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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9B_

BD_E8_80_83_c26_646673.htm 当前，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

我国的一项国家战略。胡锦涛主席强调：“加强知识产权制

度建设，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运用能力，

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是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诚信社会的迫

切需要，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迫

切需要，也是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的迫切需要。”

基于此，保护知识产权很有可能成为2010年国考申论命题热

点之一，这里京佳老师给出备考“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背

景知识，以供广大有志于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参考。一、

背景知识：知识产权，概括的说，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对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内，主要基于脑力劳动

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的特

征有：1.无形财产权。2.确认或授予必须经国家专门立法直接

规定。3.双重性：既有某种人身权（如签名权）的性质，又

包含财产权的内容。4.专有性：知识产权为权利主体所专有

。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别规

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这种权利。5.地域性：某一国法律

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

。6.时间性：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一定保护期限，知

识产权只在法定期限内有效。二、现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

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

、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



来，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

释进行了全面修改，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使得知

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同时，保护知识产权

的执法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形成了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

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在取得了很大成

绩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不少地区和领域仍然存在侵犯知

识产权的行为，有些还较突出。许多企业创造和保护知识产

权的意识和能力十分薄弱；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一些地方的

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对侵权行为的危害性缺乏正确认识，认

为保护知识产权是“要了面子，丢了银子”，保护知识产权

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执法体制不够完善，部门职能分

割，监管交叉和真空并存，执法部门普遍面临着经费不足、

执法手段落后等问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有些法律规定比较原

则，操作性不强，知识产权保护申诉和诉讼时间长、取证难

、赔偿金额低，不利于权利人积极维权。这些都成为了当前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a.存在问题：1.申请

数量偏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只是日本

的1/8，美国的1/5，韩国的1/2。社会公众缺乏知识产权意识

，很多可以获得知识产权的成果，因为不知道申请专利，白

白流失。更多科技项目，立项前不进行专项年审，使成果落

入他人之手，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拱手让人。2.缺乏自主知识

产权。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国

外，缺乏能够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

，特别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存在着产业技

术空心化的危险。3.知识产权屡被侵犯。国内盗版音响制品

、印刷品屡禁不止；许多"国家驰名商标"在国外被人抢注。b.



原 因：1. 人们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

得到扭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

能力普遍缺乏；对国际规则了解还相当贫乏，运用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

足。 2. 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这既不利

于改善引进外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也不利于中国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匹配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 3. 

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知识产权信息的传播与服务还不能适

应中国经济、贸易、科技、社会发展的需求。4. 中国知识产

权保护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对现有的法律、制度执行的

力度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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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