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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专代表参加AIPPI中国分会第七届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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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欧盟知识产权局
（EUIPO）日前公布了《欧盟知
识产权执法报告：2013－2017
年欧盟边境与成员国的查扣结
果》。该报告包含了对欧盟边
境以及欧盟内部市场的侵权商
品查扣情况的分析，并提供了
该时期有关侵权商品查扣趋势
的信息。

该报告是根据 2019 年欧
盟成员国国内市场的查扣数据
撰写而成的，这些数据是由 25
个不同成员国的执法机构通过
知识产权执法门户网站报告
的。新报告还包含了 2018 年
的数据，以进行对比。该报告
旨在提供有用的信息支持对欧
盟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分
析，并支持相关执法机构制定
适当的对策。这些信息数据有
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侵权行为
的范围和程度。

根据欧盟内部市场的警
方、海关以及市场监管机构报
告的数据，2019年欧盟所查扣
的知识产权侵权商品的年度数
量（4000万件）较 2018年（7000
万件）大幅降低。

尽管 2019 年欧盟查扣的
侵权商品数量大幅减少，但与
2018年相比，2019年欧盟内部
市场所查扣的商品的估计价值
几乎保持不变。

在报告列出的被查扣侵权
商品的前 4 个产品子类别中，
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估计价
值方面，服装配件类别都排在
了首位。

该报告的公布与欧盟税
务与海关同盟总署《欧盟海关
知识产权执法报告：2019 年
欧盟边境的查扣结果》的公
布是一致的。这两份报告相
辅相成，共同介绍了 2019年整
个欧盟所有侵权商品的查扣
结果情况。 （李素）

本报讯 12月22日，国际保护
知识产权协会（AIPPI）中国分会第
七届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会上报告并通过了2020年AIPPI中
国分会的主要工作等事项。会议还
进行了部分副会长、理事的改选，并
对各专业委员会主席进行了聘任。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多名AIPPI会员参加此次会议，并
且多人当选为副会长、理事、专业
委员会主席。其中，港专副总经理
吴玉和当选为 AIPPI 中国分会副
会长，并即席发表了就任讲话。港
专副总经理原绍辉当选为 AIPPI
中国分会理事。有 4 名会员被聘
任为专业委员会主席，分别为：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主席原

绍辉、知识产权维权委员会主席熊
延峰、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及传统
知识委员会主席柯珂、知识产权运
营委员会主席李慧惠。

AIPPI 为非政府性知识产权
咨询机构，现有 70 个国家和地区
分会，会员 9000多名，其中，AIPPI
中国分会现有个人和集体会员
400余名。AIPPI致力于知识产权
发展和进步，在国际知识产权界具
有重要的影响。港专一直积极参
与和支持 AIPPI 及其中国分会的
各项活动，并将在未来与AIPPI同
行一起继续为知识产权事业的发
展进步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

本报讯 12月24日，最高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举行走进知识
产权法庭主题活动。

活动中，知识产权法庭负责人
介绍了法庭两年来工作情况并公
布了七个典型案例。

在康文森公司与华为公司确
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
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法庭作出中国法院知识产权领域
首个禁诉令，审慎探索了日罚金制
度，即对不遵守行为保全裁定的当
事人处以日罚款并按日累积的罚
则，为中国禁诉令制度探索和实践
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针对“自拍杆”“打火机”等批
量性维权案件，如何从源头上遏制
侵权现象？在相关案件中，知识产
权法庭充分发挥统筹作用，区分侵
权行为性质，合理确定侵权人应当

承担的法律责任，积极引导专利权
人从侵权产品的制造环节制止侵
权行为，推动溯源维权，从源头上
制止侵权行为。

座谈会上，各方代表高度评价
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
各项工作，并从加大技术类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国际治
理、提高诉讼效率、明确法律适用
标准和赔偿标准等方面对法庭工
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知识产权法庭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知识产权法庭将紧紧围绕党
中央设立法庭重大决策的战略意
图，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不断加大司法公开力度，进一步统
一裁判标准，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
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的

“优选地”。 （孙委）

日前，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与工业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
或进口自中国、韩国和越南的
镀铝锌板材作出反倾销肯定性
终裁，决定对中国、韩国和越南
的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其
中中国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税
率为 2.18%至 18.88%，韩国为
9.98%至 34.94%，越南为 3.06%
至37.14%。

近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公
告称，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
的玻璃纤维棉卷作出反倾销肯
定性终裁，建议对中国涉案产
品征收有效期为5年的反倾销
税，涉案企业欧文斯—科宁(广
州)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反倾销
税为 14.60 美元/公吨，其他生
产商的反倾销税为 400.23 美
元/公吨。此次反倾销措施不
适用于片状的玻璃纤维棉。

日前，秘鲁国家竞争和知
识产权保护局倾销、补贴和非
关税贸易壁垒委员会在官方日
报《秘鲁人报》发布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中国的鞋面为橡胶、
塑料或真皮的鞋类产品（不包
括凉鞋和拖鞋）启动反倾销情
势变迁复审立案调查。本案调
查期为 2017年 1月至 2020年 1
月。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日本知名卡丁车公司 MariCar 被任天堂告上了法庭，要求其停止角色服装租赁，迫使 MariCar 更名为 Mari
Mobility。在经过两年的拉锯战后，日本最高法院日前判定任天堂胜诉。 （刘静）

近段时间，在深圳市大疆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飞米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飞米公司），九天纵横（深
圳）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纠
纷一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
称深圳中院）引入了“先行判决+临
时禁令”的裁决方式。

深圳中院在一审判决还未生效
且不具备强制执行力的情形下，发
出诉中临时禁令，并且就已查明的
专利侵权事实部分作出停止侵权的
先行判决，以避免大疆公司继续遭
受市场销售份额下降等损害。这也
是我国首次在专利案件中实施“先
行判决+临时禁令”的裁判方式。

原告大疆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
“云台相机”曾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
外观专利金奖，大疆公司还在美国、
欧洲、日本等市场申请了专利。然
而，当大疆公司将专利产品投入市
场后，发现国内众多电子商务平台
在 线 销 售 推 广“FIMI PALM
Gimbal Camera”云台相机产品。经
过比对，原告大疆公司发现该云台
相机产品与涉案专利产品设计特征
相似，侵犯了大疆公司的专利权。

于是大疆公司将被告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诉讼期间大疆公司要求赔偿经
济损失的金额增加到 500 万元，并
提出计算侵权赔偿数额。但被控侵
权的产品销售数据被阿里巴巴、京
东、拼多多等网站所储存，无法获得
上述销售数据，故请求法院向阿里
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小米有品
有限公司等相关公司调取被控侵权
产品近三年的销售数据。同时向法
院申请颁布临时禁令。大疆公司表
示今年上半年以来市面上已出现多
款涉嫌抄袭大疆口袋云相机的产
品，已逐一调查取证立案起诉，将坚
决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案件中，为加大对高质量的外
观设计专利的司法保护力度，及时
有效制止涉案专利侵权行为，深圳
知识产权法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对本案中已经查明的专
利侵权事实部分作出停止侵权的先
行判决，对于侵权损害赔偿部分则
继续审理后另行裁决。但由于停止
侵权的先行判决尚未生效，无法通
过执行一审先行判决达到及时制止

侵权行为的目的。深圳知识产权法
庭在权利人申请临时禁令并提供足
额担保的情形下，裁定侵权人立即
停止侵犯大疆公司“云台相机”的外
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

此案之前，4月份，深圳中院曾
对大疆“云台相机”专利的另一案件
也作出诉中禁令，裁定深圳市逗映
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
许诺销售“Capture Pocket”云台相
机产品。诉中禁令，又被称为诉中
行为保全，具有暂时性的特点，诉中
禁令并不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方案，
只是暂时地对申请人提供保护。在
知识产权诉讼案中能获得诉中禁令
裁定的案例极少，而大疆公司却在

“云台相机”专利维权的两次诉讼中
获得了两次诉中禁令裁决，这体现
了大疆公司过硬的专利质量。

最终，深圳中院判决飞米公司
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以及许诺销售
侵害涉案专利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
产品，并销毁全部被控侵权产品及
其生产模具；九天纵横公司立即停
止销售、许诺销售侵害涉案专利权
的产品。 （陈鹏）

全国首例“先刑判决＋临时禁令”专利诉讼案裁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要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截至
2019年底，我国从事知识产权服务
的机构数量约为6.6万家，知识产权
服务业从业人员约为82万人，当年
全国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机构共创
造营业收入约 2100 亿元——国家
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对
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
统计调查，相关报告出炉。国家知
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为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提供了服务
保障，为助力创新创业、稳定和扩大
高水平人才就业、促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批准
执行的《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
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
用促进司于 2020年 6月至 9月对全
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了
统计调查并形成了相关报告。报告
显示，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行业规模不断扩大。随着
“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营商环
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截至 2019 年
底，我国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机构
数量约为 6.6 万家，与 2018 年相比
增长 8.2%。2019 年从事知识产权
服务的机构中，专利代理机构有
2691家，商标代理机构有45910家；
代理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的机构
有 276 家，代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申请的机构有 365 家，从事知识产
权公证服务的公证处 1103家，从事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超
过 7000家，从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机构超过 6000家，从事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的机构超过3000家。

二是吸纳就业作用持续加强。
据测算，截至2019年底，我国知识产
权服务业从业人员约为82万人，较
2018年底增长 2.6%；2019年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平均新进人数3.9人，比
平均离职人数（2.8人）多1.1人，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吸纳就业作用明显。
调查显示，知识产权服务业从业人员
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75.5%，从
业人员能力素质层次较高。

三是效益水平稳步提升。据测
算，2019年全国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
机构共创造营业收入约 2100亿元，
同比增长13.2%；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平均营业收入318.2万元，同比增长
4.0%。其中，专利代理机构总营业收
入为405.2亿元，同比增长18.8%。

四是集约化发展势头显著。
2019年代理专利申请量排名前 100
家的专利代理机构（占全部专利代
理机构数量的 3.8%），代理的专利
申请量占 2019 年全部代理申请量
的 35.8％；2019 年代理商标注册申
请量前 100 家的商标代理机构（占
全部备案商标代理机构数量比例不
到 0.22%），其代理商标注册申请量
占 2019 年 全 部 代 理 申 请 量 的
34.7％。超过一半的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集中在北京等5个省市。

五是服务支撑创新作用进一步
显现。2019年，专利代理机构代理发
明专利申请共118.4万件，占2019年
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84.5％（即代理
率为84.5％）。2019年，专利代理机
构共为39.7万家企业申请人提供代
理服务，较上年增长16.0%。第二十
一届中国专利奖获奖专利中，90.7％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代理。2019年商
标代理机构代理的商标注册申请占
全部商标注册申请量的91.7%；服务
机构代理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
1455件，代理率为95.8%；服务机构代
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4789件，代
理率为57.6%，同比提升3.8%。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服务创新主体、支撑创
新发展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六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
调查显示，“互联网+”知识产权服
务模式快速发展，2019年商标注册
申请代理量排名前 30 家的代理机
构中，20家左右为“互联网+”平台
模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广
泛应用于专利预警、分析咨询、文献
翻译、知识产权维权证据收集等场
景，促进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精准
化、智能化，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专业机构从事特定产业的专利侵权
分析咨询、海外诉讼许可谈判尽职
调查等细分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分
工日益细化、服务链条不断延伸、服
务效率显著提升。

七是行业发展信心显著增强。
调查显示，60.6%的服务机构认为知
识产权服务业市场环境未来一年预
期优于 2019年，高于上一年调查比
例；营业收入预期、薪酬支出预期、办
公场所是否增加预期、录用人数是否
增加预期等调查结果也均高于上一
年。对上述5个预期的调查结果赋
值，形成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信心指
数，测算结果为60.4分，高于荣枯分
水线数（50 分），较 2019 年提升了
10.2%，表明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对未来市场发展具备较强信心。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欧盟公布内部市场
知识产权执法报告

马来西亚对涉华镀铝锌板材
作出反倾销终裁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发布七个典型案例

印度对华玻璃纤维棉卷
作出反倾销终裁

秘鲁对华鞋类产品启动
反倾销复审调查

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称，对
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中重型
商用车的前桥梁和转向关节作出
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建
议对中国的涉案产品继续征收
有效期为30个月的反倾销税，具
体如下：前桥梁生产企业湖北三
环车桥有限公司为0.35美元/千
克，其他企业为0.63美元/千克；
转向关节生产企业湖北三环锻造
有限公司为0.47美元/千克，其
他企业为1.09美元/千克。

（本报综合报道）

印度对华前桥梁和转向关节
作出反倾销终裁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仲裁司法
审查年度报告（2019 年）》日前发
布，这也是最高院首次发布该年度
报告。报告显示，2019 年，全国法
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数量持增长趋
势，全国仲裁机构2018年和2019年
受理案件数量分别为 54 万余件和
48 万余件，较 2017 年 23 万余件增
长一倍以上，使得仲裁司法审查案
件的数量也相应呈增长态势

低撤裁率和高保全率体现司法
支持仲裁的立场。2019年，全国法
院审结撤裁类案件 11029 件，其中
637 件被撤销或部分撤销，撤裁率
为5.8%，较2018年撤销裁决的案件
数量714件，同比降低10.8%。审结
仲裁保全案件3959件，其中3428件
得到支持，保全率为86.6%。

报告中对审查思路与裁判标准

进行了归纳总结。最高人民法院民
四庭庭长王淑梅介绍说，首先，尊重
当事人的仲裁意愿，秉持有利于认
定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支持和鼓
励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促进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发展。其次，严
格依据法定事由，审慎审查当事人
提出的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
申请，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再次，尊重仲裁一裁终局原则，
对于应予部分撤销且裁决可分的，
仅撤销超范围裁决的部分。符合重
新仲裁条件且仲裁机构同意重新仲
裁的，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再
其次，秉持谨慎解释的原则，严格适
用社会公共利益条款，避免滥用。
但对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仲裁裁
决，应当依职权撤销或不予执行，以
维护国家根本法律秩序。最后，准

确认定涉外仲裁协议准据法，积极
查明外国法，恪守国际条约，依法承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为裁决的
跨境执行营造“仲裁友好型”的司法
环境，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持续推进
我国涉外法治建设。

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当事人自治
纠纷解决方式，是我国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
局一级巡视员姜晶介绍，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设立 260 家仲裁委员
会，工作人员6万余人，累计处理各
类案件 300 万件，标的额 4 万多亿
元，案件当事人涉及70多个国家和
地区。

当前，我国相关部门日益加大
对国际商事仲裁支持的力度。2019
年，人民法院共审结申请承认和执

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 32件，仅 1件
因超出仲裁协议范围而裁定部分承
认和执行。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朱永锐告诉记者，在国际仲裁
领域，确定仲裁范围、仲裁地点、仲
裁语言都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中国
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产生纠纷时
要把握好这些关键因素，善用国际
商事仲裁这一利器，快速化险为夷。

面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复杂
的国际商事仲裁形势，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宏久告诉记者，
企业应加深对“一带一路”国家和相
关法律、仲裁机构等相关情况的了
解，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商
事争议解决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
主要包括律师、律师协会、仲裁机
构、法官、法学研究机构等。在纠纷
发生后，选择仲裁机构时，应对仲裁

效率、专业程度、口碑、保密性、仲裁
费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我国仲裁健康快速发展，离不
开人民法院对仲裁的支持保障和司
法监督。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
仲裁在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以及对外
经贸投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得益于人民法院不断加大对仲裁
的支持力度，努力营造支持仲裁、友
善的司法监督环境，保障仲裁公信
力的提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表
示，贸仲将在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
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
自身涉外仲裁优势，不断提升仲裁
公信力，推动仲裁国际化发展，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仲裁品牌，为持
续推进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
积极贡献。

明确审查思路与裁判标准为跨境执行裁决营造“仲裁友好型”的司法环境

最高法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首次发布
■ 本报记者 钱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