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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知识产权

50周年
今年是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50周年，这一合作关

系始于 1973 年中国贸促会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领导机构会
议。2022年，中国贸促会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 《合作谅解
备忘录》，在知识产权领域实现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合作达成一
致意见。2023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深度参与多边框架下专
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地理标志等国际规则完善，深入
落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推动第二批350个中欧地理标志产品的
互认互保。

7.1万件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可以为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知

识产权维权需求提供公益援助，是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的
重要环节。随着高校、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近年
来，各地在推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标准规范，推进业务标
准化、专业化建设方面成效显著。目前，中国已设立维权援助
机构2000余家，2022年共办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7.1万件。

540种
专利文献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资料库，是科技创新活

动的重要“工具箱”。许多发明创造都是从已公开的专利文献中
获得启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现的。中国高度重视专利文献
的开发利用。截至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累计配置540种专利
文献资源，建设118家专利文献服务网点，通过专利信息检索分
析、产业数据库构建、专利导航等公共服务，为创新活动提供
持续的信息支持。

1+4+27
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健全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截至目

前，全国知识产权法院／法庭已形成“1+4+27”格局。“1”为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海南自由
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7 个地方知识产权法庭在成都、南京、
苏州、武汉、合肥、杭州、宁波、福州、济南、青岛、深圳、
西安、天津、长沙、郑州、南昌、长春、兰州、厦门、乌鲁木
齐、景德镇、重庆、沈阳、温州、无锡、徐州、泉州设立。

（本报记者叶 子整理）

▲2022年，安徽省以技术创新提升版权保护能力，试点搭建安徽版
权在线数字服务平台，优化提升版权存证确权、授权交易、监测维权服
务水平，面向省内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区块链存证、全网监测维权、定
期维护增值等服务。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 2022 年，全国公安
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2022 年，全国法院
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
再审及再审等各类知识产
权 案 件 526165 件 ， 审 结
543379件。

王 鹏作 （新华社发）

质量提升——
知识产权更“值钱”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中，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
位，连续 10 年稳步提升。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

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2年全年授权
发明专利79.8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 9.4件；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分
别达 451.7 万件、183.5 万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4026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发证9106件。

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比亚迪集团总部，一面
近 10 米高的墙上，密密麻麻排布着一张张专利证
书。比亚迪的研发机构覆盖材料、电子、电池、汽
车、轨道交通、半导体等众多领域，平均每天有11
项专利面世。知识产权是市场的“通行证”。2022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超过186万辆，销
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更加凸显。2021年，专利密
集 型 产 业 增 加 值 达 到 14.3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9%，占GDP比重达到12.44%。2022年，专利商
标质押融资总额达 4868.8 亿元，同比增长 57.1%，
知识产权更“值钱”，越来越多的“知产”变为

“资产”。
在浙江省杭州市高新区，浙江凡聚科技有限公

司凭借一张“数据知识产权公共存证证书”获得百
万元的融资。通过可穿戴产品获得儿童多动障碍测
评数据后，凡聚科技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以数据资
产质押的形式获得银行授信100万元，这是全国首
单基于区块链存证的知识产权质押。

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持续提高。当前，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机构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地市级综合性
公共服务机构覆盖率超过40%。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实现作品版权登记全面线上办理。全国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吸纳就业人员超过92.8万人，总营业收入达
2600亿元。

4月26日，2023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
动启动。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今年
活动的重点任务。活动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组织
开展专利集中审查、专利审查高速路、商标优先审
查等政策宣讲，解决企业在知识产权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

“知识产权进一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有力促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申长雨说。

法治保障——
“火眼金睛”查侵权

中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推进知识
产权领域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
守法。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
来，通过编纂民法典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基础性
法律依据，修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
律，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快大
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
产权立法。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2022年，全国查办专利商标等领域违法案件 4.4万
件；查办侵权盗版案件 3378 件，删除侵权盗版链
接84.6万条；侦破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
罪案件 2.7万起。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
2012年的63.69分提升至2022年的81.25分。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中国法院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2022 年）》 显示，全国
法院 2022 年新收知识产权案件超 52 万件，全国具
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已达 558
家，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重要功能得到进一
步发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介绍：“2022 年，
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设立无锡、徐州、泉州知识产权
法庭，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
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7个地方知识产权法庭
为重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
的专业化体系进一步完善。”

2022 年 4 月，南京知识产权法庭，一起涉及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线上开庭。上海市一家数
字科技公司起诉江苏省徐州市某网络服务公司软
件抄袭。

技术调查官张耀超参与了庭审，他“火眼金
睛”地从被告数百万行源文件里，发现了与原告
软件信息、公司简称相同的可执行文件。“被告源
代码其实就是打乱了原告代码的顺序，函数命
名、代码逻辑结构等均与原告软件基本一致，存
在‘换汤不换药’的情况。”张耀超说。他出具的技
术调查意见获法院采纳，该案被告被判构成侵权。

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在全国首创了技术调查官模
式。在成为技术调查官前，张耀超是一名电子信息

行业的高级工程师。
为了高效审理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人民法院

持续完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中国法院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22年）》显示，通过“全国
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建设，超500名技术调查专家
入库，全国范围按需调派和人才共享机制不断深
化，有效缓解技术类案件事实查明难题。

同等保护——
外资企业更放心

中国对内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
保护，得到外资企业的普遍认可。

近日，一封来自西班牙的感谢信送到了上海市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不久前，西班牙电气设备行业
领军企业西谷铎发现，自己的企业名称被一家注册
在奉贤区的公司盗用了。西谷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政府职能部门能否全力配合外企维权？
我们当时心里没底。”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的行动打消了西谷铎公司的
疑虑。接报第二天，该局就对“山寨”的“西谷铎
电气公司”立案调查。几个月后，侵权公司受到了
处罚，变更了名称，关闭了网站。

通过平等保护中外知识产权，中国积极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
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发布 2022 年典
型案例，其中，在“蜜胺”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
侵权两案中，认定国有上市企业侵害中外合资企
业和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并高额判赔，体
现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一视
同仁、平等对待；在“利伐沙班”发明专利侵
权行政裁决两案中，秉持严格解释药品和医疗
器械行政审批例外的司法理念，依法保护外方
当事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 4 年来，共
受理当事人一方为外国主体的涉外案件 1257 件、
审结864件，约占法庭全部案件的1/10；其中，当
事人均为外国主体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约占法庭
全部涉外案件的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副庭长郃中林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到中
国法院解决纠纷，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
优选地之一。

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显
示，半数以上受访欧盟企业认为，中国知识产权执
法力度“足够”或“非常好”，这在历次调查中尚
属首次。《商业信心调查 2022》 同样显示，超过半
数的受访欧盟企业认为，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状况达
到“充分”或“优秀”水平。

国外申请人在华布局知识产权的意愿不断增
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近 10 年
来，共有11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申请专
利，合计申请专利25.3万件，年均增长5.6%。

与此同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
理。中国已正式加入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
海牙协定》 和版权方面的 《马拉喀什条约》，正式
签署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实现了 244
个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中文成为国际植
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工作语言；上海、福建、海南
三地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建
立合作关系，为快速解决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提供
便利；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管理
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中国授权的发明专利可以直
接在柬埔寨办理登记生效手续，老挝对中国发明
专利审查结果予以认可。

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表
示，近年来，中国重视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的作用，由知
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全球知识产
权治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4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
局长申长雨表示，“1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专利申
请量稳步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用行动赢得世界认可。

中国欧盟商会近年调查显示，受访欧盟企业普遍认可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状况；外国
企业愿到中国法院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之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是中国知名汽车工业基地，培育出
“五菱”“宝骏”“乘龙”“风行”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国知名
品牌。图为 3月 31日，在柳州汽车城一家车企的商用车基地，工
人在总装车间里忙碌。

黎寒池摄 （人民图片）

▶近年来，以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为代表的天津育种科研团队
和种质资源保护力量，选育出多个性状优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品种。图为在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
组培室拍摄的花椰菜基因编辑再生植株。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3月9日，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为企业办理业务。 新华社记者 程思琪摄

知识产权保护 世界信任中国
本报记者 潘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