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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分析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度了浙江省

1984-2018年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使用修正的G-P指数法测度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然后使用F检验证明了二者

存在线性关系，再计算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超过了0.71，结果表明，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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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

ditional industr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measur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level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Zhejiang prov-

ince from 1984 to 2018 by the method of shift-share, calculating the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y the method of G-P

index method. Through F test of these two sets of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

t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two is also more than

0.71.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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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

平。”近年来我国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但仍面临许多困扰，其中知识产权

保护不够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切实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然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还比较缺乏，现有文

献主要集中于某一行业诸如数字出版、文化创意、

茶叶等行业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和机制。[1-4]

浙江省传统产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

不仅在过去对浙江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而且至今仍构成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提

供了大部分的产值、出口值和就业机会。为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加快改造

提升传统制造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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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于2018年5月印发《浙江省加快传统制造业

改造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2年）》，力争通过 5
年努力，传统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

地位显著提升，发展质量、竞争能力、现代化水平

居全国前列，工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关键

指标居国内同行业前列，成为全国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5]。

本文使用1983—2018年的全国和浙江省的相关

统计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浙江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知

识产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2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指数

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度浙江省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水平，形成历年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

动态指数。

2.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指标体系

2.1.1 传统产业

关于传统产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定义迄今并无

权威统一的表述①，本文认为：传统产业是指在工

业化初级阶段发展起来，目前处于生产周期成熟、

饱和甚至衰退阶段的一系列产业，其对国民经济的

贡献逐渐下降，成长趋于缓慢。我国的传统产业主

要是指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发展起来、以传统技术为

主要生产手段的一系列产业群，主要集中在第二产

业，如钢铁、冶金、电力、建筑、汽车、化工、食

品、煤炭、石油、一般机械等产业。

2.1.2 转型升级

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学术界尚未形成统

一、权威的定义。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一定历史时

期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

下，通过制定针对性强的产业规划、财税金融政

策，达到转变产业结构布局的目的，以形成高新技

术产业、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基础产业全面发展的

新产业结构布局[6]，具体过程与形态如图1所示。

2.1.3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测度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method）是由美

国学者丹尼森·B·克雷默于1942年首次提出的，是

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中被普遍使用的一

种方法[7]。它是将计划期间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标

准区(标准区是指所选取的参照量)作比较，能比较准

确地确定区域内各部门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标准区

相关部门或产业相比竞争力的大小，且具有较强的

综合性和动态性[8]。王冉溪（2017）使用偏离-份额

分析法对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进行了测度[9]。

以浙江省工业产业为例。假设参照对象是全

国，时间周期为1年。

设浙江省基期的 GDP 为 y0 ，报告期 GDP 为

yt ，基期的工业总产值为 y 0
j ，报告期工业总产值为

y t
j ;全国基期的GDP为 Y 0 ，报告期GDP为 Y t ，基期

的工业总产值为 Y 0
j ，报告期工业总产值为 Y t

j 。

浙江省工业总产值从基期到报告期的变化率为

rj =
y t

j -y 0
j

y 0
j

（1）

全国工业总产值从基期到报告期的变化率为

Rj =
Y t

j -Y 0
j

Y 0
j

（2）

全国GDP从基期到报告期的变化率为

R = Y t -Y 0

Y 0 （3）

浙江省工业总产值从基期到报告期的增长量为

Gj =y t
j -y 0

j =y 0
j rj

=y 0
j R + ( )y 0

j Rj -y 0
j R + ( )y 0

j rj -y 0
j Rj

（4）

令

Nj =y 0
j R

Pj =y 0
j Rj -y 0

j R

Dj =y 0
j rj -y 0

j Rj

Sj =Pj +Dj

则有

Gj =Nj +Pj +Dj =Nj +Sj （5）

Nj 表示工业产业的全国份额分量，是指在从基

期到报告期的时间内，如果浙江省工业总产值按照

全国GDP增长率（即所有产业的平均增长率）增长

图1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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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到的增长量。

Pj 表示工业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是指工业产

业的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量。当 Pj >0
时，表示浙江省工业产业具有产业结构优势；当

Pj≤0时，表示浙江省工业产业缺乏产业结构优势。

Dj 表示工业产业的竞争力偏离分量，是指工业

产业的区位竞争力优势带来的增长量。当 Dj >0时，

表示浙江省工业产业具有区位竞争力优势；当 Dj≤0
时，表示浙江省工业产业缺乏区位竞争力优势。

Sj 表示工业产业的总偏离分量。

当 Nj >0 ，且 Sj >0 时，称为优势产业；当

Pj >0，且 Dj >0时，称为结构好且竞争力强的产业[10]。

2.2 数据来源

1983—2018年的全国GDP和工业总产值数据来

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省GDP和工业

总产值数据来自于历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

2.3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指数

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浙江省工业产业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2.4 结果分析

2.4.1 份额分量分析

根据表 1画出浙江省工业增长量、份额分量的

走势对比图，如图2所示。从图2可得出结论：

（1） 从 1984—2018 年，浙江省工业增长量

Gj >0 ，且呈现连续上升态势，说明浙江省工业产

业是增长型产业。

（2）从1984—2018年， Gj >Nj ，即浙江省工业

产业的增长量大于份额分量，且反映二者差距的喇

叭口逐年拉大，说明浙江省工业产业不但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而且优势逐年扩大。

2.4.2 总偏离量分析

根据表 1画出浙江省总偏离量的走势图，如图

3所示。从图3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 1984—2018年，总偏离分量 Sj >0 ，说

明浙江省工业产业从产业结构和区位竞争力整体上

较全国平均水平有优势。

（2）从1984—2011年，总偏离分量呈现波动上

升态势，说明浙江省工业产业从产业结构和区位竞

争力整体上的优势越来越大。

（3）从2012—2018年，总偏离分量呈现波动下

降态势，说明浙江省工业产业从产业结构和区位竞

争力整体上的优势越来越小。图2 工业增长量与份额分量的走势图

表1 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单位：亿元

年份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工业增
长量

25.36
76.13

104.08
147.14
212.81
243.95
261.19
335.81
479.18
773.71

1 140.82
1 542.96
1 881.35
2 182.69
2 382.42
2 577.13
2 843.15
3 079.39
3 538.29
4 360.42
5 388.78
6 242.16
7 482.92
8 988.19

10 226.17
10 338.22
12 374.56
14 267.95
14 799.67
15 734.65
16 669.35
17 114.92
18 552.57
19 371.93
20 175.30

份额分量

21.42
52.51
74.17

104.84
156.16
189.69
218.51
272.06
360.50
505.14
726.39
943.02

1 121.59
1 255.67
1 349.05
1 439.77
1 603.80
1 783.36
1 967.00
2 233.41
2 647.13
3 078.11
3 617.75
4 469.01
5 298.59
5 760.50
6 802.90
8 034.17
8 831.60
9 680.78

10 972.89
11 748.17
12 686.07
14 122.77
15 381.49

结构偏
离分量

-3.61
-5.22
-2.61
-3.87
-3.44
-10.19
-21.98
-21.87
-9.65
29.98
40.91
65.87
87.09
96.71
59.96
47.88
59.11
32.87
19.15
83.68

114.38
214.09
299.21
304.87
373.29
246.04
356.34
405.09
179.24

-107.14
-318.51
-920.62

-1 296.30
-1 257.46
-1 300.16

竞争力偏
离分量

7.55
28.84
32.52
46.17
60.08
64.45
64.66
85.62

128.33
238.59
373.53
534.07
672.67
830.31
973.41

1 089.48
1 180.24
1 263.16
1 552.14
2 043.33
2 627.27
2 949.96
3 565.96
4 214.31
4 554.29
4 331.69
5 215.32
5 828.69
5 788.83
6 161.01
6 014.97
6 287.37
7 162.80
6 506.62
6 093.97

总偏离
分量

3.94
23.62
29.91
42.30
56.64
54.26
42.68
63.75

118.68
268.57
414.44
599.94
759.76
927.02

1 033.37
1 137.36
1 239.35
1 296.03
1 571.29
2 127.01
2 741.65
3 164.05
3 865.17
4 519.18
4 927.58
4 577.73
5 571.66
6 233.78
5 968.07
6 053.87
5 696.46
5 366.75
5 866.50
5 249.16
4 7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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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结构偏离分量分析

根据表 1 画出浙江省结构偏离分量的走势图，

如图4所示。从图4可得出以下结论：

（1） 从 1993—2012 年，结构偏离分量 Pj >0 ，

说明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优于全

国平均水平，具有产业结构优势。

（2） 从 2013—2018 年，结构偏离分量 Pj <0 ，

说明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劣于全

国平均水平，缺乏产业结构优势。

（3）从1984—2011年，结构偏离分量呈现波动

上升态势，说明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工业产值增长的

贡献越来越大。

（4）从2012—2018年，结构偏离分量呈现下降

态势，说明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

越来越小。

2.4.4 竞争力偏离分量分析

根据表 1 画出浙江省竞争力偏离分量的走势

图，如图5所示。从图5可得出以下结论：

（1） 从 1984—2018 年 ， 竞 争 力 偏 离 分 量

Dj >0 ，说明浙江省工业产业较全国平均水平有区

域竞争力优势。

（2）从1984—2016年，竞争力偏离分量呈现波

动上升态势，说明浙江省工业产业的区位竞争力优

势越来越大。不过2017年、2018年有所下降。

3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研究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水平之间的相关方向和程度，从总体上判断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如果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就可以

使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来测度它们的相关方向和

程度。

3.1 线性关系的检验[11]

借助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F检验对两个变量的

线性关系进行检验。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

式为

y =β0 +β1x +ε （6）

其中， y 是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x 为回归变

量，可以是随机变量，也可以是确定性变量， β1

是回归系数， β0 是回归常数， ε 为随机误差，是

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ε∼N( )0，1 且相互独立。

当获得 n 组观测值 ( )xi,yi ， i =1,2,...,n ，则有

yi =β0 +β1xi +εi ，i =1,2,...,n （7）

令

y =
æ

è

ç

ç
çç

ö

ø

÷

÷
÷÷

y1

y2

...
yn

，X =
æ

è

ç

ç
çç

ö

ø

÷

÷
÷÷

1 x1

1 x2

... ...
1 xn

，β = æ
è
ç

ö
ø
÷

β0

β1
，ε =

æ

è

ç

ç
çç

ö

ø

÷

÷
÷÷

ε1

ε2

...
εn

则式（7）可写成矩阵形式

y =Xβ +ε （8）

β 的最小二乘估计为

β̂ = ( )X'X -1X'y （9）

称

ŷ = β̂0 + β̂1x （10）

为 y 关于 x 的回归方程。

令 SST =∑
i =1

n

( )yi - ȳ 2
，称为总离差平方和；令

图4 结构偏离分量的走势图

图3 总偏离分量的走势图
图5 竞争力偏离分量的走6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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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R =∑
i =1

n

( )yi - ŷ 2
，称为残差平方和；令 SSE =∑

i =1

n

( )ŷi - ȳ 2
，

称为回归平方和。

使用 F 检验来检验回归方程线性关系的显著

性。检验统计量为

F = SSE
SSR/(n -2) ∼F(1,n -2) （11）

给定显著性水平 α ，计算 F 值的相伴概率 p 。如果

p <α ，则回归方程显著；反之，若 p≥α ，则表明

回归总体不存在线性关系。

3.2线性关系的测度[11]

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r =
∑

i =1

n

(xi - x̄)(yi - ȳ)

∑
i =1

n

(xi - x̄)2∑
i =1

n

(yi - ȳ)2
（12）

其中， x̄ = 1
n∑i =1

n

xi, ȳ = 1
n∑i =1

n

yi 。

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1≤r≤1。当

r >0 时，表明变量 x 与变量 y 正相关；当 r <0 时，

表明变量 x 与变量 y 负相关。

相关系数 || r 越接近于 1，表示变量 x 与变量 y

的相关程度越强；反之，相关系数 || r 越接近于 0，
表示变量 x 与变量 y 的相关程度越弱。相关程度的

判断标准为：（1）当 || r =0 时，为不相关；（2）当

0 < || r <0.3 时，为微弱相关；（3） 当 0.3≤ || r <0.5

时，为低度相关；（4）当 0.5≤ || r <0.8时，为显著

相关；（5）当 0.8≤ || r <1时，为高度相关；（6）当

|| r =1时，为完全相关。

3.3 线性关系的检验和计算结果

浙江省1984—2018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

如表2所示。

根据表 2画出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的

走势图，如图6所示。

从图 2、图 3、图 5、图 6可以看出，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与份额分量、总偏离量、竞争力偏离分量

的走势图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故选择份额分量、总

偏离量、竞争力偏离分量来分析它们与知识产权保

护之间的相关关系。

根据表2和表4的数据，计算F检验的统计量F
值及其相伴概率，如表3第2行、第3行所示。

给定显著性水平 α =0.01，知识产权保护分别

与份额分量、总偏离量、竞争力偏离分量的线性关

系检验的相伴概率均小于0.01，故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与份额分量、总偏离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均具有

线性关系。

进一步计算相关系数，如表 3第 4行所示。从

相关系数的大小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分别与份

额分量、总偏离量、竞争力偏离分量的相关系数均

大于0.71，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份额分量、总偏

离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2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12]

年份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指数

1.39
1.74
1.74
1.76
1.79
1.81
1.79
1.81
3.19
3.58
3.57
3.64
3.66
3.67
3.69
4.03
4.04
4.31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指数

4.32
4.34
4.35
4.37
4.39
4.40
4.42
4.45
4.47
4.49
4.52
4.54
4.57
4.60
4.64
5.34
5.38

图6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的走势图

表3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数的线性
关系检验和相关系数

F值
相伴概率
相关系数

份额分量
34.7655
0.0000
0.7163

竞争力偏离分量
49.9249
0.0000
0.7759

总偏离分量
50.7862
0.0000
0.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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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4 分析与讨论

4.1 从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史角度看

40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快速发展，成为

现代社会的基本财产权制度。1982年出台的《商标

法》是我国内地的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律，标志着我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开始建立。随着《专利

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的推出，知识产权制度初

步形成。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随着工业增长量的缓

慢增加也不断提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2年，中国专利法的第一次

修改扩大了保护内容，提高了保护水平，深化了改

革需要，适应了经济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前，我国陆续修订了著作权法（2001年）、专利法

（1992 年、 2000 年） 和商标法 （1993 年、 2001
年），并于 1997年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于2001年颁布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和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

准达到《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要求。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一步与国际惯

例接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2008年6月，我国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这意味着中国要向知识产权强国道路上迈

进，包括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和国际合作

在内的多项工作的推进。2008年，专利法的第三次

修改，更好的服务社会经济，体现财产及产业价

值，使知识产权制度才可能发挥有效的社会功能。

4.2 从浙江省产业结构特征看

传统产业在浙江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业等为代表的浙江传统产业，伴随

GDP高速增长的是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和

生态系统恶化，企业陷入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

耗、经济低效益的泥潭。面临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

的挑战，浙江传统产业发展必须转型升级，而知识

产权制度的设计与运用能够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品

牌建设和标准建设，使之更好与市场接轨，实现

“从产权到产业”的转化，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

的无形财产权制度。 同时通过加快审查制度、实施

强制许可、强化反垄断规制、 完善资助制度和风险

预警机制等，助推产业结构变迁与优化，推动创

新，使产业价值链升级，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度了浙江省历年

来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然后使用皮尔逊相关

系数测度了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水平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从1984—2018年，浙江省工业增长量呈现

连续上升态势，工业产业属于增长型产业。

（2）从1984—2018年，浙江省工业产业不但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优势逐年扩大。

（3）从1984—2018年，浙江省工业产业从产业

结构和区位竞争力整体上较全国平均水平有优势。

（4）从1984—2011年，浙江省工业产业从产业

结构和区位竞争力整体上的优势越来越大，但从

2012—2018年优势越来越小。

（5）从1993—2012年，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工业

产值增长的贡献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产业结构

优势，从2013—2018年，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工业产

值增长的贡献劣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产业结构

优势。

（6）从1984—2011年，产业结构对浙江省工业

产值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从2012—2018年，产业

结构对浙江省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

（7）从1984—2018年，浙江省工业产业较全国

平均水平有区域竞争力优势。

（8）从1984—2016年，浙江省工业产业的区位

竞争力越来越大，不过2017年、2018年有所下降。

（9）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了促进浙江省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针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大并统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强化

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建设，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统一化。

包括执法规范化，执法标准和流程统一，进一步便

利投诉人；不同权利之间统一执法，如商标和专利

之间或者商标和质检之间，可以进行联合执法，同

时在执法时加大对侵权案件的处理力度；联动省、

市、县、所四级协同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以解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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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层执法人员的数量和专业水平不够所带来的执

法力量不足的问题，提高执法保护水平和力度。

二是大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工作。构

建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司法调解、行政调

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知识产权纠纷第三方调解平

台，以及构建有专业的仲裁调解工作机制的知识产

权仲裁院。缩短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期限，并在

产业新政中明确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资助，有效降低

维权成本，更加充分地发挥司法机关、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三是探索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工作。通过开

展海外知识产权预警、提供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策略和救助途径等，更好地支持产业拓展海外市

场，且帮助企业妥善处理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壁垒，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四是大力组建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围绕浙江省

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引导产业知识产权（专利）联盟

建设，从而促进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提升企业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自我保护

意识，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了专业化的服务

平台。推动联盟开展专利信息资源利用和专利分

析，使知识产权与企业、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全省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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