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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亮眼——

显示中国不断增长创新力

“在短短几十年中，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知识产权制
度，鼓励本土创新，并加入了全球知识产权引领者的行
列——如今正在推动全球知识产权申请的增长。”12月3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盛赞中国在
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成就。

《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知识
产权申请量再创新高。其中，专利申请量为 316.89 万
件，实现连续 8 年增长；全球商标申请活动总量为
1238.76 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申请总量为 124.21 万
件。中国的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申请数量分
别为138.16万余件、573.98万件和62.87万件，均位列全
球第一。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一出炉，就引发众多外媒和学者
纷纷点赞。

《日本经济新闻》 网站12月4日刊文指出，“在知识
产权领域，以中国为领头羊，亚洲国家势头迅猛。”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芬克看来，统计
数据传递出了一个明晰的信号，即“显示了中国不断增
长的创新力”。

俄新社则认为，数据说明“全球智力资源正在流向
中国”。

“报告反映出中国将本国的知识产权定位为对经济增
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并力图积极加以保护的实际状
态。”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

开放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知识产权领域最重要的参
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曾援引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数据称，2017 年，
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达到286亿美元，比2001年
加入世贸组织时增长了15倍之多。

欧洲专利局的数据则显示，2017年中国提交的专利

申请数量高达 8330件，比 2016年增长 16.6%。中国首次
取代瑞士，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的欧洲
专利局前五大申请国家之一。

措施有力——

“保护知识产权的安全网络”

《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报告认为，“在推动全球知识
产权申请量增长方面，中国在持续发挥主要驱动作用，
这得益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进步。”

“12 月 4 日，中国 38 个部门发布联合政策，以应对
一系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
说，“中国拟在这一领域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公
布全国范围内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者的名单。”

这份由 38个部委联合发布的 《备忘录》，将以 38条
惩戒措施对重复专利侵权行为、不依法执行行为、专利
代理严重违法行为、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挂靠行为、非
正常申请专利行为和提供虚假文件行为这 6种知识产权

（专利） 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
“该文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并由包括中

央银行和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种政府机构签署。”《华盛顿
邮报》观察到该文件所具有的权威性。“美国之音”评论
说，“中国此次出台的政策是前所未有的。”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斯考
特·肯尼迪认为：“中国如果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会有
巨大的潜在意义。”

彭博社引用学者的观点称，“新宣布的惩罚措施将是
‘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安全网络’，会让侵犯知识产权的
人‘一步也走不动’”。

2018年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10周
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道路上，中国正大踏步前进：重
组知识产权局、修改专利法、缩短商标审查周期、推进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程、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
权法庭……2018 年，中国持续打出政策“组合拳”，为
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指出，“在过去 10 年
里，中国已经变得日益具有创新能力，并且已经表现出
实施得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严肃决心。”

意义深远——

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大国

2018年 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
激励。11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中国将坚决依法惩处侵犯
知识产权行为。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知识产权体系的目
标是创造一个能够蓬勃发展创造力和创新的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火种。“一个稳定而
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至关重要。”瑞士罗氏集团董事会主
席克里斯托弗·弗兰茨博士表示，“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
府正在积极加强这方面的系统管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
保护了中国的自主创新。”

美国 《纽约时报》 此前的文章指出，中国企业越来
越认识到，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工具，有助于
企业保护发明，并在海外获得专利使用费。

“外交学者”网站也刊文指出，随着中国企业致力于在
海外的全球化发展和在国内的高技术创新，他们已经越来
越多地要求政府执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中国通
过改革法律体系，限制了针对外国当事人的保护主义和偏
见的可能性，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指出，知识产权领域的成就符
合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即实现国家经济从“世界工
厂”转变为创新大国。

“为了实现向科技强国的转型，中国加大了研发投入
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相关分
析指出，“知识产权旨在为国家目标服务，中国政府预计
仍将在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
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
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
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
系列经济活动。其内涵包括两大部分：一是
信息通信产业部分，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
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
业等；二是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即传统产业
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质量
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
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27.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3%，对 GDP 的贡献为 55%。数
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
心动力。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特
色鲜明。首先，中国的数字经济覆盖面更加
广泛，囊括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等多个领
域。其次，中国数字经济独有的政府支持和企
业创新双驱动模式效果显著，推动中国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此外，中国数字经济的市场应
用较为广泛，民众接受度高于世界其他国
家。最后，不同于其他国家只有大企业参与
数字经济创新，中国不仅有大企业引领创

新，各中小企业的创新参与度也很高，表现
活跃。

与此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领跑世
界，离不开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大力
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把数字经济上升为
国家战略，这给予数字经济良好的发展土
壤。第二，中国大企业创新引领示范，中小
企业努力追赶，形成了大企业引领、中小企
业呼应的企业创新格局，让数字市场的活力
不断迸发。第三，中国市场基础庞大，人口
众多，数字经济能够快速推动市场需求的增
加，从而迅速占据市场。第四，国际资本和
国内资本都很看好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前
景，近年来它们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不断
加大，推动了中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第五，
数字经济顺应了中国的发展，满足了中国市
场消费和创新驱动的需求。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
着很多挑战。首先，中国数字经济还处于初
级发展阶段，相关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核心
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第二，中国数
字经济的行业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来填补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管理的空白，如建
立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信用体系，加快行
业与市场的融合等。第三，目前个人隐私和

产业隐私缺乏合理完善的保护措施，信息安
全保护机制还有待加强。第四，虽然中国数
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边界在弱化，但是
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水平还有待提
升。第五，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中国数字经
济的风险防范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第六，
中国数字经济的利润模式尚未建立，这将对
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提出挑战。此外，中国区
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

放眼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政
府和市场的共同合力。第一，传统产业是经
济发展的根基，需要加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
业的融合，从而构建新的盈利模式。第二，
人才是创新的基础，只有不断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才能占据人
才高地。第三，知识产权是数字经济的命
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至
关重要。第四，要不断完善现有政策环境，
培养数字经济良性发展模式，不断提高研发
能力，加强国际合作。

未来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还会不断
加深，中国数字经济依旧会扮演重要角色。
数字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还
将在中国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领域发挥重要
的作用。 （祖 鸿采访整理）

国际舆论点赞

中国成全球知识产权引领者
本报记者 李嘉宝

12月 4日，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38个部委发布《关于对知识
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的合作备忘录》（下称“《备忘录》”）。惩戒
措施包括5条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的惩戒措施
和33条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38个部委联合发声，38条惩戒措施落地实
施——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这次“大动
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备忘录》出台的前一天，12月 3日，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世界知识产权
指标》年度报告称，2017年中国国内专利、商
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的申请量
都位列全球第一。

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正大踏步向前，成
就令世界瞩目。

国 际 论 道国 际 论 道

据法国 《回声报》 报道，中国数码
电子市场在短期内实现了惊人的发展速
度，这与中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密不可
分。报道认为，中国数码电子行业发展
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该行业具备先进
的技术，使得各种电子数码产品的推广
如鱼得水。比如，电子支付在中国的盛
行就得益于其方便快捷的操作，这种便
捷背后是高超的科技作为支撑。微信等
应用软件的多种功能，比如支付功能、
朋友圈等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刊发文章

说，“就像中国经济的许多其他领域一
样，中国数字产业的规模和变化速度也
令人头晕目眩。”德国 《经理人杂志》
近日报道则称，不管是芬兰航空还是欧
洲的 2000 多家饭馆和商店，其中包括
著名的伦敦哈罗德百货，眼下都可以使
用支付宝支付，而且可以使用的店铺每
一天都在增多。

上图：10月20日，2018中国（杭州）国
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开幕。图为参观者在体
验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收取快递。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中国数字经济须正视挑战
受访专家：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 张 莉受访专家：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 张 莉

中国传统戏曲受外国观众喜爱

第八届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于当地时间11月26日
在马拉可夫71剧院开幕。巴黎中国传统戏曲节至今已
举办了七届。

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表示，中国戏曲诞生于十
三世纪，是一种形态和内容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
式，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
演艺术综合而成。戏曲中每一个元素都有特定的含
义，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中国传统戏曲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也受到越
来越多的外国观众的喜爱。中国元代时期是戏曲的黄
金时代，元代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家，他们创作
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戏曲作品。这些作品至今被中国人
以及外国观众所喜爱。

——据法国sceneweb网12月1日报道

海 外 声 音

中企助非洲电信业迅速发展

日前举行的 2018南非开普敦国际通信技术展览会
上，中国企业大放异彩。中国电信运营商纷纷展示自
家产品，企业家、光纤专家和技术人员汇聚一堂，在
此次展览会上给非洲大陆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企业
在非洲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法国，令人刮目相看。

在过去的 15年里，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了大量电
信设备和海底电缆。这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建成对
于非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给非洲人民的生活带
来了巨大的益处。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海底电缆部署方面给予了大量
帮助。比如，亨通集团正在非洲建设一条连接非洲多
国与法国的海底电缆。该海缆预计于 2020年完工，建
成后将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这条海缆全长1.2万公
里，对于非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法国《论坛报》12月4日报道

12 月 4 日，江苏省东海县外国语学校来自美国杨
百翰大学国际研修生兼外语老师，在戏曲票友指导下学
习画制戏曲脸谱，体验吕剧“侉”唱腔和表演技艺。

张正友摄 （人民图片）

重庆市大足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入驻企业 118家，
民营企业项目占比超过 98%，其产品出口非洲、南美
洲及东南亚等国家。图为11月22日，园区内国飞通用
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车间，工人正在组装无人机。

黄 舒（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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