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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文本进行评价，可把握政策评价指标的重要性，为后续政策制定与调

整提供重要的理论准备与决策支持。引入S-CAD政策分析法中的基本要素概念，从政策制定者、政策内

容、政策参与者和政策价值4个维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9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进行评价。结果显示，9项政策制定规

范，政策重点突出，具有较高的社会及经济价值；但在部门协同、政策目标、政策措施及作用范围方面仍存

在改善空间。针对以上问题，应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部门协同，强化政策目标的相互融合，健全财政支持

及人才激励制度，提升作用对象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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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TOPSIS法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颁

布实施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政策文件，初步建立了基本完

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1]。2021年9月出台的《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要把建立知识产

权公共政策评估机制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政策保

障。因此，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进行评价，能促进

有关部门及时发现突出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有利于推

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功能的合理利用。

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领域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

理论成果，大多数学者关注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2-3]、

政策执行[4]、政策协同[5]、比较研究[6-7]及美国、韩国等

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研究[8-9]。而聚焦评价研究层面，

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研究成果仍较少，已有成

果主要以政策文本[10]、政策效果评价[11]为导向，且评

价指标的设定缺乏相关的政策理论支撑，评价结果缺

乏一定的客观性。鉴于此，为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理论与评价方法研究，本文引入S-CAD（Subjectivity-
Consistency-Adequacy-Dependency）法实施过程中

的基本要素概念及内容，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

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

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法对9项知

识产权保护政策进行综合评价，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评价提供方法支撑和现实依据。

1  研究方法 

熵权TOPSIS法是信息熵和TOPSIS法的结合。熵

权法主要使用数学方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其特点是客

观性和操作性较强，能够较好地表达指标权重随时间

变化趋势[12]。TOPSIS被称为“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

法”，由Hwang和Yoon[13]于1981年提出，此方法能充分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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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原始数据的信息，其结果能精确地反映评价对象

之间的差距。熵权TOPSIS法的基本原理是在多个目标

中找出最优目标和最劣目标，根据各评价单元与理想解

的相对贴近度来计算综合排序结果。

熵权TOPSIS法适用领域广泛，涉及补贴政策[14]、

企业创新竞争力[15]、绩效评价[16]等领域；在知识产权

应用方面，该方法也在专利技术评估[17]、知识产权保护

能力评价[18]、技术创新政策评价[19]等领域有所应用。

相较于现有知识产权政策评价所采用的单一熵权、层

次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内容分

析等方法而言，通过运用此方法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评价，一方面能够了解政策的相对优劣，克服主观因

素的影响，提高评价结果的精确度[20]；另一方面，可丰

富与创新现有知识产权政策评价方法研究，推动知识

产权保护政策资源配置与优化功能的提升。

2  研究过程

图1所示为基于熵权TOPSIS法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评价研究过程，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分

析框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

标量化标准、熵权TOPSIS法计算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评价5个环节。

2.1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分析框架

以S-CAD政策分析法实施过程中的政策、政策参

与者、价值和价值观、主导观点、相关观点等概念和内

容为基本要素[21]，建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分析框架

（见图2）。首先，识别S-CAD要素；其次，基于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评价对S-CAD要素进行分析与识别，从而

确定具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应的评价变量；最后，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1）主导观点与相关观点。主导观点是指任何一

个参与者在评价政策时所持的观点，而相对来看，除主

导观点之外，其他参与者的观点都为相关观点[22]。例

如，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评价政策时，政策制定者的观

点即主导观点，受政策影响者的观点为相关观点。

主要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评价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因此，将主导观点与相关观点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评价中识别为政策制定者要素。政策制定者负责政策

的制定与颁发，颁布级别及颁布主体间的协同度是政

策制定者的评价变量。

（2）政策本身。政策是指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

一系列决定和行动方案，包括目标、手段等[23]。将政策作

为客体来分析，其本身所包含的政策内容为主要要素，并

将其分别识别为政策目标与政策措施两个评价变量。

图2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分析框架

图1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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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政策文本所包含的政策目标、政策措施展开。政

策目标评价指标主要涉及知识产权、技术引进、自主创

新、协作保护、增强保护意识及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

施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财政、人才、法律、合作、经济措

施，具体评价指标量化标准见表3。

表1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具体内容

政策制定者
颁布级别

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

国务院组织机构

其他

协同度 颁布主体协同

政策内容

政策目标

知识产权

技术引进

自主创新

协作保护

增强保护意识

促进经济发展

政策措施

财政措施

人才措施

法律措施

合作措施

经济措施

政策参与者

作用对象

政府机构

企业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其他机构

作用范围

社会

经济

技术

法律

政策价值
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

表2 政策制定者评价维度的指标量化标准

评价指标 具体内容 评判标准
得分标

准/分

颁布级别

全国人大及其
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
员会颁布的法律

4

国务院
国务院颁布的规划、

方案及意见等
3

国务院组织机构
国务院组织机构颁布的
规划、方案及意见等

2

其他
各厅（局）办公室颁布
的规划、方案及意见等

1

协同度 颁布主体协同

颁布主体数量
为2个及以上

1

颁布主体数量为1个 0

（3）政策参与者评价维度。政策参与者主要指代

政策出台后所作用的对象以及所作用的范围，其评价指

（3）政策参与者。政策参与者不仅包括政策的设计

者、决定者、执行者等，还包括政策实施所影响的其他参

与者等[24]。由于已将政策制定者作为主导观点的要素，

将政策参与者识别为政策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对象，作

用范围和作用对象共同作为政策参与者的评价变量。

（4）价值和价值观。价值和价值观是指各个参与

者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代表着不同的价值、权利、物

力、人力、信息和时限[22]。将价值和价值观识别为政策

价值要素，为了准确地对知识产权政策价值进行评价，

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共同作为政策价值的评价变量。

2.2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包括政策文

本采集与处理、变量识别与指标确定两个环节。

（1）政策文本采集与处理。在中国政府网、国家

知识产权局网站、北大法宝等官方知识产权政策平台

以“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为标题词进行检索，

共得到78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政策文件。通过筛选与

整理，剔除复函、转发通知、行政许可批复等类型的文

件，最终得到64项政策文件，并将整理后的知识产权保

护政策文件导入ROSTCM6软件数据库进行文本内容

挖掘，以此为后续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2）变量识别与指标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

价依赖于具体指标测度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直

接决定政策评价的准确性。依据上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评价分析框架，围绕政策制定者、政策内容、政策参与

者、政策价值4个维度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指标

体系（见表1）。

2.3  评价指标量化标准

为了使得赋值过程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结合前人

研究，通过专家打分进行权重计算，从而确定4个评价

维度中各项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及量化标准。

（1）政策制定者评价维度。政策制定者评价维度

涉及颁布级别、协同度。颁布级别体现了政府制定政策

或相关法律法规的公信力以及对实施对象的影响力和

约束力，颁布机构的级别越高，政策主体影响力越大，

得分越高。协同度则反映了政策制定过程中颁布主体间

的合作与协同程度，具体评价指标量化标准见表2。
（2）政策内容评价维度。政策内容评价维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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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政策内容评价维度的指标量化标准

评价

指标

具体

内容
评判标准

得分标

准/分

政策
目标

知识
产权

全面提出知识产权创造与成果转化的重要性，从立法、执法等法律层面指导知识产权保护，并作出详细规定 5

明确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各行业或各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作出规定；
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工作机制，有具体实施办法

4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规定某行业或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并有相关实施办法 3
鼓励与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并有相关措施 2

仅文字涉及知识产权 1

技术
引进

大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引进和应用，减少审批流程，附有相应技术引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 5
注重技术引进和应用，制定技术引进和应用的相关工作机制，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4

支持技术创新和应用，完善技术制度及技术引进与应用机制 3
支持技术引进，并有相关的技术实施方案 2

仅文字涉及技术引进 1

自主
创新

提倡知识产权相关人才、技术、管理、体系等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与体
系建设，给予较大力度的财政补助、资金扶持政策等

5

强调知识产权创新重要性，加大财政资助力度，制定创新规划，有具体实施办法 4
支持自主创新建设与成果转化，加大经济投入，制定相关创新计划，并有相关实施办法 3

提出自主创新，并有相关措施 2
仅文字涉及创新 1

协作
保护

强调知识产权协同与合作保护的重要性，建设协同合作保护工作体系，并有详细的规定 5
明确提出各个行业知识产权协同与合作保护工作机制，并有具体的实施办法 4

重视知识产权协同与合作保护，对某一行业协作保护提出相应措施 3
注重知识产权协作保护，鼓励与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 2

仅文字涉及协作保护 1

增强
保护
意识

十分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重要性，提出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规则与途径，并配有具体的实施方案 5
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提出宣传、培训等办法来提升群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4

宣传与重视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有相关实施办法 3
宣传知识产权保护，并有相关措施 2

仅文字涉及增强保护意识 1

促进
经济
发展

从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及创新等全链条服务角度推进知识产权经济体系建
设及机制完善，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并配有具体的实施方案

5

强调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从知识产权保护、创造、
服务等角度推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具体实施办法

4

从保护、服务等角度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有相关实施办法 3
从保护维度提出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运营，有相关措施 2

仅文字涉及经济发展内容 1

政策
措施

财政
措施

全方位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并提到具体扶持政策及资金办法等 4
给予较大资金支持，提到具体补助办法等 3

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提到具体补助办法等 2
仅文字涉及财政支持 1

人才
措施

全面支持人才培养与引进，给予完善的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制定详细的实施办法 4
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建立人才激励制度，有具体实施办法 3

加强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有相关措施 2
仅文字涉及人才引进或培养 1

法律
措施

从法律层面建立详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法规 4
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制定具体惩罚规定及成果保护与管理办法 3

提出保护途径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 2
仅文字涉及法律 1

合作
措施

强调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对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有明确的规定 4
提出组织间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有具体实施办法 3
重视组织间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有相关措施 2

仅文字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合作 1

经济
措施

加大融资、金融支持及税收优惠力度，支持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并有具体实施办法 4
有较为完善的融资渠道、金融支持及税收优惠，支持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并有相关实施办法 3

提出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保护及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市场竞争力，有相关措施 2
仅文字提及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及保护、金融支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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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熵权TOPSIS法计算

熵权TOPSIS法计算主要包括权重计算和相对贴近

度计算。根据相对贴近度大小，实现对各评价单元的排

序：相对贴近度越高，排名越靠前[25]。其基本步骤如下：

采用改进的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采用TOPSIS
法计算各评价单元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

（1）构建原始矩阵X，设有m个评价单元、n个评价

指标，取得原始矩阵X=（xij）m×n，其中xij表示第i个评价

单元的第j项指标值，所提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2）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矩阵规范化，如

式（1）所示。

                     

min

max min

ij ij

ij ij
ij

x f x
X f x f x






（ ）

（ ） （ ）
 

            
（1）

式中：fmin表示取最小值函数；fmax表示取最大值函数。

（3）计算特征值，如式（2）所示。

                              1/ m
iij ij ijf x x                    （2）

（4）计算熵，如式（3）所示。

                     1
1

ln
ln

m
ij ij ijH f f

m
             （3）

（5）确定权重，如式（4）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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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n
j

H
w

m H


 


 

              
（4）

（6）构建加权的规范化决策矩阵R=（r i j）m×n =
（Xij×wj）m×n。

（7）确定正理想解Rj
+与负理想解Rj

-，如式（5）~
（6）所示。

                            max  j ijR rf  （ ）                     （5）

                     min  j ijR rf  （ ）                     （6）

 （8）计算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

Di
+、Di

-，如式（7）~（8）所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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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j i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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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计算各评价单元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如

式（9）所示。

                               
i

i i
i

D

D D
C



 
  

                  （9）

表4  政策参与者评价维度的指标量化标准

评价指标 具体内容 评判标准 得分标准

作用对象

政府机构 政策所作用的对象是否涉及政府机构

涉及得1分，不涉及得0分，可累计得分

企业 政策所作用的对象是否涉及企业

高等院校 政策所作用的对象是否涉及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政策所作用的对象是否涉及科研机构

其他机构 政策所作用的对象是否涉及其他机构

作用范围

社会 政策所作用范围是否涉及社会领域

涉及得1分，不涉及得0分，可累计得分
经济 政策所作用范围是否涉及经济领域

技术 政策所作用范围是否涉及技术领域

法律 政策所作用范围是否涉及法律领域

表5  政策价值评价维度的指标量化标准

评价指标 评判标准 得分标准

社会价值

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全局性及根本性问题，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水平

涉及得1分，不涉及得
0分，可累计得分

强化协同合作，深度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治理，加强统筹衔接，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合力

强调群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认知水平

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塑造良好人文环境

经济价值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运用及转化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涉及得1分，不涉及得
0分，可累计得分

强调技术引进、资金投入等促进知识产权经济效益提升

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经济价值的实现，鼓励企业、行业增强知识产权创造与产出

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及经济增长

标主要围绕作用对象和作用范围展开，具体评价指标

量化标准见表4。
（4）政策价值评价维度。政策价值是对政策的价

值判断。政策价值评价维度以政策参与者为出发点，通

过政策所呈现的内容来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具体评价指标的量化标准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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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熵权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根据式（1）~（4），计算上述9项政策的各评价指

标权重，权重计算结果见表7。评价指标权重越高，说

明该项评价指标对政策评价的影响越大，反之则影响

越小。各项评价指标按权重值从高到低排序为政策措

施（47.66%）、政策目标（29.93%）、协同度（15.63%）、

作用对象（2.56%）、经济价值（1.59%）、作用范围

（1.24%）、颁布级别（0.84%）、社会价值（0.56%）。

表7  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权重/%

政策制定者
颁布级别 0.84
协同度 15.63

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 29.93
政策措施 47.66

政策参与者
作用对象 2.56
作用范围 1.24

政策价值
社会价值 0.56
经济价值 1.59

3.3  综合排序结果

根据式（5）~（9），综合测度9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

相对贴近度，得到9项政策的综合排序情况，结果见表8。
相对贴近度越大，政策的综合排序越高，反之则越低。

表8  综合排序情况

政策编号 相对贴近度 综合排序

P1 0.476 2

P2 0.908 1

P3 0.121 8

P4 0.139 7

P5 0.174 6

P6 0.040 9

P7 0.304 3

P8 0.213 5

P9 0.247 4

3.4  结果分析

从评价指标权重结果来看，各项评价指标之间权重

差距较大：政策措施评价指标权重最大，反映出政策措

施对9项政策评价影响最大；社会价值评价指标权重最

小，说明社会价值对9项政策评价影响最小。根据相对贴

近度又可得出9项政策的综合排序结果，其中P2综合排

序最高，P6综合排序最低。这是由于P2内容详实，目标明

确，作用范围和对象较为广泛，人才、财政、法律、合作、

经济措施组合运用全面，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

值。P6在协同度、政策目标及政策措施等方面得分较低：

未综合运用财政、人才、经济措施；虽然涉及法律措施、

合作措施相关内容，但是并未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 

表6  9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文件汇总

编  号 政策名称 发布年份

P1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 2021

P2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 2021

P3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协作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通知 2021

P4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2021

P5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强医药集中采购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2022
P6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创建示范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2
P7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2
P8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 2023
P9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2023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3

3  实证研究

3.1  政策样本选择

在《“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印发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文件。

鉴于此，以“十四五”时期颁发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发布时间限定于2021年
及以后，并从中选取9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进行评价

（见表6），这9项政策的颁布单位包括国家知识产权

局、国家医疗保障局、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政府职能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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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项评价指标均值及标准差情况（见表9）来

看，在颁布级别和协同度方面，由国务院出台的政策有1
项，其余8项均由国务院组织机构出台，其中有5项政策

由国务院组织机构联合颁布。政策目标方面，9项政策在

知识产权、协作保护及增强保护意识方面的表现良好，

且数据间离散程度较小；而在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及促

进经济发展方面得分呈现较大的波动性，其中3项政策

未突出技术引进目标，4项政策在自主创新方面得分较

低。政策措施方面，9项政策在法律、合作、经济措施方

面的整体得分较高，而在财政、人才措施方面得分不佳，

其中有6项政策未涉及财政措施，4项政策在人才措施方

面得分较低。在作用对象和作用范围方面，9项政策得分

偏高，均涉及社会、法律、经济等领域，且作用对象均包

含了政府机构、企业等。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9
项政策的社会价值得分整体高于经济价值，且9项政策

在颁布级别和社会价值上的标准差偏小，反映出9项政

策在这两项指标上得分相对稳定，数据波动较小。

表9  评价指标均值与标准差

评价指标 均  值 标准差

颁布级别 2.00 0.47
协同度 0.55 0.49
政策目标 13.88 4.58
政策措施 9.33 4.05
作用对象 2.33 1.05
作用范围 3.22 0.91
社会价值 2.88 0.56
经济价值 2.11 0.73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S-CAD法为理论基础，通过熵权TOPSIS
法对2021年以来所发布的9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文本展

开实证分析，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领域提供了新

的研究视角。基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内容、政策参与者

和政策价值维度，得出以下结论：①政策制定者方面，

9项政策多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政策颁布主体缺乏

合作，颁布部门较为单一化。②政策内容方面，9项政

策在政策目标、政策措施上的得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政策目标考虑不够全面和深入，且人才、财政措施设置

不均衡。③政策参与者方面，9项政策均涉及社会、法律

及经济领域，但在技术领域有所欠缺。作用对象均包括

政府和企业，但政策未全面涉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

知识产权相关机构。④政策价值方面，9项知识产权保

护政策均较全面地体现了社会和经济价值，也突出国

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视。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提出如

下优化建议。

（1）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部门协同。需要加强

部门间的协作能力，通过部门协作和交流促进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深层次研究，考虑不同政策目标涉及的相

关政策领域与政策重点，以此对知识产权创造、服务、

运用等制定科学、详实的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

（2）强化政策目标的相互融合。必须重视自主创

新，依托高新技术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科技创新成果。

政府应当强化政策目标之间的相互融合，促进知识产

权保护与技术、经济发展等目标的融合，从多个维度考

虑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定和政策工具实施，确保政策

实施的经济效果，从而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

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作用，促进经济发展。

（3）健全财政支持及人才激励制度。要依托高水

平人才队伍促进知识产权“创新+保护”，首先要完善

现有政策中的财政支持及人才激励制度。相关部门要

加强部署关于评价奖励、人才引进等的具体化措施，进

一步明确对象、确定范围、细化激励内容等，从而为制

定高质量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提供有力保障。

（4）提升作用对象的多元性。在作用对象方面，知

识产权保护政策应当考虑与知识产权服务相关的机构

或部门，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图书馆等。政府应该

满足公众知识产权需求，扩大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作用

范围，加强科技领域与知识产权的融合，拓展政策作用

对象，通过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对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知识的普及，提升全民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从政策制定者、政策内

容、政策参与者、政策价值4个评价维度展开，未对政

策实施效果进行测度，后续可从政策过程理论角度建

立较为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此外，

仅选取了2021年及以后颁布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作为

评价样本，后续可针对不同年限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

评价指标进行时间维度的测度与评价，以此分析知识

产权保护政策的演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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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olicy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MA HaiQun1  LI Min2

(1. Research Center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P. R.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olicy texts is helpful to grasp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an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subsequent policy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basic elements 
in S-CAD policy analysis method, and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olic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policy-makers, policy contents, policy participants, and policy valu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evaluates nin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olicies with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ine policies 
are standardized, the policy focus is prominent, and they have high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aspects 
of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policy objectives, policy measures, and scope of action.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we should strengthen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rmulation,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policy objectives, improve the financial support and talent incentive system, and 
enhance the diversity of th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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