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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产权视角看，特色小镇存在知识产权政策支撑不足、知识产权管理人才不足、“评贷还”问题

成知识产权融资瓶颈、专利成果转化占比低、发明专利拥有量偏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有待加强等影响创

新创业的因素

培育发展特色小镇是浙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

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是企业科技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要素，对特色小镇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通过文献梳理、政策研究和访谈，以及向数字经济、环保、健康和高端装备制造四类省级特色小镇的

企业发放问卷等形式调研的基础上，从知识产权视角综合梳理了影响特色小镇创新创业的主要因素，并提

出对策建议。

知识产权视角下特色小镇创新创业之痛

（一）存在创新政策“对位之痛”，知识产权政策支撑不足

在获取创新政策支持方面，不少特色小镇企业反映“对知识产权支持政策不了解”，选择率 33.5%，

仅次于“政策要求较高”和“获取信息渠道不多”（图 1）。这提示创新政策下沉存在“对位之痛”。

进一步分析支持小镇创新创业的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发现，当前 18项省级层面特色小镇专项政策中只有

8 项涉及知识产权，且仅有 4 份提出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定量要求。其中浙特镇办〔2017〕13 号对以高新

技术为主导的特色小镇申报有知识产权指标要求，浙特镇办〔2017〕16号对小镇验收命名有国际(美日欧)

发明专利的加分项，浙特镇办〔2018〕1 号和浙特镇办〔2018〕25 号对小镇年度考核有“当年新增有效专

利”的评分项。而浙工商企〔2015〕8号、浙特镇办〔2015〕7号、浙科发高〔2016〕90号和浙文法〔2016〕

7 号只对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较弱的定性要求。总体而言，浙江现行的专项政策中，支撑小镇发展的知识

产权政策较欠缺。

（二）面临创新“核心人才之痛”，知识产权管理人才不足

在特色小镇企业引进人才的主要困难中，近四成企业反馈“知识产权管理人才不足”，选择率仅次于

技术骨干人才和技术领军人才等核心科技人才（表 1）；其中数字经济类小镇企业对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

度较高。调查结果提示小镇的中高端人才较紧缺，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和核心科技人才缺乏是企业创新的主

要“痛点”。

究其原因，企业认为中高端人才引留难的主因是小镇软硬件条件不具吸引力和企业薪酬竞争力问题。

而小镇对知识产权人才引进、培养少是缺少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主要原因。

图 1 小镇企业在获得创新政策支持方面遇到的问题



（三）面临创新融资“渠道之痛”“，评贷还”问题成知识产权融资瓶颈

表 1 小镇企业引进人才的主要困难和原因

调查发现，特色小镇企业融资面临的前三大困难是“：缺少合适的资产抵押“”缺乏风险投资、天使

投资支持”和“知识产权交易、融资难”，选择率分别为 45.1%、40.8%和 39.3%。说明小镇企业的融资需

求和社会的融资供给不平衡，传统抵押信用贷款难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而现代化知识产权交易、融资等

尚不完善，提示企业融资面临“渠道之痛”。

究其原因，企业认为知识产权交易、融资难的主因是“知识产权估值难”，选择率为 33.5%。访谈中，

不少企业反映目前“银行对第三方专利价值评估报告认可度不高”；贷款环节“专利质押贷款的流程复杂，

不能网上办理，时间成本高”。还款环节，不少银行认为“一旦企业还不起贷款，处置抵押的专利成为大

难题”。这提示“评贷还”问题成为知识产权融资瓶颈，抵押知识产权处置的闭环问题亟需解决。

图 2 小镇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中的主要问题



（四）产学研合作效能有待强化，专利成果转化占比低

调查发现，特色小镇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最大的困难是“技术成果产业化难”（51.0%），尤其是不少

企业反映“专利成果转化难”，认为高校院所的专利技术与企业需求匹配度不高、专利技术转移转化的应

用型人才和服务机构较少。仅有 38.3%和 34.0%的企业分别认为产学研合作获得了“实质性成果”、开展了

“实质性合作”（图 2）。

在合作形式上，“专利等科研成果转化”的合作仅占 24.8%，远少于“合作完成科研项目”（53.9%）。

这一方面提示高校院所的高价值专利较少，对高价值、可实施性强的专利的评估体系不够健全；另一方面，

提示特色小镇的产学研合作主要以帮企业和高校院所完成项目为主，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攻关较少，

全面合作的格局尚未形成，这不仅会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无法有效衔接，也不利于技术、人才资源向

特色小镇集聚。

（五）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意识较弱，发明专利拥有量偏低

调查发现，特色小镇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较强，但是知识产权战略意识较弱，仅 18%的企业制定了知

识产权发展战略、20.9%的企业经常使用专利数据库。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不强，仅 25.7%的企业设置了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特色小镇的发明专利拥有量较少，尤其是部分数字经济类小镇。如杭州梦想小镇

入驻企业约 3900家，但发明专利拥有量仅 30项。此外，诸暨袜艺小镇发明专利拥有量也仅 40项（规划面

积 4400亩，企业约 520家），对标体量相当、同为新型纺织类的深圳大浪时尚小镇（发明专利拥有量 350

项，规划面积 4800亩，企业约 420家），前者的发明专利拥有量非常少。大浪时尚小镇创新能力领先主要

得益于小镇产业已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出口加工型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自有品牌型模式转变，

75%以上的企业 R&D投入达 5%-15%。

（六）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多发，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有待加强

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8 年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分析报告》，2014-2018 年间全省知

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年均增长率达 19.7%；其中 2018年新收和审结涉及网络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

为 2017年的 2.6倍和 2.4倍，涉网专利权案件共 3196件，占专利案件总数的 64.5%。

调查发现，特色小镇企业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时，首选“向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申诉”（54.9%），其

次是“双方协商解决”（47.6%）和“向法院起诉”（39.8%）。选择“向小镇求助”的最少（21.4%），提

示特色小镇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图 3）。

图 3 小镇企业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方式



强化知识产权激发特色小镇创新创业

坚守在发展的“供给侧”，加强知识产权政策供给。加强特色小镇的政策制度供给，特别是知识产权

方面的供给，在制度优化、环境营造和实践平台上下文章，在凝聚创新主体、汇聚创新资源和营造知识产

权氛围等方面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制定面向知识产权创客人才的专项扶持政策，加强集聚知识产权创客

人才。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知识产权工作

体系优化和资源要素保障等政策发挥好引导和激励作用，帮助企业创造、运营、保护和管理好知识产权，

促进创新创业高端要素向特色小镇集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集聚创新资源。一是创新知识产权交易模式。探索建立省级层面的专利

开放许可制度，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着力破解专利技术产业化中的信息不对称、

交易成本高和转化效率低等问题。二是完善知识产权投融资体系，着力破解知识产权“评贷还”瓶颈。在

“评”的环节，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标体系、评估规则，强化对知识产权评估行业监督，细化评估机

构的从业标准；支持金融机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内部评估体系。在“贷”的环节，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手续“一网通办“”掌上办”等便利改革，简化办理流程；探索设立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基

金，通过省市县联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在“还”的环节，形成抵押知识产权处置的闭环，融合政府、银

行、评估、担保和交易等资源，解决银行对质押知识产权的变现问题。三是创新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和模式。

探索开展专利商标混合质押和地理标志投融资新模式。

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创新生态。一是探索“知识产权特派员”工作模式。引进科技中介、

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由政府聘请知识产权专员派驻特色小镇，为创客提供知识产权创业导师服务。二

是构建特色小镇专利导航产业发展新模式。围绕小镇主导产业，组织实施一批产业规划类和企业运营类专

利导航项目，明确小镇产业发展方向、格局定位和升级路径，引导企业专利布局，形成一批基础和核心专

利。在此基础上，开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工作，培育一批知识产权优势和示范企业，提升企业创新

活力。三是建立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和快速维权中心。对于创新活跃、知识产权纠纷普遍和知识产权保

护诉求强的特色小镇可联合小镇所在地区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量、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机构，建立保护

和维权中心，提供维权援助，保护企业创新。四是加强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识别知识产权侵权的研

发资助。加大对相关科研立项的支持，破解涉网知识产权侵权保护难题。

提高知识产权考核比重，完善创新发展评价机制。逐步提高知识产权在特色小镇考评体系中的比重，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环保、健康和高端装备制造等科技创新要素较活跃的特色小镇考核的比重。丰富知识

产权拥有量、增量、专利成果转化及其对小镇发展的贡献度等考评指标，评价结果作为小镇年度考核和验

收命名的重要依据。层层压实责任，把知识产权指标作为对特色小镇企业考核和激励的重要依据，提高创



业企业进驻小镇的知识产权准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