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钱颜 制版/高志霞

电话/010-64664888-2047 maoyibao1@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
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

十年来，对于在时代洪流中勇往直前的企业来说，中国越来越健全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它让每一个市场主体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钱颜

曾经的中国企业，虽然因为制
造能力获得不少跨国商机，但也由
于不了解国外法律法规的要求、程
序等，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知识产
权问题。

2014年，在法兰克福国际照明
展现场，两家中国企业因为专利侵
权，被欧司朗专利高管发现，当场就
被撤展。

2015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医药
及保健品原料展会上，山东一家企
业因美Neptune公司认为其侵犯两
项产品专利，收到内华达州法院下
达的临时限制令和扣押令。同时，
被美国 Aker 公司指控另外一项专
利侵权，被要求撤展。

2016 年，在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上，江苏一家企业被美国竞
争对手以侵权为由投诉到联邦执法
机构，后被逐出展会。

……

“中国企业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我国企业缺少创新精神”“国内企
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声音充斥
着国际市场。法律意识和知识薄弱
令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屡屡受挫。

痛定思痛。十年来，我国企业
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增强，专利创造、
运用能力不断提升，海外知识产权
布局能力进一步提高，更有一些企
业还建立起全面、完善的国际化知
识产权体系。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
民族企业，以知识产权为武器，不断
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数据
显示，从专利角度看，华为在全球
126个国家/地区中，共有超过 23万
件已公开的专利申请，其中近 40%
的专利布局于中国市场，在美国、欧
洲、印度、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专利
布局数量紧随其后。

为了助企纾困、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十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激发创新活力、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的政策措施，且节奏一年紧似一
年。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形式下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工作的意见》，令侵权假冒高发
多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市场监
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
提升，法规体系更加健全，工作机制
更加完善；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方案》，充分运用“互联网+”相关
技术手段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提升保护水平与效果；2019年之后，
新《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相
继实施，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进
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十年来，我们的创新步伐毫不
停歇，释放出日益强大的创造力和
生命力，助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
局。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

施的硕果累累、厚积薄发，到《知识
产 权 强 国 建 设 纲 要（2021—2035
年）》的继往开来、意气风发，我国正
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
创造大国转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

与之前相比，当今我国知识产
权发展态势稳中有进、质量明显提
升。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
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90.6万件，
同比增长 17.5%。有效注册商标
4054.5万件，同比增长20.9%。累计
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2493个，核准地
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
册6927件，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市场主体 19350家。我国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登记申请 7661 件，
发证 5233 件。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增长，反映出我国企业创新能
力逐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不断提高。

保护知识产权 中企十年从茫然到无惧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大幅增
长，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
贴、技术壁垒等变化多端的贸易摩
擦也相伴而生。

2012年 7月 24日，欧洲光伏制
造商向欧盟提起对华“反倾销”调查
申请，让中国光伏企业遭遇了前所
未有的寒冬。

2013 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钢
材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终裁，涉及
无缝钢管、热轧钢产品等多种产品类
型。这些贸易摩擦措施，令彼时的中
国钢铁企业外贸渠道被压缩、再压

缩，整个行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过去十年，世界范围内各国

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
保障措施立案达 1412 起。贸易救
济和其他法律措施叠加使用，从
反倾销到反补贴，到“双反”并用，
再到“337”调查、“301”调查等等，
层出不穷。

以前，一旦面对国外的公平贸
易案件，不少中国企业的第一反应
就是能躲则躲。如今，国内企业渐
渐学会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
争端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面对调
查，中企也能理直气壮地说“不”。

今年 3 月，位于上海的海隆石油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了来自加拿
大边境服务局关于对中国的钻杆产
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通
知。当时正值上海疫情初起，公司
排除万难坚持应诉，向加拿大国际
贸易法庭递交了一系列事实和数据
证据。最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终
止了对中国钻杆产品的反倾销和反
补贴调查。这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极
大的鼓舞和激励，也为其他企业提
供了重要的借鉴。

为了减少经贸摩擦带来的影
响，促进贸易自由化、维护公平的贸

易秩序、保障国内产业健康发展，十
年间，我国建立了贸易救济合作机
制，重点就贸易救济调查中有关规
则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开展对话和磋
商，增信释疑，减少分歧，化解摩
擦。同时，积极运用贸易救济措施，
遏制了进口产品的不公平竞争；有
力地保护了国内产业的合法利益，
维护了公平贸易秩序；建立了维护
产业安全工作体系；提升产业国际
竞争力。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完
成了从立法、体制机制建立，到实践
的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显著提
高，维护产业安全效果显著，成为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环节。

十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产业
安全、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全力推动对外经贸高质
量发展。帮助中国企业学会运用
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共同营造良好
的外贸发展环境，维护国家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按照 WTO 统计
方法，自我国入世以来，至 2021 年
11 月，我国共对来自 28 个国家和
地区的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262 起，产品涉及我国化工、轻工、
钢铁、机械、纺织、电子、医药、农业
等行业，有效抵制了恶性竞争，为
维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提供了法
律保障。

从躲避到主动出击 贸易救济成保护产业有力武器

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
仲裁、调解是各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
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在处理国际商事纠纷、
优化国际营商环境、推进国际法治建设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十年来，中国仲裁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仲裁机构不断健全，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十年前，全国共设立有 215家仲裁委员会，
共受理各类经济案件100余万件，涉及案件
标的额 6860亿元。而截至 2021年底，全国
已设立仲裁机构 274家，累计办理案件 400
余万件，涉案标的额 5.8万亿元，涉外仲裁
案件当事人涵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仲裁机构秉承公平、公正、独立、
高效的原则解决双方当事人的争端，维护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荷兰一家公司
和中国某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付
款发生的纠纷为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组成的仲裁庭对案件进行了详细
梳理，最终基本支持了荷兰公司的仲裁请
求，令两家公司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为更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国家加强了
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
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改革任务。
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
的若干意见》。2021年7月30日，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中国调解事业在十年间稳
步发展，在争议解决中的作用持续提升，商
事调解标准建设取得新进展。一站式多元
解纷体系加速建设，繁简分流改革落地实
施，诉调对接、仲调对接机制不断完善，金
融、知识产权、破产等专业领域调解机制建
设持续推进。同时，为适应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要求，全国法院及仲裁机构大力推行了在线调解。
2020年，《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
坡公约》）正式生效后，中外联合调解机制逐步建立，国际商事调
解规则体系得到了有效完善。

不少企业在调解机构的帮助下，维护了自身的权益。一名西
班牙籍商人与广州一家从事模具制造、电子产品及其设备制造等
业务的公司在合作中发生纠纷后，中国贸促会港籍调解员通过测
试各方的方案不断拉近双方距离，并利用互联网选择合适时机随
时开展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大背景下，商事仲裁与调解仍
面临着重大挑战和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将继续完
善仲裁、调解规则和制度，发展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紧跟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需要，建立更广泛的工作网络、形
成更规范的运行机制、培养更专业的人才，为共同解决当前世界
经济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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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成为十年来中国企
业合规管理的里程碑式事件。从出口限制，到被罚款 8.9 亿美
元，再到与美国商业部工业与安全局达成了新替代协议，中兴通
讯深深感受到忽视合规的切肤之痛，于 2018年更换董事会及管
理层，“致力于打造全球一流合规企业，坚持将合规视为战略发
展的基石和经营的底线。”今年 3月，中兴通讯终于发布好消息，
称美法院裁定不予撤销中兴通讯的缓刑期且不附加任何处罚，
并确认五年合规观察期结束。

中兴事件就像一记重拳，狠狠地砸醒了中国企业的合规意
识。合规管理是企业切实有效防范经营风险的关键制度性措施，
是新形势下持续健全公司治理，确保企业良性循环、稳健发展的
迫切需要。中企自此开始告别野蛮生长时代，学着建立合规发展
体系，在尊重国际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开展竞争。

十年间，国家对企业的合规要求以及企业对自身的要求不
断提升，合规管理得到了全方位的重点关注。2018年11月9日，
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中国企业开启“合
规管理元年”。2018年12月29日，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企
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针对对外贸易、境外投资、对外承包
工程和境外日常经营等四类主要活动明确了具体的合规要求。
2020年9月11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经营者反垄断合规
指南》，从合规管理制度、合规风险重点、合规风险管理、合规管
理保障四大方面对经营者提出具体建议。2021年3月，企业合规
师作为一种新的职业被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正式发布。2022年9月，国务
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强化中央
企业合规管理，并规定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设立首席合规官。

合规意识提升后，不少企业自觉改善了此前发展中重效益、
轻治理的典型问题；一家年产值超20亿元的汽车电子制造企业，
自2018年建立起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后，从生产制造型企业向产
融运营企业转型，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合规不仅成为企业家的共识，
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境界和方向。中国企业走向世
界的合规之路，正在越走越宽、行稳致远。

告别野蛮生长
中企走上合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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