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产权保护与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

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经历了“开发区＋经济特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更

加自由开放的临港新片区，其发展方向是打造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相协同的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结合上海案例，本文认为在我国外部经

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下，需要大力吸引跨国企业，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稳住我国外贸外资

基本盘；需要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发挥好上海浦东的引领作用；积极应对知识产权

争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来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提升营商环境，
重点谋划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推动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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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浦东开发开放三阶段及其发展新方向

（一）第一阶段浦东开发开放：开发区＋经济特区

１９９０年１月，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设想；１９９１年２月，邓小平

视察上海时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

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 和 长 江 流 域 的 问 题”。① “上 海 的 开 发 可 以 面 向 全 世 界。”②可

见，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已对浦东开发开放寄予了面

向全球化、引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殷切期望。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实行浦东地区开发开放政策，在上海浦东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当年５月１日，上

海市政府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据此，浦东开发开放第一阶段，
是享有优惠政策洼地的。这些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浦东新区乃至上海对外经贸的全面大发展。

（二）第二阶段浦东开发开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位于浦东新区之内，面积２８．７８平方

公里；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８日，上海自贸试验区面积扩展至１２０．７２平方公里。２０１５年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世界自由贸易区联合会成员。这推动了浦东开发开放进入第二阶段，拓展对

外贸易自由化、双向投资便利化。但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重在探索和积累向全国可复制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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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并没有享有优惠政策洼地。尽管如此，以自贸试验区为标志的第二阶

段浦东开发开放仍产生了巨大的放大溢出效应。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上海全市ＧＤＰ为３２　６７９．８７亿

元，其中，浦东新区ＧＤＰ为１０　４６０．０９亿元，已占到上海市的３２％。这意味着要想发挥好上海引

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就必须推动浦东新区的大发展。
（三）第三阶段浦东开发开放：临港新片区

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设立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８月２０日临港新片区正式施行。临港新片区将努力成

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企业

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

要试验田。临港新片区出台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包括“支持国内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科技‘小巨人’培育、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标准制定”等。在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设

立新片区专窗，加快重点领域专利审查速度。由此，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第三阶段。在适用

自贸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础上，支持新片区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

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新片区代表着制度创新，是深化改

革开放的再升级。
（四）浦东开发开放发展新方向：打造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相协同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

产权创造、保护、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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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将努力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

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由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上海特别

是浦东新区的改革开放再出发将走向何方？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上海发布了“上海扩大开放１００条”。其中，第三个方面是 建 设 开 放 共

享、内外联动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高地，主要是“加强司法保护为主导、行政保护协同的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严 格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保 护，依 法 适 用 侵 犯 知 识 产 权 惩 罚 性 赔 偿 法 律 规 定”③等。

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新设立的上

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将在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辟新片区窗口，加快对先进制造业的

专利审查速度等。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银发〔２０２０〕４６号）正式发布。据此，随着对外对内开放型经济的深

度发展，双向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浦东开发开放再出发、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都

内生地需要保护创新，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发展新方向是打造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相协同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二、外部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打造知识产权

保护新高地，发挥好上海浦东引领作用

　　（一）持续性中美贸易摩擦源于知识产权争端，使得中国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将根据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３０１条款，
在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对中国发起“３０１调查”。根据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美国贸

易代表处（ＵＳＴＲ）发布的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６００亿美元商

品加征关税。４月３日，ＵＳＴＲ发布将于７月６日对中国输美的５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２５％的关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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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４月４日，中国宣 布 反 制 措 施。由 此，中 美 新 一 轮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争 端 引 发 了 一 场“中 美 贸

易战”。
经过两年多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以及期间进行的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和两次中美元

首会晤之后，虽然中美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了一致，并在２０２０年１
月１５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但是美国特朗普政

府孤注一掷地追求“美国利益优先”战略，不断加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使得中国面临的

外部经贸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２０２０年３月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多次将美方自身抗疫

不力“甩锅”给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且美国通过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断加强专

门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由此，我国面临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执行的外部经贸

环境正变得越来越苛刻严峻。在此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再创辉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特别是加大、加强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改革和制度创新。

现实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稳外贸稳外资的重心仍是五个经济体：欧盟、美 国、
东盟、日本和韩国，可能中美经贸摩擦后五个经济体的排序会有所变化。为应对深刻变化的外

贸环境，更好地稳住我国外贸外资的基本盘，我国需要把跨国企业留下来，大力吸引跨国企业投

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同时，由于民营企业在我国稳外贸

方面贡献突出，需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进一步为其降成本，理顺要素市场配置，加强生产要素

市场有效流动。此外，需要加大对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力度并扩大领域；加强金融创新，开发一

些对冲疫情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如开辟订单险、远期合约等，帮助出口企业规避风险；疫情下

加快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借助互联网平台信息对称性，来帮助所在省域的企业去找

市场，把供给端和需求端对接起来，以期缓解严峻的外部经贸环境冲击。
（二）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发挥好上海浦东的引领作用

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全球经济面临下 行 压 力，如 何 保 持 经 济 持 续 增 长 变 得 愈 发 重 要。

Ｇｏｔｏ（２０１１）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吸引投资、提高技术能力、构建行业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

重要路径。④ Ｂｌａｎｋ（２０１６）更是认为创新对经济增长 至 关重 要。⑤ 鉴于融入市场一体化和增强

创新对经济增长颇为重要，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

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１１月２４日，《关

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

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
与此同时，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上海发布“上海扩大开放１００条”。其中，建设开放共享、内外

联动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旨在强化司法和行政“双保护”，提高保护有效性；严厉打击知

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提升知识产权海外维权能力；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打造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上海出台的《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

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版权服务中心、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

台的作用，打造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地”。８月６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

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提出临港新片区“加强与长三角协同创新发展”“带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

开放”。１２月３１日，《上海法院服务保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的实施意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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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提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积极运用惩罚性赔偿，加大对恶意侵权行为、
重复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各类知识产权服务与评估机构积极开发构建

专利价值评估模型或工具，促进知识产权交易和流转”。这些都为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推
动浦东开发开放再出发，进而推动上海全面开放、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性

指引和助推剂。

三、积极应对知识产权争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

为积极应对知识产权争端诱发的国际贸易摩擦新形势，我国大力提升营商环境变得尤为重

要。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继续优化营商

环境”。１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１１月２４日，《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

见》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将知识产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党委和

政府绩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据此，积极减少知识产权摩擦争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营商环境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

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标准，上海正大力提升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其“五个中心”和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龙头的作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世界银行发布《营商环境报告２０１９》，中国大陆排

名一次性提升了３２位，位列世界第４６位。这其中占５５％评估权重的上海在中国大幅上升的评

价得分中成绩显著。尽管如此，我国在办理施工许可证、纳税上仍需要改善；在获得信贷、跨境

贸易、保护少数投资者、办理破产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改善。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世界银行发布

了《营商环境报告２０２０》，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刷新，从上一年第４６位跃升至第３１位。
但是，中国在纳税（排名第１０５）、获得信贷（排名第８０）和跨境贸易（排名第５６）等领域仍显得落

后。⑦ 对此，国家和上海都需要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标准，花大力气着手解决企业纳税、获得

信贷、跨境贸易等问题上的短板，通过重点降低企业总税收和缴费率，改善报税后流程管理等来

降低企业成本。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上海市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行动方案》，提出实现审批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
日，上海发布了《着力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加 快 构 建 开 放 型 经 济 新 体 制 行 动 方 案》，使 得９０％的 事 项

“只跑一次”“一次办成”，这大大地节约了内外资企业投资上海的营商成本。９月２７日，《上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备忘录》提出二

十项措施来优化营商环境。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

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优质金融营商环境”。据此，上海

正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标准，积极补短板、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积极开展对外有效的贸

易和投资，增强本地国内外投资，将“中国制造”更好对接“全球生产”，积极发挥出上海作为“五

个中心”的动力和引领者作用，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

四、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提升营商环境，推动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上海发布了“行动方案”，提出“创造一流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

０３

⑥

⑦

沈国兵．信任缺失、认识误区与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立场和举措［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７（０１）：５
１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２０：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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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赋予浦东新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支持浦东新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标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长三角一体化改革创新项

目落地浦东新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

出，“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 法 律 体 系，大 力 强 化 相 关 执 法，增 强 知 识 产 权 民 事 和 刑 事 司 法 保 护 力

度”。据此，上海需要借力连续举办进博会的制度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制度创新，实施出口拉动进口、进口促进出口的策略；需要借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

心的聚合力，吸引高质量的企业投资上海，进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如吸引谷歌无人

驾驶落户上海、国泰世华银行在上海设立外资分行等。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３日，科创板在上海正式开

板，将形成以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主导产业领头的一大批先进制造业入驻上海，促

进长三角乃至中国行业企业更好地对接国际先进制造业，进而发挥上海龙头作用，带动长三角

区域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上海需要借力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上海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结合上海海纳百川

的要素禀赋，增强两类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来提升上海的营商环境。具体而言，需要通过临港新

片区制度创新来推动全面对外开放，积极欢迎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维护好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花大力气吸引跨国企业入驻中国、留在中国；需要坚持战略协同，促

进长三角一体化协调发展，包括深化区域物流标准化、农产品一体化、供应链合作对接一体化，
推进区域市场监管协作一体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抓住国家赋予的提升临港

新片区更大的制度创新能级，改善和提升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制度创新，吸引高质

量内外资企业入驻自贸区投资，以便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上海引领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五、重点谋划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推动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期间，上海需要重点谋划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主

体，以物理空间上的浦东和浦西自贸试验区建设和虚拟空间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

建设为两翼，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更大限度地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鼓励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上海拓展贸易、研发、结算和资金管理中心等功能，提升上海内外资投资的

放大溢出效应。⑧ 借助连续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金融开放新高地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以及科创板等，促进金融、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 制 度 创 新，充 分 发 挥 好 上 海 作 为

“五个中心”的引领者和长三角龙头作用，把长三角一体化打造成一个面向全球的系统产业链，
进而推动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１３

⑧ 沈国兵．以提升营商环境为抓手，推动上海内外资高质量发展［ＥＢ／ＯＬ］．（２０１９　０７　３１）．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ｓ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ｉｄ＝１６６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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