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滿創新、創造活力和能量

欣聞廣州成功創建國家知識產權示範城市，番禺區知識產權局局長趙仲

明對本報記者明確表示，番禺為此擔當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據他

介紹，近年來，番禹區內的數字家庭應用示範產業基地（以下簡稱基地）相

關企業申請的專利已經近1000多項，包括廣東省專利金獎、中國專利優秀獎

等。基地共22家單位共同發起組建了「數字家庭省部產學研創新聯盟」，專

利池的整體優勢提高了國內數字家庭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由番禺區政府和中

山大學共同承擔創建的「國家自主知識產權（廣州數字家庭）產業化試點基

地」，是廣東省內唯一一個被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的基地，將推動數字家庭

產業創新與發展，進一步探索自主知識產權管理和轉化機制。
據了解，2011年，番禺區專利申請量合計4184件，同比增長33.5%。其中發

明佔申請量的22.3%；專利授權量合計2746件，同比增長32.8%。其中發明授權

290件，佔授權量的10.6%。番禺成功申報2011年廣東省知識產權試點區域。
番禺區知識產權局獲得廣州市知識產權系統「2011年度專利工作先進單

位」和「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先進單位」兩項
殊榮。該區企業在第20屆全國發明展覽會上取得1銀、6銅的好成績，在首
屆廣州市專利獎評選中，獲得包括金獎、優秀獎、創造貢獻獎和實施效益
獎等6個獎項。全年成功培育國家馳名商標5件，至今為止，番禺區共有中
國馳名商標12件，居廣州市各區縣第一。

轉變發展方式 惡補三大「短板」
賴建強副局長表示，根據廣東省建設知識產權強省和廣州市建設國家知

識產權示範城市的戰略部署，番禺區當務之急是認真解決制約科學發展、
阻礙轉型升級的「短板」問題，提升番禺區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工作和科技
創新服務工作的整體效益，提升全區所有企業創造、運用、保護、管理知

識產權的綜合能力，迅速實現企業以至於區域經濟發展方式質的轉變。
首先，要力補知識產權行政管理、行政執法缺失的「短板」。建立健全本級

政府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制，依法履行知識產權行政管理職責，加大對侵
犯知識產權和製假售假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維護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尊嚴，倒逼企業轉型升級。
口頭審理是專利行政執法中體現執法嚴肅性和公正性的重要程序。4月19

日，廣州市知識產權局正式批覆，同意番禺區設立「廣州市知識產權局（番
禺）巡迴審理庭」。番禺區在廣州知識產權戰略佈局中地位更顯重要。
另一方面，迅速調整知識產權激勵扶持政策措施，適時適度補足本級政

府知識產權政策措施激勵扶持力度弱的「短板」。要「恩威並重」，通過完
善知識產權創新扶持政策措施，加大資金獎勵投放額度，加強執行程序管
理，激勵企業知識產權的創造和運用。
同時，惡補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業發展滯後，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水平與本

區經濟發展狀況和自主創新能力嚴重脫節的「短板」。要積極引進高水平的
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機構，包括具有國際背景的中介服務機構。
南村鎮是番禺區補「短板」的先進例子。該鎮近幾年在知識產權方面所

採取的行政措施、投放的財政資源，起到了非常顯著的導向作用和槓桿作
用，由「三來一補」起家的南村鎮，如今已培育了眾多長袖善舞的知識產
權優勢企業，有國家授權專利1076件。品牌企業、總部經濟、會展商貿、
科研創意企業紛紛落戶南村鎮，有效地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實現
了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轉變。
我們高興地看到，番禺區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工作已經開始超越了「樹立

良好國際形象」的初級階段，步入了全面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依托高
質量、高速度的內生性自主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的強大支
撐，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方式戰略性轉變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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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中小微企業為創新發明主體的番

禺，其專利申請量、專利授權量、發明專利比重、國家

馳名商標、首屆廣州市專利獎評選獲獎比重等一系列評價指

標均居廣州前列，全區知識產權的創造數量與質量穩步發展。

儘管如此，番禺區知識產權局副局長賴建強並不諱言，該區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中

仍存在「短板」， 制約了區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他指出，落

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要深入研究區域經濟的戰略佈局、戰略資源、戰略優勢和戰略缺陷， 力解

決戰略性「短板」問題，以繼續保持領先的發展勢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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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化篇
福建新跨越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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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林蓉）總投資10億元
人民幣的三明泰寧古城綜合開發項目在日前舉行的閩
港文化產業合作會暨項目簽約儀式上正式簽約。投資
方包括中國特種玻璃控股有限公司CEO、廣東閩南
經濟促進會會長施能響，中國收藏協會委員、收藏大
家陳明青等。「只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實現保護與開
發的緊密結合，才能讓泰寧這座1340餘年歷史的古城
重新擁有旺盛的生命力。」參加簽約儀式的福建省三
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曾祥輝如是說。
地處武夷山南麓的泰寧縣素有「漢唐古鎮、兩宋名

城」之美譽，位於縣城區中心的古城佔地面積約12萬
平方米，不僅有江南保存最為完好的明代民居建築真
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尚書第建築群，還包
括跨度500多年從明早期到清晚期保留下的眾多歷史
建築，是我國江南地區保存最為完好的明代民居群。
據記者了解，當地政府制定的目標是將泰寧古城建

成一個以古建藝術觀賞、民俗風情體驗、安養休閒為
一體的旅遊風情體驗社區。土地收儲、管線下地、立
面改造等大量的前期工作已經展開，並聘請北京文物
建築保護設計所和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進行高起
點、高規格的規劃設計。
曾祥輝介紹說，古城開發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恢

復建設古城文廟，修復進士街、九舉巷、繡衣坊、進
士門樓、狀元故居等古宅、古街、古井、古牌坊，再
現明代官宦與尋常百姓生活場景；二是以尚書第建築
群為中心，打造科舉文化展示區、民俗風情展示區、
宋明清商業文化展示區、古建藝術文化展示區四大展
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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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榮祥在環球貿易廣場參觀天際100
香港文匯報記者米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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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

婕、米南）福建省委常委、

宣傳部長袁榮祥10日率團走

訪香港廣播有限公司邵氏影

城和香港天極數碼影視製作

公司，並與在港閩籍文化企

業負責人座談，力促兩地文

化產業在人才、管理、技術

上實現對接。

■袁榮祥（左二）
考察香港天極數碼
影視製作公司，邀
請香港3D立體影
視產業聯盟主席馮
子昌赴閩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米南攝

■袁榮祥參訪中國
海澱集團總部，觀
賞韓國龍主席收藏
的名錶。

香港文匯報記者
米南攝

袁榮祥力促閩港文化產業對接
10日上午，一行人先驅車前往位於將軍澳的邵氏影城。佔地面積523,000平

方呎的邵氏將軍澳影城由行政大樓、電影院、後期製作中心、展覽廳及
五間錄影廠組成。一行人重點考察了配備先進配音製作設備的聲效後期製作中
心。期間，袁榮祥對於中心的內部設計、音效設備投資等做了細緻的詢問，並
請工作人員協助提供相關資料。他表示，未來福建發展影視動漫業，期望可以
引入香港的先進技術。
在天極數碼，香港3D立體影視產業聯盟主席、天極創辦人之一馮子昌親自為

福建參訪團介紹香港3D影像領域發展水平。天極歷經近40年，發展成為一家集
影視拍攝、後期製作和發行為一體的集團公司，通過多番參與各種3D短片製
作，其中以企業片和博物館的3D體驗電影為主，不斷吸收可貴的經驗。到現在
已經製作了10部電影長片，及若干其他電視及大型場館的3D內容。馮子昌特別
介紹說，天極的影片加密鑰匙技術能夠將影片設置為在指定時間內播放固定次
數，為影院杜絕盜版起到很好的加密保護。

「目前的3D電影製作，每一分鐘的花費大約是多少？」袁榮祥十分看重與這
位香港資深電影人難得的交流機會，儘管已經超過預設參訪時間，仍在仔細詢
問。「過去每分鐘大約需要1萬美元，現在技術進步了，每分鐘約5000美元。」

港資深電影人訪閩記憶猶新
在與訪問團成員交流時，馮子昌還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兩次赴福建的經歷。

「第一次是去漳州，為當地銀耳赴外國參展製作宣傳片。另一次是同一家電信
運營商合作。」馮子昌說，福建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中旅社的細緻服務。
「上午交洗的衣衫，在我返回旅館時一定熨得整整齊齊擺放在房間裡，這種服
務態度和效率，我至今沒有再遇到過。」
「福建是一個宜商宜居的地方，我們歡迎您再到福建來看一看是否有合作的

機會。」袁榮祥向馮子昌發出熱情邀請，希望未來可在福建設立起專業的影音
後期製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