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起訴三星侵
權，主要集中在華
為手機擁有專利的
第四代（4G）蜂窩
通信技術、操作系

統和用戶接口(界面)軟件。
華為作為全球設備研發和製造巨

頭，其第四代（4G）蜂窩通信技術
是把整個大範圍的服務區域劃分成
許多小區，每個小區設置一個基
站，每個小區的用戶可達1,000以
上，全網容量可達數億用戶。4G
蜂窩通信技術能夠快捷地傳輸高質
量視頻和圖像。
操作系統則是指華為基於安卓

系統研發的EMUI系統，以「簡單
易用、功能強大、情感喜愛」為
核心設計理念，以易發現、易享
受、易分享為目標的智能終端人
機交互系統。
用戶接口(界面)軟件是系統和用

戶之間進行交互和信息交換的媒
介，它實現信息的內部形式與人類
可以接受形式之間的轉換，包括命
令接口、程序接口、圖形接口三
種。 ■記者 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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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深陷「被跑路」風波
的華為，突然宣佈要向全球智
能手機市場份額第一的三星發
起專利戰，這個轉折讓人感覺
頗為意外。但細想之，又在情

理之中。此前一貫心高氣傲的蘋果已經放下身
段，購買華為的專利授權，顯示出華為在通信
領域和手機行業的技術實力和行業地位。

近年來，國產手機廠商一直在被動迎戰來自
各國的知識產權訴訟，專利似乎成為國產手機
出海無法逾越的一道門檻。那麼，華為是如何
能夠在專利領域完成逆襲，擁有了向行業巨頭
三星、蘋果叫板的實力？可能有時代機遇使
然，但最重要的一點是，華為對科研不惜代價
的投入。華為年報顯示，在2015年，華為公司
對新技術、新產品和無線通信標準的研發投入

達596億元人民幣（92億美元），佔銷售收入
15%。這種投入力度已經超過蘋果的85億美元
研發投入（佔銷售額的3.5%）。

華為這記專利重拳打向三星，除了彰顯自身實
力與地位，也隱隱萌現取而代之的「野心」。目
前，在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發佈的最新調查報告
中，雖然華為在全球的出貨量依然排在三星、蘋
果之後，但在三強中是唯一市場份額在上升的品
牌。要取三星而代之，拿起專利這個打壓競爭對
手最有力的武器，成為不二之選。

要知道，彼時，蘋果曾用專利之戰，致使其
產品面臨禁售，最終折斷了正處於風口之巔
HTC的騰飛翅膀。華為能否再現蘋果當年的
成果，還需要時間來證明。但無論結果如何，
華為已經讓飽受專利之殤的國內手機廠商揚眉
吐氣了一把。 ■記者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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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控三星侵權
中美兩地同時起訴 國產手機打響專利保衛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在全球專利大戰中，一直處

於被動的中國企業終於主動發起

反擊。華為官方25日正式對外宣

佈，在美國加州北區法院和中國深

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對三星公司

的知識產權訴訟，要求三星公司就

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進行賠償。這

些知識產權涉及華為的第四代

（4G）蜂窩通信技術、操作系統

和用戶界面軟件。這是中國手機企

業首次向外國同行發起的專利保衛

戰，標誌着中國科技企業在國際專

利糾紛中實現角色大反轉。三星方

面回應稱，不會「坐以待斃」，或

採取反訴等方式，積極應

對本次法律

爭端。

華為知識產權部部長丁建新說，智能手機行業
健康發展的基礎是行業內有大量的專利交叉

許可協議來保障合法的技術共享。華為多年來積
極與行業內其他專利持有人進行談判和交叉許
可，先後與幾十家業界友商簽署了許可協議。華
為希望三星尊重華為的研發和知識產權成果，停
止未獲得許可情況下的專利侵權行為。

華為索專利使用費 三星拒絕
華為稱，此前已要求三星向其支付一個公平合

理的專利使用費，但遭到三星拒絕。
對於華為的控訴，三星電子知識產權（IP）中心
副社長安承鎬當天回應稱，三星已獲悉訴訟內
容，正在商討具體的應對模式，不排除將以包括
反訴等方式，積極應對本次法
律爭端。
華為此次向三星

宣戰可以說並

非偶然。此前，華為已經把專利費收到了全球手
機行業巨頭蘋果的頭上。
前不久，華為和蘋果互相授權的專利數量首次

公開。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最新公佈的許可備案登
記信息顯示，2015年華為向蘋果公司許可專利769
件，蘋果公司向華為許可專利98件。這意味着，
華為開始向蘋果公司收取專利許可使用費。

蘋果年付華為專利費上億美元
華為方面表示，華為向蘋果專利授權是事實，

但具體費用涉及保密協議。據業內人士估算，蘋
果去年向華為支付的費用在上億美元(約7.8億港元)
量級。
事實上，在手機領域，各大巨頭之間的知識產

權大戰實為常事。蘋果與三星之間就曾進行了曠
日持久的專利大戰。不過，相比蘋果和三星集中
在設計、軟件方面的專利訴訟不同，華為是底層
通信技術專利的持有大戶。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公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華為在全
世界範圍內累計獲得授權專利50,377件，這些專
利包括對智能手機具有很高價值的LTE通信、智
能手機操作系統、用戶界面等專利。
有業內人士預計，華為對三星的這場專利訴

訟 ，一旦判定三星侵權成立，三星將面臨兩種局
面：罰款（補交專利費）和禁售。此前，

三星通過向蘋果支付5.48億美元的
巨額賠償，換來了法院的「廢除」
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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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新社報道，當中國企業屢屢在
「海外專利戰」中被「窮追猛打」時，華為卻意
外打出了「專利反圍剿」的關鍵一槍。
5月25日，中國通訊設備科技公司華為在美國加
州北區法院和中國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時提
起對三星公司的知識產權訴訟。訴訟要求三星就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對華為進行賠償，這些知識產
權包括涉及通信技術的專利和三星手機使用的軟
件。

從「被告席」變「反圍剿」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習慣坐在專利訴訟案的
「被告席」。2014年，剛剛進軍印度市場的小米
公司就收到了愛立信的專利訴訟，一度被禁止在
印度市場銷售智能手機。
而不久之前，中興、聯想等中國企業被告知將
接受美國「337調查」——這一調查旨在判斷企業
是否存在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等不公平競爭行為。
不可否認的是，華為此次「由守轉攻」，與其
自身實力密不可分。作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供
貨商，華為目前累計申請外國專利已超過30,000
件。根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公佈的備案登記信
息，去年華為向蘋果許可專利便達到769件。
更有業內人士指出，巨頭之間的「專利戰」往
往是商業談判的必要手段，無論結果如何，對任
何一方都不至於「傷筋動骨」，雙方甚至有可能

在訴訟開始
前便達成諒
解。
儘管如此，也有專家認

為，華為的「由守轉攻」
將給中國企業的海外維權
帶來示範效應。
「在國外，知識產權方面的訴訟是非常常見

的。華為的舉動表明，面對知識產權的糾紛，尤
其是當自身的專利被侵犯時，中國企業都可以積
極去答辯或者應訴，維護自身的權利。」中國知
識產權律師網首席律師徐新明在接受中新社記者
採訪時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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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據華為方
面表示，此次對三星的知識產權訴訟涉及華為的
第四代（4G）蜂窩通信技術、操作系統和用戶界
面軟件相關的專利。這些專利對智能終端產品的
用戶體驗和互聯互通十分重要，對三星產品有很
高的價值。
華為稱，訴訟是希望讓華為的研發投入得到回

報，以促進行業創新，推動行業健康持續的發展。
至於是否擔心三星反訴？華為強調，華為尊重

其他公司的知識產權，如果華為使用了三星的專
利，華為願意在交叉許可協議中以合理的條件取
得許可。目前，華為與三星歷史上沒有簽訂過交
叉許可協議，儘管華為一直希望可以簽訂這樣的
協議，以保護雙方專利能被合法使用。

華為不懼反訴 願實現互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面對華
為起訴侵犯知識產權，三星方面表示，將針對中
國華為的指控採取適當行動維護三星的業務利
益，捍衛該公司的商業利益，不排除採取反訴。
三星電子知識產權（IP）中心副社長安承鎬（音
譯）25日在三星電子位於首爾瑞草區的總部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對於華為公司向我們提起的
訴訟，我們也不會『坐以待斃』，現三星公司已
獲悉訴訟內容，並正在商討具體的應對模式，我
們不排除將以包括反訴等方式，積極應對本次法

律爭端。」
此外，三星在一份電郵聲明中還稱，將對訴訟進

行徹底評估，採取適當行動捍衛三星的商業利益。
據了解，三星目前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機製造
商。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發佈的最新調查報告顯
示：今年第一季度三星手機全球出貨量為8,118萬
部，市場份額為23.2%，較去年同期24.1%略有下
降；蘋果手機出貨量為5,162萬部，市場佔有率為
14.8%，較去年同期17.9%小幅下滑；華為排在第
三，出貨量為2,886萬部，市場佔有率為8.3%。

三星捍利益 拒「坐以待斃」

■■華為深圳總部華為深圳總部

■■三星首爾總部三星首爾總部

■■華為手機全華為手機全
球銷量第三球銷量第三。。

■■在上海某商城在上海某商城，，華為與三星分店緊相鄰華為與三星分店緊相鄰。。

■■華為公司在海外華為公司在海外
參展參展，，力推產品力推產品。。

■■三星手機全球銷量第一三星手機全球銷量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