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杭州佰腾数知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浙江省钱塘数字

贸易研究院、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

中心、中国计量大学、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国际商会杭州余杭

商会、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上海辰星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等，同时

还有浙江省国际数字贸易协会、浙江省国际展览业协会、杭州市国际

会展博览集团、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浙江时代国际展览服务

有限公司、浙江中浙国际展览商务有限公司、浙江树人学院等单位共

同起草。

1.2 技术背景

浙江是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先发地和桥头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数字贸易发展，以打造“全球数字贸易中心”为总目标，建立了“458”

政策体系，高质量打造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2023 年 1 月 28 日，省委书记易炼红在全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强

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大会讲话时提到，要优机制，加强

数字贸易新规则研究，构建数字贸易标准框架体系，促进数据跨境安

全有序流动；要强治理，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数字

时代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为国

家参加全球数字治理作出新贡献。

浙江积极推动三大“一号工程”建设，并全力打造全球数字贸易



博览会，为数字贸易展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过去的几年，

我省已举办了近千场线上交易会，涉及约 100 个国家（地区），参展

企业达 5 万家/次。特别是首届全球数贸会于 2022 年 12 月在杭州成

功举办，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以数字贸易为主

题的国家级、全球性的专业博览会。由“欧洲硅谷”爱尔兰担任主宾

国，7 个国际组织、53 个国家（地区）、32 位驻华使馆和驻沪总领

馆嘉宾线上线下出席，北京、上海、四川担任主宾省（市），全国

11个省市组团参会，800 余家数字贸易领域重点企业参展，286 家企

业 315 项产品进行了“首发”“首展”和“首秀”，签约了一批来自

世界 500 强、行业龙头及独角兽企业项目 89个，实现贸易投资额近

1500 亿元。举办了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高峰论坛、数字文化贸易

高峰论坛等 26场高端论坛活动，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凝聚

了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共识，成为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重要风向标。省

委书记易炼红在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开幕式上还提出“以数字技

术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数字贸易全产业链，着力做强数字贸易产业

体系”。

2023 年，数贸会成功升格为国家一类展会，拟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展会面积达 10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全球数字

贸易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态，将邀请超千家国际知名头部企业、超

万名国际专业观众及客商参展参会。

但随着数字贸易展会的召开，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知

识产权侵权纠纷问题也娄有发生，对参展企业及主办方都将带来不良

的社会影响及舆情问题；参展商涉及全球国内外数字领域龙头企业，

参展商侵权纠纷还面临着贸易摩擦问题，且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严



重的一些参展企业还因知识产权问题被中止参展、撤展情况。

虽然，国家有《知识产权保护法》、《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指引》，等文件，但数字贸易展览会具体的如涉

及商标、专利、版权的纠纷投诉受理、处理、移送等流程，在展前、

展中、展后应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工作内容具体如何进行，还缺

乏更针对性强的和更具体的规定。且数字贸易展览会知识产权服务领

域尚无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等。制定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

是确保数字贸易展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1.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收集资料与调研、草案编制、

项目立项、编制组成立、征求意见、送审等工作环节完成相关编制工

作。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收集资料与调研阶段（2023 年 4-10 月）

随后，项目组成员进行了文献搜集和研究，汇总了起草标准所需

的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对照了现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数字贸

易大数据行业技术现状分类及特征，及基于此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的

方式等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权威专著和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经过大量

研究工作，项目组最终讨论确定了《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

的编写体例和相关内容的原则性计划。

（2）草案编制阶段（2023 年 10 月-2024 年 3 月）

2023 年 5 月上旬，按上述计划起草《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

务规范》（草案），并于 2024 年 7 月底完成。“草案”规定了数字

贸易展会活动的知识产权服务原则、服务事项、基本要求、服务要求、

服务评价及改进等规范要求。



（3）标准立项阶段（2024 年 3年）

2024 年 3月 29 日，浙江省国际数字贸易协会和浙江省国际会议

展览业协会联合发布《关于<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团体标

准联合立项的公告》，《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团体标准

正式批准立项。

（4）编制工作组成立阶段（2024 年 5月）

2024 年 5 月，杭州佰腾数知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浙江省钱

塘数字贸易研究院、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

与服务中心、中国计量大学、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公安部第三研究

所、上海辰星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等，同时还有浙江省国际数字贸

易协会、浙江省国际展览业协会、杭州市国际会展博览集团、浙江远

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浙江时代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浙江中浙国

际展览商务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下称“工作组”），

共同研制《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团体标准。

（5）征求意见阶段（2024 年 6月-2024 年 10 月）

2024 年 6月-2024 年 7 月，工作组多次召开研讨会，不断收集、

补充标准有关内容，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数字贸易展

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2024 年 10 月，《数字贸易

展会知识产权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提交至协会，进

入征求意见阶段。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上总体遵循“规范性、一致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有关规定起草，保障了标准文本编写的规范性。

（2）一致性原则

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产权服务规范和保护技

术规范，并在流程上尽量保障与现有标准的一致性。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涉及保护服务中必要环节的通用实施程序和相关工作记

录，工作组对行业多家机构进行了调研，并根据调研情况对标准内容

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满足可操作性。

2.2 主要内容

2.2.1 范围

该部分明确了标准的内容以及适用范围。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该部分描述了标准引用的相关文件。

2.2.3 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规定了以下术语与定义：（1）数字贸易；（2）数字贸易

展会；（3）知识产权服务。

2.2.4 服务原则

该部分给出了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人员开展相关

活动应当遵循的服务原则。

2.2.5 服务事项

该部分给出了在数字贸易展会的知识产权服务在展前、展中、展

后的服务内容及规范要求。

2.2.6 基本要求



该部分给出了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中的服务人员、能力要

求的具体内容。

2.2.7 服务要求

该部分给出了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实施中的响应、管理等

实施要求。

2.2.8 服务评价与改进

该部分给出了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服务完成后的评价、跟踪、

改进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三、 验证分析报告，预期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

3.1 验证分析

3.1.1 分析方法

收集、分析、整理各种数字贸易、展会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的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领域重要科研成果，

深刻理解当前数字贸易类型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的实践需求、工

作内容和工作任务。通过实地调研，分析研究各种鉴定规范的共性、

特点、差异和关系，统筹协调国内现行相关标准、规程和技术规范，

归纳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技术框架，分析服务质

量的影响因素，系统梳理数字贸易的技术分类及其特性，研究知识产

权服务通用实施程序及要点。

3.1.2 分析过程

（1）资料收集与分析

在编制过程中，起草组主要收集了三个方面的资料，包括：

一是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 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 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

施细则》（2010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2014 修订），《反不正当竞

争法》（2019 修正），《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13 修订），《植

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14 修订），《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2001 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法》。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规范性文件，GB/T 42293-2022《商品

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和 GB/T 39550-2020《电子商务平台知

识产权保护管理》。

三是数字贸易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 WTO 组织 2023 年度发布的

《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第二版）》、2021 年之江实验室发布的《数

字贸易标准化白皮书》、及各地区、各行业、各类型知识产权保护服

务内容、技术标准等文献资料。

（2）调查研究

为保障本文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起草组于 2024 年 6-7 月赴

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浙江省知识产权研

究与服务中心、江苏佰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初尘专利代理事务所、

浙江省国际数字贸易协会、浙江省国际展览业协会等单位实地调研，

主要调研的内容包括：数字贸易的服务分类、数字贸易的技术分类、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需求、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的内容和流程等主要

问题。

3.2 预期效果

3.2.1 经济效果

本标准以服务在浙江省杭州市主办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为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92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92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3E3D1B1D6F365C2E05397BE0A0AE633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3E3D1B1D6F365C2E05397BE0A0AE633


基础，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以数字贸易为主题

的国家级、全球性的专业博览会。由“欧洲硅谷”爱尔兰担任主宾国，

7 个国际组织、53 个国家（地区）、32 位驻华使馆和驻沪总领馆嘉

宾线上线下出席，北京、上海、四川担任主宾省（市），全国 11 个

省市组团参会，800 余家数字贸易领域重点企业参展，286 家企业 315

项产品进行了“首发”“首展”和“首秀”，签约了一批来自世界

500 强、行业龙头及独角兽企业项目 89个，实现贸易投资额近 1500

亿元。同期还有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高峰论坛、数字文化贸易高峰

论坛等 26场高端论坛活动，以此为基础做好浙江省所有数字贸易知

识产权保护服务，并逐步推广应用至国内其他同类展会。该规范的推

行也可以推动数字贸易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

3.2.2 社会效益

本标准提供了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亟需的数字贸易类展会服务业

务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详细指引，也提供了数字贸易展会亟需的能够

帮助维护展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数字贸易知识

产权服务机制，完善服务体系和明确服务要求，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

成效。

四、 与国际、国外有关法规和标准水平的比对分析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成员查阅了目前，国家有《知识产权

保护法》，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标准主要有 GB/T 42293-2022《商

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和 GB/T 39550-2020《电子商务平台

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但在数字贸易展览会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领域尚

无国家/行业标准等。

本标准与上述文件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92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992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3E3D1B1D6F365C2E05397BE0A0AE633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3E3D1B1D6F365C2E05397BE0A0AE633


——梳理并明确了数字贸易技术的服务分类，及每种分类所含的

具体数字服务贸易技术。

——细化了数字贸易展会各阶段，针对参展的各类数字贸易技术

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的原则、事项、基本要求、服务要求、服务评价

及改进等规范要求。

五、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无。

六、 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

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 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的建议

9.1 标准发布后

标准发布后，牵头单位将制作宣传文案，建议在协会会员单位、

展会行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业组织中开展宣传和推广，帮助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会展服务机构、数字贸易技术服务企业、数字贸易展

会主办方了解和应用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规范。

9.2 标准实施过程中

以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为样本，

推进商务部门和知识产权部门的合作，形成较为完善的数字贸易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管理机制，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标准体系，进一步建立



健全保护服务机制，完善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提升保护

能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完善，推进《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规范》行业

标准的研制，助推该标准在地方、国家层面的推广。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数字贸易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规范》编制组

2024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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