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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和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专利统计月报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管理信息平台”提供的贵州省月度专利基础

数据（包含两类专利数据：1、授权专利数据；2、有效发明专利数据），将基础

数据按照十大工业产业和 12个农村特色产业进行分类，并对各产业按照专利产

业分布、专利权人类型分布、地区分布、专利维持时间分布等进行分类统计形成

十大工业产业和 12个农村特色产业专利统计数据。现将 2020 年 8 月贵州省授权

专利和有效发明专利中属于十大工业产业和 12个农村特色产业专利数据统计情

况公布如下：

相关说明：

1.十大工业产业：是《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振兴

行动方案的通知》（黔府发〔2018〕33 号）文件内容明确包括基础能源产业、清

洁高效电力产业、优质烟酒产业、新型建材产业、现代化工产业、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基础材料产业、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健康医药产业；

2.12 个农村特色产业：省委省政府领导领衔的农村产业革命，具体包括茶、

食用菌、蔬菜、生态畜牧业、石斛、水果、竹、中药材、刺梨、生态渔业、油茶、

辣椒产业发展；

3.梯队划分标准：第一梯队：某产业专利量占各产业专利总量 20%以上，第

二梯队：某产业专利量占各产业专利总量 10%～20%，第三梯队：某产业专利量占

各产业专利总量 10%以下；

4.比较优势产业专利：市（州）某产业专利量大于该产业全省各市（州）平

均专利则具有比较优势；

5.产业划分中，同一专利可能涉及多个产业，存在重复统计；

6.专利维持时间年限划分：0-5 年、6-10 年、11-15 年、16-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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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总体情况

（一）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分布情况

1.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产业分布情况

2020 年 8月，全省授权专利 3586 件，属于十大工业产业的授权专利总量为

1914 件，占全省授权专利 53.4%。其中，健康医药产业的授权专利量居首位，专

利量为 633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总量的 33.1%，该产业的授权专利量处

于十大工业产业第一梯队；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和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的授权专利

量为 323 件和 210 件，分别占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总量的 16.9%和 11.0%，两

个产业的授权专利量处于十大工业产业第二梯队；清洁高效电力产业、新型建材

产业、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基础能源产业、优质烟酒产业、现代化工产业和基础

材料产业的授权专利规模处于第三梯队。详见图 1。

图 1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产业分布情况（单位：件）

2.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分布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12162 件，属于十大工业产业的

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为 11759 件，占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96.7%。其中，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量居首位，专利量为 4172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

专利总量的 35.5%，有效发明专利量处于十大工业产业第一梯队；现代化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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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医药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分别为 1635 件和 1382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有效

发明专利总量的 13.9%和 11.8%，两个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量处于第二梯队；生

态特色食品产业、基础材料产业、新型建材产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优质烟

酒产业、基础能源产业和清洁高效电力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规模处于第三梯队。

详见图 2。

图 2 截至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分布情况（单位：件）

（二）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1.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非职务发明 288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授

权专利的 15.0%，职务发明 1626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的 85.0%。在健康

医药产业中，职务发明 451 件，占健康医药产业授权专利的 71.2%，其中机关团

体拥有的授权专利最多，占健康医药产业职务发明的 53.7%；在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中，职务发明 307 件，占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授权专利的 95.0%，其中企业拥有

的授权专利最多，占先进装备制造产业职务发明的 87.6%；在大数据电子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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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职务发明 184 件，占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授权专利的 87.6%，其中企业拥

有的授权专利最多，占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职务发明的 81.0%。其他产业授权专

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详见表 1。

表 1: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单位：件

专利权人类型

产业类别
总计

非职务

发明

职务

发明

职务发明

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 机关团体

总计 1914 288 1626 1046 279 30 271

健康医药产业 633 182 451 63 145 1 242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323 16 307 269 31 3 4

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 210 26 184 149 30 1 4

清洁高效电力产业 183 13 170 146 2 5 17

新型建材产业 112 7 105 87 14 4 0

生态特色食品产业 110 6 104 87 12 4 1

基础能源产业 96 20 76 51 21 2 2

优质烟酒产业 92 9 83 66 13 4 0

现代化工产业 82 4 78 67 5 5 1

基础材料产业 73 5 68 61 6 1 0

图 3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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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职务发明分布情况（单位：件）

2.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截至 2020 年 8月 31 日，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非职务发明 470 件，占

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4.0%，职务发明 11289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

明专利的 96.0%。在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中，职务发明 4013 件，占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96.2%，其中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最多，占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职务发明的 90.5%；在现代化工产业中，职务发明 1588 件，占现代化工产业

有效发明专利的 97.1%，其中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最多，占现代化工产业职

务发明的 69.3%；在健康医药产业中，职务发明 1272 件，占健康医药产业有效发

明专利的 92.0%，其中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最多，占健康医药产业职务发明

的 74.2%。其他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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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截至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单位：件

专利权人类型

产业类别
总计

非职务

发明

职务

发明

职务发明

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 机关团体

总计 11759 470 11289 9147 1133 768 241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4172 159 4013 3633 189 125 66

现代化工产业 1635 47 1588 1101 316 162 9

健康医药产业 1382 110 1272 944 199 89 40

生态特色食品产业 975 37 938 721 109 80 28

基础材料产业 778 16 762 656 79 23 4

新型建材产业 772 18 754 625 80 41 8

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 772 15 757 651 52 29 25

优质烟酒产业 443 39 404 321 30 51 2

基础能源产业 438 21 417 300 64 46 7

清洁高效电力产业 392 8 384 195 15 122 52

图 5 截至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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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截至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职务发明分布情况（单位：件）

（三）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1.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分产业看，健康医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和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的授权

专利在贵阳市和遵义市具有比较优势；清洁高效电力产业的授权专利仅在贵阳市

具有比较优势；新型建材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和毕节市具有比较优势；生态

特色食品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基础能源产

业和基础材料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六盘水市和毕节市具有比较优势；优质

烟酒产业的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和毕节市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化工产业

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地区分布情

况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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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0 年 8 月市（州）十大工业产业授权专利分布情况

单位：件

产业类别

地区

健康医

药产业

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清洁高效

电力产业

新型建

材产业

生态特色

食品产业

基础能

源产业

优质烟

酒产业

现代化

工产业

基础材

料产业

总计 633 323 210 183 112 110 96 92 82 73

贵阳市 315 178 110 136 57 23 36 23 42 33

六盘水市 14 11 13 8 1 2 22 1 0 15

遵义市 144 63 26 6 10 45 4 32 8 6

安顺市 18 26 9 1 6 2 3 0 2 1

毕节市 24 4 14 10 17 5 21 19 3 9

铜仁市 26 5 8 3 2 5 1 0 2 2

黔西南州 27 2 6 12 7 2 2 0 1 0

黔东南州 25 9 16 4 5 4 3 7 1 2

黔南州 40 25 8 3 7 22 4 10 23 5

注：表中标红部分为该产业授权专利在市（州）分布中具有比较优势

2.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分产业看，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健康医药产业、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和优质烟

酒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在贵阳市和遵义市具有比较优势；现代化工产业的有效发

明专利在贵阳市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基础材料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在贵阳

市、遵义市和安顺市具有比较优势；新型建材产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和清洁

高效电力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仅在贵阳市具有比较优势；基础能源产业的有效发

明专利在贵阳市、六盘水市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地区分布情况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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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截至 2020 年 8 月市（州）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分布情况

单位：件

产业类别

地区

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

现代化

工产业

健康医

药产业

生态特色

食品产业

基础材

料产业

新型建

材产业

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

优质烟

酒产业

基础能

源产业

清洁高效

电力产业

总计 4172 1635 1382 975 778 772 772 443 438 392

贵阳市 2490 1022 832 303 432 507 621 240 228 310

六盘水市 84 21 18 9 16 20 9 2 56 19

遵义市 796 109 191 326 136 69 73 130 29 23

安顺市 324 56 104 68 102 47 25 17 6 7

毕节市 34 12 37 26 8 13 5 13 16 5

铜仁市 57 94 20 73 37 44 9 4 28 2

黔西南州 106 56 24 44 12 7 8 12 14 13

黔东南州 75 13 65 68 3 22 14 19 3 4

黔南州 206 252 91 58 32 43 8 6 58 9

注：表中标红部分为该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在市（州）分布中具有比较优势

（四）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分布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11759 件，维持年限在

5年以内的有效发明专利 5909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50.3%；维持

年限在 6-1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 4650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39.5%；

维持年限在 11-15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 1000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8.5%；维持年限在 16-2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 200 件，占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

利的 1.7%。

全省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中，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年

限在 5 年以内的专利最多，占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50.2%，维

持年限在 10年以上的专利仅有 354 件，占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

的 8.5%；现代化工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年限在 5 年以内的专利最多，占现代化

工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48.0%，维持年限在 10年以上的专利较少，占现代化

工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9.7%；健康医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年限在 5年以

内的专利为 430 件，占健康医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31.1%，维持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专利有 433 件，占健康医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31.3%。其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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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时间分布情况详见图 8。

维持年限在 15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仅有 200 件，占比最多的为健康医药

产业，清洁高效电力产业没有维持年限在 15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

图 7 截至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占比情况（单位：件）

图 8 截至 2020 年 8 月十大工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分布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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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总体情况

（一）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分布情况

1.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产业分布情况

2020 年 8月，全省授权专利 3586 件，属于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的授权专利总

量为 388 件，占全省授权专利 10.8%。其中，中药材产业授权专利居首位，专利

量为 55件，占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总量的 14.2%，蔬菜产业、水果产业、

茶产业和生态畜牧产业的授权专利为 47件、45 件、42 件和 41 件，分别占 12个

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总量的 12.1%、11.6%、10.8%和 10.6%，五个产业的授权

专利量处于 12个农村特色产业第二梯队；辣椒产业、刺梨产业、油茶产业、竹

产业、食用菌产业、石斛产业和生态渔业产业的授权专利规模处于第三梯队。详

见图 9。

图 9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产业分布情况（单位：件）

2.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分布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12162 件，属于 12 个农村特色

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为 2420 件，占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19.9%。其中，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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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为769件，占12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31.8%，

有效发明专利量处于 12个农村特色产业第一梯队；茶产业、生态畜牧业产业、

水果产业和蔬菜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分别为 324 件、267 件、260 件和 247 件，

占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13.4%、11.0%、10.7%和 10.2%，四个

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量处于第二梯队；食用菌产业、辣椒产业、刺梨产业、石斛

产业、竹产业、生态渔业产业和油茶产业的专利规模处于第三梯队。详见图 10。

图 10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分布情况（单位：件）

（二）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1.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专利权人类型情况

2020 年 8 月，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非职务发明 36件，占 12 个农村

特色产业授权专利的 9.3%，职务发明 352 件，占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的

90.7%。在中药材产业中，职务发明 48件，占中药材产业授权专利的 87.3%，其

中企业拥有的授权专利最多，占中药材产业职务发明的 75.0%；在蔬菜产业中，

职务发明 45件，占蔬菜产业授权专利的 95.7%，其中企业拥有的授权专利最多，

占蔬菜产业职务发明的 73.3%；在水果产业中，职务发明 40件，占水果产业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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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 88.9%，其中企业拥有的授权专利最多，占水果产业职务发明的 67.5%。

其他产业授权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详见表 5。

表 5: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单位：件

专利权人类型

产业类别
总计

非职务

发明

职务

发明

职务发明

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 机关团体

总计 388 36 352 254 84 9 5

中药材产业 55 7 48 36 8 2 2

蔬菜产业 47 2 45 33 8 3 1

水果产业 45 5 40 27 13 0 0

茶产业 42 3 39 29 8 1 1

生态畜牧产业 41 5 36 29 6 0 1

辣椒产业 31 2 29 20 6 3 0

刺梨产业 26 2 24 15 9 0 0

油茶产业 25 1 24 14 10 0 0

竹产业 21 2 19 14 5 0 0

食用菌产业 19 1 18 13 5 0 0

石斛产业 19 1 18 13 5 0 0

生态渔业产业 17 5 12 11 1 0 0

图 11 2020 年 8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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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职务发明分布情况（单位：件）

2.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截至 2020 年 8月 31 日，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非职务发明 111

件，占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4.6%，职务发明 2309 件，占 12 个农

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95.4%。在中药材产业中，职务发明 711 件，占中药

材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92.5%，其中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最多，占中药材产

业职务发明的 73.8%；在茶产业中，职务发明 318 件，占茶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98.1%，其中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最多，占茶产业职务发明的 84.9%；在生态

畜牧业产业中，职务发明 257 件，占生态畜牧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96.3%，其

中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最多，占生态畜牧业产业职务发明的 73.2%。其他产

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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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

单位：件

专利权人类型

产业类别
总计

非职务

发明

职务

发明

职务发明

企业 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 机关团体

总计 2420 111 2309 1731 351 167 60

中药材产业 769 58 711 525 107 51 28

茶产业 324 6 318 270 28 14 6

生态畜牧业产业 267 10 257 188 47 17 5

水果产业 260 8 252 179 54 17 2

蔬菜产业 247 8 239 165 35 34 5

食用菌产业 183 8 175 134 22 12 7

辣椒产业 100 4 96 68 9 18 1

刺梨产业 80 1 79 60 16 2 1

石斛产业 63 1 62 42 16 1 3

竹产业 47 1 46 40 6 0 0

生态渔业产业 45 4 41 34 5 1 1

油茶产业 35 2 33 26 6 0 1

图 13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专利权人类型分布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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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职务发明分布情况（单位：件）

（三）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有效发明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1.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分产业看，中药材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和遵义市具有比较优势；蔬菜产

业、茶产业、辣椒产业、食用菌产业和石斛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和

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水果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

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生态畜牧业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铜仁市

和黔东南州具有比较优势；刺梨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毕

节市、铜仁市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油茶产业和竹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

遵义市、铜仁市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生态渔业产业的授权专利在贵阳市、遵

义市和黔东南州具有比较优势。12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地区分布情况详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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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20 年 8 月市（州）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授权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单位：件

产业类别

地区

中药材

产业

蔬菜

产业

水果

产业
茶产业

生态畜牧

业产业

辣椒

产业

刺梨

产业

油茶

产业
竹产业

食用菌

产业

石斛

产业

生态

渔业

产业

总计 55 47 45 42 41 31 26 25 21 19 19 17

贵阳市 12 12 9 9 15 9 6 4 4 4 4 2

六盘水市 1 2 1 1 2 0 1 0 0 0 0 0

遵义市 22 7 8 17 6 5 5 4 6 4 4 6

安顺市 4 4 6 2 0 3 3 2 2 2 2 1

毕节市 1 2 3 2 0 1 3 1 1 2 1 0

铜仁市 4 3 6 3 7 3 3 10 3 2 2 1

黔西南州 0 2 0 0 0 0 0 0 2 0 0 0

黔东南州 5 1 3 0 7 0 0 0 0 1 2 7

黔南州 6 14 9 8 4 10 5 4 3 4 4 0

注：表中标红部分为该产业授权专利在市（州）分布中具有比较优势

2.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分产业看，中药材产业、茶产业、生态畜牧业产业、蔬菜产业和辣椒产业的

有效发明专利在贵阳市和遵义市具有比较优势；水果产业、石斛产业、竹产业、

生态渔业产业和油茶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和黔东南州具有比较

优势；食用菌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和安顺市具有比较优势；刺

梨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在贵阳市、遵义市和黔南州具有比较优势。12个农村特色

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地区分布情况详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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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20 年 8 月市（州）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地区分布情况

单位：件

产业类别

地区

中药材

产业
茶产业

生态畜牧

业产业

水果

产业

蔬菜

产业

食用菌

产业

辣椒

产业

刺梨

产业

石斛

产业
竹产业

生态渔

业产业

油茶

产业

总计 769 324 267 260 247 183 100 80 63 47 45 35

贵阳市 354 86 103 116 117 56 49 35 12 13 23 11

六盘水市 7 4 0 5 4 5 3 5 3 1 0 1

遵义市 149 138 74 45 44 45 23 10 23 20 8 5

安顺市 62 19 15 26 19 21 2 4 0 1 5 0

毕节市 27 2 3 8 11 12 5 3 2 0 0 1

铜仁市 41 25 27 13 8 13 4 2 2 0 0 2

黔西南州 17 12 10 4 4 9 0 2 3 2 0 0

黔东南州 57 21 11 29 15 11 8 8 11 7 6 12

黔南州 55 17 24 14 25 11 6 11 7 3 3 3

注：表中标红部分为该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在市（州）分布中具有比较优势

（四）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分布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2420 件，维持年

限在 5 年以内的有效发明专利 1324 件，占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54.7%；维持年限在 6-1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 858 件，占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

发明专利的 35.5%；维持年限在 11-15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 191 件，占 12 个农村特

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7.9%；维持年限在 16-2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 47件，占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的 1.9%。

在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中，中药材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年限

在 5年以内的专利最多，占中药材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43.6%，维持年限在

10 年以上的专利有 164 件，占中药材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21.3%；茶产业有

效发明专利维持年限在 5年以内的专利最多，占茶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57.7%，维持年限在 10年以上的专利仅有 5 件，占茶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1.5%；生态畜牧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年限在 5年以内的专利最多，占生态畜

牧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53.6%，维持年限在 10年以上的专利有 17件，占

生态畜牧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6.4%。其他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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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详见图 16。

维持年限在 15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仅有 47件，占比最多为中药材产业，

茶产业、食用菌产业、刺梨产业、石斛产业、竹产业、生态渔业产业和油茶产业

没有维持年限在 15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

图 15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占比情况（单位：件）

图 16 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个农村特色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维持时间分布情况（单位：件）

统计人员：任雪冰 田明 温权波 韩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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