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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件的附件中载有关于南非创新、知识产权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摘要，这项研究是在发展与

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于 2011 年 11 月举行的第八届会议上批准的“知识产权与非正规经济项目”

(CDIP/8/3)的框架内开展的。 

2. 请 CDIP 注意本文件附件中所载的

信息。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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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尽管南非对非洲的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国的经济发展仍受其缺乏解决种族

隔离历史遗留问题和消除持续不平等的能力所限。南非目前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贫富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恶化。在以尤其是年轻人在正规行业的失业率高居不下为特点的经济环境

中，非正规经济继续对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创收机会。国家的未来转型与该国将“首要”(正规)经济

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与“次要”(主要是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关联起来的能力相关。 

本报告重点讲述家居及个人护理产品的非正规生产情况，借此探索非正规经济中的创新活动以及

知识产权在这种背景下的作用。本研究涉及的生产产品系列属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代码 2424——“生

产肥皂和洗涤剂、清洁剂和抛光剂、香水及盥洗用品”
1
，包括化妆品、香水、润肤膏、护发用品、清

洁剂、清洗制品等产品。 

本报告认为，南非非正规经济的现状及其继续发展须在南非的特殊政治历史中来理解，因为后者

塑造了形成当今非正规经济的条件。 

方  法 

本研究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审查围绕家居及个人护理产品生产进行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并对这

些活动作为非正规厂商可以经营其中的一种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进行探索。本研

究根据这些活动分析创新体系，确定关键参与者，包括家居及个人护理产品生产链(包括正规和非正规

供应商、分销商或零售商)，以及一系列教育和培训机构、资助机构、政府和监管机构、知识和技术转

让组织、行业代表机构，并与这些组织机构的关键知情人进行了非结构化面谈。 

此外，还抽取了 25 家来自南非两个省(豪登省和东开普省)的直接从事家居及个人护理产品生产的

非正规厂商样本，对其进行了结构化面谈。分析框架是加纳、肯尼亚和南非三个案例研究的共同框架，

是 2012 年 11 月在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创新经济研究所(IERI)的一个讲习班上商定的，在概念性研究中

对其给予了总结(de Beer et al，2013 年)
2
。 

主要调查结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正规性和非正规性均是同一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往往不可分割，正规程度

各异的参与者彼此互相影响、竞争，并交流知识、技能、产品和服务。 

行业概况：南非的家居及个人护理行业由少数大型正规企业(既有外国跨国公司，也有国内大型企

业)主宰。然而，该行业也有许多微型企业，其中一些企业是非正规经营，致力于生产乳液、香水、化

妆品、肥皂、洗涤剂等，针对的是非常具体的细分市场——特别是追求低成本产品和小尺寸产品的低

收入消费者。需求高度分散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目前的经济低迷，增加了南非对低成本的家居及

个人护理产品的需求，从而为微型非正规厂商创造了机会。 

生产价值链：家居及个人护理产品的非正规厂商在一个生产链内运营，他们既与包装和原材料(如

蜡、酒精、天然油脂及提取物、甘油等)的正规和非正规供应商相关联，也与正规和非正规的零售和分

                                                      
1
 联合国统计司，解释性说明见：https://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asp?Cl=17&Co=2424&Lg=1 
2
 概念性研究见：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32525 

https://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asp?Cl=17&Co=2424&Lg=1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3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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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渠道联姻。本报告强调指出，如果我们要探索非正规经济中的知识传播和知识独占机制，则需了解

这个价值链，这非常重要。 

创新：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厂商经常对产品进行渐进式创新，方法是对配方和包装进行显著改

进。这些创新被认为是实现产品差异化、触及更广泛的客户群的重要手段(如在包装上使用部落图案，

吸引特定客户；根据已知的自然疗法，增加化妆品产品的治疗功效；更换原料，满足对更多“自然”

产品的需求等)。虽然并不多见，但是还是存在渐进式工艺创新，如在生产工艺中引入质量控制机制、

购买现代化设备(如电搅拌机、压接机等)——某些情况下，也允许对商业模式进行重大变革——例如，

允许批量生产和再销售，而不是依赖于把单位产品销售给个人。 

知识来源：样本中非正规厂商的受教育程度相当高，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都接受过某类高等教育。

然而，教育和知识不足还是被报道为阻挠进一步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非正规厂商从多种来源获得知

识并加强学习。供应商和正规技术转让机构被认为是有助于创新的主要知识来源。不过，知识的非正

式来源，如通过操作/实验、自我训练加强学习，以及微型厂商彼此之间相互学习，似乎同样重要。此

外，非正式培训、学徒和将知识传递给社区中的其他人往往带有一种对非正规厂商生产经营所在社区

的责任和义务感。 

创新体系：非正规厂商的创新活动影响着并受周围一系列参与者的影响。换句话说，创新具有系

统性，因此，了解产生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背景至关重要。非正规厂商的周遭

体系塑造着可用的技能和能力的结构，影响着创新的传播和使用速度。本报告确定了一些关键的参与

者，包括教育和培训机构、资助和支持机构、政府机构、技术转让机构、行业代表机构——即与正规

机构(正式规则与法规)相关联的正规组织。此外，还须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因为它不仅在作为一种

需求来源方面，而且也在设立“非正规制度”，引导非正规企业家做出诸多决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能够与更广泛的创新体系相关联的非正规厂商可能更会在创新努力方面获得成功。 

知识独占机制：非正规厂商对知识独占的关注经常与其对尤其是经营所在地区的竞争激烈情况的

认知程度相对应。大部分调查对象都以某种方式保护他们的想法。选择性共享信息、保密、职责分工

以及管理客户关系是其中一些最常用的方法，而对专利或商标等知识独占正式机制的使用则微乎其微。

值得一提的是，家居及个人护理产品非正规厂商注意到开放性转让想法所带来的好处，但他们对可以

满足其需求的知识独占机制往往一无所知。其他方面的经验(Essegbey et al，2013 年；Bull et al，

2013 年)表明，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得到中介代理或诸如包括非正规厂商在内的半正规行业协

会等知识经纪人的协助。 

政策影响：南非广泛的政策构想认识到，非正规经济活动对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和包容性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认识体现在引导国家和各省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多个政策战略上。现已出现

了数种有助于提高就业的努力，如促进创业、向微型企业提供各种支持——如财政支持、培训和技术

转让。虽然其中一些举措对非正规企业产生了影响，但是在明确针对非正规经济中的创新者的需求制

定各项计划，或将非正规经济中产生的创新与更广泛的创新体系连接在一起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之

处。本报告认为，消除不平等、避免频繁出现的失业带来社会和经济风险，需要当地的所有创造能力

发挥作用。创新政策与知识产权的包容性方法应当与非正规经济中产生的创新建立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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