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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升温，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信息来源不足的影响下，企业常常会在纠纷中陷入被动，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已经建设海外知识产权应对指导中心以

及地方分中心，但是仍然存在协调联动能力不足、专业性有所欠缺、预警机制缺失等问题。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需在机构建设和政策实施两个层面入手搭建网络化纠纷解决系统充分协调各方资源，提高专业水

平；建设风险预警机制，同时关注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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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lobal trade friction is heating u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lack of sufficient information sources, enterprises often fall into a passive position in dispute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guidance system for dealing with overse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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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At present, the overs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ponse guidance 
center and local branch center have been built in our countr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lack of warning mechanism, etc.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networked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from 
the two levels of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fully coordinate the re-
sources of all parties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establish a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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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变化迅速的国际经济形势，为了更好发展我国经济，早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就已明确提出我

国经济增长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重点应当从“制造”转向“创造”。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以纲要形式对建设知识产权强

国总体要求进行明确阐述，并对知识产权的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公共服务体系、人文环境、组织保障

以及全球治理进行了目标性概述，起到了方向引领的作用。其中第十条就明确提出“健全统一领导、衔

接顺畅、快速高效的协调保护格局”这一目标，并具体指出要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网

络”，以此来推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1]。 
2019 年 7 月 10 日，我国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指

导下设立，旨在聚焦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存在的难点和痛点，构建国家层面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收

集和发布渠道，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与协助机制，提高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

识产权纠纷防控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2020 年 11 月 11 日，我国又设立了第一批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各地方分中心应积极配合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建立资源共享、信

息报送、协调联动和培训指导机制，不断探索形成有效的业务运行模式。随后，2021 年 4 月，我国又设

立了第二批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以更好建立健全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防

范机制，优化维权援助工作。 
然而，我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中心建设时间尚短，缺乏经验，虽直观可见规模在扩大，覆盖面

在增加，正在向网络化目标稳步迈进，但是各指导站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涉外企业起到帮助作用，针对现

阶段的国内国际背景，指导站自身的机构建设问题，仍是具有很强的讨论意义。 

2.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体系设立背景 

2.1. 组织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国际背景复杂，而知识产权又是需要具备高度专业性的领域。目前，许多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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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已经趋于成熟，我国虽已经开始十分注重知识产权建设，但相较之下仍显稚嫩，不能与社会对这

方面的需求相吻合。 
从企业层面来看，许多企业在面临纠纷时，往往会因为不够专业而陷入困境[2]。首先，部分企业获

取市场信息的能力不足，掌握信息不足的一方常会在应对纠纷时处于被动地位；其次，部分企业相关专

业知识储备不足，面临纠纷时保护意识仍然有所欠缺，多数只能采取和解赔偿来息事宁人，利益损失似

乎是大部分企业的结局。因此建设专门的知识产权纠纷指导站十分必要，针对企业信息搜集能力弱、应

对纠纷乏力等问题给予外力援助，给出专业性的预防方案或应对策略，保护企业免受损害。 
从国家层面来看，涉外知识产权是特殊的，他不光包含了知识产权、经济学的有关内容，更是国际

政治的博弈。针对当下国际市场已经掺杂了政治因素这一现象来看，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市场

机制被扭曲异化，建立专门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也是国际政策的普遍导向，以此来保障知识产

权跨境贸易的正常开展。 
综上，不管是从哪一层面来看，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站都具有必要性。建设这一指导中心也

并不能像传统的法律援助机构一样，仅仅以扶弱、保护人权为目的，而应当兼顾本国企业利益和国家发

展政策，以保护企业利益为途径，落实我国国际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因此，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引的指导应当具有两个与一般法律援助不同的特点：第一，援助对象应当更侧重于本国企业，对外国

企业只提供少量援助或者不提供；第二，采用多种不同的援助政策，出了法律援助以外，还应当配套有

关经济扶持、国家层面的谈判磋商等等，从多个角度保护援助对象的利益[3]。 

2.2. 域外经验借鉴 

2.2.1. 美国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措施 
一直以来，创新创造一直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美国始终保

持竞争力的关键一环，因此，美国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措施，具有很强的学习意义。 
首先，美国注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培训与指导，由美国专利商标局联合国务院、商

务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共同建设完成。全球知识产权学院(GIPA)、ICHIP 计划、商法发展计划(CLDP)、
知识产权专员计划是全球能力建设的代表。美国通过这些培训，可以有效对全球知识产权领域树立专属

的影响力。其次，美国善于利用遍布全国的领事馆来为本国争取利益，美国通过领事馆，定期上报驻在

国有关知识产权的动态，为驻在国的美国企业服务。第三，开展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联合执法活动，

保障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在全球的利益。 
我国可以学习美国设立知识产权问题的培训计划，加强中小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除此以

外还可以加强区域合作，在区域范围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2.2. 欧盟国家海外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欧盟国家针对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主要存在于欧盟既有其共同的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各个国家又有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的方针的政策。欧盟国家针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预警机制主要

在企业和政府两方面，在企业方面，鼓励企业主动制订相应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加强对知识产权纠纷预

警的重视；在政府层面，主要是立法解决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问题，欧洲专利局通过对信息的搜集，已经

形成了便捷的信息共享平台，为企业在面临纠纷时搜寻相关信息提供了平台。 
我国在进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体系建设时，效仿欧盟的预警机制，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入手。

提升企业应对风险能力，主动制订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建设政府统一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指导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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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体系与能力建设现状 

3.1. 组织机构布局与工作成效概述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随之而来的也是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增多。整体来看，我国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起步虽较晚但是发展迅速，这一明显的进步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早在 2007 年，我国就意识到

我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较为迟钝，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

作的指导意见》，设立维权中心作为在政府领导下的公共服务机构[4]。2019 年，我国提出了《关于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要求从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几个层面来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促进保护能力与保护水平的提升。该《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构建海

外纠纷协调解决机制。 
2020 年，我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中心建立，同年 11 月，我国又设立了第一批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分中心的设立有助于更好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这一指导

政策，可以聚焦每个地方的企业需求，对接优质资源，服务区域发展，为涉外企业提供更为高效、便捷

的指导服务，同时也可以即时关注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的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有助于信息的收集分

析。2021 年 4 月，国家又设立了第二批地方分中心，以更好推进指导工作高效有序进行。然而要想更好

落实工作达成目的，除了机构的建设，还应当确保机构能够良好运行。各分中心在设立时，就规定应做

到收集与报送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指导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培训与宣传涉外知识产权风险、协

调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资源等多项工作，要积极配合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建立资源共

享、信息报送、协调联动和培训指导机制，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加强沟通交流，探索形成有效的业务运

行模式。除此以外，2020 年 9 月，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厅也印发了有关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

管理办法和考核细则，旨在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和纠纷应对指导服务，

更好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同时，国家目前也重视专家指导方面的建设。2022 年 3 月，我国公示了第二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

对指导专家的名单。专家队伍涉及多国家、多行业，使我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有了专业知识的保

驾护航。专家人才的建设有助于知识产权规则制度信息的收集，可以为企业在面临纠纷时提供策略事项，

在针对重大或疑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也可以通过组织专家研讨的方式来进行指导。 
除此以外，我国也建设了专门的网络信息平台，用来发布有关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的最新政策动

态，企业也可以使用这一平台来申请机构的帮助。 
总体而言，我国针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中心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系，并且再向更全

面、更专业的方向不断发展。 

3.2.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体系现存问题 

3.2.1. 分中心间缺少协调联动 
目前，各地积极相应国家号召，申报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虽整体呈向上的发展态

势，但是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需要在进行下一步建设时加以考虑。 
首先，我国分中心建设覆盖面仍然有限。在我国 2020 年发布的有关分中心申报建设的通知中，分中

心申报建设要求之一是本地区涉外纠纷案件较多。这一考量有助于合理利用有限资源，针对各地最迫切

的问题来集中解决。但是，随着近年我国“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不光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面临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中小企业要想更快、更高质量发展，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涉外纠纷，那么专门机构的

指导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针对目前只有重点地域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站的情况，在一开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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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进行试点或者探索建设时，不光可以有效解决该地域的迫切需求，还可以通过频繁的实践操作最

快摸索出最佳建设方案。然而当这一战略建设趋于成熟时，如果仍然仅仅关注某些重点区域而忽略个例

的话，可能会不利于各区域的协调发展。 
其次，目前各个分中心协同合作较少。虽然在许多重点区域已经建设了分中心，然而各区域在处理

纠纷时时常展现出“各自为战”的情形，分中心尚未形成协同合作、共同发展的局面。针对知识产权纠

纷，全面、即时的信息其实是在纠纷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筹码，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面临海外知识产

权纠纷时，就会遇到信息不对称这一难题。然而，分中心的建立目前还只是尽量在各地铺开的状态，虽

然在本区域可以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到信息，并对企业进行指导，但各分中心彼此之间的沟通不足，最后

也只能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孤岛”，所能获得的信息还不够全面。不止如此，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

资产，侵害行为可以跨越地域的阻隔，同时发生于几个区域，这就不得不需要各区域的联动协作，对有

关信息互通有无，来更好维护企业利益。 

3.2.2. 分中心针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的专业性有待发展 
早在 2007 年，我国就逐步在地方设立知识产权维护援助中心，并且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文件来帮助

更好建设这些援助中心。2019 年，我国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成立，主要是针对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来给予公益咨询和指导意见。随后，我国建设了一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分中心，但分

中心是建立在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维护援助中心的基础上的。这一举措，很好利用了原有

的知识产权援助平台，与国家已有政策相衔接。且援助中心已经成立多年，对当地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

搜集较为全面，同时，作为一个公益机构，也与当地企业联系密切，对如何指导企业应对纠纷有较为充

足对经验积累。因此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分中心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可以更快入手企业指导工

作。 
但是，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涉及到的问题更为特殊复杂，除了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还必须了解

国外以及有关国际条约对规定，这对机构专业性要求更高，若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简单拓展是远远不

够的，还应当在充分了解国际政策的前提下，广泛搜集外国企业有关信息，重点关注主要国家的政策号

令以及与我国的贸易往来，从各个角度了解深入，从而才能更好对企业进行指导，这对专业性的要求比

较高，也是目前我国在分中心建设时，除了数量、辐射面外，需要关注的问题。不过，也正因这一问题

亟待关注解决，目前，我国分中心规模推进也较为谨慎，所以要想更快更好落实全国辐射的海外知识产

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就需要加大专业性建设投入。 

3.2.3. 预防预警机制建设不足 
目前，我国建设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中心更侧重于事后援助，即在企业遭遇纠纷并提出申请之

后给予援助。然而知识产权案件损害性强、应诉难度大，因此，只是更侧重于事后的救济与指导，而忽

视了预防预警机制的作用，就会让企业错失应对纠纷的最佳时期，企业一旦陷入纠纷中，再要想自身利

益不受到损害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前，各分中心主要对企业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进行一定培训

与宣传，只是在有需要与有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对一些重点产业的企业进行编发预警报告，这也是考虑到

要给予预警报告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然而，若仅仅是给企业进行一些培训与宣传，企业自我预防最后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是不可控的，首

先，各个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不同，不同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导致这些培训宣传是否会被落到实处；其

次，每个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水平是不一样的，若缺乏一定的专业性，企业想要去进行知识产

权纠纷预防工作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因此，如果分中心只是将预警做到广泛宣传这一步的话，程度

还是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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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分中心与企业联动有待增强 
2020 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的试

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公布也说明了我国知识产权局对分中心对建设十分重视，且也是希望分中心可

以从基层将工作落到实处。 
但总体来看，目前有关监督监管工作还不够细致，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和海外知识产

权纠纷应对指导理事会成员单位相关人员组成专门考核小组，并且将其办公室设在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指导中心内，同时各分中心也需要按时提交与回报年终总结。总体而言做到了自身总结汇报与他

人督查的结合。然而，在考核中，平时考核的占比较少，年终的占比较大，可能会导致一些分中心在平

时不能时刻将工作落实对情况发生。除此以外，各地方分中心在企业培训方面仍需加深关注。企业是直

面纠纷风险的主体，只有企业拥有更完善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更为专业的应对风险配套措施，才可以更高

效解决纠纷，这就需要地方分中心加强日常的监测与辅导。 

4. 完善我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中心建设意见 

4.1. 完善机构组织建设 

4.1.1. 完善组织协调机制 
目前各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分中心缺乏协调统一的机制，同时在给予纠纷指导时尚不

能完全利用好社会各界的有关资源。为了在有限资源下发挥最大的援助功效，首先必须要完善分中心间

的协调机制，避免产生“信息孤岛”的局面，可以由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统一协调，按

期收集各地有关信息，进行汇总后及时公开，对各地典型案例进行汇编整理以供集体学习。同时，各分

中心间也应建立联系沟通渠道，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很多时候并不是点对点的纠纷，而是同一个企业同一

个产品涉及到多个企业的纠纷，这些企业很有可能是分散在各地，当这种情况产生时，联动机制显得尤

为重要，各中心在指导本地企业应对策略时，通过与另外有关地域的指导站的沟通，可以实现信息的互

通，并可以互相借鉴有关策略，逐步形成“网格化”的保护局面。 
其次，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在进行信息搜集或者政策指导时，也应当充分利用公共资源

和社会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与知识产权代理机构、高校知识产权研究机构对接交流，同时，也可以寻求

律师、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的帮助，以此来有效克服专业知识不足的局面。 
最后，可以考虑在海外建设有关分支机构。对于设立在国内的企业，如果发生一些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我们尚可以进行指导应对，但如果是发生在海外的纠纷，就难免会产生“鞭长莫及”的局面。在与我

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设立有关的援助机构，可以有效达到内外协同合作，也可以有效保护在当地进行

投资和贸易的中国企业的利益。 

4.1.2. 细化专业指导领域 
我国当前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主要还是进行的统一指导，但是要想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给企业更

精准的指导帮助，就必须细化领域，进行分类化指导。 
首先，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纠纷进行细化分类，设置专门小组给出有针对性的专门指导。比如对美

国较为典型的 337 调查，就可以设置专门的应对策略，对企业也可以着重在这一领域的应对进行重点培

训。再者，针对专利权纠纷、商标权纠纷、申请驳回复议等不同的问题，也可以根据纠纷侧重点不同，

需要关注对法律点不同，以及应对策略的不同，而进行细化指导。因此，可以对比较典型的问题组织专

门的小组或者人员来负责，确保负责人对这一领域足够熟悉，以更高效的给出准确的应对方案。 
其次，也可以对援助对象来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差异化施策。目前，我国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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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所面临的纠纷数量是不同的，仍以美国“337 调查”为例，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开始上升，337 调查涉案产业也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传统制造业

领域所遭受的“337 调查”目前仍然没有减缓的趋势，仍然值得关注，但是计算机及通信行业在近 5 年

来成为了美国对华发起“337 调查”的重点产业。所以，针对市场的动态变动，以及不同企业的特殊之

处，应当也有专门的对策。针对大型企业，可以重点关注其遭遇到的案例，进行政策上的帮助与扶持；

针对中小型企业则可以给予更多信息资源上的帮助。 

4.2. 完善纠纷应对措施 

4.2.1. 建设预警机制 
目前，我国针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主要关注的还是事后的救济与扶持，针对事前的指导还更

多只局限于宣传教育工作。但在当前国际背景之下，企业需要海外知识产权的预警机制来帮助其规避纠

纷，保护自身利益。建设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预警机制，可以通过有效规避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

保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需要设立常态化信息搜集工作。由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搭建平台，通过将分中心搜

集汇报的有关信息进行汇编整理以及链接国内外有关数据资源库，来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有关知识

产权信息、保护政策进行整理，同时，这一工作在确保时效性的同时，还应当具有周期性与规律性，是

一个长期的总结汇编。其次，在信息收集的基础上，通过对信息的有效整理分析，来对未来发展趋势进

行合理对研判。合理有效的研判有助于企业及时采取好预防措施，从而真正达到预防作用。最后，在专

业机构组织进行研判预测后，各分中心应当及时传达有关信息给本区域企业，并且针对区域企业的特殊

性质，给出富有个性的指导意见，保障知识产权信息网络的畅通流动，在实践中发挥预警效果。 

4.2.2. 加强对中小企业对保护建设工作 
我国一些大型企业，通常会因为其自身市场优势，在面临纠纷时，所获得的信息更充足，也会因为

自身实力强劲而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包括更为专业的法律团队等，同时，由于大型企业在战略上更为

优化，拥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更强，在面临纠纷时，通常不会处于一个完全被动对状态。然而，中

小企业作为一个相对较为弱势对群体，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在面临海外纠纷这一复杂事物时，

常常会束手无策。 
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以及我国想要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国，便不能忽视中小企业这一

弱势群体。各分中心应当对当地中小企业加强指导建设，制定专门对知识产权培训计划，要求企业委派

专人进行学习，并且主要负责企业知识产权问题[5]。通过对有关典型案例、日常建设问题、知识产权保

护、海外纠纷应诉策略等多个主题等学习，提高中小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对认识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能力，以更好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5. 结语 

近年我国面临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众多，我国企业在面临纠纷时很难保障自身合法利益。主要

原因还是由于目前贸易市场关系紧张，而我国中小企业又常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难以获得充足的信息。

因此，企业在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时，就需要借助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力量，来获取专

业性的有关指导与建议。 
我国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作为近年响应政策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机构，目前仍然存在协调

联动能力不足、专业性有所欠缺、预警机制缺失以及分中心监督考核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为了

更好完善指导中心及分中心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完善机构建设，包括完善机构的协调机制，充分调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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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提高指导的专业性，对纠纷和企业类型进行细分。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具体措施来提高应对能力，

可以增设预警机制，对海外纠纷风险进行预判；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建设，提高中小企业应对纠纷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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