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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和初
创企业已经开始在该领域进行投资和
融资，且投融资规模呈现不断增长的
趋势。

根据元力社统计，2022年国内已
披露的元宇宙投融资总额达到了 136
亿人民币，投融资总额较2021年55亿
元增长 147%；投资事件总数为 221
起，较2021年51起增长333%。

与此同时，元宇宙领域的投融资
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北京区块链技术
应用协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
发布的《元宇宙蓝皮书：中国元宇宙发
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元宇宙投融资涉及的领域包括技
术平台、虚拟资产、内容创作和物理设
备等多个领域。

元 宇 宙 的 建 设 离 不 开 技 术 平
台，而平台的开发和维护需要投入
大量资金。投资者可以通过直接投
资或收购市场上的技术公司来参与
元宇宙建设。虚拟资产作为元宇宙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元宇宙中
具有实际价值。这些资产既可以是
数字货币、游戏物品、艺术品，也可
以是不动产等，因此，虚拟资产的交

易、交换、管理等是元宇宙投融资的
重要方面。

由于元宇宙涉及大量的内容创
作，包括游戏设计、虚拟现实体验、数
字艺术品等，故支持元宇宙内容创作
也是一种投资。元宇宙需要大量的硬
件设备来支撑其运行，如高端计算机、
服务器、VR/AR 装置等。投资相关
硬件制造商和供应商也是元宇宙投融
资题中的应有之义。

中国的元宇宙投融资增长，充分
显示了国内元宇宙投融资市场前景广
阔，元宇宙也将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国的一些科技巨头，如腾讯、阿
里巴巴、华为等已经在元宇宙领域进
行投资和布局。

《报告》指出，随着国家逐渐重视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发展，
政府对元宇宙等虚拟现实技术的支
持力度越来越大，为元宇宙在中国的
投资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
和支持。

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
对沉浸式体验需求的不断增加，元宇
宙作为一种全新的数字空间形态受到

越来越多用户的关注，这为元宇宙在
中国的投资和市场开发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前景。

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持续升温，
投资者对于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项
目也表现出了更强的兴趣和投资意
愿，这无疑为元宇宙在中国获得更多
的投资机会提供了条件。

元宇宙投融资中所面临的风险也
不容忽视。《报告》指出，元宇宙投资融
资需要密切关注投资项目风险，考虑
该项目的可行性和长期发展潜力；技
术和市场风险，具体包括技术不成熟、
可靠性较低、市场还未得到充分验证
以及投融资回报周期较长等；安全风
险，如黑客攻击、盗窃等导致投资损
失；法律风险，如虚拟货币监管、智能
合约合法性等。

对此，《报告》建议投资者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应对相应风险：

一是技术评估，在投资项目之
前，对技术情况进行充分的评估，了
解项目所涉及的技术、技术的可行
性和成熟度，以及是否有相应的技
术支持。

二是了解投资方信誉，对其信誉

进行了解和评估，包括历史业绩、经
验、声誉等。可以通过查看其官网、
社交媒体账号、新闻报道等方式进行
了解。

三是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包括
确定投资额度、退出机制、投资期限
和收益预期等。同时也需要明确投
资方和项目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合
作方式和流程。

四是加强平台安全防范，采取有
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如数据加密、多
层次身份验证、实名认证等，并且要
定期进行漏洞扫描和安全评估，及时
发现和修复潜在的安全问题。

五是关注法律风险和监管政策，
确保项目符合相关规定。同时了解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差异，以避免
因法律问题导致投资损失。

六是与专业机构合作，获得专业
的咨询和支持，以帮助其更好地了解
和规避风险。这些机构包括投资银
行、律师事务所、风险评估公司等。

七是持续监测和调整，及时发现
和处理潜在的问题。如果出现了不
可预见的风险，需要及时采取应对措
施，以减少损失。

投融资元宇宙需多维度考量
■ 本报记者 王煜

在广东省东莞市日前举行的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商标典型案例
评析论坛”上，中华商标协会公布了 26
件“2020-2021 商标代理典型案例”名单
及 34件“2021-2022商标代理典型案例”
名单。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专”）代理的 3件案件入选
其中。

一是红梅杏商标无效宣告案（2020-
2021商标代理典型案例）。

该案基本案情为宁夏恒利宝丰工贸
有 限 公 司（“ 被 申 请 人 ”）注 册 了 第
19480006 号 商 标“ 红 梅 杏 ”（“ 争 议 商
标”），核定使用在第 31类的“杏”等商品
上。港专公司代理彭阳县林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申请人”）针对争议商标提起
了无效宣告请求。申请人指出，“红梅
杏”是被申请人所在地宁夏固原市彭阳
县的特产，是杏的品种之一。在争议商
标申请日之前，彭阳县很多农户都种植
红梅杏，对当地农户具有极为重要的生
产生活意义。如果作为良种名称的“红
梅杏”由被申请人一家垄断，无疑会损害
当地农户的利益。争议商标会使相关公
众对于商品的品质和种类等特点产生误
认，具有欺骗性，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7）项的情形。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裁定中认为，“彭
阳红梅杏”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
县特产，其独特品质是由彭阳县独特的自
然因素决定的。2016 年 12月，原国家质
量监督检疫检验总局批准对“彭阳红梅
杏”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争议商标核
定使用在杏、小麦等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
对商品的品质、种类等特点产生误认，具
有欺骗性，已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
第（七）项规定之情形。因此，争议商标应
当予以无效宣告。

本案属于涉及地理标志和通用名称
的商标无效宣告案件。争议商标“红梅
杏”被当地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
林木良种名称，且当地政府对该经济作

物进行了大力扶植，是当地农民脱贫的
重要经济作物。但是“红梅杏”列入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时间晚于争议商标
的申请日。为在地理标志认定时间晚于
争议商标申请日的情况下，本案代理人
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与申请人进行了
深入的沟通和会谈，掌握了我方商标的
使用情况以及地理标志申请情况，以及
对方在当地使用争议商标的情况，收集
第一手证据，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进
行了大量研究和梳理，并从争议商标造
成商品产地和品质的误认的角度切入，
最终在争议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7）项这一点上得到了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支持。

二是图形系列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案
（2020-2021商标代理典型案例）。

该案基本案情为北京大米科技有限
公司（“原异议人”）对广州保赐利化工有
限公司（“申请人”）申请注册的31件图形
商标（“被异议商标”）申请提出异议申
请。争议焦点为被异议商标与申请人拥
有的在先图形商标构成类似商品和服务
上的近似商标、侵犯了其拥有在先权利的
著作权、申请人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具有
恶意。经审理，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31
件申请不予注册。申请人不服，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提起了不予注册复审。经过审
理，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 31 件被异议商
标应当予以核准注册。

原异议人在异议申请和不予注册复
审程序中列举了16个注册商标申请驳回
复审案。这16个驳回复审案涉及的是原
异议人申请注册的文字及图形商标。其
中的图形元素与原异议人在异议申请中
引证的图形商标几乎完全相同。原异议
人在异议申请和异议复审答辩中称其 16
个申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引用申请人拥
有的与被异议商标相同的图形商标而驳
回。根据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被异议商
标亦应被认定为与原异议人的引证商标
构成近似商标。然而，在这 16 个驳回复

审案中，原异议人却争辩其文字及图形商
标中的图形元素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引证
的申请人的图形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
并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做出驳回复
审决定的 15 个案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
也均认定原异议人的申请商标中的图形
元素与申请人的图形不构成近似商标。
显然，原异议人在本案和驳回复审案中针
对同一事实的意见是完全相反、相互矛盾
的。根据《商标评审规则》第 50条，评审
程序中，当事人在申请书、答辩书、陈述及
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
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商标评审委员
会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
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中，原异议
人针对同一事实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进
行了自相矛盾的陈述。同时国家知识产
权局在驳回复审案中所做的有利于原异
议人的决定也不支持原异议人在异议申
请和异议复审答辩中的陈述。因此，尽管
原异议人不认为其自相矛盾的陈述构成
法律意义上的“自认”，但并没有足以推翻
对其不利的陈述的相反证据。本案代理
人一针见血地抓住了原异议人在异议陈
述和证据材料中的瑕疵，一举推翻了 31
个不予注册决定，从而保护了申请人的合
法权利。

三是“TOKYO MARATHON”商标
驳回复审行政诉讼案（2021-2022商标代
理典型案例）。

该案基本案情为日本东京马拉松财
团（“原告”）申请注册了国际注册第

1518161 号“TOKYO MARATHON”商
标（“诉争商标”），并领土延伸到中国进行
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以诉争商标违反
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为由驳回了诉
争商标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请求，并在
后续的驳回复审程序中维持了这一决
定。原告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经过审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支持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诉争商标予以核
准注册。

我国商标法和商标主管机关对含有
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的商标的注册申请
原则上持否定态度。此种实践倾向主要
是基于如下考虑：地名作为商标的显著
性问题；同一地区其他厂商合理使用地
名的权利；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本案代
理人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主张诉争商标
整体含义为“东京马拉松赛”，具有区别
于 地 名 的 其 他 含 义 ；原 告 放 弃

“TOKYO”专用权，且原告作为赛事主
办方申请诉争商标符合通常商业惯例。
为了支持本行政诉讼，原告除了提交大
量证据证明诉争商标在中国相关公众当
中具有很高知名度，具有区别于地名的
含义“东京马拉松赛”之外，还提交了有
力证据证明原告为该赛事主办方，并放
弃“TOKYO”部分的专用权，由此从根
本上解决了地名作为商标注册及使用时
可能会出现的 3 个相关问题，最终说服
法官支持了原告主张。

（来源：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
公司）

港专代理的三件案件荣获中华商标协会典型案例

新能源汽车向
规模效益型发展

■ 本报记者 穆青风

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呈现出增速逐步
放缓、出口增长较强的态势。无论是整车厂还是
锂电厂商，都在想方设法应对新能源汽车市场复
杂多变的产销趋势。除了在国内积极抢占市场份
额外，出海成为各家企业的“必选项”。在日前举
办的电动车行业发展大会上，瑞浦兰钧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张小聪表示，中国企业要走
进国际市场一定要意识到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
性。当走出国门的时候，必须要做好这一企业发
展的基石，包括应急预案。

北汽集团董事韩永贵表示，在新的发展阶段，
企业是创新主体，要把握好国家政策，聚焦自身专
长或所锚定的板块，通过合作、协同和自主创新提
高核心竞争力。

“我们要在相关领域持续加大投入，推动机制
创新，持续做好人才建设工作，在汽车领域拥有更
多知识产权，让中国在世界汽车行业标准制定中
拥有更多话语权，这才是中国汽车产业强大的体
现，”韩永贵说。

此外，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还存在关税壁垒、
贸易政策问题，例如美国《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
案》补贴本土制造的电动汽车，设置了40%的本地
化生产要求，对我国汽车产品出口和海外布局具
有一定限制；欧洲出台《新电池法》，将从 2024 年
起对包括电池在内的碳足迹、回收成分、性能的标
准细化和升级，对我国动力电池在海外生产制造
和使用提出新的要求；土耳其将对进口我国电动
汽车加征40%的额外关税。

上汽大通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杨峻岭表示，
企业可以把产品、服务、备品备件转嫁给代理，
由代理商完成当地市场的销售和服务工作。也
可以考虑实施海外市场的本地经营，加大技术
支持以及国际沟通，在当地建立具备可信度的
品牌。

在可见的时间窗口内，智能电动车可能是中
国品牌改变竞争、重塑格局、打造世界级品牌的
机会。长安汽车总裁王俊表示，无论是技术方
面、还是市场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小规模时
代，逐渐迈向规模效益型阶段。他建议，一是推
动建设行业共性技术的创新平台，共同攻关下一
代电池、AI芯片、高精度地图、操作系统等共性技
术，加大对基础学科前瞻技术的投入；二是打造
安全可靠、自主可控具备持续竞争力的产业生
态，推动新能源和智能化核心技术全线可控，降
低生产要素的全过程成本。

近日，满载着汽车零件、电子仪器、化妆品、啤酒等货物的X8008次中欧班列驶入西安国际港站，标
志着中欧班列境内外全程时刻表班列首次实现了有来有往。图为从德国杜伊斯堡返回西安国际港站
的X8008次中欧班列。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2019 年中意两国签署“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七国集
团（G7）国家中第一个也是目前唯
一一个同我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
备忘录的国家。2020-2022 年，中意
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中国海关总
署数据显示，2022 年中意双边贸易
额达 77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
增速位居我国同欧洲国家贸易额前
列。我国是意大利在亚洲第一大贸
易伙伴，意大利是与我国签署农产
品输华协议最多的欧盟国家。在此
背景下，中意双边农产品贸易形势
如何？

中意农产品贸易概况

中意农产品贸易额在疫情影响下
逆势上扬，2022 年达 17 亿美元，在欧
盟国家中位列第五，同比增长 3%。其
中，我国自意大利农产品进口额 8.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1%，进口产品主
要为葡萄酒、可可制品、咖啡制品和
乳制品；对意大利农产品出口额 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2%，出口产品主
要为番茄制品、烟草制品、动物油脂
和水产品。

中意农产品贸易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基于“一带一路”的合作
背景，以及双方农产品存在优势互补，
中意农产品贸易实现快速增长，虽然
国际经贸形势整体低迷，但双边贸易
额依旧保持节节攀升。另一方面，受
当前国际形势及贸易政策的影响，中
意农产品贸易仍面临贸易壁垒增多、
物流运输成本高、市场拓展困难等方
面的挑战。

未来中意农产品
贸易合作的主要方向

意大利作为欧洲农业大国，农业食品产值占意大利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欧洲统计局 2022 年
数据显示，意大利是世界第一大葡萄酒生产国，橄榄油产
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西班牙。此外，意大利是欧洲第
一大稻米生产国、第二大水果生产国、第三大蔬菜生产
国。意大利农产品产量大、品质优，与我国农产品贸易互
补性强，贸易前景广阔，未来可从三方面深化中意农产品
贸易合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两国农产品贸易主管部门间的沟通与
合作。以两国元首外交为引领，依托中意政府委员会、经济
合作混委会和企业家委员会等成熟机制，推动两国农业经
贸合作走深走实。

二是进一步积极应对贸易壁垒、促进农食产品市场开
拓。目前我国涉农出口企业对意大利农产品检验检疫制度
和有关法律、法规仍然缺乏足够了解，对意大利和欧盟严苛
的贸易壁垒缺乏应对策略，应进一步深化国际市场政策研
究，加大对意大利农产品检验检疫制度、有关执行机构情况
的通报力度。

三是进一步拓展中意涉农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鼓励
企业“走出去”，加强各类展会对接，推动两国涉农企业在农
产品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市场推广等领域全方位深入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欧洲统计局）
（作者系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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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广州海关监管验放，一批产自非洲
国家科摩罗的鲜活龙虾近日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
通关。这是科摩罗食用水生动物通过海关总署检
疫准入程序以来的首个进口批次，也是我国首次
进口科摩罗食用农产品。

该批鲜活龙虾品种为波纹龙虾，重 500千克，
搭乘航班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后，被迅速卸载
运往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接受海关查
验，经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关员查验
无异常后顺利放行。“鲜活龙虾保鲜期短、不耐存
储，海关依法开辟‘绿色通道’，使我们的生鲜产品
能快速通关。”该批龙虾进口商广州蒲公英供应链
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彩华说。

为助力非洲优质农产品顺畅进口，广州海
关持续优化监管模式，依法依规开辟农产品进
口“绿色通道”，设置水果、活鱼虾等鲜活易腐农
产品冷链监管场所，推行“5+2”预约查检、抵港
直卸、快速响应等作业模式，助鲜活货物快速提
离。同时，广州海关积极发挥进境食用水生动
物指定监管场地作用，利用国家级水产品检测
重点实验室与现场查验无缝对接的一体化优
势，实现进口鲜活农产品“随到随查、随查随检、
随检随放”。

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前5月，广州海关关区进口
非洲农产品5.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6.5%。（关悦）

首批科摩罗农产品在广州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