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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范昌琪

(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促进中心, 上海２０００２３)

【摘要】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创新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制度,而区域创新则是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本研

究旨在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区域创新影响的研

究成果,接着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证分析揭示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方式和机制并建立了理论的机制模型,

最后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具体的调整策略,以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处于最优区间,进而使得区域

的创新激励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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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是创新者和企业保护其创造性成果和知识的重

要手段。 通过确保创新者享有创造成果的独特权利，知识

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激励投资和研发活动。 区

域创新是指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发生的创新活动和知识交

流，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 它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提高

区域创新能力和吸引力。

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 合理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促进技术转移和合作，激励创新活动和

投资，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而过度的知识产权保

护可能会导致创新壁垒，限制了技术的共享和创新的发展。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

揭示其正向和负向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建议。

这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

一、知识产权保护和区域创新研究现状

(一)知识产权保护和区域创新概述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IP)是指由人们创造的智

力成果所享有的法律权益，它包括了专利权、商标权、著作

权等几个主要方面。 在国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已

经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在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主要由《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构成。 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发明创

造的专利权的法律。 我国的《专利法》于１９８４年颁布，距

今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自那时起，该法律已经进行了

四次修订，分别在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２０年。

新修订的《专利法》将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始于

２０１１年的《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工作，至此宣告圆满落幕。

商标法保护的是商标所有者对其商标使用权的独占权。 商

标被用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服务，具有重要的品牌价值和商

业意义。 我国的《商标法》确保了商标的独立性、独占性

和排他性。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作者对其作品的独占

权。 著作权适用于文学、艺术、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作品，

包括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电影作品、软件等。

我国的《著作权法》承认了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并规定了

著作权的获取、行使和保护方式。

区域创新指的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发生的创新活动和知

识交流。 它在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特点，包括：(１)促进经济增长：区域创新能够促进新产

品、新技术和新服务的开发与应用，推动经济的增长。 通

过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区域创新可以改善生产

效率、提高产业竞争力，为地区和国家经济带来长期可持续

的发展。 (２)加强产业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够为企业提供技

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机会，推动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技

术水平和市场份额。 通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形成创新集群

和产业集群，区域创新有助于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和供应

链，提高整个地区产业的竞争力。 (３)提升创新能力：区域

创新鼓励不同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与

协同创新，加强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提升地区创新能力。

通过共同解决技术难题、共享研发成果和专利资源，区域创

新能够加速创新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４)增

强地区吸引力：区域创新可以提升地区的吸引力和竞争优

势，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和人才的流入。 具备创新能力

和产业集群的地区能够成为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首

选落地地点，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多元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１)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知识

产权保护与创新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 例如，学者阿依怒

尔的研究表明，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励企业加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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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推动技术的转移与合作，促进区域创

新能力的提升。 (２)有研究着重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

产业和企业类型的影响差异。 例如，学者田文英论述了知

识产权制度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并结合我

国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认为高技术

产业和创新型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更为迫切，并提出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建议和实施的法律保障。 (３)还有一些

研究关注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学者丁

勇基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２０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理论和实证方法

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各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验证了

虽然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市场扩张效应、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

能够促进区域创新，但同时带来的行政部门干预和价格效应

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三)国际研究现状

国际上的研究也普遍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重要

性。 一些研究对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负面作用进行

了探讨。 例如，多年前，Suanne比较了弱新颖性要求和强

新颖性要求在社会效率方面的差异，还探讨了在两个公司在

同一技术上申请专利时，确定哪个公司获得专利的规则对该

问题的影响。 研究认为在专利法中对新颖性要求的严格程

度会影响创新的速度，因为它会影响公司之间披露的技术信

息的数量，并且会影响研究的事前盈利能力。

２０１５年，Smeets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跨国企业

子公司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知

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供应商的生产力影响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增加了与当地供应商的知识共享，促进了供应链内的生

产力提升；在对客户的生产力影响方面起到了负面作用，增

加了跨国企业子公司对当地(企业)客户的垄断力量，削弱了

客户端的生产力。

国内外的研究都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重要

影响。 同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存

在一些不同观点和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释。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

当谈到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时，可以从

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积极作用和抑制作用两个方面进

行详细阐述。

(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积极作用

(１)创新动力和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为创新者

提供一定的激励，使他们更有动力进行创新活动。 知识产

权保护可以确保创新者在创新成功后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

这激励了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研发和创新。 此外，知识产

权保护还可以提供知识分享和技术转移的动力，促进不同企

业、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推动区域创新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知识产权保护在激发创新动力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具体情境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限制

和挑战。 因此，综合考虑经济、法律、文化和制度等多个

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２)技术转移和合作：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

术的转移和合作。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环境下，企业更愿意

进行技术合作和技术交流，分享和转移技术。 技术转移和

合作可以加快技术创新的传播和应用，促进区域内企业间的

互补和协同创新。 通过共享和合作，企业可以互相借鉴和

学习，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加快区域创新的速度和效果。

(３)创新环境的塑造：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为创新环

境的塑造提供支持。 在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

创新者更有动力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并更倾向于将创新成果

转化为商业价值。 这种现象可以吸引更多的创新资源和投

资流入，形成创新氛围和生态系统。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抑制作用

(１)创新壁垒：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导致创新壁垒

的形成。 当知识产权保护过于强化时，创新者可能会过度

依赖现有知识产权，导致创新活动的受限和创新效率的降

低。 企业可能因为担心侵权问题而在创新活动中采取保守

策略，不愿意在现有知识产权的范围内进行创新。 这样的

情况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抑制区域创新的活跃度。

(２)专利滥用和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可能导致专

利滥用和垄断现象。 一些企业可能会滥用其拥有的知识产

权，通过专利申请和专利诉讼等手段阻碍其他企业的创新活

动。 一旦形成垄断地位，创新者的动力可能会受到抑制，

新的创新者可能难以进入市场，从而限制了创新的多样性和

速度。

(三)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的影响机制是相互关联和相互

作用的，实际影响因素的权重和效果可能会因国家、地区、

产业和文化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需

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并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手

段进行探究。

根据以上分析内容，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H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呈正相关。

H１：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创新动力

和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H２：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中，技术转移

和合作对区域创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H３：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创新环境

的塑造对区域创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H４：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创新壁垒

对区域创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H５：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中，专利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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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垄断对区域创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模型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模型

(四)具体调整策略

本文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和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

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区间，可以使得区域的创新激励达

到最优。 只要把握住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平衡，既能确保

创新成果的保护，又会促进技术的流动和创新的合作。 这

样能够在保护创新者的权益的同时，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来推动区域创新的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

用以下策略。

(１)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国家应建立健全的

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包括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法律，

以确保创新者能够合法获得对其创意和发明的保护，并鼓励

他们进行创新活动。

(２)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度：除了制定相关法

律，国家还需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打击侵权行

为，确保创新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良好的执法环境可

以让企业更加有信心充分投入到创新活动中。

(３)鼓励合理使用和交叉许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鼓

励合理的知识产权使用和交叉许可。 通过建立合理的授权

机制和许可协议，可以促进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和合

作，推动创新活动的开展。

(４)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和意识提升：增强知识产权保护

的意识和认识可以有效地减少侵权行为和知识产权滥用的现

象。 国家和社会应加强知识产权教育，鼓励企业和个人妥

善管理和运用知识产权，提高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尊

重和重视程度。

(５)加强国际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是全球性的问题。 国

家应加强国际合作，建立跨国界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共同

应对跨国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交流和

创新合作。

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定制化的政策和措施

应考虑特定的环境和具体的需求，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发展。

三、结束语

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是一个复杂而多维

的问题。 本文基于文献综述和实证分析，探讨了知识产权

保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建立了理论模型。 研究结

果显示，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激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

入和开办创新活动，促进技术转移和合作，提升区域创新能

力和竞争优势；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导致创新壁垒和

专利滥用，抑制创新活动和竞争。 因此，本文提出了建立

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度、

鼓励合理使用和交叉许可、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和意识提升以

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建议，以期望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之间

寻求平衡，实现促进区域创新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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