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中國經濟、科技、文化實
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知識產權
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大
幅提升，知識產權國際合作交流
也由積極參與向主動作為轉變。
《意見》指出，要更大力度加強
知識產權國際合作。要充分發揮
知識產權制度對促進共建「一帶
一路」的重要作用，支持共建國
家加強能力建設，推動其共享專
利、植物新品種審查結果；充分
利用各類多雙邊對話合作機制，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交流合作與磋
商談判。
「在中國的發展與推動下，世
界知識產權格局已由歐美主導轉
變為歐美與東亞兩足並立。」全
國政協常委、國家知識產權局副
局長何志敏介紹，隨着共建「一
帶一路」倡議在知識產權領域積

極落實，「一帶一路」知識產權
合作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越
來越多的「中國聲音」，正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唱響。在
雙邊合作框架下，中國國家知識
產權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就知識產權政策和法律、知識產
權保護和運用、公眾意識提升以
及全球知識產權問題等定期交換
意見，通過專利審查高速路、數
據和文獻交換、審查員交流等項
目，持續深化合作。目前，中國
國家知識產權局已經與沿線40餘
個國家建立了正式合作關係，與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專利
局、東盟、歐亞專利局等地區性
組織開展了深入合作。
「將『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創
新之路，需要我們切實把思想和
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國務院的要

求部署上來，推動
『一帶一路』知識產
權合作走深走實。」
何志敏呼籲，為進一
步落實好「一帶一
路」知識產權合作總
體目標，對內應加強
知識產權保護，營造
良好營商環境和創新
環境，對外要深化知
識產權國際合作，推
動構建開放包容、平
衡有效的知識產權國
際規則，積極構建
「一帶一路」知識產
權合作機制和平台，
推進知識產權全球治
理體系的積極發展。

中國將知識產權合作視為國際
創新合作的橋樑，截至目前，中
國加入了幾乎所有主要的知識產
權國際公約，與全球60多個國
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簽訂了多雙
邊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與50
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建立
正式合作關係。在此過程中，中
國對中外企業知識產權一視同
仁、同等保護，注重加強對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優勢領域
知識產權的保護，受到國際社會
廣泛認可。
國家知識產權局有關負責人表

示，中國將堅定不移做知識產權
國際規則的堅定維護者、重要參
與者和積極建設者，並將致力於
同世界各國一道構建普惠包容、
平衡有效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
促進合作共贏，實現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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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改革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促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促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
近日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

的意見的意見》（》（下稱下稱《《意見意見》）》）並發出通知並發出通知，，從強化制度約束從強化制度約束、、加強社會監加強社會監

督共治等督共治等66大方面提出大方面提出2323項具體措施項具體措施，，明確要不斷改革完善知識產權明確要不斷改革完善知識產權

保護體系保護體系，，綜合運用法律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行政、、經濟經濟、、技術技術、、社會治理手段強化保社會治理手段強化保

護護，，促進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促進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全國政協亦十分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全國政協亦十分重視知識產權保護

問題問題，，今年還特意召開以今年還特意召開以「「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著作權法的著作權法的

修訂修訂」」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多年來多年來，，委員們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委員們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鼓與呼鼓與呼，，從頂層設計從頂層設計、、法治保障法治保障、、多元共治和國際合作等不同角度建言多元共治和國際合作等不同角度建言

獻策獻策，，提出諸多真知灼見提出諸多真知灼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任芳頡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知識產權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加
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

力最大的激勵。委員們認為，改革開放以
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深入實
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行嚴格的知識產
權保護制度，管理體制逐步理順，法律法
規日趨完善，司法體系逐步健全，執法力
度不斷加大，全社會知識產權意識顯著提
高，用4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
進程。同時，知識產權無形性和互聯網無
邊界性疊加，侵權手段更加隱蔽、形式更
加多樣、成本更加低廉，立案難、取證
難、審理難、執行難等問題突出，需要高
度重視。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全面提升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仍存在侵權賠償標準
低等問題，要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
制度，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確立知識
產權『嚴保護』的政策導向，健全『大保
護』的工作體系，打通『快保護』的工作鏈
條，構建『同保護』的國際格局。」國家知

識產權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對此，《意見》作出針對性部署，在

「強化制度約束」「加強社會監督共治」
「優化協作銜接機制」「健全涉外溝通機
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創新舉措，並明確
提出，力爭到2022年，侵權易發多發現象
得到有效遏制，權利人維權「舉證難、周
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局面明顯改
觀；到2025年，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
達到並保持較高水平，保護能力有效提
升，保護體系更加完善。
委員們表示，《意見》是第一個以中共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名義出台的知
識產權保護工作綱領性文件，將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推動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能力和保
護水平全面提升。
為確保各項工作要求有效落實，意見明
確，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落實知識產權
保護屬地責任，各地區各部門要加大對知
識產權保護資金投入力度，並將知識產權
保護績效納入地方黨委和政府績效考核和
營商環境評價體系。

形成知識產權保護合力
《意見》提出，要不斷改革完善知識產

權保護體系，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
濟、技術、社會治理手段強化保護，促進
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
今年 4月 23日公佈的商標法修改決定

中，明確將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
額，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五倍以
下，並將法定賠償額上限從 300 萬元
（人民幣，下同）提高到500萬元，懲罰

性賠償額度達到國際較高水平。
在此基礎上，《意見》進一步提出，要

加快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的修改
完善，大幅提高侵權法定賠償額上限，加
大損害賠償力度。這必將對侵權行為形成
有力震懾。
今年5月，全國政協還舉辦了以「著作

權法的修訂」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
委員們表示，此次《意見》出台，突出了
社會治理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作用，提出
充分發揮人大監督、政協監督和社會監督

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作用，充分調動行業
協會、商會、律師等法律服務隊伍、志願
者等多方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知識產權保
護治理。
此外，《意見》對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

保護的「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技術
手段」等進行了明確。
「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多環節、多方面，

意見着重綜合施策，意在用好知識產權保
護政策『工具箱』，打好『組合拳』。」
國家知識產權局有關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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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國際創新合作橋樑 當前，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
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興起，據國家知識產權
局調查，近三年，42%的知識產權糾紛涉及互聯
網領域。網絡環境下如何應對知識產權保護面臨
的機遇和嚴峻挑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司法
歷來是最有效、最根本、最權威的手段。」委員
們認為，當前最要緊的是適應新技術、新產業不
斷湧現的新情況，對中國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
護的政策取向、制度設計和政策措施予以及時完
善和調整。全國政協常委陶凱元認為，要積極穩
妥推進知識產權訴訟特別程序法的立法工作，不
斷完善符合知識產權案件特點的訴訟制度。
「通過該法的制定，可以統籌兼顧不同類型知

識產權司法保護中遇到的共性問題，妥善應對與
互聯網密切相關的管轄、證據規則、審理程序、
裁判方式改革等新型疑難問題，進一步便利權利
人維權訴訟，加強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同時，
為專業化審判機構的設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依
據。」陶凱元說，同時還應推進著作權法、專利
法和商標法修訂工作，解決制約網絡環境下知識
產權司法保護瓶頸問題。針對互聯網環境下知識
產權侵權取證難的情況，盡快制定與網環境相適
應的訴訟證據規則。

加強政企合作 促進多元共治
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新情況、新問題

層出不窮，如何最大
程度地發揮治理效
果，特別在行政、司
法保護知識產權方面
不斷得到強化的同
時，如何借助科技力
量，轉換思維，補齊
政企合作、企業自治
的短板，形成多元共
治效應，已成為亟待
解決的難題。全國政
協委員朱新力認為，
應鼓勵建設互聯網平
台自治機制。政府和
司法部門要進行多維
度嘗試，結合新形

勢、新技術，嚴格知識產權創造、運用與保護，
推動政企合作，搭建共治體系。
「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只是國家的事情，也不

只是一兩家企業的事情，而是要形成全行業共
識。」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馬化騰表示，中國的知識產權發展到今
天，是國家通過立法、司法、行政等多方努力，
合力營造了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他提議，
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應用中採取更多的技術手段，
形成技術鏈和標準在全網推行。從國家層面引導
支持司法機構建立制度，形成屬於中國的知識產
權保護體系，讓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得更為積極
主動的權益保護。
委員們認為，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事實

上已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互聯網信息產業
智慧高度密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這個產業生
存和發展的『金鐘罩』。中國要實現經濟高質量
發展，持續釋放信息消費潛力，也必須練好知識
產權保護的『鐵布衫』。」
目前，既精通法律、又了解知識產權、同時還

懂信息技術及其應用的複合型人才十分短缺。
「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具有很強的專業
性，對執法司法人員的知識結構和專業能力要求
很高。」全國政協委員王堅認為，加快培養複合
型人才，已成為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的迫切需要。

知識產權金融將大有作為
如何將「成果」變「產權」？如何將「知

本」變「資本」？如何將「知產」變「紅
利」？對於如何構建知識產權金融生態體
系，全國政協委員謝商華表示：「若要實現
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化、產業化、商業化、
資本化和證券化，實現以知識產權形式表現
的創新成果的商業價值最大化，金融的槓桿
力量不可或缺。」
知識產權金融是破解知識產權與經濟、產
業、科技融合發展瓶頸的有效手段。在謝商

華看來，「中國若要加快發展知識產權金
融，應將知識產權金融融入到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建設中，從國家戰略層面確立知識產
權金融的地位；同時要構建完整的知識產權
金融生態體系，保證知識產權進入金融體系
後還能夠以各種方式離開金融體系，知識產
權金融的各方參與主體能夠實現互惠互利、
共存共榮和可持續發展。」
創新知識產權金融制度和產品，能夠為知
識產權轉移轉化提供制度和資金支持。謝商

華建議，中國應建立健全支持知識產權金融
服務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人才政策等，
建立起由政府引導、市場運作、企業和金融
機構參與構成的較完整的知識產權金融風險
分擔制度和政策框架；創新知識產權與金融
融合發展模式，大力發展知識產權質押融
資、保險、信託、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
和知識產權證券化等金融模式，探索推進投
貸聯動、投保聯動、投債聯動、財金互動等
工作。

謝商華認為，目前，社會上真正急需的懂
技術、懂經濟、懂法律、懂管理、懂市場的
「五懂」型的複合型知識產權金融人才嚴重
不足，能深度挖掘知識產權價值、為企業知
識產權佈局提供高端服務、對知識產權價值
進行評估、對市場進行分析判斷的知識產權
運營人才供給更為稀缺。因此，努力促進高
校重視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推動高校加強
知識產權學科建設和多層次特別是高層次知
識產權運營專業人才培養以及培訓，成為政

府部門要做的事。
此外，謝商華還建議，中國應創新知識產

權金融服務，為知識產權的轉移轉化提供催
化劑。政府既要加快構建知識產權公共服務
體系，提供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又需要引
導、培育知識產權服務機構提供全方位、高
端、複合型服務，如知識產權評估、交易、
擔保、拍賣、代理及信息服務、分析評議、
方案策劃等，形成多方參與、有多項選擇的
服務池。

■■廣州海關今年廣州海關今年77月起開展代號月起開展代號「「龍騰行動龍騰行動20192019」」的知識產權保護專項行動的知識產權保護專項行動，，截至截至99月底實際扣留侵權嫌疑貨物月底實際扣留侵權嫌疑貨物694694批批，，扣留貨物數量約扣留貨物數量約
231231..5555萬件萬件，，保護了涉及保護了涉及1414個國家個國家6868家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家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圖為海關工作人員清理物品圖為海關工作人員清理物品，，準備銷毀準備銷毀。。 中新社中新社

■■1010月月2626日日，，中國研製的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氣支線客機中國研製的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氣支線客機ARJARJ2121從哈爾從哈爾
濱成功首航符拉迪沃斯托克濱成功首航符拉迪沃斯托克，，當晚順利飛返哈爾濱當晚順利飛返哈爾濱，，開通並完成首條國際航線運行開通並完成首條國際航線運行。。

中新社中新社

■■北京網迅科技有限公司研製的北京網迅科技有限公司研製的「「閃迅萬兆網絡智能控制器閃迅萬兆網絡智能控制器」」芯片芯片是中國第是中國第
一款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級萬兆以太網控制器芯片一款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級萬兆以太網控制器芯片，，對於打破國外壟對於打破國外壟
斷斷，，確保國家信息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確保國家信息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圖為中國兩院院士與專家共同圖為中國兩院院士與專家共同
鑒定這一科技成果進展鑒定這一科技成果進展。。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