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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寻求高质量发展路径成为各地经济转型的重大课

题。国内外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并逐渐得到重视。文章在研究分析江苏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江苏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江苏经济贡献还有待提高，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培育政策体系仍需完善。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断提升经济贡献度、坚持多元化发展、强化

制度创新三大路径以及相关政策建议，为发展壮大江苏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进一步促进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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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ointed out that our economy has shifted from 
rapi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at seeking a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for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China. Research shows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ensive 
industries(short for IP-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have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P-intensive industries in Jiangsu.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IP-intensive industries in Jiangsu to the economy still lags behind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P-intensive industries still needs to be optimized and the policy system remains 
to be improved. It is proposed to develop Jiangsu's intellectual property-intensive industries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economic contribution, adhering to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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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并不是一个新的产业概

念，而是从知识产权拥有强度的角度对产业进行

的一种分类。一般以产业知识产权密集度的概念

进行界定，如从单位从业人员知识产权拥有量的

角度，可以将在一定期间内单位产业从业人员的

知识产权拥有量高于平均产业水平的称为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类型也不断

拓展，由只关注专利密集型、商标密集型、版权

密集型向外观设计密集型产业、地理标志密集型

产业和植物新品种权密集型产业等类型拓展 [1-2]。

在实际中各研究对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定义也

不尽相同，但可以发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普遍

具有三大特点：一是高知识密集性。从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的类型和定义看，除商标承载的知识

性较少外，专利、版权、植物新品种等都是知识

创造的载体，高知识密集性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的首要特征。二是高经济贡献性。美国经济学

家斯维科最早发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为美国高

附加值的产业和服务贡献了 60%经济增长 [3]，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现全球知识产权交易额增速超

过全球GDP增长率 [4]。2012 年至 2016 年美国和

欧盟先后发布了 4 份研究报告 [1-2, 5-6]论证了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国家GDP、就业、出口等的贡

献要普遍高于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正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商业出口总额在 2010
年为 7750 亿美元，占总额的 60.7%[5]，2014 年

上升至 8420 亿美元 [1]。2011 年至 2013 年，欧盟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进口份额占 86%，出口份额

占 93%，贸易顺差达 964 亿欧元 [2]。三是高经济

效益性。从员工平均工资回报看，知识产权密集

型产业雇员平均周薪高于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46%[1]。2017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分析了技术、

设计、品牌等无形资本对全球价值链生产的贡

献，发现 2014 年无形资本约占 19 个制造行业产

值的 1/3[7]。

江苏省的产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工业规模虽居全国第一，但传

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观。2017
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42.7%，以贴牌

生产为主的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产值占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的 41%，“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现象

突出 [8]。2016 年江苏省土地开发强度达 21.4%，

比浙江省、广东省分别高 8.6 个百分点和 9.9 个

百分点，苏南部分地区已接近世界公认 30%的警

戒线；单位GDP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

放强度比浙江省分别高 29.8%、49.4%和 58.1%，

比广东省高 68.4%、15.4%、75%[9]。二是创新驱

动尚未成为发展的第一主动力。从国家知识产权

局公布的 2017 年主要工作统计数据看，每万人

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三位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依次为：北京市（94.5 件）、上海市（41.5
件）、江苏省（22.5 件）。可以说从总量看，江

苏省专利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但从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看，离发达省份还有相当的差距。

此外，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强度等仍然偏

弱，2016 年江苏省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仅为广东

省的 13.6%；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 2.66%，

低 于 以 色 列（4.25%）、 韩 国（4.23%）、 日 本

（3.49%）、德国（2.9%）[9]。三是新的国际竞争优

势尚未建立。金融危机后，江苏省制造业的劳动

力、土地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面临着严峻的国

内外竞争形势。从国际看，2017 年江苏省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额占总额的 37.9%，对美国和欧盟的

出口占 42.5%，特朗普上台后重视知识产权，且

运用知识产权手段遏制中国发展意图明显。从国

内看，2017 年全省GDP与第一的广东省之间差

距进一步拉大。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

核心和基础，但当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

无统一认识。笔者认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体现

在 3 个层面，即产业发展模式上由规模速度向质

量效益转变，产业发展路径上由要素驱动向创新

驱动转变，在产业发展结果上表现为占据全球价

值链高端，重塑产业竞争优势。而这 3 个方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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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特点相吻合，也与江苏省

当前的发展阶段需求相契合，可见发展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是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的概念、测度方法、美国和欧盟发展特点、对我

国经济的贡献等开展了一些研究 [10-16]。但在高

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促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

展这一实践层面的问题较少受到关注。为此，本

文将系统总结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实

践，为促进江苏省及全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

践借鉴和理论思考。

1 政策法规

2017 年 3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是知识产

权领域最新且较为全面的政策。其中涉及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的共有 6 个政策点，标志江苏省初

步形成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结构、布局、组织

等相对完整的产业政策体系。一是在产业结构方

面，主要政策点为：建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统

计制度，发布产业目录和发展报告。2016 年年

底江苏省专利信息中心发布国内首个集专利、商

标、版权为一体的《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统计报告 2016》，2017 年又进一步更新完善。二

是在产业布局方面，主要政策点有：开展知识产

权区域布局试点；建设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

区、专利集群管理示范区和专利审查员实践基

地；实施版权示范创建推进工程；加快建设省级

产业集群品牌培育示范基地。三是在产业组织方

面，鼓励建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产业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此笔者基于

广义分类梳理了 2015 年以来江苏省政府、知识

产权局、科技厅、发改委、经信委等相关部门发

布的与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相关政策文件累计共有

139 个，分别涉及知识产权政策、产业政策、科

技政策、人才政策、管理政策、企业政策、金融

政策、财政政策等 21 类。发现江苏省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政策措施引导影响力较弱，当前江苏

省直接涉及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相关政策还是

以知识产权部门发布为主，主要是管理办法和通

知等形式，其中较为重要的产业结构政策如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目录还停留在研究报告层面，尚

未上升至政策层面，省政府层面也尚未有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的相关规划。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的培育和发展涉及多个部门，除知识产权部门

外，其他部门发布的政策很少专门针对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点。

2 产业规模及产业结构

江苏省专利信息中心发布的《江苏省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统计报告 2017》（以下简称“《江苏

报告》”）显示，2016 年，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增加值为 2.4427 万亿元，占当期江苏省GDP
的比重为 32.1%，从业人员数为 599.93 万人，占

当期江苏省全部从业人员数比重 12.61%①。将该

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进行对比表明 [1-2， 12]，

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GDP和就业的贡献

均低于美国和欧盟水平，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

而在就业方面的贡献却较低（表 1）。
由于我国统计分类中产业增加值获得局限

性原因，当前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构成中除专利

密集型产业外，其他类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

表 1 江苏省与全国、美国、欧盟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和就业贡献的比较

指标 江苏省① 中国 美国 欧盟②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 32.1 26.87 38.2 42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 12.61 27.03 18.2 28

注：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① 数据来源：《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统计报告 2017》。
② 欧盟的报告除包含专利、商标和版权密集型产业外还包括外，观设计密集型产业、地理标志密集型产业和植物新品种权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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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经济的贡献尚不明确。从已有研究看，专

利密集型产业对江苏省GDP的贡献为 18.95%[13]。

美国和欧盟的商标密集型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

为 34.9%和 35.9%，分别比其专利密集型产业高

29.8 和 20.7 个百分点 [1-2]。从我国情况看，商标

密集型产业对经济贡献高于专利密集型产业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外观设计密集型产业对

GDP的贡献与专利密集型产业相当（表 2）。
专利密集型产业构成方面（表 3），从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看，经笔者归类梳理，《江苏报告》

中的 33 个专利密集型产业均为制造业，主要涉

及造纸、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生物

医药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等 10 个产业。33
个专利密集型产业中有 24 个与全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目录重合，重合度达 72.7%。美国专利密集

型产业主要集中于通信、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

电气装置及组成部分、化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

等 [1]。可见，江苏省专利密集型产业与全国和美

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构成还是有一定差异

的。从战略新兴产业分类看，《江苏报告》中 28
个与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2012）
试行》重合，重合度达 84.8%。

从商标密集型产业构成看（表 4），《江苏报

告》中的 35 个商标密集型产业均为制造业，主

表 2 江苏省与中国、美国、欧盟不同类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GDP贡献的比较

对GDP贡献 江苏省 中国 美国 欧盟

专利密集型产业 /% 18.95 10.66 5.1 15.2

商标密集型产业 /% — 18.39 34.9 35.9

版权密集型产业 /% 7.85 ① 3.52 5.5 6.8

地理标志密集型产业 /% — — — 0.1

植物新品种密集型产业 /% — — — 0.4

外观设计密集型产业 /% — — — 13.4

注：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表 3 江苏省与中国、美国专利密集型产业构成的比较

区域 产业构成

江苏省
造纸、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生物医药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广播电视与智能消费设备、仪器仪表制造

中国
信息基础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代交通装备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型功能材料产

业以及高效能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美国 通信、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电气装置及组成部分、化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

注：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表 4 江苏省与美国商标密集型产业构成的比较

区域 产业构成

江苏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木制品制造、玩具制造、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摩托车制造、

自行车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

美国②

电气及科学仪器、广告及商业、教育与娱乐、计算机和科学、服装、保险和金融、纸制品及印刷品、制药、化妆品

和洗涤用品、玩具及运动品、医疗、美容和农业、建筑与维修、旅馆和餐馆、机械、环境控制装置、医疗设备、电信、

个人与法律、家具与物品、肉类及加工食品等

注：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① 由于数据缺乏，该数值为 2013 年江苏整个版权产业占GDP比重。

② 此处为商标分类而非产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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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于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

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等 18 个产业，而

美国 66 个商标密集型产业中有 32 个属于服务

业，几乎占了一半，且批发零售业、商业服务、

金融服务、保险教育服务、艺术、娱乐和休闲业

占有很高的经济贡献比重 [1]。

江苏省是我国制造业大省，工业经济实现规

模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电子、机械、石

化、冶金、纺织、轻工等主导产业产值达万亿级

以上。从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江苏省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构成与江苏省的主导产业具有较高的吻

合度，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企业增加包括知识产权

在内的创新投入，产业规模是影响某一产业是否

是知识产权密集产业的重要因素，也符合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具有较高贡献的特征。

综上可见，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

经济贡献度还有待提高，且其构成结构还有待优

化。产业经济贡献方面，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占GDP比重均低于美国和欧盟。专利和商标

密集型产业结构方面，传统主导产业占比较大，

但大都又是新兴产业，因此还有较大的提升和优

化空间。此外，美国商标密集型产业中服务业占

较高比重，而江苏省商标密集型产业则全是制造

业。二是较为重视发展专利、商标、版权密集型

产业，对其他类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支撑不

明显，如欧盟将外观设计密集型产业单独计算，

且还关注地理标志和植物新品种等其他类型的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制度支撑不足。

2018 年新国家知识产权局组建以前，我国专利、

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分散设置，因此

导致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推进上仍表现为分

部门推进，协同效应不明显。虽然江苏省出台了

全省层面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 18 条政策，

但是从分项落实看，仍只有知识产权部门将知识

产权上升至产业层面统筹，但限于职能等原因，

对产业发展抓手和力度有限。

3 促进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的

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并不是一个新的产业，

而是以注重知识产权为驱动力的产业发展模式。

因此，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是从零起步

或者是另起炉灶，而是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

展融入提升产业经济贡献、实现多元化发展以及

全面深化制度改革过程中。

3.1 以强化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增加产业规模及

其贡献

2017 年，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31.0%，发明专利占全

省比重超过 40%。而传统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仍

近 60%，但绝大多数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

工业增加值率长期徘徊于 25%，远低于发达国

家 40%以上的平均水平。根据笔者对江苏省企业

创新调查数据的分析，开展产品或工艺创新的传

统企业仅占企业数量的 30.9%，且江苏省传统产

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低 [17]。可见，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传统主导产业是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发展的两个主攻领域，要进一步科学识别江苏省

知识产权密集型优势产业和潜力产业，进而强化

各细分产业领域内的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不断

提升其产业规模及其经济贡献，主要通过以下 3
条途径：一要加强优势和潜力产业领域内的知识

产权战略布局，利用“专利先行”实现“跑马圈

地”，加强“品牌建设”实现“高附加值”，通过

“工业设计”提升“赋值能力”。二要完善产业重

大关键技术的产出机制。针对优势产业和潜力产

业中共性关键技术突破难度大、风险大、投入大

等特点，在重大关键技术攻关过程中一定要强调

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协同，加速技术向市场

化运用的动力和速度。三要加速建设知识产权密

集型企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是经济化了的知

识产权，因此发展核心就是要提高企业知识产权

运营能力，最大化利用知识产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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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多种类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繁荣实现多

元化发展

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不能仅仅局限于

专利、版权、商标，外观设计、地理标志、植

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类型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同

样不可小觑。江苏省要坚持多种类型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共同发展。一要大力发展专利及商标密

集型产业。在产业技术升级改造的同时，要充分

重视品牌建设，特别是传统产业要充分利用商标

时间积累优势，实现专利密集型和商标密集型协

同发展。二要大力发展版权等知识产权密集型

服务业。2016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50.5%，低于发达国家普遍达 60%以上的水平。

且江苏省商标密集型产业全部集中在制造业，而

美国近一半的商标密集型产业为服务业，可见江

苏省服务业高端发展还有较高的提升空间。要注

重引导江苏省一般服务业品牌化发展，鼓励有一

定知识产权基础的制造业向制造服务化方向发

展，进一步延伸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链。三要进

一步挖掘和开发江苏省地理标志和植物新品种等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潜力。目前，江苏省

共拥有地理标志商标 257 件，稳居全国前列，年

产值达 300 多亿元，盱眙龙虾等一批地理标志在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成效显著。此外，

江苏省是农业大省，植物新品种授权量位居全

国前列。由于此两类知识产权大多集中于农业领

域，因此要高度重视此类知识产权在带动农业经

济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推动江苏

省农业向高技术、高效益、高内涵方向发展。

3.3 以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制度创新强化发展保

障

林毅夫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由选择性

政策向竞争性政策转变 [18]。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

本质就是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 [19]，因此要将知识

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政策作为竞争政

策的重要方面加以研究。一要紧跟国际知识产权

制度发展趋势，建立体现江苏省产业发展阶段和

发展优势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其中要加快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速地理标志制度的统一和

完善等。二要推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政策体系

化，要以知识产权为优化资源配置导向，以促进

公平竞争为原则，进一步优化调整财政政策、税

收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绩效评价政策、

人才政策等，构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立体化支

撑政策体系。三要加快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

新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重新组建，整合了专

利、商标、地理标志 3 种类型的知识产权管理职

能，此前江苏省苏州市已作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

改革试点城市之一，跟踪改革动态并及时总结经

验，加快整体改革进程，进一步探索完善和构建

有利于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的全链条治理

体系。

4 政策建议

4.1 加强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顶层设

计

加快制定江苏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可从知识产权密集型优势

产业、知识产权密集型潜力产业、知识产权密集

型前瞻产业 3 个层次进行统筹规划；要根据江苏

省产业发展实际和规划，进一步加强研究，制定

发布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目录，除专利、

商标和版权外，还要加快制定发布地理标志、植

物新品种等类型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目录，并

建立动态的调整机制。

4.2 加大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创新投入力度

在项目引导上，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目录

中的产业作为各类产业、科技创新项目、计划、

基金的优先支持领域。在人才支撑上，一方面要

加大知识产权各层次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重

视和加大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的引进力度，在各

类人才计划中增加知识产权类高层次人才的比例

和支持力度。在创新平台建设上，要加快建设集

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

种知识产权类型为一体的综合性知识产权运营交

易平台，降低知识产权转化成本，提升知识产权

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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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快建立以促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为

导向的评价体系

在政府层面，可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作为其考核指标之一，弥补片面考核产业发展

规模，或者产业规模和质量结合考核难度大，而

不能体现产业发展质量的缺陷。在企业层面，修

订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企业资质认定的评价

标准，例如可以将产业内平均知识产权密集度水

平作为考核参考指标之一，避免出现如高新技术

企业知识产权水平较低的不合理现象；在高校、

科研院所等知识产权供给层面，要重视知识产权

创造与经济相结合效果的评价，注重建立知识产

权供给者与企业、市场需求直接对接的引导机

制，可将知识产权产出的转化率、转化经济效益

等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改变以往重知识产权创造

轻知识产权运用的评价导向。

5 结论

本研究论述发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特点和

当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具有较高的吻合性，

并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政策创新等方面分析

了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点及存在

问题，发现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经济的

贡献还有待提高、结构还有待优化，政策创新还

有待加强，提出促进江苏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发展的路径及政策建议。通过本研究还发现以下

两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一是当前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主要原

因在于当前常规监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存

在诸多统计技术与制度障碍，地理标志等相关数

据开放性不够等因素均影响了对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宏观层面的监测、考核及相关研究。今后要

重点加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标准体系

研究，以增加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比如

可以参考美国专利商标局将技术分类体系和 30
个北美产业分类（NAICS）代码之间制成的参

照关系表。基于该表，就能够将专利和北美产业

分类编码代表的产业联系起来。二是在政策创新

层面尚未得到重视，大多数政策仍将知识产权作

为一个单独的创新要素看待，而未上升至产业层

面，相关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政策研究应是下一

步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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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通过收购或控股我国增材制造企业，以

及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逐步占有了我国市场，

必然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目前我国增材制造领域的企业仍以中小企

业为主，规模和实力还不足以与行业巨头相抗衡。

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行业内部和企业之间

需要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强强联合，形成技术

联盟，提升竞争力，共同应对外国企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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