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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的创新成果价值

堪比有形的基础资源

知识产权保护机

制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标配

记者：什么是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纵观国内外发展历程，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创新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管育鹰：知识产权是个法律概念，
指人们对自己的智力创造和经营管理
等知识运用活动所创造的成果依法享
有的民事权利。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对创新及经营
成果设立一定时期的专有权，禁止未
经许可的复制、利用或仿冒，从而以法
律的实施确保对创新主体的利益回
报，鼓励创新主体从事新产品和新方
法的技术研发、创作更多优秀作品、维
系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进而推
动整个社会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向知识经济方向发
展，体现为信息和数据的创新成果，其价
值堪比有形物质时代的机械、石油、电力
等基础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在
促进创新成果产出和运用方面是居首位
的。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和我国改革
开放的发展经验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标配，这是不争的
事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我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记者：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在70年发展

历程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

哪些成就？

管育鹰：1950年，我国制定颁布《保
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新中国
成立后的第一份专利申请是 1950 年 10
月提交、1953 年 4月批准的。令人遗憾
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知识产权
制度体系建设基本处于空白，直到改革
开放后才全面启动。令人欣喜和骄傲
的是，经过 40余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
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规范体系和执法
措施方面，已经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
度全面接轨。

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通过制定修改法律法规、完善执法和司
法体制等举措，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特
别是 2008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纲要》，正式将知识产权工作上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

护取得巨大成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
期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
国排名从 2015年的第 29位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14位。随着国家顶层设计中强
化保护政策的推出，以及国内各行各业
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意识的不断提高，
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必将呈现更兴盛的发
展态势。

知识产权保护并不遥

远而是触目可及

互联网新业态带

来保护工作新议题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资源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成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呈现哪些新形势？

管育鹰：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
国拥有的核心技术、驰名品牌和优质文
化产品总量仍相对落后，这与我国所处
的发展阶段是相对应的。发达国家的经
验表明，规则明确、执法程序公正透明的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可以使创新者的合
法权益保障没有后顾之忧，有效的知识
产权保护有助于实现新兴产业市场资源
的优化配置，最终促进科技文化的发展
和强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资源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任务，
就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和优秀文化产品
的全面产出，并转化为能够带动社会经
济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培育诚信为本、创
新为魂的企业精神，全面提升国家的竞
争实力。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下一步，我们将
尽快制定 2035 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纲要，全面提高全民和各行各业的知识
产权意识、提升市场主体的创新成果产
出和运用能力、加强对创新性智力成果
的法律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执法和司法
保护体制机制，真正将知识产权保护落
到实处。

记者：提到知识产权，许多人觉得离

自己很遥远。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不

断涌现，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哪些

新特点？

管育鹰：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
笼统的提法。从法律视角来说，一是指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二是指网
络技术及其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本身
是否可以获得，以及如何进行知识产权
保护。

前者涉及的现象，对人民群众来说
其实并不陌生遥远，而是触目可及。例
如，以前要从假货市场或游走商贩处购
买的侵权盗版假冒商品，现在通过网络
就能更快捷便宜、甚至通过耗费流量等
不知不觉的方式“免费”获取，这也给知
识产权保护带来难题。近些年来，我国
在这一领域不断强化执法和司法保护措
施，治理成效显著。

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成
果，以及其应用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
当前的确是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颇具专
业性的新议题。尤其在关键核心技术
的开发、运用和保护方面，很多问题都
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
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
全。这需要决策者、立法者、研究者和
产业界、实务界的共同讨论并达成共
识，为新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保护对

策，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又确保公共
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

知识产权保护离不开

全社会共同参与

数字经济时代加

快 构 建 全 链 条 保 护

机制

记者：习主席强调，要提高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我们应当做哪些工作？

管育鹰：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法治化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
间。在立法方面，建议尽快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例如加强地理标志、商业秘
密等领域的立法，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
统知识等领域的保护办法。在包括行政
和司法保护在内的广义执法方面，需分
工协作、紧密衔接，制定采用相对一致的
法律适用标准。

另外，有的创新成果或模式还需要
放到国际国内大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考
察评判，以便在激励创新、促进竞争、信
息服务惠民等公共政策中取得平衡。这
些都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提
出高要求、新挑战。

记者：我们也看到，知识产权日益渗

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情况

下，我们应当如何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

多种手段，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强化知

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管育鹰：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不
是法外之地已经成为共识。知识产权
保护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是
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在极大方便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同
时，也使得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
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海量的网络信息
中，甚至轻易跨过时空限制传递到世
界任何角落。

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不再是某个部
门或个人的事，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
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在行政执
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平台自治、行
业自律、消费者监督等方面，加快构建
信息互通、分工协作、多元共治的全链
条式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同时，政府、
企业和大众均应通过强化自身的学习
培训，深入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
功能和主要内容，国家也亟需培养有
志于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国际
视野、法律理论素养和实务经验的知
识产权专业人才。

点燃自主创新的“火种”
—就知识产权保护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管育鹰

■本报记者 佟欣雨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大事记

1950年

我国制定颁布《保障发明权与专

利权暂行条例》《商标注册暂行条例》

等知识产权法规，对实施专利、商标制

度作出初步探索。

1980年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前身——中国

专利局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我国正

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82年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商标

法，开创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之先河，标

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步入崭新

阶段。

1984年

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专利法，并于

1985年4月1日起实施。自此，作为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根基，知识产权

制度体系的建设驶入“快车道”。

1992年

我国与其他相关国家签署关于保

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为履行其

中的承诺，我国相继对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进行修订。

1998年

3月，中国专利局正式更名为国家

知识产权局，并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这是我国政府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

采取的重大举措，也标志着我国知识产

权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0年

为满足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我国对

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2008年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出台，知

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国务院

常务会议研究建立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批准成立全国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同意建立推进使

用正版软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18年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通过了《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为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作出很好的顶层设计。当年

全国两会后，我国组建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重组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

版权管理体制，不仅实现商标、专利、

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统一管理，也

实现对商标、专利的综合执法。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时事简讯

时事回眸 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 9年位居世界第一，高价值核心专利
持续涌现，版权意识、品牌观念、专利思维深入人心……作为
创新驱动力和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知识产权逐渐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强调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
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知识产权对于创新发展为何如此重要？新时代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呈现哪些新特点？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
产权中心主任管育鹰。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地理标志和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推动扶贫产业提质增效。截至

今年10月底，我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385个，涵盖所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图

为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观众在展区挑选不同品种的苹果。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11月 27日 0时 41分，我国自主三代
核电“华龙一号”全球首堆首次并网成功。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从 2015 年开
工建设到 2020年 11月并网发电，“华龙
一号”走出一条国产化核电发展的成功
之路，形成一套完整的、自主的型号标准

体系。所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国产，
完全具备批量化建设的能力。

据了解，“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
发电将大幅提升中国核电行业的竞争
力，同时对于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张华迎、高 敬）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二研究所成功
研制电动锚绞机高效永磁化驱动系统，
使我国在新一代大型船舶靠泊关键驱动
设备上实现自主创新。

记者 12月 9日从七一二所了解到，
该所攻克甲板机械大冲击、多工况变载
荷低速大扭矩宽调速高效永磁电机、变
频驱动系统的匹配性设计与优化以及爬
行抑制、零速悬停、恒张力控制等系列关
键技术，研制了新一代电动锚绞机高效

永磁化驱动系统。
据悉，该设备对标国外产品，首套设

备的应用目标是国内一艘13.55万吨的豪
华邮轮。近日，该所会同武汉船用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开展的第800次可靠性耐久试
验圆满结束，该设备顺利完成功能性示范
应用。由于国外对相关技术严格限制，该
设备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在新一代大型
船舶靠泊关键驱动设备上不再受制于人。

（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我国新一代大型船舶靠泊关键驱动设备研制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