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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AI生成内容的权属认定、侵权责任

界定等问题凸显，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在应对AI挑战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空白。本文在分析人工智能对知

识产权法律保护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平衡创新与保护、加强执法、建立综合治理、

加大宣传教育等五点对策建议，以期为完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促进AI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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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
lenges to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blems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owner-
ship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definition of infringement liability are prominent, and the ex-
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and gaps in responding to the chal-
lenges of AI.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he legal pro-
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
ing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balancing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strengthening law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9394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9394
https://www.hanspub.org/


黄文路 
 

 

DOI: 10.12677/ds.2024.109394 115 争议解决 
 

enforcement,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increasing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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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其在生成创造性内容、辅助决策判断等方面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但

AI 的广泛应用也对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出严峻挑战。2023 年，我国密集出台一系列支持 AI 产业发

展的政策，强调要加快建立适应 AI 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此背景下，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知

识产权带来的影响，探索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促进 AI 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挑战及现有制度的不足 

2.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属认定难题 

1) AI 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和可专利性问题 
AI 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和可专利性问题挑战了传统知识产权法的核心概念。AI 创作的独特性质模

糊了“原创性”和“创造性步骤”的界限，引发了对人类智力投入必要性的深度思考。法律界面临重新定

义“作者”和“发明人”概念的压力，需要在保护 AI 创新与维护人类创造力之间寻求平衡[1]。这一问题

的复杂性体现在 AI 生成内容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上，要求建立灵活的评判标准，同时考虑 AI 在创作

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度。 
2) 权利归属争议 
AI 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争议涉及多方利益博弈，挑战了传统知识产权法的权利主体理论。开发者、

使用者、数据提供方和 AI 系统本身在创作过程中的角色交织，形成了复杂的权利关系网络。这种多元参

与模式突破了单一权利主体的局限，要求重新构建权利分配机制。同时，AI 的自主性程度影响着权利归

属的判断，高度自主的 AI 系统可能产生超出人类预期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模糊了权利界限[2]。探索新型

权利共享模式成为解决此类争议的关键。 
3)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保护性的制度空白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保护性的制度空白凸显了现有法律框架的局限性。传统知识产权法难以涵盖 AI

创作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导致大量具有潜在价值的 AI 生成内容游离于法律保护之外。这一空白不仅影响

创新激励机制的有效性，还可能引发市场秩序混乱。缺乏明确的保护标准和范围界定，使得 AI 生成内容

的法律地位处于模糊状态，增加了司法实践的困难[3]。建立适应 AI 特性的新型保护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需要在保护力度、保护期限和保护方式上进行创新性探索。 

2.2. 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侵权责任界定挑战 

1) AI 训练中的数据使用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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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训练中的数据使用侵权风险突显了大数据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难题。机器学习算法对海量数据

的依赖，使得数据采集、处理和利用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合理使用”原则在面对 AI
训练的规模化、自动化数据处理时显得力不从心[4]。数据权利人与 AI 开发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成为关键

议题，需要在促进 AI 技术创新与保护数据权利之间寻求最优解。这一风险还涉及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壁

垒，要求建立更为灵活的国际协作机制。 
2) AI 生成内容侵权的责任认定困境 
AI 生成内容侵权的责任认定困境体现了传统侵权法理论在数字智能时代的适用局限。AI 系统的自

主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因果关系的判定变得极为复杂，传统的过错推定原则难以适用。侵权主体的确定

面临多重障碍，AI 开发者、使用者和 AI 系统本身在侵权行为中的角色界定模糊[5]。此外，AI 生成内容

的海量性和即时性增加了侵权监管的难度，要求建立更为敏捷的侵权识别和处理机制。探索 AI 特定的侵

权责任认定标准成为法律创新的重要方向。 
3) AI 自主决策侵权的归责原则 
AI 自主决策侵权的归责原则挑战了传统侵权法的责任基础理论。AI 系统的高度自主性和决策过程

的不可解释性，使得传统的主观过错标准难以适用。需要重新考量“预见可能性”和“注意义务”等核心

概念在 AI 语境下的内涵。同时，AI 决策的复杂性和技术黑箱问题增加了责任追溯的难度，要求建立更

为精细的责任分配机制。探索“算法责任”等新型归责原则成为必然趋势，需要在技术可控性和社会公

平正义之间寻求平衡点[6]。 
4) 人工智能侵权行为规制的法律漏洞 
人工智能侵权行为规制的法律漏洞暴露了现有法律体系应对 AI 技术挑战的不足。传统侵权法框架难

以涵盖 AI 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部分 AI 侵权行为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缺乏针对 AI 特性的专

门法规，使得司法实践面临巨大困境。此外，AI 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法律修订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

显，要求建立更为灵活的法律适应机制。跨领域、跨境的 AI 应用进一步增加了法律规制的难度，需要探

索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统一规则。 

2.3. 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对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冲击 

1) AI 对创造性认定标准的影响 
AI 对创造性认定标准的影响深刻改变了知识产权法的核心评判机制。AI 系统生成内容的非人为性

质挑战了传统创造性标准中的“智力活动”要素，要求重新定义“非显而易见性”和“创造性高度”。AI
的大规模生成能力模糊了独创性的界限，使得区分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变得困难[7]。同时，AI 辅助创

作的普及引发了对人机协作创新成果评价标准的思考。这一影响不仅涉及法律技术层面，还关乎知识产

权制度的基本理念，需要在鼓励创新与维护公共利益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2) AI 快速迭代对专利审查的挑战 
AI 快速迭代对专利审查的挑战凸显了传统专利制度的时效性危机。AI 技术的指数级发展速度远超

现有专利审查周期，导致大量创新成果在获得法律保护前就已过时。这一挑战不仅影响专利权的实际价

值，还可能削弱专利制度的创新激励功能。AI 生成的海量专利申请进一步加剧了专利局的审查压力，要

求引入智能化审查工具和新型审查流程。同时，AI 技术的跨学科特性增加了审查难度，需要重新构建专

利分类体系和审查标准。探索适应 AI 特性的快速审查通道成为可能的解决方向[8]。 
3) AI 生成内容的非稳定性对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影响 
AI 生成内容的非稳定性对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影响挑战了传统著作权法的静态保护模式。AI 系统持

续学习和自我优化的特性使得其生成内容呈现动态演变的特点，难以适用固定期限的保护机制。这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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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模糊了作品的“完成时间”概念，增加了权利起算点的确定难度。同时，AI 生成内容的快速更新

节奏与长期保护期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要求重新考量保护期限的合理性。探索基于 AI 内容特性的弹

性保护期制度成为可能的创新方向，需要在保护创新与促进知识传播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4)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问题凸显了法律适应性的局限。AI 技术的跨界融

合特性模糊了传统知识产权类型的边界，挑战了现有的分类保护体系。法律修订的滞后性导致大量新型

AI 应用场景处于法律真空状态，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同时，AI 技术的全球化发展与知识产权法的地域

性特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要求重新思考国际协调机制。此外，AI 对创新过程的深刻改变要求重新审

视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探索更为包容和灵活的保护机制成为必然趋势。 

3. 完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五点对策建议 

1) 健全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 
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和可专利性标准需重新定义创造性、独创性等核心概念，构建适应 AI

特性的评判体系。引入“AI 辅助创作”等新型权利类别为 AI 生成内容提供差异化保护。完善涉及 AI 的
知识产权权属规则可采用“贡献度分配”原则，根据各方在 AI 创作过程中的实际贡献确定权属。“公共

领域优先”原则的引入将鼓励部分 AI 生成内容进入公共领域，促进知识共享。细化 AI 相关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需建立多层次责任体系，区分 AI 开发者、使用者、受益者的不同责任。“算

法透明度”要求的引入将便于侵权追责。AI 知识产权动态审查机制的建立将适应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特

点[9]。跨部门协调的加强有助于统一 AI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消除法律适用冲突。这些举措将为 AI 创新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推动 AI 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良性互动，为数字时代的创新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

制度的健全不仅保护创新成果，更能激发创新动力，引导 AI 技术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平衡人工智能创新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 
AI 发展需要足够的试错空间，“沙盒监管”模式允许 AI 创新在特定领域和时限内突破现有法律框

架，积累实践经验。多方利益的统筹兼顾可通过建立“利益相关方协商机制”，定期召集各方代表讨论

AI 知识产权政策，动态调整保护强度。域外有益经验的借鉴有助于优化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欧

盟“AI 法案“中的风险分级管理思路为差异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提供了参考。“社会价值导向”原则的

引入将鼓励有利于人类福祉的 AI 创新，如在医疗、环保等领域给予更强知识产权保护。“AI 创新影响

评估”机制的建立能全面评估 AI 创新对就业、隐私、伦理等方面的影响，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依据。“AI
知识共享联盟”的探索将促进 AI 领域的开放创新，在保护与共享间寻求平衡点[10]。这些措施构建了一

个既激励创新又维护公共利益的 AI 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平衡的艺术在于寻找创新驱动与社会责任的最佳

结合点，为 AI 技术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3) 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执法 
执法人员对 AI 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审理能力提升需要建立“AI-IP 专门法庭”，配备具备 AI 技术背

景的法官和技术调查官。AI 知识产权侵权判定标准和执法程序的完善可引入“算法比对”技术，通过对

AI 模型、训练数据、输出结果的多维度分析，精准识别侵权行为。“AI 知识产权侵权快速反应机制”的

建立将通过智能监测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理侵权行为。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健全可探索

“AI 辅助调解”模式，利用 AI 技术分析案例数据，为纠纷解决提供决策支持。“AI 知识产权信用体系”

的构建将侵权行为与企业信用挂钩，增强执法威慑力。跨境执法合作的加强应对了 AI 知识产权侵权的全

球化趋势[11]。“AI 知识产权执法反馈机制”的建立能定期评估执法效果，不断优化执法策略。这些措

施显著提升了 AI 领域知识产权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 AI 创新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执法力度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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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仅保护了创新者的权益，也为 AI 技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 建立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综合治理机制 
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协同可通过成立“AI-IP 跨学科研究中心”实现，汇聚计算机科学、法学、经济学

等领域专家，开展前瞻性政策研究。伦理、社会学等人文视角的引入需建立“AI 知识产权伦理委员会”，

评估 AI 创新的社会影响，提供伦理指引。国际对话合作的积极开展可倡议成立“全球 AI 知识产权治理

联盟”，推动国际规则制定。“AI 知识产权治理数字平台”的构建实现了信息共享、风险预警和决策支

持。“区块链 + AI 知识产权”模式的探索提高了知识产权管理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AI 知识产权治

理指数”的建立能定期评估治理成效，优化政策措施。“AI 知识产权 +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推动将治

理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这些举措构建起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 AI 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为 AI 时代的创

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综合治理机制的建立不仅解决了当前问题，更为未来 AI 技术的发展预留

了空间，体现了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治理思维。 
5) 加大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 
AI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知识的普及可通过开发“AI-IP 在线学习平台”实现，提供互动式、场景化的法

律知识课程。全社会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需发起“AI 创新者知识产权保护计划”，针对 AI
开发者、使用者提供定制化培训。鼓励创新、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环境营造可组织“AI 知识产权

保护优秀案例评选”，树立行业标杆。“AI 知识产权教育进校园”的推动将相关内容纳入信息技术课程，

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权利观念。“AI 知识产权保护公益广告设计大赛”的开展通过创意传播扩大社

会影响。“AI 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联盟”的建立发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宣传教育[12]。AI 技术开发的“智

能知识产权顾问”为公众提供便捷的咨询服务。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全社会对 AI 知识产权的认知和重视

程度，为 AI 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不仅增强了公众意识，更培养了

未来的 AI 创新者和知识产权保护者，为 AI 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4. 结语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的多重挑战，包括内容权属认定、侵权责任界

定和传统制度适应性等方面。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完善法律制度、平衡保护与创新、加强执法等对策

建议。然而，研究仍存在局限性，如对 AI 技术发展速度的预测可能不足，以及跨国法律协调机制探讨不

够深入。未来研究方向可聚焦于 AI 技术演进对知识产权法律的持续影响，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更具

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持续关注 AI 与知识产权法律互动，对推动创新发展和维护公

平正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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