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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意识培育机制研究

●马凯敏

　　

[摘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知识产权意识的提升对基层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基层地区在知识产权意识方面仍存在普及率低、法律认知不足、维权意识薄弱等问题.本文以浙

江省杭州市为案例,分析该地区通过数字化平台、宣传教育活动及维权机制创新等手段,在提升公众知识产

权意识方面进行的有效实践.研究表明,完善知识产权教育体系、推动行政部门政策落地、提升基层企业的

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并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提升基层知识产权意识的关键路径.

推动上述措施的落实,有助于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知识产权意识;培育机制;基层组织;知识产权保护

知
识产权作为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市

场竞争秩序的重要制度，在全球化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背景下愈发受到重视。 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

制度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创新成果，还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产业升级和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创新环境的持续

优化，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

然而，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意识在公众意识方面仍较为薄

弱，尤其在中小企业和公众群体中，知识产权认知水平较

低、法律意识不足、维权能力薄弱等问题较为突出。 部分

企业尽管拥有创新成果，却因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而错失

市场竞争机遇；部分公众由于知识产权观念淡薄，存在购买

盗版产品、随意传播受版权保护的内容等现象，进一步增加

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发生频率。

针对这一现状，提升基层地区的知识产权意识已成为推

动社会创新、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任务。 本文聚焦大

众群体，以浙江省杭州市为案例，探讨基层地区知识产权意

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杭州市在知识产权宣传教育、

政策实施及维权机制创新方面的有效经验，并提出优化基层

知识产权意识培育机制的策略，以期为我国基层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层组织知识产权意识现状

基层地区的人们知识产权意识普遍较低，在公众和小微

企业中尤为明显。《２０２２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２２

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４８．１％，较上年提高１．３个

百分点，但小微企业分别为４５．３％和２２．０％，分别降２．４、

４．６个百分点，小型企业产业化率首降，微型企业连降两年。

大众对知识产权基本概念认知不足，对专利、商标、版权等

知识了解较少，因缺乏主动保护意识和能力，侵权现象普

遍。 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１９年的调查显示，大城市居民约

８０％了解知识产权，农村仅约３０％。 此外，根据《中国青

年报》关于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的调查结果，２１．２％的受访者

曾遭遇知识产权被侵犯，６７％ 的受访者没有遭遇过，而

５８．４％的受访者承认自己购买过盗版光碟、盗版软件，

４６．４％的受访者表示曾通过非正常渠道下载音乐、游戏、软

件，３０．４％的受访者坦言曾未经同意复制、使用、公开传播

他人的作品，１１．２％的受访者曾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的设计、

商标等。

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增强知识产

权意识，对于小微企业的发展十分关键。 但是，这些小微

企业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相对欠缺，且在主动维

护自身知识产权方面的能力和意识有待加强。 尽管部分企

业拥有创新成果，但它们往往未能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必

要性，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

基层地区教育资源不足。 学校缺乏系统的知识产权课

程，企业和社区培训机会有限，导致公众获取知识产权相关

知识的渠道受限。 行政部门虽出台相关政策，但基层执行

力度不够，许多保护措施未能有效落实，部分地方行政部门

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影响了其宣传和管理

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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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知识产权意识发展的影响因素

首先，教育程度是培育基层地区知识产权意识的关键因

素。 教育的作用不仅限于知识的传递，还是深化人们对复

杂问题认知和理解的关键手段。 在一些基层地区，特别是

中西部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不足，学校往往未能提供系统

的知识产权教育，导致学生和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基础概念认

识不足。 研究指出，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知识产权的

申请数量和保护意识显著高于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 提升

基层地区的教育水平，特别是优化知识产权教育的课程设置

和专业培训，是增强知识产权意识的有效策略。 知识产权

教育的推广不应局限于学校内，还应扩展到社区、企业等，

以确保更广泛的人群能够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价值。

对广大公民进行普遍的知识产权宣传教育工作，向公众

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使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大众化、普及

化。 在一些基层地区，由于法律普及不充分，人们对知识

产权的法律法规了解较少，有时甚至存在误解。 这种状况

不仅妨碍了创新成果的合法保护，也助长了侵权行为的持续

发生。 法律的威力源于其执行的严格性和公正性，但在一

些基层地区，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普遍存在审批周期长、

维权成本高、执法力度弱以及维权回报率低等问题，这些问

题导致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处理不及时、处罚力度不够，从而

削弱了相关法律制度的威力。 加强法律知识的普及，提高

大众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理解，并确保法律得到有效实

施，是提升基层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关键途径。

其次，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影响知识产权意识的重要因素

之一。 根据《２０２２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评

价结果，从地区评价来看，２０２０年广东、江苏、北京、上

海、浙江和山东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得分排在前六位，其

中广东、江苏和北京均超过８０分。 ２０２０年全国各地区知识

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东部优于中西部的发展特点，东部

地区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在６０分以上的地方有８个，中

部及东北地区６０分以上的地方为２个，西部地区６０分以上

的地方为１个。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基层地区，企业和个

人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往往忽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相反，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企业更注重创新和技术保护，

知识产权意识相对较高。 经济的繁荣可以为知识产权保护

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人来说，基

层地区经济发展能有效促进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

行政部门在知识产权宣传和政策执行中的作用至关重

要。 作为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行政部门不仅

需要加强政策引导，还应加大知识产权宣传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目前行政部门在基层的知识产权宣传仍然存在局限，

许多推广活动主要吸引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士，而普通大众往

往难以接触到相关知识。 在信息传播日益碎片化的时代，

不同人群对知识产权信息的获取存在较大差异，知识水平较

高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取相关信息，而知识储备不足的大众则

容易被边缘化。 因此，行政部门在宣传知识产权时，应采

用更具针对性的方式，如利用网络媒体推送知识产权新闻报

道，投放公益广告，并结合基层实际情况开展普法宣传，以

提高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普及率。

最后，社会文化背景对知识产权意识的强化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 在某些基层地区，由于历史上对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的缺失，社会对侵权行为的容忍度较高，甚至存在一种

倾向于抄袭和模仿的文化倾向。 这种文化环境对知识产权

意识的提升构成了阻碍。 在当前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下，

应该充分利用好网络媒体的宣传力量，要转变当前这种不利

状况，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利用网络媒体适时推送有

关知识产权的新闻报道，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报道的教育作

用。 同时，知识产权宣传的公益广告也应当适时投放，在

有形和无形中将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融入大众的生活中，从

而增强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 社会文化的积极变革是一个

长期而持续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地教育和正确地引导，逐

渐塑造出一个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

浙江省杭州市案例

杭州市依托城市数字化优势，于２０２１年推出了“杭知

在线”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便捷的知识产权

咨询、申报和维权服务。 平台以知识产权普及和便民服务

为核心，设置了知识产权申报指南、政策解读、案例解析等

栏目，帮助社会公众快速了解专利、商标、版权等相关知

识。 平台还特别打造了“知识产权课堂”模块，通过短视

频、动态绘画、互动答题等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科普知

识产权基础知识，内容涵盖版权登记、专利申请、商标注册

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知识产权问题。 自平台上线以来，累

计解决访问量超过３２０万人次，提供在线咨询服务４．５万余

次，成功帮助公众纠纷１２００余起。 其中，“知识产权课

堂”总量点击已突破８０万次，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影响。

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杭州市行

政部门自２０１８年起，每年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

动。 该活动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为主题，通过形式多

样的普法宣传工作，推动知识产权知识传播。 ２０２３年，杭

州市共举办知识产权宣传活动１２０余场，行政部门组织知识

产权专家、企业代表、行业协会成员等走进社区、商圈、广

场等公共场所，向市民发放宣传手册５万余份，并通过互动

问答、知识宣传、法律咨询等方式，将知识产权以趣味性、

互动性的方式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大地调动了大众参与

的积极性。

除传统的线下活动外，杭州市还充分利用短视频、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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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等新兴传播手段，策划制作了《知识产权知多少》《专

利维权小课堂》等系列短视频，通过趣味十足的剧情将知识

产权知识融入其中，累计播放量达１５０万次。 这种寓教于

乐的宣传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知识产权知识的传播，提高了

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度和自觉性。

在电商领域，杭州市针对网络焦点行为频发的现状，积

极探索知识产权维权新机制。 ２０２２年，杭州市相关部门联

合阿里巴巴、网易等电商平台，共同建立了全国首个知识产

权快速维权中心。 该中心数字化平台，集热点举报、案件

热点、维权处理于一体，形成了线上线下联动的维权机制。

快速维权中心成立以来，共受理涉案案件４８００余起。 在快

速维权机制下，目标商品的投诉处理周期从十五个工作日缩

短至３个工作日，案件处理效率明显提高，消费者维权成功

率显著提升。

完善知识产权意识培育机制的策略

近年来，我国行政部门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基层知识产权体系建设。 自《中国制

造２０２５》发布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的扶持

力度，这不仅在宏观层面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也

在微观层面激发了基层对知识产权的关注。 然而，在基层

实践过程中，政策宣传广度不足、执行力度有限的问题依然

存在，部分地区的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回报低，削弱了基

层组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性。

提升基层知识产权意识离不开知识产权教育的普及。

当前，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在知识产权教育方面已取得

一些成就，中小学教育也开始引入知识产权相关内容，通过

普法教育和创新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知识产权

意识。 然而，当前知识产权教育工作仍然存在普及率低、

体系不完备、师资力量弱等问题。 调查显示，全国已开设

知识产权课程的学校仅占６％，在欠发达的地区知识产权教

育开展率更低。 为缓解此现状，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增

加对基层知识产权教育的投入，提高知识产权教育的覆盖率

和质量，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以确保大众能够获得

充分的知识产权知识。 尤其是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应该从

小培养知识产权意识，为社会知识产权保护风气的形成打下

良好基础。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着核心作

用。 近年来，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２０２３年国内

专利申请量创历史新高，其中许多成果来自基层企业。 然

而，基层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部分企业缺

乏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导致侵权现象频发。 此外，

创新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不足也限制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行

政部门应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为基层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

支持，并加强知识产权培训，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能

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法律制度的健全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保障。 近年

来，我国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加强了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并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提高案件审理效率。

然而，在部分基层地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仍不均衡，诉讼

成本较高，使得中小企业和个人维权难度较大。 为解决这

一问题，应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法律的执行力度，优化司法

资源配置，降低维权门槛，使大众和企业能够更便捷地维护

自身权益。

结束语

基层地区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任重而道远，这不仅需要

依赖于行政部门的持续推动，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在促进基层地区知识产权发展过程中，不断促进我国知识产

权事业的整体进步，实现建设知识产权大国的目标，为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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