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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动自主创新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0月6日  赵 晨 

今年六月初，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并着手付诸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旨在

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推动自主创新，以形成更多的本土知识产权并

从中受益，促进经济增长。 

伴随着改革开放，知识产权制度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我国建立，并逐步发展。近年来，由于

创新型国家建设，知识产权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专利为例，200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

明专利申请逾24万件，超过欧洲，位列美国、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中国还是当年专利PCT国际申请

体系的第九大使用国。知识产权诉讼也在不断增多。2007年全国地方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近

1.8万件，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逾120件。这些数字充分反映了我国知识产权体系的活

力。 

然而，一些迹象令人忧虑。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一直大幅度增长，但在医药、生物、信息、材

料、能源、环境等关键技术领域却少有建树。例如，以专利申请量衡量，印度现在仅相当于我国

1997年的水平，但印度在医药领域的专利申请却领先于我国。在海外专利方面，以我国在美国的授

权专利来说，虽然近年来授权量持续增长，较印度、俄罗斯等亦胜一筹，但仍远远低于日本、德

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水平。2007年,我国在美国的授权专利仅相当于日本的2.3%，德国的8.5%和韩

国的12.3%。 

推出知识产权战略，意在改变这些状况。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完善是战略实施的首要重点。目

前，专利法正在进行第三次修订，修正案草案已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预计将于2008

年底或2009年初通过。如果通过，将给现行专利体系带来重大变化。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

专门法律及有关法规也在修订完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已正式实施的《反垄断法》适用于“经营

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考虑到我国企业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许可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该条款对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维护竞争和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条文

较为原则和笼统，具体如何解释和适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国已在财政、金融、政府采购等方面扶持自主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此予以强化。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能够享受减税、免税等优惠政策。政府采购将优先考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知

识产权指标还将被用于评价重大科技项目，考核中央企业绩效。相关政府部门还计划及时提供重点

行业的知识产权动态，为重要经济活动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审核及风险防范，并对潜在的纠纷提出预

警。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发展需要结合地方特点。一些地区为



本地优势产业建立了专门的信息平台，像武汉的光电子、株洲的轨道交通、包头的稀土矿业等。在

北京、上海等地，知识产权公益培训日益丰富很受欢迎。地方政府直接资助企业申请专利则更为普

遍。北京市规定，每项发明专利最多可以享受5千元的资助；在杭州，获得一件美日欧授权的专利能

够得到5万元的补贴。这些资金对于创新型企业而言，不论其数量多少，意义重大，因为知识产权的

收益抽象、遥远，更何况一般企业的高层并不乐于为知识产权买单。当然，资助可能引发套利，并

人为地推高专利申请。因此，地方如果不加甄别地资助，或将出现问题。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担任主席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近期发布了《增长报

告》，报告认为有效的政府参与和管理对于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并援引中国为例。如何做到“有

效”？报告没有回答，但这恰是真正的挑战。就知识产权战略而言，一方面，商业市场复杂多变，

需要权衡社会效益背后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的良好意愿同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差距，具体的

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审慎。 

推行知识产权战略，是希望以知识产权激励创新，并用创造的知识产权反哺创新。效果如何，

值得期待，不过知识产权对于创新的作用不应被过分高估，仅仅依靠知识产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创

新问题。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因为缺乏技术积累和经验，加上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机制乏力，

教育体系改革迟缓，中国智力资源的巨大能量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如果我国能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

性突破，那么，辅以落实知识产权战略，“中国创造”的时代将不会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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