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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与上海、福建的平台建设现状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成渝城市群知

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立区域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云建设的建议，为成渝

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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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trastive analyse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hanghai, Fujian comprehensive service related 
plat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the integrated 
service cloud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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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是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

重要组成。早在 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就将“构建国家基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之一。2019 年 9 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明确

提出“加快建设以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的知识产权信息公

共服务体系 [1]。

目前，在我国，上海、福建、四川、重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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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已经建立了许多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这

些平台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成渝城市群建立的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平台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四川省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和重庆市科技服务云平台，还

处于起步阶段，但尚未实现跨区域的平台建设。

本文将从发展历程、组成单位及人员与资源、组

织管理与服务 3 个方面阐述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

综合服务平台、上海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和

福建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发展现状，并经对

比分析，得到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

发展启示和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建

设成渝城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云的建议。

1 发展历程

1.1 成渝城市群平台

四川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于 2017 年 11
月在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运行 [2]。该

平台由四川省知识产权局牵头，于 2019 年四川

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立项，并于 2019 年 6 月正

式投入运行。四川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由线

上网站与线下服务构成。线上设立四川省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网，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服务；线下

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菁蓉国际广场设置 3000
平方米服务空间，提供 6 大类 30 余项服务。该

平台为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全领域、一站

式”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助力四川省有效提升知

识产权创新、保护和运用能力和水平。

重庆市依托重庆科技服务大市场，建设知

识产权全流程管理系统（http://www.kjy01.com）。

重庆科技服务大市场是重庆市首个综合科技资源

集散中心和创新服务平台 [3]，由重庆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牵头组织，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发起并

与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共同创建，于 2015 年 6 月正式运行。该平台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推动重庆创新驿站服

务网络建设，构建技术转移服务联盟和技术转移

智力系统，打造科技服务实体大厅和科技服务云

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交易、共享、服

务、交流”四位一体的功能，立足区域需求，服

务重庆，辐射西南，打造面向国内外的科技资源

集聚中心和科技服务创新平台。

1.2 上海、福建平台

上海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http://www.
shanghaiip.cn）是 2005 年由上海市知识产权局领

导、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主办的，是上海市

知识产权信息工程的主要任务。其前身是 2003
年 7 月投入运行的上海专利集市 [4]。2005 年上海

出台《上海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到 2010
年世博会，上海平均每百万人口中，获授权的发

明专利达到 150 件。其重要工程之一即是建设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服务，降低企

业成本、减少知识产权申请时间，避免侵权行为

发生。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将与研发、人力资

源、创业投资、信息等四大平台一起，组成上海

科教兴市公共服务大平台。2009 年上海市知识产

权信息工程进行升级改造，扩大专利信息的传播

和运用、增强创新主体对专利信息的运用能力 [5]，

目标是建立连接全市知识产权相关节点的计算机

网络系统，支撑和促进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行业

以及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信

息，发展知识产权事业。

福建省知识产权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6]（http://
i.fjipcc.com/f）是 2017 年 6 月由福建省知识产权

局与福州市、鼓楼区政府合作共建。该平台面向

全国引进一批高端知识产权智库机构、专业服务

机构、专业运营机构及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等，

提供相关服务。2016 年，福建省先后出台了《福

建省“十三五”专利事业发展规划》《关于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关

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开始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

份。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以政府引导、市场驱

动、多方参与、资源共享、优化配置、模式创新

为指导思想，立足福州、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

知识产权多元综合运营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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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比分析

从上海和福建的平台建设时间及数据来看，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很早就提出了知

识产权战略，并将信息数据共享和互通，作为初

始目标坚持贯彻实施，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系统的典范；重庆市由于缺少基础数据的支

撑，仅提供了知识产权过程管理。从建设背景和

目标来看，福建省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广泛吸

收了知识产权战略智库的建议，在完善知识产权

分析数据的同时，发挥了服务知识产权战略和分

析的作用。从采用模式上来看，四川、重庆、上

海、福建都采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提高知

识产权平台的综合服务能力和影响力。

2 组成单位、人员与资源

2.1 成渝城市群平台

四川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主要组成单位

有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成

都代办处、国家知识产权局四川省专利信息服务

中心、国家专利技术（四川）展示交易中心、国

家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基地（四川）、中国（四川）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中

心、西南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四川原创认证保

护中心。人员主要依托四川省知识产权局的窗口

服务人员，30 人左右。主要数据资源包括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信息和其他知识产权

信息。

重庆市科技服务云平台主要组成单位是重庆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联交所知识产权交易分

所、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集佳知识产权有限公

司、重庆市前沿专利事务所（普通合伙）高新区

分所等科技信息中介服务机构。人员包括专职人

员 4 人，兼职人员 40 人。资源包括专利事务所

推介服务信息及专家信息数据。

2.2 上海、福建平台

上海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主要组成单位

有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知识产权运行服务

中心，合作单位有上海市政协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会、上海科学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中介服务、技术

转移机构 [7]。人员主要有专职人员 5 人，兼职人

员 20 人。主要提供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

信息，上海市专利（已备案）交易信息及专利法

律等信息，同时结合上海市产业优势建设有专题

数据库。

福建省知识产权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主要组成

单位有福建省知识产权局以及福州元创专利商标

代理有限公司等 11 家专利代理公司。专职人员

有 12 人，兼职人员有 50 余人。资源主要提供中

国专利信息检索，提供基本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及

知识产权战略分析报告。

2.3 对比分析

从以上情况来看，代表性的知识产权服务平

台主要是以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为领导，联合专利

代理等服务机构。上海市作为最早建设和运营管

理知识产权平台的地区，建设了较为完善的专利

数据资源和专业的专利检索系统。福建省作为新

时期知识产权智库建设的新探索，提供知识产权

专业分析报告作为特色服务内容，由于服务特殊

性，暂时数据还比较少。四川省作为线上线下服

务系统整合的典型代表，着力打通各部门之间的

壁垒，开展联合服务，提高专利服务效率，但线

上系统目前尚不稳定，功能还有待加强。

3 组织管理与服务

3.1 成渝城市群平台

四川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由四川省知

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负责监管领导，成立了平台

管理中心，负责协调组成机构联合开展服务。采

用线上线下的服务模式。线上包括知识产权服务

网，提供知识产权的申请、维权、信息、产业、

运营、金融、培训、咨询等 8 个模块服务。线下

设立 20 个窗口，展示洽谈交易厅、知识产权训

练营和智慧书堂提供了知识产权受理、知识产权

咨询、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知识

产权路演、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等 6 大类 30 项服

务，开设的商标、著作权等服务窗口拓展了专利

服务。未来还将涉及国防专利、版权、地理标志

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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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技服务云平台是由重庆市科技大市

场负责具体运行，包括提供线上线下服务。线上

提供专利代理机构查询、专利流程管理等服务。

线下在重庆大市场设置专利服务窗口，提供专利

代理、专利维权等基本专利服务。平台运行以

来，每年为企业提供 200 余项服务，形成一定的

社会影响力。

3.2 上海、福建平台

上海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由上海市知

识产权服务中心负责具体运行，开展的服务包括

线上提供专利检索；线下举办各种专利展示、洽

谈、拍卖等活动，各类专利专题推介会，专利需

求座谈会，专利实施与产业化方向的论坛、讲座

和研讨会等，展示和推荐专利项目。组建领域专

利交易与实施服务平台，提供集成知识产权一门

式服务 [8]。该服务按TRIPS协议的内容，为社会

提供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等方面的咨询、检索、

专利转让和许可合同的登记与备案、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备案、植物新品种保护、计算机软件登

记、网络域名登记咨询和知识产权侵权判定分析

与评估等服务内容。每年开展各类服务数千项，

实现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收入达百亿元。

福建省知识产权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由福建省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负责维护和更新，主管部

门是福建省知识产权局。开展的服务主要包括线

上线下。线上提供专利信息查询、代理机构查新

及相关分析报告数据；线下设置集中服务窗口，

提供专利代理、专利分析、专利维权等专利信息

服务。自平台运行以来，通过集成知识产权专利

智库及专家的咨询建议，促进多项知识产权专利

和战略规划项目实施，取得良好效果。

3.3 对比分析

从国内典型的平台组织模式来看，平台的主

要牵头建设单位为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这是

因为这些单位掌握着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发的专利

数据。平台合作建设机构类型和数量，与提供的

服务有直接关系。上海、四川地区除了提供专利

检索和专利代理服务外，整合了商标和软件著作

权等数据服务，丰富了知识产权平台的内涵；上

海市还重构了专利数据检索系统，提高了检索效

率。而重庆市的综合服务平台是由科技服务中介

机构牵头建设的，专利数据的检索服务还有待加

强，除专利以外的知识产权数据的支持和服务也

有待加强。总体上看，平台能够提供最基础的知

识产权领域服务，但面向领域前沿的战略性、前

瞻性分析和预测还比较欠缺。

4 存在问题

从上海、福建等发达地区知识产权综合服

务取得的成效中可以得到以下经验启示：（1）权

威、优质、稳定的知识产权信息资源保障。知识

产权基础数据来源多元，涵盖国家知识产权局数

据、欧洲专利局数据、德温特数据（商业化采

购）等，有效保障了基础数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

深加工信息产品、增值知识服务的权威性、优质

性、稳定性。（2）形成“单一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与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9]。采

用大数据集成、知识融合、服务协同等新型服务

技术，构建动态、融合、多层次、开放的综合科

技服务资源池，提供从知识产权基础数据、科技

信息到知识情报、圈层构建等丰富的应用与服务

系统，既能提供普适大众的知识产权基础数据检

索，又能提供个性化定制的专利技术分析等知识

增值高端服务，方便不同用户群体的一应需求。

然而，通过与上海、福建平台的对比分析，

可以看到，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仍然存

在数据分散、服务单一、条块分隔以及市场机制

欠缺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整体协调不足，资源互通性有待加强。

成渝地区尚缺少统筹协调的管理机制和组织模

式。以四川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例，该平

台是由四川省知识产权局牵头组织的，整合了国

家知识产权局在四川地区的组织力量。尽管目前

分散在国家版权局、商标局的知识产权在国家层

面完成了统筹，但地方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磨合，

数据层面尚未实现统筹和共享。

（2）供需不完全匹配，机构业务还有待进一

步丰富。从需求侧而言，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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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面对的终端用户种类繁多、需求不一，覆

盖了从大众化普惠信息检索需求到个性化知识服

务等多个需求模式和层次，信息获取渠道也是多

种多样。从供给侧而言，成都、重庆设有大量的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企业，既有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专利信息查询网点（10 个），也有知识产权分

析示范机构等。尽管能够提供信息检索、信息服

务、代理服务、知识服务等，但还存在机构分

散、业务功能不完善、信息披露不足、平台建设

滞后等问题。

（3）普惠性服务丰富，专业性服务偏弱。成

渝地区平台面向一般企业、用户提供的专利基本

信息、专利代理、专利维权等基本信息服务比较

丰富，联合了较多的专利代理机构。但是专利检

索系统只能提供基础性检索服务，尚不能实现高

效、专业化的检索；在提供专利分析服务时，仅

根据国家发布的知识产权数据进行简要的摘要分

析，缺少深入分析和战略性研究。

5 建立综合服务云的建议

在对上海、福建知识产权综合平台分析的基

础上，针对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的

现存问题，建议以中国科技云为核心，整合成渝

城市群内重要知识产权服务主体，建立成渝城市

群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云 [10]。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公益服务。在

成渝地区，中央在川、地方重点建设的科研机构

众多，科研实力位居全国前列。但创新型企业和

创新型人才仍处于萌芽期，独角兽企业或羚羊企

业严重不足。专利申请量大，但到期失效专利比

例偏高，成果转移转化水平较低。建议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投入的方式，加大公

益性知识产权服务产品的开发与共享，提高科研

机构与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意识，提高知识产权

的应用价值，引导专利申请从重视数量向重视质

量转变。

（2）建立开放合作机制，实现资源耦合。成

渝地区拥有 10 家国家专利信息利用网点单位，

每家单位拥有独特的服务渠道、服务模式和服务

资源。可以通过建立开发合作机制，鼓励更多的

机构加入服务云，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耦合，提

高云平台覆盖率和创新活力。

（3）建立数据标准体系、规范数据采集。知

识产权云服务平台的核心是面向各类需求提供准

确、权威、时效性强的数据和信息服务。因此，

要通过建立完善的数据标准体系，规范数据来

源、格式、标引等标准体系，实现对数据的可溯

性，确保数据的权威准确。

（4）面向创新创业需求、建立服务体系。成

渝地区是双创活力集中区，成都市是全国双创第

四城，仅次于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重庆市

也位列全国双创第二方阵的第一位，育成了顶呱

呱网、八戒网等国内领先的服务创新创业的专业

化平台，创立了盈创动力等具有全国领先的双创

模式和众创空间。建议综合服务云平台应深度结

合创新创业的需求，建立完整、简洁、方便、高

效的服务体系，并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

建覆盖计算机平台、移动应用等多模式的“互联

网+”服务平台，打造“线上—移动—线下”等

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开展智能化、个性化知识

服务。

（5）开展品牌营销推广，提高平台知名度。

成渝地区虽然聚集了丰富的科研机构、创新企业

及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但众多中央在川机构及绵

阳科学城、重庆直辖市的特殊地位，造成域内需

求通常依托域外机构来解决，其结果是落地性较

差、应用性不强。建议通过组织学术论坛、参加

展会推广、组织供需对接等方式，加强信息的有

效沟通，并通过提高服务产品质量和水平，提升

用户黏性，实现本地用户的需求在本地得到高质

量的解决。

6 结语

本文通过上海、福建与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

综合服务平台的对比分析，发现当前成渝城市群知

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还存在机构分散、业务功能不

完善、信息披露不足、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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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在打造升级版，管辖范围有

了大幅度增长，因此需要谋划一批新兴产业的布

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新兴产业的主要聚集

地，有利于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要统筹谋划

新兴产业布局和产业链分工，必须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为主要阵地和示范窗口，依托重庆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四是共同营造创新发展良好生态。针对产业

需求和行业共性技术难点，大力发展各类科技孵

化器，建设面向不同类型创业者的专业化综合服

务平台。依托现有省级及以上“双创”载体，开

办创业训练营和分享会，组织开展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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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渝地区知识产权服务供需的区域特点，建议

以科技云为核心，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运行管理

模式，倡导区域服务机构合作、深度服务双创等

提供“互联网+”的服务渠道、建立平台品牌效

应，构建成渝城市群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云。在国

家重要战略的支持下，成渝城市群区域知识产权

综合服务平台将加快建设步伐，逐渐提高服务质

量，构建动态、融合、多层次、开放的综合科技

服务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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