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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
——以1996 ~ 2015年的经验数据为证

【摘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创造创新价值的源泉。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

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成效已逐步显现。本文以1996 ~ 2015年全国及各个省级行

政区域的实际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运用岭回归方法，测度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

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同时，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时间为分界点，考察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实施后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显著，但知识产

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的区域不平衡性，纲要的实施对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的积极效果更为

显著。研究结论为探索知识产权强国路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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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力

实施，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天

宫、蛟龙、天眼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创新作为

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点和“五大”发展理念之首，

被贯穿到企业、产业和国家各个层面，逐步形成依靠

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模式，使得经

济蓬勃向前，不断向知识产权要生产力。统计数据表

明，我国创新指数从2005年的100上升到2014年的

158.2，2015年又上升至 171.5（位列全球第 25位，增

速创十年来新高）[1]，2016年该指数更上升至181.2，
显示出我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发达国家经验证

据表明，现代商业市场价值的50% ~ 80%来自于知识

产权[2]。整体而言，企业无形资产价值占企业市场价

值的比重一直不断上升，许多著名企业的市场价值

都体现在知识产权上。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

成部分，亦即创新的代表或基础[3]，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

高。截至 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已经实

施了10年，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到底有多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有多少？这些问

题值得探索和检验。

二、理论支持、测度模型构建与初步检验

（一）理论支持

经济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活动既包括知识创

新，也包括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

发展的基本保障[4]。为此，本文将专利的授权量作为

创新的替代变量，主要以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

理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来测度固定资

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要素。新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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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理论亦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由罗默（Romer）
和卢卡斯（Lucas）等经济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提出。Romer[5]认为，知识积累过程中会出现内在与

外在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可以带动劳动力及资本投

入的报酬递增，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Lucas[6]将
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另外一种增长动力，个人

的、专业的人力资源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由

此可见，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并不断创造、推广、运

用、保护新知识，将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积极贡献。

知识经济正逐渐成为国际经济的主导，测度专利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利于我国总结经验，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

2. 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地区经济增长。新经济地

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对知识溢出的空间效

应给予了高度关注，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对产业

空间集聚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增

长会受到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隐性知识溢出

的空间局域性特征会促进人才、产业空间集聚，进而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整体而言，我国知识空间溢出对

于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知识溢出

显现出局部集聚性[7]。同时，知识产权制度与地区创

新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资源的配置、政府的管理紧

密相关，并通过它们影响城市竞争力[8]。因此，专利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存在空间集聚性，本文将

按照省级行政区域就专利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进行测度。

3. 竞争优势理论与持续经营。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rter）1985年创立的竞争优势理论是测

度创新对经济发展贡献的重要经济学理论之一。竞

争优势理论认为，判定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

如何把握价值链，通过对经济活动予以分解，分离出

构成竞争优势的基础活动，并确定对竞争优势起关

键作用的各项基础活动之间的联系，利用价值链的

调整创造出竞争优势，通过开发服务于不同市场、产

业或地理区域的价值链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增强竞争

优势。该理论进一步指出，技术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都能够产生经济效用，且对建立核心竞争优势发挥

着关键作用。创新是经济主体持续经营且获得长期

竞争优势的关键，而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原动力，是创

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纽带与桥梁[9]。

我国目前整体创新能力较弱，科学技术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还较小，科学技术发展对国家发展的贡

献能力不强。创新发展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必然选

择。通常，创新型国家应具备如下四个特征：一是创

新投入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即R&D（研究与开发）支

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 2%以上；二是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 70%以上；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对外

技术依存度通常在30%以下；四是创新产出高[10]。因

此，测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就显得非常必

要[11]。从技术层面而言，测度创新（专利）等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笔者认为，根

据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部分省市的实际情

况，可以采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就固定资

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予

以测度，并初步检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二）测度模型的构建

1. 测度模型的构建思路：对经济增长各贡献要

素的分割。笔者认为，要测度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先要对所有要素进行归总和分类，主要分为两大

部分：无形资产的经济贡献和其他来源的经济贡献。

具体实施阶段如下：第一阶段，以经济地理理论等为

基础测量出某地区总的经济增长水平，并明确影响

经济增长的要素中无形资产的贡献份额。第二阶段，

为了凸显创新、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无形

资产的贡献再区分为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的经济贡

献和非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的经济贡献。第三阶段，

分专利密集型、商标密集型、版权密集型和文化创意

四大类产业分别计算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图 1
列示了经济贡献的来源路径。

专利形成的
经济贡献

固定资产
投资形成的
经济贡献

就业量形成的
经济贡献

其他来源形成的
经济贡献

国家（地区）总的经济贡献

无形资产形成
的经济贡献

其他来源形成
的经济贡献

无形资产形成
的经济贡献

知识产权类无形
资产的经济贡献

非知识产权类无形
资产的经济贡献

专利密集型
产业的经济

贡献

商标密集型
产业的经济

贡献

版权密集型
产业的经济

贡献

文化创意类
产业的经济

贡献

土地使用
权、植物新

品种等

图 1 经济贡献来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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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主要处于第一阶段，即衡量经济增

长的全部影响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

及其他要素的贡献，对应图 1中上半部分的实线区

域；第二和第三阶段将在后续研究中逐步展开，对应

图1中下半部分的虚线区域。

2. 测度模型的构建：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

型的修正。本文以专利授权量作为替代变量测算创

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引入包含技术资源的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Y= A（t）LαKβμ （1）
式（1）中：Y代表国内生产总值GDP；A（t）是综

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就业人数，单

位是万人）；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为固定资产净值

（本文代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单位是万元，与就

业人数的单位万人相对应）；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

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

影响，μ≤1。根据式（1）可知，影响GDP的主要因素

有综合技术水平、投入的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其中知

识产权（专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包含在综合技术

水平中，因此，需要将知识产权从A（t）中剥离出来，

则式（1）就可以转化为：

Y=A（t）LαKβIPγ （2）
式（2）中：IP表示知识产权，本文以专利授权量

来表示；γ表示知识产权的产出弹性，此时A（t）代表

除知识产权、就业人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以外导致经

济增长的因素。对式（2）两边求对数，得到式（3）：
lnY=lnA（t）+αlnL+βlnK+γlnIP （3）
（三）初步实验

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式（3）进行总体分段回归

分析，表 1 ~ 表 5 分别列示了全国 1996 ~ 2015 年、

1996 ~ 2000年、2001 ~ 2005年、2006 ~ 2010年、2011
~ 2015 年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gdzc）、就业人数

（jyrs）和专利授权量（zlsqu）的数据处理结果。

回归方程为：

lnY=-54.547+0.241lnK+5.477lnL+0.211lnIP
0.241、5.477、0.211分别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就

业人数和专利三个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产

出弹性。首先测算出各要素的年均增长率，再乘以各

自的产出弹性，即可得出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

献份额[12]。1996 ~ 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就业

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分别

为36.28%、26.83%、35.70%、1.19%。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

专利三要素中，专利的产出弹性最小，但由于专利的

增长速度较快，因此专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例达

到了 35.70%，仅次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创新（专利）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日趋明显。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创新（专利）对经济增长贡献

的变化趋势，检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本

文再将样本数据分为四个阶段（“九五”~“十二

五”），分别测度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结果如表2 ~表5所示。

回归方程为：

lnY=-57.492+0.298lnK+5.958lnL-0.065lnIP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测算得到全国“九五”期间

（1996 ~ 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

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32.45%、

76.5%、-15.76%、6.81%。

variables

gdzc

jyrs

zlsqu

Constant

Regress

Residual

B

0.2409

5.4774

0.2110

-54.5465

F value

286.5355

Df

3.000

16.000

SE（B）

0.0113

0.4879

0.0103

5.4181

Sig F

0.0000

SS

11.220

0.209

Beta

0.3444

0.2457

0.3216

0.0000

Adj. R2

0.9783

MS

3.740

0.013

B/SE（B）

21.3104

11.2269

20.3875

-10.0674

表 1 1996 ~ 2015年全国数据岭回归结果

注：Ridge Regression with k=0.3。

variables

gdzc

jyrs

zlsqu

Constant

Regress

Residual

B

0.2981

5.9576

-0.0652

-57.4920

F value

60.4250

Df

3.000

1.000

SE（B）

0.2187

1.9064

0.0715

19.4566

Sig F

0.0942

SS

0.064

0.000

Beta

0.3396

0.8300

-0.1898

0.0000

Adj. R2

0.9780

MS

0.021

0.000

B/SE（B）

1.3626

3.1249

-0.9112

-2.9548

表 2“九五”期间（1996 ~ 2000年）全国数据岭回归结果

注：Ridge Regression with k=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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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结果表明，在“九五”期间，对经济增长贡献

最大的要素是就业人数（76.5%），其次是固定资产投

资（32.45%），专利的贡献则是-15.76%，其他要素贡

献了 6.81%。这说明创新（专利）在此阶段没有明显

促进经济增长。

回归方程为：

lnY=-89.310+0.384lnK+8.716lnL-0.061lnIP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测算得到全国“十五”期间

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66.54%、39.15%、-6.39%、

0.7%。

测度结果表明，经过五年的发展，固定资产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比“九五”期间有所上升（上升了34.09
个百分点），就业人数的贡献则严重下降（下降了

37.35个百分点），专利的贡献虽然仍然为负数，但上

升态势非常显著（上升了 9.37个百分点），说明创新

（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凸显，也导致了

其他要素的贡献明显下降。

回归方程为：

lnY=-377.986+0.131lnK+34.649lnL-0.012lnIP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测算得到全国“十一五”期

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17.45%、75.59%、-2.38%、

9.34%。

测度结果表明，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比例发生了重要变化，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还

是负数，但已经明显提升，由上一个五年的-6.39%
提升为-2.38%，提升了4.01个百分点。

回归方程为：

lnY=-129.156+0.263lnK+12.309lnL+0.039lnIP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测算得到全国“十二五”期

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46.79%、46.23%、6.81%、

0.17%。

测度结果表明，在“十二五”期间，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趋于合理，尤其是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不仅

已经为经济增长做出了正的贡献，而且达到了

6.81%，比“十一五”期间增长了 9.19个百分点。进一

步验证了创新（专利）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贡献，

也印证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

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1996 ~ 2015年不同

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测度

为更好地对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比

较，本文选取广东省、湖北省和贵州省三个具有代表

性的省份[13]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variables

gdzc

jyrs

zlsqu

Constant

Regress

Residual

B

0.1305

34.6491

-0.0120

-377.9856

F value

83.1174

Df

3.000

1.000

SE(B)

0.2662

15.4197

0.2014

170.4260

Sig F

0.0126

SS

0.233

0.002

Beta

0.1838

0.8272

-0.0225

0.0000

Adj. R2

0.9601

MS

0.078

0.002

B/SE(B)

0.4902

2.2470

-0.0597

-2.2178

variables
gdzc
jyrs
zlsqu

Constant

Regress
Residual

B
0.3839
8.7162
-0.0614
-89.3096
F value
90.7796

Df
3.000
1.000

SE（B）
0.0845
2.9126
0.1457
31.4405
Sig F
0.0769

SS
0.179
0.001

Beta
0.6376
0.4133
-0.0664
0.0000
Adj. R2

0.9854
MS

0.060
0.001

B/SE（B）
4.5413
2.9925
-0.4215
-2.8405

表 3“十五”期间（2001 ~ 2005年）全国数据岭回归结果

注：Ridge Regression with k=0.02。

“十一五”期间（2006 ~ 2010年）
全国数据岭回归结果表 4

注：Ridge Regression with k=0.01。

variables
gdzc
jyrs
zlsqu

Constant

Regress
Residual

B
0.2628
12.3089
0.0386

-129.1558
F value

1083.5862
Df

3.000
1.000

SE（B）
0.0302
1.3442
0.0247
14.7200
Sig F
0.0223

SS
0.074
0.000

Beta
0.4582
0.4850
0.0581
0.0000
Adj. R2

0.9988
MS

0.025
0.000

B/SE（B）
8.6850
9.1570
1.5583
-8.7741

“十二五”期间（2011 ~ 2015年）
全国数据岭回归结果

注：Ridge Regression with k=0.01。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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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我国经济大省、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强省，也在努力创建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2016年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19857家，居全国榜

首，年度专利申请受理量首次突破 50万件，年度专

利授权量居全国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

的55.9%，连续15年居全国第一；有效发明专利量连

续七年保持全国第一。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知识产权产出呈现出“数量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

化”的特征，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基于此，将广

东省作为发达地区省份代表。

湖北省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纽带。

2011 ~ 2015年的五年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在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九，国内专利申请

授权量保持在第十一、十二名，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在第十二名上下浮动，湖北省处于我国中等偏上水

平，将其作为中等发达地区省份代表较为合理。

贵州省的山地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 92.5%，

是典型的山区，2001年被国家列为易地扶贫搬迁试

点省份，依照现行国家标准，2016年贵州还有493万
农村贫困人口[14]。2015年贵州省经济发展呈现“稳

中有进、稳中有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多项经济

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实现“十二五”圆满收官。贵

州省的发展状况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西部地区的发

展现状，因此将其作为欠发达地区省份代表。

（一）广东省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

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广东省 1996 ~ 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授权量对式（3）进行回

归分析。经 SPSS软件计算得出：广东省固定资产投

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

献比例分别为31.74%、28.15%、35.89%、4.22%。

测度结果表明，对于广东省而言，固定资产投

资、就业人数和专利这三个因素中，专利的产出弹性

最小，这与全国的情形类似，但同样由于专利授权量

的增长速度较快，因此，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了 35.89%，超过了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等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再按照五年为一测度期进行计算，有

关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知，20年来，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平均为 31.74%，除“九五”期间

外，都在 30%左右，而且呈增长态势；就业人数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平均为 28.15%，有下降的趋势；

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平均为 35.89%，“九五”

期间达到 44.59%的最高值，后期回落后又呈稳步上

升的态势，说明专利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

（二）湖北省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

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湖北省 1996 ~ 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授权量对式（3）进行回

归分析。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

他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48.7%、

18.93%、32.29%、0.08%。

测度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

三要素中，专利的产出弹性最小，同样由于专利的增

长速度较快，专利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比例

平均达到了 32.29%，仅次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

再按照五年为一测度期进行计算，有关结果如表 7
所示。

从表7可知，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年下降的态势，2011年后还出

现了负数，但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逐年上升

的态势，反映出湖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

果非常明显。

（三）贵州省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

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贵州省 1996 ~ 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授权量对式（3）进行回

归分析。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

他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广东省

1996 ~ 2015年

1996 ~ 2000年

2001 ~ 2005年

2006 ~ 2010年

2011 ~ 2015年

固定资产投资

31.74%
2.61%
34.58%
29.28%
48.36%

就业人数

28.15%
49.74%
39.16%
41.08%
23.20%

专利

35.89%
44.59%
22.17%
28.5%
28.87%

其他

4.22%
3.06%
4.09%
1.14%
-4.03%

1996 ~ 2015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
就业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表 6

湖北省

1996 ~ 2015年

1996 ~ 2000年

2001 ~ 2005年

2006 ~ 2010年

2011 ~ 2015年

固定资产投资

48.70%

55.03%

42.29%

27.55%

69.45%

就业人数

18.93%

44.91%

21.68%

38.79%

-0.97%

专利

32.29%

-7.17%

15.09%

31.35%

34.53%

其他

0.08%

7.23%

20.94%

2.31%

-3.01%

1996 ~ 2015年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
就业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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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1%、-2.62%、21.84%、-5.53%。再按照五年为一

测度期进行计算，有关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 8可知，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要素

是固定资产投资，20年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比例平均达到 86.31%；就业人数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2006 ~ 2010 年期间达到

32.23%，而2001 ~ 2005年期间只有2.79%，20年内的

平均值仍为负数，就业人数对贵州省经济的贡献较

为有限。专利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下降态

势，但在 1996 ~ 2000年间，贡献达到 44.06%，2006 ~
2010年间则只有2.67%，2011年以后有所上升。总体

来看，专利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明显，需要

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四、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

贡献的综合比较

（一）横向对比

根据前述表 1 ~表 8的统计结果，以图 2所示的

方式横向比较全国、广东省、湖北省和贵州省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二）纵向对比

同样根据表1 ~表8的统计结果，再纵向比较分

析全国以及三个代表性省份 1996 ~ 2015年固定资

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统计结果显示，全国 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

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

例分别为 36.28%、26.83%、35.7%、1.19%。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达到了

36.28%。投资和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

关系，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且不可替代

的贡献，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另一方面经

济增长又强烈影响和决定着投资行为。专利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达到了35.7%，可见，知识产权对经济发

展的重要影响不容小觑。全国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仅次于广东省。

1. 广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

其他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分别为31.74%、

28.15%、35.89%、4.22%。其主要原因有：①广东省作

为知识产权大省，其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

35.89%，是样本省份中最高的，这与广东省对知识产

权的重视密不可分。2017年广东省创新综合能力排

名和国家级高新企业数更是均居全国第一[15]。②广

东省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显著高于全国

及其他样本省份，表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前沿地区

的广东省，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较多的就业机会

促进了其经济增长。③固定资产投资在广东省的经

济增长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湖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

其他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48.7%、18.93%、32.29%、0.08%。这主要是因为：①专

利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32.29%，仅次

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专利是促进湖北省经济转

型升级的强大动力，也是“中部崛起”战略在湖北实

施的重要支撑。2017年通过的《湖北省专利条例》，

对湖北省建立健全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

务等制度，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②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48.7%，固定资产投资在湖北省经济增长中仍然发挥

着主要作用。

3. 贵州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

其他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86.31%、-2.62%、21.84%、-5.53%。通过对贵州省要

素投入贡献的分析表明：①贵州省经济增长主要是

贵州省

1996 ~ 2015年

1996 ~ 2000年

2001 ~ 2005年

2006 ~ 2010年

2011 ~ 2015年

固定资产投资

86.31%
56.58%
82.58%
61.57%
77.77%

就业人数

-2.62%
3.15%
2.79%
32.23%
18.10%

专利

21.84%
44.06%
16.33%
2.67%
7.28%

其他

-5.53%
-3.79%
-1.70%
3.53%
-3.15%

1996 ~ 2015 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
就业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表 8

全国 广东省

湖北省 贵州省

专利，
35.70%

就业人数，26.83%

其他，1.19%
固定资产

投资，
36.28%

就业人数，28.15%

专利，
35.89%

其他，4.22%
固定资产

投资，
31.74%

图 2 1996 ~ 2015年全国及代表性省份固定资产投资、

就业人数、专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对比

专利，
32.29%

就业人数，18.93%

其他，0.08%

固定资产投资，
48.7%

专利，
21.84%

就业
人数，
-2.62%

其他，-5.53%

固定资产投资，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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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固定资产投资，需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②专利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21.84%，仅次

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近年来贵州省在促进知识

产权创造和运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两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其在集聚要素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大

数据产业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③就业人数对贵

州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数，主要原因在于贵州省

劳动力的弹性系数为负，这是因为该地区较长一段

时间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由于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规律，劳动力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

值，导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数。④贵州省其他因

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负值，原因在于贵州省

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投入来实现的，其他

要素的边际产出为负。

（三）分区间对比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时

间变化的趋势，笔者按照我国“五年规划”将 1996 ~
2015年的研究期间划分为四组，分别是：1996 ~ 2000
年、2001 ~ 2005年、2006 ~ 2010年、2011 ~ 2015年。分

析“五年规划”的实施，通过对比与检视过去，可以从

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从而指导未来的经

济发展。

1. 广东省 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

数、专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广东省对知识产权

的管理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迅猛，在“九五”期间，

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44.59%，表明广东省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十五”

期间，专利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仅

为 22.17%，但是全省整体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经

济发展趋于稳定。“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专利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贡献率维

持在28% ~ 29%。充足的劳动力一直在广东省的经济

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就

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整体呈下降趋势，从“九

五”期间的49.74%下降至“十二五”期间的23.2%。与

之相反，固定资产投资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逐步上升，“十二五”期间增至48.36%。

2. 湖北省 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

数、专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湖北省对知识产权

的管理从“十五”期间正式开始，此期间专利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15.09%，“十一五”期间进步较大，

高达 31.35%，此后基本保持平稳，并且在“十二五”

期间赶超广东省，表明近年来湖北省知识产权发展

势头较为强劲，也与湖北省提出的“知识产权是第一

竞争力，建设知识产权强省”发展目标相呼应。固定

资产投资一直在湖北省的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

色，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55.03%、42.29%、27.55%和 69.45%。而湖北省就业人

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整体呈下降趋势，与湖北省的

经济转型相呼应。

3. 贵州省 1996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

数、专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贵州省对知识产权

的管理起步较早，在“九五”期间，专利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竟然高达 44.06%，随后下降的态势较为明

显，只在“十一五”之后有上升的趋势，“十二五”期间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7.28%。作为经济欠发达

省份，“十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对贵州省的经济增

长贡献率一度高达 82.58%，而就业人数的贡献率仅

为2.79%。“十二五”期间这种不平衡结构有所改善，

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为77.77%和18.1%。

五、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1996 ~ 2015年不同

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前文对全国以及三个代表性省份不同要素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虽然不同地区的结果不

尽相同，但初步验证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明

显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是有效的。为

此，再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剔除了数据不全的

省域）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予以测度和展现。

（一）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6 ~ 2015年固

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横向对比

全国 1996 ~ 2015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

长的平均贡献比例为 36.28%，但全国 31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存

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贡献率最高的甘肃省，达到

88.15%，贡献率最低的辽宁省，只有 22.75%。固定资

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前五个地区，分别是

甘肃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山西省，均为中、西部欠发达的省区，其经济

增长仍主要依赖于投资驱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

增长贡献低于全国水平的为北京市、广东省、吉林

省、上海市和辽宁省。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分别作

为华北、华南、华东的区域经济中心，其产业转型升

级速度较快，经济增长模式进入“新时期”。吉林省和

辽宁省作为我国传统的资源基地和重工业基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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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其已

经形成了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近年来，东三省经济

整体下滑、产能日趋过剩，有效投资不足、投资效应

递减等问题凸显，固定资产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贡

献已经不再突出，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6 ~ 2015年就

业人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横向对比

统计数据表明，1996 ~ 2015年全国就业人数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6.83%。全国各地区的就业人

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安徽省位居首位，贡献率达

37.71%，贡献率最低的为贵州省，为-2.62%。全国排

名前四的省域均为内陆省份，江苏省、浙江省等经济

较为发达的省域就业人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

低于全国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密集型

产业逐渐向内陆转移的倾向。而就业人数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负数的情况，主要存在于重庆市、天津

市、甘肃省和贵州省，原因是这些地区劳动力的弹性

系数为负，根据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由于剩余

劳动力的存在，劳动力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产出弹性

系数为负值，导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数。

（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6 ~ 2015年专

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横向对比

前已述及，全国 1996 ~ 2015年间专利对经济增

长的平均贡献比例为 35.70%，知识产权，尤其是专

利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在31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中，专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为上

海市，达到53.14%；贡献最低的为河北省，只有8.59%。

同时，不同地区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显著。

而专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低的前十个省份和

自治区分别为河北省、海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西藏自治区、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

肃省、云南省和贵州省，其中只有河北省、海南省属

于东部地区。

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

上海市、重庆市、天津市、湖南省和广东省，其中直辖

市占据三席，湖南省、广东省相对而言也是华南地区

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

上海市以 53.14%的专利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

率拔得头筹。自从《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和《专利工作“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上海市

知识产权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两个“规划”的总要求，

不断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引领产业升级，重点促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能力，其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名

全国首位符合社会预期。

作为我国位处西部的直辖市——重庆市，其

1996 ~ 2015 年专利授权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29.98%。重庆市专利授权量 2006 ~ 2010年的年均增

长率达到了37%。“十二五”规划实施后，重庆市不断

完善知识产权法规政策体系，提高知识产权创造水

平和运用能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管理及服

务体系，打造西部知识产权高地，使得专利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排名全国第二，显示出中西部地区产业

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其有望成为中西部知识产权

发展龙头，带动中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民生发展。

天津市 1996 ~ 2015年专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 47.29%，其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1.67%。近年来天津市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为重点、以加强知识产权运营为核心，通过实施“自

主知识产权倍增计划”，为知识产权转化为经济发展

的强大动力打下基础。

近年来，湖南省积极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事业

发展的政策环境，有效引导创新成果的产权化。2006
年，湖南省知识产权“十一五”规划首次被纳入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2008年湖南省委、

省政府把企业专利授权量纳入了全省新型工业化考

核指标体系；“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以来，湖南省更

是以长株潭城市群知识产权示范工程为抓手，打造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群。

广东省作为知识产权大省，专利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35.89%，这与广东省坚持把促进知识产权

和经济融合作为主攻方向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战略密不可分。广东省致力于实现由知识产权大

省向知识产权强省的跨越，其 1996 ~ 2015年专利授

权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2.29%。得益于珠江三角洲高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广东省知识产权事业的

发展也取得显著进步，其“知识产权服务经济社会科

技发展”的理念亦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四）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6 ~ 2015年其

他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横向对比

除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专利要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外，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迥异，其

中东三省的此项指标排名靠前，尤其是辽宁省和吉

林省分别高居第一位、第二位，这是因为东三省的经

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尚未

完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有相当一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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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负值，原

因在于其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一至两个主要拉动因

素，而其他要素的边际产出为负，产业结构的调整仍

需继续进行。

六、《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的效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对于我国 1996 ~ 2015年不同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纵向比较，本文再以2008年
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为时间节点，

将样本考察期间划分为实施前和实施后两个阶段

（1996 ~ 2008年、2009 ~ 2015年），将固定资产投资、

就业人数、专利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对比

研究，以检验纲要的实施效果。

（一）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他

要素贡献的总体对比

从图3可知，1996 ~ 2008年期间，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65.51%，2008年以前我国

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2009年后固定资产投

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 35.22%。由此可见，我

国产业转型加快，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这

并不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不够

重要，贡献率的下降只是相对于其前期数据而言的，

下降后的贡献率绝对数仍较大。现阶段我国固定资

产投资仍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

环，尤其是对于欠发达省份。专利的贡献率由28.03%
增加到 39.98%，提高了 11个百分点，表明知识产权

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

理的能力有相当程度的提升，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竞争力。同时，就业人数对

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由 5.74%上升到 29.86%，这一方

面可能是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发达城市为外来务

工人员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我国年就业人数不

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2008年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

发达城市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城市转移，为欠发达

的城市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动力。

（二）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

他要素贡献的对比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前沿地区和就业大

省，2008年后专利和就业人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

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近年来，广东省不断贯彻落实

就业优先的政策，在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时，优

先考虑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培育新的就业

增长点，2009 ~ 2015年就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较前一阶段增加了 10多个百分点。同时，广东省注

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积极推动拥有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商品化、产业

化，加强粤港澳、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专利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28.68%增长到了 34.25%。固

定资产投资对于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

降，这主要是由于广东省近年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着力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所致。如图4所示：

（三）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

他要素贡献的对比

湖北省作为我国中部省份的代表，并不属于我

国经济最发达的前沿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

增长的贡献由 56.42%增长到 59.34%，与近年来湖北

省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大密不可分，这使得湖北省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下“稳中有进”。同时湖

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2012 ~ 2015
年，第三产业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递增，

2015年第三产业贡献率较 2014年提升 5.3个百分

点，促进了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专利的贡

献率由 15.1%增长到 34.62%。从图 5还可以看出，湖

北省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湖北省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 25.46%下降

到 6.91%，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湖北省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的“副作用”，湖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

1996 ~ 2008年 2009 ~ 2015年

专利，
28.03%

就业
人数，
5.74%

其他，0.72%

固定资产投资，65.51% 就业人数，29.86%

专利，
39.98%

其他，-0.13%
固定资产

投资，
30.29%

图 3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

专利及其他要素贡献的纵向对比

图 4 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

专利及其他要素贡献的纵向对比

1996 ~ 2008年 2009 ~ 2015年

专利，
28.68%

就业人数，31.47%

其他，5.15% 固定资产投资，
34.70%

就业人数，42.50%

专利，
34.25%

其他，-2.26%
固定资产

投资，
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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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贡献渐渐逊色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四）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及其

他要素贡献的对比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省份的代表，固定资产投

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全国、广东省和湖北省，表

明贵州省的经济增长仍旧需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

支撑。

从图 6可以看出，2009 ~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较 2008年以前下降了 20个百

分点，而专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了近20个百

分点，两者一降一升，显示了贵州省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的积极效果。贵州省知识产权战略围绕重点产业

深入部署，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知识产

权。贵州实行“技术知识产权和品牌知识产权并举”

的方针，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加侧重于创造

技术知识产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则侧重于创造品

牌知识产权，从而促进其重点产业的发展，将知识产

权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

（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前后固定资

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横

向与纵向对比

为了更直观、方便地观察全国在《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实施前后，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专利

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将《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颁布前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

对比，如表9所示。

1.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8年后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的是上海市，上

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经济增长逐渐摆脱了对固

定资产投资的依赖，总体而言，2009 ~ 2015年固定资

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其与 1996 ~ 2008
年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的差异就越小。贡献率较大

的基本上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这些区域仍依

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传统的工业化与城

市化，固定资产投资在两个阶段内对于经济增长都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96 ~ 2008
年、2009 ~ 2015年两阶段就业人数对于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差异较大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包括重庆市、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西省、河南省等，其中四

个直辖市就业人数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幅增长主

要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多，直辖市提供了较

多的就业机会；而江西省和河南省就业人数贡献率

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为

中部欠发达省份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两阶段贡

献率之差呈现负值且差值较大的省（自治区）有：广

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江苏省等。江苏省作为经济

发达省份之一，其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受到

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负向影响和人口老

龄化的影响；而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主要是受到

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后一阶段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反而下降了。

3. 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大部分省、自

治区、直辖市专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09 ~
2015年都实现了较高增长，部分省份如安徽省、河

南省、甘肃省增幅较大，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在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6 ~ 2008年、2009 ~ 2015年
两个阶段上海市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位居全

国首位。辽宁省、吉林省 2009 ~ 2015年专利贡献率

分别位于第二、第三位，显示出东北新一轮的强劲发

展势头，但东北创新产业的发展基础与国内先进地

区相比仍较为薄弱，其创新潜能仍需不断挖掘和释

放。有部分省域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实施后出现增幅较小，甚至负增长的

现象，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

专利，
18.97%

就业
人数，
-2.81%

固定资产投资，85.29%
就业人数，

0.77%

专利，
38.58%

固定资产投资，
65.05%

其他，-1.45%
1996 ~ 2008年

其他，-4.40%

2009 ~ 2015年

图 6 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

专利及其他要素贡献的纵向对比

图 5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

专利及其他要素贡献的纵向对比

1996 ~ 2008年 2009 ~ 2015年

专利，
15.10%

就业
人数，
25.46%

其他，3.02%

固定资产投资，
56.42%

专利，
34.62%

其他，-0.87%

固定资产投资，
59.34%

就业
人数，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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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青海省等。虽然这些省份专利数量不断增长，但

专利的总体创新质量却不高，专利转化效率仍需进

一步提高。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浙江省和江

苏省，专利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负增长与预期不

甚相符，值得进一步研究。

七、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转型，要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战略目标，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测度专利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探索知识

产权战略的实施效果，旨在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本文选取1996 ~ 2015年全国以及31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的经济数据，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模型，运用岭回归方法，测度了固定资产投资、就业

人数、专利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论表

明：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

密集型向知识产权密集型转变。知识产权战略和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在整体上呈现积极的效

果，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8年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后有明显提升。②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表现出地域间的不平衡性，在经济较为发达

的东部地区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在经济相

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

于东部地区。③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对中西部相对

欠发达省域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在安徽省、重庆

市、河南省等地区专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08年后都有大幅提升。仍有部分省份，在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后专利授权数量激增，但专利对于经济

增长的贡献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专利质量不高、转

化效率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本文的贡献及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从宏观层面来讲，测度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为国家探索知识产权强国路径与制定相应的产

业政策提供依据，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

供良好的环境基础和政策支持；从中观层面来讲，建

立知识产权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为地方政府判断自

身知识产权现状与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发

展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竞

争能力的提升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微观层面来讲，

知识产权（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为企业制定

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引导企业制定合理的创

新投入和产出战略，合理配置企业内部生产要素资

源，从而增强自身竞争力。

地区

安徽

北京

重庆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西藏

新疆

云南

浙江

固定资产投资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

2009 ~
2015年

29.15%

21.21%

27.77%

48.47%

72.75%

25.51%

73.86%

65.05%

80.90%

8.05%

12.00%

12.51%

59.34%

56.25%

25.78%

74.72%

8.70%

10.60%

37.36%

92.79%

85.57%

54.16%

12.52%

61.76%

4.90%

34.73%

26.07%

53.75%

86.55%

35.02%

27.26%

1996 ~
2008年

41.98%

48.15%

96.31%

30.21%

85.62%

34.70%

69.11%

85.29%

47.64%

39.02%

76.19%

86.42%

56.42%

53.06%

57.44%

34.62%

42.77%

56.98%

74.43%

94.01%

93.03%

39.03%

64.02%

58.05%

27.61%

44.69%

62.86%

59.57%

67.67%

50.18%

35.17%

就业人数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

2009 ~
2015年

27.04%

39.74%

33.89%

30.85%

-13.90%

42.50%

-0.20%

0.77%

21.17%

64.67%

42.62%

41.17%

6.91%

5.11%

23.57%

5.94%

69.15%

15.38%

8.79%

17.88%

18.50%

39.78%

43.42%

-6.62%

35.44%

38.03%

43.60%

43.57%

21.53%

43.11%

55.52%

1996 ~
2008年

43.87%

5.44%

0.06%

34.06%

2.66%

31.47%

24.02%

-2.81%

34.46%

43.79%

11.96%

22.24%

25.46%

28.74%

1.94%

28.58%

19.65%

4.39%

7.25%

0.53%

-2.84%

41.55%

12.21%

20.26%

6.72%

38.66%

-2.42%

22.84%

15.70%

42.55%

28.68%

专利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

2009 ~
2015年

46.69%

39.89%

38.37%

24.02%

48.14%

34.25%

29.60%

38.58%

-6.14%

20.30%

47.33%

32.30%

34.62%

40.59%

51.53%

18.92%

20.57%

53.56%

48.03%

-16.72%

-5.23%

7.22%

37.95%

47.88%

59.94%

25.07%

33.44%

3.47%

-11.38%

23.29%

13.63%

1996 ~
2008年

14.23%

39.56%

1.74%

32.23%

14.66%

28.68%

5.62%

18.97%

18.79%

16.83%

14.78%

16.66%

15.10%

13.04%

34.62%

34.92%

36.03%

33.12%

16.66%

1.53%

10.25%

15.96%

41.43%

19.98%

55.25%

16.46%

41.83%

15.87%

13.48%

5.35%

32.59%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前后
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

注：地区按首字母排序。

表 9



2019. 08 财会月刊·137·□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

进一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实

施，发挥知识积累过程中外溢效应的积极作用，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提升专利质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

绿色经济增长。其次，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

利用知识产权的空间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带的

发展，还要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运用，让创

新引领东部地区的优化发展，推动中部地区的快速

崛起，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及西部地区的

进一步开发。再次，凝聚创新人才，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的就业，培养高水平、高素质创新人才，最大

化发挥人力资本对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提高的正向

外部效应，实现人才强国。最后，正确认识固定资产

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注重资源的合理分配，根

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协调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

数和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同时调整投资结

构，抑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提升固定资产投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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