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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视角看江西省农业的创新发展 

刘少金，肖正强1 

( 江西省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所， 330096，南昌) 

摘要: 为了了解江西省的农业创新现状，对其农业领域专利申请趋势、创新主体、技术构成、法律现状和运营情况进行分

析。利用 incoPat 全球专利数据库进行分析和检索。经过全面的检索和筛选，获得江西涉农专利 16 814 件。江西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显著加强，企业研发实力日益提升，但也存在各行业创新实力不均衡、前沿技术不多、龙头企业偏少、

专利维护和成果转化不够等问题。针对当前现状及问题，提出了推动江西省农业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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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江西作为农业大省,是建国以来从未中断粮食输出的两个省份之一。近年来,农业基础不扎实,农产品加工层次低,质量效益

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江西农业的快速发展
[1]
。要实现江西省农业的创新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科技体系

是其中的关键
[2]
,而关键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专利作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最可靠、最显著的反映

[3]
,是一种战略性的信息资源。

农业专利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摸清各地区、各领域内农业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还可以为政府、企业、科研人员的决策

提供支撑
[4,5,6,7]

。目前有关江西农业专利的研究较少,总体情况还不清楚。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江西省农业科技的发展情况,从申请

时间及总量趋势、技术构成、创新主体、法律和运营情况等对江西涉农专利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旨在为江西农业的创新发展提供

决策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Incopat数据库服务平台作为第一个集成了全球顶尖发明智慧的中文专利信息平台,具有多个功能模块,包括专利检索、专题

库、分析和监视预警等；并被广泛应用于专利分析、预警及导航等战略研究中
[8]
。 

由于农业专利没有国际专利分类体系(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和划分标准,通过专家咨询和文献调研

分析
[4,5,6,7]

,选取了 A01、A22、A23、A24、A47、A61、B05、B09、C05、C12、C13和 G01N33中与农业高度相关的 IPC小类,在 Incopat

专利数据库对江西农业专利进行了科学、全面的检索。检索式为:((IPC=(A01 OR A22 OR A23 OR A24B OR A47C9/04 OR A61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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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C OR B05B OR C05 OR C12C OR C12F OR C12G OR C12H OR C12M OR C12N OR C12P OR C12Q OR C12R OR C13 OR G01N33/02 

OR G01N33/03 OR G01N33/04 OR G01N33/06 OR G01N33/08 OR G01N33/10 OR G01N33/12 OR G01N33/14 OR G01N33/53 OR G01N33/54* 

OR G01N33/55* OR G01N33/56*)) AND (AP-ADD=(江西省))) AND (AD=[19850101 to 20190101])。检索的结果包括了发明和实

用新型专利,不包括外观设计专利。时间跨度为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发明人地址限江西省,共得到 18 570 个中

国专利；经过去重处理,共计 16 814 件。由于专利申请有最长 18 个月的公开时间,因此 2017 和 2018 年的统计值可能低于实际

值,但不影响对总体趋势的判断。 

2 结果与分析 

2.1 江西农业专利申请的总量 

农业专利申请的数量的年度分布能反映出该地区的农业技术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图 1 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是目前已公开的

专利。近年来,江西农业专利的申请量急剧攀升。2014 年专利数量突破 1 000 件,达到 1 053 件,增长率达到 53.4%；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以 68.3%、58.5%的速度保持增长势头。2017年更是达到 4 251件,由于专利申请有延迟,实际值可能会更高。这得益

于省委省政府大力构建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从 2013 年开始,陆续启动了水稻、生猪、蔬菜、柑橘、水禽等十大产业技术体系

创新工程,推动了科技成果自主创新和专利技术的保护。 

 

图 1 江西农业专业申请数量( 1985 － 2019 年) 

2.2 农业专利技术申请趋势 

通过分析江西农业专利涉及的 IPC 小类,根据小类的专利数量、技术领域总结得出表 1。从表 1 可知江西农业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技术领域分别是栽培技术(A01G)、食品加工(A23L)、水产畜牧(A01K)、种植/播种/施肥(A01C)、农业机械(A23N)、动植物

捕获(A01M)、微生物(C12N)、保存技术(A01N)、喷雾(B05B)、咖啡/茶(A23F)；共申请 11 732件,占比 69.78%。其中申请量最多

的技术领域为 A01G,占比 15.97%,同 A23L差距不大,两者数量和占比均远超过其他各个小类。这表明江西的农业领域的优势为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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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技术和食品加工研究,它们是农业专利的创新主体所在。图 2形象地展示了农业领域专利在不同技术方向申请量的年度分布情

况和发展趋势,A01G和 A23L是江西农业创新的主阵地,也暗示了各行业实力不一。 

2.3 农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图 3展示的是按照所属申请人(专利权人)的专利数量统计的申请人排名情况。申请数量最多的专利权人为南昌大学,作为江

西本土最顶尖的综合性大学,推动了农业科技的持续创新；其次是江西农业大学,立农为本,服务“三农”。TOP10中高校和企业各

占据 5席,但是在申请量统计上,高校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高校专利资源集中表明农业领域的技术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成果

转移转化偏少,产业化距离较远；另一方面,从上榜的 5 家公司营业范围与专利技术领域排名相似可以看出江西在花卉、园艺及

食品、畜牧等行业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还是偏少,即龙头企业较少。图 4 揭示了江西农

业专利申请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和个人,在总量上占比达到 49%和 30%,总量高达 79%。其次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总占比 19%,机关团

体和其他个体相对匮乏。上述结果说明江西农业企业技术研究活跃,专利意识较强,是创新活动的排头兵。而个人专利比例较高,

一方面是科研成果分配制度的改革优化,专利与经济效益联系紧密,调动了科研人员刻苦专研的积极性,推动了个人占有专利的

比例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农业领域某些行业专利技术含量要求不高,促使很多个人申请专利。 

表 1 IPC 小类 TOP10 技术领域 

IPC 专利 技术 百分比 

小类 数量 领域 /% 

A01G 2 685 

园艺； 蔬菜、花卉、稻、果树的栽 

培； 林业； 浇水 15． 97 

A23L 2 268 

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的制备 

或处理 13． 49 

A01K 1 522 畜牧 业； 禽类、鱼 类、昆 虫 的 管 理； 捕鱼 9． 05 

A01C 884 种植； 播种； 施肥 5． 26 

A23N 868 水果、蔬菜或花球茎的机械或装 置； 制备牲畜饲料装置 5． 16 

A01M 773 动物的捕捉、诱捕或惊吓 4． 60 

C12N 763 

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 繁殖、保 

藏或维持微生物 

人体、动植物体或其局部的保 

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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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N 
669 

存； 杀生 剂； 害 虫驱 避 剂或 引 诱 剂； 植物生长

调节剂 

3． 98 

B05B 661 喷射装置； 雾化装置； 喷嘴 3． 93 

A23F 639 咖啡； 茶； 它们的制造、配制或泡 制 3． 80 

 

图 2 农业专利技术分布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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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申请人排名 

 

图 4 申请人类型构成 

2.4 3D农业专利沙盘分析 

3D 专利沙盘可以形象地展示技术的竞争态势,波峰代表技术密集区,波谷代表技术空白点。从江西农业专利数据中去除无效

和外观专利,然后按照公开时间,选择前 10 000件专利进行 3D专利沙盘分析,聚类主题。可见 TOP10主题分别是支撑杆/轴承座/

电动推杆,发酵罐/搅拌轴/茶叶,大棚/湿度传感器/种植盆,提取物/重量份/过热蒸汽,饲料添加剂/生化黄腐酸/有机生物肥料,

播种机/采摘/收割机,栽培/栽培技术/营养液,氨基酸序列/纳米抗体/免疫检测,组合物/油悬浮剂/农药,分子标记/核苷酸序列/

基因。分子标记、核苷酸序列和基因等研究是现代种业繁荣的重大前沿领域,相比传统农业栽培管理技术研究,急需研究和突破。

而专利地图显示江西农业前沿技术的研究不多,这与江西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加快品种繁育关键技术研发的初衷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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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D 农业专利沙盘( incoPat) 

2.5 农业专利的法律状态分析 

图 6展示了专利最新的法律信息,仅统计中国专利。专利法律状态包括了授权、终止、驳回、实质审查、撤回、公开、无效、

放弃等类型。当前江西农业专利的法律状态,授权 6 593件,占比 39%；处于公开和实质审查阶段的有 24%；驳回和撤回占比 12%；

权力终止、放弃、全部无效、部分无效比例高达 25%,甚至超过实质审查份额。专利有效是价值体现的前提,而其数量也指明了企

业、地区等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9]
。但江西农业专利的获得授权和维护的比例不高,反映出江西自身农业创新和市场竞争

不强、价值不高的情况。问题的产生有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农业科技人员认识上存在偏差,专利多数是为了申请而申请,

完成一个项目的目标任务,而不是为了科技成果的保护和转移转化的需要
[10]
；另一方面,从权力终止占据 24%可以看出大部分专利

因为未及时缴纳年费而权力中止,自动放弃；还有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而被撤回的 9%(1 542件),表明江西农业专利管理不善,虽

然相关科研机构出台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但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造成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管理上出现不少漏洞和问题,

大部分辛勤付出而取得的知识财富白白流失
[11]
。 

2.6 农业专利运营分析 

图 7展示的是各年度专利权利发生转移的专利数量变化趋势。可见江西农业专利转让趋势逐年增大,结合近年来申请总量的

趋势变化来看,全省建立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既促进了技术的自我创新,也带来了技术市场的繁荣。在 2013-2014年和 2015-2016

年出现 2 个下降的波动,随后又呈现急剧上升,这可能与江西省先后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分别发布了《江西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

计划(2013-2015 年)》、《江西省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5-2020 年)》2 个政策文件相关,优化的知识产权的法制和政治环境

造成了专利转让呈现滞后的现象。但综合申请人趋势、申请人、技术领域和专利地图的分析来看,专利转让的总量偏小,且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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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中多数属于某个方面的创新专利,高端技术含量不多,可替代性强,制约了各个行业的产业化步伐。 

 

图 6 当前专利法律状态 

 

图 7 农业专利的转让趋势 

3 基本结论及建议 

3.1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对江西农业专利申请趋势、技术领域、申请主体、法律现状和运营情况等统计和分析,揭示了江西全省农业科技的

创新现状,得出如下结论。 

1)江西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企业研发实力日益提升。自 2014年以来,专利申请和公开量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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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率高于 57.9%。其次,从申请人排名和类型可以看出,涉农企业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和成果转移

转化的阵地,正愈显活力,创新实力显著提升。 

2)江西农业领域各行业创新实力不均衡,前沿技术创新水平有待提升。江西农业技术优势在于栽培和食品加工研究,畜牧业、

农药、农业机械等行业创新能力偏弱,龙头企业也较少。国际前沿的农业技术研究偏少,导致科技创新的核心带动能力不强,创新

实力有待增强。 

3)江西农业专利申请和管理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涉农有效专利占比为 39%,而因为个人撤回或终止、驳回等无效专利占比

高达 37%,甚至超过处于审查和公开阶段的专利数量总和。大量个人撤回、终止和驳回等无效专利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此,江西

农业专利申请和管理还应进一步规范化操作。 

3.2 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结合江西农业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2.1 健全奖励机制,促进农业专利量质共举 

针对目前专利多而不实的问题,应逐步建立健全科研人员待遇、职务、职称等与专利申请、授权及成果转移转化联系,提升

农业专利的质量和数量,有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活跃技术市场,带动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从

源头到地头不断流动。在成果分配制度上,建立健全专利权配额管理办法和评价标准以及职务发明转为个人发明的体制机制,促

进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数量与质量并重。 

3.2.2 培育龙头企业,引领行业技术装备升级 

重点扶持和培育一批农业领域薄弱行业内的创新驱动型龙头企业,使企业成为技术集成和成果输出的平台。鼓励和引导龙头

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团队持续进行前沿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不断提升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带动行业技术和

装备升级。 

3.2.3 重视专利管理,加快产权交易体系完善 

申请人应该重视专利管理,减少个人撤回、失效及无效专利的数量。一方面,政府可以联合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加快知

识产权交易平台的完善、宣传和推广,促进有价值的专利成果转化落地,产生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科研单位和企业应加快贯彻《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推动知识产权工作规范化发展；其次设立专项管理资金,制

定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用于维护自身持有的专利,减少因个人费用或维护不当导致专利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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