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3 

Economics 

大数据环境下知识产权管理改革研究 
 

王志超 

南京中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DOI:10.32629/ej.v3i3.459 

 

[摘  要] 当前,企业之间、国家之间逐渐加大了对商品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重视力度,并希望通过大

数据技术的应用,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减少侵权等问题的产生,保护企业及国家利益。本文就对大数据环

境下知识产权管理改革进行研究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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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下,互联网技术为各领域

改革创新提供了必备条件。而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完善,信息传播速度也在不断

加快,存在的侵权行为逐渐增多,这对企

业知识产权带来较大威胁。为此,有必要

结合信息时代发展优势,对知识产权管

理进行改革和创新,加大产品保护力度,

从而减少损失及矛盾的生成。 

1 大数据环境对知识产权管理

的影响 

1.1积极影响 

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可对知识产权信息展开深入挖掘。产

品专利申请及审批需要充足的数据支

撑,以免侵权行为的出现。大数据技术

可增强信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完整性

和全面性,为专利审批提供可靠依据。

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为知识产权管理

变革提供了助力。大数据技术在知识

产权管理中的应用,实现了自动化、智

能化管控,降低了人员的工作压力,及

时对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予以

识别和上报,推动知识产权管理变革

工作的顺利开展。 

1.2消极影响 

大数据较为关键的指标就是数据

量指数翻倍,基本是在每18个月翻倍

一次。对于专利数量,如美国,50年内

翻了3倍,而我国根据现有数据观察,

在10年时间内,专利的申请数量从原

有的57万件增长到346万件,呈现指数

上涨趋势。而这种快速的指数上涨,对

知识产权的新颖性带来了较大影响。

也就是说,现阶段知识产权的申请将

会越来越难,很多专利的授权会存在

违反专利新颖性要求的情况,这将为

我国研发工作带来阻碍,对我国经济

的世界化发展起到较大影响。 

2 我国知识产权大数据的实践

和完善 

2.1结合大数据时代特征,优化现有

的知识产权制度 

首先,树立正确的大数据意识,深度

了解大数据技术的特征和优势,掌握相

关技术要点,加大大数据技术在各领域

中的应用,利用数据理念推动各管理部

门知识产权平台的构建,以完善数据库

系统,加大知识产权管理力度,达到革新

目标。 

其次,管理部门在工作开展中存

在各自为政的情况,即使采用大数据

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会因为部门

间的独立性,导致管理存在较大偏差,

甚至出现重复问题,激化矛盾纠纷。为

此,在大数据指导下,应加大各部门间

的协调力度,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制

定统一的管理目标,确保知识产权管

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加大知识产权管

理和保护力度。 

最后,完善法律法规,为大数据下知

识产权管理提供可靠依据。目前我国并

未设立关于大数据知识产权管理的法律

条文,管理工作无法可依、无据可循,管

理工作落实受制。为此,我国需要结合大

数据时代发展的具体要求,进行法律的

规范编制和完善,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

平,促进其功效的发挥。 

2.2合理应用新型技术进行不同知

识产权保护 

企业为现今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动力和支持,每年有大量的新兴技术被

互联网或电子商务公司所收集和管理,

而这些信息的来源多是通过浏览记录、

仓储物流、供应商数据等渠道得来的,

管理部门如果能够加大对这类型信息数

据的处理和应用力度,则能够有效弥补

自身技术能力上的不足,加大对知识产

权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及处理力度,

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提供客观、准确

的数据支持。 

例如,可借鉴京东大数据管理评论

功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京东充分利

用大数据处理和应用技术,将用户评论

文字实行分段、切割处理,利用词语语

义来实行产品特性语义及用户感受评

价内容的区分,使用户快速了解产品的

使用情况。将这一技术应用到知识产权

保护中,可利用分段、切割等方式实现

关键字词的检索,从而快速找出与产品

关联性较高的内容,对产品专利申请予

以审核,这样既可完善审核水平,也可

减少损失及纠纷的产生,合理控制侵权

问题。 

再比如,借鉴百度、谷歌等图像识别

功能保护商标及外观设计专利。百度和

谷歌均属于技术导向性企业,掌握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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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企业发展中,信息化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创建基于互联网+的财务管理工作模式能够提

高财务管理的工作效率,更加合理地应用财务信息资源,以此促进企业的科学决策。本文就将重点分析

基于互联网+的企业财务管理创新,以供借鉴。 

[关键词] 互联网+；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企业财

务管理的革新,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也在

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创新企业财

务管理能够全面展现财务管理工作的

作用,满足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企业财

务管理工作的发展要求,有助于企业稳

定运营。 

1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财务

管理创新的意义 

1.1顺应时代发展 

互联网+的背景下,方便了企业部

门间的交流。企业发展中,财务管理尤

为关键,这也成为了连接企业多个部门

的桥梁和纽带。创新企业财务管理成为

必经之路。现阶段,计算机网络广泛应

用在企业财务管理当中,可显著改善企

业财务管理工作效率,推动企业财务管

理转型。 

1.2有利于企业建设和发展 

互联网+背景下,传统的企业财务管

理模式无法高度顺应市场的发展需要,

若不及时创新财务管理模式,则不利于

企业运营。所以,企业应在采取管理中合

理应用互联网技术的高效性和新颖性等

优势,建设企业财务管理全新模式。互联

网技术能够为企业建设收集和处理海量

数据,加强企业财务活动的灵活性,为企

业的持续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2 企业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中的

问题 

2.1目标缺乏多样性,理念有待完善 

传统财务目标将利润和产值作为

关注的焦点,忽视了企业整体价值的

展现。传统财务目标仅关注企业内部

资本,忽视了企业流动资金和市场的

流动资金,企业的财政来源不明确,不

利于企业资金的流动。互联网+的环境

下,很多客户为更加便捷的进行沟通

与交流,主要采用线上交流和合作的

方式,但是管理系统功能薄弱,忽视了

网络客户的开发,企业也因此蒙受较

大的资金损失。 

2.2管理方式不灵活 

一些企业权力分配不合理,子公司

分散了较多的权利,削弱了财务管理部

门的职能,且财务管理方式也不够灵活。

如部分企业将权利分散于多个分公司,

但无法严格管理子公司,影响了公司整

体财务状况的整合与分析,无法制定科

学完善的子公司激励和控制策略。这也

加大了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部分企业

为了避免失控,总公司掌握了大量的权

利,抑制了子公司的自主权,阻碍了子公

司的发展,无法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且财务管理部门也无法全面掌握下属公

司的财务概况,最终阻碍了企业的长期

发展。 

户数据较多。对于大数据挖掘及人工

智能搜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且这

两个公司研发的识图技术,在专利申

请审核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识图技

术的应用,可对商标或外观设计内容

实行细致划分,通过对细节的搜索,找

出与之相似的产物,并将这些数据实

施汇总处理,便于工作人员及时开展

审批工作,防止侵权行为的产生。或者

还可利用电影业数字水印技术完成版

权保护。数字水印技术是利用一定算

法将一些标志性信息嵌入到多媒体数

字作品中,完成作品保护的一种方式。

将其应用在版权保护中,能够避免创

作者隐私信息或传输载体的恶意篡改,

防止侵权行为的出现。 

3 结束语 

大数据技术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应

用,应该从不同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对存

在的问题展开科学管控,提高知识产权

管理水平,从而减少侵权问题的产生,维

护利益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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