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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探究实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

新效率的影响,既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升级的有效手段,也是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制度的内在需求。基

于2000—2019年中国28个省市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数据,运用时间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实施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在整体上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

率提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战略实施显著提升了东、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但对中部地区创新效

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优化知识产权政策设计、提高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未来

应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并结合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制定知识产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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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高技术产业通过加快技术迭代升级创造

利润,主要体现于产业创新效率有效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有

效发明专利总量超过57万件,年均增长率超过34.5%。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以及整体创新能力

的提高离不开知识产权政策的辅助,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也是改善创新效率的基础。
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是政府通过制度配置和政策安排对知识资源的创造、归属、利用以及管理等进行

指导和规制的重要工具[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创新与知识产权相辅相

成、紧密相连,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保护高技术企业创新成果的所有权和独有性,保障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要求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改革,促进产业创新。2021年9
月,国务院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我国一些重要

产业领域要突破掌握核心技术,不但面临着国外产权政策制裁的风险,同时也承受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压力。通过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能为产业创新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技术产业技术升级与经

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是否对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提

升效应,以及知识产权政策制度改革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等问题。

二、文献综述

诸多学者针对知识产权政策与创新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将可将其划分为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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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效应、高技术产业效率评价以及有关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政策研究三部分。
成熟完备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能为产业创新活动保驾护航,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知识产权政策在促

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战略性作用。知识产权改革能促进创新,但发展中国家从中得到的收益可

能远小于发达国家[2]。寇宗来等的研究表明,在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会提高自

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性,以防止发达国家企业延迟先进技术引入[3]。Duggan等研究发现,药品专

利制度改革会使制药公司的预期利润实现小幅提升。[4]此外,知识产权改革的创新激励作用还取决于其

持续时间和所授予的排他权的范围和专利权保护程度,[5,6]改革知识产权审判机制也能通过增加研发费

用提升研发水平、激励创新[7]。从微观角度来看,邢斐和周泰云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以通过减少企

业的技术溢出促进创新;[8]黎文靖等则从司法角度出发,提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减少了企业低质量

专利的申请,进而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价值[9]。邱洋冬考察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研
究发现以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进行融资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10]。从

宏观层面而言,刘雪凤和高兴分析得出知识产权制度及其配套措施能够激励自主创新意愿,但国家政策

力度不足以及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制约了创新效应的提升[11]。王珍愚等通过分析韩国知识产权政策的演

进过程,提出知识产权政策的强度应根据国家经济、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发展进行动态调整。[12]佘力焓提

出通过知识产权战略布局优化国家制度设计和资源配置,推动国际区域内协同创新。[13]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阶

段的创新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且相较于知识阶段和技术研发阶段,整体层面上的创新和成果转化效率较

低[14]。在区域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高新区的平均创新效率高于京津冀城市群,[15]且长三角城市

群的综合创新效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16]西、中、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依次从高到低分布[17]。随

着创新激励政策的相继出台,许多学者开始将高技术产业的研究重点聚焦在不同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刘
兰剑等以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转型为背景,考察了创新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演化路

径[18]。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理论界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已较为成熟,为本文奠定

了一定理论基础。但关于知识产权政策创新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缺少

中观层面对于某一产业的针对性分析。因此,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例,实证探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对不同区域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三、知识产权政策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前,我国已陆续通过保障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权益的法规条例,对建立知识产权制度

做出初步探索。根据已发布的知识产权政策将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步立法阶

段(1978—2000)、快速发展阶段(2001—2007)、战略实施阶段(2008—2020)、强国建设阶段(2021年至

今),[19]如图1所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知识产权工作开始起步,针对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等制定相

关法律法规条例,初步建立起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此阶段涉及到的知识产权范围较小,知识产权保护能

力相对薄弱[2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贸易中知识资本的价值进一步升高,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愈加重要,我国

继续修订知识产权法律并制定新的保护条例,2001年在加入 WTO的同时加入TRIPS。2004年“国家保

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正式成立,由此实现知识产权跨部门协作执法,加快建设更加完备高效的知识产权制

度。此阶段我国的知识产权工作实现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2008年6月5日,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此后我国每年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

划,提出阶段性知识产权工作重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系逐步完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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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提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此阶段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行带来了良好社会经济成效,
知识产权数量迅速增加。据《世界知识产权指标》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商
标权、工业品外观设计等领域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球第一。

图1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发展历程(1978年—至今)

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是支撑国家在参与国际竞争时发挥优势的重要工具,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的总体要

求,力争到2035年使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

强国目标。
从初步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到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实现

了质的飞跃。知识产权政策逐渐从单一的保护职能转向专利运用与产业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优质的平

台与环境,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

四、研究设计

(一)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算

1.超效率SBM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不需要设定特殊的函数形

式,可以对多个投入产出的多个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而改进后的超效率SBM(Slack
 

Based
 

Measure,

SBM)模型既可以避免DEA模型中变量松弛性问题和径向问题带来的测量误差,又可以解决SBM模型

无法对多个有效的决策单元进行比较的缺陷[21]。故选取超效率SBM模型,将我国28个省份作为决策单

元,测算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表1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创新效率

投入指标 R&D人员全时当量 人

R&D资本存量 万元

产出指标 专利申请数 件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2.指标选取。运用2000—2019年中国

28个省市地区(因港澳台地区和新疆、西藏、
青海等省数据缺失,暂不考虑)的面板数据,
选取创新投入产出指标(表1),分析测算我国

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
创新活动顺利实施开展,需要包括劳动力

与资本在内的最基本要素投入,故将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作为创新劳动力投入指标,该指标能够同时

涵盖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创新的贡献程度。高技术产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活动,故以R&D
经费支出作为创新的资本投入指标,由于企业前期的R&D经费投入也会对当期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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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D资本存量来表示R&D经费支出,借鉴李向东等的做法,[22]计算如下:

Kt=Et-1+(1-δ)×Kt-1, (1)
其中,Kt 与Kt-1分别为t期和t-1期的R&D资本存量,δ为R&D资本存量的折旧率,Et-1为t-1期

的R&D经费支出现值。
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产出包括研发阶段的科技成果产出和市场化阶段的经济效益产出。对高技术制

造业来说,专利是科技成果产出的代表形式,也是R&D活动的直接输出成果,反映高技术产业的科研创

新能力,已有研究多采用专利申请数、有效发明专利数、专利授权量等指标衡量。鉴于数据可得性与完整

性,且考虑到专利授权的保护范围较小、授权时限可能变更等情况,本文选用专利申请数作为高技术产业

研发阶段的产出指标。同时将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市场化阶段产出指标,反映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和经

济化水平,为消除价格波动影响,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新产品销售收入进行平减,统一折算成

2000年不变价。

3.测算结果分析。根据选取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各省份高技术产业样

本期间内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前后创新效率的变化趋势。考虑文章篇幅

结构,选择部分年份节点进行创新效率结果展示,具体见表2。

表2 部分年份各省市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年份

 地区
2000 2008 2009 2019

  年份

 地区
2000 2008 2009 2019

北京 0.746 1.234 0.718 1.206 河南 0.391 0.292 0.427 0.791

天津 1.205 1.115 1.327 0.590 湖北 0.063 0.208 0.398 0.760

河北 0.201 0.177 0.191 0.653 湖南 0.132 0.325 0.760 0.640

山西 0.171 1.343 0.417 0.411 广东 0.296 0.490 0.526 1.093

内蒙古 0.113 0.017 1.060 1.037 广西 0.190 0.175 0.260 1.009

辽宁 0.288 0.304 0.300 0.352 海南 0.091 0.081 1.710 0.169

吉林 0.095 0.281 0.550 0.566 重庆 0.136 0.380 0.678 1.119

黑龙江 0.326 0.077 0.074 0.309 四川 0.771 0.302 0.375 0.684

上海 0.477 0.603 0.558 0.760 贵州 0.107 0.179 0.256 0.378

江苏 0.614 0.540 0.566 0.781 云南 0.548 0.475 0.942 0.432

浙江 0.497 0.333 0.446 0.720 陕西 0.042 0.125 0.102 0.291

安徽 0.066 0.205 0.564 0.960 甘肃 0.252 0.167 0.215 0.447

福建 1.096 1.025 0.694 0.725 宁夏 3.545 0.251 0.297 0.689

江西 0.065 0.158 0.227 1.093 全国 0.463 0.406 0.540 0.684

山东 0.444 0.504 0.491 0.487

从表2可以看出,2000—2019年间各省市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发展,2000
年全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平均值为0.46,其中宁夏效率值最高,原因可能是该省进行创新获得的边

际效益比较高。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地区如上海、广东的创新效率高于全国均值,而河北、辽宁创新效率值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江西、安徽、湖北创新效率低于0.1。2019年全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值上

升到0.68,多数省市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值实现增长,广西、内蒙古等省上升幅度较大,云南、天津等

省市的创新效率下降,山东基本保持持平,但创新效率值不高。
各省市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2000—2019年的均值如图2所示,其中,北京、上海等地凭借城市优

势和政策优惠吸引高质量人才和企业入驻,创新实力领先大部分地区。云南、福建、重庆等地创新效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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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这些地区的创新资源投入能较好地转化为产出;河北、黑龙江、贵州等地创新效率较低,原因可能在

于这些地区科技人才较为匮乏、研发资金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转化效益不高,未来需要进一步吸引创新资

源,提升创新活力。图3为全国及三大区域2000—2019年创新效率均值情况,可以看出,各区域高技术

产业的创新效率存在一定差距,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整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但近

年来这种优势逐渐缩小。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过度集聚造成创新要素冗余和资

源错配,且土地租金昂贵使得生产成本提升,共同导致创新效率提速减缓。而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扶

持力度加强,资金与基础设施逐步完备,资源利用率得到改善,有效促进区域创新成果产出与转化。

图2 2000—2019年全国28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值雷达图

图3 
 

2000—2019年全国及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值

综合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

效率虽然整体上得到提升,但还存在

效率不高、地区发展不均衡等情况,
仍然面临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创新

能力仍需提升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
(二)实证模型设定

1.时间断点回归模型

Hausman和Rapson于2018年

首次提出时间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in
 

Time,RDiT)概

念[23],与传统断点回归方法不同,

RDiT方法考虑数据的时间序列特

性,将政策或项目开始时间作为断

点,并根据间隔的时间设置分组变

量,判断被解释变量是否在受到政策

冲击的时间断点发生跳跃,进一步分

析驱动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 系,以 此 评 估 政 策 效 应[24]。

RDiT方法主要应用于环境经济、公
共组织等领域。本文将该方法引入

产业经济研究中,考察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效应。由于本文选择的断点为政策

发生的年份,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作

为宏观纲领性指导,在战略实施前后各省市地区样本受到的影响是确定且显著的,因此,采用精确断点回

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颁布时间2008年作为政策实施“临界

点”,并定义如下处理变量:

Di=
1,Ti≥0
0,Ti<0 , (2)

其中,Ti 为驱动变量,表示时间与政策实施“临界点”的年度间隔;Ti ≥0表示时间在2008年之后,

Ti<0表示时间在2008年之前。Di 为处理变量,表示我国各省市地区是否受政策改革的影响。若某省

(市、地区)属于实验组,则Di=1;若属于控制组,则Di=0。
断点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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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t=α+δDi,t+βTi,t+φDi,t×Ti,t+γXi,t+ρi+πt+ε, (3)
其中,i、t分别表示不同省份、不同年份;被解释变量是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IE;Di,t 为式(2)中定义

的处理变量,δ表示在t=2008处的平均处理效应;β为驱动变量的系数;Di,t×Ti,t为引入的处理变量与

驱动变量的交互项,目的是允许断点两侧的回归线斜率存在差异,减少估计误差,φ为其估计系数;Xi,t

为其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影响的协变量,γ为其系数;ρi和πt分别表示截面效应和时间效应,α为

截距项;ε为随机扰动项。

2.协变量选取

本文的时间变量是均匀分布的,因此驱动变量的分布频率不会发生变化,断点附近的样本量相对较

少。在RDiT模型下,通过拓宽时间长度来获得充分的样本量,可能会导致其他因素对效应评估造成干

扰,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加入协变量来减少检验结果的偏差。根据已有研究成果,选择人力资本水平、企业

规模、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四个因素作为协变量。
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最优区间内,人力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人力资本是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的基础,产品研发服务、管理运营、效益转化等环节都需要大量高素质人

才创造价值[25]。故以各省(市、地区)高技术产业R&D机构人员数在平均从业人数中所占比例衡量人力

资本水平。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资源持有、信息获取、决策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创新的关系也有明显不同[26]。

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实施下创新效率的变化也会受到企业规模影响。采用各省(市、地区)高技术产业的

主营业务收入(按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与企业数量的比值衡量企业规模。
企业通过进出口贸易引进和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知识与技术,可以提高创新能力,但过度模仿依赖

国外技术也会对引进企业所在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故采用各省(市、地区)进出

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衡量区域对外开放程度。
高水平的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27]但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够

完善,考虑到高技术产业研发项目收益不确定的风险,金融机构可能会拒绝企业的融资需求[28]。故以各

省(市、地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名义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可靠性分析

选取2000—2019年中国28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创新投入产出指标数据

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协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相关数据和《中国金融年鉴》等。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变量分布均在

合理范围之内,研究数据具有可靠性。

表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N=560)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IE) 0.415 0.379 0.003 3.545

处理变量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D) 0.600 0.490 0.000 1.000

驱动变量 距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时间长度(T) 1.500 5.771 -8.000 11.000

协变量

人力资本(Hc) 0.069 0.034 0.005 0.215

企业规模(Scale) 1.256 1.705 0.588 8.364

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 1.256 0.705 0.589 14.927

对外开放程度(Open) 0.326 0.380 0.027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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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断点回归的适用性检验

运用断点回归模型的前提之一是驱动变量必须外生,多数研究通常运用 McCrary的方法检验驱动变

量是否存在内生性。借鉴高鋆等的思想,[29]由于在时间断点回归框架下驱动变量为时间,是否受到知识

产权战略实施的影响取决于被观察的样本处于哪个年份,而不是由企业自身或政府人员等主观选择决

定。因此,研究样本在政策断点附近将不会被其他因素操纵,可以保证系数估计值的有效性。

表4 协变量连续性检验结果(N=560)

变量 Hc Scale Finance Open

lwald
0.007
(0.017)

-0.035
(0.431)

0.045
(0.139)

-0.024
(0.227)

  注:括号内为省份聚类层面的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
和10%水平显著;下同。

图4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断点前后的变化

使用断点回归模型还需要满足

协变量在断点两侧是连续平稳的前

提条件,协变量连续性的检验结果见

表4。结果显示所有协变量的lwald
值均不显著,说明所有协变量的条件

密度函数在断点两侧不存在明显跳

跃,可以保证估计结果不会受驱动变

量以外的变量影响,研究知识产权战

略的创新激励效应是有效的。
在实证分析前,还需要检验高技

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是否在断点两侧

产生明显变化。图4给出了高技术

产业创新效率与驱动变量的三阶拟

合结果,x轴为各省样本所处年份与

2008年的差值。可以看出,高技术

产业创新效率在差值零点处出现了

清晰的向上跳跃现象,表明在实施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后高技术产业的创

新效率出现了较高程度的上升,可以进一步检验战略的具体实施效果。

表5 全样本回归结果(N=560)

变量 (1) (2)

D 0.300***
(0.072)

0.308***
(0.077)

d -0.037**
(0.017)

-0.038*
(0.019)

D×T 0.052***
(0.019)

0.056**
(0.021)

Constant 0.162*
(0.095)

0.374
(0.233)

Control YES YES

FE NO YES

R-squared 0.157 0.158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上文产生的明显断点结果,运用Stata软

件进一步根据所选数据样本对知识产权战略的创

新激励效应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首先利用全

样本数据进行OLS回归,列(1)、(2)分别为基础

回归和控制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比较两个结

果发现,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

率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D×T 的交互

项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知识

产权战略实施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了0.3
左右,创新效率的变化率平均增加了0.05左右,
说明国家实行知识产权战略为高技术产业创新提

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高。
进一步用断点回归方法进行非参数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在确定模型阶数时,根据AIC(赤池信息

准则)确定了AIC值最小的一阶作为模型多项式的阶数,最优带宽使用MSE法确定。列(1)—(3)是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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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协变量的前提下,分别使用三角核、均匀核、Epanechnikov三种核函数形式的估计结果,列(4)—(6)
是在前三列基础上加入协变量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知识产权战略的

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在0.33—0.368之间。知识产

权战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一是鼓励知识产权创造。各地政府在高技术企业申请

专利时实行费用减缴,对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实行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增加对高技术企业的资金投入,加
上地方政府推出的人才引进政策有助于吸引更多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研发管理人员进入企业,研发投

入资本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增加知识产权成果产出。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自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逐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和违法惩戒力度,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的

管辖布局,[30]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知识产权被侵权的风险降低,企业会更加重视高价值专利布局,致
力于研发创造发明专利,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三是促进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企业进行创新的最终目

的在于为企业创造效益,2021年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出要高效率促

进知识产权运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进“专利导航”“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等工程,实施专利

转化专项计划和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有助于构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解决科研院所和企业双方成果转化和

技术获取不对称的问题。

表6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创新效率影响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lwald 0.346***
(0.087)

0.368**
(0.097)

0.356***
(0.087)

0.332***
(0.077)

0.357***
(0.087)

0.339***
(0.078)

kernel triangular uniform epanechnikov triangular uniform epanechnikov

control NO NO NO YES YES YES

bandwidth 4.735 3.342 4.452 4.717 3.659 4.409

N 112
 

140 84
 

112 112
 

140 112
 

140 84
 

112 112
 

140

(三)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区域受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影响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省级行政区的

划分情况,将28个省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区域划分情况与回归结果分别见表7和表

8。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后的创新提升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分别提升了0.5和

0.25左右。这主要因为东部地区拥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对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更强,因
此对知识产权政策的反应速度较快,创新激励效果更好,但随着知识产权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持续发布

政策措施带来的边际效应可能会减弱;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经济条件相对落后,资金、人才等因素对高技

术创新效率的制约尚未缓解,加之政策落实相对东部地区也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

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小于东部地区。知识产权战略对中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影响为

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知识产权的战略实施虽然激励了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但提升效果

并不明显,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受企业经营效益、市场需求及消费水平等方面的

影响较大,且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和审判体系尚不成熟,导致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不能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

表7 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情况

地区 包含省份

东部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 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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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不同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创新效率影响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wald 0.494**
(0.147)

0.505***
(0.114)

0.164
(0.203)

0.108
(0.158)

0.290***
(0.089)

0.243**
(0.097)

control NO YES NO YES NO YES

bandwidth 5.569 5.409 4.313 3.641 3.698 3.542

N 220 220 160 160 180 180

(四)稳健性检验

1.带宽选择敏感性检验。带宽的选择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过小的带宽会导致样本遗漏进而导致

估计无效,过大的带宽会产生估计误差。表9为选取0.5、0.75、1.5、2倍最优带宽的断点回归结果,所有

模型均使用三角核函数进行局部线性回归。与表6结果相比较,在0.5倍带宽下知识产权战略的影响效

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0.75、1.5、2倍带宽下虽然相关系数略有降低,但知识产权战略依然对高技术

产业创新效率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影响。改变带宽会使回归结果产生波动,但结果本身依然显著,
证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9 不同带宽下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0.5
 

h 0.75
 

h 1.5
 

h 2
 

h

lwald 0.174**
(0.081)

0.295***
(0.080)

0.285***
(0.065)

0.298***
(0.069)

kernel triangular triangular triangular triangular

N 56
 

84 84
 

112 196
 

224 224
 

280

2.安慰剂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2008年附近的变动有可能是由其他随机因素导致,故进一

步选择不同的政策年份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分别以2006、2007、2009、2010年作为断点进行局

部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假设年份下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可以排除虚假断

点存在处理效应的可能,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10 安慰剂检验结果
 

(N=560)

变量
(1) (2) (3) (4)

C-2006 C-2007 C-2009 C-2010

lwald -0.173
(0.134)

0.100
(0.159)

-0.174
(0.108)

0.072
(0.148)

kernel triangular triangular triangular triangular

六、结论与建议

知识产权战略保护技术发明主体的合法权利,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转化运用、执法能力体制建设。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不断深化实施,能够有效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新意愿、强化激励产业自主创新、推动

创新成果转化实施应用,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情

况,然后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为政策背景,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
用时间断点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1)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状态,均值由2000年的0.46上升到2019年的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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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提升幅度不大,在专利质量和专利运用转化方面还需要加强。不同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变化存

在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创新效率整体较高,但增速较低,2008年以来创新效率均值仅提升了

0.1左右。近年来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关注和扶持力度提高,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幅度较大,中部地

区创新效率均值提升0.33,西部地区创新效率均值增加0.44。
(2)国家贯彻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使创新效率提升了0.35,创新

效率的变化率平均增加了0.05。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的战略实施效果,发现由于经济环境、技术积累、
人才素质等方面存在差距,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对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

性: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分别显著增加了0.5和0.25左右,中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

效果不显著。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和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两个方面,提出如下

建议。
一是,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知识产权全链条管理体制,有助

于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步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阶段,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推进

知识产权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效率和水平,加大对知识产权政策实

施全过程的监管力度,根据政策实际执行情况适时调整;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为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

与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环境,加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是,结合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制定知识产权政策。高技术产业涉及体现国际竞争力的重点行业领

域,地方政府应重点聚焦本地发展方向,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地理人文等因素,因地制宜选择制定针

对性政策。将知识产权政策强度控制在合理区间内,最大程度发挥知识产权对创新的激励效应。加强知

识产权制度对各区域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推动东部地区创新要素流动,灵活改革创新市场机制,深
入推进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继续加大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力度,吸引高技术人才和知识

产权专业人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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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
 

country
 

rich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one
 

with
 

powerfu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ie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high-tech
 

industries,
 

but
 

the
 

internal
 

demand
 

for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data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28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9,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in
 

time
 

design
 

is
 

us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ie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ies
 

overall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e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entral
 

region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ies
 

and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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