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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

——基于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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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我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体系的重要节点和基础单元，对于我国构建“严、大、

快、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现状出发，分析知识产权快速协同

保护体系政策背景，介绍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快速协同保护工作体系中的作用，并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

保护工作体系的相关建议。例如，在优化流程上，可简化申请审批环节，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审查；在技术支撑方

面，引入区块链保障信息安全；在人才培养上，开设专业课程，打造高素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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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enter(IPPC) is an important node and basic unit of China's 

rapid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strict, large, fast, and consist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attern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PP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roduces the role of national 

IPPCs in the rapid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work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rapid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work syste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For example, in terms 

of optimizing the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and approval process can be simplified, and big data can be 

used to achieve accurate review; in terms of technical support, blockchain can be introduced to ensure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terms of talent train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can be opened to build a high-

qualit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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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体系、构建“严、大、快、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各地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从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实践出发，介绍保护中心发展历程、业务体系、主要

作用，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为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一、我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建设政策背景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推动司法、行

政、社会等多维度协作，形成保护合力 ,协同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

保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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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顶层设计方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严

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原则，明确健全跨部门、跨区

域协作机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强调构

建协同保护体系，推动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衔接。《“十四五”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细化了协同保护的部门分工，要求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15

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2.保护协作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署合作

备忘录，加强专利、商标等案件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作。国家知

识产权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打击

侵权假冒行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均建立跨区

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 [2]，推动线索通报、案件移送标准统一。  

二、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情况

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

同保护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旨

在整合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功能，面向重点产业提

供一站式服务。2017年，全国首批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

四川、广东、江苏等地启动建设，标志着这一制度正式落地。此

后，保护中心数量逐年增加，覆盖领域扩展至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全国已

建成77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我国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

作体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主要作用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建立协同保护机制、加快专利

授权速度、打造公共服务平台三大核心功能，在构建知识产权快

速协同保护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1.建立协同保护机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能。保护中心通

过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维权通道，大幅缩短专利侵权案件处理周

期，并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同时，部分保护中心整

合行政、司法、调解等资源，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提

供侵权判定咨询、证据固化、仲裁、调解等服务，提升企业维权

效率，助力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快保护格局。  

2.加快专利授权速度，支撑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保护中心的

核心职能之一是专利预审服务，可以将特定重点领域（如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的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平均22

个月缩短至3个月左右，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最快可缩短

至1个月以内。通过预审合格的专利申请，能更快获得专利保护，

从而加速技术市场化，增强产业竞争力。  

3.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协同共治局面。保护中心构建线

上线下结合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一是提供专利快速预审、

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海外维权、导航分析等全链条服务，助力

企业创新发展。二是提供专利检索、分析预警等信息服务，帮助

企业规避风险；三是面向创新主体开展政策解读、技能培训，搭

建培训与咨询平台，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意识。

通过上述措施，保护中心不仅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效率，还

降低了创新主体的制度性成本，推动形成“审查—保护—运用”

全链条快速协同保护生态，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  

四、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业务体系与服务内容

（一）专利快速预审

专利快速预审是指申请人向保护中心提交专利申请前，由该

中心对申请文件进行预先审查的服务。预审通过后，案件可进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快速审查通道，大幅缩短授权周期 [4]（发明

专利可缩短至3个月左右，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缩短至1个月以

内）。专利快速预审聚焦“卡脖子”技术，覆盖关键核心领域，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并与地方产业优势紧密结合，随技术发展扩

展至新兴领域。部分保护中心依托专利预审，开展高价值专利培

育、拟上市企业辅导、海外专利布局指导等工作，助力关键领域

技术攻关。目前，我国保护中心预审领域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部分保护中心预审领域

详见附表1。

表1：部分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预审领域清单

地区 保护中心名称 预审领域 预审领域数量

北京 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
2

上海 上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材料、节能环保 2

浙江
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生物、绿色低碳、新

一代信息技术
3

杭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 1

江苏

江苏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新型功能

和结构材料
2

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制药
2

广东

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
2

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
2

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能源、互联网、高

端装备制造、珠宝加

工

4

山东 山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海

洋科技
2

四川 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装

备制造
2

（二）快速协同保护

保护中心通过组建专业维权队伍，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司

法审判等提供侵权判定咨询等服务，提供技术支撑等服务，提升

行政执法效能 [5]。例如，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50人的知识

产权技术调查官队伍，协助行政和司法部门开展技术查明工作，

提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质效。此外，保护中心建立与行政、司

法、仲裁、调解等机构的合作，常态化开展保护协作，多途径解

决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推动纠纷多元化解。例如，深圳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聚合法院、仲裁院、海关、调解组织等20余家知识产权

保护单位资源，打造深圳市知识产权“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

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综合解决方案，让企业跑一次就能获得各类知

识产权保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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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利导航分析

保护中心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等前沿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导航，帮助产业合理规划发展路径，

规避布局风险，为产业创新发展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指引。此

外，保护中心充分发挥数据来源、专业人才和检索工具作用，及

时统计、分析知识产权数据情况，形成专业数据统计分析报告，

及时反馈给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指

引 [6]。

（四）知识产权服务

保护中心作为各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不仅承担

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保护协作、专利导航分析

等业务，还开展知识产权咨询、培训、宣传、意识提升等一系列

活动。此外，保护中心还可以通过设立分窗口、分中心等分支机

构，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络，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进园

区、进企业，延伸服务触角，例如，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全

市11个区设立分窗口，承接知识产权业务咨询指引、宣传、培训

等基础服务，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服务范围 [7]。

（五）其他创新类工作 

部分保护中心通过搭建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促进知识产权与

产业的深度融合。如组织知识产权交易对接会，吸引高校、科研

机构与企业参与，加速专利技术、商标品牌等的市场化流通，让

创新成果快速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与金融机构紧密合

作，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搭建投融资服务平台，缓解创新型

企业的融资难题，让知识产权成为企业的 “硬资产”。部分保护

中心通过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联动，建设技术与

创新支持中心（TISC），积极参与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交流项目，

深化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 [8]。此外，部分保护中心建设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中心，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监

测、纠纷应对指导、意识能力提升等工作，为企业安心“出海”

提供知识产权保障。

五、完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体系的相关建议

1.规范业务流程。优化预审、确权、维权等业务流程，建立

标准化的操作指南，引入智能化业务管理系统，确保操作规范、

透明、高效，提升案件处理效率和质量。同时，加强预审申请文

件的形式审查，减少因格式问题导致的驳回，缩短专利审查周

期。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与流程优化，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提高

服务透明度和公信力。  

2.化保护协作。积极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保护机制，探

索与法院、市场监管、海关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和联合执法机

制。探索“行政 +司法 +仲裁 +调解”多元纠纷化解模式，提高

侵权打击效率。加强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交流合作，支持企业

海外维权，构建国内、国际联动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 [9]。 

3.加强人才建设。培养专业化、复合型的知识产权人才队

伍，引进审查专家、法律顾问等专业人才，提升预审和维权能

力。建立人才培训体系，联合高校、研究机构开发实务课程，开

展实践培训。完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提高团队稳定性。鼓

励人才参与国际交流，学习先进经验，提升保护中心整体竞争

力 [10]。

4.服务创新发展。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专

利预审服务，支持高价值专利培育。开展企业知识产权诊断，提

供定制化咨询和预警分析。推动专利转化运用，搭建产学研对接

平台，促进技术市场化。探索区块链、AI等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

中的应用，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5.强化新兴技术赋能。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技

术迅速发展，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保护中

心可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AI）技术，对海量的知识产权数据进

行分析挖掘，快速识别专利申请中的相似技术，辅助审查人员更

精准地判断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大大提高审查效率。利用 AI

还可以实现智能监测侵权行为，通过对网络信息的实时抓取和分

析，及时发现侵权线索，为维权行动提供有力支持。此外，可以

探索依托 AI技术，建设人工智能客服，为创新主体提供24小时全

天候、不间断、智能化的知识产权咨询指引服务。

六、结语

综上，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发展，是完善知识产权快

速协同保护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其承担的专利快速预审、确

权、维权、导航、培训等职能，对于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

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保护中心发展迅速，产业覆盖

面不断拓展，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规范业务流程、强化

保护协作、加强人才建设、服务创新发展、强化新兴技术赋能，

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工作质效，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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