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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意义]本文通过对文献计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揭示了印度在中国市场上的科技创新态势，

发现了中印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创新合作机会，并为加强中印技术交流提出了相关建议。[方法 /过程]专利

信息是研究创新活动的重要素材，具有直接的科技情报意义。本文通过对印度在中国注册的发明专利为研究

对象，对其整体情况和相应的 A 类引文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统计。[结果 / 结论]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

创新合作机会存在于创新链上各环节节点之间的互补协作机制之中。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本文发现了一系列

中印两国间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合作创新机会的创新链，以期能对中国如何在特定产业上促进中印技术交

流合作给出建议，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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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trend of Indi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finds the possible opportunities for in-

nov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techno-

log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Method/Process] Patent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re

search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analysis. By taking Indian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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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和意义

科技部尧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于 2016 年 9 月

联合出台的 叶推进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

项规划曳袁 在战略高度上提出了中国与 野一带一路冶 沿

线国家间进行科技创新合作的新要求院 全面发挥科技

创新在 野一带一路冶 建设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袁 打造

创新链条融通的创新共同体遥
印度是 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国家的重要成员国袁 近

年来在东南亚各国中经济发展迅速袁 尤其在科技创新

能力上突飞猛进遥 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袁 印度对科技

创新推动国家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视袁 在国家战略上

提出了 野印度制造冶 野智慧城市冶 等遥 根据世界知识

产权发布的 叶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曳 [1]显示袁 印

度综合排名全球第 52 位 渊较 2018 年上升 5 位冤袁 中国

排名全球 17 位遥 印度与中国国情类似袁 科技创新发展

势头不容小觑袁 在国际社会中印度不应只是中国的竞

争对手袁 同时也应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遥
专利是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袁 专利申请是国家和

企业之间进行技术竞争的主要方法之一遥 通过对专利

进行文献计量袁 可以对蕴含其中的创新要素进行提取尧
对比尧 统计袁 从而获知科技创新的发展态势袁 预测未

来竞争格局[2,3]遥 通过分析印度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授权的发明专利袁 能够客观描述印度在中国市场

上的创新竞争力曰 同时袁 通过分析印度专利与中国专

利之间特定的相互引用信息袁 能够挖掘两国之间潜在

的创新合作可能性[4]遥

2 印度在中国专利计量及创新态势

一个国家的创新主体基于 叶专利合作条约曳 向其

他国家申请专利的策略袁 是在国家层面进行对外专利

布局的途径[5]遥 一国向另一国进行专利申请的规模和质

量袁 基本可以反映该国以专利为手段开拓国际市场的

实力[6,7]遥
本文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Patsnap 全球专利数

据库中获得专利信息袁 选取印度在中国获得授权的有

效发明专利作为研究对象袁 进行印度在中国市场上的

科技创新发展态势分析[8]遥
截至 2020 年 7 月袁 印度中国申请专利总数达到

6 014 项袁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 909 项袁 其中授权 1 591

项袁 其仍维持有效的有 932 项曰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103

项袁 仍维持有效的有 72 项曰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411

项袁 仍维持有效的有 221 项曰 近 10 年的平均年申请量

为 390 项遥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提出以来袁 印度在中国

专利申请数量在波动中增长遥 2017 年莫迪提出要制定

野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冶袁 大大淡化了原有的 野一刀切冶
模式的 野五年规划冶袁 将目光更长远地转向到国家发展

方向上来袁 这规划名为 野国家发展议程冶 [9]袁 强调加强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遥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袁 2018

年袁 印度的在中国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了 300 项遥

patents registered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 patent citations of Category A were

analyzed. [Results/Conclusions] In an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exist in every

link in the chain of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nod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finds a series of innovation chains of mutually connected and complementary cooperative innovation op-

portuniti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oping to g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China-India technological ex-

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specific industries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China-Indi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patentmetrics; Indian patents; patent citation of Category A; patent analys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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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领域发展态势

国际专利分类法 渊IPC冤 将专利划分 8 个部袁 分别

为院 A 人类生活必需曰 B 作业尧 运输曰 C 化学尧 冶金曰
D 纺织尧 造纸曰 E 固定建筑物曰 F 机械工程尧 照明尧 加

热尧 武器尧 爆破曰 G 物理曰 H 电学[10]遥
印度在中国的有效发明专利在八大部类的分布为院

A 人类生活必需 1 640 项曰 B 作业尧 运输 589 项曰 C 化

学尧 冶金 1 667 项曰 D 纺织尧 造纸 103 项曰 E 固定建筑

物 41 项曰 F 机械工程尧 照明尧 加热尧 武器尧 爆破等

250 项遥
印度在中国的有效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 C 部类

渊化学尧 冶金冤尧 A 部类 渊人类生活必需冤袁 极少分布在

E 部类 渊固定建筑物冤 渊图 1冤遥

2.2 重点发展领域

下文将 IPC 号细致到主分类号进行进一步的重点

领域分析遥 如表 1 所示袁 印度在中国市场的重点发展

领域是有机化学相关领域 渊包括生物医学尧 生物化学

等领域冤遥 这与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呈现一定的相

关性[11]袁 从已有的商务部进出口数据报告 叶2018 年印

度货物贸易及中印双边贸易概况曳 [12]中显示袁 2018 年

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中袁 有机化学品的出口金额高达

30.46 亿美元袁 占所有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全部金额中

的 18.4%袁 位居第二名 渊出口商品额占比最高的为矿

物燃料冤遥 有机化学产品在单价相较不算昂贵的情况

下袁 却能占据如此高的出口金额比例袁 这就足以说明

印度在有机化学领域占有其独特的科技创新优势遥
2.3 印度重要专利权人

在获取到的样本数据中袁 由于专利权人的标签信

息过于杂乱袁 本文人工梳理后将专利权人分成 4 类院
专利权人标签信息中含有 野公司冶 野企业冶 等字段的

将专利权人类型划分为企业曰 标签信息中含有 野大学冶
野学院冶 野研究院冶 和 野研究所冶 等袁 则划分为科研院

所曰 标签信息中是个人人名的将其专利权人类别判定

为个人曰 其余的无法判断的则归类到其他中[13]遥
如图 2 所示袁 印度在中国专利权人中袁 企业这一

类型是主流遥 Top10 企业有院 兰贝克赛实验室有限公

图 1 印度在华有效发明专利的部类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chart of Indian valid invention patents in China

IPC 主分类号 类目名称 专利数量 

A61 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1 363 

C07 有机化学   938 

C12 生物化学；啤酒；烈性酒；果汁酒；醋；微生物学；酶学；突变或遗传工程   295 

G06 计算；推算；计数   267 

A01 农业；林业；畜牧业；狩猎；诱捕；捕鱼   200 

H04 电通信技术   182 

B01 一般的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或装置   167 

C08 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其制备或化学加工；以其为基料的组合物   163 

G01 测量；测试   146 

A23 其他类不包含的食品或食料；及其处理   103 

 

表 1 印度在中国有效发明专利的 Top10 领域

Table 1 Top 10 areas of Indian valid invention pat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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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渊专利数 163 项冤尧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渊专利数

119 项冤尧 TVS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渊专利数 82 项冤尧 维

布络有限公司 渊专利数 77 项冤尧 沃克哈特有限公司

渊专利数 61 项冤尧 苏文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渊专利数 50

项冤尧 雷迪博士实验室有限公司 渊专利数 45 项冤尧 瑞莱

斯实业公司 渊专利数 43 项冤尧 席普拉有限公司 渊专利

数 41 项冤尧 卡迪拉保健有限公司 渊专利数 40 项冤遥

科研院所类专利权人中袁 拥有最多中国专利数量

的印度专利权人为 野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冶
渊专利数 276 项冤袁 该委员会是成立于 1942 年的一所大

型的综合性工业研究机构[14]袁 在科研院所类型的专利

权人中袁 集中拥有绝大多数的专利袁 充分证明了其突

出的科技创新能力袁 也说明了印度科研院所创新能力

的高度集中性袁 为揭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创新竞合态

势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切入点[15]遥 此外袁 重要的科研院

所类专利权人还包括院 印度理工学院 渊专利数 10 项冤尧
印度马德拉斯理工学院 渊专利数 10 项冤尧 印度德里技

术研究院 渊专利数 9 项冤 等遥

3 基于 A 类专利引文分析的中印创新

合作机会发现

3.1 创新合作机会

本文将两个国家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机会简称为

野创新合作机会冶袁 其定义是院 两国在客观上已经存在

科技知识关联的技术领域之间袁 在未来实际实施创新

合作的可能性遥 野创新合作机会冶 这一概念的最终落

脚点是未来实际实施合作的 野可行性冶袁 其核心要素是

未来实施合作的 野技术领域冶曰 在时态上它是目前尚未

实施但未来可以实施的合作曰 在表现形式上它不是显

性的尧 直接的尧 易于被发现的合作可行性袁 而是潜在

的尧 间接的尧 需要通过计量和挖掘才能被发现的合作

可行性[16]遥
国家之间的创新合作袁 在客观上是全球价值链的

产物遥 价值链是将企业组织到社会大分工合作之中的

内在力量袁 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通过相互之间

的分工协作袁 在价值链的协调下将资源投入产品之中

从而实现自身价值遥 企业必须保持与其所在价值链的

其他环节上的企业的相互协调袁 即维持企业与整个价

值链的稳定运作才能长久立足[17]遥
本文将两国间的 野间接创新合作冶 定义为院 互补

产品或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衔接式尧
匹配式尧 组合式生产合作袁 其逻辑前提是技术间的知

识关联袁 表现形式可以是专利许可或专利转让等间接

技术合作形式遥
由于 野知识关联冶 是内嵌的尧 潜在的尧 难以被直

接观察发现袁 因此袁 本文的研究任务是院 构建一种专

利引文分析方法袁 用以挖掘和捕捉两国专利之间的客

观知识关联袁 从而有依据地发现未来有可能发生简介

创新合作的技术领域袁 并阐释其实施合作的可行遥 本

文将上述工作命名为 野间接创新合作机会发现冶遥
3.2 基于 A类专利引文发现创新合作机会的

原理

2001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 叶标准 ST.

14要要要在专利文献中列入引证参考文献的建议曳 对专

利引用进行了分类院 野X冶 类引用是指仅考虑该引用的

专利袁 在审专利的权利要求不能被认为具有新颖性或

创造性曰 野Y冶 类引用是指当该引用的专利与另一项或

多项专利相结合时袁 在审专利的权利要求不能被认为

具有创造性曰 野A冶 类引用是指对判断新颖性尧 创造性

无影响的一般现有技术文献袁 它与在审专利存在技术

图 2 印度在中国专利权人类型分布图

Fig.2 Type distribution chart of Indian patentees in China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0-0712

专利情报分析专题

 

83.9%

9.0%

4.2%
4.5%

企业 个人 科研院所 其他

38



2021年第 33卷第 2期

上的相关性[18]遥
专利之间的引用关系是多样化的袁 有否定性的引

用关系 渊利用对比文件否证专利的新颖性或创造性冤袁
也有互补性的引用关系 渊引用互补产品专利以说明相

互之间的技术衔接冤遥 在各种专利引文类别中袁 X 类和

Y 类以及其他类型的专利引文都是否证性的引文袁 只

可能体现 野竞争冶 [19]曰 只有 A 类专利引文是背景性信

息袁 有可能包含互补性说明袁 因而有可能蕴藏着 野合
作冶 的可能性 [20]遥 因此袁 本文尝试以 野全球价值链冶
理论为基础袁 以分析专利间的 野A 类引文冶 为路径袁
探索 野间接创新合作机会发现冶 的一种新方法遥

在全球价值链视野下袁 各国企业都需要与全球价

值链上其他环节的企业进行技术衔接与产品匹配袁 才

能为自身的技术开拓生存空间袁 为自己的中间产品求

得衔接对象遥 换言之袁 各国企业的专利都会成为全球

价值链上的一环袁 在全球技术生态系统中通过适应周

围技术环境尧 匹配共生技术来求得生存和发展[21]遥
专利技术进入全球价值链的足迹可以在专利间的

野引用关系冶 中觅得院 某企业的专利通过 野引用冶 全球

价值链上游或下游的其他企业的相关专利袁 来说明自

身技术如何与其他技术相衔接和配套遥 例如院 美国谷

歌公司的一项电化学传感器专利 US8880139-B1 引用了

A 类瑞士诺华医药公司的一项隐形眼镜专利 US6726322-

B2袁 引用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传感器嵌入隐形眼镜可以

监测泪液所体现的血糖水平遥 从这一引用关系中就能

发现两项技术之间的互补匹配关系袁 谷歌可以通过将

专利许可或者转让给诺华[22,23]袁 由诺华来融合实施两项

专利袁 生产出最终的组合产品遥 上述两个国家 渊美国

和瑞士冤 的两个专利权人 渊谷歌和诺华冤 之间的专利引

用关系袁 就体现着间接创新合作的可行性遥
基于上述逻辑袁 本文以研究印度在中国发明专利

的 A 类专利引文为途径袁 获取用于进一步发现两国间

创新合作机会的备选样本遥
3.3 A类专利引文分析

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不提供 A 类专利引文的

批量检索和下载袁 而使用爬虫程序进行抓取又不符合

相关的网站版权保护要求袁 因此袁 本文选择人工方式袁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逐条检索印度在中国发明专利袁
手动拷贝获取 A 类专利引文袁 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遥

本文人工获取了印度在中国发明专利的 A 类专利

引文 1 054 条袁 作为进一步发现两国间创新合作机会的

备选样本遥 通过分析 A 类专利引文的施引端专利和被

引端专利的主分类号袁 从中抽取出施引专利和被引专

利分别属于不同 IPC 大类的专利 518 对遥 在前文论证

中可以得知袁 A 类专利引文关系可以体现出两项技术

之间的配套合作关系或衔接合作关系遥 筛选印度在华

注册专利中 A 类专利引文的施引端专利和被引端专利

分别属于不同 IPC 大类的专利对袁 进一步分析同一创

新链上的中国与印度创新技术的合作关系遥
3.3.1 印度引用中国的 A 类专利引文分析及合作机会

发现

印度在中国发明专利引用中国专利作为 A 类专利

引文的情况袁 本文简称为印度引用中国的 A 类专利引

文遥 本文统计了印度引用中国的 A 类专利引文不少于

2 条的领域袁 这些领域内的印度技术可能存在与中国技

术的衔接关系袁 即可能存在潜在的创新合作机会遥 具

体的专利所属领域及两国专利间的技术衔接情况袁 如

表 2 所示遥 从表 2 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遥
渊1冤 印度的无线数字钱包技术与中国的数字钱包

和数据系统技术之间存在配套合作的可能性曰 印度的

社交媒体数据分析技术必须基于中国的电通信网络系

统袁 二者间存在衔接合作机会遥
渊2冤 印度在敏化太阳能和合成纯金红石型纳米针

这两个领域的相关技术与中国的预处理技术之间存在

衔接合作机会遥
渊3冤 印度的回收富含氯化钾技术与中国的提取盐

和生产盐的工艺技术之间存在衔接合作机会曰 印度的

关于天然盐制剂的方法与中国的提取活性糖复合物的

相关技术方法之间存在配套合作的可能性遥
渊4冤 印度的电数字数据处理技术与中国电子通信领

域的消息交换和传输系统技术之间存在衔接合作机会遥
渊5冤 印度的铜 - 氯电化学电池技术与中国的回收

生产金属技术之间存在衔接合作机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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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 类专利引文的施引端和被引端领域对应情况表

印度 

施引端专利 IPC 
专利号 名称 

中国 

被引端专利 IPC 
专利号 专利名称 

CN103295149A 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系统和

方法 

H04N21/435 

电通信技术 

CN102098549A 一种提供社会性网络

服务的 EPG 系统 

G07G1/12 

核算装置 

CN101639960A 个人专用电子支付器 

G06Q30/02 

行销，例如，市场研究与

分析、调查、促销、广告、

买方剖析研究、客户管理

或奖励；价格评估或确定 

CN106462877A 实现无线数字钱包的方法

和系统 

G07F7/08 

核算装置 

CN102096967A 电子钱包离线支付方

法及消费终端 

CN102272049A 合成纯金红石型二氧化钛

纳米针的一步电化学方法 

C09C3/04 

纳米级二氧化钛粉体及其制

备方法 

CN1310208A 纤维状填料以外的无

机材料的处理以增强

它们的着色或填充性

能：物理处理，如研磨、

用超声波振动处理 

C01G23/047 

无机化学化合物（包含二

氧化钛） 

CN102292291A 利用 TiO2-多壁碳纳米管

（MWCNT）纳米复合物的

高效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H01M14/00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及其电

极 

CN1624935A 电化学电流或电压发

生器及其制造 

F04C18/344 

机械工程：旋转活塞或摆动活

塞的液体变容式机械：带有相

对内部元件往复运动的叶片 

CN1031359A 从光卤石矿中制取氯

化钾与低钠盐的方法 

CN1886338A 同时回收氯化钾和富含

KCl 的食用盐 

C09J9/02 

黏合剂；一般非机械的黏合方

法；黏合剂材料的应用：导电

的黏合剂 

CN1180046A 光卤石生产氯化钾工

艺 

C01D3/06 

碱金属，即锂、钠、钾、

铷、铯或钫的化合物，用

加工盐水、海盐或废碱液

制备 

CN103889899A 制备用于海水替代、矿物质

强化的天然盐制剂的方法 

A23K1/10 

专门适用于动物的喂养饲料；

其生产方法：从肉类、鱼类或

骨；从厨房废料 

CN101185477A 一种从海水与苦卤中

提取的活性糖复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它的

组合物 

H04L29/06 

以协议为特征的数字信息的

传输 

CN101577716A 基于 InfiniBand 网络的

分布式存储方法和系

统 

CN102831018A 低延迟先进先出消息交换

系统 

H04L12/28 

以通路配置为特征的，例如局

域网或广域网的数字信息的

传输 

CN1722732A 节点之间进行通信的

方法及系统 

G06F9/54  

电数字数据处理：程序间

的通信 

CN101866303A 高性能低等待时间的消息

传送系统 

H04L12/56 

数字信息的传输：分组交换系

统 

CN101146025A 压缩实时传输协议的

报文传输方法和系统

以及压缩端单元 

C02F1/469 

用电化学方法分离水、废水、

污水或污泥的处理 

CN101798131A 一种高效电镀废水处

理及资源化利用装置 

CN103827357A 铜-氯热化学循环制氢过程

中所用的电化学电池 

C02F1/461 

用电解法分离水、废水、污水

或污泥的处理 

CN1968897A 电沉积处理装置及方

法 

C25C5/02 

电解法生产、回收或精炼

金属的工艺；其所用的设

备 

CN103930598A 在铜-氯循环中操作参数对

电化学电池性能的影响 

C22B3/04 

金属的生产或精炼：通过浸取 

CN1407120A 硫化铜精矿 “氧化浸 

出-氯化亚铜-电积精炼

铜” 

 

Table 2 Corresponding areas of Type A patents' citing and cited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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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中国引用印度的 A 类专利引文分析及合作机会

发现

中国专利引用印度在中国发明专利作为 A 类专利

引文的情况 渊即印度在中国发明专利被中国专利引用

为 A 类专利引文的情况冤袁 本文简称为中国引用印度的

A 类专利引文遥 本文统计了中国引用印度的 A 类专利

引文不少于 2 条的领域袁 这些领域内的中国技术可能

存在与印度技术的衔接关系袁 即可能存在潜在的创新

合作机会遥 具体领域及两国专利间的技术衔接情况袁
如表 3 所示遥 从表 3 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遥

渊1冤 中国关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

的多肽药物的制备技术与印度的纯化和萃取肽的技术

之间存在衔接合作的机会遥
渊2冤 中国的高分子药物和纳米结构药物的制备技

术与印度的医药配制品技术存在配套合作的可能性遥
渊3冤 中国的用于治疗烧伤烫伤相关的药物药膏制

备技术与印度的低成本制造红霉素 A 的衍生物技术之

间存在衔接合作的机会遥
3.4 其它创新合作机会概述

印度引用中国的 706 条 A 类专利引文所连接的施

引端印度专利袁 所属领域数量排名为前 10 的分别是院
C07 有机化学 渊108 组冤尧 A61 医药或兽医学曰 卫生学

渊92 组冤尧 G06 计算曰 推算曰 计数 渊52 组冤尧 H04 电通

信技术 渊36 组冤尧 A01 农业曰 林业曰 畜牧业曰 狩猎曰 诱

捕曰 捕鱼 渊30 组冤尧 G01 测量曰 测试 渊27 组冤尧 C08 有

机高分子化合物曰 其制备或化学加工曰 以其为基料的

组合物 渊26 组冤尧 C12 生物化学曰 啤酒曰 烈性酒曰 果汁

印度 

被引端专利 IPC 
专利号 名称 

中国 

施引端专利 IPC 
专利号 专利名称 

CN102702321A 一种纯化依非巴特的方法 

CN102875664A 一种卡培立肽的纯化方法 

CN102993274B 一种醋酸加尼瑞克的纯化方法 

CN101981048A 

 

纯化肽的方法 C07K01 

肽的一般制备方法 

CN103613655A 一种低成本纯化艾塞那肽的方法 

C07K07 

含有 5~11 个氨基酸的肽 

CN102002095A 微波促进固相合成苦瓜降血糖

MC-JJ0108 多肽类似物及其应用 

A61K38/00 

含肽的医药配制品 

CN1315964A 从苦瓜中获得的蛋白

质/多肽-K 及其萃取

方法 B03D01 

大分子化合物的浮选 

CN1290575C 含活性蛋白质的苦瓜降糖原药的

制备方法 

CN1878539A 含苦味药物和 PH 敏

感性聚合物的掩味的

药物组合物 

C08F216/08 

烯丙基醇无环有机高分子

化合物 

CN102344520A 两种 PH 敏感再生型聚合物、其

制备方法和形成的再生型两水相

体系及应用 

A61K9/16 

块状；粒装；微珠状

的医药配制品 

CN101541313A 可注射的储库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 

B82Y40/00 

纳米结构的制造或处理 

CN103483353A 二硫杂环戊烯并吡咯酮化合物的

纳米粒及制备方法 

A61P017/02 

治疗伤口、溃疡、烧伤、疤

痕、疙瘩等的药物 

CN101278950A 治疗烧烫伤的外用软膏及其制备

方法 

A61K036/73 

含有来自蔷薇科的医用配

制品 

CN103054959A 特效烧伤液 

CN1458934A 选择性甲基化红霉素

A 衍生物的低成本方

法 

A61K035/32 

含有来源于哺乳动物或鸟

科的材料的医用配制品 

CN1285204A 一种烧烫伤药膏 

C07H1/00 

糖的衍生物的制备

工艺 

 

CN101268090A 利用全细胞生物催化

生产蔗糖-6-乙酸酯的

方法 

C12R01 

芽孢杆菌属的微生物 

CN103451125A 一株高产葡萄糖-6-乙酸酯的菌

种及合成葡萄糖-6-乙酸酯的方

法 

 

表 3 A 类专利引文的被引端和施引端领域对应情况表

Table 3 Corresponding areas of Type A patents' citing and cited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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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曰 醋曰 微生物学曰 酶学曰 突变或遗传工程 渊26 组冤尧
B01 一般的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或装置 渊25 组冤 和 C01

无机化学 渊20 组冤遥
中国引用印度的 348 条 A 类引文所连接的被引端

印度专利袁 所属领域数量排名为前 10 的分别是院 C07

有机化学 渊72 组冤尧 A61 医药或兽医学曰 卫生学 渊92

组冤尧 G06 计算曰 推算曰 计数 渊52 组冤尧 H04 电通信技

术 渊36 组冤尧 A01 农业曰 林业曰 畜牧业曰 狩猎曰 诱捕曰
捕鱼 渊30 组冤尧 G01 测量曰 测试 渊27 组冤尧 C08 有机高

分子化合物曰 其制备或化学加工曰 以其为基料的组合

物 渊71 组冤尧 C12 生物化学曰 啤酒曰 烈性酒曰 果汁酒曰
醋曰 微生物学曰 酶学曰 突变或遗传工程 渊22 组冤尧 A23

其他类不包含的食品或食料曰 及其处理 渊14 组冤尧 C01

无机化学 渊13 组冤尧 B01 一般的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或装

置 渊9 组冤尧 A01 农业曰 林业曰 畜牧业曰 狩猎曰 诱捕曰
捕鱼 渊8 组冤尧 H04 电通信技术 渊8 组冤尧 C22 冶金曰 黑

色或有色金属合金曰 合金或有色金属的处理 渊8 组冤 和

G01 测量曰 测试 渊7 组冤遥
在上述领域内袁 印度相关技术均在不同程度上需

要依靠与中国技术的衔接或配套才能顺利实施袁 这些

领域应该是中国与印度有可能进行跨国合作的优势领

域袁 中国可以在这些领域内保持相关技术持续输出的

优势地位[24]遥

4 关于中国与印度创新合作的相关建议

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袁 创新合作机会存在于创新

链上各环节节点间的互补协作机制中[25]遥 本文所发现

的蕴含着中国与印度专利权人之间相互衔接尧 相互配

套的合作机会的创新链包括以下内容遥
渊1冤 通过高炉初渣实验技术直接熔炼还原金属的

创新链曰
渊2冤 从固体废料中提取金属铬尧 太阳能电池的进

一步敏化的创新链曰
渊3冤 纳米针纯金红石合成的创新链曰
渊4冤 生产制备富含氯化钾的盐以及富含氯化钾盐

的回收利用的创新链曰

渊5冤 数字信息的传送和交换的创新链曰
渊6冤 金属回收再利用制造铜 - 氯电化学电池的创

新链曰
渊7冤 含肽化合物的萃取及多肽药物的制备创新链曰
渊8冤 相关高分子药物和纳米结构药物的制备技术

创新链曰
渊9冤 基于制造红霉素衍生物技术制备烧伤烫伤特

效药的创新链遥
建议通过明确中印两国技术在上述创新链上的专

利对接袁 有的放矢地培育和激励能够实现互利双赢的

创新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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