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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9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面向新时代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思路、新举措，是新时代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明确要求，要“建立年度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制度和保护水平评估制度”。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的

相关部署，在知识产权保护司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年度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评估研究。经过两年的专题研究，根据聚焦保护、客观科学、系

统全面、数据可得的原则，提出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机制水平、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水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知识产权社会共治水

平、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环境水平共 5 个一级指标（下设 10 个二级指

标、24 个三级指标）的评估体系，并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进行

了首次年度评估。 

本次评估研究还得到指导委员会专家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门单

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评估是一项全新工

作，整体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我们真诚感谢

社会各界对此项工作给予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对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建

议，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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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总体情况 

2021 年，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要

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

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深化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一步提升。 

评估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总体得分81.68分。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机制分数最高，得分为 80.55 分，其后依次

为保护社会环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和社会共治水平，得分分别为

80.01 分、75.18 分、70.54 分和 69.82 分。 

 
图表 1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评估各项得分 

 

具体指标方面，分别从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行政裁决、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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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法审判、刑事保护、信用管理、仲裁调解、公众参与、保护意

识水平等多个维度进行分项评估。共有 8 项达到 70 分以上，有 4 项

达到了 80 分及以上，其中信用管理达到了 90 分以上。 

 

图表 2 各项指标得分情况（1） 

 

 

图表 3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情况方面，共有 20 个省份得分达到 80 分以上，7 个省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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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7 个，中部省份 4 个，西部省份 2 个，东北部省份 1 个。 

 
图表 4 各省级行政区得分情况 

 

按地域划分来看，我国东部省份得分最高，为 88.80 分。其次分

别是中部省份、东北部省份和西部省份，得分分别为 84.43 分、80.29

分、79.82 分。 

 
图表 5 各地区得分情况 

 

 

 

二、2021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具体情况 

（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机制水平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 2021 年保护制度机制评估得分 80.55 分。

其中，政策法规得分 77.25 分，体系建设得分 81.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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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共有 14 个省级行政区达到或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省份 8 个，分别是江苏、上海、山东、广东、

海南、福建、北京和天津；中部省份 3 个，分别是安徽、山西和湖南；

东北部省份 3 个、分别是吉林、辽宁和黑龙江。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

江苏、上海、山东、广东、海南、吉林、安徽、福建、辽宁和黑龙江。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图表 6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1．各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各地逐步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体系，推动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目前全国共有 18 个省级行政区达到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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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海南；中部省份 3 个，分别是山西、安徽

和河南；西部省份 4 个、分别是重庆、四川、云南和宁夏；东北省份

3 个，分别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

是山西、上海、天津、辽宁、四川、海南、河南、浙江、宁夏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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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5个省级行政区存在现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地方性法规，

占比约 16%。16 个省级行政区存在针对特定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地

方性规范，占比约 52%。其他类型占比约 32%。 

 
图表 8 各地区地方性法规情况 

2．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日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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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山东、江苏、广东、上海、海南、福建和北京；中部省份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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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安徽、湖南、江西和山西；西部省份 2 个，分别是广西和甘肃；

东北省份 3 个，分别是吉林、黑龙江和辽宁。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

政区分别是山东、江苏、广东、吉林、安徽、上海、海南、福建、黑

龙江和辽宁。 

 
图表 9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我国已构建相对完善的行政保护体系、司法保护体系和社

会共治体系的省级行政区分别达到 26 个、12 个和 17 个，占比分别

为 83%、38%和 54%。 

 

图表 10 各地区保护体系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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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行政裁决得分 79.77 分，行政执法得分 70.60 分。 

从各地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共有 17 个省级行政区达到或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省份 7 个，分别是浙江、河北、江苏、福建、

广东、上海和北京；中部省份 5 个，分别是河南、湖北、安徽、湖南

和江西；西部省份 5 个，分别是四川、广西、陕西、甘肃和重庆。排

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浙江、河北、江苏、福建、四川、广

东、河南、广西、湖北和安徽。 

 

图表 11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1．各地专利行政裁决工作逐步健全 

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实践专利行政裁决工作，切实解决维权“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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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辽宁、浙江、河北、江苏、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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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我国约 45%的省级行政区能够高效处理相关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裁决类案件，做到办理周期短、办案效率高、案件不积压。 

 
图表 13 各地区行政案件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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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各地区专利裁决力度情况 

 

2．各地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效能进一步提升 

全国共有 15 个省份专利行政裁决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东部省份 7 个，分别是浙江、河北、江苏、福建、广东、上海

和山东；中部省份 5 个，分别是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和山西；西

部省份 3 个，分别是四川、广西和贵州。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

分别是浙江、河北、江苏、福建、广东、河南、四川、广西、湖南和

湖北。 

 

 

图表 15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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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 2021 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得分 70.54

分，其中司法审判得分 61.08 分，刑事保护得分 80.00 分。 

从各地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共有 12 个省级行政区达到或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省份 7 个，分别是浙江、江苏、福建、上海、

山东、北京和广东；中部省份 3 个，分别是河南、湖北和安徽；西部

省份 2 个，分别是贵州和广西。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浙

江、江苏、福建、河南、湖北、上海、安徽、山东、贵州和北京。 

 

 

图表 16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1．各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 

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为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保障。共 12 个省

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分别是浙江、江苏、福建、河南、湖北、上海、安徽、山东、贵州和

北京。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的 12 个省级行政

区分别是上海、湖北、河南、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贵州、

北京、广东、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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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我国约 58%的省级行政区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服判息诉率

达到 90%以上，审判周期在 80 天以内。共 12 个省级行政区近十年的

知识产权经典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 

 
图表 18 各地区服判息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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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产权社会共治水平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 2021 年知识产权社会共治水平得分 69.82

分，其中信用管理 93.55 分，仲裁调解 63.89 分。 

从各地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共有 18 个省级行政区达到或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省份 9 个，分别是北京、广东、浙江、福建、

天津、上海、山东、江苏和海南；中部省份 5 个，分别是湖北、安徽、

湖南、河南和山西；西部省份 3 个、分别是甘肃、四川和贵州；东北

部省份 1 个，为辽宁省。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广

东、湖北、浙江、安徽、福建、甘肃、四川、天津和湖南。 

 

 

图表 19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1．各地信用管理体系已逐步覆盖 

各地知识产权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已逐步开展，全国 81%的省

级行政区知识产权信用管理体系运行良好，未发生过知识产权领域违

法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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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各地区信用覆盖情况 

 

2．各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仲裁调解占比较高 

各地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仲裁调解机构办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情

况良好。共 18 个省级行政区仲裁调解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东部省份 9 个，分别是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天津、上海、

山东和海南；中部省份 4 个，分别是湖北、安徽、湖南和河南；西部

省份 4 个，分别是甘肃、四川、陕西和贵州；东北部省份 1 个，为辽

宁省。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广东、浙江、湖北、

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四川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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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全国约 35%的省级行政调解手段处理专利裁决类案件占比

达到 90%以上，约 58%的省级行政调解手段处理专利裁决类案件占

比达到 80%以上。 

 
图表 22 各地区案件调解情况（1） 

 

各地版权行政管理部门中，约 29%的省级行政区开展了相关版权

纠纷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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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各地区案件调解情况（2） 

 

社会纠纷调解组织方面，全国 6%的省级行政区纠纷调解组织案

件调解量达到 10000 件以上；35%的省级行政区达到了 1000 件以上。 

 
图表 24 社会纠纷调解情况 

 

知识产权仲裁调解方面，全国约 3%的省级行政区仲裁量达到了

500 件以上，约 19%的省级行政区仲裁量达到了 200 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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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仲裁调解情况 

 

（五）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环境水平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 2021 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环境水平得分

80.01 分，其中公众参与 79.68 分，保护意识 81.20 分。 

从各地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共有 16 个省级行政区达到或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省份 7 个，分别是广东、浙江、海南、上海、

北京、江苏和天津；中部省份 4 个，分别是湖南、山西、江西和安徽；

西部省份 4 个，分别是重庆、四川、陕西和广西；东北部省份 1 个，

为黑龙江。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广东、浙江、重庆、海

南、上海、湖南、山西、江西、四川和北京。 

 

 

图表 26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94.36  
94.16  
94.05  
93.84  

90.96  
90.22  

86.07  
85.91  

84.91  
84.51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广东 
浙江 
重庆 
海南 
上海 
湖南 
山西 
江西 
四川 
北京 



17 
 

 

1．各地知识产权保护公众参与度不断加强 

各地不断打通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公开渠道，增强保护宣传力度。

共 14 个省级行政区知识产权公众参与度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东部省份 5 个，分别是浙江、广东、海南、上海和北京；中部

省份 3 个，分别是湖南、江西和山西；西部省份 5 个，分别是重庆、

广西、四川、西藏和陕西；东北部省份 1 个，为黑龙江。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浙江、重庆、湖南、江西、广东、海南、山西、

上海、广西和四川。 

 

 

图表 27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公开情况方面，全国约 94%的省级行政

区均设置了较为完善的信息公开渠道，保证信息的主动公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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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各地区信息公开情况 

 

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关键词的网页搜索量上亿次的省级行政

区占比约 10%；搜索量超过千万的占比约 80%。 

 

图表 29 公开宣传情况 

 

官方资讯数量达到 200条以上的省级行政区有 5个，分别是湖南、

重庆、河南、广东和四川；达到 100 条以上的有 25 个。 

2．各地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 

各地各类主体知识产权意识逐步增强，对知识产权保护需求逐渐

加大。各地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高于或等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级行政区

共 15 个。其中，东部省份共 8 个，分别是广东、海南、上海、北京、

94% 

6% 

信息公开渠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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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津、山东和福建；中部省份 2 个，分别是安徽和湖北；西部

省份 4 个，分别是重庆、陕西、四川和宁夏；东北部省份 1 个，为辽

宁省。排名前 10 名的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广东、海南、上海、北京、

江苏、安徽、天津、辽宁、湖北和重庆。 

 

 

图表 30 前 10 位省级行政区的得分排名情况 

（红线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非正常专利、商标恶意注册方面，全国约 54%的省份的非

正常申请量低于全国水平；约 74%的省份的恶意注册量低于全国水平；

全国约 51%的省份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未因非正常专利申请或商标

恶意注册接受过行政处罚。 

 

图表 31 非正常专利、商标恶意注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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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版化落实方面，全国正版化普及使用基本全部完成，正版化

达到 100%的省份占比达到 94%。 

 

图表 32 软件正版化情况 

 

在创新活跃度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有效发明专利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占比 26%。 

 

图表 33 创新活跃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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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评估指标体系 

为全面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客观反映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

开展横向比较，展现不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现状。 

（一）评价指标选择 

本着聚焦保护、客观科学、系统全面、数据可得的原则，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评估的指标选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机制水平、行政保

护水平、司法保护水平、协同保护水平和保护社会环境 3 个一级指标，

下设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行政裁决、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刑事保

护、信用管理、仲裁调解、公众参与、保护意识等 10 个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下包含 24 个三级指标。 

（二）指标数据来源 

在数据来源方面，本研究的基本数据均来源包括 3 个方面，24

项指标中，16 个指标来源于国家有关部门的官方数据或统计调查，8

个指标通过地方有关部门官方网站等其他可查证的公开数据来源定

期获取。通过严格限定数据来源，确保基本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

持续性和及时性。 

（三）指标分值确定 

按照区域间横向可比、突出效果导向、以评估维度促进具体工作

推进的思路，本研究指标体系在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区域差异的基础上，

依照指标表征内涵不同情况分别适用符合条件累加赋分、量化指标等

比例赋分以及两种方法相结合共 3 种方式确定三级指标的具体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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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评估指标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一、知识

产权保护

制度机制 

（一）政

策法规 

1 法律法规 

2 政策体系 

（二）体

系建设 

3 行政保护体系 

4 司法保护体系 

5 社会共治体系 

二、知识

产权行政

保护 

（三）行

政裁决 

6 专利行政裁决案件办理情况 

7 专利行政裁决案件惩戒力度 

（四）行

政执法 

8 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况 

9 行政执法案件惩戒力度 

三、知识

产权司法

保护 

（五）司

法审判 

10 一审案件审理情况 

11 司法案件判赔情况 

（六）刑

事保护 

12 
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工

作情况 

13 检察机关开展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情况 

四、知识

产权社会

共治 

（七）信

用管理 
14 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覆盖情况 

（八）仲

裁调解 

15 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调解情况 

16 知识产权纠纷社会机构调解情况 

17 知识产权纠纷仲裁情况 

五、知识

产权保护

社会环境 

（九）保

护渠道 

18 信息公开情况 

19 公开宣传情况 

20 技术保护水平 

21 专利商标申请注册规范性 

（十）保

护意识 

22 软件正版化情况 

23 创新活动活跃度 

24 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