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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發展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 

呂淑琴*  

“知識經濟”是最近人們談論最多的熱門話題。何謂“知識經濟”，人們

公認的概念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這一概念

的最初使用在 1996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文件中。按照人們目前的理

解，知識經濟的主要特徵應該有如下方面： 

1. 知識經濟的基礎是科學與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隨�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科學與技術不斷出新，信息傳遞的速度越來越快，新產品的研製與開發的過程

越來越短，知識成為創造財富的重要資本。這已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得到證

實：在農業經濟時代，土地是創造財富的資本；在工業經濟時代，自然資源和

貨幣是主要資本；而在知識經濟時代，能夠為人們創造財富的最重要資本則是

知識和智慧。最新技術的開發與研究，成為知識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基礎，如果

說在工業經濟時代，能夠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製造業，

那麼在知識經濟時代，能夠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將是信息、文化、科學

與技術。 

2. 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於中心地位的是信息和通信技術。知識經濟的發

展，使得知識密集型的新技術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以美國為例，在工業經濟

時代，美國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是建築業、汽車業和鋼鐵業：而 70 年代之後，

鋼鐵工業已經衰落，汽車工業為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 14%，電腦、通信、

航天航空、金融等產業的崛起，為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 55%以上。在即

將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世紀初的美國前十二大的企業為石油、鋼鐵、糖業、鉛

業、煤礦、郵電、橡膠等，其中 83%為自然資源產業：而在今天，名列前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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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企業中，依靠自然資源創造財富的企業僅占 8.3%，帶來這一巨大變化的

根本原因是新興技術的開發與應用。而其中所有的新技術中，信息和通信技術

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由於通信、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電子銀行、電子圖書

館、網絡書店、網上購物、網上廣告、網上交易、遠距離診斷疾病等等已成為

現實，信息和通信技術已使傳統的經營管理方式、人們的生活方式等發生革命

性的變化。 

通信與信息處理手段，使每個人置身於網絡之中，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存取數據、交流信息、更快地決策、更好的經營。到了下一世紀，信息將

像空氣一樣成為人類生存必不可少的條件，信息技術將無處不在。 

3. 知識經濟中的勞動主體主要是腦力勞動者。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智慧

將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擁有知識、智慧的人將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力

量。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從事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營銷服務的人會遠多於

從事體力勞動的人。美國 IBM公司在全球有 40萬僱員，從事第一線生產的僅有

2 萬人。餘下的 38 萬人則是從事研究、開發和售後服務的人。據美國目前統

計，白領階層占全部勞動力的 59%，藍領階層僅占 29%。基於知識勞動的特殊

屬性、即知識勞動的個體化特點，使得任何法律、規範對知識勞動的過程都無

能為力。勞動者投入多少精力與心血，完全由勞動者本人決定，而勞動者的智

慧投放的多少，直接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多少，進而決定了企業財富的多寡。因

此，對未來企業等的管理，更應側重對人的尊重，對知識勞動的理解。傳統的

激勵方法、手段必須改變，應更加側重於增加員工的歸屬感與向心力機制的建

立。 

4. 知識經濟中的勞動力素質和技能將成為競爭取勝的決定性條件。 

知識經濟的發展，技術的室內研究與產品進入市場之間的時間越來越短，

一項技術的生命周期也將越來越短，這也使國際間經濟的競爭程度越來越劇

烈。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下，勞動力的素質與技能將決定�競爭的成敗。誰擁有

最優秀的人才，誰就能在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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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的發展，根本上取決於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生產、傳播和應用。

由於知識成果的無形性和巨大的經濟價值，使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不僅激烈，

而且複雜。 

知識是人的大腦創造、產生的產品，這類產品表現為一種手段、訣竅、主

意、配方設計等，其本身並不占一定空間且無法直接用貨幣衡量，但它又有巨

大的經濟價值，特別對有形的物質資產的形成、增值發揮�巨大的作用，甚至

可以以高於成本幾倍、幾十倍的價格銷售。因為知識勞動產品的無形性，使其

在成為商品、可被人利用、傳播時，都要物化為一張圖、一個分子式、一定的

工節流程等，這就使得投資者花費大量投資、知識勞動者投入大量智慧與心血

創造的成果，應一經公開就輕而易舉地被他人無報酬的使用，從而使知識勞動

成果的投資者、創造者將蒙受巨大的人身及財產上的損失，喪失原本他該有的

競爭優勢，甚至喪失生存的空間。為了維護市場競爭的公正與公平，保護創造

者、發明者和傳播者、應用者的積極性，知識產權制度也就產生了。知識產權

法律制度主要就是調整基於知識成果的創造、生產而產生的特定權力人與不特

定的義務人之間的關係，基於知識勞動成果的傳播、使用而產生的特定權利與

特定義務人之間的關係，以保護知識成果的創造者、投資者和應用者的積極

性，以保証市場競爭公平、公正，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維護正常的市場經濟

秩序。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完整、齊備與知識產權執法的嚴肅

與嚴明就變得更為重要。 

1978 年以來為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和中國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

需要，政府把加快經濟、科技、文化事業的發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列入

了重要的議事日程，力求在科技、經濟、文化商品的創造、開發、生產和經營

方面建立公平、公開、公正的法律保障體系。1982 年 8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該法及其實施細則於 1983 年 3 月開始實施

1985 年 4 月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1987 月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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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技術合同法》；1991 年 6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施行，並頒布實施

了《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1993 年 7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技術進步法》；1993 年 9 月全國人大又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

正當競爭法》。以專利、商標、版權為三大支柱的知識產權框架已在中國基本

形成。在建立和完善國內知識產權立法體系的同時，中國積極承擔保護知識產

權的國際義務。1980 年，中國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此後相繼加入了《保護

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積

極參與締結《關於保護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的活動，並成為第一批在條

約上簽字的國家。1992 年中國加入保護著作權的兩個公約──《保護文學和藝

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1993 年 4 月加入《保護錄音製品的

製作者防止末經許可複製其錄音製品的日內瓦公約》。這表明中國知識產權的

保護範圍和保護水平逐步與國際接軌。 

與迅速而完備的立法相適應，中國已經建立了司法、行政和知識產權協調

指導機構三者有機結合、有效運作的執法機制。 

司法審判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的有效途徑。在中國，任何享有知識產權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訴請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保護其合法權益。據統計，1991 年至

1997年 5月，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識產權糾紛案 20839件，其中著作權案

件 3195件，專利案 4557件，商標侵權案 1362件，技術合同案 8569 件，侵犯科

技成果權、不正當競爭等其他知識產權案 3156 件，總審結 20246 件，平均結案

時間在一年內，有效地維護了權利人的知識產權合法權益。根據知識產權案件

技術特徵明顯、專業性強、知識產權關係複雜等特點，為保證知識產權審判水

平，最高人民法院、北京、上海、廣東、海南等 8個高級人民法院以及 14 個中

級人民法院先後建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集中處理知識產權案件。 

除司法保護以外，知識產權的相關行政管理機構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

有效地對知識產權進行行政管理，糾紛調處，發揮�很好的作用。知識產權申



 5

請授權穩定增長，截至 1996年 12 月，中國專利局收到 62 萬多件專利申請，授

予 31 萬件，成為國際上較大的專利局之一；中國商標局有效註冊商標達 64 萬

件，居世界有效註冊商標國家的前列；1995 年至 1996 年底，全國著作權行政管

理部門受理作品自願登記 2697 件，從 1992 年底至 1997 年 7 月，中國軟件登記

中心共批准計算機軟件自願登記 1878 件。另外，國家版權局認證涉外音像製品

共 3709件，1996年至 1997年 7月，認證涉外計算機軟件 200多件。中國知識產

權行政機關在知識產權違法行為的查處中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以 1996 年為

例，專利系統受理各種專利糾紛案 546件，結案 269件，結案率為 68%，共查處

假冒專利案件 121件；全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查處商標侵權案 1.4萬餘件；版

權系統查處著作權侵權案 679 件；全國共收繳非法音像製品超過 1000 萬盒

（張），截至目前為止，連續破獲 46條地下光盤生產線。1995年 6月，中國海

關總署設立了知識產權邊境保護處，並指定了主管部門和聯系人，1996 年全國

海關共查獲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件 705件，侵權貨物價值人民市 1500萬餘元。 

為統籌協調知識產權工作，1994 年 7 月國務院建立了知識產權辦公室會議

制度，負責研究、協調和指導全國知識產權的有關工作。全國 30 多個省市人民

政府和國務院部委也建立了本地區、本部門知識產權協調指導機構或相應的工

作制度，並設置了日常辦事機構，對本地區、本部門知識產權法律實施監督、

檢查和指導。此外，在國際合作方面，中國與美國、日本等諸多國家，就執行

政府間科技合體協議、知識產權的歸屬和分享達成框架性協議，保障了雙邊合

作的順利進展。 

為普及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加強知識產權法律意識，提高社會成員對知識

產權的認識，1995 年 9 月國務院知識產權辦公會議辦公室和司法部聯合發出通

知，在全國普及知識產權法律知識。1996 年，各知識產權部門舉辦知識產權專

業培訓，參加者約 40萬人次。 

1997年 7月 1日起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本

地化進程已基本完成。1997 年 6 月，《香港專利條例》、《香港版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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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註冊外觀條例》經香港立法局通過，自 1997年 6月 27日起實施。香港在

保護商標方面已有單行立法。《香港商標條例》1997 年 7 月 1 日後繼續施行。

在中國締結和加入的國際公約中，凡香港回歸中國前已適用於香港的，以後繼

續適用於香港。這些公約是：《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保護工業產

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

護錄音製品製作者防止末經許可複製其錄音製品的日內瓦公約》和《專利合作

條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建立了發達國家近百年走過的道

路，建立起比較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並初步與國際接軌，這是一個令世人

矚目的歷史性跨越。但是，應當看到：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還有相當的問題，

有待進一步完善。尤其是 90 年頒布以來未作任何修改的《著作權法》問題頗

多，由於中美知識產權談判，我國先後加入了《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

約》，國務院為保證公約的被執行，又發布了《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

定》，使得我國的著作權立法出現了諸如著作權的出租權、轉讓權、計算機軟

件保護等方面的本國人與外國人的雙重標準問題，即對於外國人的嚴重的“超

國民待遇”，還如立法與執行的協調等等問題，使得我國的《著作權法》到了

非修改不可的地步。除了立法上的問題有等糾正之外，還有對知識經濟時代的

特點的認識，相當多的人還很淡薄，對未來經濟發展中競爭程度的感受還很遲

鈍。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並不等於法制的健全。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

工作，在社會觀念的轉變、執法機制的形成、管理制度的完善、法律知識的普

及、專業人才的培養、以及司法、行政執法、行政管理、實施監督和諮詢、服

務等方面，仍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補，健全完備的知識產權體制的建立還需要長

期的艱苦的工作。 

展望二十一世紀，世界正在走向知識經濟時代。中國又將面臨一次新的挑

戰、新的機遇。中國除了要加大教育的投入、重視教育的發展，確保勞動力的

基本素質，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尤其要加大對信息的處理、存儲、讀取、傳

輸、通信技術的投入，保証我國與發達國家已經縮小了的差距不被拉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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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就更為重要。保護知識產權是科學技術與經濟結合的重

要環節，是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流

的重要機制。為了保證中國在末來的世紀中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充分認識科

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巨大力量，充分尊重知識財富創造者──人的權利，充分有

效地保護知識產權，以提高我國的科技實力和經濟質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我

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經超出了僅僅是保護私權的範圍，它已成為我國迎接下

一世紀挑戰的經濟體制和科技戰略的重要一環。在未來國際市場的劇烈競爭

中，要鍥而不捨地努力，充分利用知識產權這一制度，爭取優勢、維護優勢、

發展優勢就成為我們的重要選擇。全社會共同努力，把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發展相適應的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和優化的知識產權法律環境帶入

二十一世紀，笑迎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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