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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年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第 ��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知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科技型小微

企业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加强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

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对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特点及作用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的简称 >��。科技型小微

企业是对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高新产品并对其进行经营管

理的知识密集型小型企业的统称 >��。从企业规模来看，它具

有生产规模小，从业人员少的特点；从企业的人力资源来看，

其从业人员素质要高于普通企业，同时科技研发人员占从业

人员的大多数；从产成品来看，它的产品附加值要远高于传

统企业，由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每年的 R&D投入占销售额的比

例较高，因而产品的附加值较大；从经营领域来看，其涉及

的主要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低碳环保的新兴领域，

市场前景广阔。

科技型小微企业是小企业的典型代表，因其高成长性、

轻资产、经营方式灵活等特点，更能适应当今社会快速变化

的市场需求，因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据统计，中国小微企业贡献了 ���以上的税收、

�QDO�VLV�RQ�,QWHOOHFWXDO�3URSHUW��3URWHFWLRQ�RI��PDOO�DQG��LFUR�
�HFKQRORJ���QWHUSULVHV

�XLMLQ��LQ

1LQJGH�,QWHOOHFWXDO�3URSHUW���HYHORSPHQW�DQG�3URWHFWLRQ��HQWHU��1LQJGH��)XMLDQ�����������KLQD

�EVWUDFW
,QWHOOHFWXDO�SURSHUW�� ULJKWV�KDYH�DQ�LPSRUWDQW� UROH�LQ�WKH�GHYHORSPHQW�RI�VFLHQFH�DQG� WHFKQRORJ��VPDOO� DQG�PLFUR�HQWHUSULVHV��XVLQJ�
LQWHOOHFWXDO�SURSHUW��SURWHFWLRQ�WR�FRQVROLGDWH�WKH�GHYHORSPHQW�RI�VFLHQFH�DQG�WHFKQRORJ��VPDOO�DQG�PLFUR�HQWHUSULVHV�� LV� WKH�HVVHQWLDO�
UHTXLUHPHQWV�RI�SURPRWLQJ�KLJK�TXDOLW��GHYHORSPHQW�LQ��KLQD��5HVHDUFK�RQ�WKH�SURWHFWLRQ�RI� LQWHOOHFWXDO�SURSHUW�� ULJKWV�LQ�VFLHQFH�
and�technology,�improving�the�intellectual�property�management,�application,�protection�and�management�capabilities�of�scienti�c�and�
WHFKQRORJLFDO�VPDOO�DQG�PLFUR�HQWHUSULVHV��HVWD�OLVKLQJ�D�WHFKQRORJ��W�SH�VPDOO�DQG�PLFUR�HQWHUSULVH�LQWHOOHFWXDO�SURSHUW��PDQDJHPHQW�
service�system,�improving�innovation,�achiev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positive�signi�cance.

�H�ZRUGV
WHFKQRORJ��W�SH�VPDOO�PLFUR�HQWHUSULVH��LQQRYDWLRQ��LQWHOOHFWXDO�SURSHUW���KLJK�TXDOLW��GHYHORSPHQW

浅析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林瑞金

宁德市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中心，中国·福建�宁德�������

摘� 要

知识产权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用知识产权保护夯实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之基，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本质要求。研究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
立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创新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林瑞金（1967-），男，中国福建寿宁人，本科，

经济师，助理研究员，从事知识产权经济方向研究。

�2,��KWWSV���GRL�RUJ����������FM�JO�Y�L������



��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7期·2021 年 7 月

���以上的 ��3、���以上的技术创新、���以上的城镇劳

动就业、���以上的企业数量，而科技型小微企业是小微企

业中占比最高、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主体。因此，科技型小

微企业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3�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现状分析

相比于大企业，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的投入和效率低，

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咨询和法律保护等成本高。虽然现

阶段中国科技型小微企业拥有知识产权能力建设前所未有的

政策和环境机遇，但在管理、资金、技术、人才方面仍然面

临很多困境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方面

还存在以下问题。

3.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缺乏知识产权战略布局观念是

很多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很多科技型小微企业在创

立阶段仅注重积累用户，而往往将知识产权保护放在了次要

位置，待企业壮大之后，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就有可能给企业

带来一定的损失并阻碍企业的发展。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

说，核心技术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

度有可能就决定企业发展的成与败。

3.2�知识产权战略经验不足�

中国科技型小微企业是在中国加入:72和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缺乏知识产权战略

经验，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表现为

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缺乏长期或短期计划，在专利的保护

上不能做到及时高效，经常存在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相脱节。

与其他国家同类型的企业相比，中国科技型小微企业同样缺

乏将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相融合的经验，从而无

法从战略管理的高度来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规划和管

理，在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上不能做到详尽具体，致使企业频

频发生知识产权流失以及专利开发和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不能发挥企业知识产权资本的最大效用。

3.3�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不健全

一方面，管理部门“缺位”严重。大企业重视设立科学

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高效

迅速地处理各种知识产权问题。而大多数科技型小微企业未

设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人员，导致知识产权管理

“缺位”，知识产权流失的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知识产权

专业人才缺乏。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科技型小微企业人员少，

大多数没有专门的人员来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管理知识产权

工作的人员大多系兼职，加上企业人才流动频繁，引进不力，

始终存在较大的缺口。同时，由于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缓慢，

服务机构少，企业能够从市场中获得优质知识产权服务资源

十分有限。

3.4�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完善

很多科技型小微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激励制

度，没有与员工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合同，与外部单位合作时，

忽视知识产权保护谈判，企业知识产权流失现象也时有发生。

只有很少的科技型小企业制定了企业知识产权发展规划，但

是这些企业在实际工作中随意性较大，企业知识产权发展规

划及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

3.5�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严重、维权难

据统计，在中国涉及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案件要占到总

案件数量的一半以上。一方面，小微企业作为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的被告主体，另一方面，一些小微企业对知识产权没有

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导致其流失、被人滥用。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而且影响

了企业申报专利授权的积极性，更严重动摇了经济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根基。此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时间太长，违

法成本低，不能对知识产权侵权者形成威慑，这确实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小微企业的维权积极性，在遇到知识产权纠纷

时，就会出现选择放弃，或者消极应对。

上述种种问题折射出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不足。造成中国大多数科技型小微企业面临技术能力突出而

知识产权能力薄弱的局面，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竞争

力的提升。

4�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当今世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知识产

权之争，鼓励和推动科技型小微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

进企业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已成为中国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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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论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让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

的种子不断结出硕果，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科技型小微企业

创新发展的护航器。

4.1�树立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科技型小微企业应树立知识产权开发意识、保护意识、

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对企业的技术成果及时申请专利保护，

主动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知识产权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防范他人侵权行为。实践中，很多科技型小微企业被控告商

标侵权，往往是在不知道自己使用的商标是他人的注册商标

或与之相近似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科技型小微企业需要

充分利用公开的文献和检索工具，进行各种信息收集，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教措施 >��。

4.2�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部门

科技型小微企业应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包括知

识产权的档案制度、开发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资产管

理制度、奖励制度等。还需要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组织协调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研发、申请和保护

等相关工作，把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和考核提到企业发展的战

略高度。做好保密协议签订，除了按一般《劳动法》签订劳

动合同外，�还应该根据�《知识产权法》《技术合同法》签订

保密合同 >��。�

4.3�加快知识产权专业人员的培养和引进

由于知识产权事务是一项既专业又繁杂的工作，因此很

难由企业其他人员兼任。科技型小微企业要重视知识产权专

业人员的培养，同时可以采用引进的方式来弥补人才不足。

要建立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加强对职务发明创造的

鼓励和科技研发人员流动的管理对于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明

确而适当的奖励，对于员工职务发明等问题给予明确的界定，

提高员工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对科技人员兼职、进修、离岗

创业、退休等，制定完善的制度。

4.4�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当下激活知识产权、推

动创新成果向市场转化的重要一环。加强政府、企业与商业

银行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金融部门开

发符合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特点的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引导

各类金融机构为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对

解决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推动科技型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许可转让、出资入股等，具

有现实意义。

4.5�积极构建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要建立健全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信息咨询、

技术交流等服务机构，引导服务机构逐步提高管理方式和运

营模式的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同时建立和完善科

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信息交易平台和产权交易市场；推动

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机构加强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

支持，提高其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能力建

设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5�总结与展望

当前，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

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以

科技型小微企业为抓手，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推向前进，是

必由之路，也是可行之路。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建

设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仅有政府和企业的努力是不够

的，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从社会治理的多个维度来着

手，对知识产权保护加以重视，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文化氛

围，从而让创新创造得到充分尊重，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知识产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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