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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海洋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分为海洋能专利技术发展综述、海洋风能专利技术分析、海洋
波浪能专利技术分析、海洋潮汐能专利技术分析、海洋微藻生物质能源专利技术分析五个章节，内容
涉及世蜀各国或地区海洋能开发利用的技术、产她、政策及前景分析，国内外海洋风能、海洋波；良
能、海洋潮汐能、海洋生物质能的专利总体趋势分析、专利国别或地区分析、专利权人分析、专利技
术领域分析等，重点对四大海洋能专利技术研究热点、产业发展水平及趋势、主要研究机构和竞争者
进行了科学评价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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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海上风电自主创新面临很多因瓶颈技术带来的困难。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开发主要是通过购买外国公司技术许可或签订合作合同，外商在华专利也已经形成
一定规模的保护网，我国风电企业在短期内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国外技术，创新只能围绕着其核心技
术的边缘与外围，根据我国海洋环境条件等，因地制宜进行技术吸收与再创新。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海上风电设计制造要想突出重围，有必要学习日本企业在上世纪60～70年代
赶超欧美时成功实施的“外围专利”战略。
当时日本企业落后于欧美，没有核心技术和专利。
当竞争对手有一个关键的、关于某项产品的基本原理的核心专利出现时，日本企业就会围绕该核心技
术开发出一系列的小专利，即“外围专利”，每一个专利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这些改进专利覆盖了
将该核心技术投入商业应用时可能采用的最佳产品结构。
这种严密的外围专利网给原技术的所有者对技术的有效利用造成了困难，因为没有这些众多外围专利
，基础性专利就不能具体实施，从而迫使欧美竞争对手同意“交叉许可”，即欧美可以无偿使用日本
企业的小专利，也把大量的基础专利技术让给日本企业无偿使用，这样就成功地实施了“以小制大”
的专利战略。
今天我国风电企业面临的境况类似，不妨借鉴日本的做法，充分利用国外基础专利本土化所需要的时
间，通过技术引进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利用本土优势全力围绕这些技术进行应用性研发，申请众多的
外围专利，利用这些外围专利进一步覆盖该技术领域，构筑外围专利网，从而突破技术垄断，变被动
为主动。
这是技术落后者赶超领先者最有效的专利战略，但迄今为止，我国企业大多尚未充分认识和实施。
　　变被动为主动的结果，将使我国风电企业最终拥有自有专利，之后是加强专利保护。
这样就形成我国风电技术“引进－消化一吸收－创新－产出”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体
系，有力地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四、研发重点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实现2.5MW及以下风机的国产化，并拥有自有技术，但大规
模开发海上风电需要3MW和更大容量的风机。
国内华锐、金风、上电、东电、湘电等主要整机企业依然处于3MW的自主研发阶段，5MW以上的尚
在向国外购买技术或收购。
除华锐外，目前大多尚无自主知识产权。
华锐的专利虽然较多，但多为实用新型。
越是大型的风机，质量问题越重要，海上风机的质量要求更高，而我国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
除整机外，其他关键零部件（如电控系统、整流器、精密轴承等）的国产化程度也不高；其他方面，
例如用于安装海上风机的很多吊装设备目前国内也没有，需要从欧美租用。
　　根据对世界范围内海上风电专利状况的分析，从了解到的国际海上风电技术领域与发展趋势，我
国应该针对海上风电的一些关键技术进行重点攻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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