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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利检索、统计结果表明美国和中国玉米育种专利申请量占优势；本文对国内

玉米育种专利分布、专利内容和法律状态进行详细分析，从专利数量、法律状态等方面比较

了东北地区玉米育种技术领域专利竞争态势，提出吉林省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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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信息分析的本质是一种结合技术、经济、法律与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情报分析[1]；分

析专利信息，了解、掌握行业或企业现时所处地位、技术及产品的水平与竞争实力，置行业

或企业在一个国际公认的平台上去衡量，有利于克服行业或企业技术研发、产品经营、开发

市场的盲目性，为行业或企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2]。唐正艳等对我国太阳能产业的专利状况

分析[3] ～[4]
 综合运用了“点”情报分析、“线”情报分析、“面”情报分析的方法。农业专利

信息分析的报道较少，张雪清等采用“点”情报分析方法对吉林省蔬菜育种和生物能源技术

专利信息做以分析[5]～[6]，另有张文菁[7]、田文英[8]和范静波[9]关于我国农业标准化专利战略

的研究。本文拟就玉米育专利信息进行简单分析亦即点情报分析。 

一、专利数据与分析 

根据专利文献统计[10] ～[14]，在玉米育种领域，美国和中国的研发实力明显强于其他国

家，专利申请量分别达到了 291 件和 289 件，排名第 3 位的加拿大的申请量仅为 45 件。美、

中两国的专利申请量总和大约占据了该领域内专利申请量总份额的 65.32%。 

玉米育种专利申请数量排名靠前的申请人主要来自于美国和中国。其中，美国先锋高级

育种国际公司的专利申请量独占鳌头，达到 133 件，研发实力具有明显的优势，排名第 2

至 5 位的公司为杜邦、孟山都公司、迪卡白遗传公司和陶氏益农公司，申请量分别为 75 件、

65 件、33 件和 22 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五位的公司清一色为美国公司。 

申请量前 20 位的玉米育种专利申请人中，有中国申请人 5 个：中国农业大学和四川农

业大学分列第 7 和第 9 位，北京金色华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位列第 15，四川省农科院作物

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排位第 18、第 19。 

对全球的玉米育种专利权人所拥有的授权专利量统计排名结果见图 3。从授权量来看，

在该领域内美国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玉米育种专利权人排名前五位的全部都是来自美国的

公司。在该排名中，先锋高级育种国际公司依然排名第 1 位，并且其授权专利量基本是排名

第 2 位杜邦集团授权专利量的 2 倍。无论是专利申请量还是已授权专利量，先锋高级育种国

际公司均排名第 1 位，可见该公司在玉米育种领域的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 

中国农业大学的玉米育种专利权数量排名第 6 位，授权专利为 8 件；四川省农科院作物

所的玉米育种专利权数量排名上升为第 7 位，四川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玉米育种

专利权数量排名上升为第 10、第 11 位。 

二、中国的玉米育种专利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专利中玉米育种专利竞争态势，项目组集中分析了玉米育种专利申

请人得区域分布情况和不同性质申请人的专利数量优势。 

（一）申请人区域分布 

经过对检索数据进一步的处理，对中国专利中玉米育种专利申请人的地区和类型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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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后得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玉米育种专利在国内主要申请在北京，其他省市的专利申请量区别不

大，山东、辽宁和四川相对较为领先。而在中国布局的国外申请人则有约 83.3%来自美国，

其他国家还包括德国、瑞士、加拿大和巴西。 

表 1  中国玉米育种相关专利申请人地区分布表 

国内地区 申请量 国外地区 申请量 备注 

     北京 54 美国 25   

山东 35 德国 2   

辽宁 23 瑞士 1   

四川 22 加拿大 1   

河北 14 巴西 1   

江苏 11       

其他 100       

（二）不同性质申请人专利数量比较 

对中国专利中玉米育种专利有关申请人的性质（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机关团体、

个人等）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大专院校申请人的玉米育种专利申请量为 142 件、占中国玉米

育种专利 49.1%，企业申请 78 件、占 26.9%，科研机构审 12 件、占 4.1%，个申请审 56 件，

19.3%。 

中国玉米育种技术领域的专利权人中，中国农业大学以 8 件授权专利位列第 1，第 2 至

5 位的申请人依次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和中

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授权专利拥有量分别为 6 件、4 件、4 件和 2 件，差距不大。无论在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还是已授权专利的拥有量，中国农业大学在生物技术防治领域的研发实力

都明显的领先于其他专利申请人。 

大专院校类申请人在玉米育种领域已获授权专利量的排名情况，中国农业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名列前五位，授权专利量分别为 8 件、

4 件、4 件、2 件和 2 件。其中，中国农业大学的技术实力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玉米育种技术领域已获授权专利的企业中，5 家国内企业（北京奥瑞金种子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国营义县原种场种子公司、三高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农大正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4 家外资企业（孟山都公司、法玛西亚公司、佛罗里达

大学研究基金公司）的授权量均为 1 件。 

科研机构类的权利人中，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莱州市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名列前五位，授权专利

量依次为 6 件、2 件、2 件、2 件和 1 件。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的玉米育种专利优

势非常突出。 

（三）不同性质的专利申请人所保护的专利内容 

玉米育种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和高新技术研究领域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农业大学，其次是省

级以上科研机构，企业的专利多为育种和制种方法。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 21 件玉米育种专利中，有 14 件涉及基因研究领域，其余 7 件涉及品

质改良、单倍体和多倍体育种方法，属于育种研究的高技术领域。 

浙江大学的 4 件专利、山东大学的 7 件专利中，分子标记育种技术突出；吉林大学的 6

件专利集中在玉米的抗性诱导方面；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联达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利集中在玉米杂交种选育和制种方法。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玉米育种专利部署在细胞育种和转基因育种领域；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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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科学院的 5 件专利部署在玉米蛋白质、淀粉基因编码方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的专利属于杂交育种技术。 

孟山都技术有限公司部署在中国的玉米育种专利集中于转基因育种方法获得抗病虫害

的玉米种质、品种。 

（四）专利法律状态 

为进一步了解这些申请人在玉米育种技术领域的专利竞争实力，将有关专利法律状态信

息整理分析如下。 

有效专利：有效的玉米育种专利数量最多的申请人是中国农业大学（3 件），其次是山

东大学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2 件），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农业大学、

孟山都公司各 1 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云南石丰种业有限公司、先锋国际良

种公司、纳幕尔杜邦公司、辽宁联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大学、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

中心、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没有有效专利。 

失效专利：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的失效专利最多，其次是四川农业大学，第三

是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孟山都公司第五，

浙江大学、辽宁联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第七。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玉米育种专利 100%失效。 

未授权专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云南石丰种业有限公司、先锋国际良种

公司、纳幕尔杜邦公司、吉林大学、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玉米育种专利 100%

未授权；辽宁联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玉米育种专利 83.3%未授权；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利

75%未授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利 60%未授权；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利 53.3%未授权；浙

江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的的专利 50%未授权。 

（五）东北区域玉米育种专利状况 

东北平原是国家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吉林省地处东北腹地、黄金玉米带上，玉米育种

研究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玉米生产水平。为了解吉林省的玉米育种创新实力及其区域竞争优

势，本项目组利用自己建成的玉米育种专利专题库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 

1.东北三省的玉米育种专利信息与分析 

国内的玉米育种专利前 20 位申请人的专利中，有东北地区机构申请人的 12 件，分别属

于辽宁联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6 件）和吉林大学（6 件）。进一步统计表明，东北三省的玉

米育种专利优势在辽宁省： 23 件专利申请数量远远超过吉林省的 10 件、黑龙江的 2 件；

不同性质的 12 个申请人构成，同时显示该省专利保护普及程度；吉林省申请的 10 件高新技

术领域的专利明显占据技术创新优势。 

2、东北三省的玉米育种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辽宁省已失效专利 10 件，占 43.5%；未授权专利 12 件，占 52.1%；有效专利 1 件，约

占 4.4%。黑龙江省未授权专利 2 件，为 100%。吉林省未授权专利 9 件，占 90%；已失效专

利 1 件，占 10%。 

三、吉林省的对策 

（一）研发策略 

1.制定玉米育种研究规划，确定育种目标 

第一、制定科学、可行的玉米育种研究的规划设计，组织开展中长期攻关研究，建立

适合国情、省情的玉米杂种优势模式。第二、重视种内基因重组，创新优良育种材料；加速

分子育种技术研究进程并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提升玉米育种技术水平。第三、加大选

择压力，改良现有品种抗病虫性、抗倒性、耐密植、耐旱等重要目标性状。第四、加强玉米

转基因育种研究。第五、建立原始育种创新评判技术体系，研究确定实质性派生品种阈值体

系，确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判定标准，制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判定实施方案，制定相应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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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引导玉米育种技术创新。 

2.组织大范围、多学科协作攻关 

把增强玉米育种创新能力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打破行业、行政界线，集中多方

的技术优势，有针对性解决玉米育种技术关键问题；全省统一部署设计，设立重大和重点玉

米育种科技计划项目，为打造新兴战略型玉米种子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3.施行产、学、研合作研究与开发，明确产、学、研的分工和权利义务，扬长避短，建

立起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研究的良性循环，为育、繁、推一体化

体系建设奠定基础，促进玉米育种科技创新主体向大型种业企业转移。 

（二）专利策略 

1.全省协调规划，合力布局玉米育种专利 

研究制定吉林省玉米育种技术专利部署和《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合理

的专利布局：研究对手在我国的专利布局，针对其核心专利开发平行的专利技术、外围专利，

争得与对方进行专利交叉许可的筹码；积极研发、申请国外专利；运用专利信息，跟踪对手

研发布局和进程；做好专利申请前的保护工作；整合相关专利技术，建立玉米育种技术“专

利池”。 

2.加强相关管理工作 

将玉米育种技术领域的专利专利管理纳入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全过程；改进新品种评价指

标体系；严格玉米育种研发准入条件；建立激励机制，调动研发机构和个人发明创造的积极

性，重奖原始育种创新；设计有利于育种创新研究的业绩考核体系和育种科研成果评价办法，

完善玉米新品种选育、区试、审定和产业化多环节的管理；，建设吉林省玉米育种技术领域

的专利信息平台；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与管理工作；建立玉米育种专利和玉米品种权保护

预警机制。 

3.建立专利、商标和品种权三角支撑的玉米育种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4.积极探索专利投融资政策，激励、支持科技型涉农企业创新活动；为专利电子交易平

台的完善与提高创造条件；促进专利运用、盘活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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