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 

- 

 DB- 
常 州 市 地 方 标 准 

DB --/T - 
 

 

 

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管理工作

指南 

 

 

 

 

20- --

Intellctual Property Guidance of IPO for Enterprise

            （征求意见稿）

发布 -实施 

---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T - 

I 

目  录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 1 

2 术语和定义 ......................................................................... 1 

2.1 知识产权 ....................................................................... 1 

2.2 IPO ............................................................................ 1 

3 机构与职责 ......................................................................... 1 

3.1 IPO知识产权工作机构 ............................................................ 1 

3.2 IPO知识产权工作人员 ............................................................ 1 

3.3 IPO知识产权工作职责 ............................................................ 1 

4 上市筹备知识产权工作 ............................................................... 1 

4.1 板块选择 ....................................................................... 1 

4.2 尽职调查 ....................................................................... 2 

4.3 知识产权布局 ................................................................... 2 

4.4 风险分析与预案 ................................................................. 2 

5 上市期间知识产权工作 ............................................................... 3 

5.1 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 ............................................................. 3 

5.2 专利无效处理 ................................................................... 3 

5.3 证监会问询 ..................................................................... 3 

5.4 被控侵权的应对 ................................................................. 3 

5.5 寻求协助 ....................................................................... 4 

5.6 证监会沟通 ..................................................................... 4 

5.7 媒体公关 ....................................................................... 4 

6 上市后知识产权工作 ................................................................. 4 

6.1 遗留问题跟进 ................................................................... 4 

6.2 全面合规管理 ................................................................... 4 

6.3 持续循环提升 ................................................................... 5 

 

 



DB-/T - 

I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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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常州市知识产权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常州市武进区知识产权局、常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江苏恒维智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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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植、曹潇、陈文涛、高悦、唐恒、赵旭、孙莹琳、赫英淇、姜晓婧、张红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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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PO是指一家企业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IPO对企业战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根本

的就是能够推动企业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发展，能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知识产权

是企业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近年来，随着科创板等一系列资本

市场的制度改革，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影响企业IPO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企业上市筹备、上市期间和上市后运行过程中，特别是在上市资料提交以后，经常会碰到知识产

权权属、侵权等纠纷，知识产权成为企业IPO的拦路虎。很多企业在上市筹备阶段，重财务、法律合规，

而忽略了知识产权管理，对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风险准备不充分，甚至毫无准备，因知识产权问题导致

上市无功而返，有的还遭遇巨额赔偿。因此，拟上市企业做好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管理，是上市成功的

基本保障之一。 

为引导和帮助企业有效防控上市过程中知识产权风险，做到知识产权管理合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促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规范化、国际化，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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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管理工作指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术语和定义、机构与职责、上市筹备、上市期间和上市后

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武进区拟上市企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发明者、创造者等对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

享有的专有权，其范围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及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

商业秘密、传统知识、遗传资源以及民间文艺等。 

[GB/ T  21374-2008  术语和定义 3.1.1] 

2.2 IPO 

IPO即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指一家企业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 

3 机构与职责 

3.1 IPO知识产权工作机构 

企业应设立知识产权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加强拟上市阶段的知识产权管理。 

3.2 IPO知识产权工作人员 

企业应设专人负责拟上市阶段的知识产权相关工作。 

3.3 IPO知识产权工作职责 

a) 梳理自身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版权等无形资产，并进行价值评估； 

b) 搜集和检索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知识产权信息，掌握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布局； 

c) 上市筹备阶段分析企业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确定风险等级，拟定应对方案； 

d) 上市期间制定知识产权应急机制，应对企业突发知识产权风险，将结果反馈给决策层，并制定

或调整策略； 

e) 上市后及时对所处理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制定企业内部知识产权制度，不断提高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4 上市筹备知识产权工作 

4.1 板块选择 

企业应结合自身经营管理情况，选择上市板块，并详细了解《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等对于知识产权的一般要求，以及所选择板块对于知识产权的特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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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尽职调查 

企业启动股改，进入上市筹备阶段后，应围绕以下内容开展知识产权尽职调查： 

a) 明确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数量及质量等； 

b) 明确知识产权权属及法律状态等； 

c) 明确产品的知识产权宣传材料、商业标识等是否合规； 

d) 明确企业核心技术与核心知识产权的关联度；  

e) 明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对主营业务收入的贡献度； 

f) 明确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是否健全、运行可靠； 

g) 与竞争对手相比，明确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优势； 

h) 确认企业是否存在专利侵权风险，是否有潜在的知识产权诉讼等纠纷； 

4.3 知识产权布局 

4.3.1 拟上市企业应根据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结果，结合上市筹备周期，做好知识产权布局工作：  

a) 专利布局：根据拟上市板块对于专利数据和质量的一般要求和特别要求，开展专利挖掘与布局，

培育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高价值专利，对于外向型企业，应开展国际专利布局；  

b) 商标布局：对企业主营产品、包装及宣传材料中使用的商业标识进行注册商标或驰名商标的检

索，按要求注册商标、扩展商标注册类别，或进行海外商标注册； 

c) 版权布局：对产品设计、宣传手册、标语、产品说明书、软件、背景音乐等作品进行版权分析，

及时补充版权登记； 

d) 其他知识产权布局：对涉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标志权等其

他知识产权进行确权。 

4.4 风险分析与预案 

4.4.1 上市筹备阶段可通过以下措施防范或应对知识产权风险：  

e) 准备好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涉及专利的，包括专利证书、公告文本、专利权人身份

证明、专利法律状态证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等；涉及商标的，包括商标注册证书、商标权利

人身份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等；涉及著作权的，包括著作权权利证明、著作权人身份证明

等； 

f) 解决潜在知识产权风险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潜在知识产权风险的权利人的授权书、所涉

及知识产权问题已由第三方解决的证明材料，如法院裁判文书、调解书、和解协议书以及仲裁

裁决文书等； 

g) 反制他人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现有技术抗辩材料、不侵犯竞争对手知识产权的证明材料和证

明对方知识产权无效的材料等。 

h) 通过风险评估发现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时，可主动与权利人进行沟通谈判，取得知识产权许

可，也可在上市前主动请求宣告相关知识产权无效。 

i)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针对主营业务产品出具 FTO报告。 

4.4.2 针对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风险，识别风险等级，建立知识产权风险预案，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

立知识产权风险准备金。 

4.4.3 拟上市企业可以协调上市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咨询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构

等第三方，开展上市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纠纷处理程序的培训和宣传活动，或组建应急

服务团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资源共享，降低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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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市期间知识产权工作 

5.1 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 

5.1.1 一般信息披露 

拟上市企业应根据招股说明书要求，披露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数量，知识产权权属及法律

状态等一般信息。 

5.1.2 发明人信息披露 

拟上市企业对于发明人信息的披露，应注意企业核心研发团队与核心专利的发明人是否对应，以证

明企业是否具有支撑持续经营能力的核心技术、核心研发人员。 

5.1.3 重大信息披露 

拟上市企业应披露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重大信息：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

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

大权属纠纷等。 

5.1.4 拟上市企业应慎重信息公开，充分考虑可能产生的变化，招股说明书首次披露后，应避免对知

识产权相关信息的修改。 

5.2 专利无效处理 

5.2.1 无效宣告请求书分析：针对竞争对手无效企业核心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书进行分析，确认专利

无效的可能性，并制定应对策略，及时向专利复审委员会陈述意见。 

5.2.2 与当事人沟通：与专利无效请求人建立沟通，识别其商业目的，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促使其

撤销无效宣告请求。 

5.2.3 口审及决定：无法促使请求人撤销的，应及时参加专利复审委员会口头审理，缩短无效周期，

并跟进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 

5.2.4 结果处理：根据无效决定情况，选择向法院寻求救济。 

5.3 证监会问询 

5.3.1 历史案例收集：拟上市企业应自身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就其他企业上市过程中证监会的问询

记录进行案例收集，就知识产权问题分门别类予以整理，以供管理层参考。 

5.3.2 模拟问询过程：针对证监会的提问及答复，应组织管理层学习，有条件的企业可以组织模拟问

询会，尽可能使管理层了解并熟悉。 

5.4 被控侵权的应对 

5.4.1 警告函处理 

5.4.1.1 警告函审查。应审查签发人是否具备签发资格，是否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或者

其代理人；警告函的内容是否明确，是否对侵权行为进行了描述，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5.4.1.2 警告函回应。如内容属实，宜与权利人沟通协调，尽量和解；如内容不属实，可提出反警告，

并向法院请求保护；不合理警告函造成企业损失的，企业可在提出异议或反警告的前提下，要求损害赔

偿。 

5.4.2 应诉策略 

当企业上市过程中遭遇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a) 诉讼程序上的抗辩：包括原告不具有提起诉讼的资格、受理案件的法院无管辖权等； 



DB-/T - 

4 

b) 不侵权抗辩，根据商标、专利等的侵权判定标准，结合相关法律，搜集证据证明被诉产品不侵

权； 

c) 宣告权利无效的抗辩，根据所做的知识产权检索和分析，向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宣告

知识产权无效。 

5.4.3 分析评估 

5.4.3.1 权利评估。就所侵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应自主或委托专业咨询机构、律师进行分

析评估。 

5.4.3.2 侵权评估。就权利客体与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或其他要素的关系，应自主或委托专业咨询机

构、律师进行对比并分析评估。 

5.4.3.3 策略评估。应根据权利评估和侵权评估的结果，评估和选择处理的方法和策略。 

5.4.4 采取措施 

5.4.4.1 沟通协商。可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对方侵权问题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办法，达成协议的，应订

立书面协议。 

5.4.4.2 知识产权无效：收集证据，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向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宣告知

识产权无效。 

5.4.4.3 不侵权抗辩：采用现有技术抗辩等形式，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 

5.4.4.4 提起反诉。根据前期风险预案，凭借侵权证据和知识产权权属证据，可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

反诉。 

5.5 寻求协助 

拟上市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遭遇知识产权纠纷，可以向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寻求知识产权维权协

助；可积极寻求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例如知识产权咨询企业、知识产权代理企业、产业联盟、知识产

权维权援助机构等。  

5.6 证监会沟通 

就上市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处理情况，及时与证监会同步信息，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风险

声明、实控人承诺、风险剥离等手段在第一时间降低知识产权诉讼对IPO造成的影响。 

5.7 媒体公关 

拟上市企业在遇到知识产权纠纷时，应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减少负面影响。 

6 上市后知识产权工作 

6.1 遗留问题跟进 

6.1.1 不侵权处理。确认侵权不成立，企业应及时在上市公报中披露相关信息；实属对方滥用权利的，

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6.1.2 侵权处理。确认侵权成立的，企业应积极与权利人及时和解，争取获得授权，也可在符合条件

时，提起宣告知识产权无效等反制措施。 

6.2 全面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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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上市后，进入流通阶段，应依据《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GB/T29490—2023）、

《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 56005）等，对知识产权进行全面合规管理，推动企业持续提升

核心竞争力。 

6.3 持续循环提升 

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借鉴标杆企业经验，制定适合本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战术处理，

持续循环提升，使知识产权成为企业对内激励持续创新、对外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