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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侵權衛科創 粵港護航灣區
專責小組訂25合作項目 兩地海關合作成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昨日，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

責小組第十七次會議在廣州舉行，來自粵港兩地的警方、海關、版權及知識

產權等部門齊齊參加。兩地官員透露，隨着「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展機遇帶來越來越多的利好，兩地不斷加強在知識產權領域拓展深層次

合作，尤其是聯手打擊侵權保護科創發展成果。兩地官員更透露今年下半年

至明年上半年25項合作重點，涉及推進商標品牌國

際級建設、加強粵港知識產權跨境保護合作、

推進粵港知識產權貿易合作等7個方面。其

中，粵港攜手打擊侵權作為重點工作之

一，護航大灣區科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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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據中國政府網昨日消息，國務院任命中宣部
副部長徐麟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任命
莊榮文為國家網信辦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副主任（兼）。此前，國務院於7月25日
免去蔣建國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職務。
徐麟在2015年6月調任中央網信辦前，

仕途履歷多在上海。1995年，徐麟作為上
海第一批援藏幹部，從上海市嘉定區委副書
記赴日喀則任地委副書記、上海援藏幹部聯
絡組組長。2007年，徐麟當選上海市委常
委，此後又擔任浦東新區區委書記、上海市
宣傳部長等職。2015年6月，徐麟北上出任
中央網信辦副主任、國家網信辦副主任，1
年後升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網信辦主任、
國家網信辦主任。如今他再獲新職，出任國
新辦主任。徐麟在國家網信辦的職缺，由中
宣部副部長兼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

局）署長（局長）莊榮文接替。

莊榮文任網信辦主任
莊榮文早年長期在福建任職，歷任福建
省計委工業處處長、能源處處長、福建省計
委副主任、福建省發改委副主任、福建省科
技廳黨組書記、廳長等職務。此後，莊榮文
上調北京，出任國僑辦經濟科技司司長，
2014年6月升任國僑辦黨組成員、副主任。
2015年8月，他調任中央網信辦副主任、國
家網信辦副主任。2018年4月，他以中宣部
副部長職務出席活動。5月24日，中央任命
中宣部副部長莊榮文兼任國家新聞出版署
（國家版權局）署長（局長）。近三個月
後，他再赴中央網信辦任職，出任中央網信
辦主任，如今又獲任新職，成為中央網信辦
主任、國家網信辦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副主任（兼）。

外交部回應大馬取消2項目：
出現問題難免 友好協商解決

中宣部副部長徐麟接掌國新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馬來
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離開北京前舉行記者會
時表示，因為國債問題，馬方決定取消東海
岸鐵路計劃和兩項油氣管道計劃。中國外交
部表示，任何兩個國家之間開展合作不可避
免會出現一些問題，在不同時期也可能出現
一些不同的看法。對於合作中出現的問題，
應從兩國友好和雙邊關係長遠發展出發，通
過友好協商妥善解決，並表示這是馬哈蒂爾

總理此次訪華期間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馬雙方對馬

哈蒂爾總理此次訪華成果都深表滿意。中方
願與馬方一道，以馬哈蒂爾總理此次成功訪
華為契機，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
把握睦鄰友好大方向，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兩
國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中馬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為促進地區和平穩
定與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堅決遏制
「大棚房」問題蔓延勢頭，切實落實最嚴格的耕
地保護制度，自然資源部、農業農村部將在全國
開展「私家莊園」（俗稱「大棚房」）問題專項
整治。
記者昨日從自然資源部媒體吹風會上獲悉，
自然資源部會同農業農村部已對京津冀地區農業
大棚改建「私家莊園」問題開展聯合督察並部署
全國性初步排查。根據安排，本月為準備階段，
9月至10月為排查清理及調研督導階段，11月至
12月為完善政策及查處糾正階段，12月為工作
總結及完善監管階段。省級自然資源、農業農村
主管部門將對市、縣開展督促指導和抽查核實。
國家自然資源督察機構將同步開展專項督察。兩
部門將強化聯合督導，對部分重點地區清理排查
及查處整改情況開展實地抽查核實，對地方有關
部門的不作為、亂作為行為嚴肅處理。

「大棚房」背離農業扶持初衷
據國家自然資源總督察辦公室負責人馬素蘭
介紹，京津冀「大棚房」主要有三種表現形態：
在農業園區或耕地上直接違法違規建設「私家莊
園」；在農業大棚內違法違規建房；違規改擴建
大棚看護房。「大棚房」佔用土地70%是耕
地，其中也有永久基本農田，如不及時制止，將
對耕地造成重大衝擊，背離國家農業扶持政策的
初衷，有些還侵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馬素蘭說，全國性初步排查發現，其他省份
也有「大棚房」問題，主要分佈在濟南、鄭州、
西安、長春、烏魯木齊、青島、濰坊等北方城市
周邊。不少地區還存在流轉農村土地違法違規進
行非農建設問題，多以發展現代農業為名，擅自
改變農用地用途違法佔地建設住宿餐飲、休閒旅
遊等經營性場所。

內地整治大棚房 擬今年完成排查

今年以來，多
家媒體曝光了多
宗違法建設「大

棚房」的事件，3月份，自然資源
部還緊急部署了「大棚房」的專項
整治工作。不過央視此前的調查報
道發現山西晉中仍存在「遠看是蔬
菜大棚，近看是在售『樓盤』」的
現象，一些地方以生態休閒為名，
對外銷售所謂「私家農莊」、「田
園庭院」的「大棚房」。
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南胡村」

的「大棚房」正在銷售中，銷售人
員介紹，整個項目佔地約2,000多
畝，目前已經開發的一期、二期項

目基本成型，後續還會再追加，小
區內水、電入戶，而且還有很多配
套設施。銷售人員指，300平方米
的現在有特價房13萬 8千元人民
幣，套數不多。
一個叫「豐沃農科」的樓盤，在

它的公開信息欄裡，卻自稱是榆次
區北部旱恒萬畝設施蔬菜示範基
地，公司+基地+農戶是項目的關鍵
詞和亮點。通過無人機拍攝，可以
看到，在一片農田之中，幾千畝的
農業大棚整齊排列，如果不是親眼
進來看看，根本看不出這裡正在逐
步變成非農性質的休閒居住大棚。

■央視新聞

山西仍有農田種樓盤

七招抗侵權 呵護科創沃土
1、推進灣區知識產權合作
推動以仲裁與調解的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爭議，探索大灣區在解決知識產權爭議方面的合作機遇；探討技術轉移方面的
合作機會，推動區域的知識產權商品化及創新發展

2、推進商標品牌國際化建設
兩地舉辦以「以『特色老店』/『老字號』的品牌發展」為主題的粵港澳商標品牌國際化交流活動，探索在大灣區建設
背景下在商標領域的創新合作機會

3、製作知識產權商品化宣傳片
以知名企業的成功故事為背景製作宣傳短片，推廣企業如何利用大灣區發展的獨特優勢將知識產權商品化及國際化，
有關專利方面的宣傳短片已於今年4月份推出

4、支持「廣東知識產權交易博覽會暨知識產權珠江論壇」
論壇促進粵港在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和貿易方面的發展，並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推動雙
方知識產權合作進一步發展

5、支持粵港共建知識產權交流合作平台
圍繞知識產權的最新發展、大學科研成果轉化及企業創新發展等主題不斷搭建交流平台

6、開展粵港知識產權貿易平台交流合作
圍繞知識產權貿易平台營運的經驗、模式、挑戰、推廣及如何在大灣區建設背景下促進知識產權貿易發展及支持區域
協同創新合作等，以促進區域知識產權貿易平台的進一步發展和交流合作

7、開展粵港商標註冊審查工作交流
今年3月，圍繞商標審查業務、審查標準、工作重點和注意事項等進行工作交流，以加強粵港商標審查工作人員和業
界對兩地商標審查業務的了解，深化粵港商標領域的合作與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香港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表示，過去一
年，粵港兩地圍繞「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在區域知識產權合作、跨境保護、
知識產權貿易等領域完成了29項合作，創歷年
成果之最。
值得留意的是，兩地去年合作新增7個項目，
其中3項事關大灣區知識產權合作。在此背景
下，兩地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合作方面再次推出
7項措施，營造大灣區科創發展優良土壤。
在粵港最新合作的25個項目中，兩地警方和
海關「加強粵港知識產權保護合作」成為其中項
目重點。兩地海關部門，將進一步優化有關從內
地出口經香港轉口的侵權貨物情報的交流合作模
式，完善粵港海關知識產權情報合作鏈條；繼續
開展針對重點口岸、重點領域的聯合執法行動。

嚴打經港往「帶路」侵權行為
據悉，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牽頭省內海關進一
步加強與香港海關的合作，適時開展知識產權保
護聯合執法行動，重點打擊輸港或者經香港輸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以及東南亞、非
洲、中東、拉美等目的地的侵權違法活動。
據介紹，粵港海關從去年7月至今年6月以來
共交換各類情報信息70件，其間兩次合作開展
執法行動，重點打擊經廣東部分重點地區口岸輸
往香港或經由香港輸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侵權貨物以及與「2018世界盃」有關的侵權商
品。在兩次行動中，香港共查獲44宗案件，近
22萬件侵權貨品，總值約1,383萬港元。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局長馬憲民透露，粵港澳
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科技創新發展也成為大
灣區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這為粵港兩地在知識
產權領域深化合作提出了更為迫切的需求。

港企佔粵著名商標近一成半
此外，粵港在支持港資和廣東企業品牌發展

和保護方面取得突破，迄今港企已獲認定廣東省
著名商標382件，佔總數的14.2%。
廣東省政協港區委員、中國未來投資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長林至穎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
創新發展與知識產權的關係尤為密切，只有緊扣
創新發展需求，大力推動知識產權金融發展，努
力為知識產權與資本結合提供更加便捷、順暢的
渠道和平台，才能切實解決中小企業知識產權融
資的各種問題，幫助具有知識產權核心競爭力的
企業發展壯大。
林至穎透露，香港或國際企業要進駐大灣

區，只要計劃書、團隊、技術有競爭力，就能吸
引資本，但知識產權保護是重點。林至穎發現，
海外企業來華有幾大需求：第一，他們希望尋找
「靠譜」的本地夥伴，不會盜竊技術另起爐灶或
者把技術作二次開發（re-engineering)；第二，
他們希望有專業團隊對接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
問題；第三，建立和官方良好的溝通和互動關
係，知識產權法雖考慮周詳，但能否有效執行才
是關鍵。林至穎期待，兩地知識產權部門的不斷
深化合作，接下來可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
供切實有力的保障。

■■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第十七次會議昨日在廣州舉行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第十七次會議昨日在廣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自然資源部自然資源部、、農業農村部將在農業農村部將在
全國開展全國開展「「私家莊園私家莊園」」問題專項問題專項
整治整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粵港最新合作的在粵港最新合作的2525個項目中個項目中，，兩兩
地警方和海關地警方和海關「「加強粵港知識產權保護加強粵港知識產權保護
合作合作」」成為重點之一成為重點之一。。圖為圖為77月在香港月在香港
舉行的舉行的RISERISE科技峰會科技峰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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