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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地方标准 

《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一批

晋城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晋市市监标准〔2023〕94

号），计划项目名称为《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规范》，项

目编号为2023-14。本项目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晋城市知识产

权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晋城市知识产权标准化专家组归

口。 

（二）起草单位 

晋城市知识产权局、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王丽敏、王恒、张曼、郑波、武治娇、申佳雨。 

二、制（修）订标准的目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目的 

随着知识产权（专利）在经济占比中不断增长，从政府角度来看，

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标准可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引

导和帮助企业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知识产权的科学管理和战略应用，提高企业竞争

力。从企业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标准可实现企业自身

知识产权（专利）管理的标准化、系统化、程序化和精细化，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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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和市场竞争中合理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专利），有效保护

知识产权（专利），防范知识产权（专利）风险，从而提高企业自身

竞争力，确保企业稳定发展。 

（二）必要性 

随着我国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实用战略和标准化战略，部分高新产

业在制定产品技术标准时，没有现行的各层级标准或文件可以借鉴或

使用，产生了将专利纳入标准的需求。标准作为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中

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应反映现时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治理和协调功

能，鼓励和引导相关产业全领域的技术进步。常规的产品标准仅反映

该产品的基础技术要求。专利转化的标准可以从专利等知识产权成果

中提取专利先进性，专利转化的产品标准应该是先进标准和高质量标

准。标准的有效实施能将专利成果进行保护和落实应用，能提高产品

或服务的质效，能有效降低成本等。 

（三）可行性 

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标准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技术成熟度高、

市场需求强烈、政策支持力度大以及国际合作频繁等方面。随着科技

的不断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将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标准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将越来越凸显。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

支持相关工作，鼓励企业和个人将自己的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标

准。通过将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标准，可以促进技术的传播和应

用，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效率，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预研阶段（2023年3月—5月） 

2023年3月，起草单位提出了知识产权（专利）转化为标准的立

项建议，并组织起草组研讨标准立项的可行性，结合实际情况，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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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现状和需求进行分析和探讨，确立了《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

准服务规范》晋城市地方标准的立项方向。标准起草组开始搜集、查

阅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文献，开展标准查新工作，论证标准

立项的可行性，形成标准框架。 

（二）立项阶段（2023年6月） 

2023年6月，根据《晋城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文件要求，晋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2023年度第一批晋城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的通知》（晋市市监标准〔2023〕94号），《知识产权（专利）

转化标准服务规范》正式立项。 

（三）起草阶段（2023年7月） 

2023年7月，起草单位通过专家访谈方式，对标准内技术内容进

行研讨，采纳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标准框架，

对标准中的评价指标进行下一步讨论，商讨《知识产权（专利）转化

标准服务规范》的合理性，结合资料分析和调研情况，对标准框架进

行内部讨论，就标准的编制背景、标准框架、主要技术内容进行研讨，

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具备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修改意见，形成

标准草案。 

2023年7月16日，晋城市地方标准《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

服务规范》初审会议在麦斯达夫北京总部召开。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首都科技服务业协会、北京轻创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北京博泰瑞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5名专家组成标准审查专

家组。会议由麦斯达夫标准化首席执行官郑波主持。 

标准编制组汇报了晋城市地方标准《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

服务规范》的编制背景、工作过程、标准框架和主要内容等。审查专

家组通过听取汇报、审阅资料，经质询和讨论后，认为该标准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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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前瞻性和先进性，一致同意通过技术初审，并要求标准编制组按

照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提供的思路，进一步梳理标准框架，完善标准内

容。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

的关系 

（一）制定原则 

1.合规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范性要求，

标准中有关内容是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为主要依据，结合我市知识产权（专利）现状，参考其他省市相关标

准的基础上形成。 

2.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制定原则符合国家政策即规范性引用文件

的要求。 

3.先进性原则。此项地方标准填补省内空白，具有先进指导性意

义。 

4.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考虑了市情和具体知识产权（专

利）转化为标准服务过程中实践所需条件，多重考虑，兼顾了规范性

和灵活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可行性。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 

3.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4.GB/T 20001 （所有部分）  标准编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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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且与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存在

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第1章为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服务的范围，规定了知识产权（专

利）转化服务的总则、服务流程、评价与改进。适用于知识产权（专

利）转化为标准的服务。 

第3章术语“知识产权”、“专利”的定义来源于《知识产权文献

与信息 基本词汇》（GB/T 22374-2008）。 

第4章是总则，对开展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的原则、

人员资质、场所等方面作出要求。原则包括：真实性、保密性、及时

性。 

第5章是服务流程。给出了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的服

务流程图。主要包括业务对接、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潜力评估、服

务受理、标准转化、标准验收、资料归档、服务跟踪。知识产权（专

利）转化潜力评估包括：合规性分析、标准特性分析、技术成熟度分

析、推广应用前景分析和与同领域的标准的协调性分析，并给出了具

体实施步骤。服务受理给出了服务机构的原则以及受理过程和所需资

料；标准转化具体给出了标准编制的实施步骤；标准验收给出了标准

的验收方式；资料归档给出了资料的归档方式；服务跟踪强调了后续

服务的跟进方法。 

第6章是评价与改进，包括了投诉处理、过程监测、服务评价、

和服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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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

宣传优势；同时联合标准化主管单位以及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专家

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对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及相关协助人员等进行

理论培训和现场技术示范指导，详细解答《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服

务规范》的关键要点，帮助相关服务人员尽快了解、熟悉、掌握本标

准的内容和要求，科学服务，提高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品

质，为知识产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提供有力的指导，使得知识产

权（专利）转化标准服务具有更强的操作性、更广泛的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