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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全球玉米淀粉利用发展态势，比较国内外主要研发机构的技术进展和战略布局，为中国

在该领域提供参考借鉴。基于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PatSnap），运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从时

间趋势、地域分布、技术分布和研发机构等维度梳理全球玉米淀粉技术发展态势。结果显示，当前全

球玉米淀粉利用技术趋于成熟和稳定，应用领域以食品加工和动物饲料为主，并逐渐向医药制剂、材料

科学、微生物培养发酵和遗传工程领域发展。中国在专利数量上实现领先，在全球化布局、技术质量

和产业化发展上差距显著。建议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和全球化布局，提高产业化发展水平，增强知识产

权保护和市场竞争意识，为我国玉米淀粉全产业链高值化利用提供机遇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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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global trends in corn starch utilization and compare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strategic layouts of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is study aim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China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ve corn starch utilization. Based on the 

PatSnap global patent database, the study employed 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ation methods to analyze global 

corn starch technology tren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mporal trend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echn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lobal corn starch utilization 

technology had matured and stabilized, with applications primarily in food processing and animal fe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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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expanding into the fields of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s, materials science, microbial culture and 

fermentation,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Although China led in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ap in global strategic layout, technology qual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wa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strategic layout, enhanc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These 

efforts were expected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the high-value utilization of 

Chinese entire corn starch industry chain. 

Key words: corn starch; patent; innovative utilization; development trend; global perspective 

玉米淀粉是重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之一，可

进一步加工生产淀粉糖、变性淀粉、味精、有机

酸及化工醇等产品[1]，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工、

医药等行业[2]。中国作为玉米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2022 年种植面积为 43 070 000 hm2，产量达

277 203 000 t[3]，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提

供有力的物质保障。与国外相比，我国玉米淀粉深

加工比例严重不足，深加工所用玉米淀粉比例仅为

30%左右[4]。为促进玉米淀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023 年农业农村部等 15 部门发布的政策措施中，

提出了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布局调整、积

极培育精深加工企业、提升技术装备水平等，旨

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5]。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政策支持，玉

米淀粉创新应用技术得到了发展和创新，在推动产

业升级、满足市场需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

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保障

食品安全和健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将为社会

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发展前景广阔。 

专利作为记录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文

献载体，对于理解一个领域的技术发展态势、探

究创新利用现状、分析产业分布格局以及预测市场

发展趋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10]，可以为各类利

益相关者提供宝贵的决策支持和战略指导[11-12]。

目前，基于专利文献对技术发展态势和产业发展

趋势的研究日益广泛。在玉米领域，王敏等[13]在

分析了玉米育种专利在全球的发展动态与竞争态

势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玉米育种技术在全球中

的地位、优势与不足；党星等[14]、贾倩等[15]、程

兴茹等[16]基于专利的基础上，分析了转基因玉米 

的布局状况、技术发展路线、未来发展方向国内

外差异等；陈理等[17]从申请趋势、申请机构、综

合实力和各国专利布局等方面，对比分析了全球

玉米秸秆专利的共性关键技术和发展态势。综上

可见，玉米领域已有研究多以育种技术、苏云金

芽胞杆菌基因抗虫基因或秸秆利用为研究对象，

而在玉米淀粉创新利用领域深入分析其发展态势

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缺乏对全球玉米淀粉创新应

用及产业发展格局的系统性梳理。因此，通过统

计分析全球玉米淀粉利用技术的专利文献，运用

文献计量和可视化方法，梳理在时间趋势、地域、

热点技术和研发机构的布局状况，深入分析我国

与国际的技术布局差异，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和

对策，为今后我国合理部署玉米淀粉技术创新、

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布局上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专利数据来源于智慧芽全球专利检索数据库

（PatSnap），深度整合了从 1790 年至今的全球

164 个国家地区的 1.7 亿多个专利数据。本研究以

玉米淀粉为主题进行专利检索，进行检索时，只

有在专利的摘要、声明和题目中明确提及以玉米

淀粉为原料或相关加工技术的专利才会被纳入研

究范围，检索式为 ABST：（玉米淀粉 OR 玉蜀黍

淀粉 OR 玉米面 OR corn starch OR maize starch 

OR corn flour），并剔除掉公开、实质审查、驳回

等未授权的专利。经过专利同族扩充和清洗后，

最终检索到 1897—2023 年 17 417 项已授权的相

关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 97.06%，实用新型专利

占比 2.94%。鉴于专利申请到专利公开最长有 18

个月的滞后期，然后再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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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3年申请的已授权专利数少于最终的实

际授权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时间趋势分析 

鉴于 1897—1949 年玉米淀粉专利年授权量

不足 20 项，玉米淀粉研究处于萌芽阶段，本图（图

1）不再深入分析。1950—2023 年的玉米淀粉专 

利发展历程可划分为早期探索阶段、成长发展阶

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成熟发展阶段。 

早期探索阶段（1950—1980 年），年度授权

量维持在 22~97 项。应用领域主要为食品制备和

保存（A23L）为主，随着玉米淀粉深加工和发酵

工艺的发展探索，在多糖类和衍生物（C08B）、

医用或化妆配置品（A61K）、动物饲料（A23K）

及发酵或酶合成物（C12P）等领域得到初步应用。 
 

 
 

图 1  全球玉米淀粉专利年度申请趋势 

Fig.1  Global trends of annual filing for corn starch patent 
 

成长发展阶段（1981—2003 年），玉米淀粉

加工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全球专利年度授权量

由 122 项增长至 320 项，中国专利年度授权量在

此阶段达到了全球领先地位。此阶段仍以食品制

备和保存（A23L）为主，医用或化妆配置品

（A61K）、多糖类和衍生物（C08B）领域也保持

稳定发展。同时在焙烤（A21D）、糖果等零食加

工（A23G）及微生物培养和遗传工程（C12N）

等领域得到迅速发展。说明玉米淀粉深加工技术

实现了突破，应用领域得到广泛布局。 

快速发展阶段（2004—2013 年），随着人们

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健康保健的重视，以及淀粉

提取与分离、变性淀粉、材料科学、抗性淀粉等

生物制造技术的成熟，玉米淀粉精细加工得到更

充分的应用。此阶段，全球玉米淀粉专利授权量

在动物饲料（A23K）、食品制备和保存（A23L）、

医用或化妆配置品（A61K）、焙烤（A21D）等技

术领域迅速增长，全球共授权 5 834 项，占全部

玉米淀粉专利的 33.50%，并于 2013 年达到峰值

（1 511 项）。 

成熟发展阶段（2014—2023 年），每年玉米

淀粉授权量保持在 400 项以上。应用领域仍以食

品制备和保存（A23L）、动物饲料（A23K）为主，

但增长速度减缓。在医学和卫生学（A61）、有机

高分子化合物合成（C08）及生物化学、微生物

发酵和遗传工程（C12）等领域得到快速发展。

说明玉米淀粉常规加工技术已经成熟，逐步向医

药制剂、材料科学、微生物发酵和遗传工程方面

发展。 

2.2  全球市场分析 

通常把专利申请人所在地区视为技术来源区

域，专利申请区域作为目标市场区域，反映技术

来源区域对目标市场的重视程度。由图 2 可知，

中国作为技术来源国共获得授权专利 7 724 项，

占全球专利授权量的 44.35%，其后依次为美国

（1 543 项）、俄罗斯（1 140 项）、日本（1 136

项）和韩国（1 051 项）。说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

的玉米生产国之一，玉米淀粉技术研发受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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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显著影响。  

从目标市场区域来看，法国、德国、墨西哥、

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国际性玉米淀粉专利占

比较高，占比分别为 92.86%、83.49%、78.30%、

60.68%、60.66%。中国的国际性布局仅占 1.84%，

在玉米淀粉热点市场的北美仅获得授权 20 项，在

欧洲获得授权 19 项、在南美没有授权专利。由此

可见，中国虽然总授权量达到领先水平，但主要

针对国内市场，国际化布局较弱，对北美、南美、

欧洲等热点市场目标性程度较低。 

 

 
 

图 2  全球玉米淀粉专利技术来源区域分布 

Fig.2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orn starch patent technology source regions  

 

2.3  技术发展态势分析 

2.3.1  技术分布 

国际专利分类（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专利技术分类体系，蕴

含着丰富的专利技术信息。通过对全球玉米淀粉

专利主要分类号进行分析发现，全球玉米淀粉应

用技术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必需（A 类）

和化学冶金（C 类）中，两大类授权专利数量分 

别为 11 561 项和 4 369 项，分别占据专利总量的

66.38%和 25.08%。通过对 IPC 小类分类号的专利

量分布进行统计（表 1），食品或食料的处理（A23）

是最受关注的技术方向，同时在有机高分子化合

物（C08）、医学和卫生学（A61）及生物化学、

微生物发酵和遗传工程（C08）等领域也得到大 

 
表 1  玉米淀粉专利主要 IPC 分类号 

Table 1  Major IPC classification number of corn starch patents 

序号 IPC 分类号 专利数量 

1 A23（其他类不包含的食品或食料；及其处理） 8 888 

2 C08（有机高分子化合物；其制备或化学加工；以其为基料的组合物） 2 356 

3 C12（生物化学；啤酒；烈性酒；果汁酒；醋；微生物学；酶学；突变或遗传工程） 2 168 

4 A61（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2 124 

5 A21（焙烤；制作或处理面团的设备；焙烤用面团） 1 785 

6 A01（农业；林业；畜牧业；狩猎；诱捕；捕鱼） 995 

7 C09（染料；涂料；抛光剂；天然树脂；黏合剂；其他类目不包含的组合物及应用） 712 

8 C07（有机化学） 479 

9 C13（糖工业） 284 

10 D21（造纸；纤维素的生产）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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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用。通过对这四类技术领域进行 IPC 大组细

分发现（表 2），食品制备和保存（A23L）、多

糖类和衍生物（C08B）、通过微生物或酶合成化

合物或分离旋光异构体（C12P）、医用或化妆配

置品（A61K）等是各领域最受关注的研发方向。 

2.3.2  专利价值分析 

智慧芽专利价值评估体系是基于深度加工的

专利大数据，整合了包括技术价值、商业价值、

法律价值、竞争价值、引用量、专利存活期等 80

多个不同指标，运用市场法，结合机器学习模型进

行价值估算。在玉米淀粉专利价值比较中（图 3），

专利价值最高的技术领域为医用或化妆配置品

（A61K），其次为食品制备和保存（A23L）及药

物制剂特定治疗活性（A61P）。价值最高的专利

分别为药物口服制剂[18]、药物包衣片剂组合物[19]

和固体软咀嚼兽用组合物[20]，均属医用或化妆配

置品（A61K）领域。对专利数量排名前 20 的 IPC

大组号的专利均值进行行业基准对比发现（图 4），

医用或化妆用的配制品（A61K）的专利均值显著

高于行业专利均值，食品制备和保存（A23L）、

焙烤（A21D）、多糖类和衍生物（C08B）、微生

物 发 酵 、 酶 合 成 化 合 物 或 分 离 旋 光 异 构 体

（C12P）、微生物培养和遗传工程（C12N）等技

术领域获得比同行业较高或相当的专利价值，玉

米淀粉在动物饲料（A23K）和糖果等零食加工

（A23G）领域低于行业专利均值。 

2.3.3  技术热点分析 

PatSnap 的 3D 专利地图直观地展现了技术布 

 
表 2  玉米淀粉专利主要 IPC 大组号 

Table 2  Major IPC group number of corn starch patents 

IPC 小类 IPC 大组 专利数量 

 A23L（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其制备或处理；食品或食料的一般保存） 5 244 

A23 A23K（动物的喂养饲料；其生产方法） 2 670 

 A23G（可可；可可制品；可可或可可制品的代用品；糖食；口香糖；冰淇淋；其制备） 1 122 

 C08B（多糖类; 其衍生物） 1 521 

C08 C08L（高分子化合物的组合物） 819 

 C08K（使用无机物或非高分子有机物作为配料）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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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1 

C12 C12N（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繁殖、保藏或维持微生物；变异或遗传工程；培养基） 1 025 

 C12R（与涉及微生物的 C12C 至 C12Q 小类相关的引得表） 655 

 A61K（医用、牙科用或化妆用的配制品） 2 014 

A61 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 863 

 A61Q（化妆品或类似梳妆用配制品的特定用途） 434 

 

 
 

图 3  主要 IPC 分类号专利价值 

Fig.3  Patent value of major IPC classification number 



第 32 卷 2024 年 第 5 期  粮食加工 

 

 79  

 
 

图 4  主要 IPC 大组号专利均值行业基准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value of major IPC group number patents with industry benchmarks 
 

局，高峰代表技术聚焦领域，低谷意味着技术盲

点，专利点的聚焦程度反映了技术间的相关度。

图 5 揭示了玉米淀粉在食品加工（饼干、糖果、

蛋糕、馒头、面条、预拌粉等）、医药（苯并、

哌嗪、噻吩、喹啉、软胶囊等）、材料科学（胶

黏剂、生物降解、瓦楞纸板）和动物饲料等领域

的专利分布最密集，是全球玉米淀粉的研究热点，

遗传工程（基因编码、核酸、糖流、突变体）和

微生物培养发酵方面也是玉米淀粉研究的重点。 

专利旭日图通过技术词汇的层级拆分，深化

了对技术焦点的理解。由图 6 可知，玉米淀粉技

术焦点包括：在食品加工中作为基础原料或变性

淀粉的应用；在材料科学领域，作为粘合剂的创

新用途；在微生物培养、发酵和遗传工程中，作

为必需的营养源；医药制剂中的多样化应用，包

括口服剂、软胶囊和化妆品等；柠檬酸应用于食 
 

 
 

图 5  全球玉米淀粉领域 3D 专利地图 

Fig.5  Global 3D patent map in the field of corn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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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球玉米淀粉专利主题聚类 

Fig.6  Global corn starch patent topic clustering 
 

品和医药制剂生产；作为主要成分或添加剂大量

应用于动物饲料生产。综上分析，玉米淀粉专利

主要聚焦在食品加工、医药、材料科学、动物饲

料、遗传工程、微生物培养发酵等技术领域。 

2.4  研发机构分析 

2.4.1  研发机构专利量及价值分析 

对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20 的研发机构进行比

较发现（图 7），其中包括 17 家企业、1 所高校、 
 

 
 

图 7  玉米淀粉主要研发机构专利授权量和价值 

Fig.7  Patent authorization and value of major R&D institutions for corn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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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科研机构、1 位独立申请人。从机构类型来看，

既涉及企业又包含高校和科研机构，表明玉米淀

粉处于科研、加工、推广并驾齐驱的状态。 

美国在此领域占据显著的领导地位，有 11 家

机构进入前 20 名，其中 3 家位列前 5，其研发机

构授权量占比高达 38.10%，尤其在食品精炼加

工领域，不仅反映了美国作为全球主要玉米生产

国的产业化优势，也显示了在技术积累和研发能

力上的深厚基础。日本作为重要的技术来源国，

有 4 家机构跻身前 20 名，2 家为医药企业，2 家

为食品加工企业，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巨大的

市场占有度。中国在前 20 名中仅有江南大学和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两家机构，占授权总量的

10.66%。这表明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发机

构较少，亟需扶植培养一批具有较强技术实力的

研发机构，且所占企业较少，技术研发和市场化

应用融合度较低，阻碍了玉米淀粉产业化的快速

发展。 

在专利价值方面，大冢制药株式会社和住友

制药株式会社作为医药加工和研发企业，专利价

值位居前两名，而谷物制品发展公司作为美国的

食品加工巨头，也表现出较高的专利价值。部分

研发机构专利价值为零，这与其专利到期失效及

近年未获得新专利有关。中国主要研发机构拥有

一定规模的专利数量，但与主要的医药企业和玉

米精炼加工企业相比，总体价值显著偏低，需加

大研发力度，注重专利质量和价值的提升，把握

市场导向，向高价值领域倾斜，并促进科研成果

的转化应用。 

2.4.2  研发机构布局分析 

对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20 的研发机构技术领

域分布（图 8）进行分析发现，江南大学涉及技

术领域最广（16 个），谷类制品发展公司（12 个）

次之。在技术领域专利量对比中，КВАСЕНКОВ

在食品制备和保存（A23L）及糖果等零食加工

（A23G）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江南大学在通过微

生物发酵、酶合成化合物或分离旋光异构体

（C12P）、微生物培养和遗传工程（C12N）领域

位居第一；CPC 国际有限公司在多糖类和衍生物

（C08B）及高分子化合物（C08L）领域具有领先

的研发地位；住友制药株式会社所涉及研发领域

较少，且在医用或化妆配置品（A61K）及药物制

剂特定治疗活性（A61P）领域拥有强大的研发优

势；桂格燕麦公司、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美国

玉米产品公司分别在食料成型或加工（A23P）、

动物饲料（A23K）、焙烤（A21D）领域数量最多。

说明中国研发机构在微生物培养发酵和动物饲料

领域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在食品精炼加工、 
 

 
 

注：图中所示为总授权量排名前 20 的技术领域。 

Note: The figure displays the top 20 technology fields ranked by total authorization. 

图 8  玉米淀粉主要研发机构技术领域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technology fields of major R&D organizations for corn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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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材料科学领域科研实力较弱。 

对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20 的研发机构主要目

标区域分布（图 9）进行分析发现，大冢制药株

式会社在目标区域布局上最为广泛，为 15 个专利

局，CPC 国际有限公司次之，КВАСЕНКОВ、山

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日清制粉株式会社和全俄食

品和蔬菜加工工业科研院在地域布局上最狭窄，

仅在本国有所布局。江南大学作为中国重要的玉

米淀粉研发机构，除本国外，仅在美国有少量布

局。说明美国、日本、瑞士等主要研发机构更注

重国际布局，中国玉米淀粉专利的国际化水平较

低，持有技术向他国流向的趋势较弱。 
 

 
 

注：图中所示为总授权量排名前 20 的受理局。 

Note: The figure displays the top 20 receiving offices ranked by total authorizations. 

图 9  玉米淀粉主要发机构目标区域分布 

Fig.9  Targete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R&D organizations for corn starch 
 

3  讨论与结论 

过去 20 年中，玉米淀粉利用技术取得了显著

进步，尤其在食品加工和动物饲料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并逐渐向医药制剂、材料科学、微生物培

养发酵和遗传工程等新兴领域拓展，成为研究的

热点。在专利布局上，中国获得授权专利主要针

对国内市场，国际化布局较弱，对北美、南美、

欧洲等热点市场目标性程度较低。在专利价值分

析中，医用或化妆用的配制品（A61K）领域易获

得较高的专利价值。在研发机构分析中，中国先

进研发机构数量较少，重要领域研发实力较弱，

并在高价值领域涉及较少，企业参与度不够，涉

及领域狭窄，产业化程度较低，与国际领先研发

机构的差距显著。同时，中国主要研发机构市场

竞争意识薄弱，国际化布局程度较低。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 

研究和布局，一是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布

局。中国研发机构在玉米淀粉重要技术领域的研

发实力较弱，先进技术主要集中在微生物发酵培

养和动物饲料等个别领域，还需拓宽研发领域，

增强自身研发力度和技术储备，并在医药制剂等

高价值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同时，增强全球市场

竞争意识，提升国际化布局水平。二是推动技术

产业化。研发机构应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加强与

企业合作，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同时，激发企业

的创新活力，培育行业领军企业，以推动玉米淀

粉产业的整体发展。三是提升知识产权意识与保

护。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养具有技术与知识产

权双重意识的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

国际组织合作，共同打击侵权行为，为本土研发

机构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持，激发创新活力，促进

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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