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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竞争加剧与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在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可明确科技成果权属，降低研发风险，为企业创新提供法律保障与市场激励。因此，探讨如何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系统探讨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现状及其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机理，重点分析构建健全保护体系、优化产权创造运用机制及建立高效

交易流通体系三条提升路径。研究发现，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管执法、整合信息平台等措施，有助于稳定企

业预期，激发研发活力，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多方协同下，才能保护企业的创新驱动力，助推企业生产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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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driven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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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and the pa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celerates，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enhancing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can clarify ownership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reduce R&D risks，and provide 

legal safeguards and market incentives for corporate innovation.Therefore，exploring how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a current hot topic.This paper，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its mechanisms in promoting corporate innovation.It focuses on three key pathways：building a robust 

protection system，optimizing mechanisms for creating and utilizing property rights，and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trading 

and circulation system.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strengthening 

regulatory enforcement，and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platforms can help stabilize corporate expectations，stimulate R&D 

vitality，and accelerate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Only through collaborative efforts can the driving force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be protected，thereby boosting corporate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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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中心任务，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路

径。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新质生产力成为实现这一

目标的核心动能。202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会

议中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

产力加快发展”。总书记的指示表明，当传统生产要素与生

产关系无法适应社会需求时，必须重构生产力理论框架以实

现发展突破。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性架构，直接作

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其本质功能在于确立科技成果的

法定权属关系，解决创新活动的外部性矛盾，形成创新要素

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闭环。2022 年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评

估数据显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已突破 81.68，连续五

年保持上升态势。这种制度效能与科技创新形成正向反馈机

制，有效降低技术溢出效应，保障创新主体的预期收益。 

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推进，新质生产力呈现出技术

密集、要素协同、动态演进三大特征。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

微观载体，其生产力跃升依赖知识要素的创造、转化和保护

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供给，可以塑造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更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底层支撑。因此，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助推

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概述 

1.1 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生产要素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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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障双重角色。知识产权确定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创新

法定支撑。企业依托专利、商标、著作权等权利整合技术、

资金与人才，构建竞争壁垒。法律明确权属，降低研发风险，

激励企业增加投入。 

数据显示，产权保护指数持续上升，反映制度建设不断

完善。研究调查印证，产权保护规范市场交易，调控竞争秩

序，促使企业加速技术研发。权利制度明确责任，优化资源

配置，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企业重视知识产权，

完善内部管理，激活创新活力。学术界论证，产权保护激发

研发热情，促进成果商业化，构筑可持续发展体系。权利保

护构成新质生产力体系关键环节，为企业技术革新提供制度

支持。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技术扩散，支撑产业升级。

企业借助法律武器整合研发资源，打造核心竞争优势，推动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支柱，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1.2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与要素 

新质生产力作为数字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其

特征与要素呈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特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

推动生产力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为企业带来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管

理模式[1]。知识产权在新质生产力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基础支撑。数字技术与知识产权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生

产关系，推动企业创新能力和运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特征体现在数字化、智能化和创新驱动三个维

度，数字化重塑了传统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智能化提升了生

产过程的自动化和精准化水平，创新驱动则强化了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生产要素的数字化重构使企业能够突破传统生产

模式的局限，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显著提升，知识产权的价

值创造能力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得到充分释放。 

2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内在逻辑 

2.1 激励机制：知识产权界定激励企业新质生产力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构建是创新价值实现的制度基础，是解决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动力源问题。法律赋权形成的排他性优

势，将企业技术研发投入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驱动生

产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集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

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因此，应当以高质

量专利培育为抓手，启动知识产权创造工作，为技术创新提

供持续动力。各主体须依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确立专利

培育核心地位，将法律确权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推动研发

成果走向产业化。新质生产力的跃升依赖技术要素的持续供

给与高效迭代。当前创新主体面临研发成果确权模糊、收益

预期不稳定等现实约束，制约技术要素向生产力转化的效

率。强化专利审查质量管控体系，提升技术方案披露的完整

性与规范性，能够降低后续产业化应用的制度性摩擦。优化

商业秘密保护与专利保护的衔接机制，针对不同技术特征选

择适配保护路径，可最大限度释放创新要素活力。重点领域

推行知识产权优先审查制度，缩短尖端技术确权周期，加速

半导体材料、生物育种等关键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2.2 保障机制：知识产权限定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创新生态的平衡框架，破解新质生产

力发展中的技术扩散瓶颈。制度设计在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

间建立动态调节机制，保障技术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配

置。 

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要求突破传统技术垄断的桎梏。需完

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规则，明确公平合理非歧视原则的具体

适用标准，防止关键领域形成技术封锁。建立专利开放许可

的激励机制，对战略性技术实施强制备案制度，推动清洁能

源、智能网联等领域的技术共享。动态调整药品专利补偿期

限，平衡原研药企创新回报与公共健康需求，促进抗癌药物

等重大科技成果的普惠化应用。构建数据知识产权分类保护

体系，区分基础数据与衍生数据权属，激活人工智能训练数

据的要素价值。 

2.3 资源配置机制：知识产权交易促进企业科学创新成

果传播 

知识产权保护可重塑生产要素配置范式，打通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关键梗阻。确权、定价、流通三位一体的制度创新，

是推动技术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

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健全保护体系才能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为全社会激发

创新活力创造条件，形成新的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作为技

术创新核心，其成长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作用。相关

工作须注重法律保障与市场激励，确保研发投入转化为生产

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技术交易市场的深度重构。重点

建设高价值专利评估标准体系，建立覆盖技术生命周期、市

场前景、替代风险的量化评估模型。完善知识产权证券化交

易规则，探索专利许可收益权资产支持票据等新型融资工

具，解决技术转化中的资本约束。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

权属分配改革，建立科研成果混合所有制管理模式，明确高

校、科研人员、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构建跨境技术交易风

险防控机制，建立国际专利纠纷快速响应通道，保障新能源、

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技术的安全流动。 

3 知识产权保护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路径 

3.1 构建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

的制度根基。该体系旨在厘清技术成果权属，划定法律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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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企业研发成果合法权益，降低技术创新风险。知识产权

保护在企业技术研发中占据基础地位，构筑企业竞争屏障，

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成果转化。构建这一体系有助

于稳定企业预期，规范市场交易，推动技术扩散，提升整体

经济竞争力，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具体措施如下：第一，修订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制定统

一标准，明确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各类权利范畴，规定技

术公开和成果申报要求。第二，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强化行

政执法和司法救济，严查侵权行为，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网

络，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第三，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信

息整合平台，将专利、商标和版权数据汇聚，实现动态监控

和风险预警。与此同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降低中小企业

研发和申请专利的成本，鼓励企业不断投入技术研发。进一

步引入国际先进经验，借鉴国外成熟模式，构建符合国情的

保护机制。完善司法救济渠道，确保企业遇到侵权时获得快

速响应。各项措施联动推进，将形成稳定、透明的保护环境，

降低技术溢出风险，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促进研发成果

迅速走向产业化，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2 优化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机制 

优化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机制，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持续

技术动能。该机制旨在激发企业内部创新活力，明确研发成

果权属，增强核心竞争力，促使技术成果转化为市场优势。

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是企业研发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其顺畅

运行关系到技术成果能否迅速投入市场，形成实际生产力。

完善此机制有助于激励研发团队，明确奖励分配，推动企业

在激烈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技术支

撑。 

在构建该机制时，首先建立高质量专利培育体系，制定

严格的审查标准和评估指标，要求企业构建完整研发文档，

确保技术细节准确披露。其次完善商业秘密管理规程，明确

保密责任，制定内部管理办法，降低未公开技术泄露风险。

再者，推行企业内部产权申报制度，建立研发与产权管理联

动机制，设立专项奖励，激励团队不断攻关。此外，还需建

立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优势，

实现技术资源共享与联合攻关。还要制定科技成果评价体

系，量化技术贡献，形成成果转化的量化依据。采取知识产

权优先审查措施，缩短审批周期，加速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

上述措施构成了企业内部产权创造与运用的闭环管理体系，

促使研发成果权属清晰、转化顺畅，最终形成推动新质生产

力提升的持续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3.3 构建高效知识产权交易与流通机制 

构建高效的知识产权交易与流通机制，为技术成果实现

市场价值创造良好条件。该机制意在规范产权交易流程，明

确技术资产定价，实现知识要素在企业间、区域间乃至国际

间的高效流动。知识产权交易对企业研发成果的市场转化起

到桥梁作用，决定了技术资产能否在资本市场上发挥应有价

值。建立这一机制有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激活技术流动，

促进技术扩散，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市场活力。 

行动需要落到实处，首先制定产权流转规范，明确交易

程序、责任分配和风险防控措施，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交

易透明度。其次建立技术价值评估体系，量化专利质量、市

场潜力和替代风险，形成客观定价依据，为交易提供科学指

导。第三，推动产权证券化创新，开发专利许可收益权票据

等融资工具，缓解企业资金瓶颈。与此同时，建设开放式知

识产权交易平台，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技术转让和合作，

形成多元化交易模式。进一步推进区域性技术交易中心建

设，构建跨区域、跨国界技术流通网络，并引入区块链存证

技术，确保交易数据真实可靠。建立国际专利纠纷快速响应

通道，完善跨境技术流通风险防控体系。各项举措联动构建

起从产权确权、评估、交易到风险防控的完整链条，推动企

业技术成果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形成资本与技术的良性互

动，为新质生产力提升提供坚实的市场支撑，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4 结论 

知识产权保护驱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构筑了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与市场流通的有机体系。完善的保护体系可降

低研发风险，激发企业内生创新动力；优化产权创造与运用

机制加速技术商业化步伐；高效的交易流通机制推动知识资

产高效流转。三条路径协同作用，形成法律、技术与市场联

动的新型创新生态，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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