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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根基，是农业技术的“芯片”，专利是粮种技术知识产权保护

的重要形式。在国际粮食生产和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革的环境下，建立我国粮种技术专利风险防范和

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凸显。[ 方法 / 过程 ] 通过专家访谈、文献调研和数据检索分析，梳理了粮种技术的

技术点及其专利 IPC 类别，探析了全球粮种技术的专利竞争总体态势。[ 结果 / 结论 ] 从国家粮食安全

的视角，基于我国创新实践的“专利组合管理—研发规划决策—自主创新能力”理论分析框架，分析

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维度，建立了专利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的构建路径，

提出推进专利预警工作的举措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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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Seed is the foundation of food security and the “chip”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atent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grain seed technology. At present, import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ituation,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the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grain technology patent in China. 
[Methods/Process]Through expert interview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data retrieval analysis,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technical 
points and patent IPC categories of grain seed technology, and analyz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patent competition of global 
grain seed technology. [Results /Conclus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atent portfolio management—R & D planning decision-making—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the patent risk 
dimension of grain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the index system of patent risk evalu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patent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grain technology was discussed, and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patent early 
warning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Grain seed technology; patent risk; index system;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food security

引言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根基，是农业技术的“芯

片”。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国际粮食贸易的常

态格局和均衡形势被打破，这对我国粮食安全

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

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

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四五”规

划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三农”工

作的首位。

当前我国粮种技术领域的整体科技创新能

力较弱，知识产权利用水平和保护力度不高 [2]。

粮种技术未来竞争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是粮种技术知识产

权的两种主要保护形式 [3]。专利权与授权品种

保护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品种权人和繁殖材

料没有依赖性，通过专利文件中清晰完整的说

明不但可以分析和掌握技术核心内容，甚至可

以制造出专利产品。因此，专利分析工作对粮

种技术创新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要而独

特的作用。

粮种技术前沿创新的管理水平，是国家农

业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开展粮种技术专

利预警机制建设是提升农业科技管理水平的重

要路径之一。当前，我国粮种技术现代化管理

水平与面向国际竞争的“种业强国”的建设要

求存在差距 [4]，但专利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

为种业管理部门利用最新技术手段，更好地开

展粮种技术创新管理和服务提供了条件。我国

在以分子和转基因育种为代表的粮种技术领域

存在明显短板，亟需开展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

评价体系及预警机制建设，监测和预测技术发

展趋势，探索颠覆性技术创新路径 [5]，回避竞

争陷阱与专利风险，为缩小技术差距和参与

粮种技术国际竞争做好科技管理支撑。

PRELIMINARY STUDY ON PATENT RISK EVALUATION SYSTEM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GRAIN SEED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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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粮种技术、技术点和专利 IPC
分布

1.1　概念界定和技术归类

种子在植物学上是指从胚珠发育而成的繁

育器官。农业生产上的种子是指可以作为播种

材料的植物器官、组织等，包括胚珠类种子（真

种子）、果实类种子、营养器官类种子以及人

工种子 [6]。根据 2016 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本文将粮种界定为“粮食作物

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

茎、苗、芽、叶、花等”。

粮种技术是指以粮食作物（玉米、水稻、

小麦、大豆等）种子为对象的各类技术，本

文根据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意见，将其归纳

三个大类：粮种选育与生产技术、粮种加工

与处理技术和粮种贮藏与检验技术。其中，

粮种选育与生产技术是育种者利用粮食作物

种质资源，培育筛选具有符合需要特征特性

的品种，并进行播种繁殖和再生产以满足规

模化推广的过程中的各类技术；粮种加工与

处理技术是包含粮种脱粒、干燥、清选分级、

浸种、拌种、催芽、药物处理、肥料处理和

包衣技术等在内的综合性粮种处理技术；粮

种贮藏与检验技术是指从粮种成熟开始到播

种为止的过程中，在收获、运输、贮藏和播

种前检验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

健籽率、千粒重和病虫害等并进行有效贮藏

以保证粮种生活力的各类技术。

1.2　技术点与技术关键词

根据以上对粮种技术的归类，本文充分考

虑跨技术领域点专利检索的“多样性、均匀性、

差异性和一致性”特征 [7]，并进一步征询专家

观点，提炼出粮种技术的技术点与技术关键词，

如表 1 所示。

表 1  粮种技术的技术点与技术关键词

技术类别 技术点与技术关键词

粮种选育

与生产

杂交、芽变、辐射处理、激光诱变、化学诱变（烷化剂、碱基类似物、抗生素、秋水仙碱、富民农、甲基

乙烷磺酸盐、三氯甲烷）、温度激变、花粉或花药培养、授粉、母本去雄、父本传粉、组织培养、胚培技

术、分子育种、遗传突变（DNA变异）、发芽设备、播种（机）、种苗移栽、生长激素等

粮种加工

与处理

脱粒、清选、干燥（烘干）、浸种、拌种、催芽、药物处理、肥料处理、种衣剂（生物种衣剂、微生物种

衣剂）、包衣机（供氧包衣、活性炭包衣、肥料包衣）、包衣添加剂、丸衣、植物生长调节剂、根瘤菌、

土壤PH值测定、淀粉连续多聚物、水软粘着剂、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等

粮种贮藏

与检验

种子呼吸、发芽箱、输送（机）、堆包（机）、升运（机）、扦样、水分测定、温度测定、湿度测定、净

度分析、油脂分析、苯酚测定、发芽率检测、健籽率检测、病虫害检测、过氧化物显色测定等

1.3　粮种技术的专利IPC分布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检索得到的国

际专利分类号（英文缩写为 IPC），根据粮种

技术涉及的技术领域，本文筛选出粮种技术的

相关 IPC 号并按照粮种技术的三个类别进行归

类，见表 2、表 3 和表 4。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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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粮种选育与生产技术的 IPC 分类

技术类别 IPC号 技术描述

粮种选育

与生产

A01B49/00 联合作业机械

A01B49/06 播种或施肥技术

A01B49/04 整地部件与非整地部件，如播种部件的组合

A01C11/00 移栽机械

A01C11/02 种苗技术

A01C15/00 施肥机械

A01C17/00 带离心轮的施肥机或播种机

A01C19/00 施肥机或播种机工作部件的驱动装置

A01C5 播种、种植或施厩肥的开挖沟穴或覆盖沟穴的技术

A01C7/00 播种技术

A01D45/00 生长作物的收获技术

A01H 新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方法；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植物再生

A01G9/00 在容器、促成温床或温室里栽培花卉、蔬菜或稻的技术

A01G16/00 稻的种植技术

A01G31/00 水培；无土栽培技术

A61K48/00 含有插入到活体细胞中的遗传物质以治疗遗传病的方法；基因治疗

C07K14/00 具有多于20个氨基酸的肽；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

C12N15/00 突变或遗传工程；遗传工程涉及的DNA或RNA，载体或其分离、制备或纯化；所使用的宿主

C12N5/00 未分化的人类、动物或植物细胞，如细胞系；组织；它们的培养或维持；其培养基

注：个别 IPC 号同时分属不同的技术类别，如 A01C1/00（播种或种植前测试或处理种子、根茎或类似物的设备或方法），

既包含在加工与处理环节，也会在贮藏与检验的环节中出现。下同。

表 3  粮种加工与处理技术的 IPC 分类

技术类别 IPC号 技术描述

粮种加工与处理

A01D41/00 联合收割机，即与脱粒装置联合的收割机或割草机

A01D41/08 在切割禾秆前进行脱粒的联合收割机

A01D41/10 带铺条捡拾装置的田间脱粒机

A01D41/133 干燥装置

A01F
脱粒；禾秆、干草或类似物的打捆；将禾秆或干草形成捆或打捆的固定装置或手

动工具；干草、禾秆或类似物的切碎等

A01C1/00 在播种或种植前测试或处理种子、根茎或类似物的设备或方法

A01C1/04 种子放于其载体，如条带、绳索上

A01C1/06 种子的包衣或拌种

A01C1/02 发芽设备；种子或其类似物发芽能力的测定

表 4  粮种贮藏与检验的 IPC 分类

技术类别 IPC号 技术描述

粮种贮藏与

检验

A01N
人体、动植物体或其局部的保存；杀生剂，例如作为消毒剂，作为农药或作为除草

剂；害虫驱避剂或引诱剂；

A01C1/08 种子免疫技术

A01C1/00 在播种或种植前测试或处理种子、根茎或类似物的设备或方法

PRELIMINARY STUDY ON PATENT RISK EVALUATION SYSTEM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GRAIN SEED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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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粮种技术的专利竞争态势

总体探析

2.1　粮种技术专利整体发展态势分析

基于对粮种技术的技术点归类整理，本文

利用 Innography 国际高端专利数据库作为数据

来源，对全球粮种（玉米、水稻、小麦、大豆等）

技术专利数据进行检索和统计分析。检索时间

为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专利数据范围为 2000

年以来公开的全球专利文献。检索策略为关键

词和 IPC 号组合限定。经过检索筛选和数据清

洗，得到粮种技术专利共 102069 件，并将专利

强度 [8] 阈值设置为“5”，筛选得到核心专利

12221 件（全部为发明专利），专利同族 9461

项。其中专利授权量为 8187 件，专利授权率为

67.0%，授权且目前有效量为 7355 件，占专利

申请总量的 60.2%（见表 5）。通过对粮种技术

专利的统计可见，粮种技术的专利申请总量庞

大，但核心专利规模相对较小，其中被授予专

利权且在有效期内的技术更少。

表 5  全球粮种技术核心专利整体情况统计表

申请量 授权量 授权率
授权且

有效
有效率

全球专利 12221 8187 67.0% 7355 60.2%

注：由于专利审查公开前有 18 个月的保密期，且数据
库存在更新时滞，故 2019 和 2020 年数据存在缺漏。

在粮种技术领域，北美、欧洲、中国和日

本是较为重要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地区。2000 年

以来，全球粮种技术专利申请不断增多，美国、

中国、欧洲、日本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

是拥有粮种技术核心专利较多的国家 / 地区或

组织。美国在 2000—2007 年间，粮种技术研

发处于高潮，核心专利申请数量远高于世界其

他国家，2008 年开始波动下降，申请数量在

2011—2013 年短暂回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

除美国、中国外申请粮种技术核心专利较多的

组织。2011 年开始，中国在粮种技术上的核心

专利申请迅速增多，并在 2014 年后超过美国成

为粮种技术核心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见图 1）。

图 1  全球主要国家或组织的粮种技术核心专利申请趋势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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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粮种技术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分析

专利技术生命周期是在专利技术发展的不

同阶段中，专利申请量与专利申请人数量共同

变化的周期性规律。本文以 3 年为一个时间段

对粮种技术领域的核心专利申请量与申请人数

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粮种技术生命周期图（图

2）。图示显示，2000 年以来粮种核心技术的

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5 年，核心

专利总量及参与研发的机构相对较少，但是增

长迅速，此时的专利多是领域内基础性专利，

技术市场开始打开，处于快速发展期；2006—

2017 年，技术进一步发展，核心专利增长速度

有所降低，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核心专利申请

量逐年增加，进入机构更多，处在由快速成长

到平稳发展的过渡期。2018—2020 年的数据存

在较大缺失，但据现有 2018 年的数据（专利申

请人为 186，核心专利数量 338）看，虽然数量

有所降低，但仍处于专利活跃期。

图 2  全球粮种技术核心专利生命周期

2.3　粮种技术专利机构竞争态势分析

通过对专利申请人进行对比分析，可以了

解技术领域内的全球专利机构之间的竞争态势。

根据专利数据的统计分析情况，得到粮种技术

领域全球主要专利机构竞争态势气泡图（见图

3）。横坐标是对专利申请人在粮种技术领域

的专利数量及质量（Patents）、专利所涉分类

（Classification）和专利引用情况（Citations）

三个关键指标的综合统计，可反映各专利申请

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实力。统计值越高，代表该

专利申请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实力越强。纵坐标

是对专利申请人的年营业收入（Revenue）、研

发中心的数量及地理分布（Locations）和法律

诉讼情况（Litigation）三个关键指标的统计分析，

可反映专利申请人的综合实力。统计值越高，

代表综合实力越强。气泡大小代表核心专利的

数量。该气泡图可分为 4 个部分，越往右上角

说明该机构在该领域的专利技术越强，经济实

力越强；越往左下角说明专利技术越弱，经济

实力越差。

2016—2018 年，全球种业经历了一次并购

浪潮。杜邦与陶氏合并，其分拆出的农业事业

部启用新名称——科迪华；孟山都被拜耳收

购；先正达被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巴斯夫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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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了拜耳原有种子业务 [9,10]。根据图 3 可以

发现，拜耳公司是现今粮种技术领域内的领

导者，其综合实力和技术实力雄厚，收购孟

山都后的整体实力明显领先于其他竞争者。

科迪华在粮种技术核心专利量和技术实力上

位居第二。其后的巴斯夫和先正达，专利技

术实力明显弱于前两家机构，先正达还面临

和母公司中国化工集团的整合问题。新的四

家种业巨头以外的机构，在粮种技术领域的

专利实力和综合实力非常薄弱，除先正达外，

整体实力进入前 20 家的机构仅有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和浙江大学。

图 3  全球粮种技术专利机构竞争态势

2.4　主要国家粮种技术的核心专利对比分析

专利强度（Patent Strength）是专利价值判

断的综合指标，受权利要求数量、引用与被引

用次数、是否涉案、专利时间跨度、同族专利

数量等因素影响，其强度的高低可以综合反映

该专利的价值大小。一般认为专利强度等于或

高于 3 的专利为重要专利（中等强度专利）[8]。

本文将专利强度等于或高于 5 的专利作为核心

专利进行梯次统计分析，得到全球粮种技术核

心专利拥有量 TOP5 国家的对比情况（见图 4）。

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全球粮

种技术核心专利拥有量最多的五个国家，欧

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量也位居前列。以中美

两国的对比情况来看，专利强度在 5 以上的专

利美国有 6123 件，中国有 3469 件，为美国的

56.7%，但随着专利强度的升高，中国与美国在

核心专利拥有量上的差距快速拉大，6 以上强

度的专利中国为美国的 54.6%，7 以上强度的占

比则降为 30.2%，8 以上强度的占比进一步大幅

降至 14.6%，9 以上强度的专利中国仅为美国的

13.8%。可知，在高水平粮种技术方面，美国的

实力大幅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在粮种技

术领域的整体水平与美国还有相当差距，且越

是高价值的专利，差距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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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球粮种技术核心专利拥有量 TOP5 国家对比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全球粮种技术仍处

于发展活跃期，虽然我国在 2011 年后粮种技

术专利申请快速增长，并于 2014 ～ 2015 年

间超过美国成为粮种技术领域核心专利申请

最多的国家，但是我国的专利质量与美国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高强度专利拥有量大幅低

于美国；我国仍高度缺乏具备核心研发实力

和全球竞争力的粮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亟待提升。因而，我国亟需采取

有效机制和举措，建设提升粮种技术的专利

质量和创新研发水平，开展粮种技术领域的

专利风险评价、防控和预警机制建设，保障

国家粮种和粮食安全。

3　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评价维度

与指标体系

3.1　粮种技术的潜在专利风险评价维度

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视角，基于我国创新实

践的“专利组合管理—研发规划决策—自主创

新能力”理论分析框架 [11]，可将粮种技术的潜

在专利风险分为技术投入和重复研发风险、研

发滞后风险、专利纠纷风险以及专利差距综合

风险。首先，专利组合管理能够指导粮种技术

的技术投入布局，通过合理有效的专利组合对

有限资源进行高效配置，提高投入效率，避免

重复研发；进而做出科学的研发规划决策，找

准前沿和新兴热点领域，规避研发滞后和专利

纠纷；最后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推动专

利质量的提升和高价值核心专利的增长，缩小

与竞争方的综合专利差距。

根据专利风险评价分析的一般做法，本文

通过专利发展态势分析我国粮种技术的研发滞

后风险，具体可分为全球总体态势分析、主要

国家态势对比分析和分支技术领域态势对比分

析。通过专利布局态势分析技术投入和重复研

发的风险，包括对研究热点、技术壁垒和核心

专利的分析。通过专利竞争格局分析专利纠纷

风险，专利纠纷一般表现为研究机构之间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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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诉讼”，因此需进行研究机构的总体分析、

重点机构分析和机构竞争力分析。最后，通过

粮种技术主要研发国家之间的专利实力综合分

析判断与领先国家的专利差距风险，具体表现

在专利人员、专利技术和专利布局三个方面。

如图 5 所示。

国家粮食安全视角下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评价维度

主要国家
专利实力
综合分析

专利发展
 态势分析

 专利布局
 态势分析

专利竞争
格局分析

全
球
总
体
态
势
分
析

主
要
国
家
态
势
分
析

技
术
领
域
态
势
分
析

研
究
热
点
分
析

技
术
壁
垒
分
析

核
心
专
利
分
析

研
究
机
构
总
体
分
析

重
点
机
构
分
析

机
构
竞
争
力
分
析

专
利
人
员

专
利
技
术

专
利
布
局

研发滞后风险
技术投入

和重复研发风险
专利纠纷风险

专利差距综合风
险

图 5  国家粮食安全视角下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评价维度

3.2　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粮种技术涉及的技术点和 IPC 类别

相对分散，专利文件涉及的主题和内容又较

为庞杂，如不少专利文件存在多个 IPC，导

致技术归类的统计偏差，因此专利指标的科

学选取非常关键。本文根据在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和 Innography 国际高端专利信

息检索分析平台的预检索结果，确定了粮种

技术专利评价指标选取的四个原则：第一，

全面与一致性原则，即在评价我国粮种技术

的专利信息时，需要全面地考虑各种可选的

专利指标，尽量避免分析视角的缺漏。同时，

各项指标要逻辑一致，同一分析维度的指标

须指向相同的分析内容。第二，层次与结构

性原则，在专利发展态势分析、专利布局态

势分析、专利竞争格局分析以及主要国家专

利综合实力的分析中，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区

分层次，协调下位层次指标与上位层次指标

的关系，并注意各层次指标之间的搭配结构，

保证分析内容的严谨客观。第三，代表与独

立性原则，在内容分析时要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专利评价指标，相同条件下，尽量选取领

域内的通用性指标。同时，指标要具有独立

性，尽量不选与其他指标有重叠关联关系的

指标，以避免重复计入，缩小研究偏差。第四，

简单与可测性原则，尽量选取简单易解，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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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强的指标，注意指标的适用性和可测性。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我国粮种技术和产业发

展的特点，初步构建了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6）。

表 6  粮种技术的专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风险指标 评价指标 含义 说明

技术滞后
风险

有效核心专
利量

反映专利技术储备水平 指截至报告期末，专利权处于维持状态的高质量专利

专利质量
衡量国家/地区专利相对发展水

平

指某国家/地区在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件数/标杆地区在特定
技术领域的专利件数，特定技术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地区
为标杆地区[12]

专利相对增
长率

反映技术领域相对于技术整体创
新成长的情况

指考察期内某分支技术领域专利数量复合增长率与所有技
术领域专利数量复合增长率的比值，大于1，说明该分支领
域创新能力增长快于技术整体创新能力的增长；反之，处
于相对落后状态[13]

低效和重
复投入风

险

专利授权率 反映科研投入专利化的基本水平 指专利授权量与专利申请量的比值

专利强度 测度专利价值的复合指标

包含多个专利价值参数的复合指标，相关参数包括专利权
利要求数量、引用先前技术文献数量、专利被引用次数、
专利及专利申请案的家族、专利申请时程、专利年龄和专
利诉讼等[8]

专利技术
宽度

涉及技术领域的数量，技术宽度
越大，外围专利的控制能力越强

指某国家/地区在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涉及的IPC数量/该技
术领域专利涉及的IPC数量[14]

专利纠纷
风险

专利权人
地位

衡量国家/地区间在某技术领域
内的专利权人竞争能力对比

指某国家/地区享有该技术领域专利权的人数占该技术领域
专利权人数量的比值。专利权人既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
人

专利技术
依赖性

测算国家/地区或某技术领域发
明创造能力的指标

指特定技术领域国外发明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该国在该技术
领域发明专利授权总量。当一国或某领域，其发明专利被
国外发明人控制时，说明该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较强[15]

专利差距
综合风险

专利平均
发明人数量

反映专利人员技术发明能力的平
均水平

指特定国家或地区专利发明人总数与专利总量的比值[16,17]

专利技术
增长率

衡量技术领域研发活跃水平
指特定技术领域内最近三年的专利授权数量/该技术领域内
过去十年的专利授权数量 [18]

专利变异
系数

表征技术领域成长在时间维度上
的稳定性

表示技术领域各年份专利数量之间的偏差。越小，说明技
术成长越稳定；反之，越不稳定[19]

4　我国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的

构建路径

4.1　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建设的潜在主体

和工作体系

专利风险评价分析是进行技术专利预警

的微观环节，有效开展粮种技术领域综合风

险防控预警还务须进行宏观层面的专利预警

机制建设 [20]。专利预警机制的相关研究，根

据预警内容等方面的差异，一般从国家、行

业或企业不同层面建设专利预警系统 [21-24]。

根据粮种产业和技术发展历程的实际情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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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本文梳理了我国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

建设的潜在主体，其中全国层面的政府机构

包括作为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业农村部种

业管理司（原种子管理局）和知识产权管理

部门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事业单位有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行业协会有中国

种子协会，营利性机构则包括专利服务商和

粮种企业（见图 6）。

农业农村部
种业管理司

高校
科研机构
农技中心

专利
服务商

事业单位 企业

国家
知识产权局

政府机构

粮种企业

专利中介机构

中国种子协会

行政主管部门 知识产权部门

图 6  我国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建设的潜在主体

粮种企业是粮种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

鉴于当前国内种企的科研创新能力有限，“多、

小、散”的特征尚未得到根本转变 [29]，现阶段

有必要探索建立以中国种子协会为建设主体，

政府主管部门和知识产权部门等支撑联动的粮

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体系。

本文构建了以中国种子协会为建设主体

的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体系（见图 7）。

具体而言，由中国种子协会牵头开展粮种技

术专利预警机制建设，争取农业农村部种业

管理司和全国农技中心在粮种技术专利预警

方面的政策指导和资源支持，借助国家知识

产权局在专利信息方面的专业管理服务支撑，

建立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利服务机构的业

务合作，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粮种技术专利

信息平台，为深入开展粮种专利技术预测，

分析粮种技术专利发展和布局趋势等，从而

进行粮种技术专利风险分析和警情评价，最

终提升粮种技术的科研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

能力提供综合预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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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子协会

粮种企业的
技术研发创新

专利平台建设与
预警服务供给

科研机构和高校、
专利服务商

全国层面

政府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

政策

支撑

业务

合作

图 7  以中国种子协会为建设主体的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体系

4.2　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的工作流程

根据宏观专利预警机制工作的一般模式 [30]，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

的流程，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见图 8）。

收集
粮种
技术
专利
信息

建立
专利
数据
分析
平台

开展
粮种
技术
专利
风险
分析

进行
粮种
技术
专利
警情
评价

制定
粮种
技术
预警
控制
对策

指导
种企
技术
研发
创新
决策

图 8  我国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的工作流程

第一阶段，以中国种子协会为主体，联合

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专利服务商等机构，构建专

利信息平台并动态维护更新，建立实施专利管

理的基础。第二阶段，利用专利数据平台向全

行业提供动态的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服务，具体

分为开展粮种技术专利风险分析，进行粮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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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利警情评价以及制定预警控制对策。预警

服务可以行业分析报告等形式为载体，主要从

粮种技术的专利态势发展分析、专利布局态势

分析、专利竞争格局分析和主要国家专利综合

分析等方面展开，揭示我国粮种技术的面临的

综合专利风险和警情，并根据警情信息进行相

应的预警决策。第三阶段，根据专利风险分析

和警情评价结果，指导种子企业粮种技术的研

发创新决策。

5　对策与建议

根据粮种技术领域的创新实践现状和相关

研究，本文从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行业协会

和粮种企业等不同主体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建议：

（1）行政主管部门需明确粮种技术专利预

警机制建设主体，推进预警工作常态化。推进

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明确

建设主体。农村农业部种业管理司和全国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是全国粮种技术的业务管理

和指导部门，可以授权和指导中国种子协会开

展粮种技术专利预警体系的管理和建设。以中

国种子协会为建设主体，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

局等各方机构的协同合作，形成职责明确，有

效联动的粮种技术专利预警工作格局，逐步推

进预警工作的常态化。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

的长远建设目标应从以中国种子协会为建设主

体，逐步转变为“以中国种子协会为责任主体，

粮种企业为实施主体”的工作格局。最终构建

起“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政结合的中国特色

种业创新体系”。

（2）中国种子协会可牵头开展专利风险预

警，导航粮种技术的创新研发布局。专利预警

不只限于企业对潜在专利侵权风险的分析，更

重要的是对技术领域发展情况的研究预测。面

对我国粮种技术发展滞后的现状，中国种子协

会可牵头开展综合专利风险分析和预警工作，

为我国种企和科研机构提供专利导航。粮种技

术的专利预警工作需聚焦粮种技术发展前沿，

重视在前沿主导和新兴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滞

后风险，优化创新研发的结构布局，加强科技

政策扶持和研发投入。通过专利预警导航，主

动引导种业发展方向，提升技术创新效率，促

进粮种技术研发水平、种企和种业发展水平的

整体提升。

（3）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需严把专利质量

关，倒逼粮种技术的专利竞争力升级。从量

的方面来看，我国在粮种技术领域的专利规

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高强度专利与美国

仍有较大差距。国际种业和农化科技巨头，

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等，纷纷在我国进

行专利布局，我国面临着较大的市场压力和

专利壁垒，重复研发的风险较大 [9]。国家知

识产权局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需进一步规范

和提升粮种技术的专利审查标准，严把专利

质量关，倒逼粮种技术研发提高科技创新水

平，实现专利竞争力升级。

（4）行业主管部门应充分重视和护航本土

种企的成长，培育龙头粮种公司。国内种企存

在多、小、散的特征，技术和专利多掌握在高

校和科研院所手中，研发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不足 [9]。配合粮种技术专利预警机制的建设，

主管部门可探索重点支持若干具有一定技术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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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本土粮种企业，通过开展专利分析预警帮

助种企识别产业领域关键技术 [31]，发挥综合性

研发创新指导工作，为本土粮种企业的转型升

级做好护航服务，并加快行业整合，培育龙头

种企，让企业成为开展技术创新和国际专利竞

争的主导力量。

（5）国内粮种企业需加强国际专利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粮种技术的专利布局

和市场竞争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已经成为全球

化的活动，技术的研发和利用并不局限在某个

国家或地区。国内种企、相关科研机构等应积

极与国际粮种技术机构开展技术和专利合作，

通过入股参股、收购并购等方式，逐步消减专

利风险，化解专利壁垒，在竞争和合作中找差距、

谋发展、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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