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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立中国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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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趋近完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愈发健全，而国际焦点开始趋向于早期预警机制方

面，提前预防纠纷的发生。论文提出了新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概念，分析中国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及现状和

不足，通过分析国外经验，提出建立中国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高水平的预警专家队伍；建

立知识产权预警系统技术和完善的资金保障体系；统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制定商业秘密保护策略，把商标纳入预警机

制中；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反应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数据库，成立更多商业性的情报服务公司；国家、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业

分工合作，建立系统的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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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后，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一直纠纷不断，从较早的DVD事件到丰田与吉利之争、思科诉

华为案，这些都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国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对知识产权的关注与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还存在差距，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受发达国家影响深远。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知识产权预警机

制的作用，防患于未然。虽然专家呼吁中国应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但除少数地方和行业外，多数地方

和行业、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对“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也缺乏公认的概念，

有必要对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1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概述

1.1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含义

目前，国内外对于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大多的概念也是侧重于专利预警这

一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在2003年“标准与专利北京国际论坛”上透露：拟建的专利预警机制

将通过审查专利的过程、涉及专利案件的执法过程和外经外贸活动进行动态监测、统计分析，从而对国内

企业可能遇到的专利障碍、技术壁垒提出预警，使国内企业能够及早发现问题，尽量避免经济纠纷。[1]最高

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蒋志培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说：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主要是指相关政府部门要对

各个领域专利申请情况了如指掌，从而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知识产权的发展策略[2]。
学者王干和刘鹏认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是政府部门为了给国内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了

减少不必要的知识产权诉讼纠纷，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知识产权的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整合，并

将有用信息反馈给问题企业，使企业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调整方案和应对举措，尽可能由以前的被动应诉

转变为主动防御，从而长期存在的并健康运行的预测和告警制度体系[3]。
知识产权预警应该不仅是专利一个领域，知识产权的其它领域如商标、版权、域名等同样也存在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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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纠纷，纠纷不仅有诉讼纠纷，还有行政纠纷，而且知识产权预警也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它涉及政府、企

业、行业协会等多个主体，从预警层次上分也有国家预警、区域预警、行业预警、企业预警等多个层次，因

此，本文认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等主体通过对

知识产权的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整合，对影响知识产权纠纷发生的因素进行的预测和告警制度体系。

1.2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体系划分

根据国内外对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其划分为国家层次、区域层次、行业层次和企业

层次。

我国目前在国家层次方面，知识产权中的专利预警机制正在逐步构建，相比行业协会和企业，国家更

有能力和资源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国家有能力收集完善的国际法律与惯例，能够组成庞大的专家队

伍设计预警指标，从而完善预警机制。

区域层次主要是根据某个区域内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企业的共性与差异，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知识产

权预警机制，这相比于国家所制定的机制，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行业层次是相关的行业协会制定的，收集和本行业相关的信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国外的行业协

会有一定的联系，能随时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更加及时快捷。

企业层次即企业自身制定的预警机制，这一预警机制是最具针对性的，但其弊端也很多，由于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始终存在，企业很难及时准确的获取所需的信息，而且中小企业难以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设

计并且运行这一机制。但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直接是知识产权的运用者，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应

该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2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研究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达，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国家、行业、企业均重视，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

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均不足。

在中国，关于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学术论文，通过中国知网查询，从1979年1月至2010年6月，结果显

示知识产权预警的学术期刊论文只有18篇，另外还有部分专利预警的论文，总体学术论文数量较少。笔者

查询到了最早的一篇涉及知识产权预警的学术论文为华中科技大学余翔等人发表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

管理》2004年第3期的《国家经济安全与知识产权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的构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学

术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利预警方面。戚淳（2008）提出建立专利预警机制的必要性和构建预警模型[4]；张少萱（2009）中

国出口企业专利侵权预警机制的构建[5]；曾令华和郭建平（2009）提出构建中部地区专利预警机制有效路

径[6]。
2）国防知识产权预警方面。宋伟等（2009年）提出建立国防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7]；温振宁

（2008）提出建立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预警应急机制[5]；李泽红等（2008）提出构建国防知识产权危机预警

和管理机制[9]。
3）企业与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预警方面。周文光和黄瑞华（2009）分析了预警过程与预警机制各要素

之间的关系[10]；王莉亚和邱均平（2004）提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要有预警机制[11]。
4）信息情报与知识产权预警方面。杜捷（2008）提出面向知识产权冲突预警的情报服务体系[12]；邢素

军（2010）提出专利地图在企业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中的应用[13]。
这些研究对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是有益的，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偏重于知识产权预警的某个领域

或方面，对商标、商业秘密等关注不够，全面系统地研究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还薄弱等，这些均需要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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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重要性、现状和不足

3.1 中国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重要性

3.1.1 建立预警机制是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保障

入世的负面影响导致涉外冲突频发，入世就像一把双刃剑，入世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主要的，

但在知识产权方面，虽然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入世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中国的

知识产权本身起步就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完善有个过程，大多数的企业都没有自身的专利和商标，部分

企业甚至还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因此，在入世后，我国的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出现，且规模都不小，引起国

内外的高度关注。在游戏规则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把危险降到

最小，由于我国当时参与制定世界知识产权规则的话语权有限，今后我们要尽力完善预警机制，减少无谓

的损失。从DVD事件到打火机事件，我国的国际贸易一再受阻于知识产权纠纷。国外企业早年即在我国

注册大量专利和商标，对我国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造成壁垒，而我国在国外申请专利和商标有限。因此，我

国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已刻不容缓。预警机制的建立，能使企业了解国外的实际情况，从源头上避免问

题的出现，更能使国内企业清楚相关技术在国际上的发展情况，避免不必要的投资和浪费。通过了解相关

信息，更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确保自己的智力成果能够取得国外的法律保护。

3.1.2 提前预防纠纷的发生，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建立预警机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前预防纠纷的发生，我国很多企业在纠纷发生前都缺乏预警，

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在DVD事件中，国外企业早在1999年6月就发出通知，要求生产厂家购买专

利使用权，但我国相关企业都不重视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从而错过了最佳处理问题的时间。因此，建立

预警机制能提前预测哪些企业可能会发生侵权问题，或哪些行业可能有纠纷的存在，预警机制能帮助我们

采取措施，避免被立案调查而带来不利的影响。在纠纷发生之后，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的信息。当双方

存在法律纠纷时，还可以为企业对该专利提请撤销、宣告无效或利用公知技术进行抗辩，以及降低赔偿额

度提供基础数据和建议。

3.1.3 预防国外知识产权对我国重要经济技术领域的掌控

通过对国外在我国布局的知识产权数量、技术领域等信息的动态监控，预警国外知识产权布局的战略

意图，判断国外企业对我国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及其威胁或阻碍国内某些产业新建和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提出应对措施以维护产业安全，这是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主旨所在[14]。
3.1.4 加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近年来，国外企业在我国频繁的抢注专利和商标等，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国

外企业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侵害，降低我国的知识产权被侵害的风险。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保护创新

的利益所得，能增强国内企业和个人创新的积极性，且预警机制也能引导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免

起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3.2 中国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现状

从2003年开始，我国已经开始酝酿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这个预警机制主要包括3个层面：一是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和复审人员在日常的专利审查工作中，将各种案件的特征、数据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输入规定的专利审查计算机预警系统；二是全国各地知识产权局和法院在处理专利纠纷案件过程中，将各

种案件的特征、数据和值得关注的问题输入规定的专利纠纷计算机预警系统；三是通过联网海关的进出口

贸易计算机预警系统，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量进行分地区的动态监测，找出贸易量显著增加的品种。这3套

计算机系统通过对输入其中的数据进行动态统计加权分析，对超过域值的可疑信号开启黄灯，提请注意，

并在加以研究达到一定的预警值后，向国家有关部门或单位发出预警通知[15]。目前，在中国，国家层次的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尚未建立，连《国家知识产权局2010年工作要点》中也只是提出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

中心承担“提高专利分析和预警能力”，而这只是知识产权预警的一个方面；地方政府如北京、上海、广东、

肖海，等：论建立中国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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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浙江、辽宁、湖北等提出将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但尚未有一个地方政府宣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

预警机制，建立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知识产权预警制度仍需时日；行业层面，有会展、工程机械等少数行

业声称要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但没有有一个行业声称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企业层面，极少

企业宣称已经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总之，中国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尚在建立或酝酿建立之中，需要加

快建立的步伐。

3.3 中国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存在的不足

3.3.1 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专业水平受限

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要求大量复合型的专业人才，涉及法律、经济、知识产权、计算机、情报学等多

方面的人才。而我国大多数从事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的人大多只是侧重于专利或商标，专业范围窄。很多

中小企业中，甚至根本没有相关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部门，知识产权人才在我国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培

养一个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人才却很困难，特别是要懂得经济等相关方面的知识的就更少，而在处理问题

时，由于角度的不同，经常意见相左，不了解其他专业的知识，这也使得我们在构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时

候困难重重。

3.3.2 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成本高

我国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企业的经营资金有限，缺乏构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能力，他们不可能

专门拿出一笔资金设置这一系统。不管是前期的投入还是后期的管理，付出的成本太高，而且短期内看不

见成效，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且情报意识在我国企业也并没有那么深入，所以大多数企业不会自主投资

设立这一机制。行业协会同样也是由行业间成立的民间组织，所以它也没有稳定足够的资金来源来设立

这一机制，且由于它的行业性，它所能收集的信息源也只能局限于行业内，不会涉及其他相关领域。而每

个企业实际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需要的其他行业的资料也不尽相同，资料收集对行业协会来说存在困

难。

3.3.3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分散，难以形成合力

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一直呈现不统一状态，虽然设有国家知识产权局，但是并没有处理包括知识产权

在内的全部事务，它主要负责专利管理，商标则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的国家商标局负责，版权由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的国家版权局负责，还有海关、商务部等负责相关的知识产权工作，对知识产权拥有行政管理权

的部门有近 10个，密切相关的管理部门则有 20多个。行政管理的混乱导致各部门在处理问题上有所拘

束，且会导致冲突，处理问题可能要求多个部门共同合作，人力物力浪费严重。由于行政管理的分散，对于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制定与实施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也出现争议，预警系统放在哪个部门下属管理也难

以确定，出现危机时，也难有人能及时出来带领大家分析对策，行政管理的分散给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建

立带来很大的阻力。

4 国外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经验

4.1 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一个有效的预警机制能及时的收集各种信息，及时分析并监测容易受到冲击的行业。美国是世界上

第一个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国家，它目前应用在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上的是COMPAS模型，这个模型通

过对经济学指标的估算来分析国内外需求对本国行业的可能带来的冲击。欧盟也建立了“进口检测快速

反应”预警机制，由于欧盟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随着其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欧盟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从内部

某一国的预警逐步向整体预警过渡，整体作用与功能正在逐步增加。日本也是成功的制定知识产权预警

机制的典型，它的预警机制是由政府、社会团体及企业广泛参与制定的，它是以监控外贸摩擦为主要目的，

对不利于外贸易发展的意外事件进行合理评估，了解事件引发的危机及影响，以便做好应变的准备并提前

提出预案。

4.2 完善的知识产权预警数据库

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预警数据库是建立预警机制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足够完善的资料，才能在这一基

94



第1期

础上进行详尽的分析。这个数据库可以根据知识产权的种类分为几大块，在根据不同行业分为几个模块，

每个模块能自动采集最新的来自国外报纸及互联网的信息。例如：例如输入想要监测的某个专利或商标，

每个星期更新一次这个专利或商标的相关信息，如近似的商标或是新申请的相关的专利，还有这个商标或

专利所在行业的一些新情况。有了完善的数据库资料，企业就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详尽的分析，预测危机

的大小和企业发展的前景。

4.3 成立商业性的情报服务公司

在美国，90%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竞争情报机构，比如全球最大的专利情报服务公司Thomson公司，还有

Wisdomain公司，CHI公司，P&L、Yet2.com等，单Thomson公司 2002年专利服务总收入近 75亿美元。这些

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预警系统，帮助企业分析资料并作出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企业自身的时间，避

免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类似于我国企业请代理公司做知识产权顾问。这样能给企业节省人力物力。

5 构建中国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5.1 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高水平的预警专家队伍

知识产权人才应该是一种经过知识产权专业系统教育或培训的复合型人才，大多数需要同时具有法

学、经济学和理工科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我国知识产权人才严重不足，仅专利专利代理人，根据行业规

划描述，2009年才近6 000人，到2015年才希望达到10 000人；而我国2009年的专利申请量为97万多件，

工作量较大。规划对熟练掌握专业领域技术，熟悉法律和贸易，精通外语的高素质、复合型、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专利代理人才，要求2015才达到1 000人左右。全国有13亿人，1 000个符合条件的复合型人才现在

还没有，可见人才培养任务艰巨。从19世纪80年代至今，全国高校培育出来的知识产权人才甚至不足万

人，这中间的差距让我们认识到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至今教育部没有正式设立知识产

权本科专业和知识产权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知识产权本科专业只是在少数几所学校试办，知识产权硕士博

士只是有一级学科具有自主专业设置权的若干所大学设立，而其它学校要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只有挂靠在

民商法学、企业管理等学科专业下。有的学校为了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只好变通挂靠在药事管理学、西方

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专业下设置知识产权专业方向。只要有了足够的人才基础，我们才有能力

进行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建设，人才是发展的根本。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建设已是刻不容缓。

高水平的预警专家队伍应该包括各种专业的人员，要求专业互补性，如信息收集、分析人员，法律顾

问，经济学家，营销专家，技术专家等。预警系统的建立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光靠某个领域的专家或学者是

不行的。特别是像知识产权这样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几乎可以兼容各行各业的知识，这对专家队伍的要求

非常之高。所以一个具有互补性的团队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效果。在具有多专业背景之外，对专家个人也

有着高要求，他们除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外，必须要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减少交流

的障碍，不会只顾及自己的专业知识而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既懂技术也要了解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

另外，对外语的高要求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国外的经验要求专家需翻阅大量的外文资料，能熟练的运用外

语。

5.2 建立知识产权预警系统技术和完善的资金保障体系

完善的预警技术能更准确及时的分析出所需的信息，例如：地区产业中相关知识产权的数量、分布状

态、核心技术、持有者以及国内外持有者的比例；国外主要国家的知识产权数量、分布状态、核心技术及其

发展态势。确定重点预警的产业和企业，确定预警工作的侧重点和内容，针对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

求，重点在研发、竞争力分析以及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建立预警指标体系。研究出适合各行业的指标体系，

体现不同的行业需求和关注点。而指标体系可以反复验证通过有效的数学模型解决。

完善的资金保障是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运作的基础和长久发挥作用的动力。国家应该加大对于预警机

制的资金投入，提高基础设施和设备的运作水平。也可以通过设立预警专项基金的方式扩大融资渠道，确

保资金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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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统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

世界上专利、商标、版权分散管理的国家只有十多个，多数国家知识产权有相对统一管理机构，至少专

利和商标统一由一个机构管理，如美国专利商标局管理专利和商标事务，中国应将专利、商标、版权等主要

事务统归国家知识产权局管理，或者至少统管专利和商标，应该让国家知识产权局真正做到名实相符。

5.4 制定商业秘密保护策略，把商标纳入预警机制中

商业秘密是现代企业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企业应制定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方式，而在发觉商业

秘密可能被侵权的情况下，应该及时的采取相应的对策防止损失扩大化。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情况决定是

否需要采取诉讼的方式，或者是仲裁或协商，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同时通过使用财产保全等措

施使企业的损失最小化。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中，专利无疑是最重要的，但对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如饮料、服饰、木版等，商标就

显得尤其重要。企业在建立之初就应注册商标，在企业利润提高了，市场较大的时间，在成为省著名商标

或省名牌产品前，就要在未来的国外目标市场注册商标，以利企业做大做强后，出口到相关国家不会遇到

知识产权壁垒。

5.5 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反应机制

快速反应预警机制是说要及时的收集分析资料，提早做出防范，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要快速组织专家作

出决策，找出应变措施，而不能一味的退缩，即使对簿公堂也要积极应诉，争取最好的结果，退缩只能带来

更大的损失。最有效的方式是完善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和处理能力，形成快速解决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

打造知识产权信息高速公路，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执法效率。对于侵权案件、违法案件，要研究

建立知识产权局、工商局、公安局等各单位的快速联动机制和与全国各地行政执法机关知识产权合作机

制，提高应对能力、处理能力，为我国企业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16]。
5.6 完善知识产权数据库，成立更多商业性的情报服务公司

知识产权数据库是分析、使用、预警的基础，应建立多种数据库，如建立行业数据库，现在国家已经建

立起陶瓷（江西景德镇）、集成电路（上海）等行业专利数据库，由于中国行业多、特色行业不少，数据库应更

多更完善。不仅国家和行业，地方也应建立知识产权数据库，广东汕头市就做得较好，汕头市的支柱产业

建设了文具、服装、玩具、精细化工、日用五金、塑料制品、供配电、包装机械8个重点行业专利数据库，其中

包括失效的专利数据，每天更新数据信息。除国家行业知识产权数据库外，应成立商业性的知识产权情报

服务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并出资成立的专题专利数据库必竞不能代替商业性的公司，国外商业性

的情报服务公司发达，美国大量的商业的知识产权情报服务由律师事务所承担，这也值得中国借鉴。

5.7 国家、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分工合作，建立系统的预警机制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是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共同努力。国家负责整合专利、

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各管理部门，组织并实施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包括指定组织机构并配置

人员、设立资金支持、组织研究、培训人员、建立重要产业和重要行业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地方政府除指

定机构和配置人员、保障资金和研究培训外，应就本地区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建立地方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行业组织因代表本行业，可以集中行业的人力和资源，发挥组织领导作用，负责建立本

行业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对本行业国外的情况更具有针对性，特别是自己的重点关

注的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情况，应建立本企业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要从先建立组织机构、配置人员、设立资金支持，作为基础事项，然后对国外

的专利、商标、版权的数据库的相关内容更新并融入本国知识产权数据库中，重点分析国外重点企业的专

利、商标、版权等情况，研究动态，及时给中国企业提供信息，使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不良影响防患于未

然，真正做到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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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能化时代，知识产权的纠纷是国际贸易中始终存在的问题，由于知识产权的价值愈加

被人们所重视，其所引发的利益纠纷将会呈现越来越激烈的程度。因此，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将能更加

有效的防范和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确保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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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Xiao Hai，Chen Yin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In the 21st century，protection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gradually improved. Syste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 The interna-

tional research focuses on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about how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rouble in ad-

vance. The paper analyzes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ning mecha-

nism. By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the paper claims that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of Chi-

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be built to strengthen talents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establish a

high level expert team of early warning，establ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ning system technology and perfect

fund safeguard system，unify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make strategies of business se-

cret protection，adopt the trademark into early warning mechanism，establish rapid reaction mechanism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perfect the databa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found more commer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

companies.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trade organization，and enterprises should cooperate to establish the

warning mechanism.

Key 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early warning mechanism；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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