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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牛士华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推进区域科技创新、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江苏产

业技术创新、加快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委、省政府多

次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内外加

快科技创新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下，苏州要以更高的战略定位谋划知识产权高端发展，把知识产权作为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力量，推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集聚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等建

设，完善知识产权引领和支撑产业创新发展体系，推动产业迈上更高端水平。 

一、苏州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效 

（一）创造能力明显提升，知识产权结构优化 

2018年，苏州申请专利 13.59万件，同比增长 19.5%，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5.01万件。发明专利的技术创新难度要大

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来说发明专利更加明显。苏州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的持续提高，说明苏

州对高价值专利创造和运用的引导政策成效已显现，在引导企业树立知识产权意识、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注重高价

值专利的培育与布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专利授权方面，2018 年苏州获得专利授权 7.58 万件，同比增长 42.49%，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 1.08 万件，截至 2018 年底，苏州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到 5.68 万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3 件，其中苏

州工业园区的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 148.34件。通过对部分区域的调研分析可知，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与地区产业技术

创新发展能力呈正相关，高价值专利技术对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支撑作用明显。 

（二）企业主体地位巩固，机构研发能力提升 

企业的创造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2018年，苏州全市企业申请专利 123704件，以超过 91%的专利申请量占比继续保持创造

主体地位。同期，企业获得授权专利 70852件，占总授权量的 93.4%。在申请数量处于绝对主体地位的同时，申请专利的整体质

量也更高，更有利于促进苏州新兴产业、优势产业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苏州企业的专利创造和运用能力日益凸显，企业

及各类研发机构的专利创造能力和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为苏州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提升

形成了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撑。 

（三）管理改革持续深入，成果转化稳步推进 

苏州于 2017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和首批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地区，率先开展了知识产权

综合管理改革探索。如苏州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可跨区域集中管辖相关知识产权案件；实施了全国首例保险资金直接支持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近年来，苏州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市的意见》《关于实施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产业科技创新

高地五大行动计划的决定》等一系列重大知识产权发展政策，推进苏州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8 年 8 月，

省级层面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的

科技创新热情，提升技术研发过程的管理效率和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及产业化运用能力，为提升苏州企业原创性的技术研发能

力、促进专利创造与产业技术创新的深度协同融合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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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多元融资模式，知识产权金融发展迅速 

为促进知识产权有效运用和转化，鼓励更多机构参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苏州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模式不断创新，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2019年 1-10月，苏州市银行共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26笔，总额超 2.7亿元。

昆山、吴中区等县级市区也在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银企对接工作，并达成融资意向近 8000万元。2017年 9月，苏州贝昂科技

有限公司与中国人保财险苏州科技支公司签订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协议，成为全国首例保险资金直接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

目，实现了保险资金与实体经济企业的直接对接。苏州还引导金融资源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倾

斜，支持企业开展科技研发，培育和创造高价值专利，为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等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五）高端平台良性运营，创造运用保障有力 

作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城市、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城市和全国版权示范城市，苏州拥有多个国家级知识产权服

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示范园区等。2016 年，苏州获批建设江苏国际知识产权运营交易中心，并成立全省首家版权培训基地。

2017 年 3 月，苏州市和下辖四个县级市全部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6 月苏州获批国家首批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市，以期进

一步发挥苏州在区域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中国—东盟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等为苏州开展知识产权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国

际化平台。国家级、省级等高端知识产权平台（项目）和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的建设，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速新兴优势产

业的技术支撑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苏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形势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江苏省委、省政府也从政策层面为科技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了保障。2017年 12月召开的中共苏州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强调，要推动经济发展

更加高质量，发动科技创新引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苏州要积极探索发挥在全省创

新格局中的引领性作用，注重提升高价值专利培育和创造的能力，以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创造、运用和综合发展支撑苏州产业科

技创新能力和城市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生态圈；要加强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创造对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和转型升级的支撑功能，将技术创新优势和知识产权创造优势，充分融入到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战略布局及创新发展中。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涉及到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等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进一步

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助力企业国际化经营是当前知识产权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二）面临的挑战 

在强化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宏观背景下，苏州的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引领江苏知识产权创新发展尚存诸多挑战。苏州知识产权发展的战略定位有待提高，要在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提

升我国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提供实践经验。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培育和创造有待加强，以便为苏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

供原创动力。通过与北京、深圳等城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苏州缺少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高峰企业，目前

苏州的知识产权是靠众多企业的整体发展带动的，知识产权高原企业比较多，但是具有地域甚至全国代表性的知识产权高峰企

业没有形成，限制了苏州知识产权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完善优化、打

造更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创造的环境等措施，为培育创造高价值知识产权、深化知识产权与产业创新发展的协同

融合、实现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和保障。 

三、苏州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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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更高战略定位，谋划知识产权高端发展 

知识产权是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保护科技创新成果、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实现产城融

合创新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苏州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要运用战略思维进行更高层次的定位，相关发展规划和方案的制

定既要体现苏州优势和特色，更要体现对江苏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责任和担当，为实现知识产权由

高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提供苏州实践经验。 

首先，需赴知识产权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进行调研与对接，分析其区域发展优势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攻方向，以及未来知识

产权发展的目标定位，进而对苏州的区位优势基础和知识产权发展的人才、技术、科技创新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条件进行梳理和

总结。其次，要结合国家和江苏知识产权创新发展的宏观环境和要求，制定引领江苏、示范全国的知识产权发展的战略思路和

实施方案。同时，注重苏州与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城市以及深圳、北京等地的战略合作，带动本地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换挡提

速。 

（二）优化资助政策制度，提升高价值专利创造力 

苏州要以提升高价值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为导向，鼓励企业开展发明专利申请和 PCT 国际专利申请，适当提高此类专利申请

和产业化的资助力度，取消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在申请时的资助以及授权后的奖励。对不同创造主体的知识产权创造给

予差别化的扶持政策。对拥有较强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措施，鼓励其开展原创性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创造。

进一步优化高校科技创新管理制度，构建更加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高校围绕国家和区域重点发展产业、重大技术领

域进行科技研发和专利创造。在制定高价值专利培育的相关政策时，要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并保持其在合理期限内的稳定性

和持续性，以便让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形成有效的预期，提升高价值专利培育的积极性。在专利价值认定及项目评奖评优

指标中，侧重对专利产生的经济效益的考核。重点支持具有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的团队进行专利技术的预先研究和高质量布局，

创造出具有高技术价值、高市场应用价值的专利。 

（三）加大重点企业扶持，培育知识产权高峰企业 

从深圳、北京等城市的知识产权发展经验来看，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水平的企业，能更多地创造出具有高价

值且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产生较高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知识产权。因此，建议苏州重点扶持本地区具有显著知识产权研发

能力的代表性企业。在目前实施的两批“知识产权登峰行动计划”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遴选出高价值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强且

符合苏州战略性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科技企业，予以重点培育，打造引领江苏创新发展、形成更强国际竞争力的知识产权高峰

企业，带动苏州科技创新能力整体提升，并对全国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提供有效经验借鉴。 

（四）加强多元协同合作，推进知识产权金融创新 

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贷款不良率比传统行业低，其专利质押融资得到银行的认可与重视。针对目前

专利质押融资流程、融资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苏州要加大政产银企多主体协同，深化专利质押融资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优

化创新“园区+平台+担保+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信息抓取和综合分析功能，降低专利质

押融资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相关合作主体潜在的融资风险。同时，要在 2017年全国首例保险资金直接支持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探索构建政府指导下的产银保企深层次、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支持先进制造科技企

业的技术研发和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创造。 

（五）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形成产业技术创新合力 



 

 4 

苏州要进一步加强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层次和集聚程度等，加快对苏州科技服务体系的优化和升级。目前，全省科技

服务机构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科技服务机构总数超 50000家，科技服务业总收入超 3000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优质科技服务

机构对整体科技服务行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显著，以占比 10%的机构数创造了全部科技服务总收入的 81.3%。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

效应明显，大多数优质服务机构和科技服务收入集中在苏州和南京等地。在推进苏州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进一步

完善科技服务业发展管理，搭建科技服务机构与企业技术研发和产业科技创新的对接平台，并制定项目推进方案和具体实施措

施，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 

（六）健全考评奖惩机制，提高科技成果产出绩效 

高端技术人才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对明确企业研发方向和领域、促进整个产业技

术创新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引进人才是手段，用好人才、产出高质量知识产权等成果、推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

才是核心目的。苏州可根据重点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对高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引进国内外高层次技术人才，制定有针对性

的科技研发目标、具体实施方案以及高质量知识产权成果的预期产出绩效等。要构建高层次人才科技研发工作综合评价与考核

指标，并配以相应的奖惩机制，在为高层次技术人才提供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和科技创新配套政策的同时，确保人才的技术优

势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引进人才的预期绩效目标。 

本文系 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培育高价值专利的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 2018SJA1441）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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