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10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重

大事件及有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结果发

布会在北京举行。

据 2010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评选

活动秘书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当选的重大

事件（案件）中，国务院开展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上海

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有力

等两个事件（案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3

部门共同推荐，认为具有重要影响力。活

动自今年 4 月起，面向全国征集候选事件

和人物，评选的程序主要是组织推荐、初

审评议、评委会评审和发布结果 4 个阶段，

历时半年多。

此 外，评 选 分 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重 大

事件（案件）和最具影响力人物两项。知

识产权保护重大事件（案件）的评选范围

及要求为：专利、商标、版权等领域保护

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制定、修订的对知

识产权保护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法规；具

有 典 型 性 和 代 表 性 的 重 要 知 识 产 权 行

政、司法保护成果或事件、案件等，评选

数量为 20 件。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评选范

围及要求为：各级行政、司法部门，企事

业单位、社会机构中，在知识产权相关法

律政策的制定修订、知识产权的创造、运

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学术和理论研

究等领域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出突出

贡献、取得突出成绩、具有显著影响和较

强示范激励作用的代表性人物，评选名

额为 10 名。

2010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重大事

件（案件）分别是：国务院开展打击侵犯

知 识 产 权 和 制 售 假 冒 伪 劣 商 品 专 项 行

动；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知识产权

保护有力；中国专利法律制度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通领科技集团在美专利诉讼

赢得五连胜；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

作协议签署；好孩子公司诉美国制造商

及经销商等专利侵权案经最高法院再审

获胜；瑞士维氏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亿

钻公司专利侵权案达成行政调解协议；

首 都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志 愿 者 活 动 成 效 明

显；国家工商总局圆满完成 3 年解决商标

审查评审积压问题的目标任务；商标战

略实施示范企业发出《芜湖倡议》，商标

战 略 实 施 示 范 城 市（区）达 成《苏 州 共

识》；“ 解百纳”商标争议得到圆满解决；

江 苏 江 阴 工 商 局 查 处 利 用 互 联 网 侵 犯

“ 爱马仕”等世界知名商标专用权案；福

建省工商部门保护涉台商标专用权；山

东省工商局加强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

做大做强地方特色品牌；中国著作权法

律百年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家

向 谷 歌 维 权；南 通 家 纺 市 场 成 为 WIPO

全球首个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中

央电视台首获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使用

音乐作品著作权许可；政府机关软件正

版化检查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18

家视频网站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版

权保护。

2010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 10 位最

具影响力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包括：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国家版权局)法规司

司长王自强；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商

标处处长邢冬生；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党

组书记、局长，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

秘书长吕国强；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刘春田；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前任局长李建昌；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中国著名知识产

权法专家吴汉东；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裁、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全国政协

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作协副主席、中

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理事张抗抗；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陈锦川；山东省青岛市分管知识产权工

作副市长秦敏。

近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宣布逐步采取

一系列措施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工业。

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提高 7 种商品

进口关税；二是对某些进口商品实施反倾

销制裁。

据悉，7 种商品中有 5 种涉及中国产

品。分析人士指出，巴西政府此次显然把

中国产品作为针对目标，目的是转移货币

升值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的压力。

贸易壁垒高筑 各国情况略不同

根据巴西媒体报道，提高关税的产品

包括自行车和空调，其中瓷砖关税税率从

15%提高至 35%、自行车从 20%升至 35%、

分体式空调从 18%提至 35%。

除了提高多种商品关税之外，巴西政

府还将对来自中国的碳钢管实施反倾销

制裁。在未来两年内，对进口自中国的碳

钢管每吨将征收 743 美元惩罚性关税，比

目前的价格提高了 80%。受反倾销制裁

的还有其他国家产品，如智利产粗盐将被

课以 35%的惩罚性关税。

此外，巴西工贸部官员表示，政府目

前还在对一大批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

查，未来还将有部分外国产品受到制裁。

除巴西外，近年来，印度、俄罗斯以及

南非这些金砖国家也频繁对中国出口产

品建筑贸易壁垒。

近日，印度相继对中国炭黑、聚四氟

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据中

国贸易救济网统计，印度在最近几年间

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成为对中国进行反

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且涉及产品

领域逐渐从化工产业转移至通信产业，

如对华为、中兴等企业的产品出口不断

设限，引发了中国国内相关产业对印度

市场的担忧。

俄罗斯地跨亚欧大陆，和中国的境遇

相同。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鲜对他国使

用贸易救济工具，这和其本身相关立法工

作起步较晚有关。

据了解，1998 年，俄罗斯才正式颁布

反倾销法案，在当年全球已经出台反倾销

政策的 91 个国家中，名列第 82 位，远远晚

于美国（1916 年）、加拿大（1904 年）、澳大

利亚（1906 年）和日本（1920 年），甚至晚于

南非（1914 年）。

此外，长期以来，俄罗斯主要依赖传

统的高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以及相关市

场。相比之下，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

济工具的使用显得有些无足轻重。

南 非 是 中 国 在 非 洲 最 大 的 贸 易 伙

伴。现阶段，中国仍是南非对外发起反倾

销立案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相对于其

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和南非之间贸易

现状而言，南非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频率非常高。

记者通过查阅中国贸易救济网发现，

南非每年都会对中国发起新的反倾销调

查，所涉及产品主要包括五金产品、鞋、农

具、铝制品、热力、餐具、自行车、药品、纺

织品等 20 多种。

2004 年 以 前，南 非 在 针 对 中 国 产 品

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尚未承认中国的市

场经济地位，仍采用替代国的相关产品

价格来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这种

情况使得南非对中国商品反倾销调查立

案率几乎为百分之百，中国商品频频被

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严重阻碍了商品对

南非的出口。 2004 年 6 月 29 日，南非在

官方公报上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这有利于加强中南两国的经济贸易

联系与合作。

摩擦虽在 合作仍是主流

金 融 危 机 渐 去，如 何 重 振 经 济 成 为

各 国 政 府 考 虑 的 首 要 问 题 。 除 了 欧 盟

和 美 国 等 发 达 国 家 外 ，实 际 上 ，金 融 危

机也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冲击，在不同

程 度 上 导 致 了 这 些 国 家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的抬头。

对外经贸大学 WTO 法律研究中心主

任盛建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巴

西、印度为主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建筑贸易

壁垒由来已久。“与此同时，一些金砖国家

也开始对中国使用反补贴调查这一贸易

救济工具，这在若干年前是从未出现过

的。同时，即便在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并未被认可。因

此，反补贴调查就成为一个比较容易使用

的工具。”他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

新育博士表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

争端主要集中在双方都在国际市场上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对于印度等想努力发

展制造业而又有较为丰富资源的发展中

国家而言，他们会力图将热门的资源留给

国内制造业。因此，只要他们的制造业还

在发展，而且初级产品市场的牛市还没有

结束，他们与中国围绕限制其国内资源出

口的摩擦就会保持在高位。另一方面，巴

西、南非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初级产

品为牛市的环境下，拉升制造业成本 ，其

国内产业部门会努力将原因归于中国产

品的竞争，这也将更多不确定因素纳入贸

易摩擦中。

“ 即 便 如 此 ，我 们 仍 要 积 极 维 护 和

发 展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贸 关 系 。”商 务

部副部长王超在出席中国与 WTO 的未

来 —— 纪 念 中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十

周 年 学 术 会 议 时 表 示 。 他 说 ：“ 中 国 是

发展中国家，这一性质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不会改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我

们 和 广 大 的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在 根 本 利 益

上 是 一 致 的 。 对 中 国 与 一 些 主 要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目 前 存 在 的 一 些 贸 易 争 端 和

贸 易 问 题 ，我 们 坚 持 平 等 对 话 ，耐 心 地

予以解决。我们高度重视南南合作，对

广 大 的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提 供 力 所 能 及 的

经济技术援助，承诺逐步给予与我建交

的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95% 税 目 的 输 华 产 品

零关税待遇。到 2010 年底，我们免除了

44 个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238 亿 元 人 民 币 的

债 务 。 中 国 仍 将 一 如 既 往 地 加 强 与 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共同为人

类发展做出贡献。”

本报讯 近 日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财政部发出《关于降低动物及动

物产品检疫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降低动物

及 动 物 产 品 检 疫 收 费 标 准 ，规 范 收

费 行 为 ，意 在 降 低 农 副 产 品 流 通 环

节成本，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据 悉 ，《通 知》将 猪 、牛 、羊 等 动

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收费方式由原来

从 率 征 收 改 为 按 定 额 征 收 ，并 大 幅

度 降 低 检 疫 收 费 标 准 。 猪、牛、羊、

犬、鸡、鸭 等 家 畜、家 禽 的 检 疫 收 费

标 准 降 幅 都 在 30% 以 上 。 各 省 在 不

超过国家规定收费标准上限的前提

下 ，制 定 具 体 的 动 物 及 动 物 产 品 检

疫收费标准。

此外，《通知》强调，各地要严格规

范检疫收费行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要进一步加强检疫工作管理，切实履

行好检疫检验职责，严禁不检疫也收

费。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检疫合格的

动物及动物产品开具和更换《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以及使用检疫标志、诊疗

许可证、官方兽医证、执法文书、牲畜

耳标等动物卫生监督证章标志不得收

取工本费；对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

以及动物产品进行采样、留验、抽检，

不得重复检疫收费；对饭店、餐饮等单

位和个人消费的动物产品不得收取检

疫费。

同 时 ，《通 知》指 出 ，各 地 价 格 、

财政主管部门要认真清理涉及生猪

饲养、流通环节的各项收费，严禁收

取 商 业 定 点 屠 宰 办 管 理 费 、商 业 监

督管理费等不合法、不合理的费用，

切实降低生猪等农副产品流通环节

成本。

（欣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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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检疫收费降低30%以上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印发《“十二五”节

能 减 排 综 合 性 工 作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提出了 12 个部分、共 50 条政策措施，

其中在完善节能减排经济政策中，《方案》明

确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

据了解，“十一五”时期，中国首次将能

源消耗强度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

少 作 为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约 束 性 指

标。2006 年至 2010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降低 19.1%，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

放总量分别下降 14.29%和 12.45%。

《方案》明确了五个方面的税收政策。一

是落实国家支持节能减排所得税、增值税等

优惠政策。二是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将

原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由从量

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依

法清理取消涉及矿产资源的不合理收费基金

项目。三是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

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

护税。四是完善和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五是调整进出

口税收政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

在对上述促进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加以分

析后认为，此次《方案》中明确的财税政策具

有系统化、重点突出等特点，同时突出强调财

税政策实现方式的转变，更加讲求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和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钟 新）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改委在官方网站

披露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子”规划之一

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创新发展战略》（以下

简称《战略》），这也是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最先被披露的产业规划。政府将鼓励海洋工

程装备产业发展，落实相关优惠税收政策，并

鼓励国企并购海外有实力的企业。

所谓海洋工程装备，主要指开发海洋油

气资源的装备。据了解，目前国内的海工设

备制造方面，除了中石油、中海油在此领域有

所涉足外，中船重工等一批央企也参与其中，

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参与，如江苏的熔盛重工。

《战略》提出，未来十年，是中国海洋工程装

备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此，政府将进

一步落实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

的研究开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

除的优惠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开展海外并购，

与有实力的国际设计公司合资合作，鼓励境外

企业在我国设立合资、合作研发机构。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达沃斯论坛

上表示，争取年内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提交国务院。 （钟晶晶）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在参加 2011 中

国城市国资论坛时表示，今年上半年起，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巨变。

李保民说：“国资委将在境外投资管理、境

外资产监管、境外产权管理三个方面进行规范

和立法，对外投资政策将大幅度放宽。”

今年 6 月份，国资委已颁布了《中央企业

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

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

据李保民介绍，去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

达到 3172 亿美元，仅占去年全球对外投资的

1.6%。从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投资总体上

还处于起步阶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梅新育强调，现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

除了自然灾害、商业风险外，政治风险更是不

可低估。

据了解，跨国经营的政治性风险包括战

争和内乱风险以及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

利润收益的转移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

险、市场准入风险等。而中国目前在应对跨

国经营政治性风险上存在体系性缺陷，主要

集中在争端解决与赔付效率较低、新的多变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达成共识、区域投资

保护机制缺位、区域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

投资保险制度存在适保企业覆盖面狭窄、自

救策略薄弱等问题。 （杨丽花 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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