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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块链具有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特点，以及跨链、共识算法等功能可有效保障信息的协同管理。鉴于多源异构

知识产权信息协同难、管理协同难等问题，文章基于区块链技术，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协同管理中的适用性，构建

了多源异构视域下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型和层次架构，结合知识产权的特点和全流程，构建了4条不同结构的区块，即主

链—知识产权联盟链、侧链—知识产权创造链、侧链—知识产权运用链，以及侧链—知识产权保护链，形成主侧链融合的知

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文章提出的模式可有效提升参与知识产权管理的多方主体间的信息协同、管理协同效率。在此基

础上，文章分析和讨论了区块链技术在多源异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中的优势、瓶颈和对策，丰富了区块链在知识产权

领域的应用，响应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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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等政策文

件的相继出台，知识产权成为我国强国建设中的重要

元素。知识产权，一般是指人类智力劳动所产生的智

力劳动成果所有权。其不仅体现了创造者的辛劳和

努力，也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创新性[1]。随着当今社会

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

及服务等模式带来了巨大变革。知识产权信息具有

多源异构的特性，其不同的阶段同时也由不同的部门

进行管理，部门与部门、部门与服务机构之间难以协

同，信息存在数据孤岛的现象，为知识产权全过程高

效协同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区块链技术作为继移动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后一种新兴的底层信息交互与存储技术，其分布式、

去中心化、不可篡改、跨链机制等特点能够为多源异

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提供有效方案。

本文拟从区块链技术出发，基于多源异构视域，

结合知识产权在协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从知

识产权信息协同和主体管理协同两方面，利用区块链

技术构建“一主三侧”的知识产权全过程多链式知识

产权协同管理模式，提高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效率。对

响应我国“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高效促进知识产

权运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区块链产业融合发

展”的号召，创新我国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方法具有重

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知识产权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

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都有着的重要意义，已经

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2]。围绕知识产权协同

管理这一研究主题，学者们更多是从产业协同和主体

协同之间展开研究。金银[3]从共享和协同管理的角

度，研究了包括设计知识的知识产权转化、设计知识

产权的流通和成果管理在内的设计产业知识产权管

理模式。郭斌[4]结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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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标准知识产权细则，尝试从知识产权开发、保护、

运营三个方面阐述并构建京津冀区域圈的知识产权

协同管理体系以促进区域产业创新发展。张武军和

翟艳红[5]研究了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他们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作为三方主

体，共同促进协同创新中的知识分享机制和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侯曼等人[6]以协同理论为基础，对企业知

识产权运营协同管理能力的提升提出对策和建议，促

进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运营转化，提高企业

的市场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当前对于知识产权协

同管理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多是以宏观角度研究市场

主体或产业主体之间知识产权的主体协同管理，以更

好通过知识产权运营转化等带动创新发展。少有研

究以知识产权信息流通全过程本身作为协同管理对

象，从微观角度探索知识产权在创造、运用、保护等服

务中的信息协同管理模式。知识产权信息协同管理

受到权利归属、信息不对称、知识产权本身方面的特

殊性等天然因素和自由因素的制约。具体来看，当前

知识产权数量大，来源广，形式结构多元化，为知识产

权协同管理的统一性带来挑战。其次，在知识产权运

用和保护过程中，需要调用和溯源知识产权创造过程

产生的数据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存储在不同部门之

间，难以高效获取。同时，传统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

甚至是协同管理模式，还是将知识产权相关数据信息

存在部门的中心化数据库中，信息易被中心篡改，给

确权和维权也带来不同程度上的麻烦。

区块链首次出现是在中本聪发表的一篇名为《比

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的文章上，该文

阐述了如何建立一套全新的、去中心化的、不需要任

何信任基础的交易体系方法[7]。袁勇、王飞跃[8]在总

结之后认为，区块链技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去

中心化的数据库，它是从比特币底层核心技术和基础

架构中衍生出来的，是一种由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

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组成的新

型应用模式。区块链中的时间戳功能使其能够按照

时间先后记录了每个交易发送和验证的历史和交易

中包含的额外信息和数据[9]，并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

合成一种链式数据结构，由矿工不断地创造添加，通

过密码学方式保证数据信息不可篡改、不可伪造。而

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则是一种数字化的部署和运行在

以太坊虚拟机上的交易规则，其本质是一段由事件驱

动触发，具有状态且运行在共享区块链上的代码[10]。
信息协同管理是实现智慧化服务的关键环节，信息协

同管理有助于获悉多元信息主体之间协同交互的过

程，发现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方法，以实现良好的协同

效应[11]。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独有的特

性和功能与信息协同管理的思想高度契合。

目前，区块链技术在信息协同管理上的应用已

有不少研究，主要包括供应链应急物资协同管理[12]、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多元信息协同[13]、智慧养老多元

信息协同[14]等。而在区块链+知识产权管理研究上，

更多的是关注区块链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应用。

如李悦等[15]认为区块链和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可以

用来解决知识产权、专利成果的版权登记、管理和查

询。他们设计了基于区块链的端到端体系架构，用

区块链来取代传统的关系数据库进行信息存储。同

时用区块链上的时间戳功能来记录交易时间，使得

知识产权记录和转移过程有绝对的溯源性和权威

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胡光[16]通过对区块链技术

在版权、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领域具体场景的应

用情况分析，发现区块链具有提高专利审核效率、促

进版权安全流转、追踪产权来源等功能，并以此提出

相应的建议促进其发展。宁梦月、刘东苏[17]依托区

块链技术，结合波卡区块链架构，构建了一个可针对

多种知识产权载体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型和方

案。利用区块链技术探索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的

研究却是凤毛麟角。

综上所述，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日益加快，

多源异构下知识产权的不断涌现使其越来越需要高

效的协同管理模式对知识产权各部门主体进行协调，

对知识产权多元信息进行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存在

多类型数据、多主体以及多环节，如何建立一个统一

化方案，实现“三多一体”下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是

当前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区块链在知识产权管理中应

用的研究重点。当前的文献研究多是站在宏观角度

探索主体间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而忽视了知识产权

信息协同管理的重要性。本文基于此，借鉴前人对区

块链+信息协同的研究基础，从知识产权主体协同和

信息协同管理两个方面，结合区块链跨链机制，构建

多源异构视域下的区块链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对

知识产权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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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源异构视域下基于区块链的

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架构

区块链按其开放程度可分为三个类型：公有链、

私有链和联盟链[18-19]。公有链公开透明，任何人都可

以读写区块链数据。私有链由某个机构或组织管理，

参与节点受到严格限制，对数据有着很好的隐私安全

保护和访问权限控制。联盟链则是若干个机构共同

参与，联合组成管理的区块链，每个机构经过认证可

在内部共同维护该链。

本文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等多个知识产

权管理环节入手，根据多主体（如产权拥有者、监管

者，产权登记部门，仲裁部门，包括产权代理、产权价

值评估等在内的服务机构）的不同服务需求和多源异

构数据来源（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知识产权形

式），参考区块链的跨链机制，构建多源异构视域下基

于区块链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型，如图1所示：

监管者

产权服务
机构

产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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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仲裁
部门

产权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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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登
记信息

用户信
息

产权交
易信息

产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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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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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编号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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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编号协同
交互

图1 多源异构视域下基于区块链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型

在该模型中，知识产权管理联盟链由知识产权各

部门和机构联合组成，作为模型的主链。所有的参与

节点用户首先都需要在该联盟链上进行注册和身份

认证，完成验证后的用户可以参与到侧链链接后的操

作。同时，构建三条侧链：知识产权创造链、知识产权

保护链以及知识产权运用链。三条侧链都是基于跨

链技术与主链进行链接，以每条链上都记录的联盟链

参与用户的 ID进行协同操作交互，可写入、读取包含

该用户 ID的知识产权数据信息。知识产权创造链作

为第一条侧链，用以存储产权拥有者登记的知识产权

作品全信息，根据文档、音频、视频和图片等不同类型

的知识产权作品可扩展为多条侧链进行异构数据分

类存储。该条侧链可以为所有参与用户提供写入和

产权信息查询服务，因此为公有链。第二条侧链是作

为产权交易、转化过程记录的知识产权运用链。用户

在查询知识产权创造链后对于想购买的知识产权进

行交易请求，交易达成后的整个交易双方和交易过程

将记录在知识产权运用链中。该链以拥有者和购买

者的地址为链接，每一次交易上一个购买者都将转为

下一个拥有者，此时形成知识产权交易全过程记录。

该链可为用户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供产权权属转

移过程查询，是一条公有链。最后一条为知识产权保

护链，根据登记、存储的产权拥有知识产权作品的全

信息，提取关键知识产权确权要素（如登记人、知识产

权编号、知识产权名称、知识产权类型等）存入知识产

权保护链中，该信息主要用于日后的知识产权确权、

维权和仲裁过程，因此信息仅能由知识产权管理相关

部门进行调取和溯源查看，是一条私有链。三条侧链

之间，以登记时的产权编号为协同交互的依据。

模型中的信息主体包括多源异构的知识产权信

息，每一个知识产权名称将以区块链哈希函数转变为

一个哈希值，作为其唯一标识符。模型中的参与主体

包括知识产权管理联盟链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其在区

块链网络中都有一个哈希区块链地址作为其身份的

唯一标识。

根据区块链的层次特性[20]，结合知识产权管理的

特征和需求，本文将构建区块链和知识产权管理融合

后的层次架构，如图2所示。

数据层作为整个服务架构中最底层且最重要的

数据层，主要负责记录所有多源异构的知识产权数据

信息，并进行上链存储，是知识产权确权、维权、溯源

等管理环节的依据。由图 2可知，数据层内存放的是

多个区块组成的区块链。每个区块都是一个交易数

据和信息的集合，通过时间戳和哈希值对应，实现链

上的数据信息依次顺序存储。

网络层是节点通信的基础，通过通信协议每个参与

节点可以在分布式环境下实现点对点的传输和交易。

共识层决定参与节点以何种方式对某些特定的

数据达成一致，是上链数据验证和保证数据真实性的

重要环节。本文采用基于积分升降级机制改进的

PBFT跨链区块共识机制来保障主链联盟链和多侧链

之间的知识产权信息存储、溯源等操作的完整性和真

实性。

合约层是区块链智能合约在知识产权管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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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现，也是区块链应用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部分的功能逻辑都是通过合约层编写的智能合约实

现的，包括脚本代码设计、算法机制运行和智能合约

代码的编写，主要用于知识产权 Simhash的比较、版

权交易的溯源等。智能合约一旦编写完成，就能够在

满足触发条件的事件发生时自动执行，在无需第三方

中介的情况下使功能生效[21]。
应用层是提供给各联盟链上的参与用户使用的

前端页面，是区块链技术手段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

在应用层上，体现的是本文整个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

式的运行流程。具体来说，产权拥有者将自身的知识

产权信息（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多源异构数据）登

记在知识产权创造链中，提取和形成知识产权登记信

息。再由产权登记部门将登记信息存储到知识产权

保护链中，供后期的维权使用。一旦用户提出侵权诉

讼，则由产权仲裁部门调取知识产权保护链中关于该

知识产权的登记信息，以确定相关权属，并将判决结

果反馈给用户。对于已经登记过的知识产权信息，产

权登记部门不会二次向知识产权保护链上写入。在

交易转让等知识产权运用过程中，由产权购买者和产

权拥有者之间进行产权交易转让请求和购买许可。

完成交易后，交易信息会写入知识产权运用链中供后

期交易溯源。同时，产权购买者要求变更已购买的知

识产权信息（如权利人等），由产权服务机构和产权登

记部门配合后重新写入知识产权保护链，以此循环确

权、维权操作。该流程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知识

产权管理，将整个知识产权管理变成闭环循环过程。

三、基于多源异构区块链的知识产

权协同管理模式

（一）主链—知识产权管理联盟链
该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中的主链为知识产权

管理的联盟链，负责审核所有参与主体的个人身份和

成员角色，形成具有“合法”身份的访客可对其所拥有

的权限和侧链进行访问。所有部门和用户在联盟链

上利用个人公私钥进行身份验证，通过用户 ID交互

访问一条或多条侧链，并可在侧链上进行权限范围内

的知识产权信息读写操作。一方面使得所有用户可

在主链上进行知识产权协同管理，另

一方面将不同知识产权管理过程分

散，能够释放主链压力，同时保证数

据在侧链上的安全性。

所有的知识产权信息在上链前

以及所有对知识产权的操作都需要

区块链共识完成验证以保证数据、操

作的真实完整。典型的共识过程（如

PBFT算法）要求节点之间进行广泛

的通信[22]。随着节点数量的增加，拥

有不诚实节点的可能性增加，进而影

响一致性效率和区块生成时间。因

此，本文在主链上采用改进的、加入

积分制的 PBFT共识机制[23]作为跨链

共识机制，所有用户在侧链的操作由

主链—联盟链进行共识。该共识机

制由各知识产权部门（行政、司法、登

记、服务等）选择一定数量的用户代

表作为共识从节点，其余用户作为候

选节点，知识产权的监管者作为主节

点。以初始积分授予作为标准，每成

功完成一次共识则对所有参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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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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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源异构视域下基于区块链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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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节点奖励积分，未成功完成共

识（共识过程中出现不诚实节点）则扣

除积分并在候选节点中随机补位，以

确保下一个周期共识过程中的大多数

共识节点是诚实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较高积

分的节点将继续作为共识节点，而那些具有较低积分

的节点将不太可能参与共识操作，有效保证了区块链

通信、数据验证以及共识的成功率，为知识产权协同

管理提高了效率。

（二）侧链—知识产权创造链
知识产权创造链作为侧链之一，主要是对多源异

构的知识产权进行上传、登记和存储。知识产权信息

通过客户端上传到创造链中，利用区块链的哈希函数

得到该产权的唯一数字标识并加盖时间戳生成存证

证书和备案记录。哈希函数是一种能够将任意长度

的信息、数据都映射成固定长度值的函数类型[24]。每

一个知识产权信息的哈希值是唯一存在的，因此可以

保证知识产权的唯一性和创新性。同时，当已存储的

知识产权信息发生一点改变或篡改时，所产生的哈希

值也会完全不一样，保证了该知识产权信息的真实完

整性。

而在多源异构知识产权上传、登记和存储过程

中，是将代表知识产权的唯一标识符、部分摘要等简

要信息存储在创造链中，而大量的详细信息则是存储

在分布式数据库或云端中供下载、查询（所有信息以

哈希值作为索引）。如图 3所示，多条知识产权信息

打包成一个区块，多个区块相互连接构成区块链，每

一个区块又由区块头和区块体组成。区块头包含区

块元信息，同时包含了一个指向前一区块头的哈希值

指针，区块头依次连接形成知识产权创造区块链。

由于指针的指向性，区块链内存储的信息难以被

篡改[25]。区块链中的时间戳能够记录下每一个知识

产权登记、上链存储的时间，并按照时间序列连接。

时间戳功能在分辨存储数据先后顺序的同时，使更改

一条数据的困难程度按照时间的指数倍增加。时间

越久的数据越难以更改[26]。因为区块链中的数据是

彼此关联的，更改其中一个区块数据时，必须同时改

动该区块之后的所有区块，此时消耗的资源和共识算

法算力是非常多的。随着添加的数据区块越来越多，

想要更改某个区块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有效保证了

在知识产权创造阶段的信息不可篡改，为日后知识产

权保护、维权提供永久真实的法律证据。

（三）侧链—知识产权运用链
知识产权运用链作为侧链之二，主要负责创造链

中已登记存储、已形成存证证书的知识产权的许可、

交易转让、融资融智等知识产权价值化操作。以知识

产权许可、交易转让为例，其流程为：知识产权拥有者

在前端发起许可/交易转让其知识产权的意愿，填写

相关信息后形成知识产权许可/交易转让列表。在知

识产权许可、交易、转化前，知识产权拥有者可委托产

权服务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该知识产权进行价

值评估以确定产权价值，同时可寻找平台中的代理经

纪人代理其产权的交易转让工作。购买者浏览知识

产权交易列表，寻找合适的知识产权进行购买。最

后，双方达成许可/交易转让共识后，实现点对点的产

权转移和交易金额支付。知识产权区块链运用链利

用智能合约实现知识产权在双方交易过程中的自主

性，无需第三方中介的介入，实现点对点的产权转移

和交易金额支付。所有权利人对于自身的知识产权

只有一次交易转让的权限，一次交易转让后其权属关

系已经自动转移。同时，重要的是，所有的知识产权

运用过程也都会被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将知识产权

拥有者信息、产权购买信息，以及转移时间和方式上

传至区块链，作为交易转化后的权利归属认定证明。

每一次基于知识产权运用链的知识产权许可、交

易和转让就是试图改变一次区块链中区块状态的过

程，而每次许可/交易双方达成共识生成的区块，便是

双方对于区块中产生的交易、变更等状态改变的结果

的确认。由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质，在区块链上

的交易多是点对点、端对端、用户对用户的。每一个

用户拥有自身独有的交易地址，交易地址都是以哈希

值的形式展示。每一次交易都会有新的区块生成用

以记录该交易过程，包括输入方和输出方的交易地

址、交易金额、交易时间与附加内容等，且是不可篡改

的。单次的许可、交易和转让过程可以分为数据、活

区块头

区块体

前一区块
哈希值

随机数 哈希值

时间戳 Merkle

交易1 交易2 ……

区块头

区块体

前一区块
哈希值

随机数 哈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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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1 交易2 ……

区块头

区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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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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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区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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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参与实体三个组件构成，如图4所示。

参与实体

活动 数据

发起

生成

产权
拥有
者

购买
者

状态转移过程

{
当次交易时间
当次双方地址
全过程回溯
初始节点

…

图4 单次知识产权交易过程

参与实体是当次交易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和购买

者，活动由需要转让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发起，记录了

何种知识产权在何时转让交易给何人的过程，换句话

说，用来描述交易过程如何从上一个状态转换到下一

个状态。数据，则是用以查询交易的日志记录。每个

知识产权拥有者只有一次转让机会，但一个知识产权

可以在不同的购买者之间不断流通。因此，根据最后

一次输出方的交易地址可以向前追溯，直到追踪到初

始的交易输入方，该交易地址即为源头节点，多为知

识产权的初始所有者（登记者），如图5所示。

图5 知识产权交易流通记录过程

（四）侧链—知识产权保护链
知识产权保护链作为侧链之三，主要负责对知识

产权进行保护和维权。多源异构的知识产权在被上

传到知识产权创造链过程中，经过权威节点的背书

后，会生成一段独特

的防伪编码隐藏于区

块链存证信息中用于

防伪认证，而最终生

成的区块链存证信息

将作为合法的电子证

据供司法维权使用。

此外，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

上链知识产权、链上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库之间的知

识产权智能匹配，防止和避免产权二次登记等侵权行

为的出现，有效保障知识产权的安全可靠。同时，所

有在知识产权运用链上进行的如交易、转让、许可等

操作过程均会被区块链记录且不可篡改，一旦当产权

所有者认为发生侵权行为需要维权时，只需要根据指

定条件进行溯源即可追踪到所有过程，根据时间戳先

后、防伪编码以及产权存证证书等电子证据判定是否

存在侵权行为。

溯源过程是对知识产权的维权和保护过程，司法

机关、知识产权认定部门可以通过DAPP接口对已经

登记的知识产权所有详细信息以及交易、转让的知识

产权所有交易双方信息进行溯源查询。如图 6所示，

DAPP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分布式应用，它

大多以PC网页或客户端的形式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

连接，然后提供外部服务[27]，以确定该知识产权最终

的权利归属。

（五）主侧链融合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
本文将基于主链和侧链结合的区块链机制和多

源异构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进行有机融合，在减

少单链结构对知识产权管理压力的同时，不仅针对知

识产权的多源异构特性形成创造、运用、保护等多侧

链的全过程一站式服务，同时也将借此打造知识产权

协同管理模式。将不同类型的管理主体和使用主体

有机融合，形成知识产权信息跨部门流通、知识产权

服务跨机构操作的协同过程，如图7所示。

多源异构下的基于区块链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

模式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体现：

(1) 主体协同。主体协同以整体政府[28]理念为指

导，旨在加强知识产权相关部门的协同效应，解决知

识产权全流程的跨组织边界服务难题，推动实现知识

产权“只跑一次”的集成服务。其中，以知识产权相关

监管部门为主导，建立政府部门内外部的合作关系网

前端页面/Dapp Web服务器 区块链

知识产权信息
交易过程信息

查询请求

查询结果

查询请求

查询结果

参与个体
登记产权/发生交易，产生数据

编写溯源代码
溯源条件

图6 知识产权维权溯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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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包括为知识产权提供代理、评估、保险等服务的提

供方机构，为知识产权申请转化者提供便捷的知识产

权服务。

(2) 技术协同。建设知识产权协同管理基础平

台，强调数字平台及组件的可共享性、可再用性、互操

作性和可持续性，以促进跨链、跨部门的知识产权信

息共享交换，支持一站式服务的实现[29]。以区块链技

术为底层基座，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前

端充分融合，形成前端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产权鉴

权与后端区块链+知识产权确权维权的技术协同

发展。

(3) 数据协同。以数据安全共享开放为基础，促

进知识产权信息协同。利用区块链技术统一各主体、

各部门、各流程中产生的多源异构知识产权信息标准

和格式，强调对知识产权信息源、定义和数据模型的

描述，以通用规则对知识产权信息进行跨链记录和

溯源。

(4) 业务协同。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最后是为业务

服务，旨在推动知识产权相关政府部门以数字思维为

导向，提升知识产权登记、交易、运营等服务的质量和

效率。以跨组织、跨部门流程的融合和优化，为知识

产权全流程提供部门协同化操作。

(5) 服务协同。根据知识产权服务特征和知识产

权申请转化者相关需求，以用户需求为基准提供知识

产权信息和相关评估、代理、公证等服务。

在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中，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等不同行政司法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多链衔

接，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共创。知识产权创造者又是

知识产权的使用者、购买者，实现知识产权的高效转

化。产权服务机构，如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知识产权

价值评估机构、知识产权保险机构等可以更便利地通

过该知识产权联盟结构与需求方达成合作并由相关

机构公证，提高效率同时保障合作的有效性。

结 语

本文基于多源异构视域，将知识产权分为创造、

运用、保护三个阶段，以不同类型区块链架构的去中

心化程度为依据，针对不同阶段知识产权信息特点和

需求，基于跨链机制，以知识产权协同管理联盟链为

主链，其余阶段链为侧链，构建知识产权协同管理的

异构区块链网络，探索新的多源异构知识产权协同管

理模式。该模式具有如下优势：

(1) 打通知识产权过程全链条的信息一体化。过

去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服务等过程产生的信

息数据各自割裂，由各个管理或涉及部门单独保存在

中心化数据库中，海量的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在需要确

权、用权、维权时却无法互联互通，存在大量的“信息

孤岛”。随着知识产权价值的日益凸显，知识产权信

息数据存在着数据量巨大、结构异样、来源多样、使用

率高等特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所有知识产权过程

产生的信息数据都存放在一个分布式数据库中，且彼

此之间通过一定的标识符有效关联，随时可以互相调

用、查询。以主从多链形式的跨链网络结构，让每一

个知识产权过程产生的数据信息看似彼此独立，实则

相互联系，打通了知识产权过程全链条的信息一

体化。

(2) 促进知识产权不同部门间、不同服务机构间

的协同，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效率。基于分布式环境的

区块链网络，所有的知识产权管理相关的部门和服务

机构都可以以节点形式加入进来，各部门之间可以轻

松地调用所需部门的用户信息、业务信息等知识产权

相关数据，实现知识产权跨部门、跨区域的共同维护

和管理，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等业务的协同

办理，为产权人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3) 数据安全性更高，相关隐私得到更充分保护。

区块链所具有的去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的优点，消除了

知识产权
申请者

知识产权
服务

提供方

知识产权
转化者

知识产权
监管机构

图7 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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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心节点遭受攻击、篡改而造成的数据丢失问

题，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同时，

其哈希函数能够保证信息的不可篡改，使知识产权数

据的真实性也得到充分保证。此外，所有的参与节点

都通过该跨链网络中的主链联盟链进行身份验证和

权限授予，不同主体所拥有的信息访问权限不尽相

同，用户身份及知识产权相关隐私信息能够得到更有

效的保护。

但与此同时，该模式还存在一些瓶颈问题：

(1) 缺乏统一标准。基于多源异构区块链网络的

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不同

来源、不同过程的知识产权信息能够在一个网络中实

现整合，以实现多源信息的协同管理。但当前，知识

产权不同的过程涉及不一样的数据类型和格式，各部

门间对于知识产权信息的需求和标准也不尽相同，亟

需以区块链异构多源共享和协同管理为契机，制定统

一的跨部门跨机构的知识产权信息标准。

(2) 缺乏法律法规保证。多源异构区块链知识产

权协同管理模式是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基于跨链

机制衍生而成的。在我国，区块链技术本身特别是跨

链技术还缺乏一定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和风险保证。

(3) 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与激励机制。在这样的

协同管理模式中，不仅包含政府部门主体，还包含众

多服务机构主体，如何以良好的协商机制和激励机制

来吸引和倡导更多的部门和机构加入这样的区块链

网络中，参与到知识产权的协同管理中来，也是理论

变为实际应用的关键所在。

针对上述优势和瓶颈，根据当前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和区块链产业发展需要，本文提出了支持多源异构

视域下基于区块链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式进一步

实施和完善的对策建议。

(1) 在国家政策层面，一是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政府应发挥导向作用，不断加强在知识产权建设中新

兴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普及。不断完善区块链

相关扶持政策和监管政策。加大设立区块链知识产

权项目扶持基金，推动区块链应用产业化。二是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快区块链技术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法规建设，在区块链技术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同

时，发挥知识产权在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中的引领

作用。

(2) 在技术上，一是加快区块链基础性研究。攻

克区块链关键技术，为区块链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模

式发展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大力开发开源的区

块链软件，加速区块链开源社区建设。推动区块链技

术标准化，形成国际统一标准。二是加强区块链与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并行使用，合

力推动多源异构视域下知识产权协同管理创新。三

是加大对“区块链”+知识产权场景应用的力度。针

对知识产权协同管理的需求和困境，借助区块链技术

改进、完善和重塑知识产权协同管理创新模式，构建

基于区块链的知识产权协同管理在线平台。

(3) 同时，基于区块链联盟链优势，组建区块链知

识产权联盟。以知识产权为纽带，以知识产权协同管

理、协同运用为基础，将知识产权政府部门、知识产权

创造者、使用者及其服务机构组建起来，构建基于知

识产权资源整合与战略运用为主的协同发展组织。

(4) 在人才方面，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区块链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物，对传统知识产权管理模

式带来了冲击。因此，面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需求和

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性，需要积极培养

具有知识产权意识的区块链应用专业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国家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随着知识产权重要性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知识产

权需要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此时，对多源异构的

知识产权进行高效协同管理，促进各部门间、部门与

机构间的信息管理一体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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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ity

Hu Jiana, Qi Yonga,b

(a.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The decentralized and tamper proof features of blockchain, as well as cross chain and consensus algorithms,
can effectively ensure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of multi-source heteroge⁃
ne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and management collabor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s a model and hierarc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
source heterogeneou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ur block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are constructed, namely, the main ch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chain, the side chain in⁃
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ion chain, the side ch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ication chain and the side ch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chain, forming a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od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ain and side chains. The model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collabora⁃
tion and management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various entities involved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bottlenec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ode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responds to the call of building a str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try.
Keywords: blockchai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ulti-source heterogeneity; integration of
main and side chai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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