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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一

系列重要举措，包括统筹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

持 全 面 创 新 的 基 础 制 度 。 秦 创 原 作 为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平

台，高效配置陕西全省科技创新资源，不断实现科技创

新和制度创新。通过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和服务水平，秦创原科技创新平台不断完善产权制

度、积聚创新资源、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为推动陕

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引擎。

知识产权助力秦创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一）知识产权激励高质量科技创新

“作为一种法定权利，知识产权既是激励创新的政

策工具，又是赢得产业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1]知

识产权对于激励科技创新的功能设定是与秦创原科技创

新平台相一致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能够为激励科技人

员从事科技创新，吸引多元主体参与科技创新、推动实

现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提供制度保障。按照经济学的观

点，“只有通过在社会成员间相互划分特定资源使用的

排他权，才会产生适当的激励。如果任何一块土地都为

人们所拥有，即如果总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可以排除任

何其他人接近其特定的区域，那么个人就会通过耕种和

其他措施来努力使土地价值最大化。……（同时）这种

权利必须是可以转让的。”[2]就科技创新而言，正是由于

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存在，新技术、新产品在市场经济

中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应用。传统知识产权是以科技

产出成果的产权保护为基础、以自由市场资源配置为条

件的激励机制，但随着我国从“专利大国”向“专利强

国”转变，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对于高质

量发明的迫切需要使得专利制度必须能够有利于从源头

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在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十年评估报告》中，

评估组指出战略实施中的首要突出问题就是“高质量知

识产权偏少”，关键技术领域核心知识产权缺乏，产业

安全存在隐患。 [3]虽然我国在新型通信、航空航天、高

铁、核能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拥

有了一批核心知识产权，但在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

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

料等方面的瓶颈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

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

年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完善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质量创造机制”，以质量和价值

为标准，改革完善知识产权考核评价机制。

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卡脖子”问题主要表现在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

创新等方面，[4]而对于秦创原科技创新平台而言应当结合

本区域科研水平、产业布局围绕上述四个方面确定创新

平台需要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西安市、咸阳市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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