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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

开放的四项重大举措，其中之一便是“主动扩大进口”，这一举措是中国外贸政

策的重大转变，向国际社会传递出非同寻常的“信号”，表明了中国积极扩大开

放、共享市场机遇的坚定决心。近年来发生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使人们意识

到“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定要自给自足。然而，中国面临的

现实问题是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高技术产品一方面具有附加值

高、成长性好、辐射性大的特点，是我国优化贸易结构优化方向之一；另一方面，

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中凝结了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研发投入，能够帮助国内企业在引

进技术再创新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因此，高技术产品逐

渐成为我国进口贸易的重点领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博弈等

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国际贸易形势更加复杂严峻，逆全球化思潮再度兴起，贸易

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发达国家巩固其贸易地位，限制高技术产

品出口的强大武器。同时，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在此背景下，研究知识

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对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和提高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影

响机理；其次，梳理总结了中国高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随后，介绍了

二元边际的分解框架，并将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总额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接着，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结合 2007-2019 年中国从 50 个贸易伙伴国进口高

技术产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如何作用于高技术产品的进

口贸易边际，并得出结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高技术产品进口集约边际和

扩展边际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针对上述现状分析与实证结论，就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从而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 高技术产品 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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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10 April 2018,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four major 

initiatives to expand China's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at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one of which is to "actively expand imports", a major 

shift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policy that sends an extraordinary sign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emonstrating China's firm determination to 

actively expand and open up and share market opportunities. The ZTE 

and Huawei incidents in recent years have made people aware of the 

urgent need for a breakthrough in the " strangle" problem and the need to 

achieve self-sufficiency in key core technologies. However, the real 

problem facing China is that enterprises generally lack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High-tech products, on the one h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dded value, good growth and great drive, 

and are one of the directions for optimising China's trade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imported high-tech products condens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R&D invest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which can help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imported technology reinv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imported high-tech 

products contai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R&D investment from various 

countries, which can help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imported technology reinven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high-tech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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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gradually become a key area of China's import trade. 

The world is now experiencing the greatest change ever seen in a 

century,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new pneumonia epidemic, the game 

of big powers and other factors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mak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ituation more complex and severe, with the 

resurgence of anti-globalisation thinking and the frequent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powerful 

weapon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to consolidate their trade position and 

restrict the export of high technology products.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at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the 

protection of innov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binary margin of 

high-tech product import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scale of high-tech 

product imports and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s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PR 

protection on the binary margin of high-tech product import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econdly, it summari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PR protection for high-tech products in China; then it introduces the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of the binary margin and decomposes the total 

trade volume of high-tech product imports into the intensive margin and 

the extended margin; then, through an extended gravity model,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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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s the total trade volume of high-tech product imports from 50 

trading partner countries from 2007-2019 with the total trade volume of 

high-tech products in China. Then, using an extended gravity model,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PR protection on the binary margins of 

high-technology product imports by combining panel data on China's 

high-technology product imports from 50 trading partner countries from 

2007-2019, and conclude that strengthening IPR protection in China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both the intensive and extended margins of 

high-technology product imports. Finally, in light of the abo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us expand imports of high-tech 

products.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igh-tech products; Binary 

mar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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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立足本国国情，秉持开放合作理念，不断

推动外贸领域深化改革，从经济特区诞生到加入世贸组织，从沿海地区率先发展

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从成立自贸试验区到设立自由贸易港，从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逐步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进出口

贸易总额由 1978 年的 210.86 亿美元飙升至 2021 年的 60514.88 亿美元，成为名

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在肯定我国贸易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理性认识潜伏在外贸领域的诸多隐患。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因此逐渐确立了

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战略，使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增长。但是，随着 2008 年

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的持续蔓延，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严峻挑战，

使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竞争压力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贸易

环境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出口导向贸易战略逐渐暴露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

脆弱性和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全球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中国的出口比较优势

迅速削弱，只能靠大量低价出口支撑贸易增长，“有量无价”带来的是产业结构

升级动力不足、出口创汇能力下降、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在此

背景下，如何实现外贸战略由“出口导向为主”向“优进优出”转变，并充分发

挥主动扩大进口战略对经济平稳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已然成为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课题。 

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动科技创新这一强大引擎。随着全球价值

链的重构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发展，必须认识到，只有占领创新高地，才能拥有核

心竞争优势，从要素、投资驱动过渡到创新驱动。追溯过去，由于“市场换技术”

战略的实施，中国不得不采取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

的追赶模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放眼当前，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

国内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单纯通过追加 R&D 投入进行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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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阻且长，短时间内难以追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结合中国当前

的发展战略和技术水平来说，引进技术再创新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大量进口高技术产品不仅有利于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利用其中

凝结的研发资本和智力投入可以迅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所以高技术产品逐渐成

为中国进口的重点领域。基于这一背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以“中国制造 2025”为抓手，以高技术领域为突破口，促进高技术产业

蓬勃发展。根据 CEPII-BACI 数据库，2007-2019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额

得到了迅猛增长，由 2370.73 亿美元增加到 3415.8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 4.0%，

可见针对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一系列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同时，知识产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短期来看，由于中国的高技术企业以模仿为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侵权风险，不利于高技术企业快速发展。但长期来

看，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仅有利于科技强国扩大对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规

模，而且能够激励国内高技术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和创新，提高其国际竞争力。随

着贸易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纠纷日益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

重要意义，提出从立法、司法、行政、考核等方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体现

了党和政府对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进一步发掘高技术产品进口潜力，优化高技术产品进口结构，扩大高技术

产品进口规模？解答这些关键问题，对中国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1.2 研究意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一国要想实现经济

长期平稳增长，技术进步是决定因素，因此通过进口高技术产品快速获取并学习

他国先进科技成为提高创新水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加之高技术产品贸易对知识产权的敏感度较高，许多

发达国家为了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设下知识产权壁垒，由侵犯知识产权引起的南北

贸易摩擦问题亟需解决。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

在知识产权方面仍存在缺陷，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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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仍然较弱、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而言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研究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之间的

关系，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自 21 世纪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就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开展了深入研究，但研究重点偏向出口贸易，

即站在出口国的角度，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站在进口国

的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进口贸易影响的文章相对较少，本文将高技术产

品进口贸易总额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以便直观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

对其进口贸易边际产生何种影响。在研究范围方面，已有研究更加关注一国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对其整体贸易的影响，而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复杂多样，不同产品

具有不同的进口特征，因此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分析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某类具体

产品贸易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高技术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以期丰富相关

领域的理论研究。 

从实践意义来看，进口高技术产品是发展中国家除自主研发外获取先进技术

的重要途径，由于高技术产品具有带动性强和辐射性大的特点，其进口带来的技

术溢出效应造福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同时还能带动其他行业的创新发展，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并提升自主创新实力。作为知识密集型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高技

术产品进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发国内企业

的创新动力，不仅满足当前的政策需要，也符合知识产权强国的建设目标；其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助于化解贸易争端，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降低我国贸

易顺差，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基于此背景，本文针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如何作

用于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边际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为制定适

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出政策建议，这对于我国能否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

进口“质量并重”的高技术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明确两者概念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作用路径，并对可能

产生的结果进行预期；其次是现状分析，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技术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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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进行分析，为文末提出针对性建议奠定基础；然后通过计算将高技术产品进

口总额进行结构化分解，得出贸易边际数据并对其从整体和个体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其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掌握；接下来进行实证分析，也是本文的重要环节，通过

模型检验强化知识产权会如何作用于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最后进行结论总

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梳理了相关文

献，对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进度进行总体把控；陈述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一是明确两个研究对象的概念；二是介绍理论基础并

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于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路径，为之后的实证分析奠定理

论基础。 

第三部分是现状分析。一是从立法现状和取得成果两方面阐述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现状；二是从进口规模和产品结构两方面介绍高技术产品的进口现状；三是

总结我国目前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 

第四部分是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额的结构性分解，从整体、不同经济体和不

同国家的角度分析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特点。 

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一是对模型选取作出说明；二是对变量含义和数据来

源作出说明；三是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并做出解释说明；

四是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具有可靠性；五是按照经济水平对

样本国家分类并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这一作用效果在不同样本中的表现。 

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一是归纳总结通过前文分析得出的结论；二是

结合文章研究内容，为我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出相应建议，希望能够通过

这种方式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从而加快推动我国实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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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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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国内外学者对于知识产权经济

效应、贸易边际、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

上发现前人研究中存在进一步拓展的可能，以此形成本文相关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2）理论研究法。本文从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的角度分析知识产

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为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提

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3）实证分析法。本文通过整理 2007-2019 年间《全球竞争力报告》发布

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又根据 CEPII-BACI 数据库，整理出 2007-2019 年来

自于 50 个出口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并对其进行二元边际分解，通过引力模

型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边际的影响。 

1.3 文献综述 

1.3.1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经济效应的研究 

21 世纪全球科技创新迈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各国逐步加快以保护

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保护工作，目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经济效应的研究结论

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为：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 

（1）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 

目前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以 Lai（1998）为代表的

经济学家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会促进技术创新，通过分析南北框架下外商直

接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内生反应，他提出技术转移如果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

则发展中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转移及产品创新并提高该国相对

工资，但技术转移如果依赖于模仿，结论就会相反；Yang 和 Maskus（2001）假

设技术许可是实现技术外溢效应的唯一条件，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在法

律层面上为技术许可行为提供保障，从而使企业充分享受技术外溢的福利效应，

提高全球技术创新速率；胡凯等（2012）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 R&D 物质资

本具有互补性，与 R&D 人员投入具有替代性，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符合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利益，因此能够显著促进自主创新；方中秀（2023）选取 2006-2018

年 1734 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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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绩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作用于 R&D 投入、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绩

效产生间接的正向调节作用。 

然而，Helpman 等（1993）通过计算技术进步模型的稳态均衡解得到相反结

论，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进一步巩固发达国家产权所有者的垄断地位，削弱

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的利润激励，长期来看会导致全球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

Bessen 和 Maskin（2009）通过构建简易模型，发现申请专利时存在创新披露不

足的问题，因此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非但不会刺激创新，反而会由于限制知识流从

而阻碍创新和减少全体福利；贺贵才和于永达（2011）结合发展中国家的行业结

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当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小且行业内部技术差异

较大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强，越会抑制技术创新；盛宇华等（2017）在模型

中加入了行业生命周期这一调节变量，提出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会抑制其创新行为，阻碍其转型发展。 

上述两种相反观点都认为两者之间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近年来，学者

们逐渐开始尝试从非线性的角度解释研究结论的分歧，Shapiro（2001）认为适

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才能激励创新，过度保护一方面导致北方发达国家由于技

术垄断而缺乏创新动力，另一方面会提高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成本，不利于全

球技术进步；这一理论的提出获得诸多学者的支持，Park（2007）总结提出“最

优知识产权保护假说”，即两者之间呈现“倒 U”型关系；余长林和王瑞芳（2009）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临界值时，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会推动技术创新，反之高于临界值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技术创

新；王华（2011）分析研究了 2006-2008 年间 84 个国家的样本数据，认为存在

一个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且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较发展中国家更高。 

（2）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主要有三种观点：正向推动作用、

负向阻碍作用、复杂的不确定关系。以 Romer（1990）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Romer（1990）在其经典研究中提出知识创

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无法维系经济持续增长，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激励知识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徐竹青（2004）通过分析全

国和浙江省以及部分其他国家的数据，得出结论：两者间的关系相当密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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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Eicher 和 Newiak(2013)在基于 R&D

的增长模型中，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贝叶斯模型平均法（2SBMA）进行样本

数据分析，认为知识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彭衡和米双红（2019）采

基于 DEA 模型剖析了广东省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有一定程

度的贡献，但其尚未达到最优状态。 

部分学者认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使“创新者更强，模仿者更弱”，

从而削弱市场竞争并阻碍经济增长。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3)作出报告，认为

在创新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严格遵循 TRIPs 协议无法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反

而在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才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Furukawa(2007)基于内

生增长模型提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使垄断部门的份额扩大，从而缩小生产

规模并降低创新意愿，因此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社会生产力从而阻碍经济

增长；董雪兵等（2012）基于中国转型期间数据构建两部门知识生产理论模型，

结果显示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短期实施较弱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

实际 GDP 增长，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减缓 GDP 的增长速度；顾振华和沈

瑶（2015）对 26 个国家 2003-2012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对依赖于

技术模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其模仿难度和生产成本增

大，社会福利恶化。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受到经济水平、技术差距和

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复杂的不确定关系。Falvey 等（2006）采用门槛

回归分析法对 79 个国家进行研究，最终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

果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在中收

入国家起到反向阻碍作用；王林和顾江（2009）通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当一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的技术差距越小，强

化知识产权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增长；阳立高等（2013）认为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呈现“倒 U”型关系，当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临界值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反

之当其高于临界值时，则会产生负向作用。 

（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 

在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中，部分学者研究进口贸易，还有部分学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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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出口贸易，但共同的特点是自新新贸易理论提出贸易边际概念以来，许多学者

都试图从贸易边际视角来探讨知识产权对进口和出口的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对

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方面，Maskus 和 Penubarti（1995）率先在这一领域进行了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贸易均产生积极影

响，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且其程度受到当地模仿能力强弱的制约；余长林（2011）

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佐证了上述结论，首先分析了我国模仿能力的强弱，并

基于实证研究发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Foster

（2014）通过研究发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条途径

对进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且这种影响在模仿能力较强的国家更为强烈；魏浩和

巫俊（2018）通过理论和实证从四元边际的角度分析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

明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将通过扩大进口种类和降低贸易密度对总体进口贸易产生

积极促进的作用。 

在知识产权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方面，Maskus 和 Penubarti（1995）认为

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贸易之间没有明确的作用效果；Maryna（2010）和 Ivus（2012）

分别从美国自身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两个角度对美国

出口贸易进行研究，Maryna（2010）研究发现美国自身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正

向作用于集约和扩展边际，从而对总体出口产生正向影响，Ivus（2012）基于

1990-2006 年间的详细产品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 TRIPs 框架下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使得美国增加了对其整体出口，其中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产生正向作用，

数量边际产生负向作用；崔日明等（2019）针对新兴经济体展开研究，结果发现

无论哪一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均会阻碍其出口贸易的发展；郎丽华和袁晓晖

（2021）基于中国对 65 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数据实证研究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

中国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会随着自身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价格边际无显著变化，而贸易伙伴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仅对扩展边际产生正向作用，对其他二者均无显著作用。 

1.3.2 关于贸易边际的研究 

在新新贸易理论形成之前，人们简单地认为贸易增长单纯是已有产品贸易规

模的扩张，直到 Melitz（2003）基于 Krugman（1980）的研究构建异质性企业动

态产业模型，将贸易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析企业生产力差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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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企业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的决定，由此产生了贸易的二元边际概念，并在后

来逐步深化为三元边际甚至四元边际概念。学者们对二元边际的定义分别从国家、

企业、产品的角度展开，从国家角度来说，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认为扩

展边际是由于新建贸易关系而增加的贸易额，集约边际是沿着已有贸易关系而增

加的贸易额；从企业角度来说，Melitz（2003）提出扩展边际指由于新企业进入

市场而增加的贸易额，集约边际则指市场中原有企业贸易额的增加；从产品角度

来说，Amiti 和 Freund（2007）认为扩展边际是由产品种类增加引起的，集约边

际是由原有产品价格或数量上升而引起的。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二元边

际的相对重要性、福利含义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1）二元边际的相对重要性 

一部分学者认为扩展边际在进出口贸易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Hummels

和 Klenow（2005）通过研究 126 个出口国对 59 个进口国 5000 种产品的样本数

据，提出扩展边际对大国出口贸易的贡献度在 60%左右；Kancs（2007）在企业

异质性框架下研究巴尔干地区一体化对东南欧出口增长的结构性影响，结果显示

一体化主要沿着扩展边际来增加出口；逯建等（2017）通过理论、现状和实证分

析，认为进口福利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实现的，而集约边际对进口福利无显著影

响。 

另外一些学者更加肯定集约边际在贸易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Amurgo 和

Pierola（2008）基于高度分类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跨度为 15 年，结果显

示集约边际在贸易增长中所占份额极大，达到 86%；Amiti 和 Freund（2007）实

证研究了中国 1992-2006 年间对世界以及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结果显示两种贸易

情况下都是集约边际的贡献更大；马涛和刘仕国（2010）对 2001-2006 年间我国

的进口产品结构进行分解，发现集约边际是进口增长的重要构成因素；魏浩和郭

也（2016）从三元边际的角度对 2000-2013 年间 5000 种产品数据进行研究，认

为集约边际中的数量边际在进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作

用则不显著。 

（2）二元边际的福利含义 

不论沿着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都能够实现总体贸易的增长，但就福利效

应而言，两种贸易边际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Hummels 和 Klenow（2005）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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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国的贸易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那么说明该国的贸易增长来源集中在

少数国家、少数企业乃至少数产品上，当两国关系恶化时，贸易伙伴国可以通过

限制或终止部分产品贸易对该国实施贸易制裁行为，导致贸易波动的幅度较大以

及外部冲击的影响较大，可能引发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出现贫困化增长。 

反之，若一国的贸易增长主要沿着扩展边际实现，那么决定贸易增长的就不

仅仅是贸易产品的数量，还有贸易产品的种类，从而促使生产结构多元化，强化

本国竞争优势，减弱外部冲击对本国贸易的影响，降低逆向贸易条件效应的发生

概率。因此，新近研究强调了扩展边际对于贸易增长的重要性。 

（3）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还有一类文献将研究重点放在贸易边际的影响因素上，其中关于贸易成本对

贸易边际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除此之外，对于贸易边际影响因素的讨论还包括

制度差异、外部冲击等。 

在贸易成本方面，Eaton 等（2004）对法国制造业企业 113 个销售目的地的

情况进行研究，认为当贸易成本上升或下降时，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导致出口总

量发生变化的；Krautheim（2012）将出口商数量对出口固定成本的溢出效应引

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结果表明固定成本随着贸易距离的增加而上升，且作用

于扩展边际进而影响出口总量，对集约边际并未产生显著影响；魏浩和郭也（2016）

通过实证分析，提出贸易成本会对进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产生阻碍；曹亮和陆

蒙华（2017）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贸易成本对其出口结构

的影响，表示贸易成本负向作用于贸易边际，且对扩展边际的作用更强。 

在制度差异方面，Felbermayr 和 Kohler（2007）基于能够解释零贸易的双边

贸易引力模型，采用 Tobit 估计方法进行计量，得出加入 WTO 对扩展边际具有

显著正向作用的结论；Ito（2008）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出口的影响为

自然实验，提出 NAFTA 的实施对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新”产品，即扩展边际有

着正向作用；钱学锋和熊平（2010）在模型中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

提出签订贸易协定对出口集约边际产生正向作用，而对出口扩展边际产生负向作

用。 

在外部冲击方面，Bernard 等（2009）通过对美国贸易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扩展边际在贸易长期波动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而集约边际在贸易短期波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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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作用更大，且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对美国的出口贸易

产生冲击；钱学锋和熊平（2010）将东南亚金融危机 2001 年世界经济的温和衰

退和 911 恐怖袭击事件设置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得出外部冲击会对集约边际产

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为正，但数值很小且并不显著。 

1.3.3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Fink 和 Braga（1999）基于 1989 年 88 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采用双变量 probit

回归方法，证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对非燃料类产品的双边贸易流量产生促进作

用，但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流量并无显著作用；Arora（2009）对发展中国家的

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

权保护，可以提高其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Awokuse 和 Yin（2010）

认为过去知识产权保护的贸易效果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因此选择中国作为

研究对象，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刺激了中国的进口贸易，特别是对知识密集型

产品的进口；Ivus（2010）在 TRIPs 框架下评估 1962-2000 年间发展中经济体加

强专利保护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影响，发现其出口规模随着专利保护加强扩大了

8.6%；沈国兵和姚白羽（2010）通过研究中国 1995-2006 年间的贸易数据，发现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不是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决定因素，两者之间并无显著作用效

果，且不同贸易伙伴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度不同，说

明该作用效果还有国别性差异；魏浩（2016）基于 10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

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能够扩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且这一效应在进口来源国是发展中国家时更

为明显；魏浩和巫俊（2018）通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会对中国工业企业整体

进口产生正向作用，且该作用在专利密集型和商标密集型产业中的表现更强，在

非知识产权保护密集型产业中的表现较弱；施炳展和方杰炜（2020）通过在 TRIPs

框架下研究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其进口结构的关系，认为其知识产权水平

提高能够通过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对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进口产生积极作用从

而优化该国进口结构，且作用效果存在国别性差异和产品性差异。 

1.3.4 文献述评 

整体来说，对知识产权和贸易边际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并且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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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作用，强化知识产权可以沿着贸易边际对贸易整体产生影响，

贸易活动的开展也会倒逼我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 

从知识产权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太一致，对技术

进步和经济增长而言，最初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它们之间仅存在着简单的

线性关系，非正即负；但后来的学者发现受到其他因素，例如经济水平、技术差

距或人力资本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两者之间也可能呈现出“倒 U”型关系并

提出了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在国际贸易方面，早期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集

中在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上，虽然这一趋势延续至今，但相比过去，研究

的丰富性和创新性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

进出口贸易的作用还受到经济规模和模仿能力的制约，开始重视对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从贸易边际的相关文献来看，本章首先梳理了二元边际在三个层面上的概念，

其次发现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贸易边际的相对重要性、福利含义和影响因素上，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在二元边际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了

三元边际和四元边际的概念，由于和论文相关程度不高，因此本章没有进行赘述。

在相对重要性方面，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对贸易产生影响，但对于哪种贸易

边际发挥的作用更强，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研究结论实际上是个实证问题，

会受到研究国家和研究行业的影响。 

本章最后总结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通过研

究表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专利敏感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贸易会产生显著影

响，这更加符合人们的常规思维，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很强的关

系，为了进一步验证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影响，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文基于产品层面对高技术进口贸易总额做出结构性分解，以便深层次探究知识

产权是否会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如果结论肯定的话，那么继续

探究贸易边际在其进口贸易中的相对重要性。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之处 

第一，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口贸易效应且研究对象以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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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主，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研究仅针对进出口总量进行贸易边际分解，而

并未从微观层面针对特定行业或产品进行结构性分解。本文基于中国知识产权保

护现状和高技术产品进口现状，选取高技术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微观产品层面

研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更具针对性和现

实性。 

第二，已有文献多采用修正的 G-P指数测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G-P指数是

Ginarte和 Park（1997）构建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测度指标，该数据每 5年更新

一次且最新数据截至 2005 年，后来的学者在这一基础上纳入执法水平，采用修

正的 G-P指数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于 G-P指数自身存在缺陷以及学者们对

执法水平的衡量指标选取存在主观性，因此修正的 G-P指数无法代表知识产权的

实际保护水平。本文采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发布的全

球竞争力报告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该数据通过问卷

调查的形式获取，更具客观性和连续性。 

1.4.2 不足之处 

第一，已有学者对贸易总额进行三元边际和四元边际分解，三元边际是对二

元边际的扩展，其中扩展边际不变，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量和价格边际；四

元边际是将贸易总额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贸易密度和平均进口价值。三

元边际和四元边际对贸易总额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结构性分解。本文限于笔者知识

的有限性，仅将贸易总额进行二元边际分解。 

第二，变量选取存在不足。作用于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现实因素比较繁杂，

在本文实证部分，笔者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量化的可行性，仅选取对

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影响较大的因素纳入模型，可能导致数据缺乏代表性从而计

量结果存在细微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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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理论分析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产权，是智力劳动者通过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成果并依

法享有其成果的权利。Cornish 等（2014）认为传统知识产权一般包含商标权、

专利权和著作权。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客体范围正随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而扩大，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来看，目前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涉及的

客体除了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之外，还包括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高技术产品，在众多知识产权客体中，专利权对其影响最

大，因此本文所提到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从专利保护方面展开。 

2.1.2 高技术产品的概念 

高技术产品是指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具有较高 R&D 投入的那类产品,其相当

一部分主营业务收入最终又会转变为技术研发，以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目前国际上对于高技术产品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经济与合作组织

（OECD），OECD 公布的高技术产品清单中包含以下九类：航空航天、计算机

和办公设备、电子通信、制药、科学仪器、电子设备、化学品、非电子设备和武

器；其二是美国标准，包含十类：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学电子、信息通讯、

电子、灵活制造、高级材料、航空航天、武器及核技术。除了上面两种分类标准

外，国内学者通常还会采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公布的高技术产品清

单，其中包含航空航天、医药、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办公设备、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笔者认为，美国标准和中国标准均不适用于国家间的统一对比，具体来说，

由于美国掌握许多创新水平和科技含量极高的技术，是高技术行业的领军国家，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美国处于衰退期甚至即将要被淘汰的部分高技术产品

可能在其他国家正处于成长期甚至是还未出现，因此根据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

标准大概率会将一些产品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因此该分类标准不具有普适性。

而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是立足实际国情并结合世界分类标准制定的，该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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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并未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使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适合进行国内方面

的研究，不适合进行国家之间的贸易研究。因此本文采用 OECD 公布的高技术

产品清单作为选取高技术产品的参考标准，OECD 成员国众多，其中有技术水平

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有技术水平相对较弱的国家，在制定标准时结合众多国家的

R&D 投入强度进行统筹考虑，更具普适性和代表性。 

2.2 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理 

知识产权是评价创新的重要制度变量，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往往能够代表国家

或地区的贸易扭曲因素，TRIPs 协定的诞生使得外贸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之间的

联系更趋紧密，知识产权政策作为影响双边贸易成本进而影响整体贸易的重要政

治和制度因素，理所当然地成为贸易领域的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知

识产权与贸易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Maskus 和 Penubarti

（1995）首次从“市场扩张”和“市场势力”两个角度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

的影响机制。本文这一部分的重点是对这两种效果进行简单描述，并对它们的成

因进行解释，从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口贸易效应进行了一般化分析，旨在为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贸易扩张的微观模式和作用机制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2.2.1 市场扩张效应 

该效应通过调节进口国的仿冒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随着进口国对知识产权

的关注愈发强烈，本土生产企业进行模仿的困难会增大，模仿的成本会提高，模

仿的数量会下降，在部分市场份额缺失，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的情况下，贸易伙伴

国会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进口国的贸易规模也会相应提高，我们在这里将从进

口国市场需求增加和出口国交易成本减少两方面探讨市场扩张的成因。 

（1）进口国市场需求增加 

正如上述分析中所提到的，从目前产品的供求角度来观察，我国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使得从事仿冒行为的生产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监管压力，进行仿冒生产的

成本也会相应提高，长期以来，这些企业生产的仿制和假冒产品就会逐渐被消费

者淘汰出市场，而在此过程中，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也逐步向消费市场

渗透，从而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使其向正版产品靠拢。根

据供求理论，由于国内市场供应的下降，消费者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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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不断扩大的市场份额，会迅速做出增加出口的决定，从而提高了贸易伙伴

国的出口规模和我国的进口规模。 

就新产品的需求而言，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

都会采取“跟风”的策略，从而导致“山寨产品”泛滥，从技术差距论出发，当

与进口国的仿效跟随者进行交易时，出口国的创新型企业为了维持其技术领先的

地位，往往会对新研发出的产品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从而对仿效跟随者产生更

大的“模仿时滞”。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不断提升，“模仿时滞”被

我们自行拉长，实施出口行为的科技创新公司在享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前提下，为

获取高额利润将更加倾向于对中国出口新研发出的产品，从而推动我国的进口额

增长，尤其是进口种类的丰富。 

（2）出口国交易成本降低 

交易成本理论是产权理论的基石，它主张一个界定清晰的所有权制度能够减

少交易成本，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实现：一是减少维权费用。知识产权保护主

要是由时间成本和政府成本两个因素来对维权费用产生影响，随着我国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标准，相关部门在处理侵权案件时的效率也会得到提升，出口企业所需

的维权时间也会缩短，从而减少了他们在贸易过程中为打击仿冒行为所花费的维

权费用。二是减少信息获取费用，当出口商决定参加贸易活动时，为了能够更好

地了解其产品的国际竞争状况，以便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他们会从收集市场信

息入手。在此背景下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有效减少不确定因素，减少出

口风险，进而减少信息获取费用。三是降低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监督和执行费用。

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对公司的合同履行行为进行规范化，降低了出口公司

所要承担的法律监督费用，减少了谈判、监督等合同履行成本，从而降低了应对

风险发生的成本。四是降低经营费用，如果进口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越高，

则可以减少出口商在争夺市场份额时所需的差异化战略支出，进一步降低企业在

市场竞争中的运作费用。总体而言，市场扩张效应会使进口规模扩大。 

2.2.2 市场势力效应 

“市场势力”一词中，“势力”通常是指出口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势力。

在进口国重视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本国企业的模仿行为减少，使得出

口商能够完全将技术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使其采取更高的出口价格和更少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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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量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将会减少进口国的进口贸

易，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进口替代效应 

进口替代效应的产生有三个原因：第一，进口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出

口商就会倾向于在该国市场上进行直接投资，并与本土企业开展更多的合作，以

实现对出口贸易的替代。第二，进口替代还与进口国的贸易方式有关，在进口国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后，出口商将更多采用技术与售后服务的方式，实现为当地公

司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进而提高当地公司的竞争力，使得当地消费者更倾向于

购买国内产品或服务。第三，在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的情况下，本土企

业难以借助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模仿创新，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

行为，增加了其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使其生产出更高品质及更符合消费者偏

好的商品来取代进口。 

（2）出口企业技术垄断 

进口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在抑制本国企业仿冒行为的同时，也巩固了出口商

的技术领先优势和贸易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商为了进一步巩固其优势

并获取高额利润，往往会降低出口量，抬高出口价格，从而导致进口国的进口贸

易规模缩小。 

2.2.3 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扩展边际的影响 

首先，中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促使出口国在面对更苛刻的产品需求时，

投入更多的研发支出，创造出更具丰富性和创新性的产品，从而丰富了进口的种

类，拓宽了进口的范围，增大进口扩展边际。 

其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技术企业也起到了正面导向作用，鼓励它

们以自主研发替代进口，从而对进口扩展边际产生阻碍作用。但是，在中国目前

执法水平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市场扩张效应”占据贸易主导地位，也就是进口

扩展边际会增大。 

2.2.4 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 

首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出口商对我国市场更有信心，贸

易成本更加低廉，导致其大量出口，进口集约边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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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在拥有了新产品的研发技术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之后，将会使国内消

费者的进口需求降低，从而降低了进口集约边际。因此，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对

集约边际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做出两个假设：（1）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会提高进口扩

展边际；（2）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不确定会对进口集约边际产生何种影响。我们

还需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获得更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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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技术产品进口的现状分析 

3.1 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3.1.1 立法现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家对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十分关注，积极推

进我国与国际标准接轨，旨在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营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

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以 1982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为开端，1984 年颁布《专利法》，1990 年颁布《著

作权法》，以上三部法律构成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此后也陆续

出台了相应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作为对基本法的补充，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保

护法律法规体系。 

在建立健全国内法律体系的同时，我国也非常注重国际上的合作，先后加入

几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组织，其中比较权威的有《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WIPO 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我国于 1980

年 3月 3日加入 WIPO 公约并于同年 6月 3 日正式生效，此后相继加入一些 WIPO

管理的条约，1985 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94 年加入《商标法条

约》，2007 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2022 年加入《工业品外观

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这些都表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逐渐融入世界知识产权

保护的体系。此外，2001年 12月 11日，我国加入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管理

的 TRIPs 协定，为履行“入世”承诺，达到 TRIPs 规定的最低保护标准，我国于

2000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 2001年修正了《商标法》和《著

作权法》，使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更加清晰规范。 

自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开始由外部刺激的被动保护向内生促进的主动保护

转变。2008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从战略层面提出完善知

识产权制度、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明确到 2020 年实现我

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战略目标；2016 年国务院发布

《“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并制

定十个预期数量指标，确立了到 2020 年知识产权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

2021年国务院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要完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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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强国。 

3.1.2 知识产权保护成果 

（1）总体知识产权保护成果 

本文采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及有效申请率来衡量总体知识产权保护成果，

其中有效申请率用授权量和申请量的比值表示。根据表 3.1来看，2007-2021年

间三者都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就专利申请量而言，2007 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

693917件，2021年增加到 5243592件，年均增长率达到 15.54%；就专利授权量

而言，2007 年我国专利授权量为 351782 件，2021 年这一数值达到 4601457 件，

年均增长率约为 20.16%。专利授权量的年均增速高于专利申请量的年均增速，

因此有效申请率随之上升，2007-2021总体增速为 73.10%。由此可以看出，自我

国 2008 年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来，有效申请率迈过了 50%的关卡，

知识产权保护有了质的提升。 

 

表 3.1 2007-2021中国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及有效申请率 

单位：件 

     类型 

年份 
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有效申请率 

2007 693917 351782 50.70% 

2008 828328 411982 49.74% 

2009 976686 581992 59.59% 

2010 1222286 814825 66.66% 

2011 1633347 960513 58.81% 

2012 2050649 1255138 61.21% 

2013 2377061 1313000 55.24% 

2014 2361243 1302687 55.17% 

2015 2798500 1718192 61.40% 

2016 3464824 1753763 50.62% 

2017 3697845 1836434 49.66% 

2018 4323112 2447460 56.61% 

2019 4380468 2591607 59.16% 

2020 5194154 3639268 70.06% 

2021 5243592 4601457 87.75%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200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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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成果 

本文采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分行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对高技术

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进行衡量，2017 年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产业分类做出

一些改变，并加入了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因此该行业数据不全，且缺少 2017 年

的官方数据。根据表 3.2，重点关注除信息化学品制造业以外其他行业有效发明

专利数量的整体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四个行业的这一数据都呈现增长趋势，且增

长幅度很大。医药制造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总体增长约 22 倍，年均增速约为

27.2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总体增长约 60 倍，年均增速

约为 37.10%；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总体增长约 11倍，年

均增速约为 20.96%；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总体增

长约 71 倍，年均增速约为 38.96；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的数据缺失较多，但从已

有数据来看，变化趋势不稳定。通过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行业增加

R&D投入、进行技术创新总体来说具有促进作用。 

 

表 3.2 2007-2020中国高技术行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单位：件 

    行业 

年份 
医药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

仪器仪表制造业 

信息化学

品制造业 

2007 2482 6532 3210 892 - 

2008 3170 15418 3344 1583 - 

2009 3911 21298 4192 1864 - 

2010 5672 33677 7552 2565 - 

2011 6527 44448 10532 4644 - 

2012 10073 64603 14922 6510 - 

2013 12795 79689 13302 7320 - 

2014 16161 105307 12288 10686 - 

2015 21563 150004 7721 13470 1435 

2016 24640 197820 10720 15818 2048 

2017 - - - - - 

2018 45766 295182 25348 44272 1753 

2019 47910 331787 29746 47806 1710 

2020 56784 394812 38091 64260 1346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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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技术产品的进口现状 

3.2.1 高技术产品的进口规模 

根据表 3.3，在 2007-2019年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整体呈现波动上升

的趋势，2009年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很长时间，2010 年就以更强劲的增长态势拉动回升，甚至

超过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在 2011-2014 年间，稳定保持着小幅度的增长；2015

和 2016 年出现小幅度下降；2017年和 2018 年止跌回升；由于 2018 年中美贸易

战正式打响，因此 2019 年受此影响进口总额开始下降，图 3.1 则更加生动地展

示了这一变化趋势。 

 

表 3.3 2007-2019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 增长率 

2007 2370.73 - 

2008 2437.34 2.81% 

2009 1940.42 -20.39% 

2010 2505.18 29.11% 

2011 2663.98 6.34% 

2012 2704.61 1.53% 

2013 2820.71 4.29% 

2014 3068.18 8.77% 

2015 3002.94 -2.13% 

2016 2856.00 -4.89% 

2017 3309.37 15.87% 

2018 3683.54 11.31% 

2019 3415.81 -7.27% 

数据来源：根据 CEPII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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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07-2019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单位：亿美元） 

3.2.2 高技术产品的进口结构 

为了研究不同种类产品在高技术行业总体进口中所占比重及贡献程度，这里

将进口总额按产品类别进行分解，通过对比图 3.2和图 3.3可以看出电子通信产

品在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相当巨大且比较稳定，其占比在 60%左右；

科学仪器的份额稳居第二，但有稍许下降的趋势；航空航天的贸易份额成功超越

计算机和办公机器，排行第三；制药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电子设备、非电

子设备和化学所占比重相当且数值都很小；军备的比重最小，几乎接近于 0。 

 

 

图 3.2 2007 年各类产品占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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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9 年各类产品占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 

3.3 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分析，我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有所提升，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就已经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事实上，国内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利用能力与

程度还不够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还潜伏着诸多问题，造成我国在进行高技术产

品贸易时往往受到国外企业的压制。 

3.3.1 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与国际标准接轨且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体系，但是距离“知识产权强国”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究其原因，主要

在于国内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未被全面唤醒。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这一社会现象可追溯至经济发展初期，当时由于法律

监管不到位，加上大部分企业疯狂逐利的心态作祟，“山寨手机”、“山寨手表”

等侵权现象层出不穷。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意识整体提升，侵权现象得到极大

改善，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国内相当

一部分企业对侵权行为基本上都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或是认为侵权行为

并未对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或是过度自信地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会由

于维权成本过高而不予追究。所以，这些公司在追逐高利润的时候，完全不在乎

会不会有侵权的情况出现，而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从事仿冒等侵犯知识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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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随着电商平台和互联网服务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迅速

扩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已经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而每一位消费者都或多或少地

为这些侵权商品付出了代价，从而助长了它们的嚣张气焰。一来反映我国执法层

面存在缺陷，目前，我国对侵权商品的执法力度还不够充分有效，打击和处罚力

度较弱，二来也反映出从经营者到消费者，大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方面都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缺失。 

3.3.2 研发投入和专业人才不足 

2007-2019 年间中国对于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这表明中国己经认

识到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研发资金投入力度呈稳步提升态势，但通过对比可

以发现，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与发达创新型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美、日、法、

德等发达创新型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在 2001 年就己经达到 2%以上，其中日本表

现较为突出，达到 3.12%；美国其次，约为 2.64%；德、法分别为 2.39%和 2.20%,

而中国研发投入强度 2015 年才达到 2.10%。 

正是中国自主研发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中极度缺少专业人才，首先是国内缺乏较为成熟的教育培训课程和相应师资力量，

其次是缺乏大量既懂得国际贸易，又懂得知识产权法律的综合型人才，国内企业

引进高技术产品时一旦遭遇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就会由于专业人才匮乏使企业陷

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3.3.3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不足 

首先是普法力度太弱。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宣传不到位，导致整个

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不足，权力拥有者缺乏对其产权的保护意识。普法水

平低下已经对执法过程造成了困难，部分经营者由于侵犯产权从而遭受行政处罚，

但由于他们并不了解知识产权，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因此执法过

程中极易引起纠纷，不利于社会稳定。 

其次是执法人员的能力不足。大多数执法人员只对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常

见的侵权行为及其处罚规定比较了解，但如果涉及到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等后来制定的新规，他们就表现得略显生疏，导致执法效率低下、群众满意度

低等，因此，必须尽快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执法人员的水平和能力，帮助其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27 

 

掌握各种案件的处理流程。 

最后是跨区域协查体制不够完善。由于模仿、伪造等侵权行为具有“跨地域、

链条化”的特征，要求权力人要在不同省份甚至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信息共享、证

据移交和协同办案，但目前国内这一体系尚不健全，无法实现“生产、运营、流

通”的全链条监管，从而加大了跨区域办案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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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二元边际测算与分析 

本章从微观层面对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实施结构性分解，基于 OECD 公布

的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编码,结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官方网站上提供的分类转换表，将 Rev4 版本的高技术产品 SITC

编码转换为 HS-6 位码（2007），并根据 HS-6 位码在 CEPII-BACI 数据库中筛选

出高技术产品的贸易数据，再对其进行二元边际分解。 

4.1 二元边际的分解框架 

本文采用 Hummels 和 Klenow（2005）的方法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总额进

行二元边际分解，该方法将扩展边际的公式定义为： 

                 EM𝑖𝑗𝑡 =
∑ 𝑃𝑤𝑗𝑛𝑡𝑥𝑤𝑗𝑛𝑡𝑛∈𝑁𝑖𝑗𝑡

∑ 𝑃𝑤𝑗𝑛𝑡𝑥𝑤𝑗𝑛𝑡𝑛∈𝑁𝑡

                 （4-1） 

其中，下标 i 表示进口来源国、j 表示中国、w 表示世界各国、t 表示年份，

 𝑁𝑖𝑗𝑡代表 t 年中国从 i 国进口的产品种类，𝑁𝑡代表 t 年世界贸易中存在的产品种

类， 𝑃𝑤𝑗𝑛𝑡象征中国从世界进口的产品 n 的单位价格，而 𝑥𝑘𝑗𝑛𝑡象征中国从世界进

口的产品 n 的数量。根据公式含义，扩展边际其实就是中国从 i 国进口的产品种

类加权值与中国从世界进口的产品种类加权值之比，大小取决于它们在中国进口

中的相对重要性，取值范围为 0-1，越靠近 1，说明中国从 i 国进口的种类越多。 

将进口的集约边际公式定义为： 

           𝐼𝑀𝑖𝑗𝑡 =
∑ 𝑃𝑖𝑗𝑛𝑡𝑥𝑖𝑗𝑛𝑡𝑛∈𝑁𝑖𝑗𝑡

∑ 𝑃𝑤𝑗𝑛𝑡𝑥𝑤𝑗𝑛𝑡𝑛∈𝑁𝑖𝑗𝑡

                  （4-2） 

𝐼𝑀𝑖𝑗𝑡的分子表示中国在 i 国的进口总额，分母表示中国从世界进口相同产品

的进口总额，那么集约边际就等于中国从 i 国的进口与中国从世界进口同种类产

品的比值，取值范围同样在 0-1，越接近于 1，说明中国从 i 国进口的金额越大。 

此外，可以进一步推导出中国从 i 国进口占中国从世界进口的比重（RAT）

可以写成上面两个公式的乘积，即： 

                      𝑅𝐴𝑇𝑖𝑗𝑡 = 𝐸𝑀𝑖𝑗𝑡 × 𝐼𝑀𝑖𝑗𝑡                  （4-3） 

这个公式说明，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可以通过扩展边际增加而实现，也可以通

过集约边际增加而实现。以上分解框架主要是针对双边贸易层面的二元边际分解，

为了分析一国贸易方式的整体状况，需要将一国在不同市场的情况进行加权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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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4）和公式（4-5）即为加总公式，𝜀𝑖𝑗是权重，表示中国从 i 国的高技术

产品进口额占其从所有样本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 

                        𝐼𝑀 = ∏ 𝐼𝑀𝑖𝑗
𝜀𝑖𝑗

𝑗∈𝐽                （4-4） 

                 𝐸𝑀 = ∏ 𝐸𝑀𝑖𝑗
𝜀𝑖𝑗

𝑗∈𝐽                （4-5） 

4.2 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特征事实 

4.2.1 样本数据和样本国家选取 

（1）样本数据选取 

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编码如表 4.1 所示，本文选取的研

究时间为 2007-2019 年。 

 

表 4.1 高技术产品 SITC编码 

产业分类 SITC Rev.4 

航空航天 
714-714.89-714.99，792.1，792.2，792.3，

792.4，792.5， 792.91， 792.93， 874.11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751.94，751.95，752，759.97 

电子通信 

763.31，763.8， 764-764.93-764.99， 772.2，

772.61，773.18，776.25，776.27， 

776.3，776.4，776.8，898.44，898.46 

医药 541.3，541.5，541.6，542.1，542.2 

科学仪器 
774，871，872.11，874-874.11-874.2，881.11，

881.21，884.11，884.19， 899.6-899.65-899.69 

电气机械 778.6-778.61-778.66-778.69，778.7，778.84 

化学 
522.22，522.23，522.29，522.69，525， 

531，574.3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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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高技术产品 SITC编码 

产业分类 SITC Rev.4 

非电气机械 

714.89，714.99，718.7，728.47，731.1， 

731.31，731.35，731.42，731.44，731.51， 

731.53，731.61，731.63，731.65，733.12， 

733.14，733.16，735.9，737.33，737.35 

武器军备 891 

数据来源：OECD 关于高技术产品的分类 

 

（2）样本国家选取 

根据贸易量从大到小筛选出 50 个 2007-2019 年持续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

的国家和地区，具体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

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中国台湾、摩洛哥、纳米比亚、

荷兰、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印度、新加

坡、斯洛伐克、越南、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克兰、

英国、美国。中国每年在这些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

额的 99%以上，且 50 个国家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性较大，因此贸易

数据极具代表性。 

4.2.2 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总体情况 

本文首先根据公式（4-1）、（4-2）计算出中国从各个样本国家的高技术产

品进口二元边际，再根据公式（4-4）、（4-5）计算出中国从 50 个样本国家（或

地区）高技术产品进口的总体二元边际。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公式（4-4）和（4-5）

计算出的二元边际是 50 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加权几何平均数，因此进口贸易份

额也要进行同样的处理，计算结果如表 4.2 所示。 

在 2007-2019 年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份额呈现出上下波动的不确定

性，这可能与经济危机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政策息息相关，例

如 2018 年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份额刚刚有所回升，又由于中美贸易战在 201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31 

 

年继续下降。对比来看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集约边际整体数值较小、波动幅度

较大，其变化趋势与进口贸易份额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而扩展边际相比起来数

值更大、更加平稳，说明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种类一直以来都很丰富，能够改善

的空间较小。 

 

表 4.2 2007-2019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份额及其二元边际分解 

年份 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 进口贸易份额 

2007 0.2078  0.9884  0.0874  

2008 0.2021  0.9865  0.0859  

2009 0.1767  0.9832  0.0760  

2010 0.1908  0.9864  0.0813  

2011 0.1937  0.9841  0.0793  

2012 0.1939  0.9840  0.0766  

2013 0.1948  0.9850  0.0776  

2014 0.2033  0.9858  0.0809  

2015 0.2050  0.9858  0.0827  

2016 0.1862  0.9844  0.0766  

2017 0.1927  0.9851  0.0750  

2018 0.2022  0.9848  0.0769  

2019 0.1838  0.9822  0.0679  

数据来源：根据 CEPII计算得出 

 

图 4.1 和图 4.2 对上述分析进行了更加直观的展示，贸易的二元边际同时作

用于进口贸易份额，使其上下变化，但根据图像趋势来看，图 4.1 显示集约边际

与进口贸易份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图 4.2 中，扩展边际远在贸易份额的上

方而且基本不随之变化，由此可以大胆推测，提高集约边际对高技术产品进口的

作用要大于提高扩展边际对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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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07-2019中国高技术产品总体进口集约边际 

 

 

图 4.2 2007-2019中国高技术产品总体进口扩展边际 

4.2.3 从不同经济体进口高技术产品的二元边际 

由于样本国家的发展程度和经济水平存在差异，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

结合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将 50 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分为 28 个发达经济体，

11 个新兴经济体和 11 个发展中经济体，具体分析我国从三种不同经济体进口高

技术产品二元边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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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约边际来看，如图 4.3 所示，从发达经济体进口高技术产品的二元边际

基本保持稳定，并且低于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口高技术产品的二元边

际，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为了巩固其技术垄断地位而减少出口数量，也

可能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落后，一些国家不放心将高技术产品出口至我国。

其次，从 2009 年开始，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的集约边际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新兴经济体进口的集约边际则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未来很可

能持续下去，两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可能是因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

相对来说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更加重视从新兴经济体进口高技术产品，从而导致

从两种经济体进口的集约边际差距越来越大。 

根据图 4.4，从扩展边际来看，发达经济体的表现略次于其他两种经济体，

但总体来说相差不大，都与 1 非常接近。这说明不论是发展中经济体还是新兴经

济体、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向我国出口了近乎全部种类的高技术产品，且中国高

技术产品进口的种类己经比较丰富全面了，拓展空间不大。 

 

 
图 4.3 不同经济体的集约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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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不同经济体的扩展边际 

4.2.4 从主要进口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二元边际 

本文选取 2019 年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排名前十的国家或地区作为研

究对象，从特定国家的角度进行差异化分析。 

如表 4.3 所示，从集约边际的角度来看，2013 年之前，我国从亚洲国家进口

高技术产品的集约边际相对较高，基本都在 0.2 以上，部分表现更好的国家达到

0.3-0.4 甚至在 0.4 以上；2013 年之后，从欧洲和美洲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集约

边际有所改善，都从 0.1 以下提升至 0.1 左右，反而一些亚洲国家开始出现集约

边际下降的趋势。 

 

表 4.3 2007-2019来自主要进口国的集约边际 

国家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韩国 0.3145 0.3676 0.4103 0.4200 0.4355 0.3960 0.3857 

中国台湾 0.4167 0.2696 0.2907 0.2853 0.2961 0.2659 0.2572 

美国 0.0705 0.0839 0.0824 0.1131 0.1255 0.1139 0.1036 

日本 0.2233 0.2286 0.2516 0.2674 0.2739 0.2653 0.2512 

越南 0.0871 0.0815 0.1191 0.1149 0.1050 0.1945 0.2217 

德国 0.0450 0.0587 0.0674 0.0800 0.0794 0.0952 0.0907 

马来西亚 0.1956 0.1939 0.1712 0.1814 0.1641 0.1535 0.1344 

新加坡 0.0879 0.1012 0.1148 0.1294 0.1408 0.1348 0.1292 

菲律宾 0.4402 0.3065 0.3220 0.3247 0.3210 0.2667 0.2533 

法国 0.0624 0.0459 0.0668 0.0662 0.0815 0.0899 0.0884 

数据来源：根据 CEPII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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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扩展边际看，如表 4.4 所示，2007-2019 年期间中国从主要进口国的高技

术产品进口扩展边际一直处于高位，非常接近于 1，这说明中国长期从这些国家

进口种类相当丰富的高技术产品。需要注意的是，越南作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

不但在集约边际方面表现良好，扩展边际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 2007 年的

0.9262 提升到 2019 年的 0.9931，增长率达到 7.22%。 

 

表 4.4 2007-2019来自主要进口国的扩展边际 

国家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韩国 0.9960 0.9957 0.9949 0.9924 0.9950 0.9897 0.9915 

中国台湾 0.9983 0.9982 0.9982 0.9985 0.9983 0.9992 0.9974 

美国 0.9921 0.9882 0.9883 0.9904 0.9847 0.9888 0.9810 

日本 0.9961 0.9946 0.9936 0.9948 0.9967 0.9945 0.9980 

越南 0.9262 0.9231 0.9700 0.9908 0.9921 0.9910 0.9931 

德国 0.9747 0.9702 0.9811 0.9903 0.9859 0.9919 0.9905 

马来西亚 0.9940 0.9957 0.9949 0.9958 0.9967 0.9957 0.9969 

新加坡 0.9922 0.9866 0.9722 0.9792 0.9782 0.9984 0.9741 

菲律宾 0.9948 0.9934 0.9935 0.9935 0.9956 0.9959 0.9916 

法国 0.9867 0.9429 0.9555 0.9670 0.9689 0.9523 0.9656 

数据来源：根据 CEPII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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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实

证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可知，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同时作用于贸易边际且作

用效果相反，因此我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具体会通过哪种效应对高技术产品进口

二元边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未可知。此外，在第四章对二元边际的测算分析中，

还发现高技术产品进口的集约边际与其进口份额的变化趋势一致，扩展边际则无

明显变化，从而推断集约边际在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以上结论或推断的种种不确定性亟需进行验证，为此本章引入贸易引力模型，实

证分析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产生怎样的作用。 

5.1 模型构建 

本文从二元边际的角度展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边际

的影响研究，为使实证结果更具准确性和客观性，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改进，使

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进行分析，所做改进如下：（1）将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结构

性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重点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边际的影响；（2）纳入五个控制变量：

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进口来源地的技术禀赋

以及制成品平均进口关税率，构造模型如下： 

 IMcmt=α0+α1 IPRct +α2GDPcmt+α3DISTcmt+α4WGIcmt+α5PAmt+α6MATRIFFct+εcmt   

(5-1) 

EMcmt=β0+β1 IPRct +β2GDPcmt+β3DISTcmt+β4WGIcmt+β5PAmt+β6MATRIFFct+εcmt  

(5-2) 

模型中下标 c 表示中国，m 表示进口来源国家或地区，t 表示年份； IMcmt和

EMcmt均为被解释变量，IMcmt表示中国从m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集约边际，EMcmt

表示中国从 m 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扩展边际；IPRct象征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GDPcmt表示贸易双方 t 年的 GDP 之比；DISTcmt表

示双方间的地理距离；WGIcmt代表双方间的制度距离；PAmt代表出口高技术产品

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禀赋；MATRIFFct表示中国制成品平均进口关税率；εcmt为随

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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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5.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有两个被解释变量，一个是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集约边际（IMcmt），

另一个是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扩展边际（EMcmt），两组变量数据均自行基于

CEPII-BACI 数据库进行分解得到，分解方法详见第四章，此处不做赘述。 

5.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ct）。Rapp 和 Rozek

（1990）开创了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量化研究的先河，但仅研究了 159 个国家的

立法文本并对其评分，将此作为知识产权的衡量依据，指标过于单一，方法过于

简单，不具备学术参考性；Ginarte 和 Park（1997）随后提出了 G-P 指数，基于

专利客体范围、加入公约资格、权力丧失保护、执法制度完善和执法保护期限衡

量一百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该研究将执法纳入考虑，相较前人有了质

的飞跃，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缺陷：首先，G-P 指数每五年更新一次，这就意

味着这五年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完全相同的，明显与现实情况不符；其次，

该指数最近更新时间是 2005 年，若要对 2005 年之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研

究则缺乏数据，因此许多学者开始使用修正的 G-P 指数；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

在 G-P 指数的基础上加入了“执法力度”，认为修正后的 G-P 指数就可以衡量

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然而 G-P 指数仅更新至 2005 年，就算进行修正，也

缺乏 2005 年之后的官方数据，其次不同学者在选取“执法力度”指标时有着研

究内容和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因此具有很强烈的主观性，会导致测量结果具有较

大差异。 

最终，本文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公布的知识产权保护

指数（IPR）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衡量指标，笔者认为该数据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数据可得性，该数据自 2006 年开始，每年都会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免费公布，

获取途径非常简单；二是数据客观性，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民众对于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被认为是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三是数据差

异性，不同于 G-P 指数五年更新一次，此数据是年度数据，分数范围在 1-7 分，

更新频率高加上浮动范围大，因此数据之间差异性较大。此外，国际产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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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Rights Alliance）发布的国际产权指数（IPRI）也具有与 IPR 相同的优

点，但两者的评分规则和分数范围不同，IPRI 的分数范围在 1-10 分，因此这一

指标也非常适合用于实证分析，本文采用这一指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行稳健

性检验。 

5.2.3 控制变量 

（1）贸易双方经济规模（GDPcmt） 

本文使用 GDP（现价美元）的比值来衡量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比值大于

1，我国经济水平更高；比值小于 1，对方经济水平更高，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发展指标（WDI）数据库，预期方向不确定。 

（2）贸易双方的地理距离（DISTcmt） 

一般情况下，两国之间地理距离越大，贸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双方开展贸

易，但高技术产品的贸易具有特殊性，它是与一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的战略性商品，因此地理距离产生的贸易成本对其进口的预期方向不确定，数据

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  

（3）贸易的制度距离（WGIcmt） 

制度距离基于 6 项指数对制度质量进行测度，主要用于比较贸易双方之间的

制度差异，本文将 6 项指数进行加总平均，平均指数之差的绝对值即为贸易双方

的制度距离，数据来源于 WDI 数据库。 

（4）进口来源地的技术禀赋（PAmt） 

本文选择进口来源地的居民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其技术禀赋的标准，数据来

自 WDI 数据库。 

（5）制成品平均进口关税率（MATRIFFct） 

MATRIFFct表示中国加权后的制成品平均进口关税率，代表进口贸易扭曲因

素，数据来源于 WDI 数据库。 

各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如表 5.1 所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5.2 所示，部

分控制变量存在缺失值，直接进行剔除。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将GDPcmt以外的

其他变量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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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 

变量 含义 数据来源 

IMcmt 集约边际 CEPII 数据库，根据公式（4-1）-（4-5）计算得出 

EMcmt 扩展边际 CEPII 数据库，根据公式（4-1）-（4-5）计算得出 

IPRct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世界经济论坛 

GDPcmt 
中国与贸易伙伴国 t 年的

经济规模之比 
WDI 数据库 

DISTcmt 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CEPII 数据库 

WGIcmt 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 WDI 数据库 

PAmt 进口来源地的技术禀赋 WDI 数据库 

MATRIFFct 制成品平均进口关税率 WDI 数据库 

 

表 5.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Mcmt 650 -2.745 1.094 -6.872 -0.168 

EMcmt 650 -0.124 0.174 -1.571 -0.001 

IPRct 650 1.422 0.0594 1.361 1.504 

GDPcmt 650 0.144 0.343 0.001 4.077 

DISTcmt 650 8.722 0.644 6.845 9.752 

WGIcmt 650 -0.188 1.287 -7.743 0.894 

PAmt 600 7.275 2.238 0.693 12.72 

MATRIFFct 550 1.666 0.260 1.141 2.168 

 

如表 5.3所示，为避免估计结果有偏，在实证分析之前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各变量的膨胀因子都小于 5，即本文选取的变量均有效且变量间不存在

严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实证分析。 

 

表 5.3 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VIF 1/VIF 

IPRct 2.94 0.340143 

GDPcmt 1.58 0.631202 

DISTcmt 1.18 0.848726 

WGIcmt 1.10 0.906008 

PAmt 1.62 0.618947 

MATRIFFct 2.88 0.346801 

Mean VIF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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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取了 2007-2019 年 50 个高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国（或地区）作为研究

对象，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将GDPcmt以外的其他变量取对数纳入模型。由于模

型中存在地理距离这一不随时间变动的指标，而且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中还会引

入不随时间变化的虚拟变量，因此借鉴孙玉红（2020）的做法，采用最小二乘虚

拟变量回归（Lease Square Dummy Variables，LSDV）的方法进行估计。 

5.3.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格 5.4 中的（1）、（2）列分别对应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集约边际和扩

展边际的回归结果。具体来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的集约边际

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均是显著为正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提高 1%，集约边

际将提高 2.345%，扩展边际将提高 0.811%。 

对于（1）列中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集约边际，其中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

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我国经济规模的相对扩大对已有产品的进口并

没有产生促进作用。中国和进口来源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

正，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更倾向于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而西方

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较大。具体来看，进口来源国的技术禀赋 PAmt

系数在 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进口来源国的技术禀赋对集约边际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 WGIcmt 系数与中国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

MATARIFFct 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集约边

际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2）列中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扩展边际，其中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

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我国经济规模的相对扩大对扩展边际产生促进

作用。中国和进口来源国之间的地理距离系数 GDPcmt 为正，说明地理距离的扩

大会提高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扩展边际。两国制度距离 WGIcmt 在 5%置信水平下显

著为正，中国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MATARIFFct系数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两者对高技术产品进口扩展边际有正向影响。进口来源国的技术禀赋系数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扩展边际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高技术产品进

口种类和进口数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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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伙伴国能够放心地向中国出口更多高技术产品，从而扩大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

口规模。 

 

表 5.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lnIM lnEM 

lnIPRct 2.345*** 0.811*** 

 (4.694) (5.262) 

GDPcmt -0.153*** 0.040*** 

 (-2.796) (2.837) 

lnDISTcmt 3.362*** 0.466* 

 (2.734) (1.858) 

lnWGIcmt 0.050 0.022** 

 (1.533) (2.151) 

lnPAmt -0.168** -0.021 

 (-2.327) (-1.226) 

lnMATARIFFct 0.071 0.112*** 

 (0.554) (3.655) 

_cons -34.714*** -5.545** 

 (-3.258) (-2.456) 

N 510 510 

r2_a 0.881 0.668 

注：括号内的值为 t 值，* p < 0.1， ** p < 0.05， *** p < 0.01。 

5.3.2 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测量指标 

国际产权联盟于 2007 年开始发布 IPRI 指数，其衡量方法与世界经济论坛

不同，因此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IPRI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进行稳健性检

验。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5.5。由回归结果可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系数仍显著为

正，证明基准回归比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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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lnIM lnEM 

lnIPRIcmt 1.145*** 0.285*** 

 (6.348) (4.466) 

GDPcmt -0.060 0.044*** 

 (-1.050) (2.678) 

lnDISTcmt 2.752** 0.393 

 (2.152) (1.639) 

lnWGIcmt 0.058* 0.023** 

 (1.867) (2.260) 

lnPAmt -0.170** -0.018 

 (-2.282) (-1.073) 

lnMATARIFFct -0.208*** 0.003 

 (-2.823) (0.165) 

_cons -27.296** -4.034* 

 (-2.476) (-1.926) 

N 510 510 

r2_a 0.885 0.664 

注：括号内的值为 t 值，* p < 0.1， ** p < 0.05， *** p < 0.01。 

 

（2）增加控制变量 

通过控制更多国家层面的特征变量，如是否临界、是否签订 FTA 进行稳健

性检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5.6。结果显示，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后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5.6 增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lnIM lnEM 

lnIPRct 2.345*** 0.811*** 

 (4.694) (5.262) 

GDPcmt -0.153*** 0.040*** 

 (-2.796) (2.837) 

lnDISTcmt 6.841*** 0.133 

 (7.770) (0.749) 

lnWGIcmt 0.050 0.022** 

 (1.533) (2.151) 

lnPAmt -0.168** -0.021 

 (-2.327)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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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增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lnIM lnEM 

lnMATARIFFct 0.071 0.112*** 

 (0.554) (3.655) 

BOR 8.688*** 0.346* 

 (8.586) (1.680) 

FTA 1.021*** -0.098*** 

 (7.782) (-3.088) 

_cons -67.122*** -2.438 

 (-9.105) (-1.561) 

N 510 510 

r2_a 0.881 0.668 

注：括号内的值为 t 值，* p < 0.1， ** p < 0.05， *** p < 0.01。 

5.2.3 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已有研究来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具有促进作用，且作

用效果会随出口国的经济水平不同而产生差异。一般而言，发达经济体对知识产

权更加敏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出口，但这种促进效应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较小。为验证这一预期的正确性，本文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

标准，将 50 个样本国家分组回归，分别探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经济体的反应情

况，检验结果如表 5.7。 

具体来看，对于发达经济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在

1%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提高 1%，集约边际会提高

2.391%，扩展边际会提高 0.430%；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提

高 1%，集约边际会提高 0.347%，但并不显著，扩展边际会提高 0.875%。总的

来说，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敏感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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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基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 

 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VARIABLES 
（1） （2） （3） （4） 

lnIM lnEM lnIM lnEM 

lnIPRcmt 2.391*** 0.430*** 0.347 0.875** 

 (0.662) (0.142) (0.977) (0.437) 

GDPcmt -0.070 0.043*** 0.036 -0.354 

 (0.053) (0.012) (0.980) (0.381) 

lnDISTcmt -1.324 -0.332 -0.441 0.517*** 

 (1.913) (0.399) (0.313) (0.156) 

lnWGIcmt -1.024*** -0.288** 0.062** 0.031*** 

 (0.350) (0.135) (0.030) (0.010) 

lnPAmt 0.048 0.016 -0.210** -0.063 

 (0.111) (0.023) (0.095) (0.039) 

lnMATARIFFct 0.138 0.103*** -0.058 0.117 

 (0.157) (0.030) (0.199) (0.074) 

Constant 6.445 2.153 2.553 -6.149*** 

 (16.556) (3.532) (2.825) (1.614) 

     

Observations 352 352 158 158 

R-squared 0.890 0.709 0.880 0.719 

注：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性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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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理论层面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边际的

影响机制，主要有两种效应产生作用，分别是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并

据此得到假设：一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扩展边际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不确定。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又进一步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总额进行结构性分解，并从三个角度对其整

体变化趋势做出描述，并据此推断：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

的影响中，集约边际的相对重要性大于扩展边际，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主要是沿

着集约边际对进口贸易总额产生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集约边际的系数

明显大于扩展边际的系数，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支持。 

6.2 政策建议 

6.2.1 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法律体制机制改革 

（1）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立法体系 

从立法层面来看，应制定接轨国际标准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

法规体系。具体而言，一要重视知识产权法治领域的基础性建设。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立法工作起步较晚但成长速度较快，通过持续修订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

知识产权强国在立法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但随着专利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现

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也暴露出诸如客体范围较小、保护规定模糊、保护期限较短

等缺陷。因此，我国仍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丰富以《专利法》、《商标法》、

《著作权法》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内涵，结合当前的贸易政策和科技

政策强化其运用水平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立法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基础、引导和

保障作用。 

二要针对知识产权敏感度较高的领域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根据国家知识产权

局公布的法律文件来看，除了上述三部基本法律及其补充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之外，只有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领域有其针对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46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整体有着“大而不细”的缺陷。而且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针对特定领域设下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因此为了提前防范风险、化解贸易危机，还需对涉及我国战略发展的重点领域制

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维护国家贸易安全的同时，还能激发

企业创新动力、加大企业创新意愿。 

（2）深化知识产权执法和司法体制改革 

我国知识产权管理无论从立法还是从法律体系上看，都与知识产权强国没有

太大差距，并且这一距离日后还会不断缩小。差距主要体现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知识产权强国执法严厉，执行力强的特点，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具体来说，在执法层面，统一执法标准，加大执法保护力度。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立法机关有关知识产权的意见及政策部署，严格按国家计划推进法律法规落

实，统一执行进度、执法标准。对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能力以及素质上的培训，提

高执法意识，简化执法程序，提升执法效率。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知识产权侵犯判

定标准的学习，深入理解判定标准的细则规定，提高其对侵权行为的甄别能力。

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严惩以及加大赔偿力度等方式减少侵

权行为的发生。对于跨区域侵权行为，则要求各个执法部门进行联动，如公安部

门、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稽查部门等，深化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

加大协查力度。在司法层面，创新司法保护机制，保证司法审判行为的权威性。

一方面，提升法官知识产权专业水平，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按照其管辖范围进

行分类整理，为法官进行案件判决时提供可复制的产权司法保护经验以及事例参

照，提高司法审判行为的准确性以及权威性。另一方面，增设专门进行知识产权

上诉的法院，进行审判方式的改革，如多元化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审判过程

运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提高群众参与度，促进群众对审判流程的监督。除此之

外，还要建立健全产权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双轨保护机制，协调合作避免司法

与行政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6.2.2 形成健康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1）建立并完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制 

第一，通过不断优化管理机构体系，形成明确的职能配置目标。这主要体现

在，针对不同发展特点和发展规模的企业相应地设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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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大型产业多元化企业可以选择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即通过设立单独的知识

产权管理委员会来制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规章制度和经营策略等。同时，知识

产权管理委员会不仅负责企业在战略方面的方针政策，还会深入到执行层面。知

识产权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企业各个部门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实施，将促进知识

产权保护进程的有效推进。中型规模的企业应选择网络式管理模式，主要是由总

经理办公室牵头设立，副总经理进行分管，并在各个部门设联络员来实现公司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有效实施，并通过各个部门的交流联系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的优化。小型高技术产业行业较为单一，不适合单独设立知识产权部，为了使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顺利进行，相关企业应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即负责核心业务的

部门作为管理者，同时负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与实施。 

第二，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协调机制，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有效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内容多且繁杂，不仅需要在企业内部进行协调，还要

协调与政府各个部门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针对知

识产权保护管理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如设立单独的机构来负责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的协调与沟通。以韩国为例，通过设立知识产权局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的实施，知识产权局会定期召开会议进行交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

因此，中国也应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设立专门的部门来负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交流。 

（2）增强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具有整体促进作用，所以

我国在不断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均衡发展贸易战略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对

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但是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形成时间较晚，相关法律

有所缺失，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淡薄，极易陷入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中。

因此，国家应该不断优化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通过有效执法的形式

不断推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同时，积极对接国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法，

不断更新自身的法律来达到与国际和时代接轨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国企业在国

际上拥有合理合法的知识产权保护权益。另外，针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的问

题，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普及相关法律；从

企业层面来看，需要通过定期展开培训的方式来增强企业领导以及员工对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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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的认识与了解。通过广泛的宣传与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

良好氛围，以此来提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 

（3）重视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大中型企业需要在各部门和各环节配备知识产权保护管理的专业人才，因此

应重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首先，形成与完善专业化的教

育指导体系来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人才的培养。现阶段，高校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普

及仍然有所欠缺，对此应该加强高校对知识产权保护理论知识的普及力度，并通

过开设实践课来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利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培养知识产

权保护专业人才。其次，国家应增加资金投入来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人才体系的建

设，通过设立公共服务平台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流向中国，实现专业人才之间

的互动与交流，最终使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专业化和标准化。最后，对负责知识产

权保护的人才进行专业培训。定期开展系列讲座来普及更深层次的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的内容，并通过知识竞赛等来拓展培训的渠道，以此来培养高素质的知识产

权人才。 

6.2.3 加强进口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 

（1）强化政府之间的合作沟通，共建公正平等的贸易环境 

一方面，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为依托，严格遵守国际上公

认并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并依照法规的规定强化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的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机制的

改革，使其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进而逐步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使国外高技术产权得到更高层面的保护，免受恶意的侵犯，以吸引更多经济、技

术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扩大对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其对我国的出口意愿。

与此同时，高技术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必然引起激烈的竞争，为避免我国高技术产

品被挤出本国市场，迫使我国进一步提升原始技术创新能力，注重自主创新水平，

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以满足经济高质量、高标准发展的要求。另一方

面，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大背景下，部分国家可能会以知识产权为手段阻

碍我国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对此加以甄别，识别知识产权

保护层面的制度漏洞，提高鉴别能力。除此之外，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大经

济主体，更应该主动承担成大国责任，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与竞争朝着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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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 WIPO 框架下的知识产权治理，使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真正得到落实，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2）提升知识产权采购品质，加大知识产权的购买力度 

首先，知识产权市场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难免会出现失灵情况，这就需

要政府适当介入市场。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适当得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减少

不合理相关规定对市场错误导向，引导知识产权市场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

对市场的负面干预，营造利于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活动进行的市场氛围，提升市场

主体参与贸易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要促进市场主体对高优品质知

识产权服务的采购，增加政府补助，促进政府补贴更多的投向高技术企业以及中

央企业，提升创新主体以及高技术主体对知识产权服务的需求以及购买能力，从

而提升对知识产权服务采购的品质。同时，针对不同主体对知识产权服务的差异

化需求，展开调查与研究，及时公布购买指南，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产品

与用户不相匹配的情况，体现政策的柔性以及指导差异性。其次，企业也要制定

与之自身经济实力、不同发展阶段以及技术领域相符合的差异化、针对性的知识

产权服务购买政策，企业基金投入重心向更多的投向知识产权服务购买倾斜，增

加其在企业经费投入中的占比比例。重视服务购买的积累性作用，根据自身实力

购买知识产权服务，不断积累。例如，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可购买简单的知识

产权服务或者是少量的高技术产品，增加企业的知识产权储备，但此类服务产品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有效；对于高技术企业以及央企来说，作为国家创新

的主力，可加深对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服务的购买，提升对服务购买

的经费投入。 

（3）加快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提升知识产权效益转化率 

首先，知识产权的转化离不开配套基础服务设施发挥支撑作用，在知识产权

成果转化的服务机构建设方面，虽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说，存在数量较

少，分布散乱，服务质量较低等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建设综合性服务机构，完

善服务机构的人员配置以及政策规定。在技术、金融以及法律方面配备专业的机

构服务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提高技术验证、中试孵化、科技金融方面的服务

能力；在服务流程方面做出政策上的规定，精简服务程序，提升服务效率，为科

研人员提供完备的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建设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示范机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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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其榜样带动作用。不断进行对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运营体系的探索，推进科研

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全面开展，提升高校、科研院以及其他机构科研人员知识产

权转化意识以及转化积极性，为后续融合发展提供经验积累与切实保障。其次，

吸引人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一是企业层面，选派专业人才以“科技专员”身

份入驻企业，提供技术层面的指导。加强人才与企业进行项目上的合作，为企业

提供创新式发展方向，全过程、全方位服务于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二是高校层

面，开设相关课程，增设专业，以供有意向学生进行选择，推动知识产权管理和

技术转移一体化人才的培养，为产权转化服务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三是社

会层面，鼓励技术机构进行经纪人队伍建设，积极开展专业培训，学习并积累国

外先进的技术转移机构的管理经验，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管理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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