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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农机装备专利技术信息分析及启示

刘　勤

(农业农村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１４)

摘　要　采用Innography专利检索与分析工具,从专利授权年度趋势、专利布局、主要

创新机构竞争态势、技术研究热点、核心专利挖掘等维度进行专利信息分析.分析结果表

明,美国、德国、法国在农机装备领域的技术实力较强,拥有各自独特的核心专利,并在全球

进行广泛的策略性布局.中国虽然是该领域最大的技术来源国,但核心专利拥有量不多,海
外专利申请也相对缺乏.目前农机装备领域技术研发集中在 A０１C７、A０１B４９、A０１B３３等

IPC类别.法国库恩、美国迪尔、美国凯斯纽荷兰等大型跨国公司掌握了产业发展的制高

点,中国农大、东北农大等单位技术实力强,但并不是该领域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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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生产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十大重

点发展领域之一.近年来,我国农机装备总量稳步增长,制造水平持续提升,作业能力大幅提高,农业

生产已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有力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然而受农机产品需求的多样化

以及机具作业环境复杂等因素制约,农机装备产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科技创

新能力不强、部分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农机农艺融合不够等问题亟待解决.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相

比,我国农机装备产业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水平、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当前,全球农机装备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我国在新

一轮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必须放眼全球,加紧战略部署,着眼建设农机装备强国,固本培元,抢占农

机装备产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为此,«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

升级.
学者们从多角度分析了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情况.颜廷武等认为,一些地区片面提高农业机械总

动力投入不仅不会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反而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因地制宜制定并选择符合区域实

际的创新发展路径,是各地区农机装备制造业下一阶段工作更为紧迫的现实选择[１].李瑾等认为,经
济发展水平、农机研发和推广政策、自然地理条件、种植制度、土地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机装备水平地区

差距的主要因素[２].王辉等认为,“互联网＋”农机产业链的融合方式和手段在于以汇聚科技资源、创
新农机服务模式为基础,形成现代农机领域的分布式网络协同研发、电子商务推广、数据化在线化服

务等产业链新型模式和业态[３].
专利情报分析是将专利文献中大量零碎的专利信息进行组合与加工,利用某些统计方法或技术

手段使这些信息具有纵览全局和预测的功能[４].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专利情报分析已涉足生物医药、
机械、烟草、生物燃料、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汽车、计算机等多个领域.在农业领域,王友华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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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PatSnap数据库对欧盟、美国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５－２０１６年收录的全球转基因大豆技术领域

专利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全球转基因大豆专利信息的总体发展趋势、研发热点及技术分布与格

局[５].曹亚莎等以SOOPAT专利数据库搜索引擎作为检索工具,对中国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粮油产业的

技术生命周期及其专利申请趋势、专利技术构成、热点专利、各国来华申请专利情况、专利的法律状态

和地区分异进行系统分析[６].赵萍等借助Incopat数据库的专利分析平台,对全球及中国农业生物

技术相关专利保护与布局现状进行全景展现[７].但针对农机装备产业的专利情报分析文献目前尚未

见到.本文采用专利挖掘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分析工具,从专利授权年度趋势、专利布局、创新机构竞

争态势、技术研究热点、核心专利等维度全景式展示农机装备领域技术发展现状,旨在为我国农机装

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信息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检索分析工具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Innography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平台对农机装备领域专利情报进行检索和分析,以该

平台提供的专利文献为数据源.Innography是由 Dialog公司推出的国际顶级的在线专利检索分析

工具,包括中、美、日、欧、韩、WIPO等１０２个国家和地区每周更新的专利数据,除了强大的数据支撑

外,Innography还具有强大的分析功能及核心专利挖掘功能[８Ｇ９].

２．检索策略

采用主题词和IPC分类号限定的复合式检索方法进行检索,检索式为:(＠(abstract,claims,tiＧ
tle)((＂agriculturalmachinery＂)or(＂farm machinery＂)or(＂agriculturalequipment＂)or(＂agriＧ
culturalmachine＂)or(＂farmmachine＂)or(＂farmimplement＂)))AND(＠meta＂IPC_A０１B＂or＂
IPC_A０１C＂or＂IPC_A０１D＂or＂IPC_A０１F＂or＂IPC_A０１G＂or＂IPC_A０１M＂).由于２０１９年的数

据不全,因此检索申请日截至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初步检索后获得相关专利４４７７５件,对其

进行同一申请文件只保留一件去重筛选,同时选取有效、授权专利,最终得到符合条件的１０２４５件专

利作为分析样本(样本中涉及中国的数据未包含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数据).

　　二、结果与讨论

　　１．专利授权年度趋势分析

专利授权年度趋势分析是指按每年专利授权量的情况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并据此判断该领域技

术的年度发展情况.在统计各主要国家专利量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采用技术来源国数据还

是技术应用国数据才能真实反映某国专利情况.由于Innography中将他国发明人和本国发明人在

该国获得的专利统归为技术应用国数据,因此若采用技术应用国数据会存在明显的分析偏差,只有采

用技术来源国数据才能准确反映某国专利量.根据技术来源国数据统计得出授权量最多的国家依次

是中国(６５９２件)、俄罗斯(６９８件)、德国(５２０件)、法国(４５８件)、美国(４１２件)、日本(３９３件),这

６个国家在全球专利授权量中占比分别为６４．３４％、６．８１％、５．０８％、４．０２％、３．８４％,合计达８４．０９％,表
明这６个国家在全球农机装备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中国、俄罗斯等６个国家的专利授权年度趋势如图１所示.由于各国专利授权量在２００４年前都

不多,因此图１中的统计年份是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８年.中国专利量在全球专利量中占比较大,因此全

球趋势和中国趋势大致相同,俄罗斯专利量虽然明显低于中国,但发展趋势和中国相近.两者进入快

速发展期的时间非常接近,分别为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专利量年均增长率达

４９．３１％,俄罗斯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专利量年均增长率更高达７０．４７％,两者的专利量均在２０１８年后出

现大幅下滑,是否形成趋势性下降态势,尚有待观察.从图１看,德国、法国、美国、日本趋势相近.德

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早,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５年处于平稳发展期,明显的快速发展期并没有出现,２０１６年后

已进入技术衰退期.法国和日本的快速增长期均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美国的快速增长期则为２０１１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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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２０１５年.除日本外,德国、法国、美国的专利量均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呈现下降态势.总体看,这４个

国家对农机装备领域的技术关注度已明显降低,技术发展进入衰退期.

图１　不同国家专利授权年度趋势

　　２．专利布局分析

专利布局是指专利权人出于竞争目的,综合产业态势、市场、技术、经济等内外部因素,有目标、有
策略地构建严密高效的专利保护网络.由于专利保护的地域性特点,专利技术强国通过区域性布局,
将重要专利在主要的研究和生产国以及潜在的市场国申请专利保护,这些国家就是技术应用国,而发

明人所在的国家就是技术来源国[１０].Innography提供的技术来源国(Inventorlocation)分析和技术

应用国(SourceJuＧridication)分析可以帮助了解某一领域专利布局情况,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领

域科技活动中的研发投入,折射出研发与创新的战略与趋势.
为明晰农机装备领域专利布局情况,设定他国在某国的专利布局数(简称他国布局数)和某国在

他国的专利布局数(简称对外布局数)计算公式分别为:
他国布局数＝技术应用数－本国应用数 (１)
对外布局数＝技术来源数－本国应用数 (２)

式(１)中,技术应用数指所有国家在某国获得的专利数,本国应用数是指在某国的技术应用数中,
发明人国别为该国的专利数;式(２)中,技术来源数是指发明人所在地为某国而获得的专利数.

表１列出了技术来源数前６个国家的专利布局情况.从表１看,这６个国家不仅是技术来源的

主要国家,也是技术应用的主要国家.表１中,某国对外布局数占其技术来源数的比例见表１倒数第

２列,各国对外布局情况见表１倒数第１列.由表１看,法国对外布局数在专利总量中占比最高,达
到了５２．４０％,德国、美国分别位列第２和第３,从布局情况看,这三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全球

战略布局能力非常强,在世界主要区域进行了专利布局,已经构建了较为缜密的全球专利保护网.中

国虽然专利产出量最多,但对外布局数非常少,只有８件,占比仅为０．１２％,俄罗斯占比也很低,仅为

０．１４％,两者同属零星式、散乱式获取专利,并非有计划的策略性布局.日本对外布局情况要优于中

国和俄罗斯,但与法国、德国、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从他国布局数看,俄罗斯排名第１,是各国最重视

的市场,美国其次,中国位列第３.随着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长,可以预见的是国外先进国家对中国市

场的重视程度会加大.

３．主要创新机构竞争态势分析

Innography的专利申请人气泡分析图能直观体现专利申请人之间技术和综合经济实力差距,对
了解目标领域创新机构的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图２显示了农机装备领域专利量位列在前的主要专

利权人分布情况.图中气泡的大小表示不同专利权人拥有专利量的多少.纵坐标为综合经济实力指

标,该指标与专利权人的经济实力、专利布局、专利诉讼情况等相关,纵坐标由下而上代表专利权人的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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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实力渐强.横坐标为技术综合指标,与专利类别、专利他引情况等相关,横坐标由左而右代

表专利权人的技术实力渐强[１１Ｇ１２].专利权人若位于第１象限则表明其具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和综合经

济实力,属于领域的领导者;若位于第２象限则表明其综合经济实力很强,属于潜在的技术购买方;若
位于第３象限则表明其综合经济或技术实力稍逊一筹,属于领域的仿效者或跟随者;若位于第４象限

则表明其技术实力很强,属于潜在的技术销售方.位于第２象限和第４象限的专利权人可以通过专

利技术转让或许可等方式实现共赢[１３].
表１　专利布局情况

国别
技术来
源数

技术应
用数

本国应
用数

他国布
局数

对外布
局数

占比/％ 主要对外布局情况

CN ６５９２ ６６５０ ６５８４ ６６ ８ ０．１２ LU(１),US(１),EP(１),RU(１),DE(１),KR(１),JP(１)

RU ６９８ ９６４ ６９７ ２６７ １ ０．１４ UA(１)

US ４１２ ４３２ ２３２ ２００ １８０ ４３．６９ RU(５２),CA(３８),EP(３４),AU(１４),ES(１１),UA(９)

JP ３９３ ３７７ ３６５ １２ ２８ ７．１２ CN(１３),KR(８),FR(２),SE(１),IE(１),GR(１)

DE ５２０ ３０９ ２４９ ６０ ２７１ ５２．１２ RU(１２８),US(４４),ES(２３),DK(１７),UA(１２)

FR ４５８ ２５８ ２１８ ４０ ２４０ ５２．４０ US(４９),RU(３３),ES(３２),DK(３２),CN(１９),DE(１６)

　注:(１)国别简称指代:CN中国 RU俄罗斯 US美国JP日本DE德国FR法国 KR韩国LU卢森堡 UA乌克兰 EP欧专局SE瑞典

ES西班牙 DK丹麦IE爱尔兰;(２)主要对外布局情况中,国别简称括号后的数字为在该国布局的专利数.

　注:KUHN(法国库恩)DEERE(美国迪尔)CNH(美国凯斯纽荷兰)CLASS(德国克拉斯)CAU(中国农大)NAU(东北农

大)LELY(荷兰C．VANDERLELYN．V．)NARIM(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YANMAR(日本洋马)ISEKI
(日本井关)KUBOTA(日本久保田)FGBOU(俄罗斯 FGBOU VPO UGATU)MITSUBISHI(日本三菱重工)AMＧ

ZONEN(德国阿玛松)AGCO(美国爱科)．

图２　主要创新机构竞争态势

从图２看,美国迪尔、凯斯纽荷兰等大型跨国公司掌握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技术壁垒较为明显.
美国爱科虽然专利量不多,但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均较强.法国库恩、德国克拉斯技术实力很强,是
潜在的销售方.中国农大虽然位列第４象限,技术实力也较强,但处于横坐标的左端,与其他两个国

家技术实力仍有一定差距.东北农大、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日本井关、久保田、洋马同

处第３象限,是领域仿效者或跟随者,不过从图中看,中国几家创新机构纵坐标位置均不高,表明其经

济实力一般,而日本几家公司纵坐标位置明显偏高,表明其经济实力较强,尤其是日本三菱重工位列

第２象限,经济实力强劲,是潜在的购买方.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第３象限的荷兰LELY和俄罗斯FGBOU,百度搜索发现这两个专利权人的

信息寥寥,但通过专利分析发现,荷兰LELY在农机装备领域的研发时间非常早,１９５４年就申请了２
件专利,经过多年持续研究,该专利权人在干草机、割草机、耕整地机械、施肥机、播种机等方面有很多

专利产出,并且在德国、法国、英国、丹麦进行了大量布局.俄罗斯FGBOU是俄罗斯在农机装备领域

最重要的专利权人,分析发现该专利权人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间,研发活跃度非常高,围绕谷物、马铃

薯、甜菜、甘蔗等作物,在耕作、种植、收获、种子预处理等细分领域开展了系列研究.近年来俄罗斯大

力振兴发展农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解决了１．４亿人的吃饭问题,还跻身于全球名列前茅

的农业出口大国.在“一带一路”协同发展背景下,中国农机科研机构应该加大与俄罗斯科研机构的

合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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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技术研究热点分析

图３　IPC分布

(１)专利技术IPC分析.国际专利分类号(InＧ
ternationalPatentClassification,简称IPC)是一种

国际通用的针对专利文献的分类方法[１４].IPC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的集中度和研究热点[１５].
通过观察IPC整体分布情况能够掌握农机装备领

域的主要研发方向,对未来的研发起到借鉴作用.
对样本专利进行IPC分析得到图３.由图３可知,
农机 装 备 领 域 专 利 量 前 十 的IPC 大 组 依 次 是

A０１C７(播种)、A０１B４９(联合作业机械)、A０１B３３
(带驱动式旋转工作部件的耕作机具)、A０１C５(用
于播种、种植或施厩肥的开挖沟穴或覆盖沟穴)、

A０１D４１(与脱粒装置联合的收割机或割草机)、

A０１M７(用于液体喷雾设备的专门配置)、A０１C１５(施肥机械)、A０１D４５(生长作物的收获)、A０１C１１
(移栽机械)、A０１D３４(割草机).

(２)专利技术文本聚类分析.文本聚类分析是根据文本的某种联系或相关性对文本集合进行有

效的组织,在给定的某种相似性度量下把对象集合进行分组.Innography的文本聚类功能可以根据

词频快速提炼技术点,是对IPC分类的一个有益补充[１６Ｇ１７].通过文本聚类分析得出农机装备领域专

利技术图景如图４所示,图４中白色边界内的区域代表技术点,技术点下的专利量越多则区域面积越

大.各国和各大专利权人围绕技术图景中呈现的技术热点词语申请了大量相关专利,形成了缜密的

专利保护网.分析过程中,本文剔除了不相关或相关度低的热词,包括“technicalfield、rightside、

lowerpart、fixedconnection、workingbodies、workingelements、frontends、watertank、paddyfield、

directionoftravel、innerwall、supportframe、bottomplate、mainbody、fixedconnection、connecting
rod、simplestructure、waterpump、machinebuilding、dischangegate、servicelife、workefficiency、

simplestructure”.同时特别将“simplestructure”、“workefficiency”、“servicelife”３个词作了停词

处理,这三个词分别代表结构简单、工作效率、使用寿命.之所以将这３个词作停词处理,是因为它们

是技术创新中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即研发出结构更加简单、工作效率更高、使用寿命更长的农机装

备是科研机构创新研发的主要目标.

　注:Harvester(收割机)、TransmissionShaft(传动轴)、GearBox(变速箱)、AxisOfRotation(旋转轴)、Seeding(播种)、

RotaryTillage(旋耕)、HydraulicCylinder(液压缸)、FertilizerApplicator(施肥机)、SeedMetering(排种器)、SprayingMaＧ

chine(喷雾机)、Threshing(脱粒)、FurrowOpener(开沟器)、BundlingMachine(打捆机)、①ＧFertilizerInjectionUnit(肥料

注入装置)、②ＧShowerNozzle(喷头)、③ＧTectorialMembrane(覆膜)、④ＧRiceTransplanter(插秧机)、⑤ＧRemoteControl

(远程控制)．

图４　专利技术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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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我国研究热点与世界研究热点对比分析.中国专利总量大,技术研发覆盖全部技术热点,但
在旋转轴、液压缸和收割机方面的技术覆盖度还不是很高.在旋转轴方面,主要专利权人有美国迪

尔、法国库恩、美国凯斯纽荷兰,前十位专利权人中没有中国机构.在液压缸方面,美国凯斯纽荷兰、
中国农大、美国爱科是三大专利权人,主要发明集中于农机装备的升降系统和转向系统.在收割机方

面,德国克拉斯、美国凯斯纽荷兰、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是位列前三的机构,其中德国克

拉斯发明创造以谷物联合收割机、自走式收获机为主,美国凯斯纽荷兰主要致力于收割机的切割组

件、升降系统、稳定系统、耦合装置、折叠装置等方面的创新,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发明

主要集中于花生、棉花、油菜、马铃薯、枸杞、茶叶、蔬菜、芦苇的收获.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兴产业,
工业大麻这两年成为全球新的产业热点,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在２０１６年发明了一种站

立的工业大麻输送收割机,该发明有望在我国工业大麻收获环节发挥积极作用.
近两年,我国提出加快推进农机装备技术创新,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从图４看,“RemoteConＧ

trol(远程控制)”是与智能农机装备最密切相关的技术热点.该技术热点专利量自２０１４年后快速增

长.中国在该热点的专利产出量占全球专利总量的一半,东北农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四川农业大

学、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均有专利产出,但专利聚集度不高,且缺乏持续性技术创新.美

国凯斯纽荷兰专利产出量最大,是对该热点技术关注度最高的专利权人,从时间维度看,该专利权人

在该热点内的技术创新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７年整整持续了１３年.早在２００４年该专利权人就发明了一

种拖曳农具的自动引导系统,采用 GPS将农具定位在距离所需路径不到一英寸的范围内,可以精确

记录拖拉机的当前位置和拖拉机已经到过的任何地方.

５．核心专利挖掘与分析

(１)核心专利挖掘.核心专利指的是生产某种产品时不能通过某些规避设计手段绕开,而必须使

用的相关专利[１８].核心专利的挖掘对于技术创新至为重要.在批量专利中,借助有效的专利信息分

析工具,可以挖掘出最有价值的核心专利,从而帮助科研人员高效获取某技术领域的高价值信息.

Innography的核心功能之一是专利强度分析,专利强度指标是判断某项专利价值大小的一项综合指

标.影响专利强度指标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专利权利要求数、同族专利数、诉讼情况、引用与他引情

况等[１９].根据不同的专利强度区间,Innography将专利划分为核心专利(专利强度≥８０％)、重要专

利(３０％~８０％)和一般专利(专利强度≤３０％)[２０].
表２　专利强度

区域
核心专利
占比/％

重要专利
占比/％

一般专利
占比/％

全球(含中国) １．４４ １５．６２ ８２．９４
全球(不含中国) ４．０２ ２０．５１ ７５．４７
中国 ０．０２ ７．２７ ９２．７１
俄罗斯 ０．００ ２．８７ ９７．１３
德国 ５．５８ ４５．５７ ４８．８５
法国 ４．３７ ４３．８８ ５１．７５
美国 １４．８１ ５４．８５ ３０．３４
日本 ０．５１ ２４．４３ ７５．０６

农机装备领域全球和主要国家核心专利、重要专

利、一般专利占各自专利总量的百分比见表２.从表２
看,该领域专利强度分布符合专利强度常规态势分布,
即核心专利数量最少,一般专利最多.由于中国专利在

全球专利中占比很大,因此表２特别列出了全球(不含

中国)专利强度情况.统计发现,美国核心专利在其专

利总量中的占比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法国,
日本核心专利占比虽然在亚洲占优,但与美国等国相比

仍有差距.中国核心专利仅有１件,占比仅为０．０２％,
远低于全球(含中国)水平,更大幅低于全球(不含中国)水平.而在一般专利中,中国占比又远远大于

全球(不含中国)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农机装备领域专利质量整体明显偏低,在专利质量提升方面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的专利质量情况整体也较差,核心专利数为０,重要专利占比仅为２．８７％,
而一般专利占比高达９７．１３％,专利质量堪忧.

(２)重点核心专利解读.为重点分析核心专利,筛选出专利强度在９０分以上的专利６５件,这些

专利是核心专利中的重点.６５件重点核心专利集中于北美洲和欧洲国家,其中美国３２件,法国

１２件,德国９件,亚洲国家中除日本有２件外,其余国家均没有.美国凯斯纽荷兰(１２件)、法国库恩

(８件)、美国迪尔(６件)是掌握重点核心专利的主要专利权人.根据细分领域的不同,选取８件代表

性专利进行详细解读,具体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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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重点核心专利分析

专利号 申请日 IPC分类号 技术主题 技术功效

EP２３７５８８０B１ ２００９Ｇ１０Ｇ２０ A０１C７ 种子计量装置
可将种子放置在恒定、均匀的位置,并在播种时保持
高速运动.

US６６９９１２１B２ ２００２Ｇ０２Ｇ１４ A０１F１２ 收割机中的粉碎装置
设有成组的前切削刃和后切削刃,反转使用切削刃,
提高切碎能力和材料输送力.

US９１３７９４６B２ ２０１１Ｇ０６Ｇ２２ A０１B７３ 自动液压和电动割台联轴器
提供一种收割机和集管的组合,该集管设有用于自
动建立集管和进料器之间的液压或电耦合的装置.

US９２２６４４６B２ ２０１０Ｇ０８Ｇ２５ A０１B６９ 果树修剪机和水果收割机
采用机器人将树修剪成预定的轮廓,利用在修剪过
程中获得的数据采摘水果.

US７３８３１１４B１ ２００６Ｇ０４Ｇ０７ A０１B３５ 机具引导系统
基于 GPS引导机具跟随动力车辆按路径行进,使牵
引力或转向角的偏移保持在设定动态范围内.

US７２４０６２７B１ ２００４Ｇ０９Ｇ１０ A０１B１５ 农作物清理装置
采用改进的残留物犁刀装置,切断和清除农作物碎
屑,降低对土壤的侵蚀.

US９７４５０６０B２ ２０１５Ｇ０７Ｇ１７ G０５D１ 农作物信息分析无人机
根据一个或多个农业无人机采集到的作物多光谱和
高光谱图像等信息,实现农业喷雾器的精准喷洒.

EP１９９４８１５B１ ２００８Ｇ０５Ｇ１５ A０１B６３ 播种或施肥机的分配机构
用于气动分配种子、肥料到多个出口,防止其排放到
指定的堵塞出口

　　(３)失效核心专利的挖掘.专利权是一种私权属性的财产权,具有排他性,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实施其专利[２１].失效专利则丧失了这种权利.从失效专利中寻找重要的技术

信息并加以改进优化,不仅能提高研发起点,还能避免重复研究,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２２].
在１７１３５件失效专利中,检索得出核心专利３１件,其中美国１４件、德国１２件、法国３件.德国克拉

斯、美国凯斯纽荷兰、法国库恩、美国爱科是掌握这些核心专利的主要机构.德国克拉斯在１９９８年发

明了一种收割机传感器,用于监测收割机脱粒机构和分离机构中各点的脱粒和分离性能.美国爱科

在１９９８年发明了一种控制系统,用于将特定的混合物或规定量的种子或其他农产品准确输送到田地

中预定的分配地点.这些核心专利虽然已经失效,但技术先进性强,并且可以无偿使用,如果国内研

发机构或企业能充分利用这些失效的核心专利,在失效专利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开发,有可能会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开发出更具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创新产品.

　　三、结　语

　　全球农机装备技术主要集中在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美国、日本这６个国家.其中德国、法
国、美国、日本目前已经进入技术衰退期,中国、俄罗斯专利量也在２０１８年出现了明显下滑.法国、德
国、美国在世界主要区域都有专利布局,已经构建了较为缜密的全球专利保护网.中国虽然技术来源

数最大,专利产出量最多,但海外专利申请数严重不足,对外布局能力非常弱.美国迪尔、凯斯纽荷兰

等大型跨国公司掌握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技术壁垒较为明显.中国农大、东北农大、农业农村部南

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技术实力不俗,但只是技术的跟随者,而不是领跑者.日本井关、久保田、三菱重

工不仅技术实力较强,经济实力也雄厚,是潜在的技术购买方.农机装备技术研发集中于 A０１C７、

A０１B４９、A０１B３３等IPC类别,收割机、传动轴、脱粒、覆膜等是技术研发热点,中国技术研发上覆盖

了全部技术热点,但在旋转轴、液压缸和收割机方面的技术覆盖度弱入其他技术热点.在核心专利方

面,美国、德国、法国掌握了绝大部分核心专利,中国核心专利拥有量非常少.美国、法国等国失效专

利中存在高质量核心专利,可以借鉴利用.
由上述结论可得到推进中国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及提高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政策启示:

(１)聚焦薄弱板块,加强顶层设计,研究部署新一代智能农机装备科研项目,建立智能农机产业联盟,
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力争在智能农机方面实现弯道超车;(２)强化产学研深度协作与融合,推进农机

装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旋转轴、液压缸等关键核心部件上,要聚焦影响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

共性技术,提升产品的可靠性和有效供给;(３)放眼全球,强化专利海外布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农机装备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推动国内先进农机装备“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４)完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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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增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引导其从技术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在未

来竞争中抢占制高点;(５)在力争研发出创新水平高的技术的同时,要同步提高专利的撰写质量,提高

高质量专利组合的产出,构建属于我国的专利技术堡垒;(６)充分利用全球农机装备资源和市场,积极

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先进农机装备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形成新的比较优势;(７)加强

技术创新、专利申请和标准制定的结合,促进专利与标准的深度融合,让标准成为质量的“硬约束”,促
进农机装备质量可靠性建设;(８)有效利用国外已经失效的高质量专利,提高技术研发起点,缩短研发

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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