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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析相关专利技术，为医疗与商业健康保险机构打通数据交互堵点、建构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提供经验借鉴。方法／过程 采用专利计量方法，围绕相关专利技术的时间趋势、地域分布、类别分
布、文本聚类４方面分析医疗与健康保险机构之间的数据交互专利技术。结果／结论 中国应重视数据交互在
医疗与健康保险机构深化合作中的作用，增进高质量专利的申报、授权、运用和保护，重视跨界融合与技

术驱动，创新专利布局以顺应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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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

环节，是现代社会个人及家庭面对医疗风险的重要

防护手段之一，为个性化、高层次就医需求提供相

应保障。随着就医需求、理赔频次和就医场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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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加，商业健康保险应深入研究医疗与保险机构

之间的数据共享、数据处理等数据交互关键问题，

围绕痛点打通堵点，进一步改善参保人就医和理赔

体验，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健

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消除数据壁垒，建立

跨部门跨领域密切配合、统一归口的健康医疗数据

共享机制，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应用信息系统数

据采集、集成共享和业务协同［１］。

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的高质量、高效率数据共

享和交互意义重大。一方面可以提升理赔效率、改

善用户体验。机构间数据共享程度直接影响核保和

理赔效率，进而影响客户满意度和公司声誉。另一

方面可以促进产品创新和精细化运营。保险公司可

以通过数据交互深入了解患者需求，研发更符合市

场需求的保险产品。目前医疗费用持续增长，医疗

机构的数据资源可以帮助保险公司更准确地评估和

预测医疗费用，从而实现精细化运营。

专利信息是集技术、商业和法律信息于一体的

特殊信息来源，不仅能反映最新的技术发明和创

造，而且代表着前沿技术的方向，为研究者了解某

一行业或产业提供科技含量较高的信息来源［２］。本

文拟以专利技术分析为研究方法，以医疗与健康保

险机构间数据交互专利技术为分析对象，为相关领

域的技术发展带来经验与启发。

２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数据源自德温特专利数据库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ＤＩＩ）。该平台集成全球１５６个国家／地

区的专利信息，数据源包括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Ｄｅｒｗ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ｘ，ＤＷＰＩ）和德温特专利

引文索引，分别涵盖 ６０００余万个专利和近 ３０００

万个同族专利，以及１９００余万个同族专利的增值

专利引用信息，其专利内容具有公认权威性，且

ＤＷＰＩ由专业技术人员将晦涩的专利原文通俗化改

写，更容易被理解和检索。

２２　检索策略

基于中英文文献检索归纳关键词，借助 ＤＩＩ

ＳｍａｒｔＳｅａｒｃｈ自动从文本 “Ｄａｔａ－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中

提取关键词，该过程经过语义分析、关键词拓展、

引用被引用、分类号等运算，获取准确、完整的检

索结果，可模拟熟练的专利检索人员的检索过程。

经过大量测试，检索策略确定为从 ＤＷＰＩ全文及摘

要中检索关键词组合，检索式为ＡＬＬＤ＝（（“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ＬＬ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ＯＲ“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ＡＮＤＡＬＬＤ＝（ｄａ

ｔａ）。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６日，查得专利７４９项，分

属于７４５个申请号和６３７个 ＤＷＰＩ同族。由于仍存

在部分噪音，为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将检索式由

全文检索精确至摘要检索，检索式为 ＡＢＤ＝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ＡＢ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Ｒ“ｃｌｉｎ

ｉｃ”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ＡＮＤＡＢＤ＝ （ｄａｔａ）。最后，基于 ＳｍａｒｔＳｅａｒｃｈ、全

文检索、摘要检索、相关性排序和清洗，获得目标

专利５１４项，分属于５１０个申请号和４２０个 ＤＷＰＩ

同族。

２３　专利信息分析法

以专利信息分析法为主，综合运用实证研究、

文字与图表论述等方法统计分析上述收集专利的时

间趋势、地域分布、技术类别、文本聚类等，旨在

展示健康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数据交互专利技术的

发展。

３　分析结果

３１　专利申请与公开数量的时间趋势

专利周期一般分为专利申请、公开和授权３个

环节。相关专利申请与公开时间趋势，见图１。申

请数量随时间波动较大，每隔２～６年出现一个小

高峰，即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数量较多；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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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开数量自２００５年后快速增加，至２０１３年到达
峰值 （４２项），随后３年下降，２０１６年后再次呈现
上升趋势。相比于申请年份，公开年份相对滞后，

高峰出现在２０１３和２０２２年，这是因为专利申请方
在商业化和保密处理方面有一定考量，延迟公开。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２２年医疗机构与商业健康

保险机构间数据驱动专利申请与公开趋势

专利技术的申请与公开数量时间趋势受多种因

素影响，如主体申请策略、申请的审查周期、保密

程度等。申请策略方面，有些机构更倾向于频繁申

请专利以保护其创新技术，有些机构则更注重保护

商业秘密或寻求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审查周

期方面，不同国家／地区存在差异，有些专利可能
在申请后很快公开，有些则需要较长时间审查和公

开。保密程度方面，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可能选择

通过保密申请方式保护其技术，并不公开或延迟公

开相关信息。

３２　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的地域分布

３２１　专利申请数量的地域分布　专利申请是发
明者或发明机构向专利局提交一项新的、独特的、

可工业应用的发明、创新或改进的过程。专利申请

是获取专利保护的第一步。专利申请的主要目的是

保护创新，防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制造、销售或

进口该发明。申请专利也可以增加创新机构的商业

价值，机构可以通过授权或转让专利获取收入。专

利申请数量反映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地区或公
司发起新的创新活动和尝试保护其创新成果的频

率，可以衡量一个实体的创新能力、活跃水平和政

策环境。从专利申请绝对数来看，美国领先，中

国、日本和韩国等紧随其后。近年来中国专利公开

数量大幅跃升。

３２２　专利授权数量的地域分布　专利公开后，
专利局进行实质性审查，以确定发明是否具备新颖

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其他要

求。如果审查结果满足所有要求，专利局将授予专

利权，发明者将获得一定期限 （通常为２０年）的
独家权利。专利授权数量通常用于衡量一个国家／
地区或公司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统计结果

显示，美国授权相关专利数量占５４９８％，随后是
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

３３　专利类型分布

全球专利分类体系众多，很难统一，因此，欧

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开始联
合开发一种新的分类系统，被称为联合专利分类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ＰＣ），克服了传统
分类更新周期长、细分度不够、功能技术细节披露

不足等局限，具备更优的检索效率和质量，是国际

通用的权威专利分类体系［３］。本研究借助 ＤＩＩ分析
模块的ＣＰＣ分类展示专利类别及数量分布，见图２。

图２　医疗与健康保险机构间数据驱动专利ＣＰＣ

主要类别及数量分布 （截至２０２３年）

注：患者数据包括电子病历等；医疗资源设施管理包括管理医

院员工或手术室等；医疗数据挖掘包括分析其他患者之前的病例

等；药物治疗相关包括确保正确给药等；计算机辅助诊断包括医学

专家系统的运用等；医疗报告信息通信技术包括医疗报告的生成或

传输等；适应气候变化通信技术包括用于天气预报或气候模拟等；

医学图像处理包括ＤＩＣＯＭ、ＨＬ７或ＰＡＣＳ等，均来自ＤＩＩ分析结果。

其中，保险主题的专利数量最多，相关专利

大多基于医疗保险本身；其次是针对特定患者的

数据 （例如电子病历）、办公自动化以及用于医疗

资源管理的技术；再次是远程操作、健康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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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个人数据保护、医疗数据挖掘等技术。数据

交互在健康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应用范围

非常广泛。一是数据采集和整合方面，医疗机构

和保险机构通过各种渠道 （如电子病历、生物传

感器、移动应用程序等）采集大量医疗和保险相

关数据，涵盖患者基本信息、健康信息、就诊历

史、费用信息以及保险公司的理赔数据等。二是

数据分析和挖掘方面，基于采集的数据，医疗机

构和保险机构利用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揭示隐藏

在其中的信息，如发现特定疾病的高风险人群，

预测患者的治疗结果，揭示患者的健康趋势，预

测危急事件的风险等。这些洞见对于改进医疗服

务质量和提升效率，以及优化保险产品和策略非

常有价值。三是健康管理平台方面，现有专利技

术主要通过建立基于个人数据的健康管理平台，

与患者互动并提供健康指导、干预措施和个性化

治疗，帮助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四是

风险评估和预测方面，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医疗

机构和保险机构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识别

高风险人群并提前采取干预措施，以减少慢性病

的发展和恶化。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分析数据评估

风险和制定更准确的保险费率和契约条款。五是

医疗服务质量改进方面，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可

借助数据驱动技术监测和评估医疗服务质量，以

改善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满意

度等。

３４　专利文本聚类分析

文本聚类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能够

分析庞杂的专利文本语言，从中提取主题，帮助

理解文本的主要内容和趋势，从而更高效地理解

和处理海量信息。通过聚类分析专利文本，发现

４００余项 ＤＷＰＩ专利主要聚类成保险理赔、医疗数

据和病历、计算机系统、医疗记录、医疗机构、

结算、报销、医学治疗、移动设备、计算机设备、

管理系统、审计、区块链、保险支付、数据处理

系统、养生等大类。几乎涵盖医疗和保险业务、

流程、技术、软件和硬件的方方面面。其中，保

险理赔、医疗数据与病历、投保相关、电脑系统

聚类的占比超过一半，可见医疗机构与保险机构

间数据交互的专利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赔与结算、

医疗与保险机构医疗文书与数据交互、处理介质

方面。此外，医疗机构、移动设备、数据处理系

统、保险稽核与审计、数据记录、区块链、保险

支付、养生等主题也占一定比例。

４　讨论与思考

４１　数据交互在健康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协同中
发挥重要作用

　　检索过程中发现 “数据” “病历”等代表广义

医疗数据的词汇在专利中非常高频，医疗机构和保

险机构在合作过程中离不开数据和病历信息的交

互，尤其是理赔、支付医疗服务以及稽核审计等环

节，因此应该正视数据发挥的功能和体现的价值。

一是风险管理和定价方面，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大数

据进行更准确的风险评估和保险定价。例如，通过

分析患者的历史健康数据、生活习惯、遗传信息

等，更准确地预测健康风险，从而更公平地设置保

险费用。二是预防医疗方面，通过分析大量患者的

健康数据，可以发现疾病的早期信号和风险因素，

从而早期干预和预防。三是高效理赔处理方面，通

过数据交换，保险公司可以更快速、准确地处理理

赔申请。例如，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提交电子化治

疗详情和费用，保险公司则自动化处理这些数据，

验证和支付，大大缩短理赔处理时间，提高用户满

意度。四是欺诈检测与费用审计方面，保险公司通

过分析理赔数据检测可能的欺诈骗保行为，如某人

频繁地提交高额理赔申请，或者某医疗机构的治疗

费用明显高于同行。通过这种方式，保险公司可以

减少欺诈骗保损失，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五是医疗

成本优化方面，通过分析理赔数据找出成本过高的

环节，然后采取措施降低成本。

４２　中国在相关专利领域展现出后发优势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相关专利申请方面展现

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人口基数大、医疗保障

需求旺盛、经济发展迅速、政策支持力度增加、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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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科技 （互联网、５Ｇ、大数据、区块链等）发展快
等，均为专利申请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发展主体

如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技术公司等应充分利用市

场及政策环境，洞察患者和用户需求，在医疗和保

险相关的民生领域做出更多有益探索。

４３　加强高质量专利的申报、授权、运用和保护

专利质量提升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要

求，是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必然

选择［４］。专利质量的提升涉及多个主体，如发明

人、代理人和审核人；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国际

环境、国家政策法规、创新氛围、企业战略与创

新文化等。专利质量的提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一是鼓励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提供税收和财

政优惠，建立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的平台和机制，

帮助创新者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服

务［５］。二是优化专利审查制度，提高审查标准，

确保真正的高质量创新才能获得授权；为审查员

提供更多培训和资源，提高其技能和效率；加强

国际合作，共享审查资源和经验［６］。三是优化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和更新专利法律，使其与

国际标准保持同步；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

处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７］。

４４　专利研发中应注重跨界融合与技术驱动

从上述专利ＣＰＣ分类、主题聚类看，当下健康

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数据交互相关专利愈发体现出

行业融合、场景多元、数据交互、技术驱动等特

点。一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可以用于大数

据分析、风险评估和个性化保险计划的制定。商业

健康保险公司可以在合法、合理授权的基础上，利

用这些技术深入分析患者的健康数据，识别风险因

素并预测未来的医疗需求，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和

优化的保险方案［４］。二是互联网和移动技术，使医

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和移动应用程

序为客户提供便捷的医疗和保险服务，如在线诊

疗、电子健康档案、远程医疗服务等，提高患者满

意度和医疗效率。三是云计算和边缘计算技术，可

以用于存储和处理大规模医疗数据，以实现数据实

时分析和共享，加快数据处理速度，并确保数据的

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四是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去

中心化的数据存储和交换，增强数据安全性和透明

性。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

患者数据的安全共享和医疗记录的追踪，促进医疗

服务的互联互通。

４５　创新专利布局以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新趋势和
社会需求升级

　　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升级日益显

著，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必须紧跟潮流、创新布局

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和用户。创新布局主要可从以

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开发高级数据交互和共享平

台，以支持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的高效、安全

数据共享。应在确保严密的数据安全及保护措施前

提下，兼容多种数据格式。二是研发基于人工智能

的数据分析工具，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医

疗机构、健康保险机构的健康数据，并用于疾病风

险评估、个性化治疗方案制定以及保险产品的定

制。利用此类工具处理复杂数据集，并提供准确的

预测。三是引入区块链技术创建安全、不可篡改的

健康数据共享环境，增强数据交互的安全性，同时

提高患者对数据处理过程的信任。四是引进远程医

疗和可穿戴传感技术，研发能够实时随访患者健康

状况的远程医疗设备，如可穿戴设备和移动应用。

在患者授权下，实现更好地动态监测和健康管理，

也能更有效地评估与改进治疗方案和保险方案。五

是开发自动化理赔和结算系统，尽可能规避因手动

办理导致的误差和低效。通过以上专利布局，医疗

机构和保险机构可以高效、紧密地合作，共同推动

基于数据交互的医疗与保险服务创新，确保过程合

规与安全。

５　结语

本文使用专利计量的研究方法为医疗机构和

保险机构间数据共享提供经验借鉴，但仍存在局

限，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是数据收集和处

理方面，本次研究受可用数据的限制较大，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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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公开发表或未检索出的专利技术。由于专利

文献通常包含大量的技术细节和专业术语，准确

理解并提取有用信息是一项艰巨任务，因此，未

来研究应借助更加智能、准确的数据抓取和处理

工具，提高数据收集的精准度；其次是研究方法

方面，专利计量虽然能够展示技术发展的宏观趋

势和热点领域，但很难揭示技术创新的深层次原

因、技术演进的内在机制以及技术与社会、经济

等外在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加

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将专利计量与其他

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医疗与

健康保险机构间数据交互技术的发展机制。最后，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策的不断调整，医疗与

健康保险机构间数据交互技术将面临更加复杂多

变的挑战和机遇，应使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推进

研究，进而更好地推进两者的良性发展。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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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ｔａｋｉｎｇ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２０１６，６７（５）：１２５７－１２６５．

３１　方红玲我国科技期刊论文被引量和下载量峰值年代

———多学科比较研究 ［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１，２２

（５）：７０８－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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