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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2020年5月11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深圳市地方标准《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站评价规范》立项。 

本标准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深标知识产权促进中心、深圳市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站联盟等单位联合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 

二、背景和意义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18年8月发布《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关于鼓励我市行

业协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的通知》，提出深圳市行业协会根据本行业需求自主

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知识产权业务指导、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等其他知识产权工作。截止到2019年12月全市已成立70多家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站，为10万余家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涵盖了IT、新能源、

电子等新兴产业，服装、钟表等传统产业，以及金融、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

2019年5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邝兵局长提出成立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联盟，形

成更严密的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网络。 

2019年5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处与市标准院组成专项工作组，

正式启动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联盟筹备工作，联盟于2019年11月26日在深圳

市知识产权“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启动仪式上正式揭牌，并作为协调保护的重要

一环入驻“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联盟通过发挥在各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进行资源整合，提升工作站服务能力

和专业水平，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全市行业和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我市加快

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切实完善知识产权多元化保护体系工作，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2019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的意见》(中办发〔2019〕56号)提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建立知识产权保

护自律和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会监督共治，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目前，各行业协会工作站通过建立“一站四平台”（指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

和宣传培训、业务指导、维权援助、孵化运营四个业务平台）工作机制和工作框架，

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开展知识产权工作，带动会员企业提高自我保护水平。但是全

市各工作站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水平和运行方式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开展工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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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为了规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开展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加强行业、产业

的知识产权自律管理，提升其对会员企业的知识产权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保护水平，

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评价规范》的研制工作，通过联盟、相关主管部门对各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知识产权工作进行评价，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开展相关知

识产权服务具有指导作用，进而对提升我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具

有重要意义。 

三、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工作化导则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办发〔2019〕56 号)、《市市场和质量监

管委关于鼓励我市行业协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的通知》(深市质〔2018〕337

号)、《深圳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操作规程》》(深市监规〔2019〕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 

3、标准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内容完整，可操作性强，语言表达准确、精炼，

无语法、逻辑和文字错误。 

四、标准编制过程 

（一）前期准备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在主管部门指导下，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

市深标知识产权促进中心、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联盟开展了对本标准的前期

研究工作，听取了主管部门的需求和建议，共同探讨了本标准的立项目的、工作任

务和结构要点，为本标准的起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标准立项 

2020 年 3 月，完成了标准立项书填写和申报工作。2020 年 5 月 12 日，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 2020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标准成功立项。 

（三）标准编制 

1、资料收集 

2020 年 5 月-6 月，起草单位对本领域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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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前往多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调研，充分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的现状及

需求，确定了标准框架，开始标准编制工作并征求意见。 

2、提出标准草案 

2020 年 7 月-8 月，按照标准制定原则，标准编制组在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

充分调研需求，结合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的实际情况，经过多次修改及讨论，形成

标准草案（标准编制组讨论稿）。 

3、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年 9-10 月，标准编制组通过邮件、电话沟通、小范围讨论等形式，就标准

中涉及的重点内容进行反复确定及修改。2020年 10 月，在《知识产权联盟、示范基

地、协会的培育与保护工作站能力提升》第一期培训上，对标准制定过程及标准基

本内容进行介绍，听取与会专家及工作站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反复讨论并

修改修订标准草案，形成最终的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基本要求、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结果

和运用等。 

本标准适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的评价。 

（二）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新定义了“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

联盟”三个术语。 

（三）基本要求 

本标准要求评价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评价应符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2、评价应保持独立原则，不涉及任何形式的偏见与利益关联。 

3、评价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要求，客观、公正、独立地开展工作，

并对评价过程中所获接触的各类信息予以保密。 

4、评价结果公布前，不得对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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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内容 

本章是标准的重点，规定了评价的基本对象及评价内容。 

1、评价基本对象。评价的基本对象是深圳市成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 

2、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基本要求、人员情况、经费情况、工作机制年度规划。

从工作站基本情况出发设置的评价内容。 

3、工作开展情况。从知识产权宣传培训、业务指导、维权援助、纠纷调解、孵

化运营、学术研究及活动、工作成效情况等方面设置的评价内容。 

4、一票否决。如果工作站出现申请材料不齐全且未按时补正材料、不执行生效

的知识产权行政处理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一年内有发生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

三种情况，知识产权工作评价直接实行“一票否决”。 

（五）评价流程 

评价流程分为工作站自我评价和专家评审。 

（六）评价结果和运用 

评价结果可作为工作站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类专项资金资助时专家进行评审的参

考依据。 

（七）附录 

附录包括了附录 A，给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评价指标表》。 

六、主要分歧条款的处理和依据 

标准无大的分歧条款。 

七、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专利技术。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不相冲突，与相应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相

协调。 

标准编制组 

2020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