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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新与治理季报》定位和目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持续加剧，全球创新合作与经贸治理格局同步发生深刻变化。为了在

百年变革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中国必须聚焦全球创新前沿和经济主

战场，提升在全球创新与治理中的话语权。为此，实验室每季度发布

《全球创新与治理季报》，旨在通过全面的动态监测与数据分析，呈

现全球创新与治理的最新趋势，评估宏观环境变化对全球创新与治理

的影响，探寻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深化全球创新与治理的定位与策略，

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参考与启示。

全球创新与治理实验室简介

全球创新与治理实验室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点培育的科研实

验室，于 2024年 7月正式获批。实验室依托教育部战略基地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的平台优势，紧跟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发底层数据指标体系，力争搭建高水平

开放和全球治理领域“学术+智库”型数据要素综合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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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新与治理概况

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虽然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但地缘政

治局势的复杂性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仍带来全球创新与治理的严

峻挑战，并在不同领域、不同经济体之间呈现明显分化态势。

国际专利申请区域分化加剧，创新格局重构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 PCT

国际专利申请总量为 69,021 件，同比增长 5.04%，但区域分化明显。

北美洲、欧洲和非洲的申请量下降，而亚洲继续保持增长，尤其是中

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表现亮眼。数字通信技术快速发展，超越计算

机技术成为全球创新合作的新高地。中国、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的技术路线继续分化，区域创新差异进一步加剧。

货物贸易温和复苏，亚洲成为增长引擎

全球货物贸易在 2024 年第三季度呈现回暖态势，主要国家进出

口同比增长率普遍上升。中国、墨西哥、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增长显著，

而欧洲经济体如德国、法国和英国仍显疲软。亚洲地区凭借其强劲的

出口表现，继续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预计未来仍将

发挥关键作用。

服务贸易明显回暖，跨境旅游推动增长

全球服务贸易在 2024 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 3.38%，主要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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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旅游的复苏以及文化和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18.58%，其中建设领域增幅最大（56.20%），个人、文

化和娱乐服务也呈现显著增长。美国、英国和德国仍是全球服务贸易

的主要参与者，但在中国由跨境旅游推动的服务贸易增长态势则更为

显著，带动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治理主体多元化态势延续，绿色能源创新成焦点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和创新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印度

等国家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同时，绿色能源

创新成为全球焦点，太阳能、风能和氢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

强。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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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全球创新合作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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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创新合作环境趋于复杂，国际专利申请放缓

1.全球创新区域分化加剧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最新数据，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共受理《专

利合作条约》（PCT）体系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 69021 件，较上年同

期增加 5.04%。如图 1所示，逆全球化对全球创新的影响逐渐显现，

尽管全球总量回升，但区域分化加剧。除亚洲外，北美洲、欧洲和非

洲等地区今年第三季度的申请数量明显下降，而在创新能力较为薄弱

的大洋洲和南美洲，2024 年第三季度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率分别为-4.48%和 7.80%，反映出全球创新格局缓慢重构的趋势。

图 1 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 PCT 专利申请分布情况

2024 年第三季度，PCT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分别

为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印度、英国、瑞士以及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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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其中，中国、美国以及日本三国的申请数量之和接近全球总量的

2/3，整体格局与上年同期基本一致，中美日仍然是全球创新合作最

活跃的地区。从同比增速来看，中国、英国、印度等国的表现尤为亮

眼，相较于上年同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 16.19%、20.57%和

250.58%，呈现出逆势增长的强劲态势（表 1、图 2）。

表 1 2023 年和 2024 年第三季度主要国家 PCT 国际专利申请情况

2023 年 2024 年 第三季度

同比增长率7 月 8 月 9 月 7 月 8 月 9月

中国 4669 5517 6307 5954 6659 6551 16.19%

美国 4198 4608 4988 4167 4614 4474 -3.91%

日本 3629 4172 3901 3914 4121 3795 1.09%

韩国 1918 1894 2114 2192 1989 1927 3.07%

德国 1416 1396 1603 1516 1255 1458 -4.21%

法国 691 373 654 750 392 695 6.93%

印度 178 200 229 561 439 521 150.58%

英国 437 440 447 541 442 481 10.57%

瑞士 405 403 466 474 398 422 1.57%

荷兰 345 322 327 409 344 321 8.05%

全球 20348 21704 23656 23062 22848 23111 5.04%

中国占比 22.95% 25.42% 26.66% 25.82% 29.14% 28.35%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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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国家 2023 年和 2024 年第三季度 PCT 专利申请情况

表 2 2023 年和 2024 年第三季度主要国家受理 PCT 国际专利申请情况

2023 年 2024 年 第三季度

同比增长率7 月 8 月 9 月 7 月 8 月 9月

中国 17618 5006 5922 6,271 7,112 6,952 15.42%

美国 13176 4049 4440 4,020 4,349 4,283 -3.98%

日本 11283 3496 4017 3,792 3,986 3,634 1.14%

欧洲专利局 9173 3146 2795 3,388 2,647 3,169 0.34%

韩国 5903 1908 1879 2,182 1,977 1,914 2.88%

印度 255 96 87 420 157 328 254.90%

英国 796 287 241 329 244 240 2.14%

加拿大 404 125 132 131 131 156 3.47%

法国 485 204 92 174 78 127 -21.86%

土耳其 424 125 142 161 113 103 -11.08%

全球 20348 21704 23656 23,062 22,848 23,111 5.04%

中国占比 24.60% 27.29% 28.28% 27.19% 31.13% 30.08% 9.88%

各国受理 PCT 国际专利申请的情况也呈现出了类似趋势。2024

年第三季度，世界五大专利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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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和韩国知识产权局）中，除去部分转型

国家表现出逆势上涨，大部分国家仍然出现不同幅度的下滑。值得一

提的是，韩国知识产权局的资料显示，韩国通过半导体与数字通信领

域的发展推动整体专利申请加速，分别增长 7.2%与 6.5%，整体增速

达 3.07%。

2.全球创新合作聚焦数字经济

从全球专利申请趋势来看，数字通信领域PCT申请量达7,823件，

连续两季度超越计算机技术，成为全球创新首要领域。2024 年第三

季度，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领域分别为：数字通信（18989

件）、计算机技术（17283 件）、电机和能源设备（15619 件）、医

疗技术（11348 件）、测量（8075 件）、药品（8049 件）、运输（7110

件）、生物科技（6437 件）、音像技术（6096 件）、半导体（5862

件）。整体来看，PCT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与上年同期接近，聚焦于数

字经济、生物医药以及先进制造行业的态势延续，但是部分领域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滑（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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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领域 PCT 专利申请情况

3.中日韩在半导体供应链领域互补性强

中国、美国以及日本作为全球创新合作中的核心经济体，技术路

线各有侧重。中国正在加速数字通信等领域的全球创新，2024 年第

三季度的 PCT 申请数量同比增长 16.19%，带动了全球数字通信领域

的发展。此外，作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另一个重要赛道，中国聚焦数字

通信（占比 32%）与实体经济（电机设备占比 28%），在视听技术领

域的增长态势同样较为显著，在电机和能源设备等实体经济领域也继

续保持比较优势，

对比来看，美国继续深化在仪器仪表和医疗技术等领域的竞争优

势，但在半导体、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 PCT 申请量同比下滑，这可能

是因为美国受限于半导体领域对华的出口管制。此外，需要注意到，

半导体和生物技术作为我国供应链和创新链的薄弱环节，正是日本近

年来加速突破的重点领域。中日韩在半导体供应链领域互补性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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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全面生效的背景下，我国或可以探索与日本在

相关领域加强全球创新合作。

图 4 主要国家在各领域的 PCT 专利申请情况（同比增长率）

（二）全球知识产权体系遇冷，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1.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双遇冷，面临结构性挑战

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总量为 15303

件，同比微降 0.50%。其中，主要经济体表现分化：美国申请量同比

下降6.13%，欧盟下降7.24%，英国下降2.48%；而中国逆势增长10.09%，

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球其他经济体虽小幅增长

2.15%，但总量仍处于低位。通过海牙体系提交的外观设计国际申请

量降幅更为显著，全球总量同比下降 22.79%。美国和欧盟分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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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4%和 46.03%，非主要经济体降幅达 26.96%。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成为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申请量同比增长 13.78%。这

表明，逆全球化对全球知识产权合作的冲击持续深化，非主要经济体

参与度进一步萎缩，国际创新协作面临结构性挑战。

图 5 主要经济体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申请数量

图 6 主要经济体通过海牙体系提交外观设计国际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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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知识产权“量质双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在全球知识产权合作承压的背景下，中国通过“量质双升”的国

际化实践，展现出对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2024 年第三季度数据显

示，中国申请人通过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商标国际注册申请量达 1407

件，同比增长 10.09%，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尤为突出的是，

中国通过海牙体系提交的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量逆势增长 13.78%，总

量达 454 件，占全球比重从 19.7%大幅攀升至 29.07%，首次接近三成。

这一趋势源于两方面：一是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领域企业加速

全球化布局，带动品牌与设计保护需求激增；二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

知识产权治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推动规则互认，降低跨

境协作成本。2024 年第三季度，中国申请人海外知识产权申请活跃

度与占比的双升，不仅巩固了自身在全球创新链中的地位，更彰显了

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2

下篇：全球经贸治理

下篇

全球经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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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开始复苏，为全球经贸治理注入信心

1.货物贸易实现温和增长

货物贸易方面，根据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 Data）

最新数据，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额为 6.59 万亿美元，环比

增长 1.1%，同比增长 4.3%。其中，7-9 月的全球货物贸易同比增幅

分别为 7.00%、3.74%和 5.73%，整体呈现显著增长态势。此外，地缘

政治局势的持续紧张给全球能源成本和航运路线带来了间接影响，需

对全球货物贸易复苏中的相关潜在风险保持警惕。

图 7 2020 年-2024 年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万亿美元）

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货物进出口总额排名前十（详见表 3 和

图 8）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法国、

英国、墨西哥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下简称“中国香港”）。相

较于 2023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继续稳居第一，进出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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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良好、整体稳中有增，同比增长 4.33%。部分国家排名有所波动，

其中意大利排名下降，中国香港排名上升。

表 3 主要货物贸易国家 2024 年第二季度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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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主要货物贸易国家 2023 年和 2024 年第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单位：百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重点国家的货物贸易同

比增长率呈现出相对上升趋势（图 9），这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在这一

时期内有所回暖。尤其在 2024 年 7 月，主要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普

遍出现同比增长，显示出全球市场需求的持续复苏。与此同时，各国

表现出明显分化，中国、墨西哥、美国以及日本相较于上年同期的货

物贸易同比增长率显著提升，而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欧洲经济体的

货物贸易仍然疲弱。整体来看，亚洲地区仍是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重

要引擎，预计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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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3 年和 2024 年第三季度各国进出口同比增长率变化情况

表 4 主要货物贸易国家 2023 年第三季度和 2024 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率对比

国家

2023 年 2024 年

7 月 8月 9月 7月 8 月 9 月

中国 -13.39% -7.97% -6.59% 6.83% 4.92% 1.42%

美国 -7.00% -5.70% -4.24% 9.92% 4.51% 5.88%

德国 1.98% -4.28% -8.93% 1.61% -2.16% -4.66%

荷兰 -1.50% -5.09% -9.35% 3.10% -3.99% 1.11%

日本 -10.51% -16.30% -9.93% 1.40% 2.70% 3.51%

法国 5.25% -4.06% -8.49% 1.44% -4.87% 0.55%

意大利 -5.49% -4.11% -6.81% 4.15% -4.90% 1.37%

韩国 -20.96% -16.01% -10.63% 12.20% 8.44% 4.76%

墨西哥 -2.49% -0.41% -4.52% 13.96% 2.36% -0.94%

英国 0.40% -7.00% -6.58% -4.06% 1.75% 4.4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实验室

17

2024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出口及净出口的具体情

况如图 10 所示。其中，我国货物出口同比增长 5.91%，高于进口同

比增幅（2.19%），净出口总额较上一年同期上升约 16.63%，这主要

受益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和汽车等新三样的出

口增长。具体来看，2024 年 8 月我国净出口同比下降 36.09%，7 月

和 9月净出口均同比上升，增幅分别为 7.58%和 8.79%。

图 10 中国 2023 年第三季度和 2024 年第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单位：百亿美元）

2.服务贸易呈现明显回暖态势

服务贸易方面，2024 年第二季度全球服务进出口总额约为 4.49

万亿美元，同比上升约 3.38%，增速略快于同期的全球货物贸易水平。

整体来看，全球服务贸易的同比增长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和人员

流动恢复带来的跨境旅行服务回暖，此外，文化和娱乐产业相关的服

务贸易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18

图 11 2020 年-2024 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万亿美元）

2024 年第三季度，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依

次为：美国、英国、德国、中国、爱尔兰、法国、新加坡、荷兰、印

度以及日本，如图 12所示。其中，中国 2024 年第三季度服务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18.58%，环比增长 7.80%，服务贸易逆差总额为 586 亿

美元。具体而言，在服务贸易主要领域中，建设同比增幅最大（约为

56.20%），其他商业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分别同比增长

24.00%、22.06%。环比来看，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降幅较大，分别为 40.78%、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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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3 年和 2024 年第三季度主要服务贸易国家进出口情况（亿美元）

（二）治理主体多元化态势延续，国际经贸规则深化调整

1.新兴经济体发挥重要力量

根据预先发布的 2024 年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GII），中国和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同时，全球百强科技集群的动态变

化表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创新活动增长尤为迅速。

GII 每年都会对世界各国和经济体进行排名。在 2024 年 9月 26

日 GII 发布会之前的一次预发布中，GII 百强科技集群排名 PDF, GII

2024 S&T Clusters Chapter 更加贴近实际——利用专利申请和科学

论文发表数据来确定世界领先科技活动的各个集聚地。

在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主办的以知识产权为主题的年度盛事——

2024 年新加坡知识产权周（IP Week @ SG 2024）——期间发布的 GII

科技集群排名显示，在十大科技集群中，有七个位于亚洲，三个位于



20

美国。

东京-横滨（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科技集群，其次是深圳-香港-

广州（中国和中国香港）。北京（中国）的排名比去年上升一位，位

居第三。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旧金山排名第六，是美国的领先科技

集群。中国连续第二年以最多数量的集群（26 个）跻身百强。美国

紧随其后，拥有 20个集群。

虽然十大科技集群变化不大，但对于百强科技集群来说，情况却

有所不同。位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集群经历了最强劲的科技增长，其

中，中国集群的科技产出增长最为迅猛，以合肥（+23%）和郑州（19%）

遥遥领先。在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集群中，开罗（埃及，科技产出增

长 11%）的增长率最高，其次为钦奈（印度，+8%）和伊斯坦布尔（土

耳其，+8%）。

与之相对，高收入经济体集群的增长速度普遍低于中等收入经济

体集群，63 个高收入经济体集群中有 37 个在 2023 年出现科技产出

负增长。大多数北美和欧洲科技集群的排名都有所下降。

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表示：“科技集群是强有力的国家创新生

态系统的基础。令人鼓舞的是，这些集群不仅在工业化国家的成熟中

心蓬勃发展，而且也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新兴创新热点地区蓬勃发

展。产权组织将继续帮助这些集群利用知识产权，将有前途的研究成

果转化为有形的切实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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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创新投资受到挑战

据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瑞士、瑞

典、美利坚合众国、新加坡和联合王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

中国、土耳其、印度、越南和菲律宾 1 则是 10 年来创新力发展最快

的经济体，而风险投资活动、研发资金和其他投资指标呈疲软态势。

全球创新指数现已发布至第 17版，是绘制全球创新趋势图的世

界基准资源，可指导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和其他人士发挥人类的聪

明才智，改善人们的生活，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今年，全球创

新指数还关注“社会创业”，即利用私营部门的实践来实现积极的社

会变革。2024 年版报告指出，未来创新活动的主要指标呈现严重疲

软状况，其中 2020-2022 年的创新投资热潮出现逆转。在利率上升的

背景下，2023 年风险资本融资下降了约 40%，研发支出增长下滑，国

际专利申请量和科学出版物数量下降。

2023 年，研发支出增长下滑，科学出版物数量下降，风险资本

投资缩减到大流行前的水平，”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说。“然而，

2023 年的技术进步依然强劲，尤其是在基因组测序等医疗相关领域，

以及计算能力和电动电池领域。技术应用也在深化，尤其是在 5G、

机器人和电动汽车领域。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还在关键指标上表现出

积极趋势，包括全球贫困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和预期寿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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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色能源创新成为全球焦点

在 2024 年 10 月 15 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来

自 60 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同探讨如何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论坛期间，中国宣布将与东盟、非洲联盟等

地区组织合作，启动 10 个绿色能源示范项目，涵盖太阳能、风能和

氢能等领域。论坛主席、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开幕致辞中表示：“绿

色基础设施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路径。”

与会代表还签署了《绿色基础设施合作备忘录》，承诺在未来五年内

将碳排放强度降低 15%。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在论坛上指出，绿色转型需要全球资本市场的支持，IMF

将提供专项贷款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项目。她特别提到，中国在绿

色金融领域的创新经验值得推广。

2024 年 10 月 20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主持了“全球清洁

能源合作计划”启动仪式，来自 40多个国家的能源部长和企业代表

出席了会议。该计划旨在通过技术共享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

加速能源转型。在启动仪式上，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向非洲和东南亚地

区提供 2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技术援助，用于建设太阳能电站和风力

发电场。与此同时，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中国将开放其

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专利库，供所有参与国共享。与会代表还讨论

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降低清洁能源成本。国际能源署（IEA）执行主

任比罗尔指出，过去十年间，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已下降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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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仍需在储能技术和电网升级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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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ig-la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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