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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外观设计专利数据库在工业设计上的利用价值，

并介绍了几种可以在工业设计中运用的定性分析方法，通过对专利文

献的分析提取和整理编排，能辅助设计方向的把握，并有效激发创意

灵感，提供设计解决思路，提高设计起点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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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设计过程中，通常将激发创意的基础素材作为参考资料，

这些素材大多来源于市场调查、消费者问卷调查、样品、图片、设计

要求等。目前，国内有部分工业设计企业在新产品设计中会零散性地

利用外观设计专利文献，但其对数据库缺少整体的了解和利用。截至

2013 年，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文献数据库中，已收录了超过 380

万件国内外外观设计专利文献。 

   

  一、外观设计专利数据库在工业设计上的价值 

   

  首先，在外观设计专利文献中，设计内容表达清楚，保护范围明

确，著录项目较为齐全，同时作为具有大量外观设计专利文献集成的

数据库，具备法律、经济、战略、趋势等基本信息，是一种规范化的

丰富情报，具有战略上的利用价值。 



   

  其次，毕加索说，艺术没有创新，只有轮回。与技术发展只有向

前不同的是，产品的外观设计具有回溯性。因此，对历史上的外观设

计专利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各时期的设计风格手法，掌握设计

发展状况和趋势，同时启发设计思路。 

   

  再次，外观设计专利文献的视图中包含了大量的创意信息、设计

要素信息、产品概念等信息，且外观设计专利文献通常具有较高的市

场贴合度，蕴含了对市场细分的把握和市场前景的分析，是新产品研

发设计中最丰富且内含市场化导向的基础素材。根据设计方法和创意

心理原理，通过对基础素材进行科学化的分析提取和整理编排，能有

效地激发创意灵感，提供设计解决思路，提高设计起点和效率，从而

增加创意产出率和投产率。 

   

  二、可在工业设计中运用的外观设计专利文献分析方法 

   

  外观设计专利文献数据由于其特性，在工业设计中极具利用价值，

在应用中可以分为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其中，定量分析是指对专利

文献的著录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并从市场和经济角度对有关数据进行

解释，主要运用于企业制定设计策略和设计方向的决策层面;定性分

析也称内容分析，是对相关专利设计内容的造型风格、部位处理、组

合关系、功能体现、人机工程、材料使用、主要设计手法或者设计要



素特征等内容信息要素进行分析提取，并整理编排使之表现化，并符

合设计心理等要求，主要用于工业设计中的产品创意和创意体现阶段，

在设计中激发设计灵感，辅助对设计问题的处理，能有力地助推工业

设计活动的产出数量与质量。本文主要介绍几种定性分析方法，希望

它们能在工业设计过程中发挥作用。 

   

  1.图谱分析法 

   

  图谱分析法是指根据不同领域和产品特征，按照其外观设计专利

文献的风格、材料、组合关系或者设计要素特征等信息进行分类。以

对风格特征信息进行分类为例，首先，将风格较为一致的专利文献归

纳为一类，即为风格一，依此类推，产生风格二、三、四等;其次，

将各风格代表性文献视图按照规则放入相应的表格内，使之表现化。

利用图谱分析法可以在年度发展、特定年度、特定企业等范围内进行

图谱分析操作。 

   

  采用图谱分析法，可以将大量的外观设计文献浓缩并直白规律地

图表化，既能体现该领域的设计活动程度和发展趋势，为企业制定设

计策略和设计方向提供参考依据，又能将大量的多样化设计信息集中

呈现，从而在工业设计的创意步骤中给设计人员带来强烈集中的视觉

和心理刺激，使其产生思维活动的峰值。 

   



  图谱分析法可以采用矩阵图进行表述，如图 1 所示，其中横轴为

分析的范围，如按年度发展、时间段发展、特定年度、特定企业等，

同一列的表示具有相同的范围;竖轴为特征信息，如风格特征、材料

特征、组合关系等，可以将经过分类的专利文献置于相应位置，同一

行的表示具有一定的特征上的相互关系。 

   

 

 

 

 

 

 以用图谱分析法作出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分析为例，如图 2 所示。其

中以年度发展阶段为分析范围，选取从 2000 - 2011 年的外观设计专

利文献，以每两年为一个时间段，共分为六个时间段;以风格特征为

特征信息，位于同一行的专利在风格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发展关系。 

   

  从图 2 可以看出儿童玩具三轮车在 2000 - 2011 年间的发展变化

情况。基本上每个时间段均会产生具有全新风格的设计，也均有基于

先前设计的发展设计，对进行设计决策具有参考价值。从图 2 中第一

行可以看出，一个优秀的创意能够历经十数年发展变化而不衰，这也

说明了设计的轮回特性与进行外观设计专利文献分析的意义。此外，



通过丰富密集的规律化图谱呈现，在设计活动中能极大地激发设计人

员的创意思维。 

   

  另外，在图谱分析法中，可以对不同特征信息的专利数量进行统

计，从而明确各种特征的设计关注度，辅助设计方向的选择。统计标

的可以是各类特征专利的总和统计，也可以按照时间段的发展统计各

类特征的变化情况。图 3 为按照各类特征的总和统计示例图，横轴为

各类特征的分类(C1 - C5)，竖轴为专利数量(单位：件)。 

 

 

 

 

 

 

2.逐步聚类分析法 

 

  逐步聚类分析法是指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外观设计专利文献，按照

其风格特征、设计手法等信息的相似性程度进行多步骤归类。第一步

聚类，将较为相似的专利作为一个集合，较为独特的专利自身成为一

个集合，然后进行第二步聚类，后一步骤的相似性程度要比前一步骤

宽泛。随着聚类步骤的进度，能够独立的专利或少数专利成为一个集

合的会越来越少。聚类的步骤数量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聚类分析操



作可以在差异较大的专利文献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差异较小的专利文

献之间进行，主要用于寻找创意启发。 

 

  如图 4 所示，通过检索得到初始的 A、B、C、D 四项专利，进

行第一步聚类，得出 AB、C、D 三个集合，其中 A 与 B 具有较多的

相似性。然后继续进行第二步聚类，得到 ABC、D 两个集合，其中 A、

B、C 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而 D 独立成为一个集合，说明 D 与其他专

利差异较大，具有更多的独特性，属于创意上的高质量外观设计专利。 

 

 

 

 

 

3.属性分析法 

 

  属性分析法是指根据不同领域的产品特点进行要素细分，将其作

为分析标的，并将每个要素的属性或功能细分作为描述内容，将满足

不同条件的专利文献分别置入各自的节点，其中分析要素可以选择部

件、部位、材料或者组装关系等。属性分析法可以采用矩阵图进行表

述，如图 5 所示。如对于台灯而言，选取部件作为横轴的要素，可以

细分为灯罩、灯、接口、连杆、底座、开关、电线;竖轴(即属性和功

能)则是对横轴的细分要素进行描述， 



 

  如圆形的、细长的、流线型的、明亮的、稳定的、方便的、安全

的、半遮光的、可折叠的等等，然后将符合条件的外观设计专利文献

视图置于各自的交叉节点。 

 

 

 

 

 

属性分析法也可以采用拓扑结构图进行表述，如图 6 所示。如可以将

产品按照分析要素进行一级拓扑，分为 A、B 两个要素，再将各个要

素的不同专利文献视图置于二级拓扑，即 C、D 和 E、F，并在视图

下方分别描述其属性或者功能特征。 

 

 

 

 

对于一项设计的属性分析，通常会根据整体造型到局部特点作出多个

图表，是具体设计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产品的要素细分和属性分析

描述，能够比较清晰地浮现出可以创新或改进的切入点，而且通过大

量细致的分类描述能够有效激发设计人员的创意思维。 

 



  4.发散结构分析法 

 

  发散结构分析法是指确立分析的产品作为根基或者中心点，然后

根据该产品的特征将其按照部位、部件、设计要素、设计手法、市场

取向等要素进行细分，并作为发散结构的第一层级;再将细分要素条

件内的专利文献根据特征进行分类描述，作为第二层级;然后将各个

分类描述下的专利文献置于其节点下，作为第三层级。通常在发散结

构分析法中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当然在特征较多的情况下可以继续进

行发散操作。 

 

  对发散结构分析法的表现化可以采用中心发散结构图、拓扑结构

图或者鱼骨图等进行表述，如图 7、图 8 所示，即以产品为中心或者

基线，发散第一层级为进行细分的要素 A、B、C、D，发散第二层级

为对上一层级要素的分类描述 1 -8，而第三层级为符合第二层级描述

的相关专利文献视图等信息。 

 

 

 

 

 

 



以分析运动服为例。中心为运动服，采用部位要素进行细分，可以分

为领口部位、衣袖部位、肩片部位、衣身部位，作为第一层级;以领

口部位为例对外观设计专利文献进行分类描述，可以分为翻领、立领、

V 领、圆领、扣领、拉链领，作为第二层级;分别将相关专利文献置

于领口部位发散节点，作为第三层级。 

 

  5.跨领域关联分析法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领域尤其是相近领域之间设计风格、材料、

结构等的借鉴或组合，往往会带来全新的视觉表现、满足新的功能设

计需求等，从而成就较高的创意价值。跨领域关联分析法可以分为设

计手法关联和部位功能关联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设计手法关联是指

根据设计创新意愿或者在本类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文献数据库中遴

选具有跨领域设计特点的一批专利文献，并分析需要关联的领域或者

遴选出各项专利各自所关联的领域，获取新的跨领域关联设计创意。 

 

 

 

 

 

对关联的目标领域分析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用本文所述的各种方法。

如需要设计一款婴儿车，经过在婴儿车外观设计专利数据库中的检索



和遴选工作，提取了一项可骑乘婴儿车的专利(如图 9 所示)，这种设

计明显具有跨领域的手法，即结合了自行车的设计。因此，在该项专

利创意的基础上，分析的范围从婴儿车延伸到自行车领域，从而既能

对新生创意予以快速反应，又能作出更加优秀的设计。 

 

  部位功能关联是指在设计中将标的产品按照部位进行拆分，提取

部位的功能特征，并按照此功能进行跨领域分析，提取满足该功能的

各领域设计方法，从而为产品设计带来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法。例如轮

椅的座椅部分，其功能为供使用者乘坐，而满足乘坐功能的其他领域

产品具有健身器材、医疗椅、按摩椅、交通工具乘椅、办公椅、汽车

座椅、家具休闲椅子等，可以按照满足该部位的功能原则进行跨领域

关联分析。 

 

  三、结语 

 

  外观设计专利文献数据库由于其特性，在工业设计上具有重要的

战略和实务价值。以上介绍了几种工业设计实务中的外观设计专利文

献定性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具有较高的归纳性，在运用中可以根据实

际需要演变成丰富多样的分析方法，而且数据的范围也可以扩展到发

明、实用新型专利文献以及市场销售的产品数据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