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
图
制
图

耿
晓
倩

耿
晓
倩

0606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24年2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钱颜 刘国民 制版/高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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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预警

商事法律服务是贸促会服务
企业的重要手段和独特优势。在 2
月 28 日举办的 2 月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
从经贸摩擦预警、知识产权保护等
方面，对中国贸促会不断完善商事
法律服务链条、拓展商事法律服务
平台、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的工
作情况进行了介绍。

电子行业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会上，中国贸促会发布了 2023
年 12 月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从
综合指数看，当月全球经贸摩擦指
数为 260，继续处于高位区间，比上
年同期上升38个点，比上月上升90
个点。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
同比上升14%，环比上升66.5%。

杨帆介绍说，从国别指数看，阿
根廷、印度和美国经贸摩擦指数在
20 个国家（地区）中位居前三，美
国、欧盟和日本经贸摩擦措施涉及
金额排名前三。与上年同期相比，
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继续保持高
位，阿根廷从中低位升至高位，且较
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

从行业指数看，电子、机械设
备、轻工、医药和运输设备行业是经
贸摩擦措施的主要冲突点。在监测
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全球
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从分项指数看，监测的 20 个
国家（地区）共发布 24 项进出口关

税措施，启动 3 起贸易救济调查，
向 WTO 提交 TBT（技术性贸易壁
垒）通报和 SPS（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通报 65 项，发布进出口限制
措施 44 项，发布其他限制性措施
124 项。其中，进出口限制措施指
数在五类措施指数中居首。今年
以来，除贸易救济措施同比增长
外，其他四类分项措施同比继续
呈下降态势。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 个
国家（地区）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
1649，处于高位，较上月上升 1497
个点。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
指数最高，其次是巴西，阿根廷排
名第三。当月 19 个国家（地区）涉
华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
升 15.1% ，环 比 上 升 131.8% 。 电
子、机械设备、轻工、医药和运输
设备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
高位。

知产保护国际合作趋势加强

杨帆还对2024年1月全球知识
产权保护指数月度观察报告进行了
发布。据她介绍，1月，全球知识产
权保护指数月度观察报告有以下三
个主要发现：

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方面，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地理标志认
定产品分类与代码》，英国知识产权
局发布《音乐流媒体行业透明守
则》，日本特许厅更新《日本特许厅
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手册》。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方面，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海牙体系指
定费变更调整通知，对日本、以色
列、匈牙利的相关指定费进行调
整；《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
牙协定日内瓦文本（1999 年）》于
2024 年 2 月 13 日对希腊生效，将
于 3 月 14 日对意大利生效，这意
味着欧盟所有加入《1960 年海牙
文本》的成员国都已加入《1999 年
日内瓦文本》。

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方面，中
德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项目
延长，中美欧日韩商标五局（TM5）
专家就恶意商标注册的识别及处理
方法分享经验。

企业对国际贸易
和争端解决咨询最多

贸法通是中国贸促会服务企业
的重要商事法律服务公共平台。杨帆
对贸法通平台运行特点进行了介绍。

一是国际贸易和争端解决咨询
占比最大，占咨询总量的75%，国际
贸易方面主要涉及出口原产地证、
ATA单证册、商业发票证明、自由销
售证明等办理渠道和流程以及各类
商品进出口的规定和资质要求，比如
机器设备出口墨西哥的规定，纺织
品、塑料玩具制品出口到越南、泰国
的标签规定及清关要求等。争端解
决方面以中外企业跨境贸易中的货

款和资金纠纷为主，比如出口货物到
乌干达、土耳其等国时滞留港口，如
何应对买方拒不提货和付款等问题。

二是咨询国别以“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为主，包括俄罗斯、印尼、泰
国、越南、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
乌干达等。

三是开展了“贸法通广东服务
月”活动，本月轮值机构广东省贸促
会线上线下联动，与广东省集成电
路行业协会、电动车商会等单位合
作，组织律师团队上门为企业提供
商事法律服务。同时，还推动贸法
通和省市政务平台粤商通互联互
通，让企业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快
速地找到咨询渠道和信息。

完善商法服务链条 助力企业安心远航
■ 本报记者 钱颜

“中小企业是经济的毛细血管。
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有创新活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
司司长王培章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2
月27日举行的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说，国家知识产权局近年来会
同工信部、财政部等多部门制定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单在专利转化方
面，去年就通过专利开放许可试点达
成许可1.7万项，推动了一批专利技
术向中小企业转移转化。

去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专 利 转 化 运 用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年）》，是科研机构在新
时期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专利转化
运用的重要工作依据。这一方案提
出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
利，进而建立市场导向的存量专利
筛选评价、供需对接、推广应用、跟
踪反馈机制。该方案也提出了要大
力推进专利产业化，加快专利价值
实现；打通转化关键堵点，激发运用
内生动力。

王培章介绍说，近期，国家知识
产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

《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
作方案》以及《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
企业成长计划实施方案》两项配套
政策，希望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
作用，共同推动专利成果更好更快
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进专利产业化缘何如此紧
迫？记者此前在采访中获悉，高校
和科研机构存在大量“沉睡专利”是
我国专利转化的关键堵点。如何让
科技创新从象牙塔走向大市场，转
化成真正生产力，更好服务于经济
发展则是当前政策端重要关切。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2023年底，我国国内高校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79.4万件，科研机
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2.9万
件，合计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
的 1/4。但同时，高校及科研机构
专利成果“不愿转”的顾虑、“不会
转”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梳理盘活有
价值却被闲置的专利成果是推进专
利转化运用的重要任务。

产业化是专利的生命力所在。
我国专利存量较大，创新要素资源
丰富，充分挖掘高校、科研机构等各

类主体的潜力，优化市场服务，培育
良好生态，将能有效激发转化运用
源动力。“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推
动专利产业化的生力军，也是增强
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培育发展新
动能的活力源泉。以专利产业化促
进中小企业的成长，与盘活高校科
研机构的存量专利，两项工作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助力实现专利
价值。”王培章表示，此次即将出台
的《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
计划实施方案》总体思路是：以专利
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为主线，
强化知识产权普惠服务，在此基础
上筛选一批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
建立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培育库，
按需匹配知识产权、产业、金融等惠
企政策，探索形成以专利产业化促
进中小企业成长的有效路径，并进
一步带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
化水平整体提升。

据王培章介绍，《专利产业化促
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实施方案》在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体现出“三
个结合”的特点。一是中小企业成
长与存量专利盘活等重点任务相结

合。通过引导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存
量专利盘活工作，推动企业需求与
技术供给有效对接。通过支持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中小企业充
分发挥在产业链中的专利技术特
长，加快融链入链，增强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性。二是普惠服务与
重点培育相结合。加大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资源普惠供给，完善专利转
化运用服务链条，夯实中小企业专
利产业化基础。在做好普惠公共服
务的基础上，培育一批样板企业，通
过复制样板经验，引领带动更多中
小企业专利产业化水平快速提升。
三是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相结
合。目前专利产业化的困难和堵
点，是供需双方缺乏有效对接，供方

“说不清”，需方“听不明”，缺少发明
人团队、转化服务机构全程跟进服
务。为此，《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
业成长计划实施方案》强调在实施
过程中，围绕专利产业化全链条，注
重发挥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的叠
加效应，探索构建供需匹配、精准对
接、协同高效、运行顺畅的专利产业
化服务体系。

产业化激发专利转化运用源动力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以下简称“专商所”）日前为某知
名化工企业赢得专利无效行政诉
讼的二审胜诉。最高人民法院撤
销了在先的一审判决和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

凭借对液晶技术的透彻理解
和无效宣告审查程序的精准把
握，专商所办案团队深入分析无
效审查决定，认定无效审查决定
在技术理解以及创造性判断上存
在事实认定错误，并且在无效审
理程序上违反“听证原则”。

面对并不理想的一审判决，
专商所办案团队凭借对自身专业
判断的笃定和信心，在二审中坚
持观点、据理力争。基于前期充
分细致准备，办案团队在开庭时
聚焦争议焦点，简练且清晰地向
法官阐释了复杂的技术内容和程
序性问题，在开庭后密切跟进、及
时回应法官询问。最终，专商所
的观点和各项诉讼请求获得了最
高人民法院的全面支持。

本案从无效程序启动直至收
到二审判决历时 5 年多。案件的
胜诉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提供了有力支撑，获得了客户的
高度认可。

同时，本案作为典型案例入选

刚刚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3）》。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裁判要
旨】中指出，“无效宣告请求人仅
主张本专利不具备新颖性故亦不
具备创造性，且未提出本专利不
具备创造性的其他具体理由，专
利行政部门未告知专利权人本专
利不具备创造性的其他具体理
由，亦未给予其针对该具体理由
陈述意见的机会，径行认定本专
利具备新颖性但不具备创造性，
专利权人主张无效宣告审查程序
违反听证原则，构成违反法定程
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的办案团队成员为邓
毅、宓霞。凭借丰富的专利侵权
案件经验，以及在各行业领域拥
有深厚技术背景的办案团队，专
商所尤其擅长办理涉及新兴技
术、复杂技术以及前沿法律问题
的案件。专商所凭借专业与敬
业，维护客户权益，赢得客户信
任。专商所始终扎实践行“守护
智慧、创造价值”的初心使命，不
断精进，为国内外客户提供行业
领先、可依赖且具有前瞻性的法
律服务。

（来源：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
事务所）

专商所助力知名化工企业专利无效行政诉讼二审胜诉

本报讯 国家版权局日前发
布 2023 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情况
通报。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著
作权登记总量达 892.3901 万件，
同比增长 40.46%。其中，作品著
作权登记 642.8277 万件，同比增
长 42.3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 记 249.5213 万件，同比增长
35.95%。

据悉，2023 年，各地区著作
权主管部门和各著作权登记机构
扎实有序做好著作权登记工作，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
有力版权支撑。在作品著作权登
记方面，全国作品著作权登记量
总体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其中，
北京市 110.1072 万件，占登记总
量的 17.13%；山东省 87.3826 万
件，占登记总量的 13.59%；福建
省 71.0648 万件，占登记总量的
11.06%。

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方
面，2023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数量和增速均创 5 年来新高。
从登记区域分布情况看，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登记区域主要分布在
东部地区，登记量约147万件，占
登记总量的 59%。此外，2023 年
全国共完成著作权质权登记 411
件，同比增长17.43%。

从作品类型看，登记量最多
的是美术作品，占登记总量的
51.28%；第二是摄影作品，占登记
总量的38.92%；第三是文字作品，
占登记总量的5.12%；第四是影视
作品，占登记总量的1.84%。以上
类型的作品著作权登记量占登记
总量的97.17%。 （窦新颖）

江苏省高邮法院于近期审理了一起与知名奶瓶品牌“hegen”有关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某公司在京
东、天猫平台通过开设线上店铺，在其销售的奶瓶产品链接中使用“hegen”等字样，被法院认定为侵权，须赔偿所有
权人15万元。 （张扬）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公告
称，对原产于中国的瓷砖作出第
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裁定
若取消反倾销措施，涉案产品的
倾销以及该倾销对欧盟产业造成
的损害会继续或再度发生，因此
决定继续维持对中国涉案产品的
反倾销税，反倾销税率为 13.9%
至 69.7%。本案反倾销调查期为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
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调查期结束。

摩洛哥工业、贸易、绿色与数
字经济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应摩
洛哥国内企业提交的申请，对进
口涂层纤维板启动保障措施调
查。涉案产品由木纤维制成，表面
覆盖有三聚氰胺装饰纸或装饰塑
料片或片材。 （本报综合报道）

广州互联网法院近日生效了一
起生成式 AI 服务侵犯他人著作权
判决，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例生成
式 AI 服务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生效
判决。

这起案件的主角是超级 IP——
奥特曼。作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动漫
形象，奥特曼系列作品在爱奇艺、腾
讯、哔哩哔哩等各大视频网站的热
播排名均名列前茅，具有广泛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2013年，奥特曼特
摄系列作品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为“衍生系列剧最多的电视节目”。

奥特曼作品的著作权人圆谷
制作株式会社与原告签订《授权证
明》，将奥特曼系列形象的著作权
独占授权给原告。

被告公司经营 Tab（化名）网
站，提供具有 AI 对话及 AI 生成绘
画功能的服务。

原告发现，当要求 Tab 网站生
成奥特曼相关图片时（如输入“生
成一张戴拿奥特曼”），Tab 网站生
成的奥特曼形象与原告奥特曼形
象构成实质性相似。原告认为被

告未经授权，擅自利用原告享有权
利的作品训练其大模型并生成实
质性相似的图片，且通过销售会员
充值及“算力”购买等增值服务攫
取非法收益，前述行为给原告造成
严重损害，遂起诉，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是，
被告利用Tab网站的AI绘画工具输
出的生成物是否属于著作权侵权。

判决书显示，被告 Tab 网站的
AI 绘画功能可根据用户指令生成
对应的图片，如用户输入“生成一个
奥特曼”，即生成奥特曼形象图片；
输入“奥特曼融合美少女战士”，即
生成奥特曼身体拼接美少女战士长
发形象的图片等。

在司法实践中，著作权侵权的
判定一般需要满足“接触”和“实质
性相似”两个条件。法院经审理认
为，部分案涉生成图片保留了作品
这一美术形象的独创性表达，并在
多个关键特征与作品具有极高的相
似度，构成实质性相似，同时作品享
有较高的知名度，可在各大视频网

站进行访问、查阅及下载，在被告无
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存在接触
该特摄作品的可能性。原告所提供
的、由 Tab 网站生成的案涉生成图
片，部分或完全复制了作品这一美
术形象的独创性表达。因此，被告
未经许可，复制了作品，侵害了原告
对作品的复制权。另外，部分案涉
生成图片保留了作品的独创性表
达，并在保留该独创性表达的基础
上形成了新特征，被告的行为构成
对作品的改编。因此，被告未经许
可，改编了作品，侵害了原告对作品
的改编权。

广州互联网法院强调，我国人
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数据和算力
资源日益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为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技术的飞速发展过程
中，服务提供者应当主动积极履行
合理的、可负担的注意义务，从而为
促进形成安全与发展相济、平衡与
包容相成、创新与保护相容的中国
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供助益。

（张兴）

全球AIGC平台侵权首案判决

2023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
同比增长40.46%

印度商工部近日发布公告
称，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沙特
阿拉伯及台湾地区的季戊四醇作
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建议对上
述国家和地区的涉案产品征收为
期 5 年的反倾销税，分别为中国
大陆345.15美元/吨、沙特阿拉伯
300.15美元/吨。

欧盟对华瓷砖作出反倾销终裁

印度对涉华季戊四醇
作出反倾销终裁

摩洛哥对进口涂层纤维板
启动保障措施调查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
日印发《工业领域数据安全能力
提升实施方案（2024—2026年）》，
提出到 2026 年底，我国工业领域
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数
据安全保护意识普遍提高，重点
企业数据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
位，重点场景数据保护水平大幅
提升，重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数据安全政策标准、工作机制、监
管队伍和技术手段更加健全。数
据安全技术、产品、服务和人才等
产业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在重点任务方面，该方案围
绕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护、数据
安全监管、数据安全产业支撑三
类 能 力 ，明 确 提 出 11 项 任 务 。
其中，关于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
护能力，提出增强安全意识、开
展重要数据保护、强化重点企业
管理、深化重点场景保护 4 项任
务；关于提升数据安全监管能
力，提出完善政策标准、加强风
险防控、推进技术手段建设、锻
造监管执法能力 4 项任务。

（刘欣）

工业领域数据安全能力提升实施方案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