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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分析和商业调查。

对于以专利形式保护的技术或工艺，可以对相关专利进行分

析，明确其技术或工艺是否可规避或改进，以及对该专利权利稳

定性进行评估。对于能规避或改进的，可在规避或改进后进行使

用。对于权利稳定性差的专利，建议直接对该专利提出无效宣告

请求或做好无效宣告准备。对于难以规避且专利权利稳定性较强

的，可以寻求专利授权或许可，通过授权或许可后再使用。

对于以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可以对该技术或工艺进行研究

分析。如果能够通过研发或逆向研发获得该技术或工艺方法，可

以使用自己研发获得的技术或工艺方法。如果不能通过研发获得

该技术或工艺方法，那么可以考虑寻求授权使用，还可以考虑协

商由其代为加工生产。这样既可以保护该第三方技术或工艺方法

独有独用，也能够实现使用该技术或工艺方法生产的目的。

二、生产外部合作

（一）贴牌或代工合作的知识产权管理

贴牌生产也叫 “定牌加工”或 “授权贴牌生产”，是指生产厂

为品牌方生产制造产品或配件，品牌方往往只提供品牌。贴牌生

产一般仅需委托方品牌／商标授权即可。

代工生产是由委托方提供产品设计方案，委托方拥有产品设

计研发的相关知识产权，生产厂只是单纯地进行加工生产，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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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个产品的知识产权。一般情况下，受托方也不得自行向第

三人销售委托方委托加工的产品。

贴牌或代工生产是比较常见的生产经营方式，二者的共同之

处在于，都是拥有知识产权的一方委托另一方生产，然后贴上品

牌进行销售，且均需要在生产前拿到委托方的品牌／商标授权。在

拿到委托方授权或许可后，二者均需要对委托方的商标法律状态

进行核查管理，排除商标侵权、假冒、超范围使用等相关风险。

代工生产不仅需要品牌／商标的授权，还需要代工产品或部件

其他相关知识产权的授权或许可，包括代工品本身及与生产技术

或工艺相关的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此外，还应严格按照

委托的生产数量要求进行生产，防止因超额生产导致侵权风险。

对涉外委托贴牌或代工生产还要注意委托方授权的知识产权

的地域保护范围。例如，如果委托人只拥有境外相关知识产权，

那么要注意核查境内是否有相同或近似的知识产权存在，排除相

关知识产权风险。

（二）跨境合作的技术进出口管制

在进行跨境合作时，企业需要关注相关国家 （地区）主管部

门出台的与技术进出口管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议企业提

前到跨境合作国家 （地区）相关的业务主管部门咨询了解，对需

要审批许可的技术要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后再签交易合同。交易合

同签署后及时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技术合同登记备案，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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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外汇支付条件，以防合同违约。

跨境技术合作的科技企业特别要注意严格执行我国及技术进

出口目标国 （地区）的进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切实履行进出口控

制责任和义务，自觉执行相关国际进出口管制法规。如果出口的

技术涉及敏感技术，可能被客户或最终客户用于发展或制造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运载工具或未经授权的常规军事装备，不利于购

买国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或是可能落入恐怖组织手中的，应

严格遵守出口管制规则。此类技术会涉及军民两用，属于国家全

面管制物项，需高度警惕或拒绝出口相关技术。

对技术出口、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等活动中涉及国家安

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我国需要进行审查。审查类型包括

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物新

品种权等知识产权及其申请权。审查工作机制主要包括：

① 对于技术出口中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

按照知识产权的不同类型进行审查管理，由相应的国家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进行审查。

② 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中涉及的知识产

权对外转让审查，由相关安全审查机构根据拟转让的知识产权类

型，征求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审查

决定。

建议有技术进出口的科技企业设立贸易合规管理部门，制订

企业技术进出口管制管理制度，建立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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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出口技术到境外的，除了要遵守相关国际进出口管制

法规，还要防止出口的技术侵犯目标国他人在先的相关知识产

权。对这些风险的尽职调查建议由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协助企

业完成。

三、采　购

（一）采购活动中存在的知识产权风险

在采购活动中，遇到因知识产权引发的侵权诉讼时，侵权产

品的采购商或销售商通常会成为被告。这主要是由于侵权证据比

较容易从产业链下游的采购商或销售商处发现和获取。企业在采

购活动中要注意防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发生，尽可能在采

购前排除相关知识产权风险。

采购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侵权可能会发生在生产制造、使用、

销售、许诺销售等环节，可能侵犯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

包装装潢、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在跨境采购活动中，因涉嫌侵

权还可能被海关查扣，这会导致无法顺利完成采购交易，也将可

能面临合同违约赔偿、已付货款无法索回或产品在海关被销毁等

风险。

采购方在合法购买产品或零部件后，一般情况不会侵犯他人

的知识产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某些购买的产品或零部件

还必须有相关配套解决方案才能使用的情形。这类产品或零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