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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0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

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2020 年全国专利密集

型产业增加值数据公告》。公告显示，2020
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 12 万亿

元 ，达 到 12.13 万 亿 元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11.97%，较上年提高 0.35 个百分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

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

质量效益快速提升，知识产权资源日益丰富

——核心专利、知名品牌、精品版权、优质地

理标志产品、优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优良植

物新品种等持续增加，专利思维、版权意识、

品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知识产权事业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提高
了 23位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颁布了《保障发明权

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等

法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知识

产权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轨道。

198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专利法。

次年 4 月 1 日，专利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收到

来自海内外的 3455 件专利申请。这一年，我

国 3 种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设 计 专 利）的 总 申 请 量 是 1.4 万 件 。 到 了

2020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 519.4 万件。

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经历了从法律制度初

创，到与国际全面接轨，再到《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颁布实施，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等一系列重要阶段，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

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进程，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

上升至世界第十二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已经整整提高了

23 位。“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一步步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要转变，成为名副其实

的知识产权大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全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2021 年 7 月，世界首台千吨级高铁架桥

一体机“昆仑号”顺利完成了 10 公里桥梁的

铺架任务。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围绕高

铁箱梁架设技术进行专利挖掘和布局，形成

专利组合 56 件，为装备制造单位直接创造经

济效益约 2 亿元。“通过深入研究前沿课题，

推进专利转化，将创新技术成果源源不断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铁建知识产权中心主

任纪尊众说。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

知识产权事业加快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前达到预期值，

PCT（专利合作条约体系）国际专利申请量

2019 年跃居全球第一。2021 年前三季度，我

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接近 2800 亿元，

其中，出口额增长迅速，增幅超过 27%。知识

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了创新型

国家建设。

《2020 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数

据公告》显示，2020 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5.8%，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

值（GDP）现价增速 3.1 个百分点。国家知识

产权局战略规划司负责人表示，专利密集型

产业的发展集中体现了知识产权、科技创新

与产业经济发展的紧密融合。我国知识产权

市场价值不断显现，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由

知识产权转化而来的新动能，成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计划到 2025 年，每万人
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 12件

2021 年 11 月 发 布 的《世 界 知 识 产 权 指

标》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在专利、商标、工

业品外观设计等方面知识产权申请量均居世

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相关报告

显示，在 2020 年全球 PCT 国际专利申请前

10 的企业中，有 3 家是我国企业。

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

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

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2021 年 9 月，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对我国未来 15 年的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进行了全面谋划和系统部署。

2021 年 10 月，《“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规划》印发，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的具体施工图。

到 2025 年 ，每 万 人 口 高 价 值 发 明 专 利

拥有量达到 12 件，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

口总额达到 3500 亿元，专利密集型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3%……“十四五”知

识产权规划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迈上新台

阶、运用取得新成效、服务达到新水平、国际

合作取得新突破等主要目标，设立了“每万

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 8 项主要指

标 ，体 现 了 新 发 展 阶 段 知 识 产 权 工 作 的 新

要求。

“‘十四五’知识产权主要指标最重要的

特点是体现出质量和价值导向，并适应国家

发展需求，这些指标与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指标有机衔接。”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2万亿元

知识产权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谷业凯

■大数据观察·数说新跨越R

本报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王浩、

李晓晴）记者从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获

悉：2021 年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7576
亿元；按照建设一批、开工一批、论证一

批、储备一批的安排，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已批复 67 项，

累计开工 62 项。

过去一年，水利基础设施投资惠民

范围广、带动力强的优势充分显现。水

利部门深入开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和重大专题论证，

积极推进东线二期、中线引江补汉工程

前期工作，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

计完成设计单元完工验收 146 个，占全

部 155 个设计单元的 94.2%。一批重大

工程实现重要节点目标，甘肃引洮供水

二期等工程全线通水，河南出山店水库

等 20 项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通 过 竣 工 验 收 。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建设推进，完成

中小河流治理 1.1 万公里，实施重点山洪

沟治理 175 条。

水利工程运行管护全面加强。三峡

水库连续 12 年实现 175 米满蓄目标，全

年为下游补水 138 天、补水总量 220.8 亿

立方米。实施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29 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4295 座、

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 556 座。

2022 年，水利部门立足增强水资源

统筹调配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战略储备

能力，加快国家水网建设。编制完成《国

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构建国家水

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科学有序推进南水

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深入

开展西线工程前期论证；加快推进滇中

引水、引汉济渭、引江济淮、广东珠三角

水资源配置等引调水工程。加快环北部

湾水资源配置、河北雄安干渠引水等重大水利工程前期工作，

完善国家骨干供水基础设施网络。此外，在省级水网建设方

面，各地要切实谋划和实施好本地区水网建设任务，做好与国

家水网建设布局和重点任务的有效衔接。

在保障农民饮水安全上，2021 年，4263 万农村人口供水

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4%，创历史新

高，完成 9.9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水利部提出，锚定

2022 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5%的目标，推进城乡

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及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

造，减少小型分散供水人口数量。对脱贫地区和供水薄弱地

区加强监测频次，健全农村供水问题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坚

决防止发生规模性、系统性、碰底线的饮水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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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6日电 （记者余建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2022 年 1 月 6 日 6 时 59 分，经过约 47
分钟的跨系统密切协同，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取

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型在轨

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

1 月 6 日凌晨，机械臂成功捕获天舟二号货运飞船。6 时

12 分转位试验开始，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天和核心舱解锁分

离后，在机械臂拖动下以核心舱节点舱球心为圆心进行平面

转位；而后，反向操作，直至货运飞船与核心舱重新对接并完

成锁紧。

此次试验，初步检验了利用机械臂操作空间站舱段转位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验证了空间站舱段转位技术和机械臂大

负载操控技术，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积累了经验。

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北京 1月 6日电 （记者丁怡婷）国家能源局、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日前印发《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建

成一批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试点，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等占农村能源的比重持续提升；新能源产业成为农村经济

的重要补充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意见》从巩固拓展脱贫帮扶成果、培育壮大农村绿色能

源产业、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提出多项举

措。《意见》提出，推动千村万户电力自发自用。支持具备资源

条件的地区，特别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县域为单元，利

用农户闲置土地和农房屋顶，建设分布式风电和光伏发电，配

置一定比例储能，自发自用，就地消纳，余电上网，农户获取稳

定的租金或电费收益。

《意见》提出，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农村能源

建设领域。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积极培育配售

电、储能、综合能源服务等新兴市场主体。

三部门印发意见

到2025年建成一批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试点

本报拉萨 1月 6日电 （记者鲜敢）西藏自治区最近发布

的数据显示：西藏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12 万公里，其中一级以

上公路通车里程达 1105 公里。

“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是过去西藏

交通的真实写照，这也制约着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家

加大对西藏基础设施投入力度，2021 年西藏累计落实中央

资金 276.95 亿元加快公路交通网络建设，全区乡镇、建制村

公路通畅率分别达到 100%和 99.96%，雪域“天堑”正在变成

通途。

此外，西藏全力推进 15 个重点公路项目，建设总里程约

2782.5 公里；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完成扩能改造，川藏铁

路拉萨至林芝段通车运营，“复兴号”首次开进雪域高原；拉萨

贡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投运，新增航线 19 条。

西藏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12万公里

本报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 者李心萍）

记 者 从 1 月 6 日 举 行 的 2022 年 全 国 邮 政 管

理 工 作 会 获 悉 ：2021 年 ，邮 政 快 递 业 实 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预计全年快递业务收

入和业务量分别完成 1.04 万亿元和 1085 亿

件，同比分别增长 18%和 30%。新增社会就

业 20 万人以上，支撑网络零售额接近 11 万

亿元。

基础能力不断强化。2021 年，快递专用

货机保有量超过 130 架，高铁运输快递线路

超过 1500 条，高运能大型干线车辆达 2.85 万

辆。大型分拨中心智能化改造加快推进，枢

纽转运中心基本实现自动分拣全覆盖。末端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县乡村共配网络加快构

建，智能快件箱规模稳中有升，公共服务站达

到 16.1 万个。

“快递进村”进展喜人。截至 2021 年底，

行政村实现快递直投的比例超过 80%，苏浙

沪等地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共同配送、客

货邮融合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新增 15.5 万个

建制村实现邮快合作。

服务乡村振兴有力有效。2021 年，国家

邮政局持续深挖农村市场潜力，年内培育山

西吕梁杂粮、山东日照海鲜、河南信阳毛尖、

湖南怀化冰糖橙、重庆粉条等业务量超千万

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 40 个，累计

达到 100 个，全年农村地区收投快递包裹总

量 370 亿件，带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工业品

下乡进村超 1.85 万亿元。

“快递出海”实现突破。快递企业加快海

外仓建设布局，累计建成海外仓 240 个、面积

近 200 万平方米。

绿 色 转 型 持 续 推 进 。 2021 年 ，国 家 邮

政局深入开展重金属和特定物质超标包装

袋、过度包装和随意包装、塑料污染专项治

理。重金属与特定物质超标包装袋实现存

量 大 幅 消 减 ，过 度 包 装 和 随 意 包 装 得 到 初

步 遏 制 。 可 循 环 快 递 箱（盒）投 放 量 达 630
万 个 ，电 商 快 件 不 再 二 次 包 装 率 达 80.5% ，

新 增 3.6 万 个 设 置 包 装 废 弃 物 回 收 装 置 的

网点，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保有量突破 6
万台。

快递员合法权益保障不断加强。 2021
年，国家邮政局对重点品牌快递企业开展“一

对一”行政指导，明确工作要求，督导企业切

实加强快递员权益保障。武汉、深圳、西安等

地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取得突

破，安徽省市两级率先实现政策全覆盖。全

行业持续开展“快递从业青年服务月”等活

动，协调解决公租房廉租房 5068 套，新增爱

心 驿 站 3 万 余 家 ，为 快 递 员 免 费 体 检 义 诊

39.3 万人次。

新增就业20万人以上，支撑网络零售额接近11万亿元

2021年快递业务量预计达 1085亿件

1 月 6 日，江苏

省句容市下蜀镇，乡

村公路连接山林村

庄，汽车行驶在青山

与田野之间。近年

来，句容市加大农村

公路的建设力度，

为群众铺筑致富幸

福路，促进当地农产

品销售和生态旅游

发展。

杨志国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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