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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政策绩

效研究
*1

王振宇 邓尚洲

【摘 要】: 从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角度，首次在该领域运用基于 Vague 集理论的方法筛选关键指标，

提出了侧重于政策本身与政策绩效协同的新计算方法；通过主成分分析，对计算出的协同指标进行分类，并与经济

指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在上述分析测算的基础上，结合江西省的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在科学技术普及、国际科

技合作、科研机构改革方面，应该多出台一些政策；尽量不增加科技奖励政策，或加强奖励政策的严格审核以及奖

后的追责机制；提高不同政策部门政策制定的协同水平，尤其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标准协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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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 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关

于大力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的决定》， 决定强调要把协同创新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协同学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
[1]
于 1975

年提出，认为在整个系统环境中，各个子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借助外部指令或自发能量对各个子系统

进行协调， 实现各个子系统相互协作，实现协同效应。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评估方面，以知识产权保护

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角度去研究的极少， 这可能是由对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的关系认知差别所导致的。贺贵才
[2]
（2011）、孙

斌
[3]
（2010）、岳卫峰

[4]
（2012）、华鹰

[5]
（2011）等人的研究说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至关重要，同时，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是一种互动关系， 技术创新是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源动力， 没有技术创新的企业很难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又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而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是两者之间相互需求产生的，也是企

业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需求。日本学者 Sasaki 认为，企业产品和专利管理通过技术创新相互影响，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

系；Chen 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产出是 U 型关系
[6]
；而 Koleda 的研究则揭示了倒 U 型关系的存在

[7]
；舒辉从分析

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协同关系演化入手，提出了战术上实施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捆绑”策略
[8]
；彭纪生

[9]
（2008）在这方

面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通过政策测量描绘出政策协同演变的路径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给出了政策量化标准具体的操

作手册。之后，孙斌
[3]
（2010）在其基础上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同演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一研究也没有跳

出彭纪生在文中指出的不足，比如以政策最终执行的效果来代替量化标准的力度,是能够反映政策最好的指标———虽然考察政

策执行最终的效果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综上，只考察了措施与措施之间、目标与目标之间的协同，而事实上，目标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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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协同可能更有意义。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政策的量化

关于政策量化问题， 彭纪生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尤其是给出的政策量化标准具体操作手册，具体全面地从政

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三个维度对政策本身进行了细化
[9]
。本文参考他的思路，考虑到政策目标是靠政策措施来实现的，

既考虑政策目标又考虑政策措施略有重复， 而且政策力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政策目标重要得多，所以，本文舍弃了政策目标，注

重政策力度的量化，这里主要参考了彭纪生等人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在于知识产权保护及科技创新政策的协

同， 对量化内容作了少量补充修改。

因此，本文对政策依据内容进行了分类，也对不同政策类别的措施结合江西省的具体情况， 得到具体的量化手册（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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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搜集了 2003-2012 年
①
10 年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根据量化手册，经过筛选和排除， 最后得到

304 条有效政策信息以及对应的政策力度、政策措施得分。由于数量过多，这里就不一一给出。

三、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指标选择

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 最终通过哪些指标来衡量？这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断。为了避免过于主观的判断，

本文采取了一种基于 Vague 集理论
[10]
的挑选关键指标的方法，具体如表 1。

（一）运用 Vague 集理论选择关键指标

Vague 集理论的特征是能够同时反映出支持和反对的一面。行为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当备选方案有超过 5-9 个时，人们就

很难给出无矛盾的真实反映偏好的排序了。本文如果选择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指标的话， 则需要从这方面的指标

中找出关键的指标。而这方面的指标恰好有很多是让人犹豫不决或很难反映出偏好的。

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找出可能的绩效指标。本文参考了吕燕
[11]
（2012）、易海鹏

[12]
（2007）、邹林全

[13]
（2010）、徐玉莲

[14]

（2011）等人的研究，同时考虑了数据的易获取性以及代表性，选择了 30 个可能的绩效指标（见表 2）；应用 Vague 集理论选

择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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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请 u 位专家，对表中的各指标是否有必要选为关键绩效指标表态，认为有必要的打“√”，认为没有必要的打“×”，

不确定是否必要的打“0”。

（二）运用 Vague 集表示出指标的必要程度

根据 Vague 集理论，由可能的绩效指标集 V 到关键绩效指标集 W 的关系 R （V→W） 可以定义为 Vague 集关系，所以每一

个指标 vi（i=1，...，V）的必要程度可以表示为[tw（vi）1-fw（vi）]，其中 tw（vi）表示有必要选为关键绩效指标的成分，fw

（vi）表示为没有必要选为关键绩效指标的成分，它们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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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核函数

在本文中 Sw（vi）解释了将指标 vi选为关键绩效指标的可靠程度，Sw（vi）越大，说明可靠程度越高。当 Sw （vi）≥α 时，

vi入选关键指标集 W， 本文α 中取 0.5，根据以上公式（1）、（2）、（3），得到关键指标集，见表 3。

从表 2 可知选择出来 15 个关键绩效指标， 包括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项）、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项）、国内发明专利申

请受理量（项）、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项）、高等学校 R&D 课题投入人员（人、年）、技术市场技术合同金额（万元）、高技术

产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万元）、高技术产业企业数（个）、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高技术产业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万元）、高技术产业利税（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国家级科学技术奖（项）、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全社会劳动生

产率（元/人）。

四、政策绩效协同总体情况

前面已经有了每年政策整体水平的数据，也有了 15 个关键绩效指标，考虑到近 10 多年江西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政策

基本都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在这样一个整体向上发展的过程中， 这些绩效指标也基本是增长的， 所以计算政策与政策绩

效之间的协同时， 使用了绩效指标每年的增长率，具体协同计算方法如下：

（一）基本假设

假设 1：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的政策主要是知识产权部门和掌握科技资源的部门。

假设 2：政策在实施后一定时间内会在绩效指标上反映出来，不论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

（二）协同度计算

根据政策量化标准操作手册， 前人已经研究过了目标协同、措施协同、目标与措施协同，这些都是政策本身的协同研究，

但是都没有加入政策绩效指标， 所以本文加入了政策绩效指标，并提出了下面的协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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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以及统计的政策力度和政策强度，可以计算出每年政策的一个整体水平。

其中，ZTSPn是整体水平，LDnk是第 n 年第 k 条政策的政策力度，Pnk为第 n 年第 k 条政策的政策措施得分。

设（n=1，...，10，j=1，...，15）为第 n 年第 j 个政策绩效指标值，dj （j=1，...，15）为第 j 个政策绩效指标所占

权重， 第 n 年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度为 hn，则有:

其中，权重运用了前文中关键绩效指标函数所占比例，计算得到 dj为（0.0855、0.0855、0.0769、0.0769、0.0598、0.0598、

0.0598、0.0513、0.0769、0.0598、0.0684、0.0427、0.0855、0.0513、0.0598），根据（1）-（6）式，可以分别计算出每年

政策水平 ZTSP、每年的协同度 hn，具体数据及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协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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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数据及图示，结果发现：

1.政策绩效总体协同水平与政策数量及政策水平变化基本一致。

由图可以看到， 总体协同度从 2004-2012 年，是一个快速增高然后下降的过程，根据图示，可以看到协同度的变化情况和

政策水平、政策数量的变化情况是基本一致的， 这也说明政策的施行确实有一定的绩效，当政策减少的时候，对应绩效也会减

少。事实上，2004-2012 年绩效指标的综合作用，在这里称为绩效杠杆作用，分别为（1.4442、1.0710、1.1734、2.1397、1.3055、

2.0818、1.3583、1.1478、1.2702）。

2.不同部门具体政策协同程度情况是关键。

虽然政策绩效总体协同水平与政策数量及政策水平变化基本一致，但也可以看到 2009 年到 2010 年政策水平和政策数量虽

然都增加了， 但协同度却下降了，这说明并不是政策数量越多越好，政策水平越高越好，实际上，还同部门政策之间协同的具

体情况才是关键的， 应该了解并针对性地提高不同部门的政策协同程度。

五、政策协同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分析

为了考虑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协同， 本文采取知识产权保护的绩效值与其他指标绩效值求积代表其协同水平。考虑到

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协同指标的数量超过了数据组数，因此舍弃了部分指标，其中，包括明显应该提高协同水平的科学技术

普及、国际科技合作和科研机构改革以及综合指标。然后，对选择的协同指标进行了主成分提取。经济绩效则采用江西省的高

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的增长率，并借助 Eviews 软件用提取的综合变量对经济绩效指标进行回归分析
[15]
。

（一）主成分提取

科技创新指标经过筛选还剩下 7 个指标，分别为基础研究与科研基地（JC）、科技人才（RC）、科技中介服务（ZJ）、科技条

件与标准（TJ）、科技金融与税收（JR）、科技奖励（JL）和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化（CYH）。另有知识产权保护（ZB）、高技术产

业新产品产值（YDP）。知识产权保护与各科技创新指标协同得到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基础研究与科研基地协同（ZB*JC）、知

识产权保护与科技中介服务协同（ZB*ZJ）、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条件与标准协同（ZB*TJ）、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金融与税收协

同（ZB*JR）、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奖励协同（ZB*JL）、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化协同（ZB* CYH）、知识产权保护

与科技人才协同（ZB*RC）7 个协同指标， 然后对 7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得到 3 个主成分（见表 3）。

由分析结果可知， 三者累计方差贡献达 91%。这三个成分可以描述为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基础协同水平、知识产权保

护与科技创新服务协同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标准协同水平，主成分表示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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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协同的绩效分析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 3 个主成分关于 TDP 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 3 个主成分对于 TDP 的影响并不显著， 也就是说在相

互独立的情况下，3 成分对 TDP 的作用微乎其微，故引入 3 成分的交叉项，即 3 个成分的互相影响效应对 TDP 进行回归。为得

到显著影响作用的因素， 本文采用回归向后逐步的回归分析法，回归效果得到显著改善，分析结果如表 4。

分析发现：

1．Z1、Z3 的交互作用对 TDP 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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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协同中， 注重基础协同和标准协同的复合协同作用，能够产生明显的经济绩效。事实上，关于

基础协同的政策范围广、数量多， 而关于科技标准与办法方面的政策相对是很少的。这与科技标准与方法本身性质相关。一项

科技标准或者办法的出台需要具体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制定。但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加快科技标准政策与办法的制定，

增加相应政策的条款，在基础协同作用下，会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

2．应注重基础协同与其他因素的复合协同作用

分析结果显示， 剔除了变量 Z1 这个基础协同因子，并不能说明基础协同不重要，而是说明单一的基础协同并不对经济效

应产生明显的影响。这和事实也是相吻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的基础协同只是产生经济效应的基础，是必要条件而非

充分条件。经过多年的政策积累，基础协同相关政策已有相当数量，增减相关政策对经济效应影响不大，但是，基础协同和其

他因素的协同作用，会对经济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应加以重视。

3.Z2 对经济绩效的负面影响

Z2 代表了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服务协同水平。这个结果与常识相违背， 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比如科技奖励政策效

果并不好，科技奖励并不一定对经济绩效是正面作用，反而是负面作用。这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也基本得到了证实。比如江西省

政府出台了一些科技奖励政策， 但是很多企业仅仅为了得到奖励而采取各种手段， 却不是专注于去科技创新；很多这样的企

业获取了奖励资金，但是却没有创造相应的经济绩效， 反而可能让本来能靠技术创新增加的经济绩效打了折扣， 从而对经济

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4.Z3 对经济绩效的正面影响

Z3 代表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标准协同水平。分析 1 已经说明标准协同和基础协同的复合作用对经济绩效的正面作用，Z3 单

独对经济绩效的正面影响说明标准协同具有很好的经济效应， 应该适当地多出台一些相应政策。

六、政策建议及后期展望

（一）政策建议

1.在科学技术普及、国际科技合作、科研机构改革方面，应该多出台一些政策

这几方面的政策， 是过去多年政策数量相对较少的方面， 也正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的潜力所在。随着改革开

放 30 多年的发展，目前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需要从科研机构改革开始， 并加大科学技

术普及，增强国际科技合作，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协同水平，进而提高经济效应，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添砖加

瓦。

2.尽量不增加科技奖励政策，并加强奖励政策的严格审核以及奖后的追责机制

目前，科技奖励政策较多而且实施效果不好，对经济绩效产生了负面效应，所以，尽量不要增加科技奖励政策， 而且对参

加评选奖励政策的企业要进行严格的审核， 对通过造假或不正当手段获取奖励的企业，要实行严厉的惩罚机制，让奖励政策真

正起到作用。

3.提高不同政策部门的协同制定水平，尤其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创新标准协同水平的提高，适当增加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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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分析， 单独的基础协同并没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而多部门政策的复合协同作用效果明显，所以，加强不同部门政策

的协同制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尤其应增加关于科技创新标准与方法相关的政策数量，这会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

（二）后期展望

在政策量化方面， 本文通过筛选得到的一系列指标来代表政策执行效果的做法以及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针对江西省

的政策建议，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当然，本文的不足之处也很多。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考察是很困难的事情， 不同政策执行效

果产生的时间并不一定是相同的， 而究竟什么时候产生效果又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通过假设不同政策来产生效果的时间不

同， 会让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实；另外，选取反应政策执行效果的指标，也是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借助大数据的技术优

势，考虑尽量多的指标；政策力度的确定，可以运用大数据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甚至完全可以将政策以及对应的绩效指标进

行匹配， 这些都是可以在后续研究中尝试完善的地方，也是本文以后研究的方向。

注：

①考虑到政策实施到政策产生效果、相关统计数据发布，以及部分数据难以获取，政策发布统计时间只能到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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