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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日前，郑州机械研究所再次

中标，成为青岛海尔集团钎焊材料的国内供

货商。旧弦新续，来之不易。

这一切缘于 3 年前该所与美国 LKS 公司

开始的一场持续两年的专利“暗战”！

2014 年 4 月，正当海尔集团开始筛选拟

定下年度全球采购供货商名录时，一封美国

律师函飞到了海尔。称海尔集团目前正在使

用的郑州机械研究所的新型钎焊材料，涉嫌

侵犯美国 LKS公司相关专利权。

为了不受可能遭遇的知识

产权纠纷拖累，海尔集团决定不

再把郑州机械研究所列入下年

度供货商招投标邀请名录。

和海尔集团 20 多年的供货

合作“小船”，怎么让一纸美国知

识产权律师函打来就“翻船”？这

是每年4000多万元的大单啊！

专利在手，市场还是丢了。

商业谈判中
“专利份量”

极度困惑的郑州机械研究

所，找到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连续 3周，郑州睿信对美国 LKS公司及其

中国子公司在全球布局的几百件相关专利进

行了检索，对其在中国授权和可能授权的相

关专利及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保护范围及

技术进行了比对，最后得出结论：美国 LKS公

司在钎焊材料技术领域在中国布局了 3 件发

明专利，而郑州机械研究所也在该领域拥有

18 件专利，郑州机械研究所的产品及技术不

落入美国公司及其中国子公司在中国布局的

任何一件专利和可能授权的专利的保护范围，

不存在专利侵权问题。

2015年 8月，海尔集团主持召开了有美国

LKS 公司中国子公司和郑州机械研究所参加

的商业谈判，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受郑机所邀请派员作为专利法律顾问参与了

谈判。

郑州机械所出示了多达 200 多页的美国

LKS 公司及其中国子公司在中国专利布局的

分析报告，明确指出双方产品完全是不同的技

术路线，郑州机械研究所不侵犯美国 LKS公司

的专利。

最终，郑州机械研究所在海尔集团下年度

采购中再次中标。一直关注着此案进展的国

内另外两家家电厂商，看到郑州机械研究所在

与美国 LKS公司的专利大战中胜出，也向郑州

机械研究所伸出了“橄榄枝”，从该所采购上千

万元的钎焊材料。

拥有专利还要掌握“游
戏规则”

在一般人印象中，企业拥有了专利，仿佛

有了“护体金刚”，所向披靡。然而，事实上，一

些拥有专利、甚至大量专利的企业，面对专利

指控，依然败下阵来。

郑州睿信总经理陈浩说，在钎焊材料领

域也拥有相当数量专利布局的郑州机械研究

所，在一纸律师函面前败下阵来的教训，是最

具代表性。

郑州机械研究所最初向海尔集团提供

的，仅是自己单方的技术、人才、质量等方面

的荣誉、实力证据，却没有从技术、法律结合

的专利制度角度，对对方的专利分布和技术

路线进行分析检索，没有解除海尔集团对是

否构成专利侵权的疑虑。

陈浩说，专利制度在发达国家实行了

200 多年，跨国公司都深谙专利运营、进攻和

防守的知识产权“游戏规则”。他们向客户发

知识产权警告函，但经常并不指出具体侵犯

他们哪几件专利的哪几项权利，这就让很多

中国企业一头雾水，无从下手，无从应对。

陈浩强调，即使企业拥有了很多相关

专利，如果不掌握知识产权“游戏规则”，不

懂得如何发挥自己专利的作用，最终还是

被动挨打。

中原工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王肃教授

认为，专利不是万能的“护身符”。拥有专利只

能说明你有技术优势和能力，遇到专利纠纷，

还要学会熟练运用专利“游戏规则”的能力和

技巧，才能真正发挥专利的“护身”作用。

有了专利，还要懂“游戏规则”
——郑州机械研究所与美国同行过招的知识产权教训

本报记者 乔 地 通讯员 李建伟

有机的、富硒的、散称的、精装的，各式

各样的小米盛装云集……不久前，全国首

届小米产业发展大会在素有“小杂粮王国”

之称的山西召开。

会上，山西晋荞米业有限公司与上海

一家企业签订了 360 万的小米销售合同，

总经理赵晋龙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山西的

小米在上海市场的销售相当好，年销收入

一千多万元。”

谷子去皮后称为“小米”，目前全国年

种植面积约 2000万亩，年总产 150万吨，其

中山西、河北、内蒙古 3省区占到全国份额

的 66.3%。

科技提效，“浓稠香滑”背后是高品质
过去，由于谷子自身粒小、穗弯、穗紧、

秸秆硬等特点及其他原因，谷子种植以人

工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种植效

益不高，产量低而不稳，制约了产业发展。

“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在

山西实施了“杂粮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主题项目，分设了谷子、高粱、荞

麦、青稞、糜黍及杂豆等五个课题。开展了

谷子的优质品种筛选、高产高效技术集成

及示范推广工作，鉴选了不同产区生态条

件的谷子专用品种，研发了标准化有机栽

培技术、高产高效种植技术、品质检测技术

和质量安全追溯技术，集成了谷子规范化

栽培技术模式并制订了不同作物和生态区

域规范化生产技术标准与规程。

山西农业大学谷子团队历经 5 年，引

进、筛选并改装多种农业机械，在筛选各地

适宜机械化作业的谷子品种及节肥减药技

术的基础上，实现了谷子精量播种、施肥施

药、联合收割、秸秆利用等全程生产机械

化，成功破解了谷子间苗难、除草难、收割

难的技术难题，为推进杂粮产业现代化提

供了技术支撑。近年来，随着谷子简化栽

培技术等轻简化生产技术应用的进一步扩

大，谷子的种植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一碗浓稠香滑的小米粥，需要的是高

品质的谷子。近年来，山西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育成了以晋谷 6号、晋谷 10号、

晋谷 20 号为代表系列的抗旱、高产、抗病

品种，还有晋谷 21 号、晋谷 29 号、晋谷 54

号等堪称经典的优质谷品种。

产业延伸，小米也能变身医用食品
目前，山西小米产业化还是以原粮销

售为主，其它小米产品多以小米为辅料生

产，附加值较低，市场份额也低。

中国农业大学郭顺堂教授指出：“小米

产品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向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发展，附加值高。比如，针对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的需要开发全营养配方小米

粉；根据肿瘤患者，创伤、感染、手术患者，

胃肠道吸收障碍患者的特殊营养需求及治

疗需要开发特定全营养配方小米粉。”

与此同时，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教

授、博导李卓玉正带领她的研究团队，对小

米米糠源保健品及抗肿瘤药物制剂进行研

究及开发。李卓玉说：“从山西特色农副产

品小米米糠中筛选抗肿瘤活性分子，开发绿

色保健品及抗肿瘤药物制剂，可以促进小米

及米糠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大幅度提高相

关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和经济收益。”

当前，山西正在全面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要做精杂粮，以开发

功能性食品、发展功能农业为主攻方向，给

小米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多了科技味，小米更美味
本报记者 王海滨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曹
希雅 刘维帅）19 日，记者从湖南农业科技

创新联盟成立大会上获悉，由湖南省农委、

农科院、湖南农业大学联合发起成立的该

联盟，首批将吸纳全省涉农科研院所、高

校、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42家单位，

集团作战，共推农业大省的农业科技发

展。首个动作，或将围绕百亩片超级稻第

五期攻关等重大科技项目展开。

“组建联盟，可以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

的资源整合，形成新的创新和风险共担机

制。”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说。

该联盟拟积极承接“国家农业科技创

新联盟”工作任务，启动一批农业科技创新

服务项目；加强湖南省不同生态区重大科技

工程技术研发；打造一支全省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的“集团军”，联合培养高水平农业科技

创新人才；协调联盟成员间的职能分工，与

其他组织、生产部门等开展协同创新、成果

转化等工作；建设一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研发中心、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

地、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成果孵化平台、

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云服务平台和全

省农业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等。

湖南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打造创新“集团军”
科技日报讯（杞人 朝胜）去年广东拥有

1000 万产值以上激光企业超过 250 家，纯粹

激光产业产值约 180亿；激光应用市场广东在

全国排名第一，占比超过 40%。这是记者 5月

23 日从 2017 中国（深圳）激光智能制造博览

会上获得的最新信息。

据介绍，目前广东的激光应用市场最大

份额是激光打标和切割，广泛应用在电子制

造、金属板加工、金属制品、手机制造、电池

制造、服装皮革加工、制鞋等方面。未来激

光的市场方向在于结合广东实体产业，开发

新的应用市场，特别是广东现有一些使用传

统加工工艺，而产业规模又很大的传统产

业，如五金制造、家具、电器、厨具等都很有

潜力。另外广东已发展成型的汽车产业、模

具、机床、造船以及石化等重工也将成为应

用市场的重点。

广东的激光产业主要分布在深圳、东莞、

佛山，而激光产业群重点在深圳。深圳不仅

拥有大族激光、光韵达、联赢激光（新三板）三

个上市企业，还孕育了一大批激光规上企业，

如创鑫激光、杰普特光电、木森科技等，这些

企业在深圳激光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据了解，目前中国激光产业已处于高速

增长期，2017 年全国工业激光产业产值可突

破 600 亿元，至 2020 年可达 1000 亿元。广东

省将继续占据最大份额，预计 2020 年广东省

激光产业产值超过 4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

附加值超过 5000 亿元，激光加工技术将进一

步在全国制造业推广。

广东激光应用市场排名全国首位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许加

彬 汤登喜）5 月 22 日，无锡中铁城轨装备有

限公司暨中铁一局城轨公司掘进设备技术中

心在江苏无锡落成。这是无锡转型发展中在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上重点引进的项目。

记者了解到，中国中铁装备集团是一家专

业从事隧道掘进机研发制造和综合服务的科技

创新型企业，具有年产180盾构机的生产能力。

先后研发制造我国首台复合式盾构机、第一台

硬岩盾构机、第一台超大断面矩形盾构机、国内

首台大直径 TBM、世界最小直径 TBM 等多种

特色产品。目前，已有 500台设备应用在国内

40多个城市地铁工程，并出口多个国家。

据介绍，这个盾构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今

后主要从事隧道掘进机的制造、销售、维修改

造、安装、租赁、技术服务。其中，无锡中铁城

轨装备有限公司以中铁一局城轨公司掘进设

备技术中心为依托，由中铁装备提供盾构机

研发技术资源，以此打造国内一流、世界先进

的隧道掘进机制造和地下空间投资开发基

地，合资公司将充分发挥中铁装备以及中铁

一局各自优势，共同参与江苏及华东地区市

场的盾构和地下空间开发。基地投产后，预

计年产能达 20台，产生经济价值 8亿元。

无锡中铁城轨装备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蔡辉说，“我们将通过采取‘装备+施

工’模式和发挥技术优势，为江苏及华东地区

轨道交通建设提供先进的装备技术，推动无

锡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跨越发展，实现华东地

区盾构设备‘无锡制造’。”

无锡引进央企建盾构设备研发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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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