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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西部开发是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的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新一轮重大调
整，全球的经济、科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对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
产生了深刻而重大影响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西部知识产权保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一
是西部大多数地区属于知识资源无比较优势的地区，并且对现有的知识资源利用能力低
下，所需保护的对象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非常有限，使得西部地区在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二是由于长期受农业经济的影响，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上
相对较低，加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相对比较缓
慢，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三是知识
产权管理与经济管理、科技与外贸管理相脱节的问题突出，知识产权战略和策略在经
济、科技工作中运用得远远不够。四是政府在引导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服务职
能没有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够，保护水平低，缺乏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
等 。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西部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有不少的有利条件，面临良好
的机遇。一是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从方针政策、制度创新、资源财力、市场开拓各
方面给西部以支持。国家科技部、中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提出了多方面的战略
措施。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专项行动”、实施“西部之光”计划、为西部培养学术带
头人和科技骨干的人才培养计划，西北资源环境研究基地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教育发展
改革战略等项内容。这些优惠政策措施的实施，为西部地区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必将
奠定良好的政策和智力基础。二是西部省区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理顺了开发的战
略思路，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纷纷出台了新的地方性措施，加
大了实施力度，为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知识产权制度已有200多年的历
史，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与成熟的原则和规则体系。西部地区可以学习借鉴国际
上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和发展成果，直接与国际规则接轨，避免走弯路。特别是在我国
知识产权立法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只要不违背我国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加入WTO承担的
义务，西部地区完全可以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先行一步。   

二、西部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   

西部地区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完善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以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良好的知识（技术）市场形象，使西部成为文化科技工作者
施展才华的大舞台，知识（技术）商品生产、交换、使用的大市场，实现西部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   

1．迅速提升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要努力提高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特别是各级
政府公务员、企业管理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的知识产权意识。通过全民性的普法教育活
动，引导人们学习和掌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高人们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
平 。   

2．要加强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培养一批懂业务、会管理、熟悉知识产权保护
的法律和国际规则的人才。西部省区要把知识产权工作逐步纳入到科技发展战略和经
济贸易战略之中，推进经济、贸易和科技体制转型，提出配套措施，形成强有力的知识
产权管理与保护体系。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和需要，正确选择科技创新的重点和目
标，形成自己的科技优势，并努力把这种优势尽快转化为知识产权优势。积极运用知识
产权制度维护企业事业单位和经济组织的无体财产权利，引导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



  

织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培养和发展一批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能力强的企业和企
业集团。要加强对政府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的培训，并广泛招揽
人才，在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和重点大型企业聚集一批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人 才 。   

3．在企业和各种经济组织中，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构。知识产权保护已日益成
为跨国公司争得国际市场份额和市场优势、挤压竞争对手的重要策略，知识产权的技术
性和专业性、时效性很强，没有一支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人才和机构是很难承担的。故
此，建议西部地区在一些大型重点企业、有市场优势产品的企业和地方特色工业企业中
进行知识产权机构建设试点，使其和企业质量监督、法律顾问共同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
动的支柱，承担起企业商标、专利、版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的职责，为企业实施专利战
略、品牌战略创造有利条件 。   

4．加强知识产权地方性立法，加大执法力度，树立良好的知识（技术）市场
形象。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够完备，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接轨尚有距离，西部地
区可以先行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丰富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
适应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要求，填补国家立法的空白。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
能，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维护良好的知识（技术）市场秩序；并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
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种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保护权利人的权利。通过司法与行政保护平行运作的知
识产权保护模式，提高知识产权工作整体水平，树立西部人“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渴
求进步”的 良 好 形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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