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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视角下全球海洋水产饲料领域

发展特征分析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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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文章基于全球“海洋水产饲料”领域的专利数据，通过对比分析世界各区域在该领

域的技术发展特征，揭示中国在“海洋水产饲料”领域实施技术创新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方法

/ 过程]采用专利文献计量法分析了国际“海洋水产饲料”领域的专利发展态势、布局趋势、专利竞争力、

专利权人特征、专利技术发展特征等。[结果 / 结论]国际“海洋水产饲料”的专利技术正在向新兴市场转

移，精细化、突破性的技术研发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近 10 年中国大陆的专利技术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但中国专利布局及市场流入在国际上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而且存在专利的规模增长与质量提高不协调、

专利维护及合作力度偏低、专利市场应用度不足等问题。未来应从深化政策引导支持、跟踪国际技术及市

场动向、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专利质量提升等方面出发，不断推动“海洋水产饲料”技术的高质量发展

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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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海洋水产养殖产业作为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 在整个海洋战略发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遥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叶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

况曳 渊SOFIA冤 报告显示袁 2020 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

达到 8 210 万吨袁 创历史新高袁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鱼类

生产国和出口国[1]遥 近年来袁 随着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及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袁 海洋水产的养殖总产

量持续增长袁 2019 年总产量超过 2 000 万吨袁 占中国

水产养殖总产量的 40.7%[2]袁 在缓解国家的能源尧 粮食

和水资源安全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遥 同时袁 SOFIA 报告

显示全球投饵型水产养殖在水生动物养殖总产量中的

占比持续上升袁 海洋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对营养饲

料的依赖也日益凸显遥 近年来袁 海洋水产领域通过国

家政策项目支撑和产业发展建设袁 完成了对虾尧 大黄

鱼尧 军曹鱼尧 大菱鲆尧 牙鲆等海水养殖鱼类营养及饲

料的利用研究袁 为中国海洋水产饲料工业的兴起与发

展奠定了基础袁 但目前的饲料技术仍然不能满足快速

增长的产业发展需求袁 出现饲料系数偏高尧 成本高尧
利用效率低尧 废物水排放高等问题袁 海洋水产养殖产

业的发展对饲料技术研究有着迫切的需求[3-5]遥
专利作为技术的有效载体袁 是探讨某领域技术创

新发展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袁 前人通过专利文献计量

探讨了生物饲料和渔业产业技术等水产类领域的技术

发展情况[6-9]袁 为水产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信息支

撑遥 本文将针对全球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技术领域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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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aquatic feed" technology

evolu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ased on the global patent data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problems China is faced with in China'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Us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pate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tents development trend, distribution trend, patent competitiveness,

patentee's characteristics, and pat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aquatic feed" field.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ented technology of "marine aquatic feed" is being transferred to

emerging markets, and refined and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research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In

recent ten years, China's patents show a strong growth trend, b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tent portfolio and

market inflow in the world is not optimistic.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growth of patents quantity and the

quality, patents protection and cooperation is on the low side, and patents market application is insufficient. In the

futur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rine aquatic feed" technology should be continuously

promoted from such aspects as enhancing policy guidance and support, track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market trends, strengthening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improving pat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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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信息进行检索和分析袁 以研讨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

产饲料冶 技术领域的发展态势及特征袁 同时剖析世界

各区域的技术热点及发展路线袁 以期从专利角度揭示

中国在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实施技术创新所面临的

国际形势以及存在的问题袁 为中国把握创新方向尧 消

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尧 提高资源配置尧 制定竞争策略

提供参考依据遥

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Inoography 全球专利检索与分

析平台袁 以标题尧 摘要尧 主权利要求和国际专利分类

号 渊IPC冤 为检索范围袁 检索年限为 2000要2020 年期

间全球申请和授权的相关的专利遥 所用检索主题词包

括两部分院 第一部分为(fish* or Crustace* or Mollus* or

aquatic*) AND (ocean* or sea* or marine*)袁 第二部分为

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部网站和

叶2019 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曳 的 200 余种海洋鱼类尧 50

余种甲壳类尧 100 余种软体类海洋水产名称袁 IPC 分类

号选取了 A23K 饲料技术领域遥 经过检索结果验证尧
人工清洗最终得到专利申请和授权文本共 10 749 件袁
构成全球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技术领域数据集[10,11]遥 本文

从区域间的角度出发袁 关注中国大陆与北美洲尧 欧洲尧
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尧 南美洲尧 大洋洲尧

非洲各区域间的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专利发展特征遥

3 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

专利发展态势及特征

3.1 世界各区域专利概况及申请趋势

截止 2021 年 1 月 1 日袁 在检索到的全球 野海洋水

产饲料冶 数据集中专利申请文本共 8 481 件袁 其中包含

PCT 专利申请量 413 件遥 来源于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

5 925 件袁 占比 69.8%袁 美国尧 挪威尧 日本和韩国也产

出了较多的专利袁 位列全球前 5袁 此外袁 德国尧 英国尧
法国等欧洲国家尧 智利尧 加拿大尧 古巴等美洲国家也

有一定数量专利的产出遥 总体来说袁 全球专利产出地

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尧 北美洲尧 西欧和北欧尧 南美

洲部分地区袁 按区域统计显示除中国大陆外袁 欧洲的

申请量最高为 1 041 件袁 其次为北美洲 796 件袁 其他亚

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 534 件袁 南美洲尧 大洋洲尧
非洲相对较少遥

图 1 展示了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从

2000 年至 2020 年的专利申请变化情况遥 从整体趋势来

看袁 中国大陆专利在 2010 年以前申请量较低袁 发展也

较为缓慢袁 自 2010 年开始申请量逐年快速增长袁 申请

量优势逐步拉大袁 至 2016 年达到高峰后逐步下降遥 北

图 1 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Fig.1 Patent application trends of "marine aquatic feed" domain

* 注院 由于专利申请有 18 个月的公布期袁 截止检索日袁 2019 和 2020 年申请的部分专利尚未公开袁 因此不能完全反应这两年的专利申请趋

势袁 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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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和欧洲虽然每年的专利申请量有一定波动袁 但整

体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袁 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

括中国大陆冤 呈现出较为强劲的上升趋势袁 2017 年以

后增长趋势加快袁 南美洲则呈现缓慢增长态势袁 大洋

洲和非洲仍发展缓慢遥
3.2 世界各区域的专利布局情况

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袁 通过

分析申请来源区域的专利布局袁 可以了解不同区域的

专利保护策略与市场动向遥 从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

饲料冶 专利技术来源和技术流向来看袁 欧洲是 野海洋

水产饲料冶 领域专利的主要输出区域袁 有 62%的专利

输出至本区域以外曰 北美洲既是重要的输出区域袁 也

是专利流入最高的区域曰 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

大陆冤 的专利流入位列第二位袁 但向外输出较少袁 自

身区域内的布局较多曰 南美洲的流入和输出情况与其

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 相似袁 但本区域自身

的布局较低袁 大洋洲和非洲输入输出量有限曰 中国大

陆在该领域的专利占有量虽然很高袁 但输出率非常低袁
仅占本国申请专利量的 1.2%袁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袁
从流入来看袁 中国大陆也并不是世界专利主要的流入

区域袁 说明中国该领域的专利市场在国际上的发展状

况并不乐观遥
从图 2 世界各区域市场专利流入时序图来看袁 北

美洲市场的专利流入量经过前期快速增长后趋于平稳袁
除本区域自身外袁 前期的增长贡献主要来源于欧洲袁
近几年由于南美洲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亚洲地区专

利流入的持续增加又出现一定的增长趋势曰 欧洲市场

专利流入量发展相对平稳袁 但北美洲在该区域的输出

量持续降低袁 近几年整体的流入趋势有所下降曰 其他

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 和南美洲为专利流入持

续增长的区域袁 其他亚洲地区主要的增长源为北美洲袁
欧洲在该区域的输出相对稳定袁 此外本区域自身的布

局在近几年增长显著曰 南美洲市场的专利流入量相对

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 较少袁 但其增长趋

势较为显著袁 欧洲和北美洲在该区域的专利输出均明

显增长袁 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亚洲地区在近几年也开

始布局曰 大洋洲则是专利流入持续降低的区域袁 来源

于北美洲的专利降速最快曰 非洲的专利市场还处在萌

芽阶段袁 仅北美洲和欧洲有个别流入曰 中国大陆市场

专利流入在 2012 年前快速增长袁 后期趋于平稳袁 北美

洲是主要增长源遥 近几年欧洲尧 中国大陆和其他亚洲

地区是 WIPO 专利申请增长较快的区域遥 总体来看袁
北美洲和欧洲市场趋于稳定袁 中国大陆和其他亚洲地

区尧 以及南美洲是新兴的专利流入目的地袁 北美洲和

欧洲的专利输出从欧美等发达地区转向中国大陆和其

他亚洲地区尧 以及南美洲等发展中地区袁 而发展中地

区的专利输出也逐渐开始起步袁 其目前布局的目的地

偏重于北美洲袁 同时 WIPO 专利申请增长也较快遥
3.3 世界各区域的专利竞争力分析

为了更清晰的了解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专利的竞争力情况袁 我们从数量尧 质量尧 强度尧 维护

和合作 5 个方面对各区域进行对比分析 渊表 1冤 [11]遥
专利数量方面袁 中国大陆的总申请量和授权量已

超过其他区域的总和袁 在审专利量也占到了目前世界

总在审专利的 78.4%袁 说明中国大陆目前仍是世界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专利研发的热门地区遥 而中国大陆申

请的专利授权比例 渊33.1%冤 相对较低袁 除中国大陆以

外其他亚洲地区的授权率最高袁 达到 69.1%遥
专利质量方面袁 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中国大陆的

平均专利同族量远低于其他地区袁 仅为 0.1 件袁 其他亚

洲地区也相对偏低袁 而北美洲和欧洲则达到了 14.7 件

和 11.9 件曰 另外袁 中国大陆的平均权利要求数仅为 5.5

个袁 其他地区均达到了 11 个以上袁 其中北美洲和大洋

洲更是达到了 30 个左右袁 差距较为明显曰 各地区的平

均引用量和平均应用领域数指标差距相对较小袁 中国

大陆在这两项指标中表现较好曰 北美洲的平均被引量

指数最高袁 其专利的被关注度较高遥
专利强度方面袁 本文采用了 Innography 数据库平

台提供的专利强度指数进行分析袁 该指数参考了 10 余

个专利价值的相关影响因素袁 复合后用于专利价值判

断遥 通常情况下袁 将专利强度大于 70%的认为是核心

专利袁 30%~70%的为重要专利袁 小于 30%为一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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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世界各区域市场专利流入时序图

Fig.2 Time series of patent inflow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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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遥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袁 中国大陆尧 欧洲和北美洲

掌握着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技术领域最多的重要及核心

专利袁 但从重要和核心专利在其区域的占比来看袁 欧

洲和北美洲仍保持一定优势袁 而中国大陆则明显落后袁
大洋洲的重要及核心专利虽然数量不多袁 但其占比较

高袁 说明其专利申请整体质量较好遥
专利维护方面袁 大洋洲的专利授权有效率最高袁

主要是其专利基数较低袁 而这些专利维护的较好袁 其

次是南美洲和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袁 主要

是由于这两个区域近几年专利申请的快速增长袁 刚得

到授权的专利流失较少遥 各区域的 3 年存活率均保持

了较高水平袁 而 5 年存活率则出现波动袁 亚洲地区整

体上落后于其他地区遥
专利合作方面袁 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

是专利合作申请率最高的区域为 15%袁 中国大陆则最

低为 3.6%袁 该领域的专利合作率整体偏低袁 另外袁 目

前统计显示该领域仅有 160 件专利发生过转让或许可袁
较多的发生在欧洲尧 北美洲和中国大陆袁 领域内的专

利活力也不高遥
3.4 世界各区域的专利权人特征分析

全球共有 2 333 个专利权人申请过 野海洋水产饲

料冶 领域的专利袁 我们以企业尧 科研单位 渊包括高校

及科研院所冤尧 其他 渊包括个人尧 机关团体等冤 3 个类

型对世界各区域专利申请人分布情况进行统计袁 结果

如图 3 所示袁 可以看到袁 除非洲外世界其他地区的专

利申请由企业主导袁 北美洲尧 欧洲和的企业占比量

最高袁 相对而言袁 欠发达地区的专利申请人的企业占

比率偏低袁 科研单位在其专利申请中仍然起着比较重

要的作用袁 如非洲南非的西北大学袁 大洋洲的澳大利

指标 项目 中国大陆 北美洲 欧洲 其他亚洲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 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申请量/件 5 925 796 1 041 533 102 30 13 

在审量/件 2 597 239 270 157 41 6 4 

授权量/件 1 103 232 306 260 23 10 2 
数量指标 

授权率/% 33.1  41.7  39.7  69.1  37.7  41.7  22.2  

平均专利同族量/件 0.1  14.7  11.9   3.9   8.7   6.7   6.5  

平均引用量/件 2.7   2.9   2.4   1.6   1.7   3.0   1.3  

平均被引量/件 1.3   2.4   1.3   1.4   0.5   1.7   0.0  

平均权利要求数/项 5.5  31.7  20.7  11.0  16.2  29.8  17.2  

质量指标 

平均应用领域数/个 6.2   6.1   4.3   4.1   3.2   4.5   2.8  

重要专利数量/件 1092 393 491 105 20 15 0 

重要专利占比/% 18.4  49.4  47.2  19.7  19.6  50.0  0 

核心专利数量/件 42 72 33 3 3 3 0 

核心专利占比/% 0.71  9.05  3.17  0.56  2.94  10.00  0 

强度指标 

平均专利强度/ 15.7  31.7  26.1  16.6  18.9  35.0  11.2  

授权有效率/% 67.3  60.3  68.6  80.0  87.0  90.0  50.0  

3 年存活率/% 86.4  88.7  86.6  83.9  88.2  80.0  76.9  维护指标 

5 年存活率/% 37.3  62.3  55.0  31.0  56.9  46.7  61.5  

合作申请率/% 3.6  5.9  9.2  15.0  9.2  6.7  7.7  
合作指标 

转让许可量/件 40  52  58  8  2  0  0  

 

表 1 世界各区域的专利竞争力因素对比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patent competitiveness in different regions

* 注院 授权率院 授权量 / 渊申请量-在审量冤曰 平均应用领域数院 平均每件专利 IPC 小组分类的数量曰 重要尧 核心专利占比院 某地区重要或核心

专利数量 / 该地区所有专利数量曰 合作申请率院 合作申请的专利数量 / 所有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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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均是本区域重要的专利申

请人遥
进一步我们根据专利申请量统计了全球 野海洋水

产饲料冶 Top20 的专利权人袁 结果显示袁 申请量最高

的为美国的嘉吉公司共 90 件袁 第 2~4 位均为来源于中

国的科研单位袁 分别为中国海洋大学 82 件尧 浙江海洋

大学 80 件尧 中国科学院 77 件袁 Top20 的专利权人中袁
中国大陆占据 9 个袁 美国占据 3 个袁 德国 2 个袁 荷兰 2

个袁 日本尧 古巴尧 法国尧 瑞士各 1 个袁 其中袁 国外机

构中除古巴的基因与生物技术研究所 渊CIG B冤 外均为

企业袁 如巴斯夫尧 日本水产株式会社尧 赢创德固赛尧
特劳夫尧 先进生物营养集团尧 科迪华尧 昆虫公司等袁
而中国大陆的专利权人则以高校居多袁 企业仅有 2 家袁
分别为福建天马科技集团和青岛海之源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袁 说明中国科研单位在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

世界 Top 级的专利申请中实力强劲袁 但企业在该领域

的专利申请活跃度偏低袁 专利的实际应用和实施率可

能并不高袁 如何激发科研机构的在该领域的引领和纽

带作用将是中国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遥

4 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专利

技术热点及趋势

专利技术的分析有助于研发人员了解领域内的技

术现状和前沿袁 本文结合专利主题聚类结果尧 以及文

献调研及专家咨询结果袁 对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

专利技术按照研究对象和技术手段进行技术细化分解

统计袁 以便对各区域的技术研发热点和趋势进行对比

分析遥
4.1 研究对象热点及趋势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技术的研究对象按研究种类院
鱼类尧 甲壳类尧 软体类袁 以及养殖的成长阶段进行分

解统计袁 研究种类的分类主要依据为联合国粮农组织

网站及中国渔业年鉴报告对海洋鱼类的分类袁 结果如

表 2 所示袁 其中数字表示出现相关类别关键词的专利

数量遥
鱼类研究方面袁 北美洲尧 欧洲和大洋洲偏重于双

栖鱼类饲料研发袁 包括鲑鱼尧 鳟鱼等袁 中国大陆和其

他亚洲地区偏重于近海鱼类饲料的研发袁 包括大黄鱼尧
大菱鲆尧 石斑鱼尧 比目鱼等袁 而金枪鱼尧 鳕鱼尧 鲳鱼

等大洋鱼类的饲料的关注度整体偏低袁 中国大陆在该

方面较为落后遥 世界各区域对甲壳类中的虾类饲料研

发热度均较高袁 尤其是中国大陆袁 虾类饲料的研发占

比非常高袁 且近 10 年增长较快袁 热点品种包括南美对

虾尧 斑节对虾尧 龙虾等曰 软体类饲料中袁 海参饲料在

中国大陆和其他亚洲地区较为受欢迎袁 而中国大陆在

鲍螺类饲料的专利产出比不如北美洲尧 欧洲和其他亚

洲地区袁 全球贝类饲料的专利整体偏低曰 从成长阶段

的研究来看袁 中国大陆非常重视幼鱼阶段的饲料开发袁
而欧洲和北美洲则侧重于仔稚鱼阶段袁 2015 年后中国

大陆关于成长阶段的专利申请迅速增长袁 反映出近几

年对饲料技术研发的精细化趋势逐渐加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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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世界各区域申请人类型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applicant types in different regions

其他亚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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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手段热点及趋势

研究显示袁 水产饲料中的三大基础营养物质院 蛋

白源尧 脂肪源和糖源是鱼类维持基本的生理机能和生

长发育的能量源袁 也是水产饲料关注的重点方向[13-15]遥
而水产饲料添加剂则是水产配合饲料的核心成分袁
2012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 叶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曳 规范了饲料添加剂的分类袁 分为营养型添加剂尧
一般饲料添加剂和药物饲料添加剂袁 近年来水产饲料

添加剂领域的研究将添加剂分为营养型添加剂和非营

养型添加剂两大类[16-18]遥 同时袁 饲料工艺的研究和应用

也是水产饲料加工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保障遥 因此袁 本

文将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技术手段分解为基础营

养尧 营养型添加剂尧 非营养型添加剂和饲料工艺 4 个

方向袁 如表 3 所示遥
首先袁 基础营养方面袁 中国大陆在饲料研发过程

中对基础营养十分重视袁 远高于其他地区袁 其中袁 中

国大陆和其他亚洲地区最为重视饲料蛋白源的添加袁
包括鱼粉尧 豆粕尧 大豆粉尧 蛋白粉等袁 而其他地区则

较为关注饲料脂肪源的开发利用袁 包括鱼油尧 脂质尧
大豆油尧 动物油尧 植物油等袁 各地区对饲料糖源的利用

较低袁 来源物质主要集中在淀粉尧 筋面粉尧 小麦粉等遥
其次袁 添加剂方面袁 营养型添加剂包括氨基酸尧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袁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袁 各国家 / 地区

对微量元素的添加较多袁 如矿物质尧 磷酸二氢钙尧 磷

酸氢钙尧 硒尧 锌尧 铁尧 钾等袁 其次为维生素袁 热点包

括维生素 C/E/B尧 叶酸等袁 中国大陆在这两类添加剂中

具有较大的数量优势袁 而氨基酸方面各国的关注度较

其他两类添加剂均偏低袁 热点主要为蛋氨酸尧 赖氨酸尧
牛磺酸尧 甘氨酸尧 谷氨酸等遥 非营养型添加剂主要是

用来保障或改善水产饲料品质及利用率而添加到饲料

中的少量或微量物质[19-22]袁 本文参考调研结果及农业部

发布的 叶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渊2013冤曳 中的非营养型

饲料添加剂品种进行分类分解袁 从结果来看袁 微生物

制剂是各国 / 地区关注的重点添加剂类型袁 热点包括微

生物尧 芽孢杆菌尧 益生菌尧 乳酸菌等曰 另外袁 酶制剂

也是各国比较关注的添加剂类型袁 其中欧洲的专利相

对更多袁 热点包括蛋白酶尧 脂肪酶尧 植酸酶等曰 中国

大陆在中药添加剂的利用上具有显著的优势曰 此外袁
中国大陆和其他亚洲地区在糖类及酸化剂方面的关注

度相对高于北美和欧洲袁 糖类主要添加类型为多糖尧
寡糖尧 葡聚糖等袁 酸化剂热点包括磷酸尧 乳酸尧 柠檬

酸尧 乙酸等曰 而中国大陆对着色剂尧 稳定剂的利用偏

低袁 这方面北美洲尧 欧洲的关注度相对较高袁 热点包

括类胡萝卜素尧 叶黄素尧 隐黄素等着色剂袁 以及乳化

剂尧 粘结剂尧 瓜尔胶等稳定剂曰 各国对诱食剂和防腐

指标 项目 中国大陆 北美洲 欧洲 其他亚洲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 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双栖鱼类/件   368 187 340  94 38 16 1 

近海鱼类/件   675  76 123 119  2  6 0 鱼类 

大洋鱼类/件   153  64  94  90  4 13 1 

虾类/件 3 019 219 213 128 17 16 0 
甲壳类 

蟹类/件   874  39  56  29  1  8 0 

海参/件   439   8   4  37  0  0 3 

鲍螺类/件   105  76 123 120  2  6 0 软体类 

贝类/件   124  28  13  11  0  4 0 

仔稚鱼/件   343  77 105  35  3  3 3 

幼鱼/件   732  29  41  23  2  1 1 

成鱼/件   266  50  22  15  1  0 1 
成长阶段 

亲鱼/件   259  21  11   3  1  1 0 

 

表 2 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研究对象热点分布

Table 2 Hotspots of research objects of "marine aquatic feed"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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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关注度总体偏低袁 除中国大陆外袁 其他地区诱食

剂相关的专利申请量在本地区总申请量中排位均较低曰
此外袁 一些其他类型的添加剂正在被大量开发袁 如胆

汁酸尧 肽尧 螺旋藻粉尧 沸石粉尧 DHA尧 海藻胶尧 生物

质尧 花生四烯酸等遥
另外袁 饲料工艺主要指饲料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加

工方法[23-25]袁 结合本文专利关键词聚类结果将其分解为

饲料复合尧 膨化颗粒和饲料发酵 3 个方向袁 中国大陆

申请的相关专利数量占有一定优势遥 总体来看袁 饲料

发酵技术是各国关注的重点方向袁 而专门针对水产饲

料的膨化以及颗粒化研究相对较少袁 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 在饲料复合技术方面的专利数量高

于北美和欧洲地区遥
从世界各区域在不同饲料技术手段中的研发趋势

来看袁 中国大陆在各方向从 2010 年以后开始强势上

升袁 至 2016 年达到高峰袁 非营养型添加剂的上升速度

最快袁 其中微生物制剂和中药方向的贡献最高袁 而饲

料工艺方向增长相对缓慢遥 其他区域专利的申请量变

化整体上比较平稳袁 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包括中国大陆冤
在近几年有显著增长袁 而北美洲的非营养型添加剂呈

现了波动下降的趋势袁 饲料工艺方面袁 其他亚洲地区尧
欧洲和北美洲均有缓慢增长的趋势遥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区域在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专利信息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可以看出袁 2010 年之

前中国大陆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还处于萌芽阶段袁 发

展较为缓慢袁 之后在良好的政策环境尧 经济支持与市

场应用的条件下产出了大量的专利创新成果袁 呈现出

强劲的发展势头袁 为中国大陆在该领域的技术创新与

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同时袁 我们也根据分析结果发

现袁 该领域中国大陆的专利布局及市场流入在国际上

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袁 而且存在专利的规模增长与质

指标 项目 中国大陆 北美洲 欧洲 其他亚洲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 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蛋白源/件 2 936 124 149 149 17  8 0 

脂肪源/件 1 263 205 250  63 26 13 0 基础营养 

糖源/件   898  87 108  91 12  5 0 

氨基酸/件   935 109 108  41  2  0 7 

维生/件 2 036 153 230 105 28 11 0 营养型添加剂 

微量元/件 2 267 293 311 138 38 16 3 

微生物制剂/件 1 014 188 203 134 30 12 5 

酶制剂/件   564 111 150  52  8  1 0 

糖类/件   621  50  76  21  7  0 0 

诱食剂/件   461  16  35   3  4  0 0 

酸化剂/件   570  87 107  60 14  3 2 

着色剂/件   185 141 139  58  5  3 0 

稳定剂/件   207 126 139  36  7  4 2 

防腐剂/件   447  70 104  10 13  1 0 

中药/件 1 245  12   1  10  0  0 0 

非营养型添加剂 

其他添加剂/件   982 361 346  61 28 22 1 

饲料复合/件   980  31  52  72  4  0 0 

膨化颗粒/件   875   1  25  28  2  1 0 饲料工艺 

饲料发酵/件 1 057  75  79  80  3  0 1 

 

表 3 世界各区域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技术手段热点分布

Table 3 Hotspots of technical means of "marine aquatic feed"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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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尚不协调尧 专利维护及合作力度偏低尧 专利市

场应用活跃度不足等问题遥 如何正确把握国内外创新

形式袁 在激烈的竞争中取长补短袁 有针对性的进行专

利技术的研发尧 布局与应用袁 对未来中国 野海洋水产

饲料冶 领域技术在国际上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1冤 深化政策引导支持袁 推动技术稳步提升遥 近

些年中国大陆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专利技术的高速

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袁 十八大以来袁 国家

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为海洋渔业的科技创新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和努力方向遥 未来应进一步以国家发

布的 叶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曳 叶野十三五冶 渔业科技发展规划曳 叶关于加快推

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曳 等政策为指导袁
以创新尧 协调尧 绿色尧 开放尧 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袁
坚持质量兴渔尧 坚持绿色兴渔尧 坚持市场导向尧 坚持

创新驱动尧 坚持依法治渔 5 项基本原则袁 强化科技支

撑与引领作用袁 加快推进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科

技进步和成果转化应用袁 为实现中国从水产养殖大国

向强国的转变贡献力量遥
渊2冤 把握国际市场动向袁 积极开拓发展空间遥 在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袁 积极引导中国大陆 野海洋水产

饲料冶 技术走出去袁 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袁 将有助

于提高中国在渔业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遥 但目前

中国大陆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技术缺乏国外专利的

布局袁 严重阻碍中国大陆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提升和

技术的输出遥 从本文分析可知袁 北美洲和欧洲是国际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专利的主要输出地区袁 其专利技

术起步早袁 市场趋于成熟稳定袁 而其他亚洲地区 渊不
包括中国大陆冤尧 南美洲是新兴的专利研发与流入目的

地袁 近些年北美洲和欧洲的专利输出也从欧美等发达

地区转向亚洲尧 南美洲等发展中地区遥 未来中国大陆

应加强技术的输出意识袁 把握时代变化的机遇袁 增强

对潜在市场的占有和控制袁 重点加强在其他亚洲地区

和南美洲的水产养殖大国的专利技术布局袁 同时袁 关

注北美和欧洲专利市场的短板袁 结合自身优势袁 如近

海鱼类尧 甲壳类尧 幼鱼尧 亲鱼阶段饲料等袁 抢占市场

优势袁 此外袁 非洲虽然目前专利的布局仍处于萌芽阶

段袁 但 SOFIA 报告显示袁 非洲是近 5 年全球水产养殖

产量增速最高的区域袁 未来在专利布局中也应予以一

定关注遥
渊3冤 注重专利质量提升袁 培育核心竞争能力遥 中

国大陆在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专利表现出新兴科

技国家的共性特征袁 即规模生产力较强袁 但质量发展

相对滞后遥 从分析来看袁 中国大陆在该领域的专利授

权比例尧 专利同族量尧 专利权利要求数尧 专利强度尧
高强度专利占比尧 专利合作及维护力度等指数均落后遥
近几年国家不断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袁 突出质

量导向袁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也应转变粗狂式发展

模式袁 加强培育高水平研发团队及高价值专利族群袁
开展全流程的专利信息服务袁 提升专利技术挖掘尧 专

利申请前预检索尧 专利价值评估尧 竞争力评价尧 合作

对象挖掘尧 专利预警等精细化的情报信息服务袁 同时袁
强化专利申请文本的撰写质量袁 加强专利的分级分类

管理袁 补齐短板袁 不断提升中国在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核心竞争能力遥

渊4冤 加强 野产学研冶 合作袁 促进技术应用实施遥
中国大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专利

的研发中实力强劲袁 是中国大陆的特色和优势力量袁
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该领域专利市场应用活跃度仍不

足袁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科技创新最终的目的是满

足快速增长的水产养殖产业的发展需求袁 应避免技术

与产业发展脱节袁 促进协同发展袁 做到研以致用才能

真正发挥出科技创新的内动力遥 2020 年中国教育部尧
国家知识产权局尧 科技部联合发布了 叶关于提升高等

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曳袁 明确要求高

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应坚持质量优先袁 突出转化

导向袁 未来高校和科研机构应积极探索产学研相结合

的发展模式袁 发挥优势资源和纽带作用袁 将高校的技

术优势转化为企业的产业优势袁 促进技术应用实施袁
实现合作共赢遥

渊5冤 跟踪技术发展动态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遥 根

据专利技术热点和发展情况的分析显示袁 各区域针对

不同研究对象的专利研发趋势有所差异袁 双栖鱼类尧
近海鱼类及虾类饲料是研发的热门领域袁 专门针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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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长阶段的饲料在近几年也有较强增长趋势遥 而在

饲料技术手段中袁 添加剂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领域袁 其

中微生物制剂和其他的一些新型添加剂尧 以及中国大

陆的中药添加剂的利用呈现了强势的增长趋势袁 饲料

工艺的研发与应用也逐渐增长遥 未来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的专利研发将进一步趋于精细化袁 加强对水产饲

料基础营养来源的价值研究袁 结合水产养殖品种尧 不

同生长阶段和不同养殖条件下的营养需求袁 以及饲料

品质尧 市场尧 生态等方面的需求袁 消化吸收国外先进

技术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袁 开发精准的饲料技术将为

野海洋水产饲料冶 领域专利技术提供重要发展前景遥

致谢院 感谢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赵增琦博士在

本文专利技术分解方面提供的指导和帮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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