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须重视对知识产权的投入

知识产权不是凭空产生的 需要必

要的投入
,

如中国俗话所说
“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 。

没有必要的投入 讲知识产

权保护就是一句空话
。

这方面正是国内

企业最欠缺的
。

知识产权的产生豁要人力 物力的

投入 知识产权的管理舞要人力
、

物力

的投入 知识产权的运作需要人力
、

物

力的投入
,

知识产权优势的取得更离不

开必要的人力
、

物力的投入
。

要想在知

识产权方面逐步地建立自己的优势 一

个是要大力提倡创新
,

另一个是要强调

要有必要的投入
。

创新也僻要投入
。

以医药工业 为

例
,

据西方发达国家统计
,

医药开发费

用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
,

是化工和相关

工业比例的 倍左右
,

居各行各业之首
,

一般都在 一 。

而国内药品企业每

年研发投入平均只 占销售收入
。

中

药产业中比较重视科技创新的吉林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每年的科研基

金为总收入的
。

在跨国公司的企业管理中
,

知识产

权管理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
。

一些跨

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多达数十

人
,

甚至数百人
,

成为企业内部最为重

要 的管理机构之 一
。

以德 国西 门子

公司为例 在全球设有 个

知识产权管理部 知识产权管理人 员

。名
,

管理该公司的各类知识产权约
,

刀项
。

荷兰飞利浦 公司

在全球设有 个知识产权办公室 也有

约 名知识产权专业人员
,

管理该公

司的 个专利 , 个商标和
,

水〕个外观设计 知识产权办公室的总



经理直接对董事会

负责 并由董事会

对部门进行考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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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知识

产权部负责公司的

知识产权工作 共

有工作人员约

人
。

至于 日本的一

些跨国公司日立
、

松下
、

索尼等更是如此 无一不是高度重

视知识产权管理
。

而国内企业中 大部分

企业没有专人管理知识产权能够设置知

识产权管理机构的企业属于少数 真正重

视知识产权管理的企业是极少数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最根本原

因就在于国内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

识不强 所以舍不得把人力
、

物力投到

知识产权方面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想在知识产权方面

取得优势
,

那只是一种天方夜谭
。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投入 并不是要盲

目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投入 而是要讲理性

投入 要根据本企业
、

本行业 本国的具

体情况
,

力而行
。

但是 加强知识产权

必须要有投入
“

空手套白狼
“

是行不通的
。

合起来
。

品牌的核心是什么 品牌的核

心是商标
、

是商号
、

是商誉 这些都是

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

脱离开知识产权保护去谈品牌
、

谈

名牌 是一个误区 对于企业界
、

经济

界是一个严重的误导 也是国内企业与

外国公司客观存在的主要差距之一
。

企

业应该牢牢树立这样一种意识 推行和

实施名牌战略
、

品牌战略绝不能脱离知

识产权保护
。

从资产评估的角度来看
,

商眷是企

业收益水平与行业平均收益水平差额的

资本化价格
,

或企业资产评估总价值与

其原有全部有形资产价值之间的差额
。

商誉具有经济性 能影响企业 的收益

率 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 同时具有依

附性 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营主体 通

过企业整体的经营运作才能体现出其经

济价值
。

过去 商眷权被认为是一种无

形资产 而不被视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

象
。

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中也不包括商誉

权
。

近几十年来 这种认识逐步发生了

变化 人们认识到商誉中实际包括了企

业 的商标
、

商号
、

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在内 是一种智力劳动创造的标识类智

力成果
,

因而也可以作为知识产权变化

的对象
。

这一看法现在已经被多数国家

所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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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和实施名牌战略

名牌战略 有人也称之 为品牌战

略
。

外国企业在品牌战略方面的经验也

值得国内企业认真借鉴
、

学习
。

名牌战略 其实就是以对商标
、

商

号 字号
、

商誉等无形资产的投入
、

运

作 来发展经济
、

发展产业
、

发展企业

的经营机制和竞争策略
。

具体说来就是

树立名牌意识 争创名牌 以名牌推动
、

促进产业的发展
。

名牌战略实质上是知

识产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

国内企业 一般而言对品牌的问题

还是比较重视的
。

很多企业家
、

经济学

家经常讲品牌
,

讲名牌 但是在他们讲

的时候往往是就着品牌讲品牌 就着名

牌讲名牌 把品牌问题
、

名牌问题仅仅

作为一个经济现象
、

社会现象来看待
。

这里恰恰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

是没有把品牌
、

名牌与知识产权保护结

利用知识产权保护 自己合法

权益

在人 们对知识产权的传统认识 当

中 往往以为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是

专利权
、

商标权等工业产权 至于版权

或称为著作权 是与科学
、

文化
、

艺术

密切相关的 与经济发展直接关系不

大
。

在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当中 也

普遍存在这种想法
。

这种观念应该彻底

改变了
。

随着知识经济
、

新经济
、

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 版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日益密切
,

成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不可

或缺的重要手段
。

版权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

支柱产业 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重要 的

地位
。

以美国为例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

一发展趋势
。

美国的版权产业包括四

类
,

第一类是核心版权产业 其特征是

创造有版权的作品或者受版权保护的

物质产品 主要对享有版权的作品进

行再创作
、

复制
、

生产和传播 包括计

算机软件业
、

录音制品制作业
、

影视节

目制作业
、

报刊和书箱出版业
‘

电台和

电视台广播业
、

戏剧创作演出
、

广告

业 还有数据处理等产业 第二类是部

分版权产业 其产 品 中的一部分是享

有版权的
,

如纺织业
、

玩具业和建筑

业 第三类是发行类版权产业 是指对

有版权的作品进行批发和零售 第四

类是与版权有密切关联的产业 其产

品主要是与版权产品配套使用的 如

计算机产业
、

收音机
、

电视机 录音音

响设备等产业
。

从 年以来 美国

版权产业特别是核心版权产业 已经成

为美国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
、

就业人

数最多
、

出口额最多的产业
。

计算机软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

行各业 成为制造业
、

服务业最重要的

工具 也成为所有采用电脑控制产品的

重要部件 甚至可以称为是互联网的灵

魂
。

计算机软件的发展和保护 目前仍然

主要依赖于版权保护
。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 电子商

务随之兴起 成为一种新型的 具有远

大发展前途的重要经营模式
。

网络环境

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保护新问题主要集中

在版权保护领域
。

妥善处理网络环境中

的版权保护问题 对于电子商务的正常

进行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

至于产品说明书
、

广告
、

设计图纸

需要版权保护
,

更是不在话下
。

甚至商

标设计
、

外观设计有时也会涉及版权作

为在先权的制约和重至保护
。

由此可见 如何充分利用版权保护

来促进
、

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

题
。

灵活运用包括版权在内的各种类型

的知识产权 多方位的保护企业的合法

权益 在这方面国内企业与外国公司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

国内企业要很好

地向外国公司学习 学会充分利用包括

版权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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