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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北京服装学院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在数智化转型中的教育创新与产业实践，探讨时尚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的新挑战与应对策略。围绕“时尚设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时尚展演与知识产权保

护的理论与实践”和“时尚传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通过分析虚拟时尚设计、智

能生产、数字资产管理等新兴领域的技术特点，提出“教育–技术–法律–产业”四维协同保护体系，

为时尚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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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IF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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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new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protection in the fashion in-
dustry through the lens of its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and industrial practices in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Centered on three key dimensions—Theory and Practice of Fashion Design and IP 
Prote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ashion Presentations and IP Prote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ashion Communication and IP Protection, the study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framework integrating education, technology, law, and industry by analyzing the tech-
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virtual fashion desig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and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This framework aims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
cal pathways for IP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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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智化浪潮席卷全球和时尚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时尚产业正经历着从物理实体向虚实共生的深

刻变革[1]。作为中国时尚教育领域的领军者，北京服装学院率先构建起“艺工融合”的创新生态[2]，其

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学院的成立标志着艺术创作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这种转型不仅催生了虚拟时装

秀、NFT 数字藏品等新兴业态，更使得时尚类知识产权保护面临创作主体模糊化、数字资产确权复杂化、

侵权手段智能化等全新挑战[3]。以 2024 年“北服日”时装周为例，五场主题秀中超过 30%的作品涉及智

能生成元素，后台管理中首次引入区块链技术对设计稿进行存证，折射出传统确权机制与数智化创作流

程间的张力。同时，北京服装学院作为国内知名的纺织服装类高校和国内时尚教育的重要基地，在众多

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在服装设计、材料科学、智能制造等，相关著作、论文及专利申请等

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所提升。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北服这一兼具教育创新与产业实践双重属性的研究样本，通过研究其在数字

服饰项目、智能设计伦理课程体系等典型案例，揭示数智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从被动防御向主动治理的范

式转变，为构建具有行业适应性的保护策略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坐标。时尚设计、展演、传播作为时尚

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其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关乎创作者的权益，也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秩序[4]。  

2. 数智化重构时尚产业生态中的知识产权新特征 

2.1. 创作主体的多元化与权属界定难题 

人工智能生成设计的普及使得传统设计领域的“创作者”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著作权法以“自

然人创作”为核心原则，要求作品必须体现人类的独创性表达。然而，当 AI 系统能够独立生成具有艺术

价值的服装设计图、面料纹理甚至 3D 模型时，创作主体身份变得模糊，传统著作权法中“自然人创作”

原则受到挑战。 

2.2. 数字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 

虚拟服装、NFT 时装等数字产品的核心特征在于可无限复制与跨平台流通，这对传统知识产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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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提出颠覆性挑战，要求建立从创作、存储到交易的全流程确权机制。例如，一件售价数千美元的 Gucci
虚拟手袋可能被用户通过截图、3D 模型提取等方式在元宇宙平台(如 Decentraland)、社交媒体(如 Instagram)
和游戏(如 Roblox)中未经授权使用，导致品牌价值稀释。为此，需构建覆盖“创作–存储–交易”全链条

的数字化确权机制。  

2.3. 技术赋能下的侵权形态演变 

AI 可提取某品牌的标志性元素，生成看似“原创”实则高度近似的设计。基于生成算法的自动化生

产，使得侵权商品从设计到上架的周期缩短至数小时[5]。2023 年中国某电商平台监测显示，AI 生成的盗

版服装设计占侵权投诉量的 37%，其中多数通过修改配色、局部细节规避检测。深度学习算法对设计风

格的模仿使得抄袭行为更具隐蔽性与规模化特征，凸显知产产权保护规则更新的紧迫性。 

3. 北京服装学院在数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实践探索 

北京服装学院的专利申请量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一直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

据显示，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在内，北京服装学院近一年共获得专利审批 193
项。这些专利不仅涵盖了传统优势领域，如服装设计、材料科学等，还扩展到新兴领域，如智能制造、IT
等。具体分布情况如下所示：a) 发明专利：北京服装学院的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服装的材料科学、智能

制造和智能制造技术三个方面，目前北京服装学院的发明专利例如，在提高石墨烯纤维制备效率的同时，

还降低了具有较高市场应用前景的生产成本，一种制备石墨烯纤维的清洁化湿法纺丝方法。b) 实用新型

专利：北京服装学院注重在设计上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实用新型专利占总体的 50%，这与北京服装学院

的学科特色高度吻合。如一种便于拆卸清洗的配饰，该实用新型通过巧妙的设计，实现了配饰主体与限

位销的快速分离，便于对与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的部位进行局部清洗，延长了配饰的使用寿命。c) 外观

设计专利：在外观设计专利方面，北京服装学院充分利用其服装设计领域的优势，推出了多款具有独特

美感和实用价值的服饰产品。这些外观设计专利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进一步巩固了北京服

装学院在服装设计领域的领先地位[5]。 
北京服装学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探索，前不久北京服装学院联合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

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聚焦时尚产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基于北服的专业特色，以下我们将

从三个方面“时尚设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时尚展演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和“时

尚传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3.1. 时尚设计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3.1.1. 时尚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作为创意密集型产业的核心，时装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依靠法律体系，如著作权、专利权、商

标权等。但时尚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时装设计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时

效性要求，而法律体系的滞后性和保护范围的有限性往往难以满足这种需要，时装设计侵权的隐蔽性和

多元性使维权工作变得显得步履维艰。  

3.1.2. 北京服装学院在时尚设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实践 
1) 教育体系构建  
北京市服装学院通过开设有关课程、举办讲座及座谈会等途径，注重将知识产权保护内容融入到时

尚设计教育当中，在“虚拟时尚设计”专业开设《数字版权管理》《智能设计伦理》等课程，将区块链存

证技术纳入毕业设计流程，此举大大提高了学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及能力。同时，北京服装学院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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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与法律界、产业界的密切联系，邀请专业人士为学生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指导，学生获益

匪浅。  
2) 科研与创作支持  
北京服装学院在设计上鼓励师生创新、为科研、创造提供支撑的时尚设计。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北

京服装学院为降低创新成本、提高保护效率的师生提供一站式服务：如专利申请咨询、著作权登记咨询

等。另外，为师生创新成果提供法律保护及经营建议，北京服装学院还与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积极合作，

共同服务师生。 
3) 产学研合作 
为共同开展时尚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北京服装学院与多家时尚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北

京服装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既了解行业实际需求，又提供技术支持，为企业创新提

供咨询服务。这一合作模式推动了理论和实践在时装设计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深度融合。  

3.1.3. 时尚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建议 
1) 完善法律制度  
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明确专利申报流程、保护范围及界定标准[6]，以应对时尚设计的特殊性及保护

需求。同时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侵权费用、减少维权。  
2) 加强行业自律  
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培训和宣传，时尚产业要建立自律机制。提高全行

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层次，通过行业自律。  
3) 推动技术创新  
时尚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效率及可追溯性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得到提升。为知识产权

保护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和途径，通过技术创新[7]。  

3.2. 时尚展演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3.2.1. 时尚展演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近年来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核心法律，并出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为时尚设计、展演等提供基础法律保障。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事务，并与多国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应对跨境侵权问题。但针对时尚展演的特殊性(如服装设计的著作权保护边

界、展演中的表演权归属等)，法律仍存在模糊地带。例如，服装设计成衣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

品”尚无统一标准，时尚演出一方面创意元素多样，表现形式千姿百态，传统法制很难完全保护；另一

方面，时尚演出侵权行为往往具有即时性、取证难的特点，给维权工作造成较大的难度，这也是目前我

国流行表演面临的难题。  

3.2.2. 北京服装学院在时尚展演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实践 
1) 活动策划与版权管理 
北京服装学院每年举办、承接大量的时尚展演活动，在策划时就注重知识产权管理。通过明确活动

主题、创意元素和表现形式等关键要素，确保活动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同时，北京服装学院与创作者签

订版权协议，明确版权归属和使用范围，为活动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2) 技术手段应用 
北京服装学院利用数字水印、加密技术等手段，对时尚展演中的创意元素和表现形式进行保护。通

过技术手段的应用，提高侵权行为的识别难度和成本，降低维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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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与交流  
北京服装学院通过分享经验、借鉴先进做法，提高自身在服装展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积极参与国内外时尚展示交流合作活动。同时，为北京服装学院开展时尚展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有

益参考，北京服装学院还密切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联系，了解国际动态和动向。  

3.2.3. 时尚展演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建议 
1)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建议相关部门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尚展演法律法规予以完善，并对保护范围、界定标准予以界

定。在加大执法力度、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时尚展演知识产权使用新技术手段提高保护效率，可追溯性增强。如：为提高作品版权的确权和交

易效率，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时尚展演作品版权登记和交易平台。  
3)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借鉴国际上先进经验与实践做法，加强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了解国际动态及动向。

我国时尚展演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将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得到提高。  

3.3. 时尚传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3.3.1. 时尚传播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作为时尚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时尚传播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少。一方面，传统

的法律体系很难全面保护时尚传播中的各种信息且更新迅速；另一方面，传播时尚的侵权行为往往具有

隐蔽性、跨地域的特点，给维权工作造成了更大的挑战。总而言之，当前时尚传播知识产权保护呈现“政

策推进与执行滞后并存”“技术赋能与业态挑战交织”的双重特征。尽管区块链确权、司法联动等实践

已取得进展，但侵权行为的隐蔽化与跨境化仍对保护体系构成压力。  

3.3.2. 北京服装学院在时尚传播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实践 
1) 内容审核与版权管理  
北京服装学院在时装传播过程中注重内容审核和著作权管理，确保传播内容的正当性和原创性，通

过建立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为时尚传播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保障。  
2) 技术手段应用与监测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侵权行为及时发现并加以处理，通过技术手段的运用，维权效

率和准确性得到提高。同时，为著作权确权和维权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的是，北京服装学院还建立了时尚

传播作品著作权的资料库。  
3) 教育培训与宣传  
北京服装学院在教育、培训、宣传方面，着重在时尚传播领域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高师生知

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如通过举办讲座、座谈会等活动。同时，为提高大众对时尚传播知识产权保

护的理解与支持，利用北京服装学院官方网站、社会化媒体等途径进行宣传推广。  

3.3.3. 时尚传播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建议 
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制定《时尚传播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建议完善明确短视频、虚拟秀场等新型传播形式的保护边界。

同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设立快速维权通道，提高法定赔偿上限，探索惩

罚性赔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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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提升对知识产权的时尚传播保护效率及利用新技术手段进行可追溯性保护。比如建立时尚传播作品

著作权和交易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侵权行为的辨识与打击效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加以改进等等。  
3) 加强行业自律与协作  
建立自律机制，制定行业规范及准则，是时尚传播产业的应有之义。同时加强行业内部的合作与协

作，共同打击侵害行为，维护市场良好秩序及生态环境。另外，还可以与有关法律机构、政府部门等保

持密切联系与协作[8]。  
4) 加强公众教育与全球协作   
协助开展时尚传播领域的普法活动，倡导“尊重原创”的消费文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在时尚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会越

来越突出，不过随着新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数智化技术将给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在时尚界提供一个新

的解决方案和途径。因此，为了纺织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振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应用。北京服装学院的实践也进一步表明，数智化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需突

破传统法律框架，构建“教育奠基–技术护航–法律兜底–产业协同”的动态治理体系。未来北京服装

学院将进一步探索元宇宙场景下的管辖权界定、跨境数字资产保护等前沿问题，助力中国时尚产业在全

球数字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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