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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论文简述了轴承行业的概况，对专利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轴承

行业的市场保护形式，并且将轴承行业整体的专利信息发展趋势与中国轴承行业的专利

信息发展趋势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轴承市场的决胜因素。

揖Abstract铱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bearing industry,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atent technology,puts forward the market protection form of bearing

industry,compares the overall patent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trend of bearing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ofpatent informationofbearing industryinChina,andobtains thedecisive factor

of bearingmarket 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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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轴承行业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几代人不

断地发展建设，中国轴承行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

跃。现阶段，中国的轴承行业已经拥有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生

产能力，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 2015 年，中国轴承的销售

数量已经达到世界前三的水平，并且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随着

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对轴承的需求量还在不断扩大，而大多

数企业越来越趋向于购买优质的轴承，对轴承的安全性、稳定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轴承行业发展现状

从世界角度来看，轴承市场需求量总额的 80%由世界十

大轴承公司承包。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世界轴承销售

总额达到了 800 亿美元，其中，日本轴承企业占据了 40%，瑞

典的轴承公司占据了 15%，德国占据了 20%，美国占据了

10%。中国在 2015 年的轴承销售额约为 600 亿元，销售量为

80 亿套，其中，中低档的轴承销量占总销售量的 60%左右，高

精度、高稳定性、高技术含量的轴承产量偏低。目前，中国轴承

的高端市场基本上被国外的轴承集团占据，一些重要的轴承

只能通过进口来获得。

据统计，中国轴承的产量已经位列世界第四，国内轴承生

产企业数量占据世界第一。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讲，中国还与世

界轴承生产强国有一定的差距，由于中国轴承行业起步较晚，

大部分轴承企业缺少轴承生产的专利，只能按照外国的图纸

或者生产标准来制作轴承，缺少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竞争力。

3 轴承行业专利信息发展分析

专利信息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是各个领域最新的

研究成果，专利的申请通常反映了各个企业技术方面的重点

发展方向。通过对 2000—2015 年的专利数据进行检索总结，

可以发现日本的轴承企业在专利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在数量

方面，日本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达到 3.4 万，占世界轴承专

利总量的 60%左右，是中国轴承行业专利总量的 40 倍 [1]；在

技术方面，日本企业在轴承的滚轮、润滑以及套圈等方面呈现

绝对领先的态势，在磁力、气垫等方面也比较领先，因此，日本

的轴承具有较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在中国轴承领域，国外轴承公司申请的专利量高达 1500
多项，占中国专利总量的 70%左右，而剩余专利总量的 30%，

据资料显示，大多为个人申请，而不是团体或者企业申请[2]。

中国拥有 3000 家左右的轴承生产企业，根据数据显示，只有

中国轴承行业中的三大知名企业与万向企业、洛阳轴承研究所

申请过轴承领域的专利，其他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少之又少。

众所周知，高端轴承一般由日本、美国、德国生产，中国的

高端轴承市场目前也是被这 3 个国家占据。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基建项目不断推进，轴承市场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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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现有的轴承专利进行总结分析，发现中国轴承领

域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日、德、美三国，其中，受专利保护程

度最大的是日本公司。

申请全球或者中国的轴承专利，一方面，申请地必须要对

申请人进行一定的专利保护。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专利的

申请预测重点、热点技术的发展方向、产品特点以及竞争对手

的研究成果，结合各国的政策，推断轴承行业宏观环境的机会

以及相应的风险。

4 中国轴承行业的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通过对中国轴承行业的专利数据库总结研究，发现日美

两国是最早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国家，其中，美国在中国的专利

申请状态波动比较大，这与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

中美两国的政治贸易关系有很大关系。日本在中国的专利申

请呈现平稳状态，不过在 2000 年之后，其在中国轴承行业的

专利数量大幅度增长，并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率。欧洲等国在

中国轴承行业的专利申请开展较晚，专利申请态势比较平稳，

申请专利数量不如日美两国。综上所述，国外公司在中国轴承

行业申请专利数量比较多，而且多为发明专利，后期专利费比

较高，技术比较复杂。

从中国轴承行业来看，中国企业和个人专利申请是在

1985 年开始的，前期申请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因为专利法

没有普及，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科技水平比较低。在 1991—
1995 年，中国企业和个人专利申请在数量方面实现了飞跃，

但是多为低端轴承的制作工艺或生产工艺，设计方面没有得

到很大的提升。在 2006—2010 年，中国企业和个人专利申请

数量更上一层楼，企业也加大了对发明专利的投入，意识到了

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

轴承是各类复杂设备的基础配件，随着近年来中国高精

尖设备的快速发展，轴承作为其基础必须实现创新，必须注重

轴承的功能性与可靠性齐头并进。

5 思考与建议

从全球与中国的轴承专利申请情况来看，中国的轴承技

术目前还落后于日美德等国，国外轴承公司现阶段掌握着轴

承行业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并且不断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给

中国轴承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从技术方面来看，中国

的专利旨在提高轴承的实用性，故而发明型专利比较少，而国

外轴承公司与国内企业相反，专注于发明专利，对专利的保护

程度比较高。中国企业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5.1 技术创新

淤在项目开展前期，企业应利用国内与国际的专利数据

库进行检索，确定要申请或使用的专利技术没有被注册或申

请，避免后期产生纠纷。另外，企业或个人可以利用专利数据

库，查看现阶段热门技术的发展方向，将轴承行业内前沿技术

消化吸收再进行创新，合理利用资源。于在项目开展中期，企

业应对专利数据库进行追踪，防止在研究创新期间发生专利

侵权行为或者被侵权威胁。盂在项目开展后期，企业在构思成

型后应及时向专利局申报专利，防止企业内部资料外泄产生

被侵权威胁。榆企业或者个人在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时要对

合作方的产品进行调查，判断其专利使用情况，保证资金或产

品的有效性。

5.2 竞争策略

现阶段轴承技术呈现饱和状态，新技术的研究、设计与开

发的成本十分高昂，风险也比较大。一些小的企业放弃了对轴

承技术的改进，从生产流程或者制作工艺方面进行创新。比较

大的公司专注于细节微小技术的改进，或者根据现有的专利

技术进行结合和延伸，这也是突破国外专利封锁的有效途径。

5.3 技术联盟

根据现阶段的国际形势，中国轴承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专

利技术与国外公司差距较大，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缺乏强有力

的支持与竞争力，并且很难学习到国外公司的核心技术。为了

提高国内企业专利水平，中国企业可以走技术联盟的道路。首

先，可以在国内建立轴承行业技术联盟，将企业允许的热门技

术进行低价分享，提高技术的使用率，进而对其进行创新改

革。其次，中国企业可以尝试走出国门，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

与国外公司合作，学习高精尖技术，补充国内高端轴承设计的

空白[3]。

6 结语

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企业应实现以量取胜到以质

取胜的转变。想要实现工业强国的目标，轴承行业必须做出改

变，以创新为龙头，以制造为主体，坚持创新，打造轴承行业的

核心竞争力，提高中国轴承行业的专利竞争水平，加大对专利

技术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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