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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里的中国竞争力
潘旭涛 王美入 李泽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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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中国公司，一小一大，都曾让外国人感到惊讶。
小公司在江苏南京，专门制造地铁、高铁车门。一项

“无锁而闭”专利技术，为公司带来了20亿元的订单。产品进
入美国后，客户不相信这家小公司有这样的技术，派了好几
拨人前去实地考察，最后的结论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设计
和制造”。

大公司是大名鼎鼎的华为。2016年11月，华为自主知识
产权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

景编码最终方案，为中国夺得5G标准话语权。
知识产权正成为中国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近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6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
告显示，中国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
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年度专利申请量超过100万件的国家。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积累有了很大提高，
全民知识产权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顺德向本报表示。

将专利证书摊开后，足足占满一张桌面。李群星笑着说，
这只是他所有证书的1/10。

5年前，18岁的李群星踏进中国计量学院大门时，还不知
道专利为何物。而到2016年，完成学业的他已拥有了140余件
专利，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哥”。

凭借这些专利，李群星在浙江杭州创办了一家科技公
司，除了卖产品，还“卖”专利——向一些企业进行专利
许可。

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历程，如同李群星一般，经历了转变
的过程。

1980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为第 90 个
成员国。1982 年商标法、1984 年专利法、1990 年著作权法陆

续颁布，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开始起步。经过30多年发展，2011
年，中国专利申请量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引发全球关注。如
今，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申请量的近40%，超过美国和日
本之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中国的国
际专利申请数量正在逐步上升，“中国的数字非常惊人”，中国
正在把创新作为经济战略的核心。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最新排行中，中兴通讯和华为
是全球专利数量排名前 10的企业。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中
兴通讯拥有超过6.8万余件全球专利资产、已授权专利超过2.5
万件。公开数据显示，中兴通讯在2015年的研发投入高达122
亿元，同比增长35.4%。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林秀芹向本报表示，中国政
府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国家知识产权的体系逐步健全。中国
企业研发投入加大，技术进步加快，在国际竞争舞台上越发自
信了。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希望改变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
位，开始着眼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被
普遍认同。

2016 年 12 月 26 日，在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知识产权是连接创新和市场
的桥梁和纽带，对创新和价值链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了专利质量提升工程，中国将全面建设知
识产权强国。

个子不高，英语流利，有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这就
是4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2016年8月16日，由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它将
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这个项目的首
席科学家正是潘建伟。

从跟随者到领跑者，潘建伟团队用了 10 多年时间。在潘
建伟团队组建之初，国际上对多光子纠缠实验制备和操纵几乎
空白。2003年，团队实现四光子纠缠态，此后一直保持着纠缠
光子数目的世界纪录。

“我们希望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用光纤来构建一个多横
多纵的骨干网络。在相关卫星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天
地一体化的、广域的量子通信网络。”潘建伟说。

近年来，中国科技重器频频亮相，中国逐渐成为领跑的后
起之秀，背后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次次突破。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 60 周年。60 年
来，中国航天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具有战略意
义的高科技产业。

2016年 9月 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入太空。这
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太空实验室，标

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到应用发展的新阶段。
据了解，“天宫二号”中所应用的“在轨补加”系列专利

由航天科技集团自主研发，可以实现空间飞行器在天空边飞行
边加油。目前，中国是继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这项技
术的国家。

控制力矩陀螺是空间飞行器姿态机动与姿态稳定的控制部
件，“天宫二号”专利产品比“天宫一号”所使用的有了进一
步改进，这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国和俄罗斯之外第三个掌
握该技术的国家。

除了重大科技项目，在一些“轻型”技术与产品的研发
上，中国企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打破国外垄断。

单向阀是煤制油工艺技术中的核心零部件之一，长期以来
只有德国企业能够生产，而打破这一垄断格局的是中国的一家
小微企业。

这家公司位于湖南株洲，专门研究新型硬质合金。以前，
德国的产品只有1到3小时的寿命，但是单价高达180多万。现
在，这家公司让单向阀的使用寿命延长到1年以上，而且将单
价下降到20万元。

李顺德表示，中国企业的这些进步，与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大力倡导知识产权是分不开的。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将知识产权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
行统筹部署和整体推进。“除此之外，中国日益重视和发展实
体经济、实体产业，提倡工匠精神，这些都提升了中国制造的
技术水平。”李顺德说。

在知识产权的发展进程中，保护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国务
院日前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强
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并重点部署了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维权、加强知识产权布局运用和完善知识产权发展机制3个
方面的任务。

2016 年 11 月底出台的 《关于严格专利保护的若干意见》，
从“充分履行执法监管职责，加大打击专利侵权假冒力度”，

“加强授权确权维权协调，提升专利保护的效率和质量”等方
面提出了33条严格专利保护的具体措施。

中央层面重视，各地也把知识产权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2016年7月，青海出台《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工
作的实施意见》，首次将知识产权相关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
系。2016 年 12 月，湖北出台 《湖北省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实施方案》，提出加强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业态新
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探索知识产权地方立法研究，加大新业
态、新领域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最近，王佳梁可谓意气风发，他荣获“2016 年度中国创
客”，他公司的产品也占据了大片海外市场。但是，对于 3年
前的那场官司，他至今记忆犹新。

王佳梁创办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名叫触宝，最重要的产品就
是一款输入法。创办之初，公司就定位于主打海外市场。2012
年，美国的竞争对手——世界500强企业纽昂斯公司想收购触
宝，但没料到被王佳梁一口拒绝。

于是，当年 12 月，纽昂斯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
请，指控触宝侵犯其5项专利权，要求禁止触宝的产品进入美
国市场。以往在美国发起“337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专利调查） 时，中国有一半的公司不去应诉，并且在应诉的案
例中，中国企业也是负多胜少。但是，刚刚完成第一轮融资的

王佳梁，经过权衡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应诉。
2013年底，依靠掌握核心技术以及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积

累，触宝最终以弱胜强，赢下了那场官司。作为一家创办不久的
中国公司，能在美国本土打败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非常不易。

经此一役，触宝被写入商务部贸易争端案例，并成为中国
首例软件产品“377调查”案中的主角，也彻底赢得了在海外
市场的知名度。

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游闽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2016 年，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了

“337调查”程序；在德国和英国，也有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和调解中心开展了专利维权。中国企业的
海外维权意识和国际化视野得到了提升。

中国企业不但逐渐懂得了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也学会了如
何利用知识产权提升核心竞争力。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许可备案登记信息显示，2015年，
华为向美国苹果公司许可专利769件，苹果向华为许可专利98
件。根据两家公司签订的专利许可，专利许可数量多的一方要
向数量少的一方收取专利费，也就是说，华为已经开始向苹果
收取专利许可使用费。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开
启了专利市场上的逆袭之路。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高速增长不仅表明创新者们越来越重
视开发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也说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增长、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欧洲著名智库布吕格尔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安德里亚·伦达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报
告，将淘宝网、广州白云市场等10家
中国市场列入美国制定的“恶名市
场”中，几乎占据了 1/4 的比例，敦
促其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其实，中国近些年在知识产权保
护上不可谓不尽力。根据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成
为首个年度专利申请量超百万国家，
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量近 40%，超过
美国与日本之和，已经连续第五年蝉
联全球专利申请量之首。在行政执法
上，十八大以来，办案量超过 7.6 万
件，年均增长 48.6%，知识产权保护
社会满意度稳步提升。

但某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保护
知识产权上的努力习惯了视而不见，
也习惯了以知识产权为口实设置贸易
壁垒。近几年由于全球经济放缓，贸
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知识产权贸易
摩擦也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亚太
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在 G20 杭州峰
会上提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通
过了1400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他认
为许多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情绪上涨，
导致对自由贸易敏感和怀疑。

2016年以来，美国发起的针对知
识产权纠纷的“337 调查”，有 1/3 是
针 对 中 国 ， 发 起 数 量 同 比 上 升 了
110%，甚至将钢铁产品这样不存在所
谓知识产权纠纷的商品也列入“337
调查”，要求中国应诉企业提供大量
无关信息，致使企业不能享有公平的
抗辩机会。

恰恰相反，中国一直在扩大开
放，不断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开透明、高
效平等的市场环境。中国一直反对贸
易保护，推动区域层面贸易合作，最
大程度地增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
和包容性。特别是近几年，中国还发
起“一带一路”倡议欢迎周围国家

“搭便车”，通过 APEC 和 G20 积极推
动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最近，美国著名投资家罗杰斯表
示，2017年全球最大风险是贸易保护
主义。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在高
科技领域的发展，以知识产权为主的
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企业
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熟悉国外知
识产权保护体制，面对知识产权贸易
摩擦要勇于应对。同时，政府要提供
更多预警、技术咨询服务，同时发挥行
业协会的作用，帮助企业积极应对。

警
惕
以
知
识
产
权

为
名
的
贸
易
保
护

尹
晓
宇

崛起的专利大国崛起的专利大国

领跑的后起之秀领跑的后起之秀

新兴的发展动能

中国企业光启集团自主研制的
“旅行者”2号飞行器。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中国企业光启集团自主研制的
“旅行者”2号飞行器。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并批量生产的5兆瓦级风
电机组在江苏开始批量生产。

杨少玉摄 （人民视觉）

▲2016年英国鲜花节上，当地居民驾驶
“东方红”拖拉机。“东方红”曾凭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终结国外技术垄断。 （新华社发）

◀2016年 6月，嘉宾在俄罗斯莫斯科
举行的发布会上使用华为手机。

新华社记者 戴天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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