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1), 151-158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23   

文章引用: 蒋欣. 政策工具视角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的文本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1): 
151-158. DOI: 10.12677/ass.2022.111023 

 
 

政策工具视角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年)》的文本分析 

蒋  欣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30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7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4日 

 
 

 
摘  要 

[目的/意义]通过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进行文本分析，探究其在政策工具选择、

组合上的基本特征，为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根据政策工具理论，构

建“基本政策工具—政策作用领域”二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编码与统计分析，梳理政策工

具特点。[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维度中，呈现出以环境型工具为主导，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

补充辅助的政策工具组合特征；在政策作用领域维度，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活动领域存在政策工具应用
过溢现象，而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服务领域的政策支持相对缺乏，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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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Inte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2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23
http://www.hanspub.org


蒋欣 

 

 

DOI: 10.12677/ass.2022.111023 152 社会科学前沿 
 

lectual Property Country (2021~2035)”, it explores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my country’s relevant policies for build-
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ethod/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policy tools, construct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basic policy tools-policy field of 
action”, carry out content cod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and sort out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policy tool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 the dimension of policy 
tools, there ar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dominated by environmental tools, 
supplemented by supply and demand tools; in the dimension of policy functions, there are policy 
tools that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c-
tivities. In terms of the field of policy role, there is an overflow of policy tools in the field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while policy support in the field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creation, utilization, and service is relatively lacking.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
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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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创新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1]。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我国不断

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2021 年 9 月，国家提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战略要求，并制定出台《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3]指导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的开展。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政策工具

视角切入，利用内容分析法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这一重要文件进行多维审视，揭

示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其存在问题及背后原因，为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

重要参考和相关建议。 

2. 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 

2.1. 研究对象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的纲领性文件，能充分反映

国家政策意图。因此，本文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

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取政策全文，在保证研究对象权威性、代表性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

提出具有操作性、实践性的意见及建议。 

2.2. 分析框架构建 

基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政策文本内容，结合政策工具理论，本文构建“X
维度(政策工具)–Y 维度(政策作用场域)”的二维分析框架(见图 1)，通过不同视角分析政策文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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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wo 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diagram 
图 1. 二维分析框架图 

2.2.1. X 维度：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达到具体政策目标的手段、方法和措施[4]，如何构建政策工具是政府进行政策设计时要

回答的中心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政策工具类型进行研究，以期为政策设计更加科学准确提供

支撑。其中，Rothwell 和 Zegveld [5]将政策文本中涉及的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动态

把握政策工具的作用场景[6]。基于此，本文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中涉及的政策工

具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大类，以此作为政策分析框架的 X 维度。具体来看，供给型工具是

指政府以供给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方式直接推动知识产权建设，包括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人才培养、

科技信息支持、公共服务等。需求型工具主要是解决知识产权的需求和使用意愿不足的问题[7]，具体划

分为国际交流合作、海外机构、市场培育、试点示范等。环境型工具主要指政府通过优化合作环境间接

促进知识产权建设，具体可细分为策略性措施、法律法规、金融服务、目标规划等。 

2.2.2. Y 维度：政策作用场域 
对既有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基本政策工具能够显示政策发挥作用所采用的方式，但不能全面揭示科

技金融发展政策的运行特征，还应考虑政策的作用对象、过程和方式等内涵规律，这种内涵规律突出表

现在政策作用场域的变化上[8]。本文依据和宋河发[9]等提出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构建思路，结合《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具体特点，将政策作用场域划分成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五

个部分。知识产权政策是政府对知识产权资源权利归属、保护、管理及公共服务等的制度安排，相应的

知识产权政策应作用于知识产权的不同阶段，只有促进知识产权不同领域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知识产

权的良性发展。 

3. 政策文本分析情况 

3.1. 政策内容编码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半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将媒介上的文字、非量化的有交流价值的信息转化为定

量数据，建立有效的类目分解交流内容，分析研究对象存在的信息特征[10]，挖掘和探究政策文本制定者

的意图、目标等，有效提升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据此，本文利用内容分析法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进行政策文本内容研究。通过对文本的多次通读，梳理条文内在逻辑和关键语义，将文

本中的表述完整语义的话语或是以句号为分界，作为文本分析单元，对文本中的具体条款进行编码，共

形成 136 个有效编码节点，形成如表 1 所示的政策样本编码表。此外，信度检验是验证文献编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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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准确性的关键步骤，不同编码者对相同文本独立编码的一致性是检验编码者信度的重要指标[11]，为

保证编码的客观性，邀请了两位研究文本分析的博士分别进行独立编码，并对其编码结果进行信度检验，

经过计算和调整后，编码一致性比率达到 92.3%，本次编码结果具有可信性。 
 
Table 1. Sample table of policy sample codes 
表 1. 政策样本编码示例表 

政策划分 政策内涵 内容分析单元 编码 

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2-1-1 

基本原则 
法治保障，严格保护。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2-2-1 

改革驱动，质量引领。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 2-2-2 

 …… …… …… 

组织保障 

加强考核评估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本纲要实施动态调整机制 ，
开展年度监测和定期评估总结 

9-5-1 

 在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中，注重考核知识

产权相关工作成效 
9-5-2 

 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督查考核工作力度 9-5-3 

3.2. X 维度：政策工具情况分析 

如表 2 所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在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如下，供给型、需求

型、环境型政策工具所占比重分别为 25.74%、9.56%和 64.71%。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呈现出以环境型工具为主导，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补充辅助的政策工具组合特征，说明

政府在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过程中，更侧重于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为知识产权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和氛围，而不是通过直接参与、强行推动等强制性行政手段来实现知识产权强国目标，这符合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政策导向。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表 2. 政策工具分布情况 

 政策工具类型 内容编码 频数 占比 

供给型 

基础设施 4-1-4、4-2-4、6-1-1 3 

25.74% 

资金投入 9-2-1、9-2-3 2 

人才培养 4-1-3、7-3-1、7-3-2、7-3-3…… 10 

信息科技支持 4-3-8、4-3-9、5-1-5、5-2-2…… 7 

公共服务 4-1-4、4-2-4、5-3-1、5-3-3…… 13 

需求型 

国际交流合作 7-2-3、8-1-1、8-1-2、8-1-4…… 8 

9.56% 
海外机构 8-2-5 1 

市场培育 5-1-2、8-1-7 2 

试点示范 5-2-10、5-3-6 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23


蒋欣 
 

 

DOI: 10.12677/ass.2022.111023 155 社会科学前沿 
 

Continued 

环境型 

策略性措施 3-2-1、3-2-3、3-2-4、3-3-1…… 54 

64.71% 
法律法规 3-1-1、3-1-2、3-1-3、3-1-4…… 16 

目标规划 2-3-1、2-3-1、2-3-1、2-3-1…… 17 

金融支持 9-2-2 1 

 
从 3 类工具的内部构成来看，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中，政府更重视公共服务(38.24%)，主要通过

建立分级分类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方式，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体系。与此同时，政府也积极培育知识产权专项人才、强化信息科技支持，进一步壮大知识产权专

业律师队伍和加快推进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这侧面说明我国知识产权建设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专业人

才相对缺乏。同时，政府利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围绕知识产权发展要素搭建维权、质押、预警等

多元信息服务平台，提供有效信息支持。 
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政府侧重运用国际交流合作(61.54%)，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

国际化需求逐渐增多，我国日益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化政策布局，持续扩大知识产权领域对外开放[12]。海

外机构(7.69%)、市场培育(15.38%)、试点示范(15.38%)的运用相对较少，这缘于我国知识产权建设的需

求市场尚未完全形成。总体而言，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处于短缺状态，表明当前我国主要通过直接供

给和营造良好环境助推知识产权建设，忽视需求端对知识产权建设的拉动作用。 
环境型工具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工具，其占比接近七

成，但其内容结构呈现出明显不均衡状态。着力采取策略性措施(62.64%)工具，这反映出政府重视完善

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我国正在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13]，策略

性措施作为知识产权建设的重要保障得到广泛应用。其次目标规划(18.68%)、法律法规(17.58%)也在环境

型工具中使用较多，目标规划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具象化，有效调动政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增强政策的

操作性和科学性。法律法规工具是保障知识产权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法律完善、行政执法等

方式强化知识产权市场的管制和法治保护。 

3.3. Y 维度：政策作用领域分析 

在分析基本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将政策作用领域维度纳入研究，将更深入地发现知识产权建设的政

策工具选择特征。根据统计结果来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中的政策工具主要分布

在知识产权保护(38.24%)、管理(22.79%)活动领域，服务(16.18%)、创造(10.29%)、运用(12.50%)等领域

的政策工具使用相对均衡。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正逐渐走向均衡发展，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管理体系构建的同时，也关注知识产权服务、创造和运用。 
结合“政策基本工具—政策作用领域”的二维交互分析来看(见表 3)，《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综合运用了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工具在不同政策作用领域上，范围覆盖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和服务各类活动，全方位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但是在政策工具使用和政策作用领域方面

呈现出明显不均衡状态。具体来看，对于知识产权创造活动，重点运用环境型工具(42.86%)，而供给型

工具和需求型工具使用频率相同。其中涉及最多的是策略性措施和人才培养，说明知识产权创造活动领

域，我国政策重点关注人力资源开发和监管机制建设。从知识产权运用领域来看，所采取的政策工具各

有侧重，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目标规划(41.18%)和科技信息支持工具(23.53%)，这反映我国通过设置具体目

标督促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同时重视信息平台等对知识产权运用的协同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

建设的重要作用领域，在 50 条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中，策略性措施(48.08%)和法律法规(28.85%)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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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频率最高。随着我国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不断发展，保障措施强

化、执法体系完善等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关注点。在知识产权管理领域，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

繁，其中策略性措施、人才培养占比为 77.41%和 16.13%，说明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人力

资源管理等方面有待完善和提高。区别于其他知识产权活动领域，知识产权服务活动以供给型工具为主，

其占比达到 70%以上，其次是需求型政策工具(18.18%)和环境型政策工具(9.09%)。值得注意的是，供给

型工具中的公共服务在知识产权服务活动领域中使用最为频繁，从我国 2008 年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纲要》以来，知识产权建设取得不俗成绩，为深入推进知识强国战略，我国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功

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Table 3. X-Y two-dimensional interaction analysis 
表 3. X-Y 二维交互分析 

 工具类型 创造 运用 保护 管理 服务 

供给型 

基础设施   2  1 

资金投入  1  1  

人才培养 3   5 2 

信息科技支持 1 4 2   

公共服务     13 

需求型 

国际交流合作 1 2 2  3 

海外机构 1     

市场培育    1 1 

试点示范 2     

环境型 

策略性措施 4 2 25 21 2 

法律法规   15 1  

目标规划 2 7 6 2  

金融支持  1    

总计  14 17 52 31 22 

4. 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对 2021 年 9 月国家出台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进行文本内容分析，结合

知识产权发展特点，通过构建“基本政策工具——政策作用领域”二维分析框架，深入挖掘政策工具使

用特征和政策作用领域基本情况，提出如下结论：从基本政策工具维度看，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中，政府综合使用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大类型政策工具，但是存在工具使用偏好，

主要以环境型工具为主导，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为辅助，政策工具结构呈现不均衡状态。政府将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的重心放在优化知识产权发展环境上，对于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的使用相对缺乏，基于政策

工具协同角度，现有政策工具结构不利于知识产权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政策工具内部

结构也各有侧重，公共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策略性措施分别是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工具中使用频

次最多的政策工具。从政策作用维度来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着重作用于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领域，两

者占比超六成，尤其是知识保护政策存在过溢现象，而对创造、运用、服务等活动领域的重视不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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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激发知识产权建设活力，未来应加强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服务领域的政策工具的运用。此外，

不同政策活动领域下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基本以环境型工具为主。 
当前，随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稳步推进，为更好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建设水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

转化，实现我国知识产权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调整政策工具结构，提升不同政策工具类型协调性。适当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强

度并优化其内部结构，着重增加法律法规、金融支持等政策工具的使用，构建结构严密的法律体系和多

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营造有益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发展环境。合理提高需求型、供给型政策工具等

低频政策工具的使用比重，充分发挥两者的推动、拉动作用，支持海外机构设立、开展创新发展建设试

点等，稳定知识产权市场；同时，根据实际政策需求，加强对知识产权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建立知识

产权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为知识产权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资金支持。此外，注重不同政策工具内

部结构的优化和完善，着力增加资金投入、海外机构、市场培育、试点示范以及金融支持等政策工具的

使用。 
第二，重视政策工具与政策作用场域的协同性，强化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力度。只有当政策工具与

其作用的环境、对象、目标取向及政策作用场域相互匹配时，才能被视为有效的政策工具[9]。据此，应

使《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中的政策工具与其作用场域相适应，发挥政策工具的最佳效

用。一方面，对于政策工具运用较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活动领域，要持续优化内部政策工具结构，

构建均衡的政策工具支持体系；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在未来的执行、修

订中，重视并强化需求型工具和供给型工具对于知识产权运行、创造场域的调节和支持作用。 
第三，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开放程度。当前，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受到冲击，国际秩序处于重构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对开放，有利于国内规则的改造，也有利于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

衡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14]。我国已经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征程，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

是知识产权建设的应有之义。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对外发展战略，我国应持续深化国家间知识产权

的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共同开展跨境知识产权执法，确保

国际知识产权环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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