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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知识产权竞争力培育行为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综合运用战略管理、创
新能力、竞争优势等理论原理，在解析区域知识产权竞争力IPC及其培育行为内涵的基础上，将政府
战略管理的行为范式与“资源—能力—竞争力”的互动转化相耦合，运用“IPC培育目标定位—IPC培
育行为方式分析—IPC培育行为测评与反馈”的区域IPC培育行为分析框架，明确了区域IPC培育的目
标定位；分析了区域IPC培育行为方式的效应及类型；创设了联动竞争基础—竞争潜力—竞争实力3个
模块的区域IPC培育行为测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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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知识产权竞争力支撑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升
级工程的本质是产业知识化的过程，是依靠智力知识等高要素集聚，以创新驱动来发展经济的过程，
亦是以发展知识产权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更直白地说，是借力于创新和专利，以及商业模式、
品牌、商标，实现产业链向上游研究开发环节和下游营销服务环节延伸的过程；是借助版权及专利实
现实物制造业向信息产业、创意产业转移，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引领和
支撑，进而将低碳经济之“魂”附之于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之“体”，实现GDP结构优化的过程。综
上所述，IPC（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etitiveness）是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　　3.区域IPC依
赖政府的有效培育　　国家IPC实为区域IPC的集合体。区域IPC的强弱必然构成国家IPC的结构和本质
。鉴于区域IPC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既具有涉及多主体、多要素、多目标等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亦即区域IPC的提升并非自发形成，既受制于区域基础资源及其结构，又取决于区域产业及
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高低，还依赖于区域政府的引导性政策及管理协调和服务的支持。目前，我国大
部分区域知识产权基础较为薄弱，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能动性不强，IPC的提升亟需政府通过知识产
权的制度建设、执法保护、政策制定、服务供给等管理活动的实施，构筑良好的符合本区域区情的政
策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平台，协调各主体间的知识产权管理关系，培育社会尊重知识产权的新风尚，
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应用和保护的良性循环，旨在实现区域知识产权事业蓬勃发展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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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国家知识产
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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