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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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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肃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来，知识产权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契机。文章阐述了甘肃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现

状，剖析了甘肃省存在的经济发展滞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知识产权人才匮乏等问题，

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带来的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甘肃省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的建议：甘肃省要抓住“一

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政策、区位优势，以创新引领发展，深化对外开放，挖掘甘肃省潜在的资源和文化优势，构建丝绸

之路产业带，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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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in Gansu Provinc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taking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compared with 
the  well-developed regions in the eas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nsu Provin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in Gansu Province, and analyses the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eak foundation,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c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lents. Gansu province should seize the policy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lead development with innovation, deepen opening up, excavate potential resource and 
culture advantages to construct the Silk Road industrial belt, cultivate and expand new kinetic energy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ic outlin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a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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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国务院颁布《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纲要》以来，甘肃省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知识产

权事业发展，并相继制定和出台了《甘肃省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2015 年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推进计划》，提出了在市场导向结合政府推

动、统筹规划结合分类指导、鼓励创新结合规范

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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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础建设结合体制创新的指导思想下实施

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大力推动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和保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培育知识产权文化，到 2020 年实现全省知识产

权制度基本完善，政府管理能力和社会公众的知

识产权意识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法制环境进一步

改善，知识产权拥有量较大幅度增长，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品比重显著上升，知识产权对全省科技

进步、文化繁荣、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

显现的战略目标，为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推进进

行全局谋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部，古丝绸之路横贯境

内，经过了全省许多重要城市和关隘，在甘肃省

内绵延 1600 多公里，对甘肃省经济文化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合作，将为地处丝绸之路黄金

段的甘肃省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与跨越式发展提

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是全

方面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和互利共赢国际合作模

式的新探索 [1]，也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沿线国家

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前景 [2]。本文将以此为背景对

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面临的问题与机遇进行

初步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

1 专利结构和知识产权运用情况

甘肃省知识产权发展起步较晚，但增速较

快，科技创新效率较高。截至 2018 年年初，甘

肃省累计申请专利超过 11.8 万件，累计授权专

利超过 5.2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 2.32 件；有效注册商标累计超过 5.3 万件；出

a　数据来自 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2012—2016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

b　引自《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年评估报告》，2018 年 4 月。

版“非遗”保护成果专著 199 部，建立各类项目

保护基地 69 个，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 61 项。以

专利为例，1985—2016 年甘肃省累计申请和授

权专利每万人口拥有量分别为 36.4 件和 16.5 件，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4 和 1/5。2011 年甘肃省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以来，全省以创新驱动发展为

导向，大力发展知识产权事业，2012—2016 年

专利申请及授权量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31.8%和

28.3%a，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增幅（表 1）。
2012—2016 年，甘肃高技术产业每件有效

发明专利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全国排名在 10—
20 位，进入产业化阶段的有效专利比例在全国排

名第 18 位，获得专利奖奖励的项目累计 150 项，

新增销售额累计 400 多亿元，新增利税累计 60
多亿元，获得国家专利奖优秀奖 28 项b，表现出

较高的科技创新效率。《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

报告（2016—2017）》指出，2016—2017 年甘肃

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突破 50%，升至全国综

合科技创新水平第二梯队，保持在全国第 18 位。

此外，大部分市州的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在 90%以

上，达到了最优水平 [2-3]。

截至 2017 年年底，甘肃省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3 种专利有效量分别是

6045 件、18066 件和 4111 件，分别占到总数的

21.4%、64.0%和 14.6%。发明专利占比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一个百分点，实用新型专利占比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 7.6%，外观设计专利占比较全国平均

水平低 6.7%。有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

专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实用新型专

利 [4]；实用新型专利存在比较突出的专利“泡沫”

表 1 甘肃省及全国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较上年增长率

 单位名称：%

对比项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平均增长率
甘肃申请量 56.3 32.9 9.5 21.3 39.0 31.8
全国申请量 27.1 16.9 -1.1 19.4 25.2 17.5
甘肃授权量 53.7 29.4 7.6 35.6 15.4 28.3
全国授权量 31.6 5.6 -1.5 32.0 2.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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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占比过高甚至可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效

应 [5]。因此，要进一步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专利

投入结构。

近年来，甘肃省知识产权运用转化水平显著

提高。2017 年，甘肃省登记技术合同 5850 项，

同比增长 11.4%，成交额达到 162.9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8.1%，成交额排名全国第 15 位。其

中，技术咨询合同成交额占 10.3%，同比增幅最

大；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占 79.1%；技术开发合

同成交额占 9.7%；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 0.9%。

技术交易的重点领域为农业领域和城市发展领

域，兰州市、酒泉市、天水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列

全省前三。《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年评估

报告》指出，2012 年至 2017 年年底，甘肃省专

利权质押融资金额累计 27.3 亿元，驰名商标总产

值 3893.5 亿元，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总产值 586 亿

元，共有 20 余家企业积极参与贯标，培育国家

示范优势企业 48 家和省级优势企业 131 家。

2 制度体系

2016 年和 2017 年，全省 14 个市州分别申

请专利 20276 件、24448 件，两年中专利申请量

超过 1000 件的地区为兰州市、酒泉市、天水市、

张掖市、庆阳市、白银市和武威市。这 7 个地区

2016 年和 2017 年的专利申请量均超过了全省总

量的 82%a，知识产权能力较高的地区为兰州市、

张掖市、酒泉市、天水市以及庆阳市。

甘肃省于 2010 年出台了《甘肃省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随后相继修订颁布了《甘肃省专利

条例》《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的意见》《甘肃省

专利奖励试行办法》《甘肃省专利权质押融资指

导意见》《甘肃省中小微企业专利质押融资办法》

《甘肃省专利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

强高校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企业知

识产权工作的意见》《甘肃省专利奖励试行办法

实施细则》《甘肃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和管

理办法》《专利保险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甘肃省

a　数据来自甘肃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2016-2017 年甘肃省专利统计数据。

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实施方案》等

知识产权相关文件 90 余件，为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此外，为保障专利执行，甘肃省还出台了

《甘肃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甘肃省知

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执法随机抽查工作细则》，签

订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专利协作

执法与联合执法工作备忘录》《西部地区专利协

作执法与联合执法工作备忘录》等，开展了“护

航”“天网”“雷霆”等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专项行

动，切实加强了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和能力，进一

步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2017 年，甘肃省处理

各类专利案件 709 件，同比增长 46.8%，结案率

达到 98.7%；纠纷案件与假冒案件的比例由 2016
年的 1:11 优化至 1:4，专利执法维权体系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专利行政执法能力不断提升。

3 面临的问题

（1）经济发展滞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基

础薄弱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
年甘肃省生产总值 7459.9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28497 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7.8%；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 76.3%和 60.1%。甘肃省总体经济开放度较

低，经济发展缓慢，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科技和

文化创新等方面尚未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6]。

（2）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民营企业体量较

小，知识产权发展后劲不足

长期以来，甘肃省以能源、有色金属、重

化工等区域特色产业为主导产业，重工业型企业

占比较高。受到资源型产业的“挤出效应”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甘肃省国有经济占比较大，资源

要素配置和工业结构不合理，高技术产业规模较

小，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落后，经济总量低，研

发能力薄弱 [7-8]。

甘肃省中小企业占全省企业总数的比例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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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但具有总量大、分布广、劳动密集等特征，

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较弱。截至 2017 年年底，甘

肃省高新技术企业共有 623 家，仅占全国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的 0.46%，2017 年甘肃省高新技术企

业生产总值 7677 亿元，全国排名第 27 名，高新

技术企业对全省经济及知识产权发展的拉动作用

不足。

（3）知识产权人才匮乏，专利代理机构较少

甘肃省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意识普遍较低，

对知识产权仅限于创造和消极防御，缺乏知识产

权管理和保护的专门人才，更缺少企业知识产权

发展的长远规划。截至目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

案的甘肃省专利代理机构只有 6 家，仅占全国总

量的 0.28%；备案的专利代理人仅有 51 人，占全

国总量的 0.28%a，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申请量不

足年申请总量的 30%[9]。全省每年获得专利实施

许可的专利数量不足百件，企业获得知识产权投

融资、知识产权质押担保和知识产权产业化的数

量更是屈指可数，省内尚无与知识产权运营相关

的组织机构 [10]。甘肃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来，

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但代表企业核

心技术及创新能力的知识产权仍然缺乏 [11-12]。

（4）海外知识产权维权缺乏经验和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向沿线国

家专利申请公开量由 2013 年的 2157 件增加到

2017 年的 5608 件，年均增长 27.0%，涉及沿线

25 个国家；来华专利申请量从 2013 年的 2597 件

增加到 2017 年的 4317 件，年均增长 13.5%，涉

及 53 个国家b。“一带一路”的建设为甘肃省建立

起了与沿线国家沟通和合作的桥梁，实施海外知

识产权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

维护企业自身利益的需求，但由于受沿线国家地

区政治文化多元、法律差异较大、信息互通机制

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政治

风险及法律风险也将剧增 [13-14]。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对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的利用水平有限，在海外

a　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查询系统。

b　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专利统计简报，2018 年第 16 期。

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及纠

纷应对方面缺乏经验和风险防控机制 [15]。构建知

识产权交流的平台，制定高效的知识产权风险防

范机制，对知识产权成果进行追踪和评估，及时

做好知识产权侵权预警，都是甘肃省在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挑战。

4“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

（1）抓住“一带一路”政策利好，促进产业

转型及区域经济合作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后，于 2015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出台了《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

进各国及区域间交流合作，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了

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部门间的合作协议覆盖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各领

域。“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

时代意义，而各项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为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政策指导，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

同时，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促

进西部文化产业发展，政府部门出台了《关于推

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

干意见》《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战略规划》等一系列对西

部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为甘肃省乃至整个

西部经济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2）打破西北内陆的地理区位困局

甘肃省地处内陆腹地，是中国版图的地理中

心，也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

渡带。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经济发展中，甘肃

省地理区位劣势明显，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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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使位于欧亚大陆交通枢纽

的甘肃省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黄金

道”。甘肃省也转变为我国向西开发的第一战略

平台 [1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甘肃省全

力配合“一带一路”的建设，着手打造兰州、天

水和武威三大国际陆港以及兰州、嘉峪关和敦煌

三大国际空港，计划到 2025 年，基本形成丝绸

之路物流通道及跨境贸易枢纽；加快开放口岸及

平台建设，马鬃山中—蒙口岸复通提上议事日

程；成功举办了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世界

陇商大会、“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甘肃国

际新能源博览会等大型国际间交流合作活动。

（3）有利于提高经济开放度和运行效率

2017 年，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加

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协议及司法交流与

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

作。2016-2017 年全国申请的PCT国际专利共有

9 万件，甘肃省仅占 54 件，甘肃省知识产权国

际化能力较弱。在推进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中，如何抓住机遇、对外开放，加强与沿线国家

及地区的科技合作和交流，对甘肃省知识产权事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甘肃省获

得了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兰州

新区综合保税区以建设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内陆进出口集散中心、产业集聚地为目标，

2015 年 8 月 18 日通过国家相关十部委正式验收，

2015 年 12 月 24 日正式封关运营，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已经完成进出口贸易 15.7 亿元，招商引

资 26.2 亿元，注册国际贸易企业 148 家，跨境电

商企业 12 家。甘肃（兰州）国际陆港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上国际贸易的枢纽港，五大核心功

能项目和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已全面启动建设，兰

州铁路口岸已获批建成并正常运行，东川铁路物

流中心已投入运营，多式联运项目列入全国首批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开创性地打通了全国唯一一

条南亚国际贸易通道，中亚、南亚、中新南向国

际货运班列已实现常态化发运，被评定为全国示

范物流园区。综合保税区和国际陆港的运营将有

利于推进甘肃省对外开放、助力甘肃省企业知识

产权能力的提升，必将成为甘肃服务国家向西开

放战略的重要平台和门户。

（4）有利于挖掘潜在优势、发挥自身特色

甘肃省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风

能、太阳能、稀有金属、贵金属等能源矿产资源

及中草药、马铃薯、蔬菜种植加工以及制种等

农业资源，科技和人力资源也颇为丰富，这些

资源优势奠定了甘肃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此

外，甘肃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不平衡的中

亚国家类似，有着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同时又

在石油化工业、制造业、轻工业、农业等方面有

技术和人才优势，存在巨大的市场潜能和合作空

间 [16-17]。2018 年 2 月 11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

兰州—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也成为西北首个获批建设的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对于甘肃省加快实施“一带一路”

的建设和知识产权战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转型

跨越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5 对策建议

（1）创新驱动发展，实现资源型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战略相辅相成，实

现经济支撑产业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

变，提高甘肃省企业知识产权能力至关重要。首

先，甘肃省要借助“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机制大

力推进改善水利、交通、自然生态环境等基础设

施和条件，加强政府投入、引进民间资本大力吸

引外资。其次，应该吸收和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

经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形成

以大规模企业为支柱产业、中小企业提供配套服

务的各种规模企业合作共生的产业组织结构，充

分发挥后发优势。再次，加大政府投入扶持力

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投融资机制，促进知识产

权的产生和运用。最后，抓住机遇积极发展战略

性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主导产业，加强区域

内协作，提高对外开发度，延伸能源产业的价值

链，着力实现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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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贸易畅通推进机制，发挥资源优

势、打造特色产业

近年来，甘肃省利用丰富而独特的农林畜牧

业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区域性优

势产业和地方性特色产品，已形成了以马铃薯、

中药材、蔬菜、草食畜牧业、优质林果、制种和

酿酒原料等产业为代表的区域性优势产业区和特

色产品，培育了“五谷种业”“腾胜淀粉”“平凉

金果”等“农”字号龙头企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

农业人口数量多，农业经济占比高，对于农业互

惠共通合作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和广阔的合

作前景。但甘肃省在农业发展方面存在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淡薄，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农业知识

产权产权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20]。此外，农

业知识产权具有价值不确定、权利主体分散、侵

权界限模糊等特点，甘肃省要加强农业技术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宣传，对具备授权条件的

基因资源申请及时保护，重视申请商标、地理标

志、原产地名称等权利的保护，发挥自身农业资

源优势，重视农业知识产权发展，抢占市场先

机，打造特色产业链。

（3）建设和规范知识产权贸易代理及相关服

务机构

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全球经济发展，

甘肃省必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与国家的各类知识产权贸易活动中来，而知识产

权贸易代理可以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权利的申请、转让、诉讼、咨询等专

业的综合服务，有利于保护企业自主知识产权、

打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 [21]。因此，培育一批知

识产权贸易代理业务水平精湛的人才队伍、建设

一批规范高效的知识产权贸易代理服务机构是甘

肃省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的必然要求。目前，甘肃

省知识产权贸易的市场还比较小、与国外机构对

接合作经验匮乏，知识产权贸易代理人才缺乏，

现有的知识产权贸易代理机构主要业务集中在专

a　引自《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十年评估报告》，2018 年 4 月。

利的申请上，业务范围比较单一并且普遍缺乏营

销意识。甘肃省政府层面应该加强宏观管理，完

善法律体系，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措施，提高专业

代理人员业务能力，规范专利代理收费和服务标

准，使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处于有规划有秩序、参

与市场竞争的良性发展状态。

（4）文化先行构建丝绸之路产业带，有效推

动甘肃省知识产权的发展

甘肃省历史厚重、文化灿烂，文化内涵丰

富、类型多样。拥有 7 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2 家，民族文化别具特色，

文化资源富集度位居全国第五。

甘肃省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成功举办了

“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丝绸之路（敦

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同时在丝路沿线埃及、俄

罗斯、韩国等国家举办“甘肃文化周”“丝绸之

路（敦煌）音乐节”等国际性文化展演活动，有

力地推动了甘肃省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加强了甘肃省对外开放和知识产权文

化建设。甘肃省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正逐步成

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支柱力量。

因此，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结合文化

创意产业的分类分行业保护，进一步挖掘甘肃省

潜在优势，整合规划、开发区域文化资源，构建

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实施知识产权

强省战略，提升甘肃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6 结论

2018 年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周年。十

年来，甘肃省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大幅提升，累计

新增专利申请 10.43 万件、专利授权 4.46 万件，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幅达 26.5%a。知

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有效地提升了甘肃省知识产权

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同时作为一项

需要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今后的实施中

还存在经济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知识产

权人才和代理机构匮乏、专利侵权问题严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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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海外发展经验等诸多问题。

“一带一路”的建设打破了甘肃地处西北内

陆的地理困局，为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营造了良

好的政策环境、提供了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

的新机遇。2018 年 6 月，甘肃省印发了《2018
年甘肃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

权强省推进计划》，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实现资

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区域潜在优势

和特色，建设和规范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大力发

展农业领域和文化领域特色产业，打破甘肃经济

发展困境，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强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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