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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件附件载有根据知识产权与社会经济发展项目二期（CDIP/14/7）开展的中美洲和多米尼加

共和国知识产权制度运用情况研究的摘要。 

2. 研究报告（http://www.wipo.int/econ_stat/en/economics/studies/）原文为西班牙文，是经

产权组织秘书处协调，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的政府合作编制的。 

3. 请 CDIP 注意本文件附件中所载的

信息。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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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知识产权制度运用情况 

2015 年，中美洲各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参与发展与知识产权

委员会（CDIP）实施的知识产权与社会经济发展项目二期（CDIP/14/7）。 

背景介绍：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求加强地区一体化的政策，其中涉及商品和服务

贸易流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最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协定联合谈判。该地区还加强了知识产

权相关事宜的一体化和协调工作，其中涉及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加入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在此方

面，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负责知识产

权事务的部长们在第四届中美洲知识产权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他们决定支持启动经济分析工作，研究

知识产权运用与地区经济领域的商业流量之间的关系。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产权组织与中美洲各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府合作进行了一项地

区研究。本文件总结了这项研究的实施情况和主要成果。 

目 标 

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中美洲地区基于证据的知识产权（IP）政策制定工作。它努力回答了

两个主要问题： 

1. 该地区的知识产权制度运用有哪些特点？ 

2. 这种运用与国际贸易模式有何关系？ 

实证研究是在开发一种与该地区现有贸易和其他经济数据相关联的新型的知识产权单位记录数据

库并对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项研究还回应了对开发经济和统计工具的具体技术需求，目的是持续监测和评估知识产权、创

新和一般贸易政策，特别是最近制定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影响。 

协调与执行 

这项研究的实施工作要求该地区七个国家的政府机构与产权组织进行协调。产权组织经济学与统

计司（ESD）是技术协调中心，得到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局（LAC）的支持。中美洲各国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驻日内瓦使团以及各自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派代表参与了其中。 

方法设计 

这项研究的实施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i)建立一个知识产权与贸易统计综合数据库；(ii)知识

产权运用情况统计分析；以及，(iii)知识产权运用和贸易一体化情况实证分析。 

研究实施期间，分几个阶段对这三个部分进行了审查。来自日内瓦使团和各国知识产权局的国家

官员对这项研究工作尤其进行了多次审查。此外，各国联络人在这项研究实施期间还咨询了其他政府

机构。最后，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一名地区专家对最终研究报告进行了外部审查。 

建立知识产权和贸易统计数据库 

产权组织经济学与统计司与国家联络人合作，在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开发了第一个知识产权

统计数据库。新型的统计数据库汇总了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和版权注册的单位记

录著录项目信息。 



CDIP/20/INF/3 

附件第 2页 
 

 

它使人们可以深入分析该地区的知识产权运用情况。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描述了用这些新数据进行

的两项分析。不过，数据库也可以用于未来的调查工作，并且可以用来持续监测和评估知识产权、创

新和贸易政策的影响，而不仅限于现研究所开展的调研工作。 

知识产权运用情况统计分析 

产权组织经济学与统计司起草了中美洲各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知识产权运用情况的第一份报告。

分析工作主要依据了专门为这项地区研究创建的数据库。 

该报告采用描述性统计来分析该地区的知识产权运用情况。这种做法遵循了《世界知识产权指

标》（WIPI）或该 CDIP 项目（CDIP/5/7）一期的《巴西和智利国别研究》等类似出版物中使用的

方法。 

知识产权运用和贸易一体化情况评估 

产权组织经济学与统计司对该地区知识产权运用情况和贸易流量进行了首次分析。分析工作主要

依据了专门为这项地区研究创建的数据库和联合国 COMTRADE数据库中的国际贸易数据。 

该方法涉及用知识产权分类索引将来自该地区每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数据与双边贸易数据关联起

来，对贸易情况进行分析。通过结合这两个来源，可以计算出一套关于该地区知识产权运用和贸易情

况的关键指标。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指标可以让各行业跟踪该地区内部和外部的知识产

权运用情况和贸易流量。 

实施时间表和主要活动 

该地区的各国政府于 2015 年 7 月要求进行国别研究。在进行了可行性评估并与有关政府进一步磋

商后，产权组织经济学与统计司同意开展地区研究。 

研究工作于 2015 年 10 月在日内瓦与驻日内瓦使团和各国知识产权局的代表举行的启动会议上正

式开始。会议的目的是进行讨论并就研究的主要里程碑达成一致。 

研究工作开始后，主要活动是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各国家联络人协调获取知识产权数据、收集贸易

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2016 年 10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对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联

合审查。会议的目的是审查贸易数据的收集方法和初步结果，并帮助提高对共享缺失的知识产权数据

重要性的认识。 

研究中期审查之后的其余活动包括协调获取缺失的知识产权数据、完成研究工作、起草第一稿完

整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草案于 2017 年 4 月在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与所有国家知识产权局代表举行的

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介绍；随后在日内瓦与驻日内瓦使团的代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也作了介绍。这些会

议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并帮助扩大了研究结果的政策影响力。 

最终审查会议于 2017 年 6 月在日内瓦举行，各国于 2017 年 7 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第五届中美洲知

识产权部长级会议上批准了最终研究报告。世贸组织的一位外部专家对最终报告进行了审查。 

经验教训 

这项地区研究大体是按照设计时确定的初始范围和时间表来开展的。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了

各种挑战，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供将来的研究使用。挑战和相关问题将同这项研究的三个组成部

分一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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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知识产权与贸易统计综合数据库时，产权组织经济学与统计司面临了两大挑战。第一个挑

战涉及双边贸易的详细覆盖面。数据覆盖面对商品贸易流量来说清楚可见，但是对于服务贸易流量来

说，数据明显贫乏不足。第二个挑战涉及各国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数据库的不同情况。数据结构和完

整性各不相同，反映了有关程序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最为和谐一致的是各国的商标数

据库，其次是专利，然后是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最不相容的数据库涉及版权注册，所获数据

较少，数据结构也差异最大。数据结构的差异影响了数据的处理和协调工作，不过多数技术障碍最终

都可以得到解决。 

数据覆盖面和范围上的差异也影响了其它两个部分：知识产权运用情况统计分析和知识产权运用

和贸易一体化情况评估。根据现有的数据，改变分析的层次和范围，使挑战得到了缓解。但是，关于

这个议题的任何未来研究都很有可能还会面临同样的困难。 

最后，在知识产权运用和贸易一体化情况实证评估中出现了另一系列挑战。知识产权数据库与贸

易数据之间的协调方法因知识产权类型不同而颇为迥异。基于尼斯分类的商标数据更易于与贸易数据

相关联，而基于 IPC 分类的专利和实用新型数据与这些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较小。对于基于洛迦诺分类

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和版权注册，不存在与贸易数据的现成协调结果。对于这些知识产权形式，只能在

总体层面上对知识产权运用和贸易情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地区研究的经济统计结果摘要
1
 

上个世纪下半叶，中美洲各国为谋求更大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在监管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地区市

场相关性的加深是地区一体化的直接结果。该地区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仅次于与美利

坚合众国的贸易量。 

该地区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促使了它们与外部市场的融合。贸易集中在单一贸易伙伴国，意味

着宏观经济相互依赖，但也存在着风险和不平衡的情况。初级或低附加值产品的相对专业化使该地区

的经济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 

因此，制定旨在扩大地区市场、多样化贸易伙伴、提高贸易技术含量的公共政策，应成为该地区

共同行动的一项重点，其中包括制定支持自由贸易协定、保护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无形价值、促进技术

转让的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对各种知识产权进行分析，评估该地区国际贸易中涉及的所有经济活动和

产业，非常重要。 

知识产权运用情况 

这项研究详细探讨了有单位记录数据可用的各类知识产权。版权数据也包括在研究中，但由于数

据覆盖范围较不完整，结果没有说服力。 

(a) 专利：外国人一直在该地区寻求专利保护（95%），他们主要来自美国（50%）。该地区的

发明人很少运用专利制度。他们运用的几次，都是在国内或地区外寻求保护（主要是在美国），

而在该地区其他国家运用的却寥寥无几。 

(b) 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已经成为该地区发明人的一项选择，他们在实用新型申请总量中占了

61%。但其中 85%的情况，仍是寻求国内保护，几乎没有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运用。 

                                                
1
  研究报告全文见 http://www.wipo.int/econ_stat/en/economics/studies 

http://www.wipo.int/econ_stat/en/economics/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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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业品外观设计：外国人一直在该地区寻求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81%）。但是，工业品

外观设计的运用量远远低于专利。 

(d) 商标：商标保护是该地区运用最广泛的知识产权形式，其中国内运用（42%）与外国人运

用（51%）的水平大体相当。美国是该地区注册商标的主要来源国（33%）。该地区（不包括国内

运用）是该地区注册商标的第二大国外来源地（12%）。相反，该地区很少在美国运用商标保护

（<2%）。从来源该地区的商标来看，在美国寻求保护的商标与在该地区寻求保护的商标（不包

括国内商标）之比例为 1比 9（或<10%）。 

贸易和知识产权 

该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与国民和外国人运用商标、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

的程度有所增加相符。但是，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增加运用知识产权的速度远远高于该地区的

国家，特别是对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运用。 

该地区的地区贸易总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商品的专业化程度，与在该地区很少运用专利和工业品外

观设计保护形成了反差。实用新型主要用于国内，因此对外国人的商业战略，包括在该地区的商业战

略，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 

相反，该地区的商标运用情况与国际贸易演变趋势相似。贸易量的增加与该地区的商标运用量成

比例增加相关。与所观察到的从该地区外进口方面的关联度相比，该地区的商标运用情况与贸易之间

的关联度甚至更为明显。 

结束语 

知识产权运用和贸易情况的分析表明，该地区可以制定政策，促进加强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支持

商业战略。 

不同的贸易伙伴运用每一种知识产权的方式和力度大相径庭。为什么该地区很少运用专利和外观

设计来保护创新？该地区可以怎样运用商标来深化该地区的商业联系？这些都是将来有待回答的相关

问题。 

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知识产权只是决策者工具箱中诸多工具中的一种。知识产权的政策制定

尤其须与创新、竞争力和贸易促进方面的政策制定保持一致。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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