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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劳力士”商标保护
说起

“提到瑞士，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曼妙的风景、富足的人民、美味的巧
克力、奶酪……当然，还有享誉全球
的瑞士手表。今天的交流，我们就从
瑞士手表讲起，与大家分享第一个案
例。”在研讨会上，李萍检察官以瑞
士劳力士手表商标被侵权案作为开篇
案例，与各国代表进行交流。

“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好故事、
好案例很多，一方面给予我们广阔的
选择空间，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难以取
舍。”李萍检察官告诉笔者，最后选
择分享“劳力士”商标被侵权的案件
作为开头分享的案例，原因之一是该
案件与会议举办地瑞士联系紧密，这
种关联更能引发听众的共鸣。

李萍检察官所提到的“劳力士”
商标被侵权案是最高检发布的知识产
权保护典型案例之一。自 2015 年至
2021 年，许某俊、庄某宽等人在未
经“劳力士”商标所有人授权的情况
下，从事假冒劳力士手表的生产与销
售。这些仿真度高达 95% 的假冒手表
被销售至全国 20 多个省份，犯罪数
额高达 3.32 亿余元，社会影响大，其
处理也引发各方关注。

“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就依法介
入案件，从末端销售者的交易明细、
采购订单等层层分析，全面追查上游
犯罪，这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的典
范。”李萍检察官告诉笔者，检察机
关在惩治犯罪的过程中深挖根源、实
现全链条打击，同时对涉案的 26 名
被告人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
合的理念。

劳力士是国际知名的手表品牌，
该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中
外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平等保护的司
法理念。“检察机关坚持对中外知识
产权权利人依法平等保护，助力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李萍说。

如果说“劳力士”商标被侵权案
展现了传统知识产权犯罪的典型特
征，那么“人人影视字幕组”侵犯著
作权案则具有明显的互联网特征。对
这起重大网络侵权案件的处理，体现
了中国守护数字版权的决心。

在研讨会上讲述该案的李迟晚告
诉笔者，2018 年起，梁某平等人从
境外网站下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
开发并运营了“人人影视字幕组”网
站及客户端，为用户提供在线观看和
下载服务。该案共涉及未授权影视作
品 3 万余部，会员数量超过 680 万，
非法经营数额总计 1200 余万元。

传统犯罪向网络空间的迁移，给
侦查取证、案件认定和准确定性都带
来不少困难。据李迟晚介绍，为判定
涉案影视作品与权利人作品是否相
似，相关工作人员在所有影片中随机
抽取 50 部进行实质性相似鉴定，还
抽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多个种
类影片 800 部，由相关权利人通过逐
一阅看并截图比对的方式进行鉴别，
鉴 定 和 鉴 别 结 果 均 为 构 成 实 质 性
相似。

在本案中，准确把握“避风港规
则”的适用条件也为案件处理增添了
一些“曲折”。所谓“避风港规则”，
指的是当权利人发现网络用户利用网
络服务侵害其合法权益，向网络服务
提供者发出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不承担侵权责
任。在庭审中，梁某平的辩护人提出

“避风港规则”作为无罪抗辩。然而
事实上，梁某平明知作品侵权仍指使
同案犯上传或放任网络用户上传，未
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传播侵权作品的行
为，最终认定其“避风港规则”抗辩
不成立。“本案的处理对准确把握

‘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条件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李迟晚说。

无论是捍卫商标权，还是严惩网
络侵权，知识产权保护在生活中无处
不在。在两位报告人看来，知识产权
保护对创新发展方面的引领和促进作
用不容小觑。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都十分重要。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
擎是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李萍说。

    “你讲的中国检察故事
可信、有趣”

“你讲的中国检察故事可信、有
趣，加深了我对中国知识产权检察工
作的了解。”在知识产权检察国际研
讨会上，中国检察官 25 分钟的英语
发言得到了来自不少国家与会者的肯
定和赞扬。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的发言稿，
我请教了最高检国际合作局、知识产
权检察办公室、民事检察厅，以及国
家知识产权局和高校的相关专家学
者，他们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了很多宝
贵建议。”李萍告诉笔者，国际合作
局负责人建议她考虑受众思维，讲述
要既真实又生动；民事检察厅厅长蓝

向东建议她在介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实践经验时，要写出设立知识产权法
院、发布知识产权白皮书等事实，避
免虚话套话。“这些来自各方的建
议 ， 对 我 准 备 会 议 发 言 有 很 大 的
帮助。”

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除了真诚与
真实，讲述的顺序和案例的选取也同
样很重要。在恰当的叙述技巧加持

下，能够有效增强故事的说服力和感
染力，更生动地展现好中国检察故
事。面对丰富的素材案例，如何以合
适的组织结构完成这 25 分钟的发言，
曾让李萍在准备时犯了难。一般而
言，人们通常习惯先讲道理，再通过
事例加以证明，但这种叙事结构未必
契合国外听众的思维习惯，难以达到
最佳的传播效果。在这次发言中，李

萍舍弃了常用的“先总后分”的方
式，采用了“先分后总”的结构——
先详细讲述了两个案例，再对案例总
结升华，阐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
践经验以及检察机关的相关做法。现
场的反响证明，这种叙述方式不仅增
强了发言的说服力，也使听众更易于
理解中国的检察实践。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幽默感和松
弛感也是短时间内拉近彼此距离的不
二法宝。李萍检察官告诉笔者，按照
会议安排，她是第 11 位发言者。为
了活跃会场气氛，她采用了一个别具

一格的开场白，听众对她的意外而幽
默的开场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讲述完

“劳力士”商标和“人人影视字幕
组”这两个案例后，李萍停下来不紧
不慢地说：“这两天，你们一直问我
中国检察官是怎样工作的，瞧，这两
个案例充分地展示了我们的工作。”
全场代表又会心一笑，气氛顿时热烈
起来。“这些幽默的话语把各个国家
的代表略显疲惫的神态一扫而空。通
过这样的方式，我想让他们能认真地
听我们讲接下来的内容，关注中国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和经验，了
解中国法治的生动实践。”李萍说。

两位报告人的精彩演讲赢得了在
场代表的好评。除了会议正式场合的
交流之外，会后的互动与讨论同样为
与各国代表深入交流、分享中国经验
提供了宝贵的时机。与会国家的代表
对中国司法制度兴趣十分浓厚，提出

了很多问题，对此两位都认真地一一
解答。有的检察官还谈起他之前来中
国的见闻。李萍检察官告诉他，中国
发展很快，欢迎他再次来中国，一定
会让他耳目一新。

在李萍看来，办案与讲故事是相
辅相成的，新时代的检察官不仅肩负
着办好案件的责任，更肩负着传播好
声音的使命。“以讲故事的视角来看
待案件，能够为案件办理提出更高、
更创新的要求；而以办案的思维审视
故事，则能提供更深刻、更全面的解
读。传播真实、生动的中国检察声
音，对我们来说是责任更是机遇。”
李萍说。

知识产权保护得到国际
认可

“我深知，他们如此充分地肯定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演讲多么出色，而
是中国这些年保护知识产权的努力逐
渐被世界看到了。”谈及其他国家代
表对自己发言的认可时，李萍检察官
告诉笔者，正是因为中国在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他们的演讲内
容才能获得这样的认可。

除了中国检察官代表的发言介
绍，在这场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的知
识产权保护实践还被多次提及。例
如，国际商标协会代表演讲时专门引
用了 3 个中国案例，并且给予了正面
评价。还有其他发言者也对中国检察
机关的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这让身处现场的两位报告人倍
感自豪。

随着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的不断增
强，中国已成长为知识产权大国，成
为世界创新版图的重要一极。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以 164 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
位居全球第一，远超其他国家或地
区；2024 年，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
排名较去年上升一位至第十一位，是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 30 的经济体中
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日前，2024
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
权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这是该协会
成立 127 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知
识产权大会，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
权的保护工作日益认可。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
而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则是其中的关键
环节。秉持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平
等保护的原则，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
能，为外商在中国投资提供了有力
保障。

2023 年，阿斯利康遭遇专利纠
纷，中国行政机关及时作出行政裁
决。在解决专利问题后，阿斯利康近
几年陆续在华增资近 90 亿元人民币。
2024 年 5 月，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上，与会的德国博世 （中国） 投资有
限公司总裁徐大全讲述了企业商业秘
密在中国得到有效保护的故事，并对
上海司法机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保
护创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表示感
谢，认为这为博世中国研发基地落地
上海奠定了基础。正是一次次公正的
司法判决，持续塑造了中国良好的营
商环境。

李萍还告诉笔者，因为中国对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司法
效率高，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知识产权
诉讼的优选地之一。数据显示，国外
来华知识产权的申请量、授权量、保
有量逐年快速提升。截至 2024 年 6
月，国外在华有效发明专利量和有效
注册商标量分别达 91.9 万件和 213.5
万件，“这充分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充满信心。”
李萍说。

“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经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做得好也要说
得好。道理可以赢得辩论，故事能够
打动人心。”李萍说。知识产权保护
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生动精彩的检察故事不仅让海外看到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持续努力，直抵人
心的故事更传递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
权方面的坚定决心。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国的
“走出去”之路仍在继续。据介绍，
目前中国与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正在实施的
知识产权合作协议超过 200 份。此
外，中国还多次派员参加“中国进博
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中欧知识
产权刑事保护论坛”“中国—东盟博
览会打击侵权假冒合作发展论坛”等
国际会议，与国际社会交流中国在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做法。中国检
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
有关实践，也为许多国家探索类似道
路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近
年来，正当防卫、民事检察、公益
诉讼、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的
中国检察故事也以不同形式漂洋过
海。一个又一个中国检察故事，让
世界全方位地认识法治中国、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的检察实践。未来，
通过一线执法者的亲身讲述，相信
还会有更多的中国检察故事将走向
国际舞台！

     （王一淳参与采写）   

中国检察官向海外讲述的——

知识产权保护故事
严  冰  宋佳航  亓康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检察故事以不同形式
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读懂
中国的鲜活注脚。

“从日内瓦回来3个多月了，向海外讲述中国检
察故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李萍说。3个多月前，她与最高检的检察官助理李
迟晚一同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部举行的知识产权检察国际研讨会。在全球30多个
国家的检察官、法官和相关国际组织代表面前，李
萍、李迟晚分别作为主、次报告人，用英语讲述知
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故事，发言得到与会者点赞，知
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式现代化检察实践备受认可。

近日，笔者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听两位报告
人介绍这场知识产权检察国际研讨会背后的故事。

◀◀世 界 知 识 产世 界 知 识 产
权组织总部权组织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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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现场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蒲晓旭摄摄    

◀◀知识产权检察国际知识产权检察国际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现场。。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萍 （（左左）） 与检察官与检察官
助理李迟晚助理李迟晚 （（右右）） 参加知识产权检察国际研讨会参加知识产权检察国际研讨会。。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的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的20242024年国际保护年国际保护
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的现场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的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江    汉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