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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9F_A5_E8_c36_51413.htm 目前，美、日、欧等

发达国家及韩国、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制订或即将制

订本国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

国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等机构

也对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面对这种形

势，今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也正在积极制定中国的知识产

权战略。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可包含两个层面，

即国际战略层面和国内战略层面。 在国际战略层面，我们要

注意把握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基本动态，积极推

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并且针对TRIPS协议执行中的诸

多问题，完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把发展更公平、更公

正、更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知识产权

立法的一体化，寓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标准在全

球范围内的普适性。在知识产权法一体化、国际化的潮流中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理所当然应遵守《知识产权

协定》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

当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不

必过于攀高，而应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

间的协调。 《知识产权协定》作为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

核心法律制度，在其推行过程中也显见种种不足。自《知识

产权协定》生效以来，国际社会充斥的是如何实施该协定，

如何促使知识产权一体化、高标准保护的声音，对这一协定



本身的缺陷重视不够，对协定实施过程中与人权冲突的状况

批评不够，这些并不利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健康发展

。中国与发展中国国家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论坛，团

结各方力量，通过国际组织的有效运作，推动国际知识产权

保护和国际人权保护协调发展。 在国内战略层面，知识产权

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

的最终走向。从战略的主体角度来看，可包括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地区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

权战略四个方面。对于四者的关系，要使国家的宏观战略与

企业的微观战略相结合，行业间的战略与地区间的战略相协

调；国家战略是对地区战略、行业战略和企业战略制定和实

施的指导方略，企业战略是对国家战略、地区战略、行业战

略最终落实的基础，而行业地区战略则是联系或指导其他战

略的桥梁和纽带。 对于国家战略而言，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

虽不能成为市场的参与者，但应是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的监

督者和全局的指挥者。因为知识产权不仅是一项私权，其更

与一国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特别是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国

家早已由不作为的“守夜人”转变为积极的干预者。 知识产

权战略应是一种以权利保护为重要内容的整体战略，这也不

仅仅是法律问题，而更多的是与国家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

、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等相关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从战略

的内容角度来讲，知识产权战略应该包括创造战略、保护战

略、管理战略与人才战略这四大方面。在创造战略方面，主

要是建立起以激励和保障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的原创性机制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在保护战略方面，

要坚决打击“盗版”、“假冒”等各种侵权行为，为保护知



识产权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当然，这也是支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是改善投资环境、维护良好的市场

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另外，管理战略对于企业而言也尤为

重要，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利用既是一种法律对价，也是一

个合作博弈的过程。最后，在人才战略方面，就是要以培养

具有创新能力、具有知识产权观念的创新性人才为核心，增

加人才培养投入、推进人事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人才机制，并且加大对自主科研成果

的激励与奖励机制，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 

总之，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21世纪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知

识产权战略，我们应该积极、缜密地制定，稳妥、谨慎地实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