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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和特点，分析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所面

临的困境，从国家政府和信息产业企业两个层面出发，给出了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关键词: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 

 

1.引言 

信息时期，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世界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很

大程度上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作为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就是

重视和鼓励创新。知识产权战略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

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至关重要[1]。 

信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成为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转换的重要

标志， 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潮流和趋势[2]。信息产业要想得

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掌握发展主动权。信息产业知识产权是关于计算

机、信息技术等前沿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信息产业知识产权是企业争取市场主动权的核心

要素。 

2.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和特点 

2.1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其内涵和外延都会随着该产业的不断扩大和成熟而

扩大与变动。自弗里兹•马克卢普首次提出知识产业的概念以来，各国学者都先后对信息产

业的概念和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是由于人们处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角度，关于

信息产业的概念问题目前仍然是众说纷纭[3]。 

今天的信息产业的概念，是在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信息产业是指那些

将信息转变成商品的行业，包括三种类型：生产和分发信息及文化产品的行业；提供传递或

分发这些产品以及数据或通信方法的行业；处理数据的行业。  

信息产业分四个行业：出版业、电影和录音业、广播电视和通信行业、信息服务和数据

处理服务行业。计算机和通讯设备行业为主体的IT产业，我们通常称之为信息产业，又称为

第四产业。 

2.2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是企业争取市场主动权的核心要素。 

知识产权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从事智力活动

时所创造成果的享有权，是保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一种法律制度。所以，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的本质是赋予智力产品的生产者在一定期限、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创造的智力成果

享有的专有权，其目的是激励创造者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出更多的信息和知识产品，服务于

人类。   

2.3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 

信息产业知识产权是关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前沿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具有

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等特征， 其权利人有权将其权利客体作为交易标的进行

转让、买卖， 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有权请求司法救助，获取损害赔偿。信息产业知识产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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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2.3.1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特殊 

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人类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尖端技术。信息产业是以计算

机、信息技术为核心，并涉及新材料、自动化、等前沿科学技术，是人类最尖端的技术，具

有重要的作用。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广泛，信息产业知识产权工作涉及专利、版权、

商标、商业秘密乃至合同问题，因此需要多方面协作才能取得成效。 

2.3.2信息产业的开发途径和应用成效特殊 

信息产业开发比较复杂，往往是信息产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政府等多方联合开发；信

息产业的应用成效显著，高产出，高回报率，企业可获得高额利润；信息产业投资高，成效

大，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因此， 保护好信息产业知识产权是信息产业企业在国内、国际市

场取胜的法宝。 

2.3.3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和诉讼管辖特殊 

信息产业更新速度快，周期短，其保护期限特殊，不同于一般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我

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商标权、著作权、发明专利等的具体保护期限，但是信息产业发展迅速，

周期较短，一项新技术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因此，对于一项信息产业新技术发明专

利来说，20 年保护期的现实意义是有限的。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的诉讼管辖也不同于传统产

业知识产权的管辖， 由于涉及到最前沿的科技知识，需要专业更强、素质更高的法院来管

辖， 一般需要指定的中级法院或中级以上的法院来管辖[4]。 

 

3.我国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步较晚， 虽然借鉴了各国基本完善的知识产

权法律体系中的有益经验[2]，使得我国知识产权理论尽管发展较快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因起步较晚，发展还不够充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3.1我国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管理落后于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管理落后，跟不上发达国家的潮流。入世后，我

国企业面临严峻的知识产权考验，出口产品不断遭受外国知识产权的阻击，经常陷入国际知

识产权纠纷之中，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3.2 我国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体制不健全。 

从我国知识产权管理的总体发展状况看，知识产权法体系贫弱，未形成严密的体系；法

制不健全，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有缺陷；体制不配套，没有健全的管理体制和完善的保

护体制等等。 

3.3我国信息产业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保护观念落后，保护意识淡薄。 

企业经营者保护意识差，对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的重视不够，不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常因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陷入繁杂的纠纷中，耗费人力物力；不重视保护本企业知识产权， 保

护商业秘密的意识淡薄，以致创新成果被他人抢先申请专利、注册商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 

3.4我国信息产业企业缺少专门的管理机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 

知识产权发达的国家都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信息产业企业都设有专门的知识

产权管理机构，如美国的IBM、日本的三菱公司都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并发挥了

关键作用。而我国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完善，如知识产权评估制度、保密制度、成果归档制

度、员工激励制度、知识产权文献检索和利用制度等处于缺失或松散状况；许多信息产业企

业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即使有，专业水平也不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素质低，以致造成知

识产权在企业中没起到核心作用，甚至抑制了企业发展。 

4.发展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讲，针对信息产业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从战略高度发挥效能实施以下策略： 

4.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增强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正确的观念、意识是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首先，各级政府要积极联合媒体，

通过举办大型宣传活动，召开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新闻发布会，组织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

护研讨会及学术交流，扩大国内外交流合作，使企事业单位人员和社会大众了解国际国内信

息产业知识产权动态。其次，我国应将知识产权法制教育列入普法教育计划，在全社会范围

内进行宣传教育，使相关工作人员和社会大众掌握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懂得国际运行

规则，并熟悉国际上典型的信息产业知识产权诉讼案例。 

4.2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要做好我国信息产业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最根本的是

使知识产权法体系化，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给知识产权以系统的法律

保障。建立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相应的组织系统和设施系统。制度是由概念系统、规则体系、组织系统和设施系统共同构成

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由相关法律法规的概念系统、规则系统以及实施、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

组织系统和设施系统共同构成的。因此，建立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相应的组织系统和设施

系统，才能更好的保护好信息产业知识产权。 

4.3政府要发挥政府职能，加强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加强对信息产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积极引导

和支持信息产业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要指导企业建立、完善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管理

制度，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人才，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

建立中国信息产业企业知识产权维权热线及网络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妥善处理国际知识产权

纠纷，减少经济损失，维护企业利益。 

4.4加强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建设。 

建立高效的执法协调机制，创建举报投诉网络平台，完善、规范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

服务功能等。在充分发挥现有知识产权专项举报投诉机制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规范保

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举报投诉电话和互联网举报投诉窗口。政府采取具体措施，

增加投入，扩大服务功能，使之成为举报投诉、宣传教育、咨询服务为一体的，沟通权利人、

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知识产权维权工作平台。 

4.5政府要加大信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强道德约束。 

各级政府要通过报纸、学校、网络、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知识及其保护，

使人们充分认识、了解信息产业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的重要性， 并将这种认识逐步内化为人

们的内心准则， 强化为道德舆论，培育知识产权文化[5]。形成以侵犯知识产权为耻、保护

知识产权为荣的社会氛围。从而从道德层面形成人人尊重、保护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的和谐的、

健康的社会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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