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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

最大的激励。这为知识产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将知识产权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前，我省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爬坡过坎转型的重大关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科技创新，促进高

质量发展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聚焦支

撑创新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两大职能定位，按照“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要求，聚力构建高

效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加快建设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有力支撑。

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顶层设计

本轮机构改革，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性重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首先要充分发挥新

体制的优势，在机制完善上下功夫，促进知识产权保护顺畅衔接、有序运行。一是深化市场监管体系下的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监管工作有效衔接、深度融合。研究建立商标专利

行政执法业务指导工作机制，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做好政策标准落实和信息通报。全面推行“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机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性、有效性。指导市县持续开展“护航”“溯

源”等专项保护行动，发挥市场监管体制全、人员多、力量强的优势，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力

争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二是深化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省知识产权和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作用，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协调，协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各项工作。完

善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共治机制，适时召开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一体化发展新闻发布会，畅通信息渠道，

加强行政执法协作，建立区域内的线索通报、证据移转、案件协查、联合办案及检验鉴定结果互认等制度

和措施，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一体化协调发展。三是深化知识产权行政司法协同保护机制。

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积极配合省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法院的申报工作，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深化商标、专利行政执法诉讼案件司法典型案例研究。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间知识产权信息互

通、案情共享、案件移送等长效机制，推进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标准统一，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强大合力。

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专业能力

2018年，全省知识产权、版权、公安等行政部门共查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15680件，涉案金额 41.79

亿元，全省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19938件，审结 16926件，全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437件 964人。知

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必须在提升专业能力上下功夫。一是加强制度建

设。跟踪专利法、商标法修改进展情况，推进《江苏省知识产权促进条例》立法进程。梳理整合商标、专

利等知识产权政策法规，制定《专利商标行政执法规程》，编制《专利商标行政执法实务》，统一全省专

利、商标行政执法管辖、执法程序、执法文书规范，研究制定商标、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和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基准。建立执法信息通报、绩效评价等制度规范，指导各地规范商标专利执法工作。抓好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落实，不断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和办案质

量。二是加强队伍建设。按照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求，建立地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配齐配强执

法人员。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分区域、分层次开展轮训，强化专家型、骨干型人

才培养，提升执法人员办案技巧和实战水平，努力打造一支精干高效、素质过硬的专业执法队伍，并在专

利纠纷处理中探索引入“技术调查官”。三是加强载体建设。优化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维权援助中心、



仲裁调解机构布局，完善基础条件建设，打造覆盖全省的维权援助服务网络。以常州、南京、苏州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为核心载体，构建面向特色优势产业、具有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功能的协同保

护机制。以全省 63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为关键载体，以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等为重要补充，为创新主

体提供汇集举报投诉、维权援助、检验鉴定、仲裁调解、司法裁判、行政执法为一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渠

道。

切实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效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突出企业主体地位、突出国际竞争焦点、突出群众

投诉热点，切实增强创新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一是突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2017年以来，企业专利

申请量、授权量占总量的比重均超过 70%，引导企业提升知识产权自我保护能力尤为重要。深入实施知识

产权强企行动计划，强化对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的宣传普及和培训力度，指导企业充分利用

专利信息提高研发水平，推动企业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优化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面

向我省先进制造业集群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重点企业联系目录库，

加强分类指导、因企施策，开辟知识产权维权绿色通道。二是突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2018年，美国以知

识产权侵权为由提起的“337调查”，江苏企业涉案占比高达 20%。下一步要开展涉外企业知识产权问题专

题调研，加强国际贸易规则中知识产权问题前瞻性研究。开展“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和

纠纷应对策略宣讲，以及风险防控实务培训。出台《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涉外维权援助办法》，加大涉外

维权援助力度。推动海外服务平台建设，编制海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目录，引导企业利用优质资源应对海

外知识产权争端。三是突出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以《电子商务法》实施为契机，加强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执法监管，开展电子商务企业的排查摸底。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平台交易商品知

识产权监管制度、知识产权投诉举报处理制度，及时发现并处理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结合网上侵权假

冒线索，强化办案协作，深挖生产源头、切断流通链条，推动线上线下协同治理。积极推进电子商务领域

执法协作调度机制建设，加强网上商标、专利侵权假冒判定。

大力营造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氛围

倡导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重要内容的创新文化，推动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文化理念深入人

心，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基础。一是注重大型活动影响力。全省联动开展“4·26”世界知识产权宣

传周、“5·10 中国品牌日”等主题宣传，开展“我最喜爱的江苏商标品牌”公益调查、“与知识产权同

行”故事征集等活动，高水平举办第十五届中国（无锡）国际设计博览会和第四届紫金知识产权国际峰会，

支持办好三江、太湖等国际性论坛，注重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提升知识产权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注重典型案例警示力。扎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下半篇文章，推进以案释法新媒体宣传。聚焦群众投诉

热点、瞄准社会舆论焦点，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持续发布年度知识产权十大

典型案件，针对具体案例的特点，邀请专家分析点评，做到精准供给、精准普法，提升典型案件的社会价

值和警示意义。三是注重教育培训普及力。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普及和普法，深化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

试点示范工作，继续举办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竞赛，支持各地、各社会组织开展大学生专利分析大赛、青

少年发明家评选、专利检索大赛等活动，提升知识产权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的知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