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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意义］ 技术生命周期的精确判断有助于国家和企业对技术进行前瞻性管理，及时解决发展

过程中的技术规划问题，帮助决策者及时了解技术发展动态，决定资本投资方向。［方法 /过程］ 文章基于文献

综述法回顾了技术生命周期的发展历程、概括了当前技术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主流观点，梳理了国内外技术生命

周期判断方法相关研究成果，根据不同判断方法的技术特点与分析结果的特点将其划分为模型法、计量法与描述

法 3 类。［结果 /结论］ 未来预测技术生命周期的判断继续以定量分析为主，将更加注重深层次的内容挖掘，尤

其是深入文献内部所提取的一些能够体现技术生命周期阶段变化的指标信息可能会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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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Accurate analysis of technology life cycle are conducive to countries and enterpri-

ses carrying out prospective management、timely solving technical planning matter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helping

decision makers understand current technical state and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capital investment． ［Method /Proces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trospect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echnology life cycle，summed up mainstream views of

technology life cycle phases division and combed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technology life cycle judgement methods at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judgment methods and analysis results，the paper divided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model method，metric method and descriptive method． ［Ｒesult /Conclusion］ Judgement of

technology life cycle would still take quantitative analysis as main element probably in the future，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pth of content mining． There would be a broader research space especially for indicator information that can deep into

the inside of literature and reveal the changes of thes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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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知识产权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不仅

面临着资本方面的挑战，更有来自技术方面的竞争

压力，而技术战略往往是企业长期发展的生命线，

时常需要根据技术的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战略以便

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从而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技术

生命周期恰恰是反映技术发展状态与未来发展趋势

的重要指标［1］。技 术 生 命 周 期 科 学 性、有 效 性、

准确性的判断不仅有助于国家确定重点技术研究领

域、扶持新兴技术、完善成熟技术、淘汰落后技术

而且还有助于企业定位技术发展状态、调整技术战

略、抢占技术先机、降低投资风险、避免投资雷区

误区等等。因此，技术生命周期的准确判断对于企

业，乃至国家进行技术战略部署而言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1 技术生命周期发展历程

生命周期的概念起源于自然生态系统，泛指事

物从萌芽、成长、成熟至消亡的一个周期过程。生

命周期因在诸多领域 ( 经济、技术、社会等) 均

有涉及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源

于 1966 年哈佛教授 Ｒaymond V［2］首次提出的产品

生命周期理论，技术生命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既有

共同点又有区别。两者均以 “生命周期变化”为

特征，经历类似出生、成长、发展、成熟再到衰退

的过程，技术生命周期一般指特定技术的整个发展

历程，而产品生命周期则因国家技术水平不同而产

生较大的过程差异。另外从周期理论侧重视角来

看，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主要集中在产品的技术方面

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侧重于产品市场［3］。对于

技术性企业而言，产品的生命周期多数受制于产品

技术的发展水平; 对于研发型企业来说，除了对产

品生命周期有所了解以外仍需掌握该技术当前所处

发展阶段以便制定出科学、有效、准确的技术研发

战略。

2 技术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技术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呈现出多样性的发

展特征，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技术生命周期。针对技

术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国内外相关研究人员提出

了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阶段论、五阶段

论与六阶段论，但多数学者认同四阶段论，即技术

生命周期由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组

成［4－5］，也有学者以不同的表达方式阐述四阶段

论。如王新等学者［6］认为技术具备社会与自然双

重属性，并相应地将四阶段论分为社会四阶段论与

自然四阶段论。其中社会四阶段论将技术生命周期

划分为技术非连续状态、激烈竞争阶段、主导范式

阶段和增值变革阶段，自然四阶段论则将其划分为

萌芽 期、成 长 期、成 熟 期 与 衰 退 期。Ｒavik K J

等［7］将技术生命周期分为一般性研究发展阶段、

应用研发阶段、大量制造生产阶段及市场扩张阶段

4 个阶段。不少文献对五阶段论展开了深入研究。

郭银鑫［8］基于四阶段论的扩充法将技术生命周期

划分为萌芽期、平稳增长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

退期。五阶段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是 1995 年 Gartner

公司所公布的技术曲线成熟度 ( 见图 1) 报告，将

技术生命周期分割为 5 个阶段，分别为: 1) 科技

诞生的促动期; 技术未成熟之前因媒体的大规模报

道等因素而被大肆渲染。2) 过高期望的峰值; 过

度渲染的技术因技术知名度的提升迅速得到公众的

高度关注，大量资金涌入。3) 泡沫化的低谷期;

因技术的不完善、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使得新技术

受到的关注度逐渐下降，渐变为泡沫。4) 稳步爬

升的光明期; 随着技术各方面性能的提升与瓶颈的

克服，新技术又“重拾光明”，逐渐得到公众的认

可，并获得二轮、三轮的融资。5) 实质生产的高

峰期。技术逐渐步入 “正轨”，逐步为企事业带来

可观的收益，同时吸引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加入，技

术市场前景越来越广阔。另外，也不少文献将技术

生命周期分割为 6 个阶段。Ｒyan D 等［9］、Harvey

M［10］与 Khalil T M［11］分别以不同的衡量指标为分析

依据将技术生命周期划分为技术发展期、技术应用

期、应用萌芽期、应用成长期、技术成熟期与技术

衰退期。

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统一、

明确的标准，学者们可根据不同的衡量指标、分析

依据与研究需求将技术生命周期分割为不同的阶段

以便行业相关人员了解目标研究领域技术发展动

态。

3 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技术生命周期判

断方法分类，本文根据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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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ype Cycle 曲线

术特点及判断结果特点将其划分为模型化方法、计

量法与描述型方法 3 类。S 曲线、技术生命周期图

法、Fisher－pry 模型法、基于 TＲIZ 理论与基于系

统动力学的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使用曲线或构建

模型对技术生命周期进行判别，故将其划分为模型

化方法之中。专利指标分析法、相对增长率法、

TCT 计算法、会议与期刊论文比例法、文献类型变

化法与多指标测量法较多采用文献计量、科学计量

及数据挖掘等分析方法，因而将其划分为计量法。

基于 TＲL 的技术成熟度分析方法与德尔菲法较多

进行主观评估度量，因而将其归纳为描述型方法。

3. 1 模型化方法

3. 1. 1 S 型曲线

识别技术所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经典方法为

观察相关专利技术申请与授权的定量增长率。经验

研究表明识别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常用经典模型为

S 型曲线 ( 也称作 S 型演化路径) ［12－13］，其来源于

美国 Foster Ｒ N 学者的研究［14］。S 曲线包括对称型

Logistic 曲线与非对称型 Gompertz 曲线两种，其中

Logistic 曲线应用较为广泛［15－16］，适合于快速、明

显增长的技术生命周期预测，而 Gompertz 曲线则

用于技术成熟老化模式的预测［9］。

国内外较多研究学者基于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采用 Logistic 模型对不同行业技术发展状态进行了

分析。赵莉晓［17］、周曼等［18］、Mahdis Y J 等［19］分

别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射频识别技术、植物防霜专

利技术、光伏技术生命周期进行了研究。葛亮［20］

以专利分析为手段，结合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与 Lo-

gistic 模型综合分析了国内石墨烯技术所处的发展

阶段，揭示了石墨烯技术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

势。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提出将 Logistic 模型与相关

定量指标结合来判断技术生命周期。Chang S H

等［21－22］学者将 Logistic 曲线与专利指标、专利数据

相结合对车联网产业技术、电信技术生命周期进行

了判别。Mohammad D M 等［23］、Intepe G 等［24］ 均

基于专利文本数据，运用 Logistic 模型分别识别了

石油产业二氧化碳注入技术、3D 电视技术的生命

周期阶段。

虽然现有专利数据库数据完整度较高，收录较

齐全，但在获取目标技术研究领域所有相关专利数

据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即便 S 型曲线

在识别技术生命周期阶段时是可行的，但仅仅采用

单一 S 型曲线对技术生命周期进行判别可能带有一

定的片面性。

3. 1. 2 技术生命周期图法

技术生命周期图法又可称之为反向 S 曲线，分

别以专利申请或授权量、专利申请人数为坐标轴，

考察专利申请 ( 或授权量) 与专利申请人数随时

间变化的趋势来判断技术生命周期。此方法可将技

术生命周期划分为 5 个阶段，萌芽期、成长期、成

熟期、淘汰期与复苏期［25］ ( 见图 2) 。

使用技术生命周期图法判断技术生命周期的研

究成果较多。王云飞等［26］、李进进等［27］均采用该

曲线分别对锂离子电池技术、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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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生命周期图法

命周期进行了判断。也有学者将技术生命周期图法

与其他分析法结合实现对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判

断。张诚等［28］同时运用技术生命周期图法与指标

组合法分析了集成电路封装技术所处生命周期阶

段。

3. 1. 3 Fisher－pry 模型法

Fisher－pry 模型法最早来源于 Fisher J C 与 Pry

Ｒ H 合作的一篇论文［29］，是目前评估技术成熟度

相对准确率较高的方法之一［30］。之后较多研究利

用该模型对技术发展阶段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

析。靳军 宝 等［31］ 基 于 Fisher － pry 模 型 采 用 SCI、

EI、专利与商业报道等多种数据对纤维素主要预处

理技术 ( 蒸汽爆破法、酸处理法、碱处理法和生

物法) 成熟度进行了分析，得出除生物法正处于

生长阶段以外，其它 3 种方法自 2005 年就已进入

成熟期的结论。李欣等［32］以 WOS 为数据源，通过

Fisher－pry 模型揭示了燃料敏化太阳能光伏电池技

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得出该技术目前正

处在技术成长期。此外，也有文献考察了 Fisher－

pry 模型法与文献计量法结合使用的情况。代表性

文献有 Daim T U 等［33］、娄岩等［34］。

3. 1. 4 基于 TＲIZ 理论的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

TＲIZ (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即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前苏联 Altshuler G S［35］教授通

过对世界超过 250 万件专利进行分析总结，发现专

利发明数量、专利级别、利润及性能 4 条特性曲线

( 见图 3) 与表征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 S 曲线具有

较强的对应关系。目前，基于 TＲIZ 理论的技术生

命周期判断方法已较为成熟。多数研究学者基于专

利分析数据拟合目标技术领域 4 个尺度变量数据变

化曲线 ( 专利量、专利级别、利润与性能曲线) ，

将其与标准特性曲线进行比对从而确定该技术所处

技术生命周期阶段。高常青等［36］运用 TＲIZ 法预测

离心冲击打夯机技术已度过成长期进入成熟期。王

秀红等［37－38］应用 TＲIZ 原理分别对电动剃须刀产

品、电动自行车技术进化过程进行了预测。

图 3 TＲIZ 技术生命周期预测曲线

TＲIZ 理论虽可通过绘制技术成熟度预测曲线

判定技术成熟度为目标领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帮

助，但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专利级别与性能数据

较难度量，利润数据较难获取。

3. 1. 5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

系统动力学最初由美国 MIT 的 Forrester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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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企业生产管理及库存管理等问题而提出的一

种系统仿真方法，后因应用及影响范围的扩大而逐

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学科。该方法认为技术的发展具

有系统性，在研究技术生命周期规律时，除了考虑

技术本身发展情况之外，还应考察经济、社会等环

境因素给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因而能够全面评

估技术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但是该方法模型也存在

一定的缺陷，参数估计是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不可

缺少的一环，参数的选取及参数值的微小变化可能

会引起所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巨大震动，导致所

构建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由于

影响因素众多、模型构建复杂等原因目前运用系统

动力学方法判断技术生命周期的研究成果较少。王

丽芳等曾将技术、社会、环境等多种影响因素纳入

模型中运用 Vensim PLE 软件对近 20 年来燃料电池

技术生命周期进行了预测分析［39］。

3. 2 计量法

3. 2. 1 专利指标分析法

专利指标分析法主要计算不同阶段 4 个指标

( 技术生长系数、技术成熟系数、技术衰老系数与

新技术特征系数) 的数值，依据指标数值变化趋

势综合评估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4 个指标详

细计算方法与定义［40］见表 1。

表 1 专利指标计算公式及意义

专利指标 公 式 定 义

技术生长系数 ( V) V=a /A
a 代表某研究领域当年专利申请或授权数量; A 代表过去 5 年中某技术

领域总的专利申请或授权数

技术成熟系数 ( α) α=a / ( a+b) b 代表当年某研究领域技术实用新型专利数

技术衰老系数 ( β) β= ( a+b) / ( a+b+c) c 代表当年某研究领域技术外观设计申请或授权数

新技术特征系数 ( N) N= ( V2 +α2 ) 1 /2 N 由技术生产率与技术成熟系数计算得出

不少研究使用专利指标分析法对技术生命周期

进行判别。余致力［41］采用专利指标分析法对药物

紫杉醇技术生命周期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

该技术已进入成熟期的结论。黄鲁成等［42］以燃料

电池为技术案例，应用专利指标分析法分析了燃料

电池技术当前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由于各国专利制

度不同，该方法仅适用于同时包含以上 3 种专利类

型数据的国家，如中、日、德，因而专利指标分析法在

普适性方面容易受到专利类型的制约。

3. 2. 2 相对增长率法

相对增长率法是通过分析以相对增长率( Ｒela-

tive Growth Ｒate，ＲGＲ) 为纵坐标与相对增长潜力率

( ( Ｒelative Development Growth Ｒate，ＲDGＲ) 为横坐

标所构成的二维平面来判断技术所处发展阶段［43］

( 见图 4) 。相对增长率指的是某技术领域专利申请

数的平均增长率与所有领域专利申请数的平均增长

率的比值。相对增长潜力率可由增长潜力率计算得

出，增长潜力率代表某技术领域后 N 年专利申请数

的平均增长率与前 N 年专利申请数的平均增长率

的比值。

图 4 相对增长率法

二维矩阵图与战略坐标图类似，将技术生命周

期划分为 4 个象限。第Ⅰ象限代表萌芽期，象征着

新技术自发明之日起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及较高的

研发风险使得新技术具有较高的相对增长潜力率，

此时因市场占有率不足而相对增长率较低。第Ⅱ象

限代表增长期，此阶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完善及消

费者的认同，新技术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相对增长

潜力率与相对增长率均较高。第Ⅲ象限，技术已然

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逐步进入标准化时期，此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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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长率维持在相对较高且稳定的状态，技术发展

进入理论或应用极限时期，相对增长潜力率值逐渐

降低。第Ⅳ象限随着技术理论或应用瓶颈问题的无

法克服，再加上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原有技术很快被

取代而进入衰退期，逐渐被市场淘汰，相对增长潜力

率与相对增长率值均较低。目前采用相对增长率法

进行技术生命周期判定的研究成果较少。曹雷［44］

曾构建特定技术领域的 ＲGＲ 与 ＲDGＲ 判断技术生

命周期。此方法虽可以根据相对增长率与相对增长

潜力率的数值快速判断技术生命周期阶段，但各象

限边界区分比较模糊。

3. 2. 3 TCT 计算法

TCT 计算法主要用于计算单件专利技术生命周

期，可以用该专利在申请文件扉页中所有引证文献

技术年龄的中间数来表示［24］。某技术领域的技术

生命周期则为该领域所有单件专利 TCT 加和的平

均值，因计算比较繁琐而较少应用于技术生命周期

的计算［19］。从其概念上可以得知，TCT 法可以追踪

正在进行创新的信息，TCT 越短，说明该技术领域变

化越快，技术越活跃，相反，TCT 越长，该领域技术变

化越缓慢。

3. 2. 4 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比例法

论文作为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产出成果之一，其

相关数据在对技术生命阶段进行判断时也表现出良

好的优越性。基于论文数据的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

法主要有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比例法，EI 论文与

SCI 论文比例法与其类似，不再多述。当会议论文

与期刊论文的比例越来越大时，说明会议论文越来

越少，期刊论文越来越多，技术受到争议的程度逐渐

降低并逐步接近成熟。Ｒoper A T 等［45］、陈燕［40］认

为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比例变化可用于分析技术成

熟度。姬俊昌［46］曾在构建新能源汽车技术多维度

评价体系时采用了 EI 论文与 SCI 论文之比、会议论

文与期刊论文之比在内的多个指标预测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技术生命周期。一般来说，在运用论文相关

数据对技术生命周期进行判断时往往需要结合其他

指标以提高生命周期判别的准确性。

3. 2. 5 文献类型变换法

文献类型变换法涉及技术相关的多种类型数

据，该方法将技术生命周期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试验开发、应用阶段与社会效应 5 个阶段。基础

研究阶段，SCI 论文数量呈现由少至多，然后逐渐下

降的特征; 应用研究阶段，EI 论文数量呈现出与 SCI

论文类似的发展走势; 试验开发阶段主要考察专利

文献数量，应用阶段与社会效应阶段则以商业报道

相关信息为主，专利数量与商业报道相关数据信息

仍表现出与以上两个阶段类似的发展规律［47］。

目前鲜有文献仅利用文献类型变换法对技术生

命周期进行判断，有学者同时采用文献类型变化法、

期刊与会议论文比例法与 Fisher－pry 模型法对智能

控制技术成熟度进行了判定［40］。

3. 2. 6 多指标测量法

鉴于单一指标或模型在评估技术生命周期时所

存在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类型

数据或不同指标的排列组合以实现技术所处生命周

期阶段的判定。Gao L D 等［48］基于专利相关的 13

种指标构建了一种可以预测目标技术生命周期阶段

的模型。Ｒobert J W 等［49］引入 9 种不同类型的文本

指标用于技术发展状态的判断。Haupt Ｒ 等［50］使用

了与专利相关的 7 种指标判断技术生命周期阶段变

化。张海峰等［51］提炼了 8 个特征指标用于构建技

术生命周期判定方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验证了该

判定方法的准确性。侯元元［52］绘制了以年份、专利

申请人数与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X、Y、Z 轴的三维专

利生命周期曲线，综合集成 3 个投影平面的数据得

出燃料电池技术已进入成熟期的结论。

上述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单一指标法

或模型曲线在识别技术生命周期阶段时的片面性，

但在指标合理性、研究数据及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等

方面仍然需要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或者多位专家探

讨决定，因此该方法主观性较强。另外，对于发展模

式相近的技术而言，其生命周期阶段较容易识别，对

于发展模式弱相关或非相关技术而言，多指标的通

用性仍需要进一步考证。

3. 3 描述型方法

3. 3. 1 基于 TＲL 的技术成熟度分析方法

TＲL( Technology Ｒeadiness Level) ，即技术完备

等级，由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 NASA 首次提出，用于

评估新技术是否达到成熟期的方法之一。技术成熟

度后被细分为 9 个标准等级［53］，不同等级对应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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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不同发展阶段( 见表 2) 。

表 2 NASA 对 TＲL 不同等级的描述

TＲL 技术等级 描 述

TＲL1 提出基本原理

TＲL2 技术概念及( 或) 应用设想

TＲL3 关键功能的实验与分析

TＲL4 实验室环境下成分及( 或) 试验板的验证

TＲL5 相关环境下成分及( 或) 试验板的验证

TＲL6
相关( 地面或空中) 环境下系统 /子系统或

原型的展示

TＲL7 实际空间环境下系统原型的展示

1976 年与 1977 年，NASA 分别将 TＲL 应用于

木星探测与太阳帆项目。90 年代 TＲL 被美国国防

部应用于重大国防采办项目中。有些研究直接将

TＲL 体系用于技术成熟度的评估。赵慧斌等［54］借

鉴美军方 TＲL 评估方法提出了电子对抗装备技术

的 9 级 TＲL 体系框架，并将其应用到电子对抗装

备系统的技术生命周期判断中。sa F B 等［55］在其

论文中介绍了如何使用 TＲL 方法指导、设计、评

估信息与通信技术。除了直接应用以外，通过 TＲL

评估方法和其他度量指标分析技术发展趋势，从而

帮助相关决策人员制定技术发展战略也是目前研究

的一大发展趋势。Ｒené L N 等［56］将技术生命周期

各阶段与科技研究成果类型 ( 研究论文、专利、

市场信息) 相对应，TＲL1～5 级对应理论研究 ( 研

究论文为主要表现形式) 阶段，TＲL6～7 级对应应

用研究 ( 专利为主要表现形式) 阶段，TＲL8～9 级

对应技术市场应用 ( 信息报道为主要表现形式)

阶段。Sauser B 等［57］ 提 出 一 种 新 的 系 统 成 熟 度

( SＲL) 体系用于管理系统研发与国防采购项目，

该体系融和了 TＲL 体系与集成成熟度 ( IＲL) 的概

念。一般而言，基于 TＲL 的技术成熟度分析方法

多应用于军事、国防领域中，不太适合一般性技术

成熟度分析。虽然 TＲL 被视为判断技术成熟度最

有前途的方法之一，但其易受专家主观意见的影

响，且仅能度量技术的一个维度。

3. 3. 2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又可称为专家调查法，是技术生命周

期判断方法中较常采用的方法之一，源于该方法采

用专家丰富的学识或经验对某一研究领域或行业所

进行的较为细致、科学、准确的判别，尽管该方法

存在耗时长、主观性强等局限，但在进行国家或整

个产业大范围预测或者判断时，德尔菲法很可能是

唯一可行且较为准确的方法［58］。

表 3 技术生命周期不同判断方法的优势与局陷

技术生命周期

判断方法分类
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 优 势 局 限

模型法

S 曲线 常用经典模型; 曲线直观明确 参数选取、测量比较困难

技术生命周期图法 根据趋势判别生命周期阶段 主观性较强

Fisher－pry 模型法 综合考虑多种数据类型 需要大量收集各类型数据

基于 TＲIZ 理论的方法 与 4 条标准特性曲线作比对
专利等级与性能指标不易度量;

利润数据获取困难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方法 综合考虑技术内外部因素 参数选取与估计与实际有较大偏差

计量法

专利指标分析法
4 个专利指标数据易采集;

定性定量相结合

需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

3 种专利类型的数据

相对增长率法 定性定量相结合 阶段界限划分模糊

TCT 计算法 单件专利文献容易计算 具有产业依附性; 计算过程繁琐

会议论文与期刊论文比例法;

EI 论文与 SCI 论文比例法
指标数据易采集

需要采集相关论文的完整数据;

忽略其它类型数据变化

多指标测量法 综合考虑多种指标来衡量 选取的指标合理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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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续)

技术生命周期

判断方法分类
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 优 势 局 限

描述型
TＲL 法 标准等级表述清晰

仅度量技术的 1 个维度;

不适合一般性技术的分析

德尔菲法 常用方法之一; 结果比较权威 主观性强

4 不同判断方法之间比较研究

表 3 对当前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进行了简要

总结分析，通过研读相关研究成果可知目前技术生

命周期判断方法定量分析中较常采用的有模型法中

的 S 曲线、计量法中的专利指标分析法与多指标测

量法。模型法中尤其 S 曲线的绘制比较适用于以 S

曲线模式发展的技术，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技术均

出现 S 曲线型的发展路线，模型参数的选择、测量

比较困难，且不同的模型得到的分析结果相差很

大，单一指标或模型在技术生命周期科学、准确判

断分析方面稍显不足。文献计量、科学计量方法在

进行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时提供了诸多便宜，不仅指

标数据易于采集，而且摆脱了专家咨询所带来的一

些系统性主观偏见，便于研究学者探索出由于知识

局限或视角偏颇而难以发现的客观规律，但该方法

分析结果较多受到分析者对数据库的掌握程度及对

数据的完整采集程度，另外对技术生命周期各阶段

关键时间节点的划分仍然需要主观判断，因而在采

用计量方法进行技术生命周期判断通常离不开专家

咨询法等定性方法的从旁协助。

5 总结与展望

文章根据不同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的技术特

点与分析结果的特点将技术生命周期主流判断方法

划分为模型法、计量法与描述型 3 类。目前国内更

多的研究集中在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法在各技术领

域中的应用尚，少数学者提出了新的技术生命周期

判断方法。国外与技术生命周期相关的大部分研究

采用 S 曲线或反 S 曲线法，并基于专利数据探测技

术所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部分研究尝试多指标

体系判断技术发展趋势。鉴于单一指标或模型在判

断技术生命周期中所存在的不足，目前亟需构建一

种综合、科学、客观的多指标体系为决策者提供更

为可靠的情报支持，更好地了解技术发展轨迹与发

展规律。未来在技术生命周期判断方面可能继续倾

向于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协助的发展趋势，定量

分析法将更加关注深层次的数据挖掘、文本挖掘，

尤其是深入文献内部所提取的一些能够体现技术生

命周期阶段发展变化的指标数值信息，同时结合机

器学习、统计分析、数据建模等提高技术生命周期

判定准确性的方法将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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