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
杰一行近日先后赴上海国际仲裁
中心、上海仲裁委员会进行调研并
举行座谈交流。

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王承杰
一行和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副主任
马屹、秘书长王唯骏等围绕仲裁的
本质属性、仲裁机构的定位、仲裁
员队伍建设、仲裁司法监督和仲裁
法修改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上海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
委员会主任刘晓红、常务副主任范
铭超、副主任兼秘书长陆春玮、常
务副秘书长何乃刚分别从总体设
计、配套落实、内部机构设置及薪
酬制度、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上仲

机构改革的背景和一年多来取得
的成绩及面临问题进行了介绍，双
方还就仲裁业务发展中的一些共
性问题探讨了解决途径。

各方一致认为，近年来，各仲裁
机构案件数量和争议金额屡创新
高，仲裁在纠纷化解、营商环境建设
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面对
国内国外新形势新局面，各机构在
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新的、共
性的风险和挑战。各机构都肩负着
打造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的重要使
命，应切实加强交流合作，共同致力
于中国的国际仲裁公信力建设，共
同推动中国仲裁事业行稳致远。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贸仲委代表赴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上海仲裁委员会调研

0606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23年5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钱颜 制版/高志霞

电话/010-64664888-2047 maoyibao1@163.comLAW 法律

贸易预警

大疆科技近日遭遇了一场来
自美国的专利诉讼，被判赔 2.79亿
美元。大疆方面对此表示强烈反
对，并将进行上诉。同时，针对最
近“大疆拒绝支付罚款”“大疆退出
美国市场”等传闻，大疆相关负责
人称：大疆并没有在任何官方声明
或对外沟通中传递过相关信息。
大疆人士同时表示，对于所涉德事
隆专利案，公司将进行上诉，坚决
捍卫自身权益。

大疆在美遭巨额判罚
将积极上诉

美国一家地区法院 4 月 21 日
裁定中国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侵
犯美国航空航天公司德事隆集团
的两项专利，要求大疆向德事隆支
付 2.79 亿美元的赔款。德事隆集
团声称，大疆无人机的自动悬停和
跟随功能涉嫌侵权其“飞机自动悬
停控制”和“交通工具控制系统”的
专利。

对于这一判罚结果，美国航空

行业网站SUAS News曾发文称，该
判决表明美国专利制度的扭曲，允
许企业为任何可能拥有现有技术
的东西申请专利。既然德事隆赢
得这一例判决，那么他们也能以此
为依据起诉所有纳入美国国防部

“蓝色小型无人机系统”计划的公
司。言外之意是判赔 2.79 亿美元
的结果严重缺乏合理性，暴露判决
的不公平性。

据悉，大疆是全球无人机和航
拍技术的领导者，在全球拥有超过
8000项专利，在全球民用无人机市
场占有率达到74%。而德事隆集团
则是一家主要从事军用直升机和
军用飞机领域的公司，在无人机领
域并没有实际产品和市场表现。

大疆方面也表示，德事隆集团
与大疆的产品完全不同。此外，大
疆在 2009 年就已经在 XP3.1 飞控
系统中应用了悬停控制技术，而德
事隆集团所诉讼的核心专利是
2011年申请的。

关于市场上出现的“大疆无人

机宁可退出美国市场也绝不缴纳
罚款”等的传闻，大疆内部相关人
士予以否认，并表示大疆从未在公
司任何官方声明或对外沟通中传
达过这些信息，公司将进行上诉，
坚决捍卫自身权益。

参与国际竞争
中企需警惕“专利陷阱”

不少专家指出，德事隆此次
起诉大疆是一种“专利陷阱”的做
法。据了解，专利陷阱是指一种
通过恶意申请获取他人技术相关
的专利，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诉讼
或索赔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阻碍、
排除竞争对手，获取不正当的经
济利益或市场优势。此前，包括
华为在内的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
及国际上也遭遇过类似的“专利
流氓”式诉讼。

有数据显示，大疆无人机在
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为 90%，在全球
市场的占有率是 70%，在美国市场
的占有率更是接近 80%。上海申

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思伟告诉记
者，美国此次向大疆开出天价罚
单，很可能是一种打压中国科技
企业的制裁手段。在此次诉讼
中，大疆并未得到应有的权利保
护。之所以中国企业会成为对方
专利大战的围剿目标，是因为大
疆的海外市场份额高，且技术实
力远超竞争对手，给美国企业造
成一定的威胁。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在美参
与国际竞争时，不仅要加强海外维
权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要
意识到专利陷阱的存在，充分重视
如何针对这类手段可以采取何种
有效的反制措施，避免像大疆一样
陷入巨额判罚，给公司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张思伟建议企业，出海
时除了重视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
申请外，也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
挖掘和广泛拓展，围绕一些细节关
键点申请专利，布下自己的防御体
系，必要时可以进行反制，使其他
竞争者无机可乘。

大疆在美遭专利诉讼 否认退出当地市场
■ 本报记者 钱颜

国际商标协会日前发布了题
为《太空中的知识产权》的白皮
书。随着未来几年外太空的经济
活动将激增的预测，这份白皮书强
调了在这一新领域促进和保护知
识产权的迫切需求。

在过去的几年里，私营部门向
低地球轨道发射了许多火箭、卫
星，甚至提供了旅游服务。预计到
2050 年，低地球轨道、外太空以及
月球和火星将有密集的商业活
动。根据非营利组织太空基金会
的《2022年太空报告》，太空经济正
在以多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2021
年全球年度支出达到创纪录的

4690 亿美元。这一趋势预计将在
未来几年持续下去。到 2040年相
关支出可能会本次发布飙升至1万
亿美元以上。

国际商标协会的太空知识产
权项目组联合主席、来自美国世界
贸易中心协会的克拉克·拉克特和
印度ALG律师事务所的谢贾·埃赫
特舍姆介绍称，“我们的报告力求
将复杂且有些晦涩的全球条约和
国家法律提炼成可行、合理的原则
和行动计划。我们认为，这是解决
这一困难但也非常有趣的挑战的
重要第一步。”

知识产权法是安全、竞争和创

新经济的基础。然而，正如《太空
中的知识产权》白皮书中所指出的
那样，目前关于外太空活动的国家
和国际法律和条约没有充分考虑
到如何保护这些重要的无形资产。

2022 年国际商标协会前主席
泽格尔·温克曾表示：“尽管太空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法律真
空地带，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
但随着关于太空新举措的商业
计划频繁地被发布，技术再次冲
在了法律的前面。我们希望这
份报告能成为关于如何在太空
保护知识产权的一场不可避免
的辩论的基石，不仅是在不久的

将来，而且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
和下一个世纪。”

在对当前的外太空条约、与外
太空有关的国家法律、仲裁制度、
联合国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白
皮书、法学教授和航空航天业高管
访谈以及其他资源进行了审查后，
该项目组提出了 10 种主要方法供
相关各方进一步考虑，以创建太空
知识产权的法律基础设施。

在这 10 种方法中，7 种用于创
建权利，3 种用于执行这些权利。
短期（至 2030 年）提议涉及扩大马
德里商标国际注册体系的范围，以
将一个名为“外太空”的新管辖权

纳入其中。自然法、合同、数据库
的创建、法院的设立和仲裁也被提
及。在中期（到2040年）提议中，报
告建议制定太空条约并设立一个
新的仲裁庭，长期（到2050年）提议
提出扩大先前提议的条约以及知
识产权登记和执行相关事宜。

国际商标协会首席执行官艾
迪埃纳·桑斯·德·阿塞多表示：“这
份报告给国际组织、政府、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甚至知识产权和太空探
索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敲响了警钟，
推动能够促进外太空的创新和知识
产权保护的公平、透明和可操作的
机制的确定与开发。” （王丹）

太空不“空” 维护太空知识产权应运而生

本报讯（记者 钱颜）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日前举办的
大湾区科学论坛知识产权分论坛
上，发布了《大湾区创新发展专利
指数报告（2023 年）》。报告基于
专利数据，构建专利指数，揭示出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特征和
发展变化趋势。

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专
利申请活跃，海外发明授权专利
在全国优势突出。2017年至 2022
年，大湾区的海外发明专利占全
国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四分之
一以上。

企业是大湾区技术创新的主
体。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2年，
大湾区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大
湾区专利申请量的 73.44%，企业
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大湾区发明专
利授权量的 78.33%，企业《专利合
作条约》（PCT）申请量占大湾区
PCT申请量的94.43%。

专利数据表明，大湾区在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

等多个产业具备技术优势，产业有
效专利数量、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占
比等指标表现优秀。其中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在全国对应产业专
利授权总量中占比约四分之一。
此外，大湾区在数字创意、生物等
产业的海外授权专利优势明显。
在数字创意产业、生物产业、相关
服务业的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在
全国总体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中
占比明显高于专利授权量在全国
总体专利授权量的比例。例如，
2022 年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海外
发明授权占比为 39.42%，高于全
国专利授权占比 12.91%。

结合企业专利指数的产业分
布，粤港澳大湾区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创新高度集中在深圳，数字
创意产业创新集中在广州和香
港。大湾区企业专利指数前 100
名中，有50家位于深圳，19家位于
广州。大湾区高校院所专利指数
前 30名中，有 15家位于广州，8家
位于深圳。

企业是大湾区技术创新主体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
是我国开展“一带一路”战略上至关
重要的一环。随着我国企业在印尼
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增多，中国企业
对商标的保护需求也逐渐增多。本
文对商标侵权的救济手段进行简要
介绍，以期能为中国企业在印尼寻
求商标保护提供一定的思路。

印度尼西亚《商标法》规定了
三种救济措施，分别是：民事、刑事
和行政救济措施。

首先是民事救济措施。印尼
的知识产权纠纷由商事法院管辖，
当地共计有5个商事法院。原告主
张的赔偿损失既包含赔偿物质损
失，还包含非物质损失。根据当地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商事法院
应当在立案后的90日内作出判决，
经最高法院院长批准同意的，可以
延长30日。但实际上，商事法院通
常会在9至12个月内对一审知识产
权案件作出判决。判决书送达当
事人后，如一方不服商事法院的判
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的14日
内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2016年第20号《商标和地
理标志法》第 94 条至第 98 条以及
2012年最高法院第5号关于临时禁
令的规定：基于充分的初步证据，商
标权利人（和/或被许可人）在权利
受到损害时，可以请求商事法院发

布临时决定。
法院一旦签发临时禁令，法官

将在 24 小时内告知当事人。当事
人必须执行，违反临时禁令的行为
将构成刑事犯罪。鉴于此，商标权
利人（和/或被许可人）可以要求侵
权方停止在相同/类似商品上生产、
分发、销售无权使用的相同/近似商
标。但是，如果商事法院拒绝签发
临时禁令或者被执行方被认定为
不侵权的，那么申请人已支付的担
保需支付给对方作为赔偿。

法院最终判定侵权的，商标权
利人（和/或被许可人）有权处置侵
权货物。处置方式包括：一种是销
毁侵权商品，另一种是要求法院收
缴侵权人的工具和材料。

总的来看，由于损失较难证明，
因此印尼近几年有关商标的民事诉
讼案件并不多，平均每年10起左右。

其次是刑事救济措施。根据
印尼《商标法》的规定，对于在相同/
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
（高度近似）的商标，非法使用人将
面临最多 5 年监禁和/或最高罚款
20 亿印尼盾；对于相同/类似商品
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
非法使用人将面临最多 4 年监禁
和/或最高罚款 20 亿印尼盾；如果
侵权商品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生活
环境造成损害，甚至造成人员死

亡，那么可判处最多 10 年监禁和/
或罚款50亿印尼盾。

如果在印尼发现侵犯知识产
权的行为，商标权利人（和/或被许
可人）需要确认自身的知识产权情
况，确保被控侵权人无法对自己的
知识产权提出对抗措施，比如撤
销、无效等。一旦确认了自身的知
识产权情况和被控侵权方的使用，
那么商标权利人（和/或被许可人）
可以先向被控侵权方发送警告函，
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行为。

如果侵权行为继续，商标权利
人（和/或被许可人）可以向印尼知
识产权总局或者向警察局报案，警
方收到报案后将开展搜缴工作。
搜缴工作比较耗费时间，且需缴纳
5000 万到 2 亿印尼盾的搜缴费用。
如果权利人希望立即开展搜缴行
动，那么还需支付额外的费用。

随后案件进入调查阶段。调
查后，案件将移交给公诉部门，由
公诉部门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起
诉前，商标权利人（和/或被许可人）
可以选择调解、谈判或者仲裁等方
式处理侵权纠纷，如无法达成一
致，那么商标权利人（和/或被许可
人）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就
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刑事案件都是
通过庭外和解来解决。

最后是行政救济措施。行政救

济措施，这里主要是指海关备案。
印尼的海关备案系统仅限于注册商
标和版权登记作品。印尼的海关备
案系统不针对个人开放，只有当地
的法人实体或者在当地设有子公司
的外国公司才有权在海关进行登记
备案。海关备案自2018年6月21日
起生效，至2020年，海关系统共有7
件商标和2件版权进行了备案。

海关备案需在海关官网上提
交，提交后 30 个工作日内，海关将
作出是否核准备案的决定。海关
备案的有效期为 1 年，到期可以办
理续期。通过备案，如果今后发现
涉嫌侵犯商标权/版权的货物通过
海关，海关总署将扣留并通知备案
的商标权/版权的所有人。一旦所
有人同意，海关将放行扣押货物。

根据2017年第20号政府法规第
3条（1）款关于控制涉嫌构成侵犯知
识产权，或者源自侵犯知识产权的进
出口货物的规定：海关通过以下方式
控制涉嫌构成或侵犯知识产权的进
出口货物：海关官员依职权进行扣
押，根据商事法院的命令进行扣押。

当发现涉嫌侵权的货物，海关
扣押后将通知权利持有人。权利
人需派当地代理担任侵权货物的
审查员，对侵权货物进行核查，并
且权利人需要在2个工作日内将送
达确认书发送到扣押货物管辖区
内的商事法院申请临时禁令。权
利人还需要向海关支付1亿印尼盾
作为担保，直至法院作出裁决。

（作者单位：中国贸促会专利
商标事务所）

印度尼西亚商标制度介绍之侵权维权篇
■ 丁苗

印度对进口聚氯乙烯悬浮树脂
作保障措施终裁

印度商工部近日发布公告
称，对进口的残留氯乙烯单体含
量高于 2PPM 的聚氯乙烯悬浮树
脂作出保障措施终裁，建议以配
额形式实施为期一年的保障措
施，配额按季度分配，分配数量及
适用的国家/地区详见附表。措施
实施以印度财政部公告为准。本
案调查期为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2年6月30日。

2022 年 9 月 16 日，印度商工
部发布公告称，应印度国内企业
提交的申请，对进口的残留氯乙
烯单体含量高于 2PPM 的聚氯乙
烯悬浮树脂启动保障措施调查。

澳大利亚发布对涉华铁道轮毂
反倾销措施明年到期
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日前

发布公告称，进口自中国和法国
铁道轮毂的反倾销措施将于 2024
年 7月 16日到期。利益相关方应
于 2023年 7月 15日前提交日落复
审调查申请，若在上述期限内未
收到申请，中国和法国铁道轮毂
的反倾销措施将于 2024年 7月 16
日到期后终止。

2018 年 4 月 18 日，澳大利亚
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公告，应澳大
利亚生产商申请，对进口自中国
的铁道轮毂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
调查，同时对进口自法国的铁道
轮毂发起反倾销调查。2019 年 1
月 24 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
发布第 2019/12号公告，对中国的
铁道轮毂作出反补贴否定性裁
定，决定终止对中国涉案产品的
反补贴调查。2019 年 7 月 16 日，
澳大利亚前工业科技部正式对中
国和法国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
税，其中，中国为 17.4%，法国为
37.2%。

美国作出活页文件夹
反倾销初裁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
国、印度和越南的活页文件夹作
出反倾销肯定性初裁，初步裁定
中国生产商/出口商的倾销率均为
192.70%、印度生产商/出口商的倾
销率均为 15.07%至 86.01%（抵消
补贴后的保证金调整为 11.42%至
82.36%）、越南生产商/出口商的倾
销率均为 324.70%。美国商务部
预计将于 2023年 7月 25日作出反
倾销终裁。

2022 年 11 月 2 日，美国商务
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印度和越
南的活页文件夹发起反倾销调
查、对进口自印度的活页文件夹
发起反补贴调查。

蔚来汽车近期开通了“蔚来法务部”微博账号，发布了多篇自媒体涉嫌侵权并提起诉讼的微博内容，要求“车事
纪”道歉并赔偿损失200万元，要求“小牛说车”删除相关视频、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500万元。据了解，新能源企业小
鹏、理想、零跑等都开通了相关账号，针对涉嫌恶意侵权的自媒体账号进行维权。 （张毅）

制
图
制
图

耿
晓
倩

耿
晓
倩

巴西对华光缆产品
发起反倾销调查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
务 部 外 贸 秘 书 处 近 日 发 布 公
告，对原产于中国的光 缆 产 品
发起反倾销调查。本案倾销调
查期为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损害调查期为 2017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生效。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