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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满足工商界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信息获取和评估的需求，中国贸促会经贸摩擦顾问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全球知识产权保
护指数研究，形成了《2022年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报告》。本版节选报告有关内容，以飨读者。

（一）后疫情时代，东亚国家知识产权竞争力显
著提升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加上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等，致使
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发力，正在加
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WIPO的数据显示，尽管受到新冠大流行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
即使是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流行高峰期，全球知识产权申请量依然
强劲，并在2021年实现进一步飙升，全球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的知
识产权申请量创下新高，这主要是由中国、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申
请量的增长所推动。中国、韩国、印度 2021年当地专利申请量增速
迅猛，促使亚洲申请量所占份额超过了三分之二的门槛。其中中国
增长 5.5%、韩国增长 2.5%、印度增长 5.5%。而美国、日本、德国的当
地专利申请活动量在 2021年有所下降，其中美国下降 1.2%、日本下
降1.7%、德国下降3.9%。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呈现欧洲、东亚、北美三足鼎立的局面，这
三大区域的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达到将近95%。欧美科技强国的科研
实力雄厚，在诸多重点领域依然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而东亚在全球科
技创新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迅速提高。东亚国家在全球知识产权保
护指数排名榜上表现也很出众，日本、韩国、中国不仅在总排名上分列
第5、6、7位，在多个一级指标上同样显示出比较优势。中国在知识产
权保护基础维度上排名第2；日本在知识产权保护执行维度上排在第2
位；中国和韩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绩效维度上分别排第1、3名。面对日
益复杂、专业化和迅速发展的创新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激发
创新活力、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综合竞
争力的增强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创新与知识产权之间是相互促
进，同时相互约束的关系。

从重点评估国家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与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对
比中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全球知识产
权保护指数排名前8的国家，瑞士、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中
国和澳大利亚，它们在WIPO的全球创新能力排行榜中都排在前25名
以内，分列第 1、2、8、7、13、6、11、25名。它们无论是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还是创新能力都很强。以瑞士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创新性的
国家，已连续12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榜上保持第一。瑞士是2021
年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在人才资源的储备、知识产出
水平、科研基础实力、知识产权收入、创新成果转化率、专利申请的国
际合作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瑞士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排行榜上同样名列榜首，在知识产权保护执行和绩效方面尤为出色。

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晴雨表”，知识产权的数量是
衡量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高低也影响着知识产权产出。

（三）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知识产权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保障

由于各个重点评估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较大。而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的资源基础、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生
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都考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实力的对比如下表中所示，各国
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其经济规模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排名前列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国家，
除了新加坡的GDP排在第35位以外，其他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位
居前列的国家都排在 2021年全球GDP20强榜单上。经济实力是知
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基础，经济实力越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特
别是在美国、日本、德国等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特征更加明
显。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国家经济实力有较大关联，但并不存在绝
对关系。比如，印度的经济规模虽然排在世界第6位，但知识产权保
护指数排名较靠后。

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
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而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
能助推一个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国际贸易
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国既是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也是知识产权
保护的推动者，更是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受益者。在创新中谋求共
赢，在保护中共享价值，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经成为国际贸
易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全球发展与合作共赢面临诸多考
验。知识产权全球化竞争也愈发激烈，在国际交往中，知识产权保护
与国际贸易挂钩成为新趋势，逐步取代关税等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
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贸易壁垒，对于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持续上
升。对于后发国家，要链接全球知识创新网络与贸易网络，就要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定位。要站在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支点来布局谋
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增强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内容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耦合对接，打
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使得知识产权在国
际经济贸易中作用充分发挥，从而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发现

（一）总指数评价结果分析

本研究根据课题组构建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
出15个重点评估国家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量化展示各国知识产权保
护的实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总指数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瑞士、美国、德
国、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俄罗斯、南非、巴
西、印度、越南。

图1 重点评估国家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总指数

根据15个重点评估国家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总指数得分高低，课题组按
照温度发散过程中颜色的变化绘制了各个重点评估国家总指数地理分布
图，使用“橙红—橙黄—黄绿—绿色”从高到低进行标注。

表1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测度结果

重点评估国家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平均值为73.1838，其中有8个
国家的指数超过了平均值，包括瑞士、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
澳大利亚，占重点评估国家总数的 53.33%。瑞士以 82.66排在榜首，而且在
知识产权保护执行、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绩效等一级指标方
面表现出色，分别排在第 1、3、2名；美国以 82.4056紧随其后，其 5个一级指
标发展均衡且表现良好；德国的总指数位居第 3，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知
识产权保护执行方面表现颇佳，分别排名第1和第3。

（二）各级维度评价结果分析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基础、知识产
权保护生态、知识产权保护执行、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绩效等
5个一级指标。各个重点评估国家一级指标的测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一级指标测度结果

1.知识产权保护基础
“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强调知识产权相关的资源投入和主体条件，体现了

一个国家对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的投入和重视程度，是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的评价基础。该维度重点评估国家的排名依次为美国、中国、韩国、新加坡、
瑞士、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巴西、越南、印度。

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指数为8.1604，位列第1。各个重点评估国家
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指数平均值为7.0265，其中有8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基础指数超过平均值，包括美国、中国、韩国、新加坡、瑞士、德国、日本、澳大
利亚，占重点评估国家总数的53.33%。

知识产权保护基础通过人力资源要素、资本资源要素、知识资源要素等3
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估。美国、中国、韩国在人力资源要素、资本资源要素方面
表现出色，包揽了前3名，但在知识资源要素方面表现均欠佳，主要是由于它
们的高等教育研发开支比重、SCI收录高被引论文占比这两个三级指标的得
分不理想。知识资源要素排名靠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新加坡、瑞士、墨西哥。

2.知识产权保护生态
“知识产权保护生态”重点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生态 环境，良好的

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不仅能够聚集创新资源，有利于激发创新主体创造更高
质量、更多数量的知识产品，还能促进知识产权的市场化转化，提升知识产
权绩效。该维度重点评估国家的排名依次为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日本、
韩国、德国、瑞士、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南非、越南、印度。

新加坡以 14.2776的知识产权保护生态指数得分位列第 1。 各个重点
评估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生态指数的平均值12.035，其中有8个国家的知识
产权保护生态指数超过平均值，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德
国、瑞士、中国，占重点评估国家总数的53.33%。

知识产权保护生态指数通过商业环境、法治环境、信息化环境等3个二
级指标进行评估。新加坡的商业环境排名第1，主要得益于其三级指标中外
国直接投资流入净值占GDP比例、营商环境质量得分最高，开办企业流程
的成本占人均GNI的比重排名第2。新加坡的信息化环境排名第3，这是由
于其数字化普及度、数字政府服务水平这两个三级指标的得分均为第 2，但
信息化水平仅排在第 5位。法治环境排名靠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日本、德
国、瑞士；信息化环境排名靠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韩国、美国、新加坡。

3.知识产权保护执行
“知识产权保护执行”着重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效果和服务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执行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知识产权的发展空间和可持续性。该
维度重点评估国家的排名依次为瑞士、日本、德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新
加坡、中国、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巴西、越南。

瑞士在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方面表现出色，得分为31.5219，位列第1。各
个重点评估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指数的平均值为27.1329，超过平均水
平的国家有瑞士、日本、德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7个国家，占重
点评估国家总数的46.67%。

知识产权保护执行通过执行水平、保护效率、服务措施等3个二级指标
评估。执行水平排名靠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美国、德国、日本；瑞士在保护
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排名第1，南非、墨西哥紧随其后；服务措施排名靠
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日本、德国、瑞士。

4.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主要考量知识产权国际化状况、知识产出的转化以

及国际影响力。该维度重点评估国家的排名依次为德国、美国、瑞士、新加坡、
日本、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中国、越南、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印度、巴西。

各个重点评估国家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指数的平均值 13.6125，有 6个
国家高于平均水平，包括德国、美国、瑞士、新加坡、日本、墨西哥，占重点评
估国家总数的 40%。德国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方面的三级指标，如加入与
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条约情况、知识产权境外申请量占比、马德里商标国际
注册申请量、进入国家阶段的PCT申请量的比例、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净值占
GDP比例等方面的表现颇佳，以15.8973的得分位列该维度第1。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指数通过国际化水平、国际影响力等2个二级指标进
行评估。国际化水平排名靠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瑞士、德国、美国；国际影
响力排名靠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美国、新加坡、中国。

5.知识产权保护绩效
“知识产权保护绩效”主要评估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成果，衡量一个国

家在原始创新、技术创新方面的知识产出水平、综合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创
新产出的竞争力和知识产权贡献等。该维度重点评估国家的排名依次为中
国、瑞士、韩国、美国、新加坡、德国、日本、土耳其、澳大利亚、越南、墨西哥、
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度。

中国、瑞士在该维度上表现出色，位居前两名。各个重点评估国家的知
识产权保护绩效指数的平均值为 13.3768，有 7个国家高于平均值，包括中
国、瑞士、韩国、美国、新加坡、德国、日本，占重点评估国家总数
的 46.67%。

知识产权保护绩效通过综合成效、辐射效应、经济产
出等 3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估。综合成效排名靠
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中国、瑞士、韩国；辐射效
应排名靠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中国、瑞士、
美国；经济产出排名靠前的三个国
家分别为新加坡、中国、越南。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评价结果分析

橙红：美国、韩国、日本、瑞士 橙黄：中国、澳大利亚
黄绿：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 绿色：南非、巴西、印度、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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