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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下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
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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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时代背景下，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研究议题。从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看，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

创新能力的关系是：制造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行为，正是知识产权

获取和运用的过程；制造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形成的市场力量，

正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本质上是知识产权创造的过

程。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促成企业的知识

产权获取和运用，企业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通过纵向一体

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来实现。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建的创新能力能够

促进其知识产权创造，而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可以强化其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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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能力已是新时代背景下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依据产业经济学的“Ｓ—Ｃ—Ｐ”分析范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范式的简称，其

中，Ｓ指结构，Ｃ指行为，Ｐ指绩效），企业的战略

行为可以改变行业结构，提升自身的市场力量，

进而提升其创新能力。近年来，产业经济学领

域围绕着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较多，以制

造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为热点问题，主要研究了

制造产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与市场力量、创新

能力的关系［１］，以及制造产业的纵向一体化行

为与市场力量、创新能力的关系［２］。在以知识

产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国

家战略引导下，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被重视，知

识产权是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对

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Ｓ—

Ｃ—Ｐ”是产业经济学和战略管理领域用来解释

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绩效关系的理论范式。

本文拟运用“Ｓ—Ｃ—Ｐ”范式，从知识产权过程

化的新视角来诠释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

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期从实践上指导制造企业

通过自身战略行为的选择提升其创新能力。

　　一、文献综述

１．知识产权的相关研究

“知识产权”的概念最先是由法国学者卡

普佐夫于 １７世纪中叶提出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英文原意是“知识（财产）所有权”

或者“智慧（财产）所有权”，也曾被翻译为“智

力成果权”，意思是该权利是由创造性智力活

动形成的、受法律保护的智力资产。《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公约》（ＷＩＰＯ）１９６７年对知识产权

进行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将知识产权归

结为８种权利。后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议》（ＴＲＩＰＳ）和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ＡＩＰ

ＰＩ）将知识产权的范畴进一步细化，前者将知识

产权界定为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识

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权和商业秘密；后者将知识产权分为创作

性成果权与识别性标记权两大类。广义的知识

产权包括了所有的智力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

主要是指三类智力成果，即专利权、商标权、著

作权。

理论界对知识产权的学术性概念并没有达

成共识。国内外学者多是依据《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

界定，直接运用知识产权的概念，认为知识产权

是人类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利。在进行知识产权的相关研究时，须将知识

产权进行分类，界定知识产权的范围［３］。对知

识产权概念的界定有四种观点［４］，分别是知识

产权类型化、知识产权过程化、知识产权层次化

和知识产权要素化，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知识产

权过程化，学者们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知识产权

的创造、运用和管理等维度［５－６］。

知识产权过程化的研究，是以过程化的视

角对知识产权进行研究：知识产权的获取、维

护、运营，对企业创新、创业、成长的影响。其

一，用过程化的视角研究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

例如，朱清平［７］认为，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需要

围绕知识产权的产生、运用、维护展开，包括知

识产权成果的创造、权利的取得、成果的转化与

利用、保护与维权以及行政管理等。其二，用过

程化的视角研究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构成。学

者们认为，知识产权能力包括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和管理等［８］，可分为获取能力、维护能力和运

营能力三个维度［４］。其三，用过程化的视角研

究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例

如，池仁勇等［９］、刘婧等［１０］研究了知识产权能

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２．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

能力的关系研究

（１）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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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根据《产业组织手册》第一卷第四章中的

界定，纵向一体化行为指企业具有两种单一产

品的生产过程，这两个生产过程属于上下游关

系，当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时，可以称之为纵

向一体化行为：一是上游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

被用作下游生产过程部分或全部中间投入品；

二是下游生产过程的某种投入的全部需要量由

上游生产过程全部或部分产出构成。纵向一体

化行为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垄断

势力，获取垄断利润，形成市场力量［１１］。制造

产业的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的实现方式有自建

和并购两种途径。

企业纵向一体化行为在形成自身市场力量

的同时，也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多学

者研究了不同制造产业内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

为的效益，认为纵向一体化行为有利于改善企

业绩效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例如，张伟

等［２］认为，纵向一体化行为可以帮助企业提高

效率，使企业提升研发投入水平，有利于创新产

出；周霄雪［１２］认为，纵向一体化行为既可以实

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又有利于企业的产品

创新和工艺创新。

（２）制造产业企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市

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横向一体化行为是指

同类企业之间的合并。横向一体化行为泛指同

一产业内或行业内企业间的并购行为，或者是

产品在同一市场的企业间的并购行为［１３］。企

业实施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提高企业所在产业

或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强市场力量。战略管

理者认为，横向一体化行为能够使企业占有更

多的市场资源，增强企业对市场和产业链上下

游的控制力，形成市场力量。

制造产业企业的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形成

市场力量，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约瑟夫

·熊彼特曾提出，市场力量形成的垄断有利于

创新，垄断性大企业可以承担起创新的高额研

发费用，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技术创新

的发动机［１４］。后来经济学家基于熊彼特的观

点提出了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的假说，并有学者证实了横向一体化行为

的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间具有正相关关系［１５］。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

力的关系如图１所示，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

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形成市场力量，而市场

力量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图１　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二、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

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知识产权过程化即知识产权获取、知识产
权保护、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管理的过程。

从知识产权过程化的视角来看，制造产业企业

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本质上

属于知识产权获取和运用的过程，因为企业通

过自建或并购可直接运用或获取知识产权。制

造产业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

行为形成市场力量，本质上属于知识产权保护

带来的垄断力量，因为知识产权本身也具有垄

断性。制造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本质上是知识

产权创造的过程。从知识产权过程化的视角分

析，可得出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

新能力的关系，如图２所示。企业为了获取和

运用知识产权，如研发技术、技术专利、品牌、制

造工艺等，会通过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行

为（自建或并购）来实现；在知识产权获取后和

运用的过程中，企业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和管理，并通过产权保护的法律手段增强自身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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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力量；最后，企业在运用、保护和管理知

识产权的过程中会激发更多的知识产权创造，

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图２　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下制造产业的

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１．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与知识产权获取和

运用的关系

其一，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

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促成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取

和运用。产业经济学认为，制造产业的企业通

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获取

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略资产［１６］。知识产权是

企业的重要竞争性战略资产，围绕制造业的产

业链环节，制造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

一体化行为可以获取上游研发环节的各种资产

和产权，如研发专利、发明专利、设计专利等知

识产权，也可以获取中间制造环节的核心制造

技术等知识产权，以及获取下游营销服务环节

的服务专利、品牌产权、营销渠道等知识产权。

从知识产权运用来分析，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

可以使已有的知识产权在生产领域、销售领域

实现共享，以延伸知识产权的使用广度和深度。

其二，企业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的知识产

权战略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

行为实现。战略管理者认为，企业横、纵向一体

化行为的主要动机表现为战略资产的获取，尤

其是知识资产的获取［１７］。为了获取重要的知

识资产，特别是产业链上的知识产权，制造企业

会通过并购的模式弥补自身的知识产权短板。

为了实现转型升级和获取较高的产品附加值，

中国制造产业内的 ＯＥＭ企业多数是通过并购

上游企业的研发专利、设计专利、发明专利等，

或者是并购下游企业的服务专利、品牌产权、营

销渠道等，以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

竞争力的。此外，制造产业内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企业也会通过横、纵向一体化行为实现对其

知识产权的运用。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与知识

产权获取与运用的关系如图３所示。

图３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与知识产权

获取与运用的关系

２．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与

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关系

其一，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

量有利于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制造产

业的企业通过横、纵向一体化行为形成的市场

力量，直接表现为市场地位的提高或是形成市

场垄断。制造企业的横、纵向一体化行为形成

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垄断，使得自身的知识产权

纳入企业的控制范围之内，在企业内部的市场

范围和产业链范围内无障碍流动使用，形成组

织边界内的强有力保护［１１］，构成了与法律上知

识产权保护相呼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当企

业拥有较多的市场资源时，不仅可以在更大范

围内对知识产权形成保护，还可以更好地通过

内部机制进行知识产权评估、交易等管理。

其二，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

理有利于巩固自身的市场力量。知识产权的保

护和管理属于企业对重要竞争性资源的运用，

能够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提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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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地位、形成市场垄断。这是因为，一方

面，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有利于巩

固企业的市场力量；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管理中

涉及的产权要素投入、产权价值和产权交易带

来的利润，也有利于巩固企业的市场力量。企

业可以将技术专利、商标、品牌等知识产权要素

投入到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利用知识产权的

资本属性获取垄断利润［１８］，提高企业的市场力

量。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与知

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关系属于相互促进的关

系，具体如图４所示。

图４　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量与

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关系

３．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建的创新能力与

知识产权创造的关系

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创造密切相

关［１９］，创新能力是知识产权创造的前提，而知

识产权创造保障了企业的创新收益，两者相辅

相成。

其一，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建的创新能

力能够促进其知识产权创造。制造产业的企业

创新能力越强，意味着其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较

高，创新资源的投入可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

制造企业在研发设计环节的投入越高，其产品

研发和设计能力越强，产生的研发专利和专利

设计就会越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创新投入

越高，其产品创新能力越强，产生的产品专利和

技术专利就会越多；在营销与售后服务环节的

创新投入较高，其市场创新能力越强，产生的品

牌商标和服务专利就会越多。以上所有的知识

产权产出都是知识产权创造的过程。

其二，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可以

强化其创新能力。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越

强，意味着其创新产出越多，代表企业的创新能

力较强。知识产权创造对创新能力的作用，主

要表现为知识产权创造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

新。当制造产业的企业通过横、纵向一体化行

为（如并购）提高其市场力量时，其知识产权创

造能力越强，意味着企业可以将产出的知识产

权在企业内部跨组织运用，如将设计专利、研发

专利、技术专利、服务专利、品牌商标等应用于

不同组织（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改进其设计、

生产运营、营销过程，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

　　三、结论与启示

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资源，对

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

用。本文从知识产权过程化视角分析制造产业

的企业行为、市场力量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得出结论：制造产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和

横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促成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取

和运用，企业获取和运用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

战略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

为来实现。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形成的市场力

量有利于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反过来，

制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也有利于

巩固自身的市场力量。制造产业的企业行为构

建的创新能力能够促进其知识产权创造，而制

造产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可以强化其创新

能力。

在推动制造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各级政府应以知识产权为抓手，从知识产权

获取、运用、保护和管理着手，鼓励企业通过纵

向一体化行为和横向一体化行为获取和运用知

识产权，以企业的市场力量形成对知识产权的

市场保护，引导企业对知识产权进行科学管理，

使制造产业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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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全过程中获取高额利润，并从真正意义

上提升其创新能力。而对于制造产业企业来

说，应打破自主创造知识产权的狭隘思维，在开

放式创新的战略导向下，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

和横向一体化行为从外部获取和运用知识产

权，以自身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垄断获得来自知

识产权保护的垄断利润和来自知识产权交易管

理的产权利润。此外，制造产业企业还应正确

认识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创造间的关系，以创

新能力促进知识产权创造，以知识产权创造保

障创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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