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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２１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制发布«２０２１技术聚焦»报告.本文主要目

的是介绍报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以基于三方专利聚类形成的涵盖７３７５个技术焦点的

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为基础,通过专利综合影响力和专利平均公开年等指标,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的电气工程、仪器、化学和机械工程４大部类的３２个技术领域中遴选出 TOP１００技术焦

点,并归纳了各部类最亮眼的技术焦点,旨在为识别和研判新科技革命技术发展趋势及为发现最具

影响力的未来技术方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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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信息可以反映全球所有技术领域的最新发

展动态和最活跃的创新技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指出,９０％以上的科技信息是通过专利信

息反映出来的,若运用好专利信息,可以节约４０％
的科研开发经费和６０％的科研时间[１].近年来,三
方同族专利(即在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美国专

利与商标局均提交申请的一组专利,简称“三方专

利”)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创新性评价的一个重要

指标.
自２０１７年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持续开展技术结构图谱与«技术聚焦»的研制工作.
在研制过程中,课题组持续跟踪业界最前沿的机器

学习技术,通过结合大量专利文本及专利特征信息

的后训练,改进 Google的 BERT 预训练模型[２],构
建了适 用 于 专 利 文 本 的 “专 利 文 本 特 征 抽 取 模

型”[３].运用该模型,对三方专利进行聚类,形成了

反映全球领先机构聚焦的技术主题,谓之为“技术焦

点”.这些技术焦点构成了高价值专利技术的世界

技术焦点数据库.２０２１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

询研究院研制发布«２０２１技术聚焦»报告,以专利技

术焦点内容相关性分析为基础,基于世界技术焦点

数据库中７３７５个技术焦点,遴选出 WIPO 的４大

部类下３２个技术领域中排名最前的１００个技术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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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对其中的３２个重点技术焦点进行详细解读.
本文围绕«２０２１技术聚焦»报告,重点介绍以世

界技术焦点数据库为基础,通过专利综合影响力和

专利平均公开年等指标开展技术焦点遴选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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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结 TOP１００技术焦点及其在 WIPO的电气工

程、仪器、化学和机械工程４大部类的分布情况,并
归纳各部类最为亮眼的技术焦点.通过以上工作,
旨在基于高价值专利,从全局和领域视角,揭示最

具影响力的技术方向,为洞悉国际技术竞争焦点提

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本项分析研究是基于德温特创新平台(Dewent
Innovation)最早公开年 (以下简称 “公开年”)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的三方专利数据进行的,数据检索时

间为２０２０年３月.因对技术焦点的准确命名及内

容判读需要各领域专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综

合评估研究资源成本与效益后,本研究确定了选用

基于自主研发的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结合综合专

利影响力和专利平均公开年等指标,在领域专家的

深度参与下,遴选出 TOP１００技术焦点并进行命名

及解读的研究方案.

１．１　构建技术焦点候选集

本研究以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中基于三方专利

聚类形成的７３７５个技术焦点为研究起点,将所有技

术焦点按 WIPO的５大部类下３５个技术领域进行

细分[４],并添加１个交叉领域用于表征不能完全归

入某一技术领域的技术焦点(注:本文中技术焦点所

属技术领域的判定规则为,技术焦点中只要有一个

技术领域的三方专利比例大于６０％,该技术焦点就

属于该技术领域,否则属于交叉领域).技术焦点候

选集的遴选,从 WIPO的“电气工程”“仪器”“化学”
和“机械工程”４个部类３２个技术领域＋１个交叉领

域出发,不涉及 WIPO“其他”部类下的３个技术领

域.结合综合专利影响力和专利平均公开年指标,
筛选出４２１个技术焦点作为候选集.其中,综合专

利影响力是指由德温特创新平台提供的综合多个维

度指标得出的专利总体重要性和影响力,涉及的指

标包括专利诉讼、法律状态、申请类型、上游/下游事

件、引用、同族专利/申请范围、专利文本、技术领域

(分类)、涉及的相关方等[５].
技术焦点候选集的具体构建流程如下:
首先,按照综合专利影响力得分,对细分在３２

个技术领域＋１个交叉领域中的技术焦点进行排

序,选取排在每个技术领域前１０％的技术焦点;再
以此数据为基础,按照专利公开年的平均值重新排

序,遴选出每个技术领域中那些“最年轻”的技术焦

点.通过上述步骤在每个技术领域中分别选出１５

个技术焦点(注:不足１５个,选取前１０％的技术焦

点),得到共计３５１个技术焦点.因为每个领域的特

点不同,有些技术领域中技术焦点的专利数量和综

合专利影响力会相对较小,所以从每个技术领域中

分别遴选出的排名前１５位或前１０％的技术焦点,
代表各技术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技术焦点,但并不

一定代表整个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所有技术领域)
中综合专利影响力最高的技术焦点.

然后,对技术焦点的专利公开年赋予了更多的

权重,只有专利平均最早公开年在２０１６年６月之后

的技术焦点才被考虑.将每个技术领域下２０１６年

６月之后公开的技术焦点按照综合专利影响力从高

到低排序,选取综合专利影响力排在前１０％的技术

焦点(注:若总量不足１０个,选取排在首位且综合专

利影响力大于１００的技术焦点),然后由战略情报研

究人员经过调研和评审,从中遴选出７０个技术焦

点.在该遴选规则下,由于不限定领域,候选技术焦

点在各技术领域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视听技

术”“测量”“有机精细化学”“基础材料化学”“表面

技术、涂层”和“环境技术”６个领域没有遴选出候

选技术焦点,而“计算机技术”遴选出１２个候选技

术焦点.
通过上述两个步骤共遴选出４２１个技术焦点,

将此作为技术焦点候选集.

１．２　技术焦点TOP１００遴选

从３２个技术领域出发(注:“交叉领域”涉及的

１２个候选技术焦点,由领域专家按内容相关性,归
入３２个技术领域中参与 TOP１００遴选),以上述

４２１个候选技术焦点为基础,结合综合专利影响力、
专利平均公开年以及各领域技术焦点总量等指标,
在领域专家的深度参与下,排除相近的技术焦点,遴
选出最符合专家认知的“技术焦点 TOP１００”.

２　技术焦点TOP１００的导出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从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中

的７３７５个技术焦点中遴选出 WIPO 的４大部类下

３２个技术领域中排名最前的１００个技术焦点,并归

纳总结了各部类最为亮眼的技术焦点.

２．１　电气工程部类

电气工程部类涉及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
电机电器技术、通信技术以及机电一体化技术等诸

多应用,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关键领域.本部类进入

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共计２６个,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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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电气工程部类入选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

WIPO领域 技术焦点 大小 影响力
平均

公开年

电机、设备、
能源

新能源汽车动力用高安全长续航长寿命固态锂电池 ２１３ ６２０．４ ２０１６．３

高效成组和轻量化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模块及系统设计 １３１ ３７２．２ ２０１６．５

建筑太阳能创新技术 ８０ ３４５．５ ２０１６．０

聚合物复合固态电解质技术 ５９ ２０５．５ ２０１６．６

视听技术
分层可伸缩与屏幕视频编解码技术 ７１ ３８４．１ ２０１５．８

三维视频编码、处理和显示技术 ６４ ２９３．５ ２０１５．９

电信

分布式天线系统的无线接入与协调多点操作技术 ９６ ５９８．９ ２０１５．８

远程分布式天线系统中毫米波通信与自适应抗噪技术 ５０ ５７２．５ ２０１５．８

共定位天线系统中波束信号的发射、分组和反馈处理方法 ２０ １７３．７ ２０１６．５

数字通信

无线通信设备间空闲信道评估与信道分配优化方法与设备 １６５ １０５４．１ ２０１６．１

基于区块链等加密技术的用户身份认证与数据保密方法 ７９ ８４８．５ ２０１６．１

无线通信设备间接收波束优选与异常检测的方法与设备 ４５ ２６７．３ ２０１６．８

基本通信过

程

功率放大器中抑制谐波与偏置射频方法 ６６ ２１２．５ ２０１５．８

可调谐振荡器的变频信号产生与震荡控制技术 ４０ １８２．３ ２０１６．２

耦合控制器对量子比特电磁场环境和量子比特耦合强度的控制技术 ３０ １３７．２ ２０１６．５

计算机技术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数据采集处理技术及其在身份认证、信息检索推荐等领域的应用 １０１ ６６４．３ ２０１５．６

自动语音识别和语音文本转换技术 ４９ ４９６．８ ２０１６．５

语音控制系统、声纹验证以及麦克风声学特性校准设备 ２４ ３４７．１ ２０１６．４

辅助驾驶中车辆和驾驶员状态自动感知技术 ５６ ３０１．２ ２０１６．６

神经网络方法、系统和装置及其在数据分析、传感网络、协同过滤等领域的应用 ３７ ２７１．１ ２０１６．７

IT 管 理 方

法

移动支付中数据存储交换、加密、解密技术和终端设备 ６７ ５４３．８ ２０１５．６

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的数字交易管理系统和终端 ３９ ３３１．３ ２０１５．７

货物处理、交易及支付系统及终端 ３４ １９０．２ ２０１６．６

半导体

微发光二极管显示设备制造方法 ９０ ４９９．２ ２０１５．９

半导体裸芯片封装工艺及设备 ５９ ３５２．１ ２０１６．０

用于显示设备的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结构设计 ４４ ２０５．６ ２０１６．５

　　注:表中各列含义如下(以下各表均同):
(１)WIPO领域:WIPO的４个技术部类下的３２个技术领域.
(２)技术焦点:一簇反映全球领先机构聚焦的三方专利.
(３)大小:每个技术焦点中所有三方专利的数量.在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中,最大的技术焦点包含２４４件三方专利,最小

的包含２件三方专利,包含１０—６０件三方专利的技术焦点占全部技术焦点的７５％.
(４)影响力:每个技术焦点中所有三方专利综合影响力之和.专利综合影响力的取值范围为１．０—１００．０.
(５)平均公开年:每个技术焦点中所有三方专利最早公开年的平均值.因专利公开的时滞在１８个月左右,截至数据检索

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最早公开年为２０１４年的三方专利分别是最早公开年为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的三方专利的２倍和６倍.

　　电气工程部类入选 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表现

出如下分布特点:数字通信方面的毫米波通信和基

于区块链的用户身份认证,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方

面的语音识别、数字交易等技术表现极为抢眼,半导

体技术以及电机电器技术方面的微发光二极管显示

等也较受关注.
在数字通信方面,远程分布式天线系统中毫米

波通信与自适应抗噪技术,共定位天线系统中波束

信号的发射、分组和反馈处理方法等的综合专利影

响力表现最为突出,相关技术已经成为第五代移动

通信网络(５G)等未来数字通信技术的重点核心技

术,是未来电信领域发展的重要基石;基于区块链等

加密技术的用户身份认证与数据保密方法代表了区

块链技术的最新应用进展,吸引了国际科技巨头及

金融企业在去中心化身份识别领域的积极参与.在

计算机技术应用方面,移动支付中数据存储交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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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解密技术和终端设备,以及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的

数字交易管理系统和终端备受追捧,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数字交易的快速转变,更进一步加剧实现交易

系统现代化的紧迫性;自动语音识别和语音文本转

换技术,语音控制系统和声纹验证等的综合专利影

响力表现极为突出,相关技术在智能家居、智能车

载、智能可穿戴等领域迅猛发展,吸引国际巨头竞相

布局.在半导体技术以及电机电器技术方面,半导

体裸芯片封装工艺及设备、微发光二极管显示设备

制造方法、建筑太阳能创新技术等也一直是市场追

逐的焦点.

２．２　仪器部类

仪器部类聚焦开发用于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先进工具,提升对客观世界的各种信息进行测量、采
集、分析与控制的能力.本部类进入 TOP１００的技

术焦点共计１８个,如表２所示.
仪器部类入选 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表现出如

下分布特点:高端医疗器械和自主无人系统的表现

极为抢眼,AR 显示设备、医疗检测和材料、雷达技

术等也备受关注.
在医疗器械、检测和材料方面,外科手术机器

人、内镜外科吻合器、超声刀、骨锚钉等的综合专利

影响力表现极为突出,相关技术的研发引发行业大

鳄的激烈竞争和垄断;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方法程序

性细胞死亡配体１(PDＧL１)表达水平检测,肿瘤等

重大疾病生物标志物,食物不耐受的快速有效检测

方法,一体化的微量生物样品自动检测装置,以及

掀起白内障手术技术革命的多焦点人工晶体等也

较受关注.在仪器控制方面,公共道路场景下的自

动驾驶、辅助驾驶系统、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自主

导航与制导等成为行业竞争焦点.在探测和显示

技术方面,可实现超越现实感官体验的 AR头显设

备受到企业追捧,调频连续波雷达系统和激光雷达

相关技术代表了应用极其广泛的先进雷达技术

进展.

２．３　化学部类

化学部类聚焦于创造新分子和构建新物质的方

法和手段,与其他领域密切交叉和相互渗透,推动关

乎公众生活和社会进步的物质转化、材料制造、信息

技术、能源利用、生态环保、医药健康等诸多领域发

展.本部类进入 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共计３０个,
如表３所示.

表２　仪器部类入选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

WIPO领域 技术焦点 大小 影响力 平均公开年

光学

激光雷达接收光学系统设计 １１６ ４２５．５ ２０１６．３

头戴式增强现实显示设备 ２７ ３２５．１ ２０１６．９

用于屈光和白内障手术的多焦点人工晶体 ５４ ２５０．２ ２０１６．１

无边界显示、曲面显示等显示屏 ５０ １６２．９ ２０１６．５

测量
可对少量血液样品进行采集、制备、分析和检测的一体化自动装置 １１０ ３７９．１ ２０１５．８

基于调频连续波的雷达系统 ３０ ２３１．２ ２０１６．４

生物材料分析

肿瘤等重大疾病生物标志物及其用途 １１１ ４１６．９ ２０１５．７
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的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１(PD－L１)免疫组化检测抗

体制备及试剂盒开发
８４ ３８０．３ ２０１６．０

消化系统疾病食物不耐受检测试剂盒与检测方法 １３ ５８．４ ２０１６．５

控制

用于公共道路场景下的自动驾驶车辆 ４０ ４３８．５ ２０１６．９

辅助驾驶系统及车载信息娱乐终端 ５１ ３６０．９ ２０１６．３

受限条件下无人机自主控制、回收方法及系统 ３２ ３４３．７ ２０１６．７

无人机货物运输、通信和制导系统及装置 ２３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５

医疗技术

内镜外科吻合器研制 １０８ １８０８．２ ２０１６．３
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 ３５ ５０４．６ ２０１６．３
超声刀零部件及配件改进 ２４ ４５２．９ ２０１６．７
缝合骨锚钉研制 ４１ ３７４．１ ２０１６．６
超声内镜换能器及其组件改进 ３０ １１６．４ ２０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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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化学部类入选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

WIPO领域 技术焦点 大小 影响力 平均公开年

有机精细化学
用于修复受损发质的马来酸盐类或其他化学品组合 １０６ ４４４．７ ２０１５．９
噁二唑和苯并噁唑衍生物类广谱农药 ６５ ４１１．３ ２０１６．０

生物技术

抗程序性死亡受体１(PDＧ１)的新抗体及其医疗用途 １９１ １７２３．８ ２０１６．０
用于植物基因组靶向修饰的组合物的构建与使用方法 ５７ ５４１．３ ２０１５．７
RNA引导的异源功能域靶向基因组特定位点的方法和构建体 ５３ ４０１．８ ２０１６．５
利用条形码对细胞标记进行分类的方法 ２０ １２３．７ ２０１６．７

药物

用作蛋白激酶抑制剂的芳香族杂环药物 ２４４ １８３０．８ ２０１６．０
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免疫疗法 ６９ ６５５．１ ２０１６．１
用作乙肝表面抗原抑制剂的杂环药物 ２７ ３６５．５ ２０１６．６

高分子化学、聚合物

有机硅高分子材料在医疗及染发领域的应用 １２４ ３８６．０ ２０１６．０
含硅酮水凝胶的软性隐形眼镜 ７８ ２６８．５ ２０１６．２
柔性显示器件用聚酰亚胺基板 ２７ ８０．９ ２０１６．８

食品化学

菌株在增加奶牛产乳量及制备乳制品方面的应用 ７１ ２４０．４ ２０１５．９
食品和药物制备过程中使用的人工合成添加剂 ７５ ２２６．１ ２０１５．７
功能性宠物食品及宠物处方粮 ２４ ８０．１ ２０１６．７

基础材料化学
功能喷墨打印墨水 １８１ ４８３．０ ２０１６．３
新型杂环化合物制备 OLED有机发光层 ９６ ２９９．０ ２０１６．５

材料、冶金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锂化过渡金属(镍)氧化物的制备工艺 １０１ ３０５．０ ２０１６．０
便携式电子设备触摸屏用化学强化玻璃的制造工艺 ２９ １８２．３ ２０１６．２
二维材料制备层状复合材料的工艺 ３２ １６０．０ ２０１６．６

表面技术、涂层
包含可固化树脂基体的增强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 ８２ ２６７．１ ２０１６．１
具有聚合物夹层的汽车玻璃层压板的制备 ４０ １６２．９ ２０１６．１

微结构与纳米技术

功能器件中碳纳米管的方向控制及分散液的制备技术 ８５ ２８８．７ ２０１５．８
光学和显示装置中可用的壳核量子点的制备工艺 ３４ １５４．１ ２０１５．９
碳纳米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其在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 ２２ ８１．０ ２０１６．５

化学工程

烯烃制备和聚合过程中固体催化剂系统的设计和制备 １２０ ３３９．４ ２０１５．７
用于气溶胶递送装置的雾化器 ６４ ２８０．９ ２０１６．０
微流控装置中流体的移动和分配控制系统 ２２ １５７．８ ２０１６．２

环境技术
用于汽车发动机尾气净化的催化剂体系的制备 ９２ ２８５．８ ２０１６．１
车辆排气系统用混合器和过滤器 ４５ １６２．９ ２０１６．０

化学部类入选 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表现出如

下分布特点:医药和生物技术表现最为亮眼,用于癌

症治疗的程序性死亡受体１(PDＧ１)生物抑制剂和嵌

合抗原受体 T细胞(CARＧT)免疫疗法、乙肝治疗新

药、植物基因组靶向遗传修饰等前沿技术亮点纷呈,
材料与制备、环境和化工、有机精细化学等也吸引着

科研和产业界的持续关注.
在医药和生物技术方面,综合专利影响力表现

最优的包括掀起癌症治疗革命性变化的PDＧ１生物

抑制剂和CARＧT免疫疗法,用作乙肝表面抗原抑制

剂的杂环药物,改良和培育植物新品种的基因组靶

向遗传修饰等技术;蛋白激酶抑制剂药物,RNA 引

导的对异源 DNA 链的定点切割,以及条形码新型

细胞标记等技术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在材料与制

备技术方面,二维材料制备层状复合材料,聚合物夹

层汽车玻璃层压板,光电显示装置中的量子点,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等的制备技术与工艺较受关注.在

环境和化工技术方面,市场发展迅猛的医用和电子

烟用雾化器的核心技术,可颠覆下一代医疗诊断的

微流控技术,以及汽车尾气催化净化技术等受到众

多青睐.在有机精细化学方面,新型杂环化合物农

药,用于护发的马来酸盐类化合物也是市场追逐的

热点.

２．４　机械工程部类

机械工程部类聚焦机械产品的开发、设计、制
造、安装、运用和维修等环节,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

和生产经济性,减少资源消耗.本部类进入 TOP
１００的技术焦点共计２６个,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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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机械工程部类入选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

WIPO领域 技术焦点 大小 影响力 平均公开年

操作

手臂机器人的关节连接和驱动结构设计 ８５ ２９３．０ ２０１６．２
行走辅助机器人系统 ３２ ２５０．７ ２０１６．３
机器人视觉系统 ５０ ２１５．５ ２０１６．７

机床

刀尖交换式旋转切削刀具结构设计 １３５ ３９３．４ ２０１５．８
三维表面玻璃工件的激光加工方法 ４６ ２６４．０ ２０１６．２
用于自动焊接设备的电弧焊方法 １９ １４４．１ ２０１６．７

发动机、泵、涡轮机

涡轮叶片翼型设计及冷却方法 １３０ ３９４．９ ２０１６．２
涡轮盘结构优化及装配 ７２ ２７２．９ ２０１６．２
涡轮增压器结构设计与封装 ８６ ２１０．８ ２０１６．５

纺织和造纸机

造纸工艺中的新型纸张基材制造方法 ７４ ２６５．６ ２０１５．７
鞋类物品针织部件的编织及制造技术 ３８ ２３０．３ ２０１５．７
数码打印机输纸及印刷装置设计 ９５ ２２０．８ ２０１６．８

其他专用机械

３D打印用转轮式多色挤出系统设计 ６５ ２６２．３ ２０１６．５
无辅助支架的３D打印设备和方法 ４７ ２４７．２ ２０１７．３
热塑性聚合物薄膜加工工艺 ６６ ２３６．１ ２０１６．１
商用飞机机翼桁条复合材料运用及其成型方法 ３９ １５６．２ ２０１６．１

热过程和设备

燃气轮机多腔室点火系统和预燃室结构设计 １０２ ３０９．７ ２０１５．８
高效率热循环用工作介质 ７３ ２４２．１ ２０１５．９
高效热力循环加热和冷却过程的精细化控制 ２０ ８１．５ ２０１６．６

机械元件

混合动力汽车先进变速器设计 １２５ ３６５．９ ２０１５．９
发动机隔离解耦器设计 １０１ ３２６．５ ２０１６．０
发动机扭振阻尼器设计 ３５ ９０．１ ２０１６．７

运输

车辆驾驶智能化辅助装置及系统设计 １０７ ４１２．６ ２０１６．３
自动驾驶车辆控制器及控制方法设计 ７７ ３４９．０ ２０１６．７
基于车联网的车载移动智能终端开发 ５２ ３３３．６ ２０１６．８
无人机飞行控制方法及成像系统开发 ３４ ２１３．１ ２０１６．７

机械工程部类入选 TOP１００的技术焦点表现

出如下分布特点:以自动焊接和３D 打印技术为代

表的加工方法和材料加工工艺的表现最突出,以智

能汽车终端和自动驾驶为代表的车辆控制技术亮点

凸显,机械自动化、机械零部件设计与结构装配也持

续吸引着业内关注.
在加工方法和材料加工工艺方面,自动焊接设

备电弧焊方法、玻璃工件激光加工等机械加工技术,
以及无辅助支架的３D 打印设备、商用飞机机翼桁

条复合材料成型、热塑性聚合物薄膜加工等３D 打

印方法改进和材料加工技术的综合专利影响力表现

尤为亮眼,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质量,
为行业革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在车辆控制方

面,随着智能汽车成为汽车强国战略选择,车辆驾驶

智能化辅助装置及系统、自动驾驶车辆控制、车载移

动智能终端开发等智能汽车设备和辅助驾驶相关技

术日渐成为行业关注焦点.在机械自动化方面,手
臂机器人的关节连接和驱动结构、行走辅助机器人

系统等功能性智能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产

业规模持续壮大.在机械零部件设计与结构装配方

面,燃气轮机多腔室点火系统和预燃室结构、涡轮盘

结构优化及装配、涡轮叶片翼型设计及冷却、切削刀

具结构、混合动力汽车变速器等关键机械零部件设

计与装配技术也持续受到关注,因其有一定的技术

壁垒,相关技术研发引发行业巨头的激烈竞争和

垄断.

３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世界技术焦点数据库中的７３７５个技术

焦点为基础,通过专利综合影响力和专利平均公开

年等指标,依靠科技领域专家、政策专家、战略情报

专家的综合研判,遴选出 WIPO的４大部类下３２个

技术领域中排名最前的１００个技术焦点.
从 WIPO部类角度来看,电气工程、仪器、化学

和机械工程４大部类分别包括８个、５个、１１个和８
个技术领域,分别遴选出２６个、１８个、３０个和２６个

技术焦点.相对来说,化学部类平均每个技术领域

所遴选的技术焦点数量略少,仪器部类略多,这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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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领域拥有专利平均公开年较新且综合专利影

响力较高的技术焦点有关.进入 TOP１００的技术

焦点数量不少于４个的技术领域包括:电气工程部

类的电机、设备、能源,计算机技术,仪器领域的光

学,控制,医疗技术,化学部类的生物技术,机械工程

部类的其他专用机械,运输.

４大部类各自凸显出一批最为亮眼的技术焦

点,例如:电气工程部类中,毫米波通信和基于区块

链的用户身份认证等数字通信技术,语音识别、数字

交易等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以及微发光二极管

显示等;仪器部类中,外科手术机器人、内镜外科吻

合器、超声刀等高端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辅助驾驶

系统、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自主导航等自主无人系

统,以及 AR显示设备和雷达技术等;化学部类中,
用于癌症治疗的抗PDＧ１抗体和CARＧT免疫疗法、
乙肝治疗新药、植物基因组靶向遗传修饰等医药和

生物技术,二维材料制备层状复合材料、聚合物夹层

汽车玻璃层压板等材料与制备技术,医用和电子烟

用雾化器、微流控技术等环境与化工技术等;机械工

程部类中,自动焊接和３D打印等加工工艺,以智能

汽车终端和自动驾驶为代表的车辆控制技术等.
在技术发展迅速、不断交叉融汇以及研究与应

用密切结合的趋势下,利用先进技术方法对高影响

力专利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遴选,对于客观、快速和

深入揭示技术发展趋势,把握国际竞争态势,前瞻技

术突破方向等 都 具 有 重 要 意 义.本 文 所 遴 选 的

TOP１００技术焦点只是包含７３７５个技术焦点的世

界技术焦点数据库中的“冰山”一角,通过这一工作

旨在为识别和研判新科技革命技术发展趋势,为发

现最具影响力的未来技术方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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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２０２１TechnologyFocus”reportdevelopedbytheInstitutesofScienceand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ofSciences(CASISD)wasreleasedinJune,２０２１．Themainpurposeofthispaperistointroduce
theresearch methodsand mainresultsadoptedinthereport．Basedonthe World TechnologyFocus
databaseformedbytriadicpatentsclustering,thispaperselectedtheTOP１００technologyfocusesby
CombinedPatentImpactandofpatentsamongthe３２technologyareasinthefourtechnologydivisionsof
electricalengineering,instrumentation,chemistry,and mechanicalengineering given bythe World
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andsummarizedthemosteyeＧcatchingtechnologyfocusesof
eachcategory．ThepurposeistoidentifythedevelopmenttrendoftechnologiesforthenewsciＧtech
revolution,andgiveinsightsintothemostinfluentialtechnologydirections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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