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除外资技术控制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周 志太

【 内容提 要 】 当今 世界 ， 科技创 新 已 经 成 为 社会生 产 力 和 综 合 国 力 的 战 略 支撑 和 关

键支 撑 ｃ 然 而 实证分析发现 ， 近年 来外 资 对 中 国 的 科技 控 制 率 逐 年 上 升 ，
中 国 知 识 产

ｆ１＇

权贸 易 逆 差 巨 大 ， 出 口 产 品 量 大 利 微 ， 专 利 量 高 质低 。 若任 由 外 资 自 由 并 购 ， 发展 其

优势 品牌 ， 中 国 有 关 国 计 民 生 的 核 心 技 术 、 关 键 技术 的 控 制 权将 逐步 丧 失 ，
必 然 威胁

Ｖ 到 ？家 的 经 济 安全 。 知 识产 权 是 自 主 仓 彳 新 的 弓 丨 擎
，
是 核 ＡＭ 济优 ｔ ，

是 力 的 ＆

＾ 本 。 靜 ｓ 家经駐全喊本 战 略 是 家 协賴關 络
，
減 知 识 产 权创 造 ， 创

新 品賴 ＩＩ 企 业 与 品雜 系 ，
尽快 实现 由 知 识 产权大 Ｓ 迈 向 知 识 产 权關 的 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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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当今世界 ， 科技创新 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的战略支撑和关键支

撑 ， 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 。 科技创新是经济与社会变革的 巨大推动力

量
，
赶超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 ， 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能够 以更高的水平 、 更快 的速度驱动和引领

生产力发展 。 然而 ， 改革开放的 ３０ 多年 以来 ， 中 国采取的
“

以市场换技术
”

的策略并没有取得如

期的成功 ， 中 国科技贡献率与发达 国家相差 ３０％
， 科技拉动经济能力的空间还 十分有限 。 中 国 目前

不仅面临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问题 ，
还面临着 由 于科技 的相对落后而 引发的 日 益严重的 国

家经济安全问题 。 破解这些难题 ， 需要 中国走 出
一

条破除外资技术控制 ，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之路 。

一

、 警楊 外 资技术控剎 的 风险

据统计 ， 全球 目前年投入研发资金 １ ． ３ 万亿美元 ， 撬动 ６０ 万亿美元的 ＧＤＰ
，
回报率是 １ ：５０

，

技术驱动经济 日趋凸显 。 全球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技术贸易 的 ６０％ －７ ０％
，
产 品研发的 ８０％ －

９０％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ＤＩ

） 的 ９０％ 。 从海默的
“

垄断优势理论
”

、 弗农的
“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内

部化理论
”

到克鲁格曼的
“

技术转移的均衡一般理论
”

， 都说明技术优势已成为跨国公司 获取垄断

优势与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并且 ，

一方面西方跨国企业的技术垄断要求已 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 ，

另一方面中国正面临发达国家的
“

压迫式
”

竞争 ， 表明 ＦＤＩ 与 国 内 自 主创新间存在着矛盾 。 巴西经

济学家多斯桑托斯在 《帝国主义与依附》 中也指出 ， 发达 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 向发展 中 国家投资 ，

形成对东道国的技术垄断统治 。

？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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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随着全球新 自 由主义投资 自 由化的推行 ， 中 国采取了
“

市场换技术
”

的

策略 ，
吸引了大量外资 （ 含港澳台资本 ， 下同 ） 。 随着外资注人规模的不断扩大 ， 跨国公司凭借其

技术垄断 、 品牌优势及资金优势 、 管理优势等所有权优势迅速垄断市场 ， 加之它们享有税收优惠及

其他诸多超国民待遇 ， 形成内外资企业差别巨大的竞争格局 。 外资强强合作并购 、 知识并购如火如

荼 ， 逐渐取代绿地投资而成为 ＦＤＩ 的主要模式 。 具体表现为 ： 并购战略 由最初的零散性逐渐转变为

计划系统性 、

“

分步到位 、 逐步拖垮
”

； 并购对象为中国效益好 、 知名度高 、 竞争力强的行业龙头企

业和高科技垄断企业 ；
并购程度为绝对控股 。 在并购较多的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外资

股权控制率甚至高达 ９５ ．７９％ 。
一般说来 ， 外资股权份额超过 ２０％

， 即达到对企业的相对控制 ， 超

过 ５０％
， 即达到对企业的绝对控制？ 。 从以下各表中可以看出 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从表 １ 不难看出 ， 在中国 的中外合资企业中 ， 外资控股率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逐年上升 ， 进入

本世纪已经达到惊人的高度了 。

表 １ 外资股权控制率 ＝
（
１

）／ （

２
）

项 目外资注册资本 （
１

）中外注册总资本 （
２

）—＊…

⑴生
一

、外资股权控制率 （％ ）

年份（ 亿美兀 ） （亿美兀 ）

２０００３ ３７ １ ． ９９４８ ３９ ． ５０６９ ． ６８

２００１３５９６
． ８３５０５７ ． ９３７ １ ． １ １

２００２４０２０ ． ００５５ ２ １ ． １ ９７２ ． ８ １

２００３４６５ ７ ． ７９６２２６
．
４ １７４ ． ８ １

２００４５５ ８０ ． ００７２８５ ． ００７６ ． ６０

２００５６３ １ ９ ． ３０８ １ ２０ ． ３０７７ ． ８２

２００６７４０６ ． ００９４６５ ． ００７８ ． ２５

２００７９２ １ １ ． ００１ １５ ５４ ． ００７ ９ ． ７２

２００８１０３ ８８ ． ５ １ １３００５ ． ５３７９ ． ８８

２００９１ １ ３６９ ． ００１ ４０３５ ． ００８ １ ． ００

２０ １０１ ２５９０
．
００１５７３８ ． ００８０ ． ００

２０ １ １１ ３８ １ ０
． ２８ １７２９４ ． ３０７９ ． ８５

２０ １ ２１４９０３ ． ００ １８ ８ １４ ． ００ ．７９ ． ２ １

２０１ ３１ ６０７７
． ００２０２８０ ． ００７９ ． ２８

数据来源 ： 根据各年 《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

实际上 ， 即使外资不拥有绝对控股权 ， 也能通过掌控核心技术拥有实际控制力 。 通常可以使用

研发费用控制度 、 发明专利控制度和新产品产值控制度三个指标来反映 中 国产业被控制情况 ， 这三

个比重越髙 ， 说明外资企业对中 国技术的控制力越强 。 从表 ２ 中计算出 ， 中 国 ２００５ 年－

２０ １３ 年各年

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的平均值为 ６７ ．５ ７％
， 表明 中 国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 ，

已严重威胁

中国产业的安全 。

① 何维达 、 杜鹏娇 ： 《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管理现代化》 ２０１ ３ 年第 ４ 期 。

？

５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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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

＼
￣

｜

弓
丨进国外技术经费 （ １ ）

￣

｜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 ２ ）国 内技术经费支出 （ ３ ）

（ ％ ）

年份


（ 万元 ）


（万元 ）


（万元 ）


２００５４２６２２３ ８４２２４０ １９（６５
．
７ ４

２００６２ １４４８４６８４１ ８３７４５ ８ ． ７２

２００７１ ５８ ８ １５ ６５ ３１ ５７７９５ ７ ． ７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６４５１ １ ５９ １２５９２６５ ５ ． ４２

２００９９５６４１４２２４０６３ ３７０６８ ． ５１

２０ １ ０７４２９４４３５ １４３７６４２７５ ． ７９

２０ １ １ １３６４０６３７４８９５ １０ １５７７ ． ３２

２０ １ ２１４２３５ ０４７４７ ８５６２３５７７ ． １ ５

２０１ ３３９３９５０１ ５０５ ８０２ １ ４４００７ １ ． ７５

数据来源 ： 依据 《 中国统计年鉴》 《 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 的有关数据计算得来 。 专用设备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

度 ＝
（ １ ）＋ （ ２ ）／（ １ ）＋ （ ２ ）＋（ ３ ） 。

表 ３ 装备制造业大 中型企业外资技术控制率（ 单位 ：
％

）

项 目
２００９２０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３

年份


通用设备７６ ． ５０７８ ． ４ １９２ ． ７０９０ ． １８１ ８ ． ９２

电器机械６８ ． ６４５９ ． ７８５２ ． ０７５４ ． ９６２９ ． １９

通讯设备２３ ． ４２２２ ． ８６１９ ． ８ １２ １ ． ８７３０
．
２ １

仪器仪表３３ ． ３７２６ ． ２８２６ ． ２２ １６ ． １ １２０ ． ５ ８

制药设备２９ ． ５０２８ ． １７２７ ． ４４２５ ． ２４


１９ ． ２５

平均４６ ． ２９４３ ． １０４３ ． ６５４１ ． ６７２３ ． ６３

数据来源 ： 依据 《 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 《 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 》 中外资企业拥有

“

有效发明专利
”

数量占全行业企业拥有数量的指标计算得出 。

表 ４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新产品产值指标

Ｘ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外资技术控制率

（ 万元）（万元 ） （万元 ）＾（新产品产值占 比％ ）

（ 万兀）

２０００１ １４２８７９０４６６８５３７１ ０５ ７５４４４ １５ ２４３ ９８ １７４ ． ９ ７

２００５２３ ５７５７６７ １ ９０９０２１ ３２７６８２１ ８５４６７７２３９８５ ０ ． ４ １

２００７３２０２０６７７１ ８３９４９６６５６２９６９９４７４６９１ ９６０４２ ． ８７

２００８３９７７４６０１３０６６４６１２５９７４３ ６２９９０４０８２４ １４３ ． ９９

２００９５２０６９７ １ ８２４０９７３４５５０６４５ １ ２５９４７４２４７０６９ ． ６７

２０１０４６ １ ３８４２ １ ８６８２５０９９０２０６４２７６１ ５２７４６７８６０５６２ ． ６８

２０ １ １６４５ ５００９１９９８２２０２ １７２６２ １ ００３１ ５３６０３２０５３ ２６４ ． １ ７


２０ １２１ ０４８２２７６４
（ 销售 ） ４〇３

￣

７ ９９３ ９ （ 销售 ） １ １ ０５ ０７６８０
 （销售 ） １５０８８７６ １ ９

（销售 ）


６９ ． ４７


２０ １３８３７４２ １ ６４０１４０２ １ ６７５ ６３ ０６９６８ ５０８４４７ １ ８５２６４


６ ５ ． １ ９



数据来源 ： ２００９ 年以前的数据和 ２０ １２ 年数据依据 《 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０ 年 以后数据依据

《中 国统计年鉴》 计算得来 。

？

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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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３ 的数据看 ， 中 国的外资技术控制率似乎并不高 ， 但考虑到中 国专利 的质量层次 （详见后

文
“

专利量高质低
”

部分 ） ， 问题仍然严重 。

表 ３ 与表 ４ 虽均为外资技术控制的产出指标 ， 但两者分别从
“

因
”

和
“

果
”

两个角度表明外资

对中国技术的控制程度 。

表 ４ 中各年外资高科技新产品产值占全部新产品产值的平均值为 ６０．３８％
，
表明 内资对引进技

术的依附性增强 。 如在计算机制造业中 ， 中国利用世界第二大的市场仅仅换到了 主板 、 音箱 、 鼠标

等模块的部分技术 ， 而 中央处理器 （ ＣＰＵ ） 、 显示器等关键部件几乎全部需要进 口
， 微软公司提供的

桌面操作程序占比高达 ９５％
。

由于外资股权控制率较高 ， 跨国公司实施集体采购和定 向销售模式 ， 使得其在东道国 的前向后

向联系双双收缩 ，

一

定程度上限制 了内外资企业间的
“

联系效应
”

，
弱化了外资技术外溢效应 ， 使

“

市场换技术
”

战略所交换或引进的
“

真正先进技术的转移少之又少
”

？
，

“

未见其对 中 国技术进步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
。 但国 内有些人仍然沉溺于

“

引进外资 ＝ 引进技术 、 买技术成果＝获得技术能

力 、 引进应用性技术＝ 引进核心技术 、 引进二流技术 ＝引进
一

流技术
”

的幻觉 ，

“

以我为主
”

的 自 主

创新意志薄弱 、 创新能力难以提高 ，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

１ ． 专利量高质低

中 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 ４ 年位居世界第
一

， 但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 《 中 国政府透明度年度

报告 （２０ １２ ） 》 指 出 ，
近年来中国专利 申请量迅猛增加

，
质量却有所下降

，
基础性 、 原创性 、 高价

值的核心专利少 ， 维持时 间短 ，
２０ １２ 年国 内 维持时 间 １０ 年 以 上 的仅有 ５ ． ５％

， 而 国外则有

２６ ．１％ ？
； 专利效益

“

权
”

多
“

利
”

少 ， 目前中 国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５％ 左右
，
而美 国等发达国家

则为 ８０％左右
；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３ 年 ， 中 国与美 日来华专利 申请间双向引用数据显示 ， 在专利引用
“

贸

易
”

中 ， 中 国逆差凸显 ， 处于技术低位态势 （参见表 ５ ） 。

表 Ｓ 中 国与美 日在华专利引 用比例表④

中 国发明专利引文中美 、
日来华发明专利的引文中 ｜

两者倍数

中美之间


美专利 占 ２ １ ． ０７％


中 国专利仅占 ０ ． １２％
１ ７６ 倍

中 日之间日专利 占 ５ ． ９５％中 国专利仅 占 ０ ． ０７％８ ５ 倍

２ ． 出 口产品量大利微

中 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 ，
２０ １０ 年为 １９．８％

，
连续 ５ 年保持世界第一 ，

２０ １ ０ 年以来 ２２０ 种重要

产品产量保持世界第一 ，
２００９ 年以来货物出 口保持世界第

一

，
也因此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

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 国家 。 以多年来一直秉承
“

市场换技术
”

发展战略的汽车行业为例 ，
２０ １０ 年以

来中国汽车产量
一直保持世界第

一

，
但创新却较为缓慢 ， 世界前百名知名汽车品牌中没有

一

个是中

国品牌 。 可以说 ， 中国已沦为跨国公司 的汽车组装工厂及产品倾销地 。 国际价值链分工 已成为全球

① 陈曦 ： 《

“

市场换技术
”

视野中的我国对外开放技术安全问题分析 》
，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 １５ 年第 ２ 期 。

② 张安民 、 黄静波 ： 《知识产权保护对外经贸往来与落后国家技术进步》
，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１

期 。

③ 徐健、 武伟 ： 《专利文献引证统计分析报告》
，

ｗｗ．ｓｉ
ｐ
ｏ ．ｇ

ｏｖ ．ｃ ｎ／ ｔ
ｊ
Ｗ

ｙｊ
ｃ
ｇ
／２０１５０４／Ｐ０２０ １５０４２２３ ７９４４９ １６４８８８ ．ｐ

ｄｆ ２０ １ ５
－

４

－

２１
〇

④ 赵建国 ： 《高校创新 ： 向质量和效益华丽转身 》 ， 《 中国知识产权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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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
知识产权又是决定国际价值链分工地位和 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关键因

素 。 据世界产业利润链评估 ， 约 ８０％ 的工业产品利润集中于 以知识产权为核心 的专利 、 商标许可

上 。 美德 日等国凭借其知识产权优势 ，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居于高端地位 ， 收取专利 、 商标许可费

与转移定价 ， 把知识产权优势转化为贸易投资优势 ， 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 而
“

中国制造
”

的
“

优

势
”

更多地体现在成本低这
一

模式上 ， 大部分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 ， 处于全球价值链
“

微笑曲

线
”

的底部 。 这一
“

优势
”

不但难以 为继 ， 而且面临
“

低端锁定
”

的风险 。 如在苹果手机 ｉＰｈｏｎｅ

的生产链上 ， 中国工厂所得价值仅占产品价值的 １ ． ８％
， 而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苹果公司获得产品

价值的 ５８ ． ５％
， 占总利润的 ８０％ 以上 ， 苹果 、 三星等公司获得全球智能手机 ９９％ 的利润 ， 英特尔公

司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 ，
销售利润率也高达 ３０％

，
而中国工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 ５％

， 差距巨大 。

３
． 知识产权贸易逆差 巨大

２００８ 年以来 ， 世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年均增长保持在 １５％左右 ， 但中 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

２０ １ １ 年－

２０ １４年的 ４ 年间 占比分别约为 １０． ３％ 、 １ ０． ８％ 、 １ １ ． ５％ 、 １２ ． ３％
，
虽然每年都有所提高 ， 但距

世界平均水平 １ ３
．
３％还有差距 。 ２０ １３ 年美国知识产权 （特许和许可费 ） 贸易顺差高达 ８８４ 亿美元 ，

而

中国知识产权逆差达 ２００ 亿美元 ， 成为全球第
一

大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国 。

社会经济中普遍存在
“

二八定律
”

， 发达国家只要控制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需要的 ２０％ 高尖

端产品的研发制造和技术秘诀 ， 即可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 最终形成发展依赖和路径依

赖 ， 使得本国产业总是落后于先进国家
一

代或几代 ， 甚至代差越拉越大 。 因此 ， 若任 由外资 自 由并

购 ， 那么原本在中 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被外企兼并收购后 ， 原有专业技术人才也会
一并为外

资所用 ， 引 发逆向技术溢出 。 跨国公司锁定核心技术 ， 内资企业陷入
“

引进一落后
一引进

”

的恶性

循环 ， 有关国计民生的核心技术 、 关键技术逐步丧失 ， 国家精英人才大量流失 ， 自主品牌逐步消失 ，

国家创新能力下降 ， 最终必然威胁到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 。

中国 目前虽已掌握
一批具有主导地位的关键核心技术 ， 具有 自 主知识产权产品 和服务的 国际市

场份额大幅度提高 ， 知识产权规则体系逐步健全 ， 但在经济转型中 ， 科技与经济脱节仍然较为严重 ，

政出多门 ， 研发重复 ， 企业创新能力不强 ， 品牌体系薄弱等问题依然存在 ， 需要大力促进科技与经

济的协同 ， 加强品牌体系建设 ， 增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

二
、
知识户权创連的 重要性

“

知识产权法是国际上通行的确认 、 保护和利用著作权 、 工业产权以及其他智力成果专有权的

专门法律制度
” ？

。 该定义虽没有提及知识产权的创造 ， 但只有知识产权创造更多 ， 知识产权保护的

意义和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和实现 。 知识产权
“

保护
”

只是手段 ，

“

创造
”

才是 目 的 。 因此本文提出 ，

知识产权制度是指关于创造 、 保护和利用工业产权 、 著作权以及其他智力成果专有权利的
一种规则

体系 。 这体现知识产权制度＿创造和保护 的统
一

。

“

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是持续激励创新制度
”

，

“

知识产权法以基于创新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 ， 体现 了尊重创新 、 保护智力成果 、 规

制知识经济市场秩序的主 旨
” ？

。 在现代法学理论体系中 ，

“

知识产权学说是最具科技含量 、 最多创

① 吴汉东 ： 《知识产权理论的体系化与 中国化问题研究》 ，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６ 期 。

② 吴汉东 ： 《知识产权理论的体系化与 中国化问题研究》 ，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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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克思 主义研究 》
２０ １５ 年 第 １０ 期


新要素的
”

①
。

“

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激励与保障作用
”

②
。

１ ． 知识产权创造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后 ，
十六届五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 ， 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 ， 成为创新型 国家 。 十七大则从提高 自 主创新能力 ， 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高度 ， 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 十八大进
一

步强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
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等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 、 中 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

话也提出 ，
要防范和降低知识产权风险

，
保障科技安全和主动权 。 可见 ， 知识产权不仅关系到国家

经济安全 ， 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途径 。

第
一

， 知识产权具有社会价值 。 只有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和运用的制度 ， 才能促进

中 国生产力发展 ，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 马克思认为 ，

“

科学是
一

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 革命的

力量
”③

，

“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 ，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 ④

， 而
“

智

能磨
”

产生的则是劳动者为首 的社会 ， 从根本上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 。 马克思 主义的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理论 、 资本理论 、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都为知识产权创造与运营提供了理论依据 ，

因为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理论 ， 其根源就是科技进步 ， 相对剩余价值的根源也是科技

进步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在经历人对人的依赖 、 人对物的依赖两个阶段后 ， 人类社会必然进入 自 由

的全面发展阶段 ， 而技术的 自 由发展又是人类 自 由发展的物质基础 。 根据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

况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

第
一

动力
”

。 可见
，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科技对

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

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形成和成长源自 技术创新 ， 两者具有显著正相关联系 ， 知识产权是科技进步

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 。 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
，
作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 ，

知识产权是摆脱资源耗费型与技术依赖型 、 转变发展方式 、 掌握发展先机及主动权的 内生动力 ，
是

保障中国经济安全 、 政治主权和科技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举措和战略布局 ， 是实现和增进民族利益和

国家利益的根本手段和基本路径 。 知识产权质量提高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变 ， 将推动 中国经济从制造

走向创造 、 从技术追赶走向技术跨越 ，
实现从专利大国 向专利强 国 、 经济大国 向经济强国的跨越 。

知识产权制度是
“

创新发展
”

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 是创造性成果的激励和调节机制 ， 体现了尊重

创新 、 保护智力成果 、 规制市场秩序的功能 ， 体现了马克思关于
“

人的全面发展
”

的制度追求 ， 表

现出知识产权的巨大价值和无比重要的分量 。 这在制度功能与价值 目标上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

要求 ， 代表一种先进发展方向 ， 即 已完全出于 自身发展的需求而不再是对外国压力的反应 。

第二 ， 知识产权具有人权价值 。 １ ７ 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 、 经济学家洛克提出著名 的劳动产权

论 ： 劳动创造了
一

切 ， 是衡量产权多寡的唯一合理尺度 。 劳动财产权在今天 已表现为知识财产权 ，

拥有知识成为劳动者掌握社会权利 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手段 。 进一步分析 ， 与其说知识产权是财产权 ，

不如说知识产权是一项人权 ， 因 为它
“

体现 了尊重知识创造活动和智力成果价值的人文主义精

神
”

？
， 具有人的发展权属性 。 因而保护知识产权将有利于调动劳动者孳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促进

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快发展 。

① 吴汉东 ：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 目标》 ， 《法学研究》 ２０ １４ 年第 ３ 期 。

② 冯 晓青 ： 《论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促动作用 》 ， 《河北学刊》 ２０ １３ 年第 ２ 期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年 ， 第 １００３ 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５８ 年 ， 第 １ ４４ 页。

⑤ 吴汉东 ： 《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 》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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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
“

公益性
”

到
“

私益性
”

的否定 ，
不断动态协调知识产权的公益

性与私益性之间的关系 ， 最终将完成从
“

私益性
”

再到
“

公益性
”

的否定之否定 ， 这是人权思想和

公共利益原则的反映 。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等产权权能的分离 ， 通过与激励

相容的权利界定 、 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对价机制 以及权利义务关系协调的利益平衡机制 ， 平衡知

识产品创造者 、 使用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 后续创新者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
实现当前利

益与长远利益 、 创新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 。 人们主观为 自 己 ， 客观为社会 ， 每个人在追求

自身利益的同时 ， 积极参与竞争 ，
进而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及扩散传播 ， 从而增进社会利益 ， 最后实

现社会各个集团的共同获益 。

２ ． 知识产权创造能够促进 自主创新

自主知识产权理论是指运用 自 主创新手段 ， 实现创新激励与成果商业化激励机制 的统
一

，
发展

中 国独有和可掌控的知识产权 ， 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 打造原始创新力 ，
发展先进和关键性生产力 ，

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种战略性学说 。

二战结束以来 ，
由于科技进步促进生产

力发展的作用 日 益凸显
， 作为

一种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 ， 知识产权超过劳动力 、 货 币 资本和能源 ，

成为生产力的第
一

和关键要素 。 发展经济 的基点是以知识资源替代 自然资源 ， 避免对环境的破坏 ，

保障经济和社会全面 、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

知识产权是 自 主创新的引擎 ，
通过赋予创新者一定期 限内对其创新成果的专有权 、 有偿转让或

许可创新成果的使用获得收益 ， 激励各个领域的创新主体不断地投身到创新活动中去 ， 诱发创新竞

赛
，
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 知识产权伴随着投资和贸易整个过程 ， 在市场需求导 向下 ， 知识产

权倒逼企业进行
“

二次创新
”

，
从而满足进 口 国 、 东道国市场需求的

“

适应性创新
”

。 此外 ， 通过开

展内外资双方技术成果融合 ， 还能够刺激和促进双方优势互补互动的协 同创新 。 同时
，

一个部门 的

知识产权贸易投资与相关产业部门将产生纵横向联系 ，
扩大技术扩散的范围

，
产生纵横 向创新的乘

数效应 ，
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 。 知识生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或外溢效应 ，

一

种知识形

成 、 内容披露和知识转化的成功将会对外部产生灵感启发 ， 并激发出
一

系列新的知识进步 。

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 ， 是以 自 主核心技术和 自 主品牌为主要内容的 ， 是相对于比较优势 、 竞争

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 。 它是在既定的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上的更核心层次的优势 ，
能够为国

家和创新主体带来现实 、 长远的经济利益 。 目前
，

知识产权优势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绝对优势 ， 体现

在 品牌等无形资产的巨大价值上 。 发展中 国家 （地区 ） ，

一般仅仅拥有比较优势 ， 从拥有比较优势到拥有绝

对优势 ， 是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提高的过程 ， 亚洲
“

四小龙
”

崛起的经历正是如此 。

３ ． 知识产权创造能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市场经济及其竞争既是科技的推动力 ，
又因为市场失灵而对科技进步具有制约性 。 市场化和全

球化无法超越国家利益 ， 更无法完全 自 动地维护 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 。 经济安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

家所关注 ， 如重商主义有关税保护思想 、 历史学派有幼稚产业保护思想 、
１ ９ 世纪的美国有产业保护

思想 、 发展经济学有独立发展本国产业的思想 ， 等等 。 近年来 ，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加速发展 ， 人们对经济安全问题给予越来越多 的关注 。 截至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在 中国 知网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中搜索
“

产业安全
”

， 就有 ６４７ 篇相关论文 。 关于产业安全的概念界定 ， 现有理论体系大

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

一是产业控制力说？ ，
二是产业竞争力说？ ，

三是产业发展力说 产业控制力

① 朱建民 、 魏大觸 ： 《我国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再构建与实证研究》 ， 《科研管理》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期 。

② 许铭 、 孔继萍 ： 《中国境外企业安全问题及管理》
，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５ 期 。

③ 金確 ： 《全球竞争新格局与 中国产业发展趋势》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 １２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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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支持者强调外资对本国重要产业或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 的控制能力 ； 产业竞争力 的研

究者强调重要产业对外来不利 因素的抵御力 、 抗衡力 ； 产业发展力 的支持者则认为控制力是对产业

安全的静态描述或表象体现 ，
发展力则是对产业安全的动态刻画或其本质体现 ， 因此更强调在国际

意义 比较下的发展力 。 其实 ， 无论是产业控制力 、 产业竞争力 ， 还是产业发展力 ， 最终都决定于知

识产权的水平 。

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 应该是经济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的增强 ， 因 而是科

技经济实力增强下的可持续发展的 、 相对的经济安全 。 因此本文提出 ， 保护 国家安全的根本战略应

该是 ： 知识产权创造为主 ， 保护为辅 。

总之 ， 无论是应对外资的技术控制 ，
还是经济下行的压力 ， 抑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 加强知识

产权创造都是大势所趋 、 势在必行的 ， 需要国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予 以重视 ， 积极促进 。

三 、 走设知识户权强 国

为了把中 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 国
，
国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 规划健全

，
实施

支持性政策 ， 创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

１ ． 创新国家协同创新体系

实证测算 ，
２００ １ 年 －

２０ １０ 年间 ， 中 国国家创新体系 国际化程度指数从 １４ ．７％ 提髙到 ４９％
 ， 其中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 口额比例 、 外企科技经费占 比等指标迅速提高 ， 说明 中国 国家创新体系的 国际化

程度正在提高 。 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大背景 ， 中 国当前创新的指导思想应当是 ： 以破除外资技术

控制为导向 ， 突破地域和传统分工模式的局限 ， 更加积极地坚持需求牵引 ， 高标准 、 大范围 、 跨领

域地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 积极推进对内 、 对外
“

双开放
”

， 外资引进和内资走出 的
“

双

联动
”

， 促进内需与外需 、 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平衡 ， 促使全球经济和国 内经济
“

双平衡
”

， 促使世

界和中 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
“

双受益
”

。

以产业发展非均衡为出发点 ， 动态调整创新的重大方向 、 知识产权布局和创新结构 ， 精准调整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制定具有科学性 、 前瞻性 、 引导性 、 协调性和可行性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

研究建立知识产权创造与产业发展协同的评价指标体系 ， 促进知识产权创造 、 保护与运用能力的提

髙 ， 促进知识产权质量和知识产权实施转让数量以及知识产权竞争力与国家新型工业化 、 信息化 、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各个方面协同 ， 整合集成全球的创新资源 ， 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 将是

中 国今后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方向 。 此外 ，
知识产权战略还应与 时俱进 ， 从

“

选择保护
”

到
“

全部

保护
”

， 从
“

弱保护
”

到
“

强保护
”

，
从强化保护转向促进创新 ，

尽量减少相对于市场快速变化所产

生的
“

时滞
”

。 在关键性产业领域 ， 必须果断放弃
“

以 市场换技术
”

的战略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

自 主创新的协同 ， 围绕经济建设重大产出的核心 目标 ， 明确创新重点和研发难点 ； 选准产业急需的

项 目 ，
实施 目标顶层设计和任务全程分解 ； 分别组建相应创新团 队 ， 鼓励专利 申报与共享 ， 构建上

中下游一条龙 、 产学研用即时有效 、 紧密对接与深度融合的产业化转化和广泛应用平台 ， 稳步提升

知识产权层次 。

以 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为 目的和核心 ，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 ， 畅通信息流 、 物流 、 资金流和技术流 ， 优化经济环境 ， 健全国家主导 、 企业主体 、 市场导 向 、

产学研相结合的 国家知识产权协同创新网络 ，
以帮助企业应对互联网环境下的创新不确定性和单个

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及创新能力的有限性 ， 促使创新要素整合放大 、 创新功效协同倍增
，
获得知识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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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知识增值的乘数效应和竞争优势 ，
从而带动技术外溢和累积增值 ， 创造

“

合作剩余
”

和
“

交易

剩余
”

等社会福利的知识产权协同效应 。 协同创新网络同时兼有协同组织和网络组织优点 ，
核心是

各个创新因子
“

互动 、 互惠
”

的集成整合 。 知识产权主体在双 向或多向 的商务往来和信息交流过程

中 ， 任何
一

方都不是单纯地接受而只能是
一种物质或信息的交换互惠 、 分享利益 ，

不是把 自 己 的利

益单方面地建立在其他主体单纯付出的基础上 ， 只能是在互动过程中实现知识产权资源的优化配置 。

这些都要求我们 以开放促进改革 ， 提高 以外资企业促进内资企业的 自 主创新能力 ， 将专利创造 、 品

牌打造与运用嵌人产业发展 ， 围绕产业链 ， 布局创新链 ， 拓展市场链 ， 促进知识产权强 国 目标下 的

产业链 、 创新链 、 资金链 、 市场链的
“

四链
”

相互耦合 、 有效衔接 、 协同发展 ， 推动知识产权成果

质量的提高与产业化 。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促进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 ， 增强对重要产业的控制力 ，

进而获得关键生产的控制权 ， 主导产品的定价权和产业标准的制定权 ， 使知识产权成为外贸和
“

走

出去
”

的新优势 。

以知识产权为
“

看得见的手
”

， 与
“

看不见的手
”
——

市场相协同 ， 以 国家调节矫正市场机制

的 内在缺陷
，

促进国家经济安全与市场活力激发相协同 。 《反垄断法》 限制除知识产权以外的垄断 ，

最基本 、 最直接的 目标就是保护竞争 ， 促进要素市场管理的优化 ，
形成全国统

一

市场 ， 为 内外资企

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 它有利于发挥竞争激励创新 、 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营造

公平 、 开放 、 透明的市场环境 ， 促进优胜劣汰 ， 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能力 ， 提高知识产权资

源的配置效率 。 它还有利于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 放开 自 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 ，
建立鼓励创新的

统
一

透明 、 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 为知识产权创造提供动力 ，
为相关诉讼的提出 、 应诉 、 裁决提供

明确依据 。

以增强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和效益性为 目标 ，
全国人大与 国外立法机构沟通 、 协调完善知识产权

相关法律的衔接 ，
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双轨保护模式 。 知识产权

的司法保护具有主导性 ， 保护私权和化解当事人之间 的争议 ， 重在维护个人利益 。 而知识产权的行

政保护则具有主动性 ， 其程序简便 、 效率较高 ， 重在维护公共利益 。 这两者虽然优势互补 、 殊途同

归 ， 但两者 自身的水平和运营效率则需要在双方协同的过程中不断提高 。

以大数据促进知识产权进步 ， 即以更快捷 、 更广泛、 更综合 、 更睿智 、 更深人的视角 ， 挖掘 、

整合 、 利用海量 、 全面 、 客观 、 真实 、 实时的资料 ， 获得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 、 核心要素和技术支

撑 ， 而知识产权是大数据的应用载体和最终归宿 ，
知识产权与大数据具有彼此融合 、 相互促进的特

点 。 知识产权为大数据的运用提供方向和用武之地 ， 将碎片式 、 相互独立的
“

信息孤岛
”

和
“

应用

孤岛
”

连接起来 ， 建立大数据产业联盟 ， 打破 目前各 自独立的数据藩篱 ， 形成信息共享的知识产权

新业态 ， 从而成为促进知识产权创造与信息化融合的重要手段 。

以政府与商会 、 行业协会的互动协同 ， 提供成本最低 、 效用最大的信息服务 。 我们需要密切关

注国内外知识产权发展动态 ，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方面的对外合作与交流 ，
通过对知识产权登记 、 知

识产权案件执法 、 知识产权国际贸易 、 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动向 和发展趋势等情况进行动态 的监测和

统计分析 ， 收集 、 整理和研究信息 ， 建立出 口前 、 投资前 、 开展业务前的知识产权调查机制 ，
以重

点技术 、 核心专利为重点和基础进行风险评估 ， 建立知识产权的信息发布平台 ， 在知识产权贸易壁

垒 、 技术研发动态与障碍 、 行业技术密集度和技术研发可行性等方面 ， 为企业打造知识产权风险预

警体系 。 对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分析 ，
及时识别与鉴定可能造成知识产权纠纷的 国 际业务 ，

提出完

善知识产权创造 、 保护的建议和意见 ， 制定出相应的风险转移规避措施 ， 提升知识产权预警应急能

力 。 还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反制措施和国家利益平衡机制 ， 促进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知识产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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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 。

２ ． 创新品牌企业和品牌体系

通过增加投资比例和持股比例 ， 促进内资企业做大做强 ， 使其成为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跨国

企业 。 对于商业化前景好的产品 ， 组织优势科技与推广部 门 ， 引 导 、 促成知识产权资源向企业有序

流动 、 集聚 ， 促进高校 、 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 ， 使创新成果快速向企业转移 。 创新以奖代补 、 项 目

委托等财政支持政策 ，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 提高配置创新资源的层次 ， 增强企业创新成果产权

化能力 、 产业化能力和知识产权贸易化能力 ， 缩短产业化周期 ， 加快发展拥有 国 际知名品牌和核心

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 使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 密切协同 。

协同创新网络是以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大跨度集成整合 、 系统叠加优化的知识产权价值链 ， 维

持和改善所有创新动力要素和运行要素的经济关系 、 组织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协同关系总和 。 其本质

是打破各个创新因子和创新主体之间的各种壁垒和边界／有效整合资源 ， 使更多的创新主体为
一

个

共同 目标进行协调运作 ， 创造整体协同效应 。 我们需要以知识产权防御 、 进攻或攻防兼备的策略运

筹为手段 ，
包括掌控知识产权对技术的垄断与反垄断 、 对市场的控制与反控制 ，

以提升 中国企业知

识产权创造 、 运用 、 保护和管理的能力与水平 ； 同时加入全球产业链 、 供应链和价值链 ， 以提升企

业的产业链地位 ， 从而贏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
一定意义上讲 ， 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 企业 已 由传

统的发挥 自身优势转变为充分利用国内外竞争对手创新体系提供的创新资源
，
以知识共享或优势互

补 、 益损与共为前提和基本内容 ，
实现占领市场 、 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 目标 。 国家应该基于企业知

识产权战略的各个主体需求的互补互动性和资源互补互动性 ， 基于充分的信息沟通与交流 ， 鼓励企

业利用国际交易开展知识产权转让与许可 ， 积极推进内外资企业平等互惠的竞争与合作交流 ， 加快

知识产权资源和成果的商业化 ， 并努力建立一个促进内资企业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综合体系 ， 尽可

能多地创造外企通过前后向产业关联向 内企转让技术的条件 ， 畅通外资技术溢 出 的通道 ， 充分放大

外企技术转移效应 、 竞争效应以及需求效应 ，
以提高内资企业模仿 、 吸收和消化供应商的技术能力 ；

同时促进企业之间采用团队方式进行知识生产 ，
以实现共同创造 、 共同拥有 。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协同本质上是知识产权研发战略 、 保护战略 、 营销运营战略之间连续多次的

协同运动 。 国家应该在知识产权规划的指导下 ， 注重并购资产与现有资产的相关性和互补性 ，
在最

有价值的环节重点投人 ，
以获取 目标企业所拥有的关键无形资产和特异性资源 ， 并使之与现有的组

织要素和资源禀赋有机结合 。 同时应注意将 自 主品牌 、 购进 品牌与贴牌生产进行某种程度的组合 ，

推进 目标企业与并购企业间的知识产权互动 、 转移 、 融合与创造 。 此外 ， 企业内部研发部门 、 生产

经营部门和营销部门要有机协同 ，
促使知识产权研发获取 、 布局 、 积累 、 维护和更新的动态化同知

识产权市场运营战略的提升化有效结合 ，
并与其他战略相互配合与支持 ， 环环相扣 ， 相辅相成

，
从

而促使要素属性间的匹配性协调 ， 支配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 ， 进而增强系统的整体功能 。 另外 ， 还

应发挥双方或多方的组织整合和学习能力 、 消化能力 ， 实现人力 、 物力和财力 的优化配置 ，
以期形

成一股合力 ， 共同实施知识产权创造的系统工程 ， 最终将 目标企业的知识产权转化为并购企业的技

术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 ， 从而生产出高附加值 、 差异化的产品 。 最终将发挥和放大知识产权资产 的

创造 、 运用所带来的协同效应 ， 获得高额收益 。

国家应以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 目标 ， 构建更具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商标体

系和战略规划 ，
以加快产品产值由数量取胜向质量取胜的转变 ；

加快建立
一

套全球公认、 科学公正的

品牌创造与评价制度 ， 加快实施知名品牌培育 、 品牌价值提升工程 ，
以加快推动企业从产品竞争 、 价

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 品牌竞争 ； 促进资本向品牌集中 、 人才向品牌集合 、 技术向 品牌集成 、 资源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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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外资技术控制 建设知识产权强 国

品牌集聚 ， 并进而发挥品牌的辐射带动作用 ， 形成
一

个品牌带动
一

个企业 ，

一个企业带动
一

个产业 、

一批国际水准的品牌带动国家由大国 向强国转变的发展格局 。 此外 ， 国家还应鼓励 、 推动新兴产业、

重点领域的企业制定知识产权创造 、 保护和应用计划
，
鼓励企业积极 申请发明专利和驰名商标 ， 以此

推动核心专利 、 技术标准 、 自主品牌的产业化 、 规模化 ， 并积极争取将其上升为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

国家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专利 申请免收相关费用 ，
对在国外的专利 申请给予补助 ，

对授权专利

给予奖励 ， 并将专利 、 专利投资作为国家创新资金 申请、 项 目 申报验收的重要绩效指标 、 以促进研发 ，

打造高水平的 自主专利品牌 ， 提升国产 自主专利的市场地位 。 国家还应提高易于产业化的知识产权层

次 ， 提升 自主知识产权 、 自主品牌和 自 主标准对于新兴产业的经济贡献率 ， 进而提升国内新兴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 。 国家应积极鼓励企业通过海外并购 、 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途径获取国外企业的专利 、 品

牌等 ， 鼓励有条件的高科技公司和品牌企业 向国外输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 、 品牌 、 版权和实施

跨国经营。 对已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的高铁设备 、 航空航天、 生物制药 、 集成电路 、 智能精

密机械等关键成套设备 ， 国家应采用整合措施 ， 优先支持鼓励出 口和对外投资。 此外 ， 今后政府及非

营利组织还应提供更多 、 更便捷 、 更高效率的服务 ， 制定更为严格的专利标准 ， 推出更具竞争力 的发

明奖励措施 ， 以激发人们知识产权的创造热情 ， 从而使国家获得一批原创性 、 高价值性的知识产权 ，

以引导专利发展由数量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效益的提高 。

总之 ， 我们要充分认识掌控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 积极采取相应措施 ， 在宏观上要有战略规划和

系统安排 ， 优化举国体制 ； 在微观上 ， 要创造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主体的条件 ， 促成各个创新主

体的创新行为 、 创新因子协同的格局 ， 进而促使企业逐步建成知识产权的品牌体系 ， 打破并最终破

除外资的技术控制 ， 实现中 国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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