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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中性笔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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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专利技术分析方法,结合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和Logistic模型,对中国中性笔技术专利进行定量分

析和定性分析,并绘制了中国中性笔的专利技术地图.研究表明:中国中性笔技术处于专利技术生命周期的成

熟期,但技术发展不均衡,专利技术多集中在外观方面,而球珠制造、笔头结构等关键技术仍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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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analysismethodofpatenttechnology,andapplyingtechnologylifecycletheoryandLogis-
ticmodel,weconducteda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analysisonthepatentofChinarollerballpen,anddrew
theChinesepatenttechnologymap.Theresearchshowthat,thedevelopmentofChinarollerballpentechnol-
ogyhasenteredmaturityperiod,butthedevelopmentoftechnologyisnotbalanced,stillhavemanytechn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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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性笔是一种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的圆珠

笔,因其具有舒适的书写感、较低的油墨黏度等特

点,目前已成为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1].近

年来,中性笔技术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年产

量约达40亿余支,其中60%以上出口,使得我国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性笔生产和销售大国[2].目前,

在国内文献中还未发现有关中性笔专利技术分析

方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结合专利技术分析的图

表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对在我国申

请的有关中性笔的专利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制定

我国中性笔的技术创新战略、研发策略和竞争策

略提供参考.

1 中性笔专利数据采集与数据整理

1.1 专利检索数据库的选取及专利检索策略

专利技术分析是从专利文献中采集专利信

息,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专利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和

分析,最终形成专利情报和谋略的一类科学劳动

的集合[3].本文以“数据质量优先,兼顾检索效率”

为选择原则,选取佰腾(BAITEN)专利检索系统

作为数据检索源.为了获得与技术主题相关的总

体文献,本次检索采用了总分式检索策略[4],即自

上而下的检索方式,先对总技术主题进行检索,其

次对各个技术分支进行检索,该方法便于了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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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技术分支的情况,有利于下一步的数据标引和

技术分析.首先利用主要关键词(中性笔、中性笔

油墨等)得到总的检索范围,然后在总的检索范围

内对具体的技术分支(外观、材质、封装)进行细分

和检索.
本文专利检索的时间范围为1998年1月1

日至2015年12月31日,时间跨度为18年,检索

范围为中国,检索对象为中性笔及中性笔相关技

术.经初步检索得到的专利数量总计为1375项.
1.2 数据清理与标引

为了提高查准率,在数据采集后进行了数据

清理.数据清理使用的是逐篇去噪的方式,即通过

人工阅读每一篇专利文献的摘要及全文,去除噪

声文献;对采集数据采用“去重方法”去除重复文

献,并对数据项进行规范化以及修正错误等,如申

请人规范化整理等.经检验整理后,确认有效专利

为1168项,噪声文献为207项,查准率为84.95%.
噪声文献主要来源于含有中性笔笔芯外包装、注
墨装置、更换器等关键词的专利文献.

在进行上述数据清理过程中,对原始数据记

录进行了数据标引工作.在人工逐篇阅读专利文

献时,在原始数据记录中添加了相应的标识,以便

于完成中性笔的技术功效矩阵.

2 中性笔专利技术的分析

2.1 技术生命周期分析

技术生命周期是描述某一项技术的使用,从

基础性研究开始,将之应用到产品研发、产品上

市,直至这些产品退市的一个周期[5].技术生命周

期分析是最为常用的专利定量分析方法之一.专
利技术生命周期在理论上包括5个阶段,即导入

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复苏期[6].掌握某一

技术的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公司判定是否进行技

术研发投入非常必要,假设某项技术当前处于发

展期,则有很大的技术研发空间,技术投入的回报

较大;如果技术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则技术发展空

间狭小,实现技术突破存在较大困难.
判断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方法主要包括S曲

线法、专利指标法、技术生命周期图法、TCT计算

法、相对增长率法等[4],其中:S曲线法为定量的

方法,该方法能够画出明确直观的技术发展趋势

图,而且能够演算出技术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分

界点及临界值;技术生命周期图法是根据专利申

请量与专利申请人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趋势判别

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方法,属定性的方法.本文将

采用S曲线(Logistic曲线)法和技术生命周期图

法描绘我国中性笔技术生命周期,并结合相关技

术资料对图表进行分析.
利用如下表1中各年份申请量和申请人数的

信息绘制专利技术发展趋势图(图1).对图1进行

分析时,为精确地划分出中性笔技术发展的几个关

键时期,对专利申请积累量进行了Logistic曲线拟

合和拟合优度验证[7],即通过建立中性笔专利技术

申请量的Logistic模型,定量地分析我国中性笔技

术相关专利每年申请数量的增长变化趋势.

表1 1998—2015年我国中性笔专利申请量和专利申请

人数

年份 申请量 申请人数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1998 1 1 0 0 1
1999 5 2 0 0 5
2000 2 2 0 2 0
2001 8 7 0 4 4
2002 18 10 1 6 11
2003 20 11 1 3 16
2004 27 14 0 3 24
2005 45 19 1 7 37
2006 53 24 8 10 35
2007 63 37 5 25 33
2008 80 42 8 29 43
2009 128 73 6 55 67
2010 130 87 16 64 50
2011 128 95 15 89 24
2012 168 103 32 95 41
2013 122 71 32 41 49
2014 104 57 11 39 54
2015 66 40 8 29 29

图1 我国中性笔专利申请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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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的数据分析软件是由OriginLab公

司开发的图形可视化与数 据 分 析 软 件 Origin

Pro8.利用OriginPro8得出的Logistic曲线拟合

方程为:

y= 1382.39304
1+199.37395×e-0.41472x. (1)

对曲线方程(1)作拟合优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卡方统计量观测值χ2=16.05968516,经查表得

到卡方分布分位数χ20.05=26.2962(自由度f=
16,χ2值查表得到),χ2<χ20.05表明方程拟合得较

好,可用来对未来值进行预测.利用式(1)得出的

中国中性笔专利技术的始盛时、高峰时、盛末时的

分界点分别为:9.59、12.76、15.94,即1998—2007
年(t=0~9.59)期间已经渡过了导入期开始进入

了成长期,2007—2013年(t=9.59~15.94)期间

由成长期转变成成熟期,2013年开始(t=15.94~
∞)由成熟期渐渐进入了衰退期,这一结果与图2
所示内容相吻合.

图2 我国中性笔专利技术生命周期图

结合以上图表数据,分析我国中性笔专利技

术生命周期,具体结果如下:

1)导入期(2000年之前).这一时期与中性笔

相关的专利数量不多,多以外观专利设计为主,技
术领域单一,处于技术探索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

申请地为宁波和上海.
2)成长期(2000—2007年).在此期间,为加

强中国中性笔的质量管理,国内7家企业联合起

草了中性笔标准(2002年4月通过审定),并于

2002年5月上报给轻工业联合会和国家质量技

术监督局审批.至此,我国中性笔产业进入了良好

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专利申请量呈平稳增加之势,主要

研究方向仍为外观设计.针对中性笔不可循环再

利用这一问题,这一阶段中性笔专利也出现了以

环保节约、注重循环再利用为主题的设计,灌装充

墨装置及辅助产品应运而生.如2003年倪国森申

请的专利(专利编号:CN03142625.5),就可利用

加注孔在储墨管中循环加注油墨,在此基础上循

环加注技术渐渐发展起来.
3)成熟期(2007—2013年).从2007年开始,

中性笔专利申请量进入了成熟期,申请范围也扩

大到全国30个省份.这一时期,中性笔制造企业

数量大幅增加,中性笔普及率和利用率也进入了

高峰增长期,尤其是中性笔逐渐成为学生学习使

用的主要书写工具,这对中性笔的普及和发展起

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这一时期中性笔的专利申请量中,有关中

性笔整体功能的申请数量居多,其次为笔芯的相

关专利.如附带胶带和橡皮等多种办公学习用文

具的中性笔,双笔头中性笔等(中性笔加铅笔、中
性笔加钢笔),这些技术使得书写涂改功能得到进

一步提升,这些技术专利的多样化也标志着我国

中性笔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
4)衰退期(2013—2016年).自2013年开始,

中性笔相关专利申请量呈现下滑趋势,已显现出

衰落期的态势.这一时期大多数的专利申请仍趋

向于外观设计,但有关油墨、笔芯和环保的相关专

利占比率有所提高,例如:在油墨研究方面李莉申

请的专利(CN201310133399.6)解决了碳素中性

笔墨水制作中存在的一些弊端(黏度剧增、颗粒返

祖等不良现象);在环保方面,笔杆材质上采用

了环保木质材料(2015年余建强申请的专利:

CN201510110274.0).
2.2 主要专利申请人分析

图3为专利申请量位居前15的申请者(个
人、企业、院校).从图3中可看出,个人申请占绝

大多数,但经调查发现,个人申请者中制笔企业的

总裁或相关领导占有很大比重,如申请量第一的

申请人周育标是广州金万年文具有限公司的总

裁,韩爱国为温州天骄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由此

表明,中性笔相关技术的创新仍以企业为主,院校

虽有一定分布,但不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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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中性笔专利主要申请人排名

3 中性笔技术功效矩阵的分析

专利技术功效矩阵分析是专利定性分析的一

种,也属于专利地图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表现为

二维图,其横轴(X 轴)表示技术手段,纵轴(Y 轴)

表示所达成的功效.从技术功效图中可以看出专

利申请在关键技术点上的不同技术需求上的集中

度,申请量较高的可确定为重点或热点技术,而较

少甚至为零的,则可认为是技术空白点.
图4为我国中性笔技术功效矩阵图,由图4

可以看出:1)外观造型方面专利最多,达524项,

主要集中在美观设计方面,而其他功效方面的设

计均较少;2)笔杆结构、笔芯结构、笔尖结构、笔

头结构、笔端结构方面的技术专利发展得较为均

衡,其中涉及环保节约的专利有63项;3)油墨方

面的技术专利主要为改善书写性能方面的专利

(31项),其他方面的专利很少;4)球座、球珠方面

的专利很少,表明我国中性笔核心专利技术仍较

为薄弱.

4 结论

本文以佰腾专利检索系统为专利数据源,采

用总分式检索策略对中国中性笔专利进行了检索

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性笔技术专利正处

于成熟期且趋向衰落期,缺乏核心技术和人才是

导致我国中性笔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其背后折

射出我国机械制造装备和材料科学的相对滞后,

因此,不断提高我国机械装备技术,加强材料科学

创新,加大中性笔核心技术攻关,是我国做大做强

中性笔行业的关键所在.

图4 我国中性笔技术功效矩阵图

注:X 轴中1为整体结构,2为外观设计,3为笔

尖结构,4为笔芯结构,5为油墨,6为笔杆结构,7

为笔头结构,8为球珠结构,9为笔套结构,10为

笔帽结构,11为笔端结构,12为球座结构;Y 轴

中1为经济性好,2为保护球珠,3为提高安全

性,4为拆卸方便,5为设计美观,6为可多笔转

换,7为防摔减震,8为改善书写性能,9为使用舒

适,10为增强密封性,11为节约环保,12为多拓

展用途,13为方便修改,14为延长使用寿命,15

为矫正姿势,16为提醒用量,17为可适应笔芯长

度,18为容量储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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