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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Ⅰ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摘要: 随着我国农业科研投入的大幅增加ꎬ 农业科技创新的质量和

效益引起高度关注ꎮ 计量分析我国农业的科技产出、 科技合作、 科技水

平及影响力等情况ꎬ 考察我国农业科技与国际先进国家的水平差距与不

足ꎬ 剖析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布局现状ꎬ 一方面ꎬ 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

农业科技的领域优势及科研能动性ꎬ 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原始创新能力

和集成创新能力ꎻ 另一方面ꎬ 有利于辅助我国科技管理部门制定合理的

创新体系发展规划ꎬ 以有限的资源来支持和推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ꎮ

本报告重点基于论文数据和专利数据资源ꎬ 利用情报研究的方法ꎬ

对包括我国在内的 ２２ 个先进农业国家的整体科技现状进行调研、 概括与

分析ꎬ 揭示了我国农业科技总体创新水平在全球中的相对位置ꎻ 并从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视角多个维度分别总结我国农业不同学科领域的

科研发展状况、 特点和趋势ꎬ 综合分析考察我国农业科研整体布局的合

理性ꎬ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启示和建议ꎬ 为有

关部门在 “十三五” 期间开展农业科技研发布局、 资源配置和创新管理

等提供决策支持ꎮ

１ 报告从 ＳＣＩ 论文产出角度ꎬ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２２ 个国家的农

业基础研究总体竞争力以及 １５ 个具体农业学科领域的科研创新发展现状

进行了分析总结ꎬ 得出如下结论:

(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ꎬ ２２ 个国家共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２８０３５４ 篇ꎬ 总被引频

次 １１８０３０５ꎬ ＣＮＣＩ 平均值 １ １１ꎬ 其中高被引论文总量为 ２３６２ 篇ꎬ Ｑ１ 期

刊论文 １３７９８３ 篇ꎬ 国际合作论文 １１２９８８ 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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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 从科研生产力视角看ꎬ 农业领域总发文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美

国、 中国、 英国、 巴西和印度ꎮ 中国发表农业领域 ＳＣＩ 论文 ４９７０４ 篇ꎬ 排

名第二ꎬ 优势研究领域主要分布在土壤学、 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 农业工程、 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和农业交叉学科ꎮ

(３) 从科研影响力视角看ꎬ 农业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名前 ５ 的国

家有美国、 中国、 英国、 德国和西班牙ꎻ 中国发表农业领域论文的总被

引频次 ２１８２０５ꎬ 排名第二位ꎬ 优势研究领域主要分布在土壤学、 园艺学、

生物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 农业工程、 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和农业交叉

学科领域ꎮ 农业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瑞

士、 丹麦、 荷兰、 英国和德国ꎻ 中国发表农业领域论文的学科规范化引

文影响力值 １ ０６ꎬ 论文影响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ꎬ 优势研究领域包括分

析化学与应用化学、 农业工程、 食品科学与技术和兽医学ꎮ

(４) 从科研发展力视角看ꎬ 农业领域高被引论文总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

有美国、 中国、 英国、 德国和西班牙ꎻ 中国高被引论文量排名第二 (３５８

篇)ꎮ 农业领域 Ｑ１ 期刊论文总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美国、 中国、 英国、 西

班牙和德国ꎻ 中国 Ｑ１ 期刊论文量排名第二 (２２８８８ 篇)ꎮ

(５) 从国际合作力视角看ꎬ 农业领域国际合作论文总量排名前 ５ 的

国家有美国、 英国、 中国、 德国和西班牙ꎮ 中国发表国际合作论文量排

名第三 (１２１６７ 篇)ꎮ

２ 报告从专利分析角度ꎬ 对全球 ２２ 个重要国家的农业领域技术创新

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ꎬ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 专利技术产出方面ꎬ 中、 美、 日、 韩、 德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占

据全球前五位ꎬ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到 ２２ 国总量的一半以上ꎬ 是第二

名美国的 ２ ４２ 倍ꎬ 日本、 韩国和德国分别位于第三、 四、 五位ꎬ 申请量

均在 １０ꎬ０００ 件以上ꎮ

(２) 专利技术水平方面ꎬ 韩国授权率高居榜首ꎬ 专利质量较高ꎬ 其

次是荷兰、 澳大利亚和西班牙ꎬ 美国位居第五ꎻ 美国高强度专利占比最

高ꎬ 其次是以色列ꎬ 这两个国家的专利被引率也位居全球前两位ꎬ 技术

水平较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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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Ⅲ　　　　 　 　 　 　 　 　 　 　

(３) 技术发展潜力方面ꎬ 中国近五年保持着发明专利申请量逐年快

速增长的势头ꎬ 美国、 日本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ꎬ 韩国和德国保

持平稳ꎮ

(４) 技术保护方面ꎬ 美国、 荷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作为

技术来源国ꎬ 技术输出国家分布更为广泛ꎬ 并且域外申请量基本达到

５０％以上ꎻ 日本、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平均 ＩＰＣ 数量位居前三名ꎬ 所涉及

技术领域更为宽泛ꎮ

(５) 技术优势比较方面ꎬ 国家层面上ꎬ 中国在园艺、 害虫引诱剂和

植物生长调节剂、 饲料和肥料几个领域的技术相对优势在 ２２ 个国家中排

名第一ꎮ 韩国在多个技术领域中也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ꎬ 其它重要农业

国家也具备各自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技术优势领域ꎬ 并且强

势竞争地位还将持续ꎮ 机构层面上ꎬ 美国、 中国进入前 ５０ 的专利权人数

量最多ꎬ 分别为 ２０ 家和 １６ 家机构ꎬ 瑞士有 ４ 家ꎬ 法、 德各有 ３ 家进入全

球前 ５０ꎮ 机构分析结果表明ꎬ 国际化企业和公司具备更强的竞争力ꎬ 并

形成了与产业链密切相关的技术集群ꎮ 中国机构虽然进入前 ５０ 名的数量

较多ꎬ 但基本由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ꎬ 相对技术优势较弱ꎮ

(６) 中国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全球农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ꎬ 但

授权率仅为 １３ ２０％ ꎬ 在 ２２ 国中排名第九ꎮ 中国发明人主要申请地区仍

在本国ꎬ 国外专利布局量相对较低ꎮ 近五年中国在农业领域的研究保持

着快速增长的势头ꎬ 但技术水平竞争力在 ２２ 国中相对靠后ꎮ 中国在 ２０ 个

主要农业技术领域中均有专利申请ꎬ 在其中 １７ 个 ＩＰＣ 子类下申请量排名

第一ꎬ 并且在园艺、 害虫引诱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饲料和肥料几个领

域的技术相对优势较强ꎮ 中国有 １６ 家机构进入全球前 ５０ 重要专利权人排

名ꎬ 其中中国科学院排名第二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排名第四ꎬ 但相比较国

际化的企业公司ꎬ 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技术相对优势较弱ꎮ

关键词: 全球农业　 计量分析　 科技水平　 ＳＣＩ 论文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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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　　　　 　 　 　 　 　 　 　 　

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 １　 论文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的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 全球国家农

业科研总体竞争力分析和农业各领域国家科研竞争力分析ꎮ 分析数据基

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收录的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的 ＳＣＩ 论文数据ꎬ 检索

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ꎮ

综合考虑各国在农业领域的发文情况ꎬ 结合专家咨询意见ꎬ 选取了

中国、 美国、 德国、 印度、 英国、 澳大利亚、 巴西、 西班牙、 意大利、

日本、 法国、 韩国、 加拿大、 波兰、 荷兰、 比利时、 墨西哥、 丹麦、 瑞

士、 瑞典、 挪威和以色列 ２２ 个国家作为主要国别分析对象ꎮ

结合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学科分类和专家知识ꎬ 确定了 １５ 个重点农业子

领域作为本报告的学科分析对象ꎬ 具体包括: 农艺学、 土壤学、 园艺学、

兽医学、 农业乳品和动物科学、 渔业学、 林业学、 基因与遗传学、 生物

学、 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 农业工程、 分析化学

与应用化学、 农业交叉学科ꎬ 以及农业经济和政策学 (本版本为报告简

版ꎬ 由于字数限制ꎬ 只选择相对重要的 １０ 个领域进行阐述ꎬ １５ 个领域的

具体内容详见全文版)ꎮ 通过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

准» 进行映射对比ꎬ 本报告根据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分类选取的 １５ 个领域能

够覆盖其中的农业科学类以及部分与农业相关的其他门类下的学科ꎬ 具

有完整性ꎻ 另外ꎬ 本报告选取的领域描述了与农业相关的多个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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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内容ꎬ 具有准确性ꎮ

本报告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ꎬ 采用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 (ＣＮＣ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简称 ＪＣＲ)、 ＥＳＩ 等文献计量分析指标ꎬ 从多维度

多范畴 (农业及农业子学科) 开展全球农业科研竞争分析研究ꎬ 同时使

用了 ＩｎＣｉｔｅｓ、 Ｕｃｉｎｅｔ 和 Ｄｅｒｗ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ＤＤＡ) 等分析数据库和分

析工具ꎮ 分析评价体系见表 １￣１￣１ꎮ

表 １￣１￣１　 国家农业科研竞争力分析评价体系

分析维度 评价内容

科研生产力

总发文量 国家农业科研成果累积情况

论文各年增长率 国家农业科研发展潜力

发文量学科分布 国家农业科研活跃领域

科研影响力

总被引频次 国家农业科研成果被引用情况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国家农业科研成果被引表现与全球平均

水平对比

科研发展力
高被引论文总量 国家高水平论文成果产出情况

Ｑ１ 期刊中的论文总量 国家高级别杂志发文情况

国际合作力

合作论文总量 国家农业国际合作发文量情况

合作论文各年增长率 国家农业国际合作发展潜力

合作国家分布 国家农业科研国际合作国家分布情况

涉及的具体评估指标含义如表 １￣１￣２ 所示ꎮ

表 １￣１￣２　 论文评估指标定义

指　 　 标 含　 　 义

总发文量 一段时间内被 ＳＣＩＥ 收录的论文数量

总被引频次
在一段 时 间 内 被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 核 心 合 集 数 据 库

(ＳＣＩＥ) 收录论文所引用的次数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ＣＮＣＩ)
一组论文按学科、 出版年和文献类型统计的规范化的引

文影响力ꎬ 是排除了出版年、 学科领域与文献类型作用

的无偏影响力 (论文篇均引文数)

高被引论文
ＥＳＩ 数据库将近十年来被引频次排在前 １％的论文界定为

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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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１￣２)

指　 　 标 含　 　 义

Ｑ１ 期刊论文∗
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位于一个学科领域内所有期刊

影响因子序列的前 ２５％

国际合作论文∗ 包含一位或多位国际共同作者的论文

∗本版本为报告简版ꎬ 由于字数限制ꎬ 内容中 Ｑ１ 期刊论文和国际合作论文指标结果不做具体阐述ꎬ

具体阐述详见报告全文版ꎮ

１ ２　 专利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报告专利数据来源于 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和 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专利数据库

及分析系统ꎮ 数据检索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ꎮ 以农业领域国际专利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ＩＰＣ) １ 为检索条件ꎬ 对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全

球 ２２ 个重要农业国家的农业专利数据进行采集ꎮ 考虑到发明专利申请的

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审查严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ꎬ 本报

告的分析基于发明专利开展ꎮ

１ 国际专利分类: 也称 ＩＰＣ 分类ꎮ 是根据 １９７１ 年签订的 «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 编制的ꎬ
是目前国际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ꎮ

报告从国家的专利技术产出竞争力、 技术水平竞争力、 技术发展潜

力竞争力、 技术保护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比较竞争力这 ５ 个维度展开分析ꎬ

以期全面展现和综合比较全球重要农业国家的农业科技发展水平ꎮ 评价

指标体系见表 １￣２￣１ꎮ

表 １￣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意义

技术产出竞争力 发明专利申请总量
评价目标国在特定时间内技术产出能力在全

球中的位置排名

技术水平竞争力

授权且有效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授权率

专利强度

平均被引频次

评价目标国的发明专利相对质量在在全球中

的位置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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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２￣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意义

技术发展竞争力 近五年发明专利申请趋势 评价目标国技术发展活跃程度和发展潜力

技术保护竞争力

海外布局

专利家族规模

专利技术宽度

评价目标国对技术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程度

技术优势比较
目标国技术优势比较

目标机构技术优势比较

对目标国和目标机构的技术研发重点和技术

优势领域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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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２ １　 国家农业科技总体竞争力

２ １ １　 科研生产力

(１) 总发文量

将 ２２ 个国家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所有农业类论文的总发文量进行统计ꎮ

图 ２￣１￣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农业类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间ꎬ ２２ 国农业类论文发文总量为 ２８０３５４ 篇ꎬ 各国发文量

统计排名如图 ２￣１￣１ 所示ꎮ 图中可以看出ꎬ ２２ 个国家中ꎬ 美国农业类论文发

文量排名第一ꎬ 科研生产力高居榜首ꎻ 中国的农业类论文发文量排名第二ꎬ

科研生产力优势显著ꎻ 英国排名第三ꎻ 巴西和印度分列第四、 五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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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２２ 个国家的农业各学科的发文量依次进行统计ꎬ 形成国别—领域

发文量矩阵图 (图 ２￣１￣２)ꎬ 以此来分析我国各农业学科总发文量的全球

排位ꎮ 我国论文发表总量最高的三个学科分别是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

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ꎬ 以及农艺学ꎬ 论文发表量分别为 ２０５６３ 篇、 １３２２９

篇和 ４０９３ 篇ꎮ 我国发文量排名前 １０ 的领域有农艺学 (第二)、 土壤学

(第一)、 园艺学 (第二)、 兽医学 (第三)、 农业乳品和动物科学 (第

二)、 渔业学 (第二)、 林业学 (第二)、 基因与遗传学 (第二)、 生物学

(第二)、 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学 (第一)、 食品科学与技术 (第一)、

农业工程 (第一)、 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 (第一)、 农业交叉学科 (第

一) 和农业经济和政策学 (第三)ꎮ

综上ꎬ 从论文发表总量看ꎬ 我国农业的优势研究领域主要有土壤学、

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 农业工程、 分析化学与应

用化学和农业交叉学科ꎮ

２ １ ２　 科研影响力

本报告使用总被引频次和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指标来综合分析国

家农业领域的总体科研影响力ꎮ

(１) 总被引频次

将 ２２ 个国家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所有农业类论文的总被引频次进行统计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间ꎬ ２２ 国农业类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１１８０３０５ꎬ 各国的

论文总被频次统计排名结果如图 ２￣１￣３ 所示ꎬ 由此可以看出ꎬ ２２ 个国家

中ꎬ 美国的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名第一ꎻ 中国位列第二ꎬ 仅次于美国ꎬ 远

超排名第三的英国ꎻ 德国和西班牙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位ꎮ

(２) 总被引频次学科分布

对 ２２ 个国家的农业各学科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依次进行统计ꎬ 形成国

别—领域总被引频次矩阵图 (图 ２￣１￣４)ꎬ 我国论文总被引频次最高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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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类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个学科分别是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以及农业工程ꎬ

论文总被引频次分别为 １１７８９５、 ６２５４８ 和 ２３５９６ꎮ 我国总被引频次排名前

１０ 的领域有农艺学 (第二)、 土壤学 (第一)、 园艺学 (第一)、 兽医学

(第三)、 农业乳品和动物科学 (第二)、 渔业学 (第二)、 林业学 (第

二)、 基因与遗传学 (第四)、 生物学 (第一)、 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

学 (第二)、 食品科学与技术 (第一)、 农业工程 (第一)、 分析化学

与应用化学 (第一)、 农业交叉学科 (第一) 和农业经济和政策学

(第八)ꎮ

综上ꎬ 从论文总被引频次指标看ꎬ 我国的优势研究领域有土壤学、

园艺学、 生物学、 食品科学与技术、 农业工程、 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和

农业交叉学科ꎮ

总体来看ꎬ 我国各学科领域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排名较论文量靠前ꎬ

这说明我国各学科领域论文的影响力较高ꎮ

(３)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ＣＮＣＩ) 是排除了出版年、 学科领域与文

献类型作用的无偏影响力指标ꎬ 可以用它进行不同规模、 不同学科的论

文集的比较ꎮ 如果 ＣＮＣＩ 的值为 １ꎬ 则说明该组 (机构、 国家、 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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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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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论文的被引表现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ꎻ ＣＮＣＩ 值大于 １ꎬ 表明该组论文的

被引表现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ꎻ 小于 １ꎬ 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的 ＣＮＣＩ 值进行统计ꎮ

图 ２￣１￣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类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ꎬ ２２ 国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统计排名如图２￣１￣５所

示ꎮ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瑞士排名第一ꎬ 丹麦第二ꎬ 中国排名第十六ꎮ

与论文总量和被引频次相比ꎬ 中国在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指标的排

名靠后ꎬ 但其值大于 １ꎬ 表明中国农业论文的被引表现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ꎮ

(４)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学科分布

对 ２２ 个国家的农业各学科论文的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依次进行

统计ꎬ 形成国别—领域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矩阵图 (图２￣１￣６)ꎬ 我

国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最高的三个学科分别是分析化学与应用

化学、 农业工程和兽医学ꎬ 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分别为１ ５４、 １ ３６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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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和 １ ２８ꎮ 我国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前 １０ 的领域有兽医学

(第八)、 食品科学与技术 (第七)、 农业工程 (第四)、 分析化学与应用

化学 (第三)ꎻ 排名前 ２０ 的领域有农艺学 (第十四)、 土壤学 (第十

三)、 园艺学 (第十四)、 农业乳品和动物科学 (第十五)、 渔业学 (第

十四)、 林业学 (第十六)、 基因与遗传学 (第二十)、 生物学 (第十

六)、 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学 (第十一) 和农业交叉学科 (第十五)ꎻ

农业经济和政策学排名第二十一ꎮ

综上ꎬ 从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指标看ꎬ 我国的优势研究领

域有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 农业工程、 食品科学与技术和兽医学ꎮ

２ １ ３　 科研发展力

本报告结合高被引论文总量和 Ｑ１ 期刊中的论文总量两个指标来综合

分析国家农业领域总体的科研发展力ꎮ

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的高被引论文总量进行统计排名ꎬ 得到图

２￣１￣７ꎮ

图 ２￣１￣７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类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从图 ２￣１￣７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 ２２ 国在农业领域共有高被引

论文 ２３６２ 篇ꎬ 其中美国的高被引论文总量排名第一ꎬ 有 ５０９ 篇ꎮ 中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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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１３　　　 　 　 　 　 　 　 　 　

名第二ꎬ 有 ３５８ 篇ꎮ 英国、 德国、 西班牙分别位于第三、 四、 五位ꎮ

２ １ ４　 代表性机构

为了综合考虑机构论文数和篇均被引频次ꎬ 快速锁定综合排名靠前

的机构及其指标数值ꎬ 本研究报告采用公式 １ꎬ 选取综合指标考量农业领

域全球代表机构发表论文情况ꎮ 如公式 １ 所示ꎬ 综合指标值是由归一化

的论文数和篇均被引频次的权重加和得到的ꎮ 同时ꎬ 本报告限定选取论

文数大于 １００ 篇的机构ꎮ 按照综合指标排名前 ５０ 的全球机构论文数和篇

均被引频次如表 ２￣１￣１ 所示ꎮ

综合指标 ＝ 当前机构论文数
最大机构论文数

×０ ５ ＋ 当前机构篇均被引频次
最大机构篇均被引频次

×０ ５

(公式 １)

表 ２￣１￣１　 农业领域全球代表机构发表论文情况

综合指

标排名
国别 机构名称 机构中文名称 发文量

发文量

排名

篇均被

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排名

１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加利福尼亚大学 １２１３８ １ ６ ６ ２２８

２ 中国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中国科学院 １０３９４ ２ ５ ９ ３２５

３ 欧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ＭＢＬ)

欧洲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
２７５ ４４７ ３３ ２ １

４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ＳＤＡ)
美国农业部 ８４５８ ３ ４ ７ ５９５

５ 美国 Ｄａｎａ￣Ｆａｒｂ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 １６５ ７４６ ２６ ８ ２

６ 美国
Ｈｏｗａｒｄ Ｈｕｇｈ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霍华德休斯

医学研究所
２８３ ４３５ ２５ ２ ４

７ 美国 Ｂｒｏａ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博德研究所 ２２６ ５４５ ２５ ４ ３

８ 美国 ＶＡ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波士顿医疗保健系统 ４５０ ２６２ ２３ ３ ５

９ 英国
Ｗｅｌｌ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

Ｓａｎｇ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桑格研究院 ２５９ ４７６ １９ 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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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续表 ２￣１￣１)

综合指

标排名
国别 机构名称 机构中文名称 发文量

发文量

排名

篇均被

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排名

１０ 美国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哈佛大学 １２５７ ５３ １７ １ １０

１１ 美国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

佛罗里达州大学 ５８７１ ４ ４ ５ ６４７

１２ 美国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ＩＴ)

麻省理工学院 ５９６ １８９ １７ ９ ９

１３ 德国 Ｊｕｌｉ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尤里希研究中心 ２１３ ５９０ １８ ４ ７

１４ 美国
Ｏｒｅｇ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俄勒冈健康

与科学大学
１１５ ９８６ １８ １ ８

１５ 法国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 ＩＮＲＡ)
法国农业科学院 ４６０４ ５ ５ ６ ３７５

１６ 西班牙

Ｃｏｎｓｅｊｏ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 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ｓ

(ＣＳＩＣ)

西班牙高等科学

研究理事会
４２３３ ６ ５ ７ ３６１

１７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马萨诸塞大学 ２０６６ ２６ １０ ６ ３４

１８ 德国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马克斯普朗克

科学促进学会
８５４ １１４ １３ ９ １３

１９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ＯＥ)
美国能源部 １７４０ ３６ １１ ２ ２９

２０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伊利诺伊大学 ３８８６ ８ ５ ３ ４４７

２１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ｉａ 佐治亚大学 ４１１９ ７ ４ ４ ６６１

２２ 西班牙
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ｃｉｏ
Ｇｅｎｏｍｉｃａ (ＣＲＧ)

基因组调控中心 １０８ １０４４ １５ １ １１

２３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威斯康星大学 ３８４６ ９ ４ ７ ６０５

２４ 丹麦 Ｎｏｖｏ Ｎｏｒｄｉｓｋ 诺和诺德公司 ２１２ ５９３ １４ ５ １２

２５ 法国

Ｃｅｎｔ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ＣＮＲＳ)

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
３１６２ １４ ６ ３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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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１５　　　 　 　 　 　 　 　 　 　

(续表 ２￣１￣１)

综合指

标排名
国别 机构名称 机构中文名称 发文量

发文量

排名

篇均被

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排名

２６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明尼苏达大学 ３５１６ １０ ５ ３ ４３７

２７ 德国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３７１ ３２２ １３ ７ １４

２８ 荷兰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瓦赫宁根大学 ３３０９ １２ ５ ６ ３９１

２９ 西班牙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巴塞罗那科学

技术研究院
１６３ ７５６ １３ ４ １５

３０ 德国 ＲＷＴＨ Ａａｃｈ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亚琛工业大学 ３３８ ３５９ １２ ６ １７

３１ 美国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德克萨斯 Ａ＆Ｍ 大学 ３２９２ １３ ４ ５ ６４２

３２ 美国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４５４ ２６０ １２ ０ １９

３３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华盛顿大学 １８６３ ３２ ８ ２ ９３

３４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中国农业大学 ２９６１ １６ ５ １ ５００

３５ 美国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斯坦福大学 ６５５ １７０ １１ ３ ２７

３６ 英国 Ｋｉｎｇ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伦敦国王学院 ２０５ ６１４ １２ ４ １８

３７ 中国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中国农业科学院 ３１２７ １５ ４ ３ ７００

３８ 美国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康奈尔大学 ２３１７ ２０ ６ ３ ２５８

３９ 巴西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 圣保罗大学 ３３８３ １１ ３ ３ ９１２

４０ 美国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波士顿大学 １５１ ８１１ １２ ０ ２０

４１ 英国 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
阿斯利康制药

有限公司
１１８ ９７０ １１ ９ ２１

４２ 法国 ＵＮＩＣＡＮＣＥＲ 联合癌症中心 １３２ ８９１ １１ ８ ２２

４３ 西班牙 Ｐｏｍｐｅｕ Ｆａｂｒ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庞培法布拉大学 １８８ ６７４ １１ ５ ２５

４４ 美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１８４ ６８５ １１ ５ ２４

４５ 美国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Ｓｌｏａｎ

Ｋｅｔｔｅｒ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纪念斯隆￣凯特琳

癌症中心
１２０ ９６４ １１ ６ ２３

４６ 澳大利亚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ＳＩＲＯ)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

与工业研究组织
１８１５ ３４ ６ ９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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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续表 ２￣１￣１)

综合指

标排名
国别 机构名称 机构中文名称 发文量

发文量

排名

篇均被

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排名

４７ 德国
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 Ａｒｎｄ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Ｇｒｅｉｆｓｗａｌｄ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１３５ ８７８ １１ ３ ２６

４８ 英国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伦敦大学 ２１８５ ２４ ５ ７ ３５５

４９ 中国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浙江大学 ２２４２ ２２ ５ ６ ３８６

５０ 美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ＩＨ) ￣ＵＳ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８５７ １１３ ９ ３ ６０

表 ２￣１￣１ 为按照综合指标排名前 ５０ 的全球机构 (以下称 “全球 Ｔｏｐ５０

机构”)ꎬ 表中展示了各机构的发文量、 发文量排名、 篇均被引频次和篇

均被引频次排名ꎮ

从机构数量分布看ꎬ 全球 Ｔｏｐ５０ 机构中ꎬ 有 ２５ 个来自美国ꎬ 占全部

机构的 ５０％ ꎮ 中国有 ４ 个机构进入 Ｔｏｐ５０ꎬ 分别是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

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浙江大学ꎮ 其余机构分别来自德国 (５ 个)、 英

国 (４ 个)、 西班牙 (４ 个)、 法国 (３ 个)、 澳大利亚 (１ 个)、 丹麦 (１

个)、 巴西 (１ 个)、 荷兰 (１ 个) 和欧盟 (１ 个) ２ꎮ

２ 欧盟虽未作为本报告的 ２２ 个研究国家之一ꎬ 但该机构与 ２２ 国中研究机构的合作较多ꎬ 导致其排名

进入全球 Ｔｏｐ５０ꎬ 报告后续章节中有国际组织和非 ２２ 国中国家的机构进入排名也属类似情况ꎮ

从机构主体类型看ꎬ 全球 Ｔｏｐ５０ 机构中ꎬ ２７ 个机构为高校ꎬ 占全部

机构的 ５４％ ꎻ １８ 个机构为科研机构ꎬ 占全部机构的 ３６％ ꎻ ２ 个机构为公

司企业ꎬ 占全部机构的 ４％ ꎮ 美国的 ２５ 个机构中ꎬ 高校占比 ６８％ ꎬ 科研

机构占比 ２０％ ꎬ １２％的机构为其他类型 (如政府部门等)ꎮ 我国的 ４ 个机

构中ꎬ 高校和科研机构各占 ５０％ ꎮ 德国的 ５ 个机构中ꎬ 高校和科研机构

分别占比 ６０％和 ４０％ ꎮ 英国机构中ꎬ ５０％为高校ꎬ 科研机构和企业各占

２５％ ꎮ 西班牙机构中ꎬ 高校占比 ２５％ ꎬ 科研机构占比 ７５％ ꎮ 法国的 ３ 个

机构全部为科研机构ꎮ 澳大利亚机构为科研机构ꎬ 丹麦机构为公司企业ꎬ

巴西机构为高校ꎬ 荷兰机构为高校ꎬ 欧盟机构为科研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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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１７　　　 　 　 　 　 　 　 　 　

２ ２　 农艺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２ １　 科研生产力

将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各国该学科论文数量进行统计排名ꎬ 评价我国该学

科论文数量在全球的位置ꎮ

图 ２￣２￣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农艺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２５３４３ 篇ꎬ 美国排名第一ꎬ 中国排名第二ꎮ 巴

西和印度排名第三和第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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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 ２ ２　 科研影响力

将研究时间段内各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统计排名ꎮ

图 ２￣２￣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艺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９０４８６ꎬ 美国占据总被引频次第一位ꎮ 中国占

据总被引频次第二位ꎮ 英国、 澳大利亚和德国紧随其后ꎬ 排在第三、 第

四和第五位ꎮ

图 ２￣２￣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艺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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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１９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瑞士排名第一ꎬ 荷兰第二ꎬ 中国排名第十四ꎬ

美国排名第十六ꎮ 与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相比ꎬ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

力中国排名稍微靠后ꎮ

２ ２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２￣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艺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总量 １８７ 篇ꎬ 美国排名第一ꎬ 有 ３８ 篇ꎮ 中国

排名第二ꎬ 有 ３４ 篇ꎬ 法国第三ꎬ 有 １３ 篇ꎮ

２ ２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为了综合考虑机构论文数和篇均被引频次ꎬ 快速锁定综合排名靠

前的机构及其指标数值ꎬ 本研究报告采用公式 １ꎬ 选取综合指标考量

１５ 个农业学科领域全球代表机构发表论文情况ꎮ 同时ꎬ 本报告限定

选取论文数大于 ５ 篇的机构 (个别论文数少的领域除外) ꎮ 按照综合

指标排名前十的全球机构论文数和篇均被引频次如图 ２￣２￣５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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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２￣５　 农艺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按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美国农业部、 中国科学院、 巴西

农牧研究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 法国农业科学院、 加拿大农业部、 中国

农业大学、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巴西

的圣保罗大学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２￣６　 农艺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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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２１　　　 　 　 　 　 　 　 　 　

按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我国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

院、 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气象局和北京大学ꎮ

２ ３　 土壤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３ １　 科研生产力

图 ２￣３￣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土壤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１４３５９ 篇ꎬ 论文总量中国第一ꎬ 其次是美国、

英国、 德国、 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ꎮ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２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 ３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３￣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土壤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 ６７２００ꎬ 其中ꎬ 中国排名第一ꎬ 其次是美国、

英国、 德国、 澳大利亚和西班牙ꎮ 排名与论文总量基本一致ꎮ

图 ２￣３￣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土壤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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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２３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瑞士排名第一ꎬ 其次是荷兰、 英国、 丹麦

和意大利ꎮ 中国排名第十三ꎬ 美国排名第十四ꎮ

２ ３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３￣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土壤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共 ２０６ 篇ꎬ 其中ꎬ 美国拥有 ２９ 篇ꎬ 排名第

一ꎮ 其次是中国、 西班牙、 英国、 德国和澳大利亚等ꎮ

２ ３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３￣５　 土壤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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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美国农业部、

法国农业科学院、 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瑞士的苏黎世大学、 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大学、 澳

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和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３￣６　 土壤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南京农业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农业学院、 北京师范大

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院和华中农业大学ꎮ

２ ４　 园艺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４ １　 科研生产力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１０１３０ 篇ꎬ 美国论文总量最多ꎬ 其次是中国、

印度、 西班牙和意大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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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２５　　　 　 　 　 　 　 　 　 　

图 ２￣４￣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园艺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 ４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４￣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园艺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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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 ２９２６３ꎬ 中国总被引频次最多ꎬ 其次是美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英国等ꎮ

图 ２￣４￣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园艺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该学科的学科规范化的影响力比利时排名第一ꎬ 其次是墨西哥、 瑞

士、 以色列和荷兰等ꎮ 中国排第十四ꎬ 美国排第十六ꎮ

２ ４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４￣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园艺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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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２７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总量 ４３ 篇ꎬ 美国排名第一ꎬ 其次是墨西哥、

中国、 法国、 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等ꎮ

２ ４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４￣５　 园艺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美国农业部、 美国的加利福尼

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 美国的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 中国的南京农业大学、 法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中

国农业大学和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农业科学院、 南京农业

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浙江大学、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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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图 ２￣４￣６　 园艺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２ ５　 兽医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５ １　 科研生产力

图 ２￣５￣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兽医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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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２９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３９２７３ 篇ꎬ 美国排名第一ꎬ 其他依次是英国、

中国、 巴西、 意大利、 日本和德国等ꎮ

２ ５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５￣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兽医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 ９８７９１ꎬ 美国第一ꎬ 其次依次是英国、 中国、

德国、 意大利、 巴西和西班牙ꎮ

图 ２￣５￣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兽医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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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该学科的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丹麦第一ꎬ 其次是挪威、 荷兰、

瑞典和瑞士等ꎮ 中国排第八位ꎬ 美国排第十五ꎮ

图 ２￣５￣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兽医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２ ５ ３　 科研发展力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总量 １２６ 篇ꎬ 美国第一ꎬ 其他是英国、 中国、

意大利、 加拿大、 巴西和德国等ꎮ

２ ５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５￣５　 兽医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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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３１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英国

的伦敦大学、 美国农业部、 比利时的根特大学、 加拿大的圭尔夫大学、

巴西的圣保罗州立大学、 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美国的北卡罗来纳

州立大学、 法国农业科学院和美国的佐治亚大学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５￣６　 兽医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京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中国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山大学ꎮ

２ ６　 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６ １　 科研生产力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２０３６１ 篇ꎬ 美国排名第一ꎬ 中国发文量位列第

二名ꎬ 其后为印度、 巴西和英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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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图 ２￣６￣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 ６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６￣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３３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５４８２０ꎬ 美国占据总被引频次第一位ꎬ 中国第

二ꎬ 英国、 巴西和加拿大排名第三、 四和五名ꎮ

图 ２￣６￣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该学科的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美国排名第一ꎬ 印度第二ꎬ 中国排

名第十五ꎮ 与论文总量相比ꎬ 中国在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指标的排

名稍显靠后ꎮ

２ ６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６￣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

总量国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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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总量 ４６ 篇ꎬ 美国排名第一ꎬ 有 １０ 篇ꎮ 巴西

排名第二ꎬ 有 ６ 篇ꎬ 加拿大和法国并列第三ꎬ 各有 ４ 篇ꎮ 中国在该研究领

域有 １ 篇高被引论文ꎮ

２ ６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６￣５　 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 法国农

业科学院、 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 美国农业部、 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

丹麦的奥胡斯大学、 巴西的圣保罗州立大学、 加拿大农业部、 中国农业

大学和加拿大的圭尔夫大学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

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

院、 浙江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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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３５　　　 　 　 　 　 　 　 　 　

图 ２￣６￣６　 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２ ７　 渔业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７ １　 科研生产力

图 ２￣７￣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渔业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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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１６１８０ 篇ꎬ 美国在该领域的论文总量排名第一ꎬ

随后是中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巴西等ꎮ

２ ７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７￣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渔业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 ５５８００ꎬ 美国在该领域的总被引频次排名第

一ꎬ 其次是中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西班牙ꎮ

图 ２￣７￣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渔业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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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３７　　　 　 　 　 　 　 　 　 　

该领域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丹麦第一ꎬ 英国第二ꎬ 荷兰、

瑞典和瑞士紧随其后ꎮ 中国排名第十四ꎬ 美国排名第十五ꎮ

２ ７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７￣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渔业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量 ２０９ 篇ꎬ 英国第一ꎬ 其后依次是美国、 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等ꎮ 中国和挪威并列排名第五ꎮ

２ ７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７￣５　 渔业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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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

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美国的华盛顿大学、 美国地

质调查局、 加拿大渔业与海洋部、 中国海洋大学、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

与工业研究组织、 挪威海洋研究所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７￣６　 渔业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 中国海洋大学、 香港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苏州大学、 上海海洋

大学、 中山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ꎮ

２ ８　 基因和遗传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８ １　 科研生产力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８３０ 篇ꎬ 美国在该领域的论文总量排名第一ꎬ

其后是中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法国和荷兰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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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３９　　　 　 　 　 　 　 　 　 　

图 ２￣８￣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基因和遗传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 ８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８￣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基因和遗传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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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 ３６３２ꎬ 美国在该领域的总被引频次排名第

一ꎬ 其次是英国、 澳大利亚、 中国、 法国和荷兰ꎮ

图 ２￣８￣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基因和遗传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该领域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澳大利亚和瑞士并列第一ꎬ 英

国、 荷兰和法国紧随其后ꎮ 中国排名第二十ꎮ

２ ８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８￣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基因和遗传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只有 １ 篇ꎬ 来自瑞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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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４１　　　 　 　 　 　 　 　 　 　

２ ８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８￣５　 基因和遗传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法国农业科学院、 荷兰的瓦赫

宁根大学、 美国农业部、 英国的爱丁堡大学、 英国的罗斯林研究所、 美

国的艾奥瓦州立大学、 丹麦的奥胡斯大学、 法国的巴黎高科农业学院、

法国的巴黎萨克雷大学和挪威生命科学大学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８￣６　 基因和遗传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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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

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和华中农业大学ꎮ

２ ９　 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９ １　 科研生产力

图 ２￣９￣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８８３７０ 篇ꎬ 中国在该领域的论文总量排名第一ꎬ

其次是美国、 英国ꎮ 德国和日本分列第四、 五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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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４３　　　 　 　 　 　 　 　 　 　

２ ９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９￣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 ５４１５０８ꎬ 美国在该领域的总被引频次排名第

一ꎬ 其次是中国、 英国和德国ꎮ

图 ２￣９￣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２国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2
01
8中

国
农
业
农
村
科
技
发
展
高
峰
论
坛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业
信
息
研
究
所



　 　 　 　 　 　 　 　 ４４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该领域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英国第一ꎬ 随后是德国、 丹麦、

美国和瑞士ꎮ 中国排名第十一ꎮ

２ ９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９￣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２２国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量 ８２２ 篇ꎬ 美国第一ꎬ 其他依次是英国、 中

国、 德国、 法国和澳大利亚等ꎮ

２ ９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９￣５　 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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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４５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美国的加利福尼

亚大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美国的哈佛大学、 美国农业部、 法国

农业科学院、 美国能源部、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 中国的浙江大

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９￣６　 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江南

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ꎮ

２ １０　 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论文竞争力分析

２ １０ １　 科研生产力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６１６１３ 篇ꎬ 中国在该领域的论文总量排名第一ꎬ

且远远超过第二名美国ꎬ 随后是西班牙、 意大利、 韩国和英国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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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图 ２￣１０￣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 １０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１０￣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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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４７　　　 　 　 　 　 　 　 　 　

２２ 国该学科总被引频次 ２６６１９６ꎬ 中国在该领域的总被引频次排名第

一ꎬ 其次是美国、 西班牙、 英国和意大利ꎮ

图 ２￣１０￣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该领域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以色列第一ꎬ 荷兰、 比利时、

瑞士和丹麦紧随其后ꎮ 我国排名第七ꎮ

２ １０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１０￣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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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总量 ６０５ 篇ꎬ 中国第一ꎬ 其后依次是美国、

西班牙、 英国、 意大利和巴西等ꎮ

２ １０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１０￣５　 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美国农业部、 西班牙高等科学

研究理事会、 中国的江南大学、 法国农业科学院、 美国的马萨诸塞大学、

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中国科

学院和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１０￣６　 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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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４９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江南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

国科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浙江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南昌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ꎮ

２ １１　 农业工程领域论文竞争力

２ １１ １　 科研生产力

图 ２￣１１￣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农业工程领域论文总发文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论文总量 １１３０４ 篇ꎬ 中国排名第一ꎬ 且远远超过第二名

美国ꎬ 其次是巴西、 印度、 英国和西班牙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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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２ １１ ２　 科研影响力

图 ２￣１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工程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统计图

２２ 国总被引频次 ７１３５１ꎬ 中国排名第一ꎬ 且远远超过第二名美国ꎮ 其

他依次为印度、 英国、 韩国和西班牙等ꎮ

图 ２￣１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工程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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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竞争力分析 ５１　　　 　 　 　 　 　 　 　 　

该学科的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波兰排名第一ꎬ 其后依次为澳大

利亚和瑞典ꎬ 中国排名第四ꎮ

２ １１ ３　 科研发展力

图 ２￣１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２２ 国农业工程领域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总量国别分布图

２２ 国该学科高被引论文 ５４ 篇ꎬ 其中ꎬ 中国排名第一ꎬ 其他依次是美

国和印度等ꎮ

２ １１ ４　 该学科代表性机构

(１) 该学科全球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１１￣５　 农业工程领域全球代表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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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全球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美国农业部、 印

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中国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的浙江大学、

印度理工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巴西的圣保罗

大学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ꎮ

(２) 该学科中国代表性机构

图 ２￣１１￣６　 农业工程领域中国代表性机构

我国综合指标排名前十的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清华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 山东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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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农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５３　　　 　 　 　 　 　 　 　 　

三、 全球农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３ １　 技术产出竞争力

３ 本报告数据来源包括 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和 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专利数据库及分析系统ꎮ 数据检索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ꎮ 以农业领域国际专利分类 (简称 ＩＰＣ) 为检索条件ꎬ 对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全球 ２２ 个重要农业

国家农业专利数据进行采集ꎮ 考虑到发明专利申请的新颖性、 创造性、 实用性审查严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ꎬ 本报告分析结果基于发明专利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 全球 ２２ 个重要农业国家农业领域发明专利申请３ꎬ

中国以 １９６ꎬ９０３ 件高居榜首ꎬ 占 ２２ 国总申请量 (３７４ꎬ２６３ 件) 的一半以

上ꎬ 是第二名美国 (８１ꎬ２９５ 件) 的 ２ ４２ 倍ꎬ 日本、 韩国和德国分别位于

第三、 四、 五位ꎬ 申请量均在 １０ꎬ０００ 件以上ꎮ 欧洲 １２ 国总申请量 (４０ꎬ

１８６ 件) 占比 １０ ７４％ ꎬ 北美洲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３ 国总申请量

(８５ꎬ８７０ 件) 占比 ２２ ９４％ ꎬ 主要贡献国为美国ꎮ 亚洲国家中有中国、 日

本和韩国进入前五名ꎮ 具体数据如图 ３￣１￣１ 所示ꎮ

图 ３￣１￣１　 ２２ 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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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３ ２　 技术水平竞争力

专利的技术水平可以通过专利质量和影响力来体现ꎬ 具体细化为发

明专利授权率和专利强度 ２ 个指标进行评价ꎮ

３ ２ １　 发明专利授权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ꎬ 韩国发明专利授权率达到 ４４ ２３％ ꎬ 远远高于其他国

家ꎮ 荷兰、 澳大利亚分列第二、 三位ꎮ 美国发明专利授权率为 １６ ３８％ ꎬ

位居第五ꎮ 中国发明专利授权率仅为 １３ ２０％ ꎬ 在 ２２ 国中排名第九ꎮ 具

体见图 ３￣２￣１ꎮ

图 ３￣２￣１　 ２２ 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及授权率

３ ２ ２　 专利强度

４ 专利强度 (Ｐａｔ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为专利价值判断的综合指标ꎬ 涉及 １０ 余个影响因素ꎬ 包括权利要求数

量、 引用与被引情况、 同族专利数量、 涉及诉讼情况、 行业差异、 专利申请时长、 专利年龄、 法律状态

(有效、 失效) 等指标ꎮ

专利强度４ 受权利要求数量、 引用与被引用次数、 是否涉案、 专利时

间跨度和同族专利数量等因素影响ꎬ 其强度的高低可以综合的反映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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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农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５５　　　 　 　 　 　 　 　 　 　

专利的文献价值ꎮ ２２ 个国家中ꎬ 专利强度大于 ５ 的专利量占比均在 １０％

以下ꎬ 其中美国最高ꎬ 占比 ９ １８％ ꎻ 以色列专利申请总量虽然排名靠后ꎬ

却拥有 ７ ６０％的高强度专利ꎬ 高强度专利占比排名第二ꎻ 加拿大、 荷兰、

丹麦和比利时紧随其后ꎬ 占比均在 ５％以上ꎻ 中国仅有 ２ ４８％的专利强度

在 ５ 以上ꎬ 在 ２２ 国中排名相对靠后ꎮ 高强度专利中ꎬ 美国整体表现突出ꎬ

其技术影响力遥遥领先ꎮ 具体见表３￣２￣１ꎮ

表 ３￣２￣１　 ２２ 国农业领域专利强度统计

国家
专利强度占比 (％ )

０ － ５ > ５ > ６ > ７ > ８ ９ － １０

美国 ９０ ８２ ９ １８ ６ ０７ ３ ２ １ ６３ ０ ６

中国 ９７ ５２ ２ ４８ １ ６７ ０ ２ ０ ０１ ０

德国 ９５ ９９ ４ ０１ ２ ５９ １ ３２ ０ ４１ ０ ２

印度 ９８ ０９ １ ９１ １ ２７ ０ ６４ ０ ０７ ０

英国 ９５ ４６ ４ ５４ ２ ９６ １ ５１ ０ ７ ０ １３

澳大利亚 ９７ ４７ ２ ５３ １ ６８ ０ ９４ ０ ４２ ０ ０７

巴西 ９８ ９９ １ ０１ ０ ４６ ０ １５ ０ ０

意大利 ９６ ５５ ３ ４５ ２ ３９ １ ４３ ０ ８５ ０ １１

西班牙 ９８ ６２ １ ３８ ０ ５５ ０ ２３ ０ ０５ ０

法国 ９７ ９６ ２ ０４ １ ３ ０ ５４ ０ ２４ ０ ０４

加拿大 ９３ ５６ ６ ４４ ４ ２７ ２ ３ １ ０ ２９

荷兰 ９４ ４９ ５ ５１ ３ ４５ １ ８１ ０ ９３ ０ ２３

日本 ９８ ３４ １ ６６ １ ０４ ０ ４６ ０ １２ ０ ０４

瑞士 ９５ ２８ ４ ７２ ３ ３７ １ ３５ ０ ８９ ０ １９

瑞典 ９７ ３ １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２７ ０

波兰 ９９ ８４ ０ １６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８

比利时 ９４ ８ ５ ２ ３ ４１ ２ ０１ ０ ８９ ０ ３４

丹麦 ９４ ５５ ５ ４５ ２ ９１ １ ４３ ０ ３２ ０

韩国 ９９ ３８ ０ ６２ ０ ３４ ０ １７ ０ ０４ ０ ０１

挪威 ９８ ３５ １ ６５ ０ ９６ ０ ４１ ０ ２８ ０

以色列 ９２ ４ ７ ６ ５ ０７ ２ １７ １ ２４ ０ ２６

墨西哥 ９８ ９８ １ ０２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１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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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３ ３　 技术发展潜力竞争力

从申请趋势上看ꎬ 中国发明专利的总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一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年度申请量均位列第一ꎬ 并且以每年 ２３％的高增长率逐年增

长ꎮ 美国发明专利总申请量和各年度申请量排名第二ꎬ 但是美国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ꎮ 日本、 韩国和德国ꎬ 总申请量和年度申请量排在

第三至五位ꎬ 日本同样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ꎬ 韩国和德国保持平

稳ꎮ 由于发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一般存在 １８ 个月的滞后期ꎬ ２０１６ 年数据

仅供参考ꎮ 具体见图 ３￣３￣１ꎮ

图 ３￣３￣１　 ２２ 国农业领域发明专利申请趋势

３ ４　 技术保护竞争力

专利技术保护主要聚焦各国对海外市场的关注ꎮ 主要通过布局国家

数量和域外专利占比、 专利家族规模两个指标来评价ꎮ

３ ４ １　 布局国家数量和域外申请占比

专利布局国家数量可以用来说明技术输出的广度ꎮ 美国、 荷兰、 法

国、 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作为技术来源国ꎬ 技术输出范围分布更广ꎬ 域

外专利申请占比基本达到 ５０％以上ꎻ 中国向 ６１ 个国家递交过农业领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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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农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５７　　　 　 　 　 　 　 　 　 　

术专利申请ꎬ 排名第七位ꎬ 但域外申请占比仅为 ２ ９１％ ꎬ 占比排名最后

一位ꎬ 具体见图 ３￣４￣１ꎮ

图 ３￣４￣１　 ２２ 国专利布局国家数量及域外申请占比

对各国分别在其他 ２１ 个国家的专利布局情况进行统计ꎮ 美国、 德

国、 荷兰和以色列在其他 ２１ 个国家均有专利申请ꎮ 中国主要在本国进行

申请ꎬ 美国是中国除在本土之外的最大布局目标国ꎬ 其次是英国、 德国

和法国ꎮ 美国在本国大量布局ꎬ 同时在其他 ２１ 国均衡布局ꎮ 德国除在本

土和美国大量布局外ꎬ 在欧洲其他各国布局比较均衡ꎮ 日本主要布局目

标国是中国和美国ꎮ 具体见图 ３￣４￣２ꎮ

３ ４ ２　 专利家族规模

专利家族规模５ 体现了专利权人对该技术的保护程度ꎬ 家族成员越

多ꎬ 对技术的保护程度越高ꎮ 英国、 挪威、 法国、 美国和瑞典专利家族

规模排名相对位置靠前ꎮ 而中国专利平均家族规模仅为 １ ０２ꎬ 排名第 ２２

位ꎮ 具体见图 ３￣４￣３ꎮ

５ 具有共同优先权的在不同国家或国际专利组织多次申请、 多次公布或批准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

一组专利文献称作专利家族ꎮ 本报告选择欧洲专利局 ｉｎｐａｄｏｃ 专利族为统计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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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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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农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５９　　　 　 　 　 　 　 　 　 　

图 ３￣４￣３　 ２２ 国专利家族数量及规模

３ ４ ３　 专利技术宽度

ＩＰＣ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专利保护的技术方向ꎬ 技术宽度则可以反映

目标国技术保护广泛程度ꎮ 一般通过计算每个国家发明专利的平均 ＩＰＣ

数量６ 来分析技术宽度ꎮ 日本、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平均 ＩＰＣ 数量分别为

４ ６８、 ４ ５８ 和 ４ ０２ꎬ 位居前三名ꎬ 平均数量均在 ４ 以上ꎮ 平均数量在

[３ꎬ ４) 这一区间的国家有 １５ 个ꎬ 在 [２ꎬ ３) 这一区间的国家有 ４ 个ꎮ

具体见图 ３￣４￣４ꎮ

图 ３￣４￣４　 ２２ 国专利技术宽度

６ 平均 ＩＰＣ 数量 ＝ 各个 ＩＰＣ 子类出现总频次 / 专利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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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美国和中国由于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占绝对优势ꎬ 因此涉及的 ＩＰＣ 子

类数量在 ２２ 个国家中排名靠前ꎬ 分别为 ５３０ 种和 ４８７ 种ꎬ 平均 ＩＰＣ 数量

分别为 ３ ５９ 和 ３ ０４ꎬ 排名分别为第五和第十七名ꎮ 韩国虽然平均 ＩＰＣ 数

量为 ３ ０６ 且排名十六ꎬ 但整体涉及到的 ＩＰＣ 子类数量 ４１３ 个ꎬ 仅次于美

国和中国ꎮ

３ ５　 技术优势比较

３ ５ １　 全球主要农业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对 ２２ 国农业技术专利进行统计ꎬ 得出最主要的 ２０ 个研发技术领域

ＩＰＣ 子类ꎬ 涉及农业微生物、 园艺科学、 饲料科学、 肥料科学、 化学农药

与植物生长调节剂、 畜牧科学、 兽医学和农用机械等方面ꎮ 具体见表 ３￣５￣１ꎮ

以下的统计均基于这 ２０ 个 ＩＰＣ 子类进行ꎮ

表 ３￣５￣１　 全球主要农业专利技术领域 ＩＰＣ 子类 ｔｏｐ２０

ＩＰＣ 子类 技术领域 专利家族

Ｃ１２Ｎ
微生物或酶ꎻ 其组合物ꎻ 繁殖、 保藏或维持微生物ꎻ 变异或遗传

工程ꎻ 培养基
４５００１

Ａ０１Ｇ
园艺ꎻ 蔬菜、 花卉、 稻、 果树、 葡萄、 啤酒花或海菜的栽培ꎻ 林

业ꎻ 浇水
４０９７７

Ａ０１Ｋ
畜牧业ꎻ 禽类、 鱼类、 昆虫的管理ꎻ 捕鱼ꎻ 饲养或养殖其它类不

包括的动物ꎻ 动物的新品种
２５１５８

Ａ０１Ｎ
人体ꎬ 动植物体或其局部的保存ꎻ 杀生剂ꎬ 例如ꎬ 作为消毒剂ꎬ
作为农药ꎬ 作为除草剂ꎻ 害虫驱避剂或引诱剂ꎻ 植物生长调节剂

２２７８１

Ｃ１２Ｑ
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测方法ꎻ 其所用组合物或试纸ꎻ 这种组

合物的制备方法ꎻ 在微生物学方法或酶学方法中的条件反应控制
２２０８５

Ａ２３Ｋ 饲料 ２１５８０

Ｃ０７Ｋ 肽 ２１０１３

Ｃ０５Ｇ
分属于 Ｃ０５ 大类下各小类中肥料的混合物ꎻ 由一种或多种肥料与

无特殊肥效的物质ꎬ 例如农药、 土壤调理剂、 润湿剂所组成的混

合物ꎻ 以形状为特征的肥料

２０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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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农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６１　　　 　 　 　 　 　 　 　 　

(续表 ３￣５￣１)

ＩＰＣ 子类 技术领域 专利家族

Ａ６１Ｋ 医学或兽医学领域医用配置品 １３８６７

Ａ０１Ｃ 种植ꎻ 播种ꎻ 施肥 ８７５５

Ａ０１Ｄ 收获ꎻ 割草 ８２０８

Ａ０１Ｈ 新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方法ꎻ 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植物再生 ８０９７

Ａ０１Ｍ 动物的捕捉、 诱捕或惊吓 ６１２６

Ａ０１Ｂ
Ａ０１Ｂ 农业或林业的整地ꎻ 一般农业机械或农具的部件、 零件或

附件
６１００

Ｇ０１Ｎ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 ６００２

Ｃ１２Ｐ
发酵或使用酶的方法合成目标化合物或组合物或从外消旋混合物

中分离旋光异构体
５８９６

Ｃ０５Ｆ
不包含在 Ｃ０５Ｂ、 Ｃ０５Ｃ 小类中的有机肥料ꎬ 如用废物或垃圾制成的

肥料
３５１２

Ａ０１Ｆ
收获产品的加工ꎻ 干草或禾秆的压捆机械ꎻ 农业或园艺产品的储

藏装置
３２４２

Ｃ０７Ｄ 杂环化合物 ３０３９

Ａ０１Ｐ
化学化合物或制剂的杀生、 害虫驱避、 害虫引诱或植物生长调节

活性
２５５０

７ 相对优势技术分方法: 有 ｎ 个国家ꎬ ｍ 个领域ꎬ 某国在某项技术上的相对优势为 Ｇｉｊꎬ Ｇｉｊ ＝

(ｘｉｊ /∑ ｉ
ｘｉｊ) / (∑ ｊ

ｘｉｊ /∑ ｉ∑ ｊ
ｘｉｊ)ꎬ (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ｎꎬ ｊ ＝ １ꎬ ２ꎬ ꎬ ｍ)ꎮ

３ ５ ２　 目标国技术优势比较

相对优势比较分析即目标国占某技术领域的绝对份额与该国占总体

的绝对份额之比ꎬ 也等同于该国某技术领域占该国所有领域的绝对份额

与总体中该领域的绝对份额之比７ꎮ 相对优势体现了国家在具体技术领域

中相对总体的优势ꎬ 相对优势大于 １ ０ꎬ 表示某国在该技术领域的专利分

布超过了总体水平ꎮ 如果目标国在所有领域的绝对份额过小ꎬ 将失去统

计意义ꎬ 这种情况不予考虑ꎮ 本报告仅针对目标国在各 ＩＰＣ 子类下申请

量超过 １００ 件的技术领域进行统计分析ꎮ

中国在园艺 (Ａ０１Ｇ)、 害虫引诱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Ａ０１Ｐ)、 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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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Ａ２３Ｋ) 和肥料 (Ｃ０５Ｇ、 Ｃ０５Ｆ) 几个领域相对优势较高ꎮ 美国在材料测试

和分析技术 (Ｇ０１Ｎ) 方面相对优势排名第一ꎬ 医学或兽医学领域医用配置

品 (Ａ６１Ｋ) 排名第二ꎮ 韩国在动物捕捉和诱捕技术 (Ａ０１Ｍ)、 微生物或酶

(Ｃ１２Ｎ)、 酶或微生物测定方法 (Ｃ１２Ｑ) 相关技术领域的相对优势排名第

一ꎻ 园艺 (Ａ０１Ｇ)、 畜牧业 (Ａ０１Ｋ)、 有机肥料 (Ｃ０５Ｆ) 和材料测试和分

析技术 (Ｇ０１Ｎ) 几个领域排名第二ꎮ 日本在农业机械装备方面 (Ａ０１Ｂ、

Ａ０１Ｄ 和 Ａ０１Ｆ) 相对优势排名第一ꎮ 德国在有杂环化合物 (Ｃ０７Ｄ) 这一领

域研究相对优势排名第一ꎮ 荷兰和加拿大在新品种培育和组织培养技术

(Ａ０１Ｈ) 这一领域研究相对优势分居第一和第二位ꎮ 以色列在医学或兽医

学领域医用配置品 (Ａ６１Ｋ) 排名第一ꎮ 瑞士在杂环化合物 (Ｃ０７Ｄ) 这一

领域研究相对优势排名第一ꎬ 在肽 (Ｃ０７Ｋ) 这一领域研究相对优势排名第

二ꎮ 印度在农药、 作为除草剂、 害虫驱避剂或引诱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

(Ａ０１Ｎ) 领域相对优势排名第一ꎮ 比利时在收获产品的加工、 干草或禾秆

的压捆机械、 农业或园艺产品的储藏装置 (Ａ０１Ｆ) 方面技术相对优势排名

领先ꎮ 巴西在收获装备、 割草装备 (Ａ０１Ｄ) 研发上技术相对优势领先ꎮ 挪

威在鱼类管理和捕鱼技术 (Ａ０１Ｋ) 上排名全球领先ꎮ

综上分析ꎬ 中国和韩国在农业的多个技术领域中都具有较强的相对

优势ꎻ 其它重要农业国家也具备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技术优

势领域ꎬ 这点在国际相关市场竞争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ꎮ 目前较强的相

对优势表明它们的强势竞争地位还将持续ꎮ

３ ５ ３　 目标机构技术优势比较

(１) 全球重要研发机构

８ 陶氏杜邦包括原陶氏、 杜邦和先锋三家公司ꎮ

本报告统计分析了专利申请量进入全球前 ５０ 名的专利权人及其所在

国家ꎮ 中国有 １６ 家机构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进入全球前 ５０ 名ꎬ １６ 家机构

平均专利申请量 １０５３ ７５ 件ꎬ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排名第

二和第四位ꎮ 美国有 ２０ 家机构进入前 ５０ 名ꎬ 进入前 １０ 名的有 ４ 家ꎬ

２０ 家机构平均专利申请量 １１７１ ６５ 件ꎬ 其中陶氏杜邦公司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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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一ꎬ 加利福尼亚大学、 孟山都公司和 ＣＮＨ 全

球有限公司分别位居全球第七、 第八和第九ꎮ 瑞士有 ４ 家机构进入前 ５０

名ꎬ 平均专利申请量 １７０１ 件ꎬ 其中罗氏控股公司排名全球第三ꎬ 诺华公

司排名全球第十ꎬ 排名第十一的先正达公司在 ２０１７ 年被中国化工集团收

购ꎮ 德国有 ３ 家公司进入前 ５０ 名ꎬ 平均专利申请量 １８０３ 件ꎬ 高于其它国

家ꎬ 其中拜耳公司和巴斯夫公司分别位居第五名和第六名ꎮ 机构排名情

况见图 ３￣５￣１ꎮ

图 ３￣５￣１　 全球重要研发机构统计

对各国研发主体构成进行分析ꎬ 中国 １６ 家机构包括 １１ 所大学 (专

利量占比 ４８ ８７％ )、 ４ 家科研院所 (专利量占比 ４７ １８％ ) 和 １ 家公司

(专利量占比 ３ ９５％ )ꎮ 美国 ２０ 家机构包括 ８ 所大学 (专利量占比

３３ ０９％ )、 １１ 家公司 (专利量占比 ６２ ５４％ ) 和 １ 个政府部门 (美国卫

生与公众服务部)ꎮ 法国 ３ 家机构包括 ２ 个研究机构 (专利量占比

７７ ４５％ ) 和 １ 家公司 (专利量占比 ２２ ５５％ )ꎮ 其它各国进入前 ５０ 名的

研发机构均为公司ꎮ

可见ꎬ 中国专利权人虽然整体专利产出量较高ꎬ 但主要产出机构来

自科研机构ꎬ 其次为大学ꎬ 在全球没有实力较强的公司ꎬ 技术的产业化

应用方面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差距ꎮ

(２) 技术相对优势比较

机构的相对优势即该机构占某领域的绝对份额与机构占总体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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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农业专利竞争力分析 ６５　　　 　 　 　 　 　 　 　 　

份额之比ꎮ 此项分析仅针对全球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５０ 机构在 ２０ 个主

要农业技术 ＩＰＣ 子类下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ꎮ 相对优势大于 １ꎬ

则代表该机构在该领域的专利分布超过整体水平ꎮ

微生物或酶领域下 (Ｃ１２Ｎ)ꎬ 美国孟山都公司、 中国江南大学和丹麦

诺维信公司技术相对优势排名前三ꎮ 酶和微生物的测定方法领域下

(Ｃ１２Ｑ)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哈佛大学相对优势排名

前三ꎮ 园艺相关领域 (Ａ０１Ｇ)ꎬ 中国机构整体表现突出ꎬ 其中山东三维石

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相对优势排名第一ꎮ 农业机械、 农业装备领域

(主要涵盖 Ａ０１Ｂ、 Ａ０１Ｃ、 Ａ０１Ｄ、 Ａ０１Ｆ 以及 Ａ０１Ｍ 几个子类)ꎬ 德国克拉斯

农机公司、 美国的 ＣＮＨ 全球有限公司和迪尔公司技术相对优势遥遥领先于

其它机构ꎮ 肥料领域的技术研发 (Ｃ０５Ｆ、 Ｃ０５Ｇ)ꎬ 中国机构整体实力较强ꎮ

饲料技术领域 (Ａ２３Ｋ)ꎬ 瑞士 ＮＥＳＴＥＣ 有限公司、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和四川农业大学相对技术优势高于 ５０ 家机构整体水

平ꎮ 农药、 杀虫剂、 害虫引诱剂、 除草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相关领域

(Ａ０１Ｎ、 Ａ０１Ｐ)ꎬ 日本住友株式会社、 德国的拜耳公司和巴斯夫公司、 瑞士

罗氏控股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实力较强ꎮ 植物新品种培育和组织培养技术

方面 (Ａ０１Ｈ)ꎬ 美国孟山都公司技术相对优势最为突出ꎬ 陶氏杜邦公司和

中国广西大学分别排名第二、 三位ꎮ 鱼类管理和捕鱼技术方面 (Ａ０１Ｋ)ꎬ

中国水产科学院技术优势领先于其他机构ꎮ 杂环化合物相关农业技术领域

(Ｃ０７Ｄ)ꎬ 瑞士罗氏控股公司、 日本住友株式会社、 德国拜耳公司、 美国默

克公司和德国巴斯夫公司占据全球前五ꎮ 材料的测试和分析技术方面

(Ｇ０１Ｎ)ꎬ 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

学研究占据前三名ꎮ

综上ꎬ 国际企业和公司更具备较强的相对技术优势ꎬ 并形成了与产

业链密切相关的技术集群ꎮ 中国机构相对技术优势整体较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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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建议

４ １　 主要结论

４ １ １　 基于论文的竞争力分析结论

基于 ＳＣＩ 论文产出角度ꎬ 对全球和我国的农业总体科研创新发展现

状进行了分析总结ꎬ 得出如下结论:

(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ꎬ 农业领域总发文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美国、 中

国、 英国、 巴西和印度ꎮ 我国总发文量仅略少于美国ꎬ 远远高出排名第

三的英国ꎬ 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ꎬ 其中 ２０１５ 年的涨幅最高ꎬ 表明我国农

业领域基础研究产出受到重视ꎬ 论文产量不断提高ꎮ 从发文量看ꎬ 我国

的优势研究领域主要分布在土壤学、 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学、 食品科

学与技术、 农业工程、 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和农业交叉学科ꎮ

(２) 农业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美国、 中国、 英国、

德国和西班牙ꎮ 我国农业领域论文总被引频次仅略少于美国ꎬ 远远高出

排名第三的英国ꎬ 表明我国农业论文总体质量较高ꎬ 得到同行的较高引

用ꎮ 我国的优势研究领域主要分布在土壤学、 园艺学、 生物学、 食品科

学与技术、 农业工程、 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和农业交叉学科领域ꎮ

(３) 农业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瑞士、

丹麦、 荷兰、 英国和德国ꎮ 我国农业领域论文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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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名第十六ꎬ 与总发文量和总被引频次相比ꎬ 中国在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

响力指标的排名靠后ꎬ 但其值大于 １ꎬ 表明中国农业论文的被引表现仍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我国的优势研究领域体现在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 农

业工程、 食品科学与技术和兽医学ꎮ

(４) 农业领域高被引论文总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美国、 中国、 英

国、 德国和西班牙ꎮ 我国农业领域高被引论文总量排名第二ꎬ 表明我

国农业领域产出中具有一批被同行高度认可并引用的高质量论文ꎮ

(５) 农业领域 Ｑ１ 期刊论文总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美国、 中国、 英

国、 西班牙和德国ꎮ 我国农业领域 Ｑ１ 期刊论文总量排名第二ꎬ 表明我国

农业论文产出总体质量较高ꎬ 得到高级别期刊的认可ꎮ

(６) 农业领域国际合作论文总量排名前 ５ 的国家有美国、 英国、 中

国、 德国和西班牙ꎮ 我国农业领域国际合作论文总量排名第三ꎬ 且呈现

逐年上涨趋势ꎬ 尤以 ２０１５ 年的涨幅最为明显ꎬ 表明我国较为重视农业领

域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ꎮ

４ １ ２　 基于专利的竞争力分析结论

本报告对 ２２ 个国家的农业领域专利产出进行了全面分析ꎬ 得出以下

主要结论:

(１) 专利技术产出方面ꎬ 中、 美、 日、 韩、 德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占

据全球前五位ꎬ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到 ２２ 国总量的一半以上ꎬ 是第二

名美国的 ２ ４２ 倍ꎬ 日本、 韩国和德国分别位于第三、 四、 五位ꎬ 申请量

均在 １０ꎬ０００ 件以上ꎮ

(２) 专利技术水平方面ꎬ 韩国授权率高居榜首ꎬ 专利质量较高ꎬ 其

次是荷兰、 澳大利亚和西班牙ꎬ 美国位居第五ꎻ 美国高强度专利占比最

高ꎬ 技术水平较强ꎮ

(３) 从技术发展潜力上ꎬ 近五年中国保持着农业领域发明专业申请

量ꎮ 中国保持着发明专利申请逐年快速增长的势头ꎬ 美国、 日本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ꎬ 韩国和德国保持平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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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技术保护方面ꎬ 美国、 荷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作为

技术来源国ꎬ 技术输出国家分布更为广泛ꎬ 并且域外申请量基本达到

５０％以上ꎻ 日本、 加大拿和澳大利亚平均 ＩＰＣ 数量位居前三名ꎬ 所涉及

技术领域更为宽泛ꎮ

(５) 技术优势方面ꎬ 国家层面上ꎬ 中国在园艺、 害虫引诱剂和植物

生长调节剂、 饲料和肥料几个领域的技术相对优势在 ２２ 个国家中排名第

一ꎮ 韩国在多个技术领域中也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ꎬ 其它重要农业国家

也具备各自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技术优势领域ꎬ 并且强势竞

争地位还将持续ꎮ 机构层面上ꎬ 美国、 中国进入前 ５０ 的专利权人数量最

多ꎬ 分别为 ２０ 和 １６ 家机构ꎬ 瑞士有 ４ 家ꎬ 法、 德各有 ３ 家进入全球前

５０ꎮ 机构分析结果表明ꎬ 国际化企业和公司更具备较强的竞争力ꎬ 并形

成了与产业链密切相关的技术集群ꎮ 中国机构虽然进入前 ５０ 名的数量较

多ꎬ 但基本由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ꎬ 相对技术优势较弱ꎮ

(６) 中国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全球农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ꎬ 但

授权率仅为１３ ２０％ ꎬ ２２ 国中排名第九ꎮ 中国发明人主要申请地区仍在本

国ꎬ 国外专利布局量相对较低ꎮ 中国在农业领域的研究近五年保持着快

速增长的势头ꎬ 但技术水平竞争力在 ２２ 国中相对靠后ꎮ 中国在 ２０ 个主要

农业技术领域中均有专利申请ꎬ 在其中１７ 个 ＩＰＣ 子类下申请量排名第一ꎬ

并且在园艺、 害虫引诱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饲料和肥料几个领域的技

术相对优势较强ꎮ 中国有 １６ 家机构进入全球前 ５０ 重要专利权人排名ꎬ 其

中中国科学院排名第二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排名第四ꎬ 但与国际化的企业

公司相比ꎬ 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技术相对优势较弱ꎮ

４ ２　 相关建议

强大的科学技术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ꎮ 经过多年发展ꎬ

我国农业科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ꎬ 整体水平显著提高ꎬ 国际影响力日益

提升ꎬ 支撑引领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ꎮ 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ꎬ

我国农业科技研究不足依然存在ꎬ 需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研究ꎬ 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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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升农业科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ꎮ

４ ２ １　 我国农业科技论文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或机构的论文质量的重

要指标ꎮ 从农业各研究领域看ꎬ 我国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排名

前 １０ 的领域有兽医学 (第八)、 食品科学与技术 (第七)、 农业工程

(第四)、 分析化学与应用化学 (第三)ꎻ 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排名前 ２０ 的领域有农艺学 (第十四)、 土壤学 (第十三)、 园艺学 (第

十四)、 农业乳品和动物科学 (第十五)、 渔业学 (第十四)、 林业学

(第十六)、 基因与遗传学 (第二十)、 生物学 (第十六)、 生物技术和应

用微生物学 (第十一) 和农业交叉学科 (第十五)ꎻ 农业经济和政策学

排名第二十一ꎮ

从以上数据中不难发现ꎬ 我国论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整体排

名和各研究领域排名均较低ꎮ 虽然我国农业科研成果与世界一流的农业

研究强国相比ꎬ 论文产出差距在快速缩小ꎬ 但还需要在论文产出质量提

升上下功夫ꎮ

４ ２ ２　 中国农业科技战略研究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和统一

布局

　 　 我国农业科研代表机构影响力不足ꎮ 统计分析全球论文表现综合排

名 Ｔｏｐ５０ 代表性机构中ꎬ 有 ２５ 个来自美国ꎬ 占全部机构的 ５０％ ꎮ 中国有

４ 个机构进入 Ｔｏｐ５０ꎬ 分别是中国科学院 (第二)、 中国农业大学 (第三

十四)、 中国农业科学院 (第三十七) 和浙江大学 (第四十九)ꎮ 其余机

构分别来自德国 (５ 个)、 英国 (４ 个)、 西班牙 (４ 个)、 法国 (３

个)、 澳大利亚 (１ 个)、 丹麦 (１ 个)、 巴西 (１ 个)、 荷兰 (１ 个) 和

欧盟 (１ 个)ꎮ

从全球 Ｔｏｐ５０ 代表性机构表现来看ꎬ 美国占据绝对优势ꎬ 德国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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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机构数量也多于我国ꎻ 英国和西班牙的代表机构数量与我国相当ꎮ 另

外ꎬ 我国进入全球 Ｔｏｐ５０ 的代表性机构ꎬ 其排名位次也不十分理想ꎮ 在

中国不断加大农业科研投入、 农业科技成果创新捷报频传的当前ꎬ 我国

仅有 ４ 个机构入选全球 Ｔｏｐ５０ 的代表性机构ꎬ 这无疑又给我们敲了一个警

钟ꎮ 农业基础研究ꎬ 如兽医学领域ꎬ 农业、 乳品和动物科学领域ꎬ 基因

和遗传学领域ꎬ 生物学领域ꎬ 农业经济和政策学领域等缺乏国际知名研

究机构ꎬ 应加强中国农业科技战略研究力量投入和统一布局ꎬ 通过不断

提升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科研成果质量ꎬ 使我国有更多的研究机构进入

全球 Ｔｏｐ５０ 行列ꎬ 进一步向世界农业研究中心迈进ꎮ

４ ２ ３　 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结构亟待调整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主体主要由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ꎬ 农业企业表现

极弱ꎮ 而美国、 瑞士、 德国等国的农业技术创新主体以企业为主ꎬ 并且

随着产业与学术合作的日趋增加ꎬ 学术机构本身也日益关注应用研究ꎮ

中国有 １６ 家机构进入全球专利量排名前 ５０ꎬ 包括 １１ 所大学 (专利

量占比 ４８ ８７％ )、 ４ 家科研院所 (专利量占比 ４７ １８％ ) 和 １ 家公司 (专

利量占比 ３ ９５％ )ꎮ 美国进入该排名的 ２０ 家机构包括 ８ 所大学 (专利量

占比 ３３ ０９％ )、 １１ 家公司 (专利量占比 ６２ ５４％ ) 和 １ 个政府部门 (美

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ꎮ 瑞士有 ４ 家机构进入全球前 ５０ 名ꎬ 德国有 ３ 家ꎬ

这 ７ 家机构也均为企业ꎮ

企业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ꎬ 也是创新创造的主体ꎮ 十九大报告中

强调ꎬ 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ꎮ 可见ꎬ 企业自身技术创新实力的提升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以及必然

要求ꎮ

４ ２ ４　 中国农业技术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加强

专利布局主要是为了保护核心技术或核心产品、 限制竞争对手、 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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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２０１７ 全球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分析

固市场地位ꎮ 中国专利布局主要在国内ꎬ 国外专利布局量较低ꎮ 国外技

术保护极度不足ꎬ 农业相关技术无法在国外得到有效保护ꎬ 严重阻碍中

国农业走出去ꎮ

布局国家数量和域外申请占比上看ꎬ 中国域外申请占比仅为 ２ ９１％ ꎬ

在 ２２ 个重要农业国家中排名最后一位ꎬ 我国农业技术市场主要依靠本

国ꎮ 中国的海外市场主要聚焦在美国和英、 德、 法等一些欧洲国家ꎬ 在

澳大利亚及北美洲、 亚洲国家布局较少ꎮ 而美国、 荷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作为技术来源国ꎬ 技术输出国家分布更为广泛ꎬ 并且域外

申请量基本达到 ５０％以上ꎮ

专利家族规模不仅体现了布局国家的数量ꎬ 也能体现专利权人对技

术的保护程度ꎬ 家族成员数量越多ꎬ 技术重要性越高ꎬ 对该技术的保护

程度越高ꎮ 英国、 挪威、 法国、 美国和瑞典专利家族规模排名相对位置

靠前ꎮ 而中国专利平均家族规模仅为 １ ０２ꎬ 在 ２２ 个重要农业国中排名

垫底ꎮ

因此ꎬ 掌握了行业前沿技术的研发机构ꎬ 一定要注意提前布局ꎬ 抢

占先机ꎻ 并且需要结合技术本身的特点ꎬ 进行多维度保护ꎮ 创新机构需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专利保护策略ꎬ 找出技术空白点ꎬ 在布局时间、 布局

地理范围和布局技术点上进行规划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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