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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就以上几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服务现

状进行初步考察，以期为中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

服务工程建设的推进提供一些支持。

一、中国学术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服务现状

近年来，为响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知识产权专

业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

设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学院或研究院，①并开办

网站，以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加强教学科研资源整

合和共享。为深入了解这些网站服务于教学研究

的现状，笔者选择了成立较早、具有地区代表性、
基本独立的学术机构的网站进行了对比研究。

#4 学术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资源现状

学术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服务水平并不均

衡，从知识产权信息的丰富性来说，中国知识产权

研究网、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网、华东政法大学知识

产权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实验室、中国社

会科学网知识产权专题、冯晓青知识产权网等网

站信息比较丰富，更新也比较及时，并提供全文免

费浏览，起到了为教学科研服务、展示教学科研成

果、促进高校优质资源共享的作用; 北京大学科技

法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湘潭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和重庆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等网站的信

息主要局限于本单位教学科研管理信息，从资源

共享的角度来看，信息数量待增强、价值有待提

高;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西北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华南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等网站则有栏目框架，实质信息有待

充实;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网是中国科学院利用

网络技术展示、保护、转化与运营本单位享有知识

产权的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建有院知识产权数

据库和专利在线分析系统，内容相对而言比较丰

富。
!4 学术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服务的特色与

成功经验

第一，为教学研究服务的功能取向。通过对

资源丰富的学术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站之间进行对

比，不难看出其具有鲜明的教学研究特色。各网

站基本都设立了教学信息、科研成果、学术动态、
专业讲座、研究资源等栏目，信息资源最集中的为

教学科研类信息。
第二，免费信息服务，利用方式简单，信息整

合不足。现有学术型知识产权网络信息资源数目

较少，排列方式以时间为序，利用方式主要是浏

览，



尝试，但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信息不够丰富、资源

整合力度不够、



三、司法实务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服务现状

司法实务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主要由各级法

院主办。目前，具有知识产权管辖权的基层法院

逐渐增加，但据笔者查询浏览，省市级法院网站都

是综合性的法院网站，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信息

网站，也没有分类的知识产权专业司法信息。其

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

网、中国法院网有一定代表性，前两者是法院系统

知识产权专业仅有的两个专业网站，其中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网是人民法院宣扬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成果的网站，而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是专业

提供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检索的网站，中国法院网

是一个全国法院系统的综合性新闻网站。三个网

站上的资料数据都不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而是

放眼全国，三大信息网络基本都设立了工作动态、
司法解释、裁判文书、法律文库、法律案件等栏目，

所以通过浏览三个网站的信息，基本能了解法院

系统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及相关信息。三大网站

的主要特色资源有: 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中

国法院网等。
总体而言，法院系统的知识产权网站还比较

少，三大网站则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司法实务信

息，使我们对法院系统的知识产权实务信息有个

基本的了解，可以免费浏览或下载全文，这是司法

实务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的优势和特色。不过，

从促进知识产权司法文献与信息公开、履行 Y6)O2
协议关于提高司法透明度的义务、加强公众对知

识产权司法监督、促进知识产权司法学术研究、提

高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水平等目的看，目前以专业

网站形式体现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文献与信息还

存在较多问题，如公开的司法文书很不齐全，即使

是公开也对公众使用施加了若干限制，在公开的

时间上也存在问题。地方一级网络化的知识产权

司法文献与信息建构更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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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投融资服务平台六大功能平台，同时建立了

交易服务、专业服务商务服务三大服务体系。
总体来说，规模较大的专业服务型知识产权

信息网站的内容质量总体较好，大多设置了在线

咨询、在线服务栏目，



竞争力。也正是因为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在实施

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和推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程纳入重大建设

工程之一。
从笔者对以上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信息网络

服务的介绍和分析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基本

搭建了一个覆盖知识产权基本信息与服务的信息

服务网络。我国政府机关、学术机构、法院系统、
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商业数据库和搜索引擎开发

商在公开、整合和创新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服务平

台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初步建立了为一般公

众、教学研究人员、科技创新人员、专业研究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