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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创新体系
□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基

本经济制度”和“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列为《决定》15 大问题中的头等大事。这

是一个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谋定而动的战

略措施，若事成，将根本改变世界的格局。

一、为什么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驱动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层级的经济

发展模式。现代社会还并存着各种其他模

式，如不同密集程度的资源型、资金型、

技术型、劳动力型等。在中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继续。中国经济

欲上高端，唯创新一途。

二、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环

境与条件。基本国际条件：1. 二战后开辟

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为各国提供

了发展经济的长期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

2. 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以及民

主法治建设，日臻健全的国际机构，为各

国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与法律条件。3. 以创

新为经济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发展模式，成

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与之相匹配的财

产制度——知识产权法，已被当代国际社

会普遍接受。基本国内条件：1. 纠正了认

识上的误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2. 坚持、改革和完善

了基本经济制度，放弃了束缚生产力发展

的单一财产公有制；3. 逐步从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没有限

定语的市场经济，为中国平稳的过渡到完

全市场经济社会，融入统一的市场，进一

步解放生产力，做了充分稳妥的准备；4.中

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资金、技术

密集型的制造业体系，为向产业链高端攀

升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5. 包括知识产

权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

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较好

地保障。

三，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法治需要改

革制度、转变观念。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包

括技术、各种制度、机制等要素的复杂的系

统。中国的短板是知识产权法治相对落后，

没有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对科

技成果运用不当，保护不力，不能适应技术

的高速进步和与时俱进的经济发展。需要以

下转变的观念：1.用工业文明的理念，理性、

科学地理解市场；2.在实践中深化理解技术

与制度的辩证关系；3.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制

度与其他财产制度的联系与区别；4.体系地

看待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普遍真理与中

国实践，发展的世界和与时俱变的国情；5.知

识产权制度西方强加给中国说，西方文明是

一个认知体系，是现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

6.树立学习观念，不因人废言，向一切先行

者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