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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为知识传递和信息服务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流方式，同时也对知识产权保护造成了较大困扰。

提升数字时代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保障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当前阶

段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面临着侵权行为监管困难、主体界定模糊和立法滞后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

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基础、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改革和构建多部门的协同保护机制等方面，

提出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对策措施，以期为破解数字时代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困境提供参

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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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ra has provided a more convenient way of communication for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caused greater disturbance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igital era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guarantee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undertakings, but the current sta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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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ion measures still suffers from the problems of infringement regulation, vague definition of sub-
jects and legislative la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legal ba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romoting the mechanism reform of patent protection, and building a multi-sectoral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mechanis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racking the judicial 
dilemm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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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全面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包含专利、著作和商业信息等在内的知识产权信息得到了大规模的传播，

并且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极大地扩充了传播途径与传播速度，在提升信息交融效率的同时造成了多种

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在此背景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成为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此外，在数字

时代背景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推动科技创新进步的

重要力量[1]。2021 年，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

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管理力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为

数字时代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数字时代为知识共享和信息传递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流方式，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发展问题，

尤其是当前在立法层面上，尚未形成对数据资产和数字财务数据的专属保障制度，已有的《民法典》中

对数据资源的立法条款，仅为转介条款，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较为复杂的司法困境，并

逐渐成为制约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2]。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亟需明确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涵，重

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司法困境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应

对举措，以期为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数字时代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涵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数字时代为技术交融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帮助，但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也造成了相应的困扰，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驱动创新战略和促进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保障。基于

此，本节梳理了数字时代下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涵。 

2.1. 保护知识产权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 

开拓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全球共同的发展共识，也是中国践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探

索，而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根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发现，数字

经济在较大程度上属于知识经济，知识产权成为全球各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同时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

和受保护程度也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创新能力的相关指标。此外，知识产权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而保护知识产权则是数字经济长期高效发展的根基。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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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的交互行为变得更加频繁，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数据要素得到了极大传播，并在

数据要素领域出现了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数字时代背景下，无论是数据要素还是知识产品之间的传

播均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在此背景下应通过技术革新、模式创新和资源集聚为数字时代下的知识产权保

护提供坚实保障。 

2.2. 保障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1。知识产权通过

产权界定和资源配置，为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较强的激励措施，也为创新成果的产权界定提供了市场规

范机制。当前阶段，全球各国都在紧密关注数字科技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尤为注重知识产权对创新的

引领和促进作用，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更多是科技和创新的竞争，而知识产权作为衡量创新的重要指标，

其发展水平可以较大程度上彰显出一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关乎到本国创新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牵动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因素，其作为独

占性的法律授权，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3]，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将产

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结合起来，既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又能驱动相关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

展，因此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舞台，势必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3. 完善数字市场治理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制度是保障数字经济可

以长期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数字时代背景下，各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发展速度和对

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前所未有，因此，加快数字时代下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步伐，完善数字市场的治理

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已是当务之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法制化。结合当前大力发

展的数字经济背景和数字市场治理处于起步阶段的客观现实，应当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加强数据治

理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4]，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有针对性的制定规划方案和治理措施，

加强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完善法律保障体系，依法落实知识产权奖惩性制度，为数

字市场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3. 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困境 

在以《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中，已经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和

保护行为做出了较为详实的解释，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仍面临以下三方面的司法困

境问题。 

3.1. 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监管困境 

在数字时代，著作和专利的传播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数据和网络逐渐成为知识产品的重要传播

途径，使得相关知识产品的浏览、转载、下载乃至运用等方面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导致知识产品的

侵权行为变得更难以察觉，并且侵权的边界行为也变得更加模糊[5]。 
同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涌现出了较多的数据库，并覆盖到了经济、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众多领

域，而在建立数据库的过程中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尤其是对汇编权的侵权行为较为普

 

 

1资料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的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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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在《著作权》法的第十条第十六款中规定，汇编权是将作品或作品的一部分进行选择或编辑，并汇

集成为新的作品的权利，同时第十四条也没过去额规定，汇编作品的著作权，在不侵犯原作品的前提下，

由汇编制作人享有。而在数字时代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中，由于数据要素的不断膨胀和更新迭代，其内容

的独创新会有所下降，并且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内容在持续增加，使得监管难度增加[6]。 

3.2. 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侵权的主体界定困境 

不断扩大的数字市场规模，为界定知识产权的侵权主体造成了较大困扰，尤其是数字化的转化问题，

已成为游离在复制权之外的重要侵权手段。通过对《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关于复制权的定义可知，

复制权是以复印、拓印、印刷等方式，将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权利，而数字时代作为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为复制权等带来了较大挑战，许多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传统领域，在数字时代都可

能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传播，即由传统意义上在客观世界中的载体，经过数字化的转换后转移到电子等媒

介上储存，使得侵权主体难以界定[7]。 
同时，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由线下转移到线上，追踪犯罪主体的难度增加，对知识

产权侵权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也给罪责认定增加了较大难度，在创作者、运营平台、购买者之间均有可能

出现侵权行为，一方面难以界定相关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也难以监管如此规模庞大的侵权行为。 

3.3. 法律制度的相对滞后性 

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刑法中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是构成侵犯著作

权罪的必备要素，在传统领域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中，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且合理的，但是在数字时代，

营利能力并非是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当前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较为滞后，对于数字时代下的

版权保护造成了一定困扰。 
同时，对于专利的认证也有待革新。根据《专利法》的规定，相关的开发程序应当与物理设备相结

合才能够申请专利，一般性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这就使得开创新的思想和技术

手段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尤其在数字时代这种新的创造行为较易受到侵犯[8]。此外，在知识产权的维权

过程中，按照现行的证据制度和诉讼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进行侵权行为的材料收集和举证，

过程较为繁琐，并且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较高，导致关于知识产权的维权过程较为困难，

在法律制度方面有待进一步优化。 

4. 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应对举措 

结合上述分析内容，在数字时代蓬勃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应对举措，以期

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4.1.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基础 

根据数字时代下层出不穷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当率先在法律层面完善相关的法制基础。首先应

当对数字出版、数字化转化和数字化复制品等内容进行法律界定，明确其使用范畴和边界，完善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的责任认定原则，当前大量的数字化复制品在各大平台上的泛滥，已成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应当将数字化转化行为纳入到复制权范畴中。其次，在知识产权的侵

权行为中，应重新讨论“以营利为目的”和唯结果论在数字时代的适用性，有效降低知识产权侵权的犯

罪规模，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并不是单一的以营利为目的，在认定过程中应系统纳入侵权行为

的多样性特征。最后，对于数字时代下的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应当予以关注，当前我国尚未建立数据

库的法律保护制度，而规模庞大的数据资产或数据服务侵权行为亟需进一步解决，为数字时代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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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提供法治保障。因此，对于数据要素的保护行为应当纳入到《著作权》的立法与修法工作体系中。 

4.2.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改革 

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应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改革，积极探索并创设数字化征信系统，通过大数

据监管平台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进行智能界定，并向第三方机构提供信用评估、信用报告和信用信息

咨询等服务，以制约个体行为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出台更加细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案和制度规

范，对数字时代知识产品的传播过程、传播渠道和关键环境进行法律界定和动态监管，让知识产权的运

用始终处于法律检测框架下。 
同时，针对数字时代下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既有不适用于数字时代下的管理条例进行修正，尤

其是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法治监管力度，重视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通过区块链技术为数字化信息贴上时

间标记，对于作品的形成时间和所有权归属等进行数字化管理，以推进管理机制改革的方式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9]。此外，应当在理念上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的普及力度，宣扬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措施和机制，进一步强化用户的知情权，消除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模糊地带。 

4.3. 构建多部门的协同保护机制 

区别于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应积极探索新型保护模式。首先，应当推动刑

法、行政法和民法的合理衔接，通过法律层面的协同治理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法治基础，避免在知识产

权维权过程中出现推诿和责任认定不一的问题；同时，设立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新型版权制度，推动智

能合约的发展与应用，并在《著作权》法中增设对智能合约的认定规范条例[10]。其次，在不断完善制度

体系和强化监管的基础上，还应当充分利用广大群众等社会力量，健全社会层面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的反馈渠道，设立线上线下结合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举报平台，并安排专人进行负责对接相关进展，切

实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举证难”、“成本高”和“周期长”等问题。最后，根据数字时代的行业发

展特征，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高发的行业，由政府牵头制定行业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对于性质

特殊、规模较大和影响广泛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由行业联盟进行介入，以点带面，提升全行业生态的

产权保护意识。 

5. 结语 

保护知识产权是保护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尤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伴随着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受到更大的挑战与威胁，需要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从完善法

律制度、推进机制改革和提升多部门协同工作水平等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新时代赢得国际竞

争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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