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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机专利数据库中挖掘太阳能电池的发展态势 

文/王  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摘要:采用专用计算机软件，检索分析了太阳能电池专利在地区、公司间的分布特点，结合一些具体的技术专

利，指出光伏应用领域的专利布局具有重要的产业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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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下，专利对于太阳能电池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最大限度地利用专利数

据库，使之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是当前我国光伏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手段。 

从专利数据库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有很多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可以应用，比如 Derwent Analytics是一个

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并展开可视化分析的软件，它具有界面友好和直观的特点，提供一种轻松的方法从

Thomson Derwent 专利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中，挖掘出更有意义的分析数据，为全面掌握行业动态提供有意

义的依据。由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开发的专利分析系统，能够对专利信息进行二次加工，便于对技术发展趋

势、申请人状况、专利保护地域等专利战略要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笔者将借助专利数据库工具对太阳能

电池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1 专利分布特点 

在进行专利数据挖掘分析前，因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种类较多，需按照希望达到的分析目标做好分类， 比

如可以按照用途、电池片所用材料或者封装材料和工艺等进行不同方式的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再在

Thomson Derwent等专利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分析。 

借助检索工具，回顾太阳能电池专利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98年专利的申请量有了一个较为快速的

增长，比1997年增加了一倍，而到了2004年以后，专利的申请量更是呈现指数型增长。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

之前的一个研究显示，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太阳能

专利年发布量平均增长为13%，这一数据远超过半导体

和数字通讯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的增长幅度。2006年我

国的专利申请量就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跃居三个地区

之首，2010年专利申请量更是比2009年增加了一倍。 

由图1可以看出，在统计的全球5 383件太阳能电池

专利申请中，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占中美欧三

地区全部申请量的45%，美国次之，为36%，欧洲最少，

占19%。而在中国申请的专利中，发明专利占63%，为1 524件，实用新型专利占37%，为908件。 

图1的数据只是说明了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比列，并不代表中国企业及研究单位所拥有的专利数量。  

通过检索在中美欧三个地区专利申请排名前10的公司，从数据可以看出，光伏电池组件领域中的大量专利都

掌握在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手中。美国、欧洲来华的专利申请大多集中在材料制造和电池芯片，属于光伏产

业链的上游及中游领域，且多为发明专利申请，技术实力较强，占据先发优势。 

    近年国内企业在光伏产业的专利布局中进行了诸多尝试和努力。 

如海南英利，近年共提交国内专利申请1 176项，授权专利共777项。基于公开数据显示，英利在国内的

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已超越国内其他同行企业，位居行业第一。海南英利凭借自主知识产权形成的技术

及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来积极应对国外的贸易壁垒， 

中电光伏最新推出的高效多晶硅电池“Waratah”，平均量产效率可达17.4%，高于业内普通多晶硅电池17.0%

图 1  各地区专利申请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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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水平。这项新技术采用了五主栅的电极结构，成功突破了日本京瓷公司“三主栅电极结构”的专利封锁。 

跟踪专利是了解业内新技术的常用手段。比如通过跟踪设备供应商 Manz 在其 CIGS 实验室中获得的技

术独家专利，可以了解到一款刷新世界纪录的 CIGS电池片，其转换效率达到20.8%；检索美国专利可以获悉 

Xunlight 推出了第二代薄膜硅太阳能电池生产设备。与之相比，中国光伏产业起步较晚，国内申请人的专利

申请主要涉及产业链下游技术，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居多，发明专利少，但在发电系统及其应用

领域具有比较优势。 

2 专利策略推动光伏应用 

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光伏产能占据了全球60%的市场。但是在美国

和欧盟相继对中国的光伏企业展开“双反”（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后，风光一时的光伏产业立即进入“寒冬”。

在光伏产业危机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光伏企业通过专利策略来指导研发及突破市场。在晶硅切割废砂浆的循

环利用方面，江苏一家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在国内晶硅切割废砂浆回收利用80%的基础上，突破了晶硅切割

废砂浆剩余20%的硅粉综合利用，该项目产业化后将帮助国内光伏企业实现降本增效，该公司围绕这一项目

申请了国家专利34项，其中18项已经获得国家专利授权。晶硅切割废砂浆循环再利用产品还从单一的光伏行

业利用，向化工、钢铁等新行业利用领域拓展，企业市场空间进一步打开。 

一些光伏材料企业专注于研发和生产光伏组件关键封装材料(EVA胶膜和背板)，如杭州某企业，拥有专

利16件，其中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9件，注重自主创新，并成功地切入下游项目光伏并网发电，预计

年均发电281万千瓦时，可满足1 400户家庭的用电需求，缓解了干旱季节高峰用电负荷。 

   深圳一家公司凭借“光伏并网储能发电系统及其关键设备”项目，获得2013“年度光伏应用创新奖”，该公司拥有

光伏逆变器和 UPS 全套核心技术和自主专利，到2013年12月底公司拥有26项发明专利，89项实用新型专利，32项

外观专利，32份软件著作权，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请之中，专利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国内逆变器行业名列前茅。 

  在太阳能应用领域，技术非常活跃，近年来各种新型专利层出不穷。苹果公司在太阳能方面的专利申请

就已不少，其中有一项专利通过将太阳能电池置放于便携式触摸屏底层，实现太阳能电池直接向智能设备提

供电源，真正体现了移动设备的便携性。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把太阳能电池面板做得更大，以提供足够的能

源，这项专利提出了让触摸层、显示屏和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堆叠的方案，这意味着太阳能电池可能会跟随着

如日中天的智能移动终端出现一个增长点。   

在传统的太阳能热水器领域，也有创新技术及专利公布，比如某公司研制的“过流即热”太阳能热水器新

产品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专利证号：ZL201020171809.8）。该产品采用国际先进的 RFS 换热技术，使用时

不用水箱热水可即开即热。  

    无需燃油、每天晒晒太阳就能奔跑的太阳能汽车，在阳光下可以充当手机充电器的太阳能眼镜，利用太

阳能光伏组件，居民可以在自家楼顶建设家庭光伏电站，已申请中国专利的太阳能电梯已面世⋯⋯伴随着光

伏技术的发展，太阳能的应用范围已经遍及各行各业，并不断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虽然光伏产业上游的专利被少数欧美日的跨国公司把持，但在太阳能应用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尤其是

面对庞大的中国新能源市场，通过在应用领域形成一些专利屏障的策略来发展产业是一种有效的运作方式。 

3 结束语 

2013年是国内光伏产业的恢复之年，全球需求总量会达到 35吉瓦，比 2012年的 30吉瓦增长约 15%，2014

年，全球光伏市场的需求量将继续增长。国内多个大型光伏基地和分散式光伏电站实现并网发电，中国光伏装机

量将达到 16吉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场。预计到 2015年，中国的光伏装机量将达到 35吉瓦。 

虽然国内光伏产业发展迅速，若想尽快走出发展困境，还需在一些关键技术上继续加大研发力度，比如

在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制作方面，虽然国内企业也可以制作该款产品，但水平和欧美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在

光伏系统组装方面，国内企业在标准检测、防漏电等方面还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国内光伏企业在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应该增强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后的再创新能力，特别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和

组件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保持光伏产品的高性价比优势，以自主知识产权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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