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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全球经济海藻领域专利研发态势, 为中国经济海藻技术研发提供参考。基于德温特专利数

据库, 采用 Derwent data analyzer、Derwent innovation 等分析工具和平台对 1960—2020 年经济海藻领

域的专利文献进行分析。系统揭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海藻的全球专利数量变化趋势、专利技术构成、

代表国家或地区、主要专利权人、热点技术分布与变迁等内容, 同时以产业链为分析视角, 梳理热点

技术的上、中、下游区位, 并通过国际间对比分析得到中国在经济海藻领域技术研发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中国在经济海藻领域的产业链上游(如海藻栽培)、产业链中游(如药物制剂的治疗活性和提取技术)

和产业链下游(如食品烹饪、添加与保存、饲料、肥料和医疗制剂等领域)占据优势, 与韩国和日本的产

业竞争主要存在于产业链下游, 如化妆品、个人护理品和生物杀菌剂等领域, 当前缺乏对生物燃料、

节能环保和环境修复的研发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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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汇编的 新全球水产

养殖数据, 2018 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鲜重达到 1.145 亿吨, 其中水生藻类产量达到 3 240

万吨, 贡献了 133 亿美元的交易份额[1]。从图 1 中可

以看出, 水生藻类(多数为海藻)自 1990 年以来养殖

产量呈逐年增长趋势, 成为代表性水产养殖品种。持

续稳定的海藻产量输出为其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资源基础, 成为水产养殖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此同时, 海藻产业在全球水产养殖业的活跃度

不断攀升, 主产地区覆盖 50 多个国家, 80%以上的产

量来自于海带、麒麟菜、裙带菜、江蓠、紫菜等大

型海藻[2]。亚洲地区是世界上水生藻类的主要养殖区,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全球海藻栽培与养殖、

生产与加工、贸易与进出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海藻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率先在世界上

建立了海藻全人工养殖技术, 现已成为全球 大的

海藻生产国[3]。从《2020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可以

看出, 中国藻类养殖面积比较大的 4 种经济海藻分

别为海带、裙带菜、紫菜和江蓠, 其养殖面积总和约

占藻类总养殖面积的 95.7%。 

人类对海藻的规模化栽培与养殖已有几十年的

发展历史, 现阶段面临着以下问题: 1)技术问题, 海 

藻的新种类、新品种培育、养殖/栽培技术的自动化、

机械化是海藻实现栽培产业升级的基础。2)转型问题, 

海藻产业亟需实现从初级粗加工转向高附加值精细

开发的优化升级。3)环境问题, 海藻在产业化过程中

有待进一步提升环境清洁率。 

本文基于专利文献 , 分析经济海藻领域的专利

申请趋势、技术研发概况、技术热点聚集与变迁以

及主要国家的技术分布与研发热点等重要基础信息, 

旨在从技术视角总结和归纳经济海藻领域的研发态

势, 供水产养殖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决策人员参

考, 以期促进中国经济海藻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1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科睿唯安公司的德温特创新索引专利数

据库(Derwent innovation index, 简称 DII)作为全球

专利数据源, 检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9 日。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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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0—2018 年世界水生动物和藻类养殖产量[1] 

Fig. 1  World production of aquatic animals and algae from 1990 to 2018[1] 

 
建检索表达式之前, 首先明确研究目的是通过对经

济海藻专利数据的分析, 了解该领域的研发态势、关

键技术、主要代表国家的重点技术分布与研发热点, 

从而梳理出技术发展趋势。因此, 对经济海藻专利文

献的检索在开展专利分析前不需人为限定和预设技

术研发的侧重与应用领域。接着实现经济海藻代表

品种与检索主题词表达的匹配。依据中国渔业年鉴

数据并结合专家讨论, 确定经济海藻的代表品种为

海带、裙带菜、紫菜和江蓠。 后, 确定检索主题词

为“Laminaria; Saccharina; Kelp; Porphyra, Pyropia; 

Laver; Gracilaria; Undaria pinnatifida; Wakame”, 共

获得 21 500 条数据。专利文献的分析工具主要采用

了科睿唯安公司的 Derwent data analyzer 软件和具有

文本聚类功能的 Derwent innovation 数据库。 

采用专利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

究经济海藻领域的技术研发态势。专利定量分析是

对专利数据进行统计从而得出全局态势, 包括专利

申请趋势、专利申请国家、专利技术分类等多种角

度 , 目的在于快速了解该领域技术研发概况 , 通过

深入分析、以量化的形式揭示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海

藻技术领域中的研发实力, 由此得出下一步专利定

性分析的对象与目标。专利定性分析则侧重对技术

内容的挖掘, 包括对重要国家及其主要专利权人、关

键技术的着重分析, 把握经济海藻技术研发现状并

预测技术研发的重点与热点, 从而在国家层面和产

业层面具备宏观与微观认识, 为该领域技术研发寻

求方向与建议。 

2  经济海藻全球研发态势分析 

2.1  经济海藻全球专利数量变化趋势分析 

海藻作为水生植物, 其生长环境对水域环境要求

较高, 因此海藻领域的技术研发并非呈现直线递增趋

势。图 2 展示了 1960—2020 年全球经济海藻相关专

利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由于专利自申请日到公开日

一般有 18 个月的滞后期, 而德温特专利数据库对已

公开专利的收录也存在延误, 因此 2019 年和 2020 年

的数据并不完整, 仅供参考。总体来看, 经济海藻的

专利研发趋势呈现波动上升的特点, 表现比较突出的

国家集中在亚洲地区, 分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 

根据专利申请的数量及发展趋势, 将经济海藻

的专利技术发展划分为 3 个阶段。第 1 阶段(1960—

1980 年), 经济海藻缓慢萌芽期。这一时期经济海藻

专利申请数量不多, 专利增速比较缓慢。申请国家主

要来自于日本和美国。日本在该阶段专利研发的技

术内容主要包括对普通食品加工与保鲜和面向多领

域的聚合物应用。第 2 阶段(1981—2012 年), 经济海

藻波动成长期。这一时期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上升, 但

呈现波动现象。日本和韩国是技术成长期的主要力

量来源, 其中在 1981—1997 年间日本表现较为突出, 

韩国于 1998 年之后呈接力态势, 实现十数年的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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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济海藻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 
Fig. 2  Annual trend of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economic seaweed 

 
增长。中国于 1984 年开始出现经济海藻的专利申

请, 相比于日本的第一项专利晚了 22 年。这一阶段

技术研发内容重点依然是食品加工与保鲜, 与此同

时, 对海藻成分提取并应用于医疗制剂、器官治疗等

医药领域也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第 3 阶段(2012—

至今), 经济海藻增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对食品、医

药领域研发的关注并未消减, 新增技术重点包括果

蔬类产品的处理与保鲜、天然产物提取技术以及面

向洗涤、消毒等清洁行业的工业生产技术。该阶段

日本的专利研发劲头逐渐式微 , 韩国和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历了缓慢增长阶段, 一直到 90

年代后期发展步调基本保持一致。韩国于世纪之交

实现了专利数量的快速突破, 在 2010 年之前一直

处于数量领先地位。韩国政府在 2000 年制定了《海

洋开发基本计划》指导性文件, 就深海研究、生物

多样性研究和利用海洋生物开发新资源展开一系

列科学考察和研究活动[4]。中国进入 21 世纪以后实

现稳步增长, 尤其是近十年表现较好, 自 2011 年实

现反超, 2013 年突破数量大关, 至今领先于日本、

韩国等代表性国家。 

将全球经济海藻专利申请趋势和主要国家的历

年专利申请数量变化相结合, 可以看出在经济海藻

专利技术发展的缓慢萌芽期, 日本和美国贡献了主

要力量 ; 在波动成长期的前端力量主要来自日本 , 

终后端力量来自韩国。中国成为增速发展期的坚实

力量 , 高度领先于其他国家 , 在专利数量上占据重

要优势。正是因为在经济海藻领域的不懈探索, 中国

在 2016 年迎来经济海藻专利技术研发的高潮。于

2017 年 9 月在农业农村部科教司的带领下正式组建

和启动中国第 50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藻类

产业技术体系, 开启了新时代推进中国藻类产业大

发展的新征程[5]。 

2.2  经济海藻全球专利技术构成分析 
为进一步全面了解经济海藻技术领域发展 , 对

其相关专利依据德温特手工代码进行筛选与分类, 按

照申请量排序选取前 20 位专利技术代码并构成经济

海藻的主要技术列表(表 1),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相关

矩阵(图 3)。德温特手工代码(Derwent manual code)

是德温特索引专家针对每项专利给出的手工号码 , 

在揭示和表达技术类别及其具体含义方面更具准确

性和易读性, 因此用德温特手工代码分析某领域的

技术构成具有合理性[6]。 

从经济海藻主要技术列表可以看出食品处理、

加工与保存, 对天然产物的提取用于多种疾病类型

的制药制剂活动占据了经济海藻的主要技术阵地。

事实上, 海藻在食品和医药领域的应用在其尚未形

成产业化格局之前就已被广泛使用与熟知。在中国，

第一部辞典《尔雅》在对古汉语词的释义中出现了



 

 Marine Sciences / Vol. 47, No. 2 / 2023 23 

“海藻”一词，《神农本草经》较为明确和详细地记

载了海藻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和《食用本草》

等著作记述了十几种既可食用也可药用的种类, 其

中就详细记载了海带、紫菜、江蓠和裙带菜等经济

海藻的食用方法和食疗价值[7]。随着近些年化妆品和

保健品行业的兴起, 海藻的食用、药用和保健功能有

望在化妆品、医药化妆品、医疗制剂和功能性食品

领域形成高附加值产业链。 

 
表 1  经济海藻主要技术列表 
Tab. 1  Main technology of economic seaweed 

排序 数量/个 德温特手工代码 德温特手工代码释义 排序 数量/个 德温特手工代码 德温特手工代码释义 

1 8 046 D03-H 普通食品加工与保鲜 11 2 022 B04-C 天然聚合物(制药) 

2 5 860 B04-A 生物碱提取(制药) 12 551 B14-N 器官治疗(制药) 

3 4 999 B14-S 制药活动-环保配方 13 1 976 C04-A 植物提取物-天然产物 

4 3 573 D03-N 蔬菜类产品的处理与保鲜 14 1 924 D03-P 水果类产品的处理与保鲜

5 3 168 B04-B 动物, 微生物和一般提取物 15 1 921 B12-M 配方类型 

6 3 066 D05-A (食品、洗涤、消毒制剂)工业发酵 16 1 912 B14-E 作用于胃肠系统的药物

7 2 525 B14-N 器官治疗(制药) 17 1 808 B14-F 
作用于血液和 

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8 2 367 A12-W 聚合物应用-多领域 18 1 648 A03-A 多糖(非纤维素) 

9 2 268 D03-G 动物饲料 19 1 604 D03-L 
(大米等产品) 

食品成型与处理 

10 2 265 B04-F 
细胞, 微生物,  

转化体, 宿主(制药) 
20 1 563 C14-S 疾病治疗-农业活动 

 

图 3  关键技术自相关矩阵 

Fig. 3  Autocorrelation matrix of key technology 

 
对经济海藻领域排名前 20 位的德温特手工代码

进行矩阵分析, 选取相关值超过 0.5 的 10 项技术代

码构成关键技术自相关矩阵(图 3)。对经济海藻关键

技术自相关矩阵分析可以加强对某些关键技术重要

性的认识, 进一步识别可能存在交叉技术领域的未

来发展潜力, 从而为经济海藻领域的高附加值转型

提供思路和方向。在自相关矩阵中, 相关性区间为

0~1, 相关值越接近 1 表示技术间的相关性越大。 

在关键技术自相关矩阵中 , 一方面 , 一项技术

点自身呈线性相关, 为 大值 1; 另一方面, 是两项

技术点结合的相关性, 相关值越大表示技术点间存

在交叉领域的可能性越大。从图 3 可以看出, 经济海

藻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医疗制药领域和食品保鲜领域

为相关。其中 B04-A(制药-生物碱提取)在与其他

技术进行相关交互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多、更强的相

关性, 具体包括 B14-S(制药活动)、B04-B(动物, 微

生物和一般提取物)、B14-N(制药-身体器官治疗)和

B14-F(作用于血液和心血管系统的药物), 相关值分

别为 0.88、0.699、0.593 和 0.528。这表示在制药领

域对天然产物的提取、对身体各部位器官的治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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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耳鼻喉疾病治疗、牙科治疗、皮肤治

疗等)和作用于血液和心血管系统的制药制剂类型是

比较重要的技术。其次是相关值为 0.51 的 D03-H(普

通食品加工与保鲜)和 D03-N(蔬菜类产品的处理与

保鲜)两项技术代码, 意味着在食品领域对菜蔬类产

品的处理与保鲜也是经济海藻应用的技术之一。采

用海藻制备果蔬的保鲜剂产品具有抗果蔬病原菌特

性 , 可替代化学杀菌剂的保鲜与生物防治功能 , 主

要成分是海藻多酚、海藻多糖, 具有安全性和低成本

优势 [8-9]。值得一提的是 , 在经济海藻领域多糖类

(A03-A)药物可能是天然药物研究的热点之一。海藻

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 海藻多糖是一种优良的

润肤剂, 在医药和化妆品领域表现不俗。作为天然聚

合物, 海藻多糖具有能量储存、结构支持、防御功能

和抗原决定性等多方面的生物功能, 多糖类和药物

的结合是多糖及其衍生物发挥药理活性的表现, 在

抗肿瘤、抗病毒、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等功能

上表现良好[10]。因此, 海藻多糖与制药领域结合具有

一定发展潜力。 

2.3  经济海藻全球专利国家或地区分析 

专利技术的来源地是指专利 早优先权国家或

地区 , 通过优先权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来看 , 全球有

50 多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海藻领域进行了专利申

请。根据优先权国家或地区专利申请数量分布来看, 

中国、韩国和日本是排名前 3 位的国家(图 4)。其中

日本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 技术基础比较雄厚, 

后被韩国和中国超越, 目前申请专利 2 922 件, 占

全球经济海藻专利申请总量的 13%, 排名第三。韩

国申请专利 4 824 件, 占全球经济海藻专利申请总

量的 22%, 排名第二。中国申请专利 12 152 件, 占

全球经济海藻专利申请总量的 55%, 排名第一。单

从数量上看 , 中国在该领域属于后来者居上 , 牢牢

占据研发优势和实现产业化的技术资本, 但不应忽

略起步较早日本国家的技术实力, 更要学习与重视

韩国倡导科技与绿色环保双导向的海洋产业发展

意识。 

专利技术的市场国家/地区是指同族专利的申请

国家或地区 , 从专利技术的市场分布来看 , 专利市

场主要分布于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图 5)。

中国、韩国和日本既是经济海藻专利技术的主要来

源国, 又是主要市场国。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

道, 海藻产品是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膳食中的重要

构成部分。韩国、中国和日本作为经济海藻专利技

术的主要来源国和市场国既包含饮食传统因素, 又

有因地制宜因素。 

 

图 4  技术来源国家或地区 

Fig. 4  Sources of technology by country/region 

 

图 5  技术市场国家或地区 

Fig. 5  Market for technology by country/region 
 

2.4  经济海藻全球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对专利权人集中度的分析意在掌握某一技术领

域的垄断程度(图 6)。经济海藻相关专利申请机构中, 

申请量居前 10 位的机构专利输出量占全球申请总量

的 4.67%, 排名前 50 位的机构专利输出量占全球申

请总量的 13.15%, 排名前 100 位的机构专利输出量

占全球申请总量的 19.56%, 专利申请累积百分比整

体不高。从排名前 20 位专利权人申请概况来看(见

表 2), 排名第一的 Kim 和排名第 10 位的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专利数量差距并不大, 因此在经济海藻

领域可能尚未出现技术垄断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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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专利权人集中度 

Fig. 6  Patentee concentration 
 

表 2 是排名前 20 位专利权人(包括个人或机构)的

申请概况。从专利申请走势来看, 对经济海藻的技术研

发尚未形成稳定、连续和长期的申请格局。虽然有相

当一部分专利权人在此领域进行了数十年的探索, 但

全年无申请量的现象偶有发生。日本虽然对经济海藻

的技术研发开始较早, 但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到

90 年代后期, 整体上在 2010 年之前表现活跃, 近 10

年处于沉寂状态, 只有少数独立专利权人在 2010 年后

仍有产出。因此在排名前 20 位的专利权人中, 并未有

日本国家的代表。从申请时间来看, 韩国的技术研发持

续时间 长, 产出较为稳定。在中国的主要机构专利权

人代表中,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技术研发开始 早, 

至今已有 24 年的研发历程。中国海洋大学紧随其后, 

从 2000 年开始, 至今也有 20 多年的技术探索。 

 
表 2  排名前 20 位专利权人申请概况 
Tab. 2  Application profiles of the top 20 patentees 

专利权人 申请量 申请时间 专利申请走势 所属国家

Kim K H 165 32 年(1989—2020 年)

 

韩国 

Zhangzhou Jinpu Sanyuan Food Ind Co Ltd 119 5 年(2014—2018 年)  中国 

Univ China Ocean 108 21 年(2000—2020 年)
 

中国 

Lee K S 105 31 年(1989—2019 年)
 

韩国 

Wang H 97 28 年(1993—2020 年)
 

中国 

Lee J H 95 38 年(1982—2019 年)

 

韩国 

Univ Chosun Ind Academic Coop Found 88 19 年(2001—2019 年)

 

韩国 

Kim J S 85 28 年(1993—2020 年)
 

韩国 

Univ Jimei 72 16 年(2005—2020 年)
 

中国 

Inst Oceanology Chinese Acad Sci 71 24 年(1996—2020 年)

 

中国 

Kvasenkov O I 67 8 年(2007—2014 年)

 

俄罗斯 

Liu S 67 25 年(1996—2020 年)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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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利权人 申请量 申请时间 专利申请走势 所属国家

Chen L 66 27 年(1994—2020 年)
 

中国 

Kim Y S 65 21 年(1999—2019 年)

 

韩国 

Univ Ningbo 65 16 年(2004—2019 年)

 

中国 

Dalian Shuobei Yingbo Biotechnology Co 63 1 年(2013 年) / 中国 

Park J H 59 21 年(1997—2020 年)

 

韩国 

Li H 57 27 年(1993—2019 年)

 

中国 

Park S 55 29 年(1992—2020 年)
 

韩国 

Wang X 55 26 年(1994—2019 年)

 

中国 

 
通过统计专利权人的个人或机构属性 ,  可以

分析在经济海藻领域机构申请的占比和技术实现

转化的潜力与可能。在前 100 位专利权人的属性统

计中(图 7), 中国在专利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 超出

一半的专利权人都来自中国。但专利权人中个人占

比约为 45%, 在专利技术转化层面可能存在障碍 ; 

韩国面临与中国相似的问题 ,  其专利权人以个人

为主 , 占比约为 80%; 日本在前 100 位专利权人中

的代表虽然不多 , 但专利权人以机构为主 , 占比

79%。中国的漳州金浦三源实业有限公司是排名第

2 位的专利权人 , 该公司于 2014 年成立 , 经营范围

涉及海藻养殖、加工、销售 ; 水产品、农产品、罐

头制品(水产罐头、海藻饮品)、调味料、休闲食品

的加工、销售等。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

洋大学、集美大学和宁波大学作为高校院所专利权

人代表具有一定的技术研发实力 ,  在研发进程和

研发数量上发挥了领先带头作用。自 2000 年以来 , 

集美大学、宁波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机构对

坛紫菜新品种进行培育 , 致力于高品质坛紫菜养

殖产业的种质资源收集和育种 ,  终实现了在福

建、浙江南部和广东北部沿海的大规模养殖 , 产量

占全国紫菜总产量的 70%左右 , 为中国东部沿海  

社会主义新渔村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1]。此外 , 

在前 100 位专利权人中 , 除去来自俄罗斯的个人专

利权人 , 还有两位分别来自法国的欧莱雅集团和

来自德国的巴斯夫公司。欧莱雅作为国际知名品牌 , 

一直重视在护肤品、化妆品、护发剂等领域的技术

研发。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顺应消费行业需求 , 欧

莱雅致力于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材料 , 其中包括野

生海藻提取技术研发 , 成功应用于护肤品和护发

剂。巴斯夫股份公司是德国的化工企业 , 也是世界

大的化工厂之一 , 商业领域覆盖食品、医药、工

业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图 7  经济海藻领域前 100 位专利权人属性统计 

Fig. 7  Attributes of the top 100 patentees in the economic 
seawee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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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经济海藻全球热点技术分析 
通过 Derwent innovation 数据库文本聚类分析功

能, 提取经济海藻领域近 5 年主要热点技术和数量

分布, 制成桑基图, 如图 8所示。从图 8可以看出, 食

品烹饪、添加与保存是近 5 年来 热门的技术主题, 

其次是医疗制剂包括医药制备、医学材料等。从不

同技术主题的年份流向可以看到热点的聚集与迁

移。2016 年和 2017 年经济海藻领域研发活跃在以粉

末为主要形态的功能性食品、饲料的食品添加剂和

医疗制剂等领域, 同时对包括中草药成分在内的活

性成分研发表现积极。经济海藻的养殖、栽培与干

燥设备研发技术在近 5 年呈现均衡分布, 可以推测

出对该技术热点的研发趋向长期而稳定。对化妆品

及其成分的研发自 2016 年呈现上升趋势 , 预测在

2019年和 2020年的完整专利数量依然会保持良好增

长。2018—2020 年除去食品烹饪、添加与保存技术

占据相当比重 , 其他热点技术分布趋向分散 , 尤其

以饲料、肥料、动物饲养与护理、海藻栽培和化妆

品成分研究为代表 ,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 , 经

济海藻领域的技术研发逐渐呈现多样化态势。 

 

图 8  近 5 年热点技术分布 

Fig. 8  Distribution of hotspot technologies in the last 5 years 
 

综上, 经济海藻技术领域的热点技术包括以粉

末为主要形式的功能性食品和饲料添加剂、以海藻

为主要原料的中草药、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针对

各种疾病类型的医疗制剂研发, 其中海藻活性物质

与提取技术研究是当下研发的热点。在经济海藻领

域实现产业转型过程中, 螺旋藻作为新型“药食同

源”的优质蛋白成分, 在食品、保健品和医药领域

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12]。其生物活性包括增强免疫

力、抗肿瘤、降血脂和抗疲劳等功能, 在食品添加

剂中应用较广。与此同时, 在动物饲养与护理中螺

旋藻也可作为食品添加成分应用于宠物食品、护理

品等发展前景较好的行业。此外, 还有以海藻渣为

原料 , 通过微生物发酵 , 制备海藻钾肥等肥料应用

于农业种植领域的研发, 旨在提升经济海藻的环境

清洁率与高附加值利用, 对该类技术的研发意味着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重实现。 

图 9 展示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技术热点分布

及其对应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区位。从图中不仅可以

看出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技术热点分布与布局对比 , 

还可以明确经济海藻领域产业链发展现状。根据代

表性国家的技术热点分布及布局 , 结合产业链视

角进行分析 , 可以看出海藻栽培及干燥技术位于

产业链上游区位 , 中国在该区位占据一定数量优

势。与日本对海藻干燥技术研发集中在温室型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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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热型干燥相比 , 中国在温室型干燥技术研发

还处于空白 , 集热型干燥技术研发也只有零星布

局。对海藻进行干燥处理是海藻储存、加工、生产

的重要工艺流程之一 , 中国对此应注重海藻干燥

技术的研发并建立产学研合作体系 , 通过理论不

断指导实践 , 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明确研发重点与

方向 , 打下坚实的产业链上游基础 , 终实现工

业化生产 [13]。  

 

图 9  中日韩热点技术及产业链分布 

Fig. 9  Distribution of hot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chai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对药物制剂的治疗活性研究与提取是海藻面向

产业应用的重难点技术。该技术与化妆品成分研究

存在交叉与相关性, 位于产业链中游区位。中国、日

本和韩国的技术研发目前已形成竞争态势。对化妆

品和个人护理品成分研究表现为具有药用功能的药

妆品研发、具有保健、养护功能的个人护理品研发。

此外 , 食品成型与加工技术也处于中游地段 , 中日

韩三国处于竞争格局。该技术具体指食品加工、制

备与包装方法研究 , 依赖于长期存在的饮食文化 , 

日本和韩国技术实力较强, 两国在以紫菜为主的调

味品和饭团制作技术研发上占领一定优势。其中饭

团作为日本的传统食品 , 主要包装材料是海苔 (紫

菜), 日本在饭团食品的研发上侧重分离包装和微型

化包装技术。中国对此竞争领域的应对策略是在充

分调研国内餐饮市场的基础之上, 结合健康饮食在

未来饮食市场发展的风向, 从中析出与海藻品种和

成分相关的餐饮在其中所占的份额, 再考虑是否加

大以饭团为代表的食品加工、制作与包装等研发投

入与技术布局。产业链的下游地段主要包括以食品

烹饪、添加与保存、饲料、肥料、医疗制剂、动物

饲养与护理与生物杀菌剂等已形成产品的技术领

域。中国、日本和韩国在食品烹饪、添加与保存、

医疗制剂、饲料和肥料领域占据优势, 在化妆品领域

与韩国存在竞争关系。韩国对化妆品领域的研发集

中在药品和药妆品层面, 主要针对皮肤和护发的海

藻活性成分提取。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在经济海藻领

域开展化妆品成分提取的研发起步并不算晚, 整体

研发数量却不多 , 还处于边缘位置 , 主要发展瓶颈

在于对关键原料与配方的研发环节。近年来随着消

费升级带来行业景气度的提升, 主营化妆品业务的

国产公司逐渐重视研发投入, 上海家化、珀莱雅等公

司与多家医院、高校合作, 力求在原料研发与配方研

发上实现突破。其中上海家化根植中国传统中草药文

化，形成了中草药链式研究模式，在美颜古方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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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导下进行成分开发和有效提取，生产中草药添加

剂，应用于旗下佰草集等品牌产品; 珀莱雅则创建了

高水平的研发创新中心，并与部分高校、国家深海基

地管理中心和法国国家海藻研究机构等开展战略合

作，为产品技术研发注入优质资源[14]。 

通过技术分布关系和产业链分析 , 中国在经济

海藻领域的专利研发热点上占据数量优势, 现有技

术大部分与热点技术相匹配。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

是 , 专利数量优势并不意味着专利质量优势 , 中国

在拥有雄厚专利基础池的前提下应考虑如何实现与

加快产业化进程。 

3  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专利分析可以看出 , 中国经济海藻的技

术研发晚于日本和韩国。但随着中国不断加大科研

投入和科研人员的努力, 中国经济海藻的专利申请

总量已位列全球第 1。在全球前 20 位的经济海藻专

利权人中, 中国大多以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形式出现, 

这将为技术转化和产学研体系建设提供条件, 但同

时有相当一部分专利权人以个人为代表, 技术研发

条件受限。相对于日本与韩国在食品、化妆品和个

人护理等产品领域深耕多年, 中国在经济海藻领域

的专利研发应注重将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 提

高专利转化率和加快产业化。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形势对全球以及中国

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 持

续的技术研发和生态多样性保护是水产养殖业发展

的基石。通过上述对专利技术层面的分析, 经济海藻

的养殖/栽培、处理和加工技术是长期而稳定的研发

主题。经济海藻应用于食品和功能性食品、治愈性

医疗和制药以及养护性化妆品和护肤品领域是实现

高附加值产业链的主要突破口。此外, 经济海藻对生

物燃料、节能环保和环境修复的探索尚未在专利技

术研发层面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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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esent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D of economic seaweed and layout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atent data of global economic seaweed. Based on the Derwent patent database, the study reveals the global 

R&D trends in the patent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seaweed from 1960 to 2020 using the Derwent Data Analyzer, 

Derwent Innovation, and other tools or platforms. We consider quantitative trends, technology structures, specific 

countries/regions, main patentees, and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in hot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 of the industry 

chai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countries/region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seaweed, 

the study draws conclusions on the position of hot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chain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

lenges for China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lgae. China is advantageous in the upstream (e.g., seaweed cultivation), 

midstream (e.g., therapeutic activity and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and downstream 

(e.g., food cooking, addition, and preservation; feed, fertilizer, and medical prepar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seaweed) of the industry chain. The industry competition among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mainly exists 

downstream of the industry chain, such as cosmetics, personal care products, and biological fungicides. Notably, 

China may need to pay increased attention to special issues such as biofue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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