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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角度看重庆产业创新能力

罗先盛!杨尚伟!吴永杰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重庆
;$!!;"

%

摘要!专利指标是进行科技产出比较(市场竞争力评价的重要指标!常用于衡量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基于产业和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专利(就业人口(工业产值等数据!通过对重庆七大产业的专利授权量(引进企业的专利占比(专利投

入(专利密度等数据的统计分析!研究产业的创新活跃度(创新方式(创新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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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F

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0正式发

布!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大幅提升

创新能力!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重庆作

为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提出要在
#$#$

年建设

成为西部地区的创新中心"#十二五$期间!重庆将全

市工业划分为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化医%材料%

能源%消费品#

<c!

$产业!将其作为带动全市经济发

展的主要推动力"研究重庆七大产业在
#$!!?#$!F

年期间的创新能力对推动重庆在#十三五$期间更好

的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专利指标是国际间进行科技实力评价%科技产出

比较%市场竞争力评价的重要指标!常用于衡量国家%

产业或企业科技创新程度与自主创新能力)

!

*

"专利

产出已被认为是衡量创新绩效的合理指标之一)

#

*

"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专利指标作为国家和

产业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

C?<

*

"本文将产业和企业

的专利%经济数据结合!从专利的角度研究产业的创

新活跃度%创新方式%创新投入%创新效果等内容!从

而反映出产业的创新能力"

!

!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重庆
#$!!?#$!F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

分析样本!参考重庆市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企业按照

<c!

产业进行分类"工业总产值%产业平均就业人

口等经济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各产业的专

利数据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

以该产业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称进行检索并清

洗加工得到专利数据"其中!招商引资企业在其总部

所在地获得的与重庆分公司主要产品相关的专利授

权也计入重庆在该产业的专利授权量"专利密度全

国平均数据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发布的相

关统计简报数据整理得出"专利投入数据来源于重

庆市知识产权局开展的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

指标统计报告"

"

!

专利分析

"@!

!

产业创新活跃度

在专利的三个类型中!发明专利是技术创新的核

心!具有更高的技术创新难度"从各产业发明专利

占比看!电子信息产业占比最高!达到
CA8FG

(其次

是能源产业
C#8;G

!化医产业
C!8#G

!材料产业

#F8AG

(而装备制造和汽车产业发明专利占比仅有

"8#G

"发明专利占比大的产业由于技术创新的研发

周期长%成本高!创新难度较大!因而影响产业的整体

专利产出量"

专利是研发投入产生的创新成果在法律保护层

面的表现形式!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大小能够反映该产

业的创新活跃度)

"

*

"从
#$!!?#$!F

年重庆七大产业

专利授权量看!材料产业年均专利授权量最大!达到

F;$C

件+年(其次是电子信息
;AC;

件+年!装备制造

;$;F

件+年!汽车产业
#C#<

件+年"化医和能源产

业受到创新难度较高的影响!专利授权总量较小"装

备制造和汽车产业!虽然创新活跃程度较高!但围绕

核心技术的创新活动不足!导致创新成效不显著"消

A



图
!

!

重庆
<c!

产业
#$!!?#$!F

年平均

专利授权情况

费品产业不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专利产出量较小!

技术创新活跃度较低"

"@"

!

产业创新方式

产业的创新方式可分为自主创新和开放式创

新)

@

*

"本文将重庆本土企业设定为自主创新!招商引

资%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进驻重庆的外来企业设定为开

放式创新"从表
!

看!

#$!;

年以前电子信息%能源两

个产业中!招商引资企业的专利授权量占该产业专利

授权总量的比例超过
@$G

"表明!这两个产业创新

方式以开放式创新为主!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招商引资

引进的企业"例如!重庆通过#产业链整合$的方式引

进了惠普%富士康%京东方等一大批电子信息产业的

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需求带动了本土配套企业的

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装备制造%汽车%材料产业的

招商引资企业专利授权量占比小于
C$G

!表明这三

个产业主要以重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为主"化医%

消费品产业的招商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专利授权量

占比在
#$!C

年以前均接近
F$G

!表明这两个产业的

创新方式是以自主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相结合的方式"

表
!

!

重庆
CI!

产业中招商引资企业专利授权量占总量的比例

#$!!

年
#$!#

年
#$!C

年
#$!;

年
#$!F

年

电子信息
A;8!G A$8!G @@8"G @#8AG "A8"G

汽车产业
!!8CG #$8CG !;8#G !A8!G !F8;G

装备制造
CC8!G #<8@G #F8"G #C8@G #!8$G

材料产业
@8#G "8"G F8CG F8"G "8CG

化医产业
F#8CG ;#8$G ;@8FG C;8"G #;8#G

能源产业
A;8$G A$8!G @"8$G @A8@G F#8CG

消费品
;<8@G C;8"G ;<8#G #!8@G !"8AG

!!

从
#$!!?#$!F

年!重庆七大产业创新方式的变

化趋势看!电子信息产业的招商引资企业专利授权量

占比从
A;8!G

下降到
"A8"G

!化医%能源%消费品产

业的招商引资企业专利授权量占比也均呈较大幅度

的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在产业专利授权总量增长的

背景下!招商引资企业的专利授权量保持稳定!而本

土企业专利授权量快速增强的结果"因而!这些产业

通过开放式创新引进的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

业带动了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近年来!随着部

分中大型整车制造企业的引进!招商引资企业的专利

授权量占比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表明汽车产业正

逐步向开放式创新方式转变"整体看!重庆七大产业

均呈现出自主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协调发展的趋势"

"@#

!

产业创新投入

专利投入是指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整个流程中!

用于专利的创造%运用%管理及保护活动的资金投入

总额"从表
#

和图
#

看!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有专利投入的企业占比最高!平均达到
!@8<G

!

每家企业平均专利授权量达到
A8AF

件"这与图
!

反

映的电子信息产业活跃度高相吻合"材料产业每家

企业平均专利授权量为
;8<;

件!在七大产业中排名

第二!但有专利投入的企业占比只有
@8#G

"这是由

于材料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总量较大!其中大部

分企业属于水泥制品类的传统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较弱"装备制造%汽车产业的平均专利授权量分别

为
#8A"

件%

#8<A

件!有专利投入的企业占比平均值

均为
!$G

"受到产业创新难度较大的影响!虽然化

医产业有专利投入的企业占比达到
!;G

!仅次于电

子信息产业!但其平均专利授权量仅为
!8"F

件"消

费品%能源产业的平均专利授权量分别为
!8$!

件%

$8FF

件!有专利投入的企业占比平均值均为
CG

!进

一步表明两个产业的创新活跃度较低"专利投入较

低的产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优化!逐步减少传统要素

驱动型企业占比!提高创新驱动型企业占比(同时!要

提升创新的成效!将技术研发成果转变为受法律保护

的知识产权"

$!

!!

科技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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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重庆
CI!

产业中专利投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

产业)年度
#$!!

年
#$!#

年
#$!C

年
#$!;

年
#$!F

年

电子信息
!<8;$G !@8;#G !@8@CG !A8;CG !A8@;G

汽车产业
A8F@G "8";G A8CFG !$8!<G !!8$AG

装备制造
"8ACG @8##G A8AAG !$8@"G !!8@#G

材料产业
F8C@G "8##G @8<@G A8F;G !$8!;G

化医产业
@8#@G !#8"CG !F8!FG !<8F"G !@8C@G

能源产业
!8<CG #8C!G #8A;G C8C<G C8"@G

消费品
C8$AG C8!FG C8#"G C8F!G ;8!"G

图
#

!

重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专利授权量

"@A

!

产业创新效果

b2]d

在/

#$$<

年专利报告0中引入了#专利密

度指数$概念!以体现国家规模的不同数据&如人口%

BH]

%研发投入'与专利量对比分析!评估各国和地

区的专利授权状况)

A

*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的#中国

区域产业专利密度研究报告$指出!万人就业人口专

利密度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广泛使用!该指标与

总资产贡献率%利润率%出口交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

等经济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

*

"因此!本文以人

口专利密度&专利授权量+万人就业人数'%工业产值

专利密度&专利授权量+亿元工业总产值'来研究各产

业的创新效果"

图
C

!

重庆
<c!

产业万人就业人口专利

密度对比全国

表
#

!

重庆
CI!

产业万人就业人口专利密度

人口专利密度
#$!!

年
#$!#

年
#$!C

年
#$!;

年
#$!F

年

电子信息
;AC8F! CA<8<< #@<8F@ ##@8!! #!;8F@

汽车产业
F;8F@ "!8$@ @@8<A !!$8@; !;"8@F

装备制造
@;8;! A"8! !$A8#; !!!8#A !@;8;!

材料产业
!F@8$F !<#8A# !@@8$; !"$8A; #C"8CA

化医产业
F#8FF F;8#F <#8$# "F8!C AC8CC

能源产业
@8# !$8;# !#8$! "8@< #$8!;

消费品
C$8;A ;@8"# FF8C@ @;8#A !#F8@@

!!

万人就业人口专利密度表示!该产业中每万人就

业人口创造出的专利量!间接反映该产业中就业人口

的创新能力"图
C

表明!除能源产业外!重庆电子信

息%汽车等六大产业的万人就业人口专利密度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材料产业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C#8"

倍"这表明!这些产业的就业者创新能力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从变化趋势看!

#$!!?#$!F

年电子信息产业的

人口专利密度呈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重庆电子信

息产业主要以生产制造为主!工业产值大%就业人口

多!但引进的惠普%英业达%京东方等企业其技术创新

中心未放在重庆!因而对重庆制造基地的就业者创新

能力持续提高支撑不足"

除电子信息以外的其他产业万人就业人口专利

密度均呈上升的趋势!从这些产业
#$!!

年
?#$!F

年

的万人就业人口专利密度年均增长率看!汽车%装备

制造%能源%消费品年均增长分别为
#@8CG

%

#!8<G

%

#F8#G

%

;#8FG

(材料和化医分别为
!$8"G

%

!F8;G

"

这表明!这些产业的就业者创新能力在快速提升"

亿元工业产值专利密度表示!该产业每亿元工业

!!

!!!!!!!!!!!!!!!

从专利角度看重庆产业创新能力
!



图
;

!

重庆
<c!

产业亿元工业产值专利

密度对比全国

产值的专利含量!间接反映技术创新对产业工业产值

的拉动能力"图
;

表明!重庆七大产业的亿元工业产

值专利密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材料产业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
!!8<

倍"这表明!材料%电子信息%化

医等发明专利占比大%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产业!创新

对经济效益的贡献率较高"装备制造和汽车产业分

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8A

倍和
!8F

倍!低于其他五个

产业"这也与图
!

反映的两个产业发明专利占比较

低!对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对产业经济效益

的拉动效果较低相一致"

表
A

!

重庆
CI!

产业亿元工业产值专利密度

产值专利密度
#$!!

年
#$!#

年
#$!C

年
#$!;

年
#$!F

年

电子信息
;8C C8C #8!< !8;! !8C"

汽车产业
$8F# $8<@ $8"F $8"; $8@$

装备制造
!8$" !8# !8#" #8$< !8A#

材料产业
!8"F !8"A !8A$ !8A@ #8;A

化医产业
$8<# $8<< $8"# $8"! $8"<

能源产业
$8!" $8#! $8## $8!; $8C#

消费品
$8;; $8<; $8<@ $8@C $8A@

!!

从
#$!!?#$!F

年的变化趋势看!重庆七大产业

的亿元工业产值专利密度与万人就业人口专利密度

的变化趋势和年均增长情况相似!即除电子信息产业

的亿元工业产值专利密度呈下降的趋势外!其他产业

均逐步上升"电子信息产业专利密度的下降!与表
!

反映出的电子信息产业创新方式由开放式创新向自

主创新转移的趋势有关!即重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速度尚低于产业扩展的速度"汽车%装备制

造%能源%消费品产业的亿元工业产值专利密度年均

增 长 率 较 快!分 别 为
!!8;G

%

!F8"G

%

!"8!G

%

##8#G

(材料和化医分别为
A8#G

%

F8#G

"随着这些

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创新对产业经济效益的贡

献也逐渐增强"

#

!

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从激

发产业创新的活跃度%促进产业创新方式转变%加强

产业创新投入强度!优化产业创新效果四个方面进

行"

!

专利授权量作为产出指标反映产业的创新活

跃程度!创新难度越大!创新活跃度越高!产业的创新

能力越强"

"

招商引资企业的专利授权量占授权总

量的比例!反映开放式创新在产业创新方式中的地

位!开放式创新能够带动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

高"

#

专利投入和有专利授权的企业数占比越大!产

业中每家企业平均拥有的专利授权量越多!创新驱动

型的企业占比就高!产业的创新能力越强"

$

专利密

度反映产业中就业者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对经济

效益的贡献程度!专利密度数值高表明产业的创新能

力强"

重庆七大产业中!

!

电子信息和材料产业创新难

度大!但创新活跃度高%专利投入强%有专利授权的企

业占比大%就业人口专利密度高!使得这两个产业在

七大产业中的创新能力最强"

"

装备制造和汽车产

业创新活跃度高!但围绕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授权占

比低!导致产业的创新能力弱于电子信息产业"

#

化

医产业由于创新难度较大!专利产出不足!但有专利

投入的企业和就业人口专利密度较高!使得产业创新

能力有较强的后续提升空间"

$

能源产业有专利投

入的企业占比和创新活跃度均较低!在创新难度较大

的情况下!产业的创新能力较弱"

%

消费品产业创新

难度较低!创新活跃度较高!但有专利投入的企业占

比较低!使得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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