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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数字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日益猖獗，给知识产权所有者和社会创新环境带

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在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这一关键领域的应用。通过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详细阐述了其背后的深刻意义。研究不仅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筛查过程中的

具体应用方式，还深入剖析了其为筛查工作带来的显著优势。同时，也全面审视了人工智能在筛查网络

知识产权侵权时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进一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和措施，旨在为推动人工

智能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筛查领域的有效应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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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rapid digital development, the phenomenon of onlin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ringe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ampant, which has brought serious negative impacts to intel-
lectual property owners and the soci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key field of screening netwo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ringement. By comprehensively utilizing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behind it is elaborated in detail. The 
research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screening process, such a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mage recognition,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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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s, and big data analysis, but also deep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t brings to 
screening work, including efficient and accurate screening results, all-weather real-time monitor-
ing and response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fun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a series of severe challenges f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creening netwo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such as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y, 
data quality and privacy issues, complex leg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as well as human interfer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Further targeted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ap-
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screen-
ing and improv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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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背景及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人工智能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筛查中的应用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揭示其内在

规律和发展趋势，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我们将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包括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实证研究以及模拟实验等，系统地探讨人工智能在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方

面的优势、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以期为构建更加有效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2 年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国内关于知识产权侵

权鉴定手段工作的研究日趋更盛。许多研究者从各种角度出发分析网络知识产权发生的原因以及利用现

有技术手段进行预防的方法。 
首先，以网络直播平台知识产权侵权为例，华南师范大学的王文敏教授(2024) [1]在其论文中提出网

络平台要对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选择、编辑、修改、整理、推荐、置顶等主动干预手段。对上传的内容进

行分区和资料整理，进行规模化的统一管理。采用大模型识别，发出“预警令”等方式在正规平台运行。 
再次，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近些年来也是愈演愈烈，陕西警察学院的陈洁教授(2024) [2]在

其论文中也指出现在对电商平台产品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规制，需要利用区块链和 SDK 水印技术等不可

篡改的技术手段对知识产权打上专有标记，可识别可溯源可追责。 
最后，打击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也需要政府力量的及时介入。我国目前已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

速维权中心以及维权援助中心等机构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而东南大学的毕文轩讲

师(2024) [3]却在他的论文中指出要在现有的公力救济框架下完善电商平台行政规制的合作基础，需要构

建常态化的执法体系，建立综合性执法监督机构。进一步扩大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自治权限，释放

电商平台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活力，也有效规避恶意投诉对正常商家造成的负面影响。 

2.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概述及技术性应对措施 

2.1. 网络知识产权的定义和类型 

网络知识产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人们基于智力创造活动所产生的具有经济价值和专有权利的成果。

它主要涵盖了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多个方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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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在网络领域主要体现在数字化的文学作品、音乐、影视作品、软件程序以及数据库等。随着

网络技术的发展，作者的作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广泛的范围在网络上传播，然而这也使得著作权的

保护面临巨大挑战，未经授权的复制、传播和改编等侵权行为屡见不鲜。 
商标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包括域名中的商标使用、网络广告中的商标展示以及

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商标标识等。网络的虚拟性和全球性使得商标侵权行为更具隐蔽性，侵权者可以轻易

地利用相似的商标误导消费者，损害商标所有者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专利权在网络环境下，涉及到与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相关的发明创造，如网络通信技术的专利、电

子商务交易方法的专利等。网络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使得专利权的界定和保护变得更为复杂，侵权行

为可能表现为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技术来开发网络产品或服务。 

2.2.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数字化和易复制性是其突出特征。网络中的信息以数字

形式存在，易于被快速、大量且无损地复制，这使得侵权成本极低。其次，侵权范围广泛且传播速度极

快。借助互联网的无边界性，侵权作品能够在瞬间传遍全球，造成的影响范围难以估量。再者，侵权行

为的隐蔽性极强。侵权者可以通过匿名方式、利用复杂的网络技术手段来隐藏自己的身份和侵权行为，

使得追踪和查处难度大增[5]。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著作权方面，常见的有未经授权将他人作品上传至网络平台供他人下载或

在线浏览，对作品进行恶意篡改、抄袭等。商标权侵权的表现包括在网络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

标识，误导消费者，或者恶意抢注知名商标的域名等[6]。专利权侵权则可能表现为在网络产品或服务中

未经许可运用他人的专利技术。 

2.3. 技术性应对措施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文本分类是其中的重要应用之一，

通过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训练，模型能够准确识别出涉及侵权的文本内容。例如，对于网络上的文学

作品，系统可以迅速判断其是否与已受保护的作品存在相似性。 
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筛查中，图像识别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商标和图片的比对，图像识

别技术能够以高精度快速检测出相似的图形元素。这对于防止商标的仿冒和图片的未经授权使用具有重

要意义[7]。 
监督学习通过已标注的侵权和非侵权数据进行训练，能够建立精确的分类模型，准确判断新出现的

内容是否构成侵权。例如，利用大量已判定的侵权案例进行训练，模型可以对新的网络作品进行有效的

侵权判断。 
此外，机器学习算法还可以不断进行模型训练和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和侵权手段，提

高筛查的准确性和效率。 

2.4. 利用新技术应对侵权的优势 

人工智能在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高效性和准确性。传统的人工筛查方法往往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面对海量的网络数据，难免会出现疏漏和误判。而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以极

快的速度处理和分析大规模的数据，在短时间内对大量的网络内容进行全面筛查[8]。 
其准确性得益于先进的算法和模型。通过对大量已知的侵权案例和正常内容进行学习，人工智能能

够精确地识别出各种复杂的侵权模式和特征。它能够捕捉到细微的相似之处，甚至能够分辨出那些经过

精心伪装或变异的侵权行为，大大降低了误判和漏判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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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检测文学作品的抄袭时，人工智能可以同时对比多个文本，迅速找出相似度高的段落和句

子，其效率和精度是人工难以企及的。 
网络环境的动态性要求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持续的监控。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实现全天候不间断

的监测，不受时间和人力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它都能始终保持警惕，实时

捕捉可能出现的侵权行为。 
一旦发现可疑的侵权活动，人工智能能够立即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种实时响应的能力极

大地缩短了从侵权发生到被发现和处理的时间间隔，有效地减少了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例如，对于新上线的网络产品或内容，人工智能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筛查，及时发现并制止侵权行

为的扩散。 
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对当前的网络内容进行筛查，还具备智能化的分析和预测能力。通过对历史数据

和趋势的学习，它可以识别出潜在的侵权趋势和模式。 
例如，根据过往侵权行为的特点和规律，预测在特定的时间段、领域或平台上可能出现的侵权高发

情况，提前进行重点监控和防范。 
同时，人工智能还能为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预警和防范建议，帮助他们采取主动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

例如，建议加强在某些新兴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或者提前调整保护策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侵权风险。 

3. 人工智能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面临的挑战 

3.1. 技术局限性 

尽管人工智能在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局限性。算法

偏差和误差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算法是基于训练数据进行学习和优化的，如果训练数据存在偏

差或不完整，可能导致模型在某些情况下做出不准确的判断。例如，如果训练数据主要来自特定的领域

或地域，那么对于其他领域或地域的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可能难以准确识别[9]。 
此外，对于复杂语义和情境的理解不足也是一个挑战。网络语言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文本中蕴

含的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可能使人工智能难以完全准确地理解其真实含义。一些隐喻、双关语或特

定文化背景下的表达，可能会被误判或漏判，从而影响筛查的准确性[10]。 
例如，某些特定行业的专业术语或特定文化中的独特表述，可能会导致人工智能在理解和判断上出

现偏差。 

3.2. 数据质量和隐私问题 

数据质量在人工智能筛查中至关重要，但往往面临诸多问题。数据不准确和不完整可能导致模型的

训练效果不佳，从而影响筛查结果的可靠性。例如，错误标记的侵权数据或缺失关键信息的数据可能使

模型产生错误的学习和判断。 
同时，数据隐私也是一个重大关切。在收集和处理大量网络数据用于筛查时，必须确保用户的隐私

得到充分保护，避免数据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一旦发生数据泄露，不仅会损害用户的权益，还可能引发

法律纠纷和公众信任危机。 
例如，包含个人信息或商业机密的数据如果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可能会给相关方带来严重的后果。 

3.3. 法律和伦理问题 

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筛查时，法律和伦理问题也逐渐凸显。责任界定和归属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当人工智能系统做出错误的筛查判断，导致合法内容被误判为侵权或侵权内容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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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谁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技术开发者、使用者还是其他相关方？ 
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对正当竞争产生影响。例如，过度严格的筛查可能会对一些创新型企业

造成不必要的限制，阻碍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创新发展。 
同时，在筛查过程中如何确保遵循伦理原则，如公平、公正、透明等，也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 

3.4. 人为干扰和对抗手段 

侵权者为了逃避筛查，可能会采取各种人为干扰和对抗手段。他们可能利用技术手段对侵权内容进

行伪装、加密或混淆，以躲避人工智能的检测。例如，通过修改文本的格式、使用特殊字符或变换语言

表达方式来掩盖侵权的实质。 
此外，恶意干扰筛查结果也是一种常见的对抗手段。侵权者可能试图通过发送大量虚假数据或恶意

攻击筛查系统，来影响其正常运行和判断。 

4. 应对挑战的策略和措施 

4.1. 技术改进和创新 

为了克服人工智能在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的技术局限性，持续的技术改进和创新至关重要。

首先，优化算法和模型是关键。研究人员应当致力于开发更精确、更具适应性的算法，以减少偏差和误

差。例如，采用集成学习的方法，结合多个不同的算法模型进行综合判断，提高筛查的准确性。 
同时，融合多种技术手段也是增强筛查能力的有效途径。将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可以实

现对知识产权数据的不可篡改记录和溯源，为侵权判断提供更可靠的证据。此外，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

能够实时获取物理产品上的知识产权信息，进一步拓展筛查的范围和精度。 
另外，加强对复杂语义和情境理解的研究也是必要的。通过引入深度学习中的注意力机制和上下文

感知技术，使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更好地捕捉文本中的语义关系和上下文信息，从而更准确地判断是否存

在侵权行为。 

4.2. 数据管理和保障 

针对数据质量和隐私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严格的数据管理和保障措施。在数据采集阶段，应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通过多源数据验证、人工审核等方式，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筛选和校正，去除

错误和不完整的数据[11]。 
同时，建立完善的数据标注体系，对数据进行清晰、准确的标注，为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的基础。

在数据存储和处理过程中，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访问控制机制，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只有授

权人员能够访问和处理敏感数据，严格限制数据的使用范围和用途[12]。 
此外，定期对数据进行更新和维护，以反映网络知识产权领域的最新变化和趋势，保证数据的时效

性和有效性。 

4.3. 法律和伦理规范的建立 

为了解决法律和伦理问题，明确的法律和伦理规范是必不可少的。首先，需要清晰地界定在人工智

能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过程中的责任。立法机构应当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技术开发者、使用者、

运营者等各方在筛查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在出现错误判断时的责任承担方式。 
同时，制定伦理准则和监管机制，确保筛查过程遵循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建立专门的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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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人工智能筛查系统的开发和应用进行监督和审查，防止不正当的筛查行为和对正当竞争的影响。 
此外，加强对相关法律和伦理规范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伦理素养，促进整个

行业的健康发展。 

4.4. 加强合作与协同 

应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问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协同合作。产学研合作是推动技术发展和应用的

有效方式。学术界可以提供前沿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企业能够提供实际的应用场景和数据支持，产

业界则可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三方的紧密合作，加速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进程。 
国际合作与交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显得尤为重要。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是一个跨越国界的问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应当加强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联合执法行动。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和规则，形成统

一的打击侵权的合力，有效地遏制跨国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5. 结语 

本研究对利用人工智能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通过详细阐

述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现状、特点及危害，揭示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在筛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的应用，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机器学

习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明确了其在提高筛查效率、准确性和智能化水平方面的显著优势。 
同时，也全面剖析了人工智能筛查所面临的技术局限性、数据质量与隐私问题、法律伦理挑战以及

人为干扰等诸多难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涵盖技术改进、数据管理、法律伦理规范建

立以及加强合作协同等多个方面。 
通过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分析，进一步深化了对实际应用效果的认识，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未

来发展趋势的展望，包括技术的不断演进、应用领域的拓展以及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深远影响，

为后续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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