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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产权质押的现状研究与对策 

寸树泉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随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式的兴起，我国创新主体迎来了新的融资机会。然而，目前这一领域仍然面临着多重问题，如金融机构

满足融资需求的困难、价值评估市场不规范、质押模式单一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包括建立完善的融资体系和

风险控制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实施这些策略，可以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发展，提高知识

产权的市场认可度和质押融资的可行性，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向更加创新驱动和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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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识产权质押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方式，正在迅速崭露头角并

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得到应用。在现代经济中，知识产权不仅是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许多创新主体常常面

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为

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融资途径，通过将合法拥有的专利、

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出质，获得资金支持，从而推动创新、扩

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力。这一融资方式的兴起，不仅有助于企业

加速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和风

险管理机会。 

一、知识产权质押的现状分析 

（一）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创新主体融资需求 

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创新主体的融资需求的问题源于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的高风险性。知识产权质押涉及到估值的难题，因为不同类

型的知识产权在市场上的价值难以确定，这导致金融机构在估价时

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知识产权质押的变现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

为知识产权不像传统抵押品（如不动产）那样容易变现，这增加了

金融机构的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存在疑虑，

倾向于谨慎对待这一领域。金融机构的问题还包括放贷额度较低和

贷款门槛较高，这限制了创新主体的融资渠道。金融机构担心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的高风险，因此通常限制放贷额度，这导致创新主体

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贷款门槛的提高也限制了中小微创新主

体的融资机会，因为它们可能无法满足金融机构设定的高门槛条件，

这进一步加剧了融资不足的问题[1]。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手续繁多，

包括估值、合同签署、质押登记等环节，这增加了融资的时间和成

本。银企之间的对接也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而受阻，使融

资过程更加困难。创新主体可能因融资困难而受阻，导致创新活动

减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金融机构的谨慎态度可能使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市场不够活跃，限制了这一融资方式的发展。中小微企业可

能因贷款门槛高和融资渠道有限而面临生存压力，这可能影响到就

业和经济稳定。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市场不规范 

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著作权，具有不同的特

点和价值衡量方式。缺乏统一的估值标准和方法，使得市场上存在

多种评估体系，难以形成共识。这使得知识产权的真实价值难以准

确衡量，增加了质押融资的不确定性。相对于房地产等传统抵押品，

知识产权的市场流动性较低，市场交易相对不活跃。这使得估值更

加困难，因为市场上缺乏可信的交易数据和参考价格。金融机构和

估值机构面临着有限的市场信息，难以进行准确的估值。知识产权

估值通常需要专业的估值机构进行，然而，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估值机构，它们的估值方法和依据可能不一致。这导致了不同估

值结果之间的差异，使得知识产权的质押价值难以确定。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质押品价值，因

此可能对融资项目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限制了融资的规模和可行

性。创新主体可能因估值不确定性而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这对创

新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不规范的估值市场可能导致知识产权的市

场认可度不高，阻碍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的发展。 

（三）单一知识产权质押模式难以推广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其价值常常依赖于特定

的生产设备、工艺和管理团队。因此，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抵押物组

合贷款可能会面临困难，因为知识产权的价值往往不易与其他资产

区分开来。这限制了多种质押形式的实施，使得单一知识产权质押

成为主要选择。知识产权的特殊性质使得其在变现过程中需要考虑

到相关的生产设备、工艺和管理团队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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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知识产权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这使得知识产权质押的处置变

得复杂，金融机构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实现变现，从而增

加了坏账风险。知识产权市场存在不稳定性，其价值可能会受到技

术变革、市场需求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如果金融机构主要依赖单一

知识产权质押模式，一旦该知识产权价值受到冲击，可能会对金融

机构的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限制了多样

化的融资选择，可能会使创新主体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从而影响

创新活动。金融机构可能因坏账风险而限制贷款额度，降低了融资

的可行性。过度依赖单一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可能加剧了金融市场的

不稳定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二、知识产权质押优化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 

为解决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创新主体融资需求的问题，建立完善

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这需要一

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以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健康发展，

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政府部门可以制定更为明确的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政策和规定，为金融机构提供更清晰的操作指南。这可以

包括规定质押贷款的基本原则、流程和标准，以减少金融机构的不

确定性。政府还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相

关的财税政策激励，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成本。金融机构应该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风险评估，开发更精确的估值模型，以准确衡量

知识产权的价值和质押风险[2]。同时，应建立严格的贷款审批程序和

质押物管理制度，确保贷款项目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这可以帮助金

融机构更好地管理风险，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可行性。金融机

构还可以采取措施提高融资额度，降低贷款门槛，扩大融资覆盖范

围。这可以通过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的政策创新来实现，例如

降低融资利率、延长还款期限、提供担保服务等。这些措施可以吸

引更多的创新主体参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促进经济创新和发展。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是提高知识产权可质押性和市场认可

度的关键步骤，这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可行性和吸引力具有重要

影响。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可以防止知识产权的侵权和滥用，从而提

高其市场价值。政府应制定和强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提供更严格

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确保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将增

加知识产权的质押价值，降低了质押融资的风险。政府和相关部门

可以加强知识产权的监管和执法，加速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确保

侵权者受到严惩。建立知识产权的登记和管理系统，简化知识产权

的申请和维权流程，也能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效率。这些措施将鼓

励更多企业将知识产权作为质押品，增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可行

性。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包括知识产权的申请、

维护、监测和营销等方面。通过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企业可以更

好地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提高其市场价值。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

鼓励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评估，以明确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质押

融资提供更多支持。 

（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成功实施和市

场认可度具有深远影响。科技创新可以提高知识产权的价值。通过

不断的研发和创新，企业可以不断丰富其知识产权组合，增加其市

场竞争力。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更容易获得高估值，从而提高

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可行性。政府和企业应鼓励科技创新，增加

对研发的投入，培育创新型企业，以提高知识产权的价值。随着产

业的不断升级和转型，知识产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变化。通过推

动产业升级，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使其知识产权更具市

场竞争力[3]。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加强产业升级，帮助

其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实现市场竞争优势。创新技术和先进生产方

式可以提高知识产权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率，增加其市场价值。政府

和企业可以鼓励技术引进和知识产权的战略合作，以提高知识产权

的利用效率，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结束语 

知识产权质押作为一种新兴融资方式，具有巨大的潜力，为创

新主体和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要实现其最大效益，我

们需要共同努力解决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融资难度、评估标准不

一、质押模式单一等问题。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政策框架和风险管

理机制，我们可以为知识产权质押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同时也

需要持续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提高市场对知识产权的认可

度。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体系的日益完善，知识

产权质押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期待更多金融机构加入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行列，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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