器学习、AI+泛安防、AI+医疗、
AI+工业等多个新兴科技分支。对智能安防领域

头部企业海康威视进行了专利申请量、IPC号分布、
核心技术分支的专利信息数据以及海外专利布局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海康威视在传统安防领域

向智能安防领域产业转型过程中,对核心技术目标

识别、出入口控制、异常报警和视频结构化相关专

利重点布局。海康威视在全球的智能安防专利布

局整体薄弱,中国企业需要向国际智能安防巨头企

业学习,加强全球专利布局,消除专利保护方面存

在的隐患。在参与竞争中,识别对手、了解对手、避
免触及行业壁垒,才能在产业创新发展中处于领先

位置。发明专利申请数据能够监测产业外部竞争

环境动态。助力长三角在产业升级中的竞争格局、
创新态势、产业体系、行业应用,提供科学决策的数

据与情报支撑。

分析发明专利申请数据能够提高产业发展的决

策水平,由经验式、理论式的决策方式引导到数据驱

动式的决策方式,提高产业发展决策的合理性和精确

性,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决策失误。未来长三

角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仍要紧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

的发展趋势,要在基础层和技术层上加大研发投入,
培育核心技术,加速与产业融合相适应,提高专利申

请质量,加速核心技术的专利布局,并加强专利保护。
围绕国家战略高度规划产业和技术发展方向,并在新

技术领域提前进行专利布局,保护和促进人工智能在

产业升级中的科技创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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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Analysi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RelatedIndustryAtlasinYangtzeRiverDeltaRegion

DUYukun
(PatentExaminationCooperation(Jiangsu)CenterofthePatentOffice,CNIPA,Suzhou215000,Jiangsu,China)

Abstract:Buildinggloballycompetitivecluster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YangtzeRiverDeltaRegionisimportantstrategyfordevelopmentof
China’stechnologyindustry.FocuseingoncomprehensiveretrievalandanalysisofpatentapplicationsrelatedtoartificialintelligenceinYangtze
RiverDeltaRegionsince2000,incorporatedcoreleveltechnologybranchesasbase,technology,andapplicationlayersandimportantlevel2
branchesinartificialintelligentindustry,andpatentanalysisofindustryatlasrelatedtoartificialintelligenceinYangtzeRiverDeltaRegionas
entrypointisconducted.Competitivelandscape,innovativeposture,industrialsystem,industrial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related
patentssupportYangtzeRiverDeltaRegioninindustrialupgradesisanalyzed.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AI);patentanalysis;YangtzeRiverDeltaRegion;industry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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