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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产业与城市融合进程中的专利布局与优化
包红梅

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内蒙古自治区，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及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国家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加快以及地区间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该区域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城镇化建设方面遇到了不少难题。因此，促进产业与城市
的有机结合成为了当前阶段提升地方经济质量的关键策略之一。本文将重点考察内蒙古如何规划实施这一融合过程，并深入研究
其专利布局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加速专利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有效方法，旨在为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参考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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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日
益增强，专利作为其关键组成部分，在评估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实力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内蒙古自治区在专利申请及授权方面取得了
显著进展，然而，相较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
该区域在专利布局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
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通过在产业升级与城
镇化进程中加强专利策略优化，能够极大地提升
技术创新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从而为实现更加稳
健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本研究致力于探索
内蒙古如何在此过程中实施有效的专利布局改进
措施，旨在为其推进更高层次的产城融合发展提
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南。

一、内蒙古地区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规划

（一）产业结构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内蒙古地区的产业

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然而，这一过程

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在该地区占据重要
地位的传统资源型产业，包括煤炭开采与金属矿
产开发等领域，它们虽然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巨
大，但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对环境的影响问题
正变得越来越严重。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于绿色低
碳发展模式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过度依赖自然资
源的开发不仅加剧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也给
地方经济带来了长远视角下资源枯竭的风险。因
此，迫切需要加速推进这些传统产业向更高层次
转型的步伐，利用技术创新手段来提高资源使用
效率，并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二）城市化发展进程
内蒙古自治区的城市化进程展现出了显著的

加速趋势，这一变化与该地区经济的增长、人
口分布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紧密相
关。城市化水平因此得到了稳步提升。根据官方
发布的统计数据，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化比例已从
早先低于 40% 跃升至当前超过 60%，这标志着其
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内蒙古地区的城
市发展主要集中在那些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城市
上，这类城市的经济活动依赖于传统行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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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快速集中。然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这种单一依靠资源开发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暴露
出其内在缺陷，给地方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加剧、
交通压力增大以及公共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面
对这些挑战，内蒙古开始更加注重规划工作的科
学性和前瞻性，致力于构建既适宜居住又能长期
发展的城市空间。

二、内蒙古地区产业与城市融合进程中的专
利布局现状

（一）专利数量
内蒙古地区的专利布局在促进产业与城市一

体化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最新数据显示，从
2024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该地区共授予了 17,220
项专利，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 19.25%。这一显
著的增长趋势揭示了该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特
别是在发明专利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授权数量
达到 2,789 件，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28.70%，这
标志着内蒙古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持续进展。对
不同类型专利授权情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用
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构成了主要部分。其中，实
用新型专利的数量为 13,442 件，比去年同阶段增
长了 22.13%，反映了当地在技术应用及改进方面
的积极努力。相比之下，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数
量则减少了 21.94%，截至 2024 年 8 月底，整个
自治区累积获得的专利授权总数达到了 173,462
件。表 1 总结了 2024 年前八个月各类别专利的
具体授权数目及其变化率。
表 1 2024 年 1 月 -2024 年 8 月全区三类专利授权量及增长情况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合计授权量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8 月
2167 11006 1267 14440

2024 年 1
月 -2024 年 8 月

2789 13442 989 17220

同比增长 28.70% 22.13% -21.94% 19.25%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到 2024 年 8 月底为止，内蒙古自治区的专
利授权总量已经累积至 173,462 件。这一成就不
仅反映了该地区在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所付出的长期努力，同时也为当地产业向更高层
次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表 2 展示了从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全区范围内专利权
人的专利授权数量及其增长状况
表 2 2024 年 1 月 -2024 年 8 月全区专利权人专利授权量及增长

情况

职务发明 非职务发明 合计授权量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8 月 11869 2571 14440
2024 年 1 月 -2024 年 8 月 14894 2326 17220

同比增长 25.49% -9.53% 19.25%

（二）专利类型
统计表明，与作业及运输（B 类）以及人类

基本需求相关（A 类）的专利批准比例达到了
50.30%，这反映出内蒙古自治区的产业布局仍旧
侧重于传统行业，但同时也显现出向现代化产业
升级的趋势。

在发明专利领域，B 类（作业；运输）和 C
类（化学；冶金）技术的授权专利数量占据了总
量的 48.44%，这进一步证实了内蒙古地区对于物
流及化工冶金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同时，在实用
新型专利方面，也主要集中在 B 类和 A 类技术领
域，体现出对实际应用与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方面
的关注。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授权的
专业技术（IPC）数据详情见表 3 所示。表 3 展
示了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授权专利的
专业技术（IPC）数据
表 3 2024 年 1 月 -2024 年 8 月授权专利专业技术（IPC）数据

表

技术领域
发明专利授

权量
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量
合计授权量

A 人类生活必需品 452 2304 2756
B 作业；运输 681 4728 5409
C 化学；冶金 670 760 1430
D 纺织；造纸 13 66 79
E 固定建筑物 141 1579 1720
F 机械工程 160 1578 1738

G 物理 482 1538 2020
H 电学 190 889 1079
合计 2789 13442 16231

从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视角来看，职务
发明的授权数量达到了 14,894 件，相比上一年度
增长了 25.49%；与此同时，非职务发明的数量为
2,326 件，较之前减少了 9.53%。这一现象表明，
在企业及科研机构之间日益增强的合作关系下，
针对职务发明所设立的激励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技
术创新活动的发展。

（三）专利布局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在专利申请量方面展

现出上升的趋势。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该地区的
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几个特定领域：

在能源及环境保护技术领域，鉴于内蒙古地
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相关研究多聚焦于
煤炭的清洁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农业与生物技术领域着重于现代农业的技术
革新，涵盖诸如高效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控制等
领域的专利技术。

机械制造：包括矿山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
相关专利。

专利布局呈现出城市与产业相结合的特点：
作为自治区的行政中心，呼和浩特展现了较强的
技术创新能力，其专利申请数量领先于其他地区，
尤其在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领域表现突出。包
头凭借其重工业基础，相关机械和能源技术的专
利申请较多。鄂尔多斯地区，得益于其丰富的煤
炭资源，近年来在能源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
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

内蒙古地区的专利申请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技术领域内的高度集中现象显著：少数大型

企业及研究机构在特定技术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使得大部分专利权集中在这些少数实体手中。

创新实力有限：中小型企业于专利申请和技
术革新方面表现较弱，系统化的研究与开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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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足。
在城市融合进程中，企业与高等院校及科研

单位之间的协作日益密切，这种伙伴关系促进了
科技成果的转化，并加速了知识产权的形成。

三、内蒙古地区产业与城市融合进程中的专
利布局优化策略

（一）落实区域性专利发展规划
内蒙古地区的专利布局优化应当基于区域性

专利发展战略，以保证专利申请与授权能够有效
地支持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首要任务是确立关
键行业和技术领域，这需要紧密结合内蒙古的自
然资源优势及产业特色，特别是对新能源、农业
科技、环境保护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扶持。
这些领域不仅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也紧密关联
着地方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通过集中投入资源
和政策激励措施，可以促进相关技术领域的创新
活动，进而构建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专利组合。

在制定和执行专利策略的过程中，建立一个
能够实时监测专利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变动的动
态机制至关重要。这样的体系可以帮助政府和企
业快速调整其专利布局，保证它们与市场和技术
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另外，还应该构建起一套
专利评估和风险预警系统，以及时发现可能存在
的专利风险以及市场竞争中的潜在威胁，从而助
力企业更加合理地分配资源，减少不必要的专利
投入。为了进一步促进专利申请活动，特别是针
对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
策，并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支持。此举不仅能够
激励更多企业积极参与到专利申请中来，还能增
强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通过有效实施区域性的
专利发展计划，内蒙古有望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和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进而促进产业与城市的紧
密结合与发展。

（二）加强产学研合作
首先，通过加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与企业

间的密切协作，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研究成果的
商业化。高校和科研单位掌握了大量的科研资源
和技术专长，而企业则擅长于市场化的运营。建
立共同的研发中心或技术转移平台，不仅有助于
技术信息的交流共享，还能加速科研成果向实用
产品的转化过程，进而提高专利申请的数量及质
量。

此外，政府应当主动促进产业界、学术界与
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并为此提供必要的政策扶
持及财政援助。一个可行的措施是创建专门的资
金池来资助这些合作项目的开展，同时鼓励企业
与高等教育机构共同申请科学研究项目和专利
权。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
还能够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提升它们在市场上
的竞争地位。

（三）推动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
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旨在为当地企业与科

研机构提供全面的知识产权服务，涵盖专利申请、
维护、咨询服务以及权益保护等方面，从而促进

区域内整体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区域
性的信息枢纽，该中心应当整合区域内包括专利、
商标及版权在内的各类知识产权信息，向企业提
供便捷的信息查询与检索功能。通过构建这样一
个平台，企业可以更加高效地掌握行业内的最新
专利动态和市场发展趋势，为其技术创新方向和
技术布局策略提供重要参考。此外，中心还能够
为企业提供专业的专利分析服务，帮助它们评估
自身技术的创新性和市场潜力，进而强化其在知
识产权领域的竞争优势。

（四）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激励机制优化
合理的激励措施不仅能够增强企业和研究机

构的创新动力，还能加速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
为此，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
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专利申请活动。
比如，对于首次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政府部门
可以考虑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或是直接减免相关
费用，以此减轻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财务负担。
此类直接性的经济刺激手段有助于激发企业对专
利申请的兴趣，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及产业转型。

四、结语

总结而言，内蒙古区域产业与城市一体化发
展过程中实施有效的专利策略对于推动地方经济
的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通过制定并执行地区性
的专利发展战略，该地区应当确定优先发展的行
业领域，合理分配资源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
与此同时，强化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与企业间的
协作关系，借助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来加
速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过程，从而增加专
利申请的数量和改善其质量。建设自治区级知识
产权服务中心能够为当地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支持，并增强区域内对法律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有效保障创新活动的成果不被侵犯。此外，还需
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比如通过财政资助或税收
优惠等手段鼓励更多企业和科研组织积极参与到
专利申请活动中来，进而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
上述措施相互配合，将有助于内蒙古在技术革新
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国家整体
战略布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晓 . 福建省光伏发电并网技术专利布局与优化对策 [J].

海峡科学 ,2023,(12):57-60.
[2] 彭 娟 . 重 点 企 业 智 能 高 铁 领 域 专 利 布 局 对 比 分 析

[D].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2022.DOI:10.27005/d.cnki.
gdzku.2022.002961. 

[3] 刘 裕 茵 . 传 统 制 造 企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专 利 布 局 研 究
[D].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2021.DOI:10.27005/d.cnki.
gdzku.2021.005196. 

[4] 蒋文蹊 . 我国工业机器人技术专利布局及创新策略研
究 [D].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2020.DOI:10.27753/d.cnki.
gcqgx.2020.000214. 

[5]栾博杨.基于诉讼专利的专利质量评价及专利布局研究[D].
北京工业大学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