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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将专利信息分析用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必要性 ,并以广西制糖产业为例 ,通过

专利信息分析对广西制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内制糖产业的综合技术水平进行了比较 ,据此对广西制

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内部评价 ,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提高广西制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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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1 ] 。2009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科技创

新 ,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知识产

权战略。专利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首个专项任务 ,要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向导 ,掌握一批支撑我国产业发

展的核心专利。制糖产业作为广西的支柱产业 ,总

产糖量位居世界 10 大产糖区之列 ,但是参考近年来

的发展 ,其在生产加工技术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发达

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制糖产业的技术含量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制糖产业的竞争力 ,

要有效的提升一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就必须正确的评

估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专利信息概括了技术创新的

最新成果 ,有助于更新对现有技术发展水平和未来

发展前景的认识[2 ] ,从而更加有意义地开展制糖产

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我们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试验系统”检索了近 10 年广西制糖产业的专利信

息 ,进行了统计分析 ,从整体上掌握了广西制糖产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现状 ,提出了提高广西制糖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相关对策。

1 　专利信息分析用于技术创新能力评
价的必要性
111 　国内外技术创新能力研究简述

国内外对于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

纪 80 年代[3 ]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层次

对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对于技术创新

能力的研究多从企业层面出发 ,大多数认为技术创

新能力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综合性的能力系统 ,主

要包括资金、人员、管理、组织、机制和环境等方面。

几乎所有学者都提到了投入能力、研发能力、生产能

力、销售能力等基础能力 ,有的学者还增加了管理能

力、财务能力、竞争能力、环境因子等要素[4 - 6 ] 。目

前 ,从产业角度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还不多见 ,从

一定程度上来说 ,产业是具有相同生产特征的若干

企业的集合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依托于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 ,但是更注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组合[7 ] 。

国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存在几个问题。首

先 ,尽管评价体系指标设计很全面 ,但是很多统计数

据不能获取 ,并且定性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

使得评价体系的实际应用难以实现。其次 ,现有的

评价体系是研究企业或产业过去的或现在的技术创

新能力 ,并不能对未来做出预测与评估。

112 　专利信息分析用于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必要

性

专利信息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科技信息 ,其内

容是人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所取得的智力成果[2 ] 。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 ,专利文献中包含了

世界上 90 %～95 %的研发成果 ,如果能有效利用专

利情报 ,不仅可以缩短 60 %的研发时间 ,而且可以

节省 40 %的研发费用。专利信息有集多种信息于

一体、数量巨大、学科范围广、公布快捷、内容新颖、

高度标准化以及揭示发明创造内容完整详尽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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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2 ] 。

如果能快速便捷获取 90 %～95 %的研发成果 ,

加以全面而详细的分析计算 ,纳入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评价体系 ,将简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流程 ,

并精确其效果。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配合以严密

的专利管理 ,实施专利战略 ,这是西方众多大企业发

展的普遍规律。在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中纳入专利信

息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在现有的研究中 ,大部分学者只是将专利情况列为

二级评价指标 ,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构成要

素 ,甚至有些研究仅仅提到了关于专利保护或发明

申请量的问题 ,对专利文献这一巨大资源没有深入

挖掘和利用。

2 　广西制糖产业的专利信息分析

广西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食糖主产区域 ,制

糖业是其重要的优势产业 ,已形成较完善的加工体

系。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企业集团有 14 家 ,如洋浦

南华、农垦糖业、凤糖生化、南宁糖业、来宾东糖、东

亚糖业等 ,贵糖等企业的制糖综合利用技术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①

211 　广西与我国制糖产业专利申请的总体比较

①　注 :制糖原料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 ,本论文只对甘蔗制糖进行研究。

②　我国制糖产业专利申请数量包括该领域国外在华专利申请数量 ,下同。

21111 　申请量逐年变化的情况

通过“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检索得到 ,

1999 —2008 年 ,制糖产业在华申请专利共有 524

件 ,其中广西 138 件 ,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2612 % ,专

利申请数量处于优势地位。国外企业或高校在华申

请专利共 96 件 ,占 1812 %。从申请总量上来看 ,我

国制糖产业专利申请数量②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

3 个时期。如图 1 所示 :1999 —2001 年 ,年均专利申

请数量较少且增长趋势较为平缓 ; 2002 —2006 年 ,

每年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多 ,显示这一时期技术创

新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企业开始加大研发力度 ,但是

2004 年出现了一次下降 ;2007 —2008 年 ,从已公开

的专利数据和专利申请与一般预测规律来看 ,这一

时期全国的专利申请量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或者

至少与 2006 年的申请量持平。

而广西的制糖专利申请年度变化情况滞后于全

国 ,1999 —2004 年 ,其专利年申请数量在 10 件左右

波动 ,2005 年后开始出现上升势头 ,这与广西“十一

五”规划将制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有一定关系。预

计未来广西制糖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将会持续上升 ,

技术创新能力将会逐渐增强。

近年来 ,国外申请人在华制糖专利申请数量逐

渐增多 ,甚至有些年度超过广西的申请量 ,这应当引

起广西企业的足够重视 ,包括国外企业在哪些技术

领域具有竞争优势。

21112 　IPC小类分类号比较

制糖产业技术创新的产业链较长 ,所以专利申

请涉及的 IPC 分类也很广泛。从 IPC 小类的分类

分布来看 (图 2) ,目前我国制糖产业的主要技术分

布在 :甘蔗预处理 (破碎) ( C13C) 、蔗汁的生产或净

化 (C13D) 、煮糖 (C13F) 、蔗汁的蒸发 (C13 G) 、离心

分离 ( B01D \ B04B ) 、蔗渣处理 ( D21B \ D21C \

D21 H) 、干燥 ( F23 G\ F26B) 等制糖的全过程 ;制糖

的衍生业、废水废泥处理等 ( C02F\ C04B\ C05) ;糖

的深加工 (A23 G\ A23L \ A61k\ C07 H\ C08B\ C12M

\ C12N\ C12P\ C13 K) 。从全国来看 , IPC 小类分布

集中度比较高的有 C13D 小类共 97 件 ,占申请总量

的 1814 % ,说明蔗汁的生产和净化属于制糖产业的

关键技术领域 ,也表明目前国内外在这一技术领域

的研发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专利申请量较多的还有

C02F、C13F、C13 K、A23L 等小类 ,这意味着在煮

糖、三废处理、部分糖的深加工技术等领域的技术研

发也受到了较高关注。但是其他小类都只有少量专

利申请 ,尤其是在大部分蔗糖深加工的技术领域 ,专

利申请数量很少 ,说明企业在对蔗糖高附加值的生

产上投入较少 ,仅局限于传统加工 ,这是目前我国制

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点。

图 1 　1999 —2008 年全国、广西与

国外制糖专利申请数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 :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

检索数据后统计分析得出。

从广西与全国的专利申请比较来看 ,在废水废

泥处理 ( C02F) 、蔗汁的生产净化 ( C13D) 这两个领

域 ,广西约占全国申请量的一半 ,处于国内技术创新

的领先地位。但是在煮糖 (C13F) 、糖用于食品与非

酒精饮料 (A23L) 、糖类及其衍生物 (C07 H) 以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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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糖、合成糖等 (C13 K) 领域 ,广西的申请量远远落

后于全国总体水平 ,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距。

从广西与国外企业和高校在华专利申请比较中

得出 ,国外企业申请较多的领域分布在 :糖用于食品

与非酒精饮料 (A23L) 、糖类及其多糖衍生物 (C07 H

\ C08B) 、酶或微生物及其组合物 ( C12N) 、发酵或酶

的方法用于制糖 (C12P) 。这 4 个领域的专利申请

中 ,国外的申请比重均接近申请总量的 50 % ,而广

西只有少量专利申请 ,可见广西制糖产业在糖的深

加工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弱。

图 2 　1999 —2008 年全国、广西与国外申请者在主要制糖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按 IPC分类分布图
数据来源 :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检索数据后统计分析得出。

212 　广西制糖产业专利申请的具体分析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要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集合 ,为了对广西制糖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有更全面的掌握 ,还要从微观层面来研究。

21211 　专利申请类型分析

基于制糖产业的技术特点 ,专利申请多集中于

发明与外观设计。从 1999 —2008 年已公布的专利

数量来看 ,广西在制糖产业共申请 138 件专利 ,其中

发明 88 件 ,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63177 % ,外观设计

50 件 ,所占比例为 36123 % ,说明广西制糖产业总体

技术水平较高 ,有一定的技术积累 ,但是技术发展还

未成熟 ,技术创新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21212 　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专利申请只有被授权才能更好发挥其经济价

值。如图 3 所示 ,广西制糖产业专利授权量占专利

申请量的 39 % ,但是因未缴年费而失效的专利比重

却高达 20 % ,撤回或被驳回的专利占专利申请量的

13 %。显然 ,专利失效率很高。从表面看是因为未

缴年费 ,没有资金维护专利 ,但实际上也是由专利技

术没有实施转让、产业化或是水平不高造成的。

21213 　申请人状况分析

专利申请的主体有多种分类 ,主要包括企业、高

校、研究所 (院) 、个人和联合申请等。企业是技术创

新的主体 ,企业、高校、研究所拥有雄厚的科研资金

以及大量的科研人员 ,所申请的专利质量较高 ,更具

有经济价值 ,更易于产业化。通过对专利申请主体

图 3 　广西制糖产业专利申请法律状态统计

( 1999 —2008 年)

数据来源 :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

检索数据后统计分析得出。

分类 ,统计广西制糖产业各申请主体的专利申请数

量 ,我们发现个人申请最多 ,有 68 件 ,占申请总量的

50 % ,而企业、高校、研究所以及联合申请的总量只

占申请总量的一半 ,这种情况很不利于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的提升 ,如图 4 所示。

21214 　职务申请统计分析

虽然广西企业、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利申请量占

广西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不大 ,但是通过按申请量

和授权量的多少对申请人进行统计和排序 ,我们可

以看出申请人的整体研发水平。从 1999 —2008 年 ,

共有 8 所高校和 16 家企业有申请专利。申请企业

多为科技公司 ,制糖企业占少数。在 10 年期间 ,除

贵糖以外 ,还有 4 家制糖企业申请了专利 ,但是只有

贵糖的 5 件专利申请获得授权。另外 ,所有制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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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西制糖产业各类申请人专利申请

状况分布图( 1999 —2008 年)

数据来源 :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

检索数据后统计分析得出。

业的专利申请都是发明专利 ,专利质量较高。需要

注意的是 ,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企业集团 ,如洋浦南

华、农垦糖业、凤糖生化、南宁糖业、来宾东糖、东亚

糖业等 ,在近 10 年内竟没有 1 项专利申请 ,见表 1。

从专利申请总体状况来看 ,高校、研究所要优于企

业 ,仅广西大学就有 13 项申请 ,但目前授权的仅有

5 项。桂林工学院的 4 项发明专利全是有关糖蜜酒

精废液处理的 ,目前授权的有 1 项 ,2 项专利申请实

质性审查生效。总体来看高校专利申请授权比例较

高 ,见表 2。
表 1 　广西制糖部分企业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

统计表( 1999 —2008 年)

申请人
发明 (件) 实用新型 (件) 总计 (件)

申请量 授权量 申请量 授权量 申请量 授权量

广西贵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9 5 0 0 9 5

广西永鑫华糖

集团有限公司
3 0 0 0 3 0

广西南华糖业

集团有限公司
1 0 0 0 1 0

广西南宁华鑫糖业

技术有限公司
1 0 0 0 1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大桥糖厂
1 0 0 0 1 0

　　数据来源 :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检索数据后统计

分析得出。

21215 　企业、高校、研究所合作情况

目前 ,广西制糖产业联合申请的专利有 10 件。

高校与研究所合作的仅有广西大学与桂林地产研究

院联合申请过 3 件 ,都是关于糖蜜酒精废液处理的。

校企合作的仅有两件 ,分别为广西大学与南宁美时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工学院与柳州市易普科化

工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请的。贵糖集团联

合申请的有 4 件专利 ,合作范围比较广泛 ,不仅有与

企业的合作还有与研究所的合作 ,申请专利的技术

领域也各不相同。如表 3 所示。
表 2 　广西高校和研究所制糖专利申请量与授权

量统计表( 1999 —2008 年)

申请人
发明 (件) 实用新型 (件) 总计 (件)

申请量 授权量 申请量 授权量 申请量 授权量

广西大学 13 5 2 0 15 5

南宁市化工

设计院
4 3 0 0 4 3

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
2 0 2 2 4 2

桂林工学院 2 1 2 0 4 1

广西工学院 2 1 0 0 2 1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化工研究院
2 0 0 0 2 0

广西轻工业科学

技术研究院
1 1 0 0 1 1

广西民族学院 1 1 0 0 1 1

　　数据来源 :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检索数据后统计

分析得出。

3 　广西制糖产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
问题
　　1)技术创新多集中在糖的初加工上 ,糖的深加

工领域研发投入不足。

从专利申请小类来看 ,广西制糖产业对于糖的

深加工的研究很少见 ,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

与国外在华申请聚集的一些领域 ,在专利申请量上

有很大差距 ,而这些领域或许就是在国内未被发掘、

具有广泛市场前景的技术领域。传统的制糖产业加

工工艺多数为初加工 ,产品经济附加值远远落后于

糖的深加工产品 ,如果只是停留在传统的蔗糖加工

工艺上 ,缺少对高附加值和具有市场前景的糖产品

的研发 ,那么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广西制糖产业很

可能出现“为他人做嫁衣”的现象[8 ] 。

2)制糖企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广西制糖产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虽然多 ,但个人

申请数量占了半数 ,企业的申请量却只有 21 %。企

业的研发成果往往技术更先进 ,更易于专利成果产

业化。广西制糖的龙头企业中 ,大多数企业近 10 年

都没有专利申请 ,这与广西“中国糖都”的地位很不

相符。虽然像南宁糖业、东亚糖厂等企业在规模化

生产和经济效益上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是近 10

年内竟没有专利申请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太弱。

3)高校、研究院所科研成果与市场脱节现象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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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西企业、高校联合申请专利统计( 1999 —2008 年)

申请人 专利名称 专利状态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

与广西贵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糖蜜酒精糟生产甘蔗专用有机复混肥

的方法
授权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与广西贵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蔗压榨自动控制系统 授权

广西贵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超低硫白砂糖的制糖生产新方法 撤回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与广西贵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蔗制糖蔗汁清净新工艺 实质性审查生效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与广西大学 用糖蜜酒精废液生产钾化工产品的方法 终止未缴年费

广西大学与南宁美时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配比蔗渣浆生产食品包装用原纸的方法 实质性审查生效

广西大学与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糖蜜酒精废液净化回用的方法 授权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与广西大学 从糖蜜酒精废液中提取焦糖色素的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

桂林市医疗电子仪器厂与上海志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市斯菲科水环境工程公司 ;桂林市翔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糖蜜酒精废液资源化组合治理方法 发明申请后的视为撤回

广西工学院与

柳州市易普科化工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一种强化硫熏中和反应的制糖澄清工艺方

法
公开

数据来源 :利用“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试验系统”检索数据后统计分析得出。

　　近 10 年内 ,广西制糖领域仅有 2 件专利是校企

联合申请的。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研究多是独

立进行的。高校的研究更侧重于理论基础 ,企业的

研究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高校独立进行的研究往

往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广西大学申请的专利

有 5 件是因未交年费而终止专利权利的 ,这虽然是

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责任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研究成果没能产业化 ,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与

市场严重脱节。

4)重复研发、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广西制糖产业存在对同一技术领域的专利集中

申请的现象 ,说明广西制糖产业在某些技术领域有

优势 ,但是专利失效率很高 ,重复研发现象严重。一

项专利 ,尤其是企业、高校和研究所申请的专利 ,包

含了巨大的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研究人员对专

利文献中的技术信息未能很好利用 ,重复研发、申

请 ,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导致虽有投入 ,但专利

产出最终失败 ,未能市场化。

4 　提高广西制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
对策
　　1)完善广西制糖产业创新环境建设。

广西制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全社会

良好服务环境的支持 ,需要有助于促进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提升的配套政策出台 ,需要制定有关项目资

助政策[9 ] 。要积极支持有助于促进制糖产业发展

的、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项目的立项和研发工作 ,

加强广西糖业协会的公共信息服务功能 ,建立健全

专利技术的贸易和服务市场。要做好技术创新相关

信息尤其是专利信息的检索、市场分析、评价、技术

预测与决策等信息服务工作 ,尽快建立和完善制糖

产业的专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2)健全奖惩机制 ,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制糖企业必须尽快制定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

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在评定职称

时 ,专利技术成果尤其是发明专利应成为重要指标。

企业要尽快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负责企业的研

发投入、专利申请及维护、发明人奖励制度制定与实

施、专利战略制定等工作。企业的管理层要介入开

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全过程 ,鼓励和大力支

持技术人员寻找技术创新的方向 ,鼓励和大力支持

研发人员开发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的新技

术、新产品、新工艺。

3)促进企业、高校、研究所合作研究。

广西区科技厅、教育厅等部门应积极实施制定

有关的项目资助政策 ,对校企联合技术创新和技术

成果产业化项目给予政策性奖励[9 ] 。每年在制糖产

业关键技术领域中选择一些技术攻关项目进行国内

公开招标 ,尤其是对制糖产业技术能力有较大推进

作用的项目 ,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积极促成校企合

作 ,有针对性地实施制糖产业重大科技专项攻关 ,促

使其共同完成技术创新项目。

4)加强培养与引进创新人才。

广西区政府应大力支持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

学加强制糖领域的人才培养 ,尤其是蔗糖深加工领

域的高科技创新人才 ,比如 :糖类生物工程、糖类医

药保健等。同时还要培养既懂蔗糖专业技术、又懂

管理尤其是知识产权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制

糖专业中 ,增设知识产权管理、专利信息分析等必修

课或选修课。开展广西知识产权工程师的培养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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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考核工作。

5)加强广西制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示范工程建

设。

广西科技厅应重点扶持贵糖集团、南宁糖业作

为广西制糖产业技术创新的示范企业。一方面 ,向

企业提供技术创新引导项目资助资金 ,鼓励这两个

企业自主研发 ,积累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 ,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

从国内外企业、高校引进先进技术 ,消化吸收 ,再创

新。两所企业的技术创新培育和专利示范建设工程

带动全区制糖企业走向自主创新之路。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511 　研究不足

1)没有很好的理论借鉴与比较 ,以往的技术创

新能力的研究几乎没有用过专利信息分析的方法 ,

致使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

2)未能提出有效的评价体系。专利信息分析虽

然有众多的优点 ,但是对专利信息分析人员的要求

较高。只有把专利信息定量的设计为技术创新能力

的各个评价指标 ,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科学评价体

系 ,才能使专利信息的优越性得以广泛的推广应用。

512 　研究方向展望

1)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 ,有利于各个省市

综合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今后可以利用本研究的分

析方法 ,对广西各个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做出一个

较为客观的评价。

2)定量的指标便于不同地区之间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评价的比较 ,更具科学性 ,未来可以在本研究的

基础上 ,归纳出专利信息评价指标 ,建立行之有效的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使得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

价日趋便捷、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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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 ity of Guangxi Cane Sugar Industry

Based on Patent Inform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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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escribes t he st rategic significance of int roducing patent information analysis into evalu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2
pability1 And it evalua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cane sugar indust ry in Guangxi ,and compares it wit h t he national level t hrough

patent information analysis1 And t hen it put s forwar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 he factors const raining t he enhancement of technologi2
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Guangxi cane sugar indust 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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