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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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对创新的影响效果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围绕知识产权与创新的相关问题，既有研

究大体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在微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观层面，知识产权对

不同产业的影响；在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对国家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现有的

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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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与企业技术创新 

国内研究关于知识产权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大多数学者都得出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

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投资的结论[1]。如果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那么会对抑制企业进行

研发投入发意愿，被侵权的程度越强，企业越不愿意进行研发投入，并这种且负面影响不能

够通过事后査处的方式得到完全消除[2]。进一步从企业类型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

能够显著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和成长型创新企业的创新[3][4]。但事实上，知识产权也并不是

对所有企业的创新都有促进作用。对于那些自主创新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会对他们的创新

活动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那些模仿创新的企业来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抑

制这类企业的创新产出[5]。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不同，在知识产权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面也不例外：有学者发现成熟期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相对成长期稍微迟

一点，也就是说成熟期企业想要最大程度地促进企业创新，应该施行比成长期企业更强的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应当适当施行较为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过强的知

识产权保护反而会抑制行业内的创新行为，从而阻碍衰退期企业的转型发展[6]。公司的运营

和发展离不开优秀管理者的保驾护航，研究发现，在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企业家精神共同

作用下，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7]。 

以上研究结论都是从大样本分析中得出的，在具体的企业研究方面，冯晓青[8]（2019

）从美国制裁华为的事件出发，说明了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尤其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获取与

利用方面的竞争愈演愈烈。一些重大的技术领域，由于涉及国家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地位，

还甚至被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高度。如果企业能够合理运用旨在促进知识创新和

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那么可以使得企业实现增量利益和创新发展，特别能够提升企业

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 

在知识产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方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切入点：吴超鹏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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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是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

约束；卢现祥等人[10]（2020）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通过促进知识溢出而激励企业创新，

即知识溢出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尹志锋 [11]（2013）认为知识产权保护

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影响创新产出。这一直接作用机制效果显著的原因在于,知识产

权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创新技术的可专有性以及创新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进而提高企业事前的

研发投入。田越歧[12]（2020）认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生产性

企业家精神在起到了正向的中介作用,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起到了负向的中介作用。印度学

者 Pathak[13]等人则认为，更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是通过企业家更容易

获得最新的技术和技术资源来实现的。 

上述研究中的创新大多都是企业独立创新，国外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与国内类似：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有最佳值，超过最佳值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抑制创新，在此就不重复列举。

除了企业独立创新，国外还有许多学者从企业间联合创新、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进行了研究：

部分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可以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Lichtenthaler[14]（2010）研究了企业的

战略性知识产权管理对其开放程度的影响，即企业参与开放式创新的程度。他提出了知识产

权和开放式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得出结论：企业的知识产权组合是开放式创新的主要

驱动力，因为它们促进了企业开放其创新活动的程度。Chesbrough 和 Chen[15]（2013）表明，

更多的开放方法促进了对以前放弃的科学发现和专利的利用。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是否以及

何时将内部知识产权许可出去，并建议在开放式创新中进行积极的知识产权管理。Hagedoorn

和 Ridder[16]（2012）证实了企业开放程度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偏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他们认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实现开放式创新。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开放

式创新产生负面影响[17]，例如 Shinneman[18](2010)通过调查涉及全球知识产权的问题探索开

放创新，得出结论认为，企业资源的整合对开放创新中的企业更加重要。然而，现行专利法

并不支持但甚至阻碍了这一发展。因此需要进行改革，以促进开放创新活动[19]。 

二、知识产权与行业创新 

研究发现，在美国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医药和化学行业中将分别有 65% 和 

30% 的创新成果不会出现[20]。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通过理论研究发现，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的经济环境未必总能刺激经济的创新或增长。这就产生了创新率与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之间的倒 U 型关系[21]。还有学者通过实验室实验对知识产权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

结果表明，在创新程度极高的行业——如制药、生物工程和软件业等，对它们授予知识产权

可能会减缓创新速度，降低福利。因此他们反对将知识产权扩展到新领域，特别是如果这些

领域的特点是快速、频繁、小规模和累积的创新[22]。针对澳大利亚的生物技术、制药和信

息通信技术行业的研究结果则发现，在组织学习文化中对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保护对公司的创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JKM-11-2016-0509/full/html#ref088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JKM-11-2016-0509/full/html#ref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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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绩效有显著影响，未提及存在“倒 U 型现象”[23]。 

关于我国的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工业创新能力的提

升[24]。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确实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竞争程度较

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基本体现了创新诱导效应，而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知识产

权保护对研发的影响是诱导效应和挤出效应的混合，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削弱企

业研发动机，即知识产保护与工业创新具有“倒 U 型关系”[25]。针对医药行业的研究也发现，

知识产权保护不是越强越好，其与创新绩效具有倒 U 曲线型关系,过度保护和保护不力都会

导致创新绩效降低,即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是制药行业企业的最佳选择[26]。知识产权

保护对服务业的影响也是类似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升级，

并且该种影响也呈现先扬后抑的“倒 U”型特征[27]。针对动漫行业产权的研究则不像其他行

业一样具有“倒 U”型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越能够提升动漫企业创新效率[28]。 

以上都是有关具体行业的研究，也有学者从专利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的角度出发，发现

与复杂型的专利密集型产业相比，对于离散型的专利密集型产业,比如化学产业,知识产权保

护对该产业的创新作用比较显著 [29][30]。并且行业特征的异质使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

创新效应呈现差异，高技术密集度行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敏感，而随着行业技术差距的缩

小，知识产权保护地技术创新效应会越发明显[31]。 

三、知识产权与国家创新 

Lahsen[32]等人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拉美经济增长。有关俄

罗斯[33]的研究表示只有知识产权得到有效管理，才能提高俄罗斯商品、工程和服务销售组

织的竞争力。Gmeiner[34]等学者的研究则发现，一个国家如果同时尊重国内外知识产权，就

会更具创新性。因此，尊重外国知识产权不仅有利于全球创新，而且在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

方面也产生国内优势。由于创新的复杂性，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关系上也存在一些相反

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减弱发达国家的创新激励，增加国际

知识转换的障碍和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成本，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行为，不利于提高全球的

创新水平[35]。 

再看我国的相关研究，有学者通过对我国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

了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并通过研发投入的加强提高了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36]。但也

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受执法水平以及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保护倾向的影响,

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尚未对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效应[37]。

除了研究知识产权对具体国家的影响，很多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或是将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结合的角度出发来展开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一定有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general-summary?queryJson=%5b%7b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general-summary?queryJson=%5b%7b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general-summary?queryJson=%5b%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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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处于临界值之下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38][39]。顾振华等[40]（2015）利用 2003 年至 2012 年美国在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 26 个国家的跨国公司面板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当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时，

高质量产品的创新成功率反而会在一定时期内降低; 并且当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时，实施保护

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也会恶化。 

结合了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的相关研究有许多不同的角度。

有学者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南北双方的总体效应依赖

于南方的初始技能劳动水平和北方创新性质导致的市场结构：在垂直创新的寡头市场，严格

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没有激励效应，它对南北双方都造成伤害; 在水平创新的垄

断竞争市场，当南方技能劳动短缺时，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在短期有利于南北双方，但并不激

励南方自主创新。当南方技能劳动充裕时，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南方的自主创新，并

在长期对南北双方都有利 [41]。杨轶波 [42]（2018）研究也发现发展中国家增强知识产权

保护并不总能促进发达国家的创新。在均衡情况下，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

那么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使南方的劳动生产

力得到提升，进而激励北方创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然而，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已经达到一定的强度，则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向效应会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继续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将使劳动生产力下降，进而抑制北方创新和全球经济增长。张麒麟[43]（2012）则在

南北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东西格局概念,改进水平创新技术扩散模型。无论是增强还是减弱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南方国家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陷入创新与模仿的两难困境。若南方

国家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明显技术差距,那选择加强或减弱知识产权保护来实现南方国

家技术进步是有条件的,该临界条件由南北国家技术差距、东西部地区技术差距等因素决定。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国家经

济增长率的有利影响是有条件的,该临界条件同样是南北国家技术差距、东西部地区技术差

距的复杂函数。  

四、总结与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与企业创新的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类：①知识

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企业创新；②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企业创新；③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

的影响呈现“倒 U 型”。以上结论大多都是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得出，结论不同很可能是由于

样本选择不同，并且样本几乎都是来自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并不准确。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学者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应该利用这些技术：例如为了使样本足够大从而得

出更准确的结论，可以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或是别的新技术获取样本数据，不局限于数据库

里的上市公司数据，从而使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从美国制裁华为的案例则可以看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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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核心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知识产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需要被合理运用，学者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如何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至于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路径，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知识产

权保护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不是单一路径，发现各类路径有助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未来

的研究可以着力于探索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于企业创新的新路径，助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 

梳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创新的研究后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除了个别行业，

知识产权保护对行业创新的影响呈现“倒 U 型”特征，但是“倒 U”的拐点各不相同，总之知识

产权保护对经济和创新的影响随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应该根据行业的共性和特

性打造弹性的知识产权政策，即在知识产权政策上推行共性政策和有差别的行业对待政策。

学者们可以对各个行业进行更细致的分类研究，为政府制定更符合行业特点的知识产权制度

作出贡献，进一步助力激发各行业创新热情。 

在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往往可以促进本国创新，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导致绝

大部分以知识产权形式存在新技术在国际间扩散的趋势同样不可避免，于是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的制定变得更加复杂，不仅要考虑本国情况还要考虑对他国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发达

国家往往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知识产权战略阻拦赶超国家技术升级，从而客观上阻碍了全

球技术进步。我国正处在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准确把握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基本规律，厘清跨国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内部

防御机制，以开放、自主的思维完善知识产权法制环境，实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质的提升[44]

。学者可以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完善南北分析框架，例如上文张麒麟就在南北分析框架引入

东西格局，使得研究结果更贴合实际，帮助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对抗全球知识产权

话语的霸权主义力量，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建言献策，或是研究如何让对知识产权采取多元

化办法，积极发挥这些替代系统在促进创新、开发新技术、创造和传播知识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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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innovation 

 

Zhao Ziyua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211189) 

 

Abstract：Th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innovation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of attention for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ocusing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largely explored three aspect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at the meso level,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at the macro level,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nation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reviews the exis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and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compiles and reviews the exis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it looks forward to the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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