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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泉 余晓洁

4月26日是第十八个世界

知识产权日。随着科技创新的

飞速发展和知识产权规模的高

速增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全

球瞩目。

新时代，坚定踏上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新征程，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事业在深化改革中完

善、在扩大开放中提升。

改革创新
发挥产权组合“效应”

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深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不断加强，创新环境的提

升带动知识产权规模连年高

速增长，知识产权质量显著

提升。

“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

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说。

截至2017年，我国发明专

利申请量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9.8件；受理商标注册申请连续

16年居世界第一，累计有效商

标注册1492万件。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运用

效应不断提升。2017年，我国

专利质押融资金额达 720 亿

元；商标、版权质押融资金额分

别达 369亿元、59.8 亿元。在

高质量知识产权带动之下，一

大批科技创新企业异军突起。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

一头连着市场，是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桥梁和

纽带，关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局。”中国

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宏伟说。

为解决专利、商标、原产地

地理标志分头管理和重复执法

的问题，我国重新组建了国家

知识产权局。

“此次机构改革，在纵向

上，有利于打通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全

链条’，推动知识产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横向

上，有利于发挥专利、商标、原

产地地理标志的组合效应，更

好地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和扩大

对外开放。”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说。

严惩违法
优化营商环境“生态”

保护知识产权是塑造良好

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

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 2012

年的63.69分提高到2017年的

76.69分。

应该看到，我国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的工作“还在路上”，

侵权成本低的现象依然存在。

未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仍将进一步提升。“以专利法

修改为契机，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积极推动提高侵权法定赔

偿上限，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以期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

申长雨说。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请国

务院审议的专利法修正案中，

明确建议对故意侵权行为处以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惩罚性

赔偿。

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知

识产权保护效率也同样重要。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已经

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不

仅大企业需要，小微企业、“草

根”创客同样需要。但知识产

权保护的专业性、复杂性、艰巨

性，为维权工作带来了困难，迫

切需要建立一种简单、便捷、高

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和方便

可及的维权模式。

去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

局积极推动集快速审查、快速

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推动知识

产权行政保护“一站式”服务。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9个

这样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今

年还将进一步增加数量、完善

布局。

同等保护
架起创新合作“桥梁”

我国始终坚持对中外企

业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

保护。

“知识产权应是世界各国

之间创新合作的桥梁，而不能

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更

不能拿来用作遏制他国发展的

武器。”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

调司司长张志成说。

最高人民法院 4 月发布

了《2017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

型知识产权案例》，其中包括

备受关注的美国篮球明星迈

克尔·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

案等。

2015年12月，最高法依法

裁定提审了10个相关案件，其

中3个案件是关于乔丹中文商

标的注册。法庭最终判决认

为，这3个案件中，“乔丹”中文

商标的注册，损害了迈克尔·乔

丹对“乔丹”享有的在先姓名

权，应予撤销。双方当事人都

认可这一判决。这是我国平等

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一

个缩影。

2017年，我国进一步修订

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了

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我国越来

越多地被选为非中国公司间专

利诉讼的一个关键地方，因为

诉讼当事人觉得他们在这里会

受到公正对待。

知识产权被视为国际合作

的桥梁。近年来，我国积极推

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金砖国家及其他国家

间的合作取得良好进展。

当前，我国企业正越来越

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

技术创新的重要提供者。数据

显示，2017年，中国分别跻身

美国专利拥有量和欧洲专利

局申请量前五大国家之列；中

国申请人提交马德里商标国

际注册申请4810件，排名全球

第三。

申长雨表示，我国将深化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推动构建

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有效的知

识产权国际规则，让中国的知

识产权在国外也能得到很好的

保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

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陈 菲

“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起

诉案件数量居于前5位的分别

是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

海，占同期全国起诉件数的

60.8％。”最高检公诉厅检察官

王文利4月25日在最高检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王文利说，当前，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数

量大，一方面反映出这些地区

公安司法机关查办案件力度

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地区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更为

活跃。

据了解，2017年，全国检察

机关共批准逮捕涉知识产权

犯罪 2510 件 4272 人，提起公

诉涉知识产权犯罪 3674 件

6809人。结合检察机关的办案

工作实践，王文利介绍了当前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主要

特点。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相对

集中于侵犯商标权类案件，即

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罪三个罪名。这三类案件

2017年起诉的案件数量和人

数，均占同期起诉知识产权犯

罪案件数量和人数的90％以

上。”王文利说，一些不法制造

商采用傍名牌、搭便车等不正

当方式，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或

采用与他人知名商标近似标

识，混淆社会消费群体的主观

判断，获取暴利。

近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一些犯罪分子借助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以营利为

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

行计算机软件，或利用网络技

术运用外挂服务器、云平台、深

度链接等犯罪手段的知识产权

犯罪时有发生。

“该类案件与传统的知识

产权案件相比，技术含量高，隐

蔽性强，链条化、网络化和跨区

域化更为突出。”王文利指出，当

前，利用移动互联网实施侵权

犯罪呈现日益凸显的态势。

据王文利介绍，知识产权

行业特点决定了社会化分工合

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也是如

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

主体以家庭式作案较多，亲戚、

熟人团伙式作案方式突出。商

标类和著作权类案件犯罪嫌疑

人多为个体经营者、中小企业、

网站经营者，利用自己经营的

公司、企业、店铺生产销售侵

权产品。侵犯商业秘密案的犯

罪主体则主要是掌握企业核

心技术秘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侵

权犯罪呈现出领域广泛的趋

势。”王文利说，这些犯罪既涉

及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酒水、

药品等，也包括建材装饰、机械

等生产领域。

据了解，近年来，检察机关

会同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公安

机关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的长效机制，加强跨

地区、跨部门执法司法协作与

联动机制建设，完善线索通报、

信息共享、证据移交、案件协调

等协作机制，着力打击链条式、

产业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努

力形成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

的合力。

□ 荆 平

千百年来，创新深刻地改

变了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没

有创新，世界将停滞不前；没

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将与我

们渐行渐远。在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

的“质”的转变，营造有利于知

识产权保护的生态系统也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立法上，

相继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正在加紧

著作权法的修改，知识产权法

律体系日渐完善；行政执法

上，建立打击侵权假冒机制，

努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

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

局；司法保护上，组建了知识

产权法院和专门的知识产权

法庭，实行跨区域审判。

一系列措施大大提高了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和

能力，再加上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全民知

识产权意识，为创新中国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强力护航。

有数据显示，中国受理的发明

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

第一；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

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

利申请受理量达到5.1万件，跃

升至全球第二位。这些铁的

事实，无疑是对刻意渲染和强

化中国“山寨”“抄袭”刻板印

象、以所谓“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为借口挑起争端的某些国

家的有力回击，也在提醒国人

转变观念，不要用老眼光看自

己、不要自觉矮人一等。

但是，努力不能止于此。

毕竟我国法治建设还在不断

完善当中，知识产权领域的很

多基础性工作也还有很大拓

展空间。

我国将保护知识产权上

升为国家战略已经十年，迈入

又一个十年，必会将措施加

码、力度加强、范围加大，继续

有效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始终坚持对国

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知识产

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习近平

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

年会主旨演讲中表示，今年中

国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

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

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

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这番表述，再一次向世

界传递了中国依法严格保护

知识产权的坚定立场和鲜明

态度。

当然，在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同

时，我们也希望在对外合作和

国际贸易过程中获得对等的

尊重。

我国历来在知识产权领

域一视同仁，近年来裁定的很

多涉外知识产权官司中，国外

企业胜诉率高达八成，也说明

了这一点。但是，当中国企业

到国外申请专利或行使知识

产权时，总会遇到一些阻碍甚

至政策壁垒，缺乏对等保护。

属于我们的权利，牢牢抓

在手里，绝不含糊；属于他人

的劳动成果，理应予以尊重，

取之有道。唯有如此，才能形

成双赢的局面。我们要携起手

来，筑牢激发创新热情、保护创

新成果的坚强保障，营造“尊重

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

文化氛围，在加强知识产权国

际合作上继续探索新路。

本报讯 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近日通报了近年来知

识产权类案件审理情况。数

据显示，重庆法院知识产权案

件受理量连续两年位居西部

地区首位。2017年受理6248

件，比2015年增长111.37%，

其中审结5818件，结案率为

93.12%。

据介绍，重庆法院受理的

知识产权案件中，商标权纠纷

案件数量及占比增长明显。

2017年共受理商标权纠纷案

件580件，同比增加123.94%，

占比同比上升3.73个百分点。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法院正持

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

度，召开法官联席会，对作品

登记证书的效力、音乐作品著

作权人的认定等问题形成裁

判规则或指导性意见，促进裁

判尺度统一。

此外，面对知识产权案件

增长快、侵犯著作权纠纷类型

化较突出的特点，重庆法院还

与技术公司共同开发了“著作

权纠纷类案智能专审平台”，

在分步实现网上立案、批量化

立案的同时，借助计算机智能

提取技术，将相关信息导入法

律文书模板并自动生成相关法

律文书，实现要素化、信息化审

理，提高审判效率，促进知识产

权审判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

（周闻韬 朱 薇）

本报讯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4月25日发布的《深圳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2017）白皮书》显示，去年全

市两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

28,027件，同比增长58％。

当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还公布了2017年度知识产

权十大典型案例，涉及发明专

利权、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

争等民事纠纷案，以及侵犯商

业秘密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等

刑事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黄志坚说，2017年该院还

成功审结国际前沿案件，贡献

了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

如深圳中院一审审结的华为

公司与三星公司两宗标准必

要专利侵权纠纷案，系我国国

内首次针对涉及3GPP国际标

准必要专利侵权诉讼颁发禁

令，填补了处理标准必要专利

侵权司法领域的规则空白，增

强了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治

理规则中的引领力。

另外，深圳法院加重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方面的惩处力

度，2017年全年受理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744件，审结634件，

判处 1220人有罪，判处罚金

10,334万元。 （周 科）

打通“全链条” 营造“好生态”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在深化改革中完善、在扩大开放中提升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侵权案件数量大

湖北为“工地发明家”
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4月25日，中国（湖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中心中建三局工作站在湖北省科技馆项目工

地挂牌。这是湖北省知识产权局首个在企业

设立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站。在挂牌仪式现

场，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与中建三局集团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联建协

议，两单位知识产权专家将组建专业维权志愿

服务团队，为中建三局建筑工人提供知识产权

维权和专利申报等相关服务。图为三方代表

签订知识产权保护联建协议。

新华社记者 熊 琦 摄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重庆知识产权案件受理量位居西部首位

深圳去年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增长近六成

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案件数量居于前5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
浙江、福建、上海，占同期全国起诉件数的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