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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团体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济南商标审查协作中心牵头组织编制，由山东省知识产

权服务业协会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广泛邀请各类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

构、金融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企业等参与编制工作，计划项目

完成时间是 2024 年 12 月。 

2、项目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与金融科技的发展，商标质押融资已经成为企业将

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的重要方式。《民法典》第四百四十四条规

定：“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

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简言之，商标质押融资就是企

业将注册商标专用权作为质押物为其融资借贷提供担保。当企业不履

行债务时，债权人可将注册商标专用权折价、拍卖或变卖，并对所得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不难看出，商标质押融资在丰富企业融资渠道，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高效顺畅流动，营造优质的知识产权发展环境，贯

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商标质押权属知识产权中的财产质押权。不同于动产质押权以转

移标的物的占有为成立条件，商标质押权的设立不依赖于标的物的转

移占有，而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因此，

商标质押有着其特殊性。 

目前，商标质押融资工作标准的制定存在滞后现象，相关领域缺



 

乏对应的标准，使得相关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

种滞后性不仅影响了标准化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也制约了相关工

作的顺畅开展。 

《商标质押融资服务指南》团体标准的编制，理清和规范了商标

质押融资的各个环节，贯通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之间的转化运用，

补足了无形资产缺乏迅速变现能力的短板，使商标价值在经济活动中

得到全方位展现。 

3、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 

4、标准编制过程 

（1）预研阶段 

2024年8月，标准发起单位开始组织标准研究工作，查阅了相关

政策法规和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并对相关方进行了大量调研。并于

9月编写完成了立项申请材料，向山东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提出了立

项申请。 

（2）起草工作阶段 

2024年9月24日，山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下达了《关于准予<

商标质押融资服务指南>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鲁知服协字[2024]

第53号），《商标质押融资服务指南》团体标准正式立项。 

标准立项后，标准发起单位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准起草单位。

经过征集、评审和筛选，并最终确定了标准起草组的成员单位，成立



 

了标准起草组。 

标准起草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

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同时，标准起草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标准起草组根据前期研究情况完善了标准草案,并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标准化专家及技术人员广泛交流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

整理形成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

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

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2、主要内容的解释和说明 

1）标准名称：标准名称为《商标质押融资服务指南》。  

2）范围： 商标质押融资的总体原则、服务流程、风险分担和监

督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为企业等创新主体商标质押融资提供服务的行为。 

3）规范性引用文件：本章列出了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本章给出了本文件适用的术语和定义。 

5）总体原则：本章给商标质押融资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高

效便捷的的原则。 



 

6）服务流程：本章介绍了商标质押融资的服务流程。 

7）风险分担：本章介绍了商标质押融资的风险分担机制。 

8）监督与改进：本章给出了商标质押融资工作的监督与改进方

法。 

9）参考文献：本部分给出了标准的参考文献。 

10）附录：本部分给出了商标质押融资工作的服务流程图和所需

资料。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相应的国际、国外标准，因此没

有采标。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尽量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或修改引用相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确保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相协调、相衔接。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两轮征求意见过程中没有重大的意见分歧。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行业进行宣传、贯彻。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