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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在 2024 年第十一
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
举行的“2024 中国企业国际合规
论坛”上，来自政府机构、商协会、
企业、国际组织等代表聚焦合规展
开研讨。论坛旨在提升中国企业
国际合规能力，助力中国企业在国
际化道路上行稳致远。记者在活
动中注意到，与会嘉宾更为关注中
国企业在出海进程中的合规议题。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刘
晓峰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进
程遭遇逆流，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
塑。在此背景下，国际合规是中国
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是中国企业
融入全球经济的桥梁、是中国企业
实现互利共赢的保障。

“应借鉴先进国际经验，加强
国际合规能力建设，提升合规管理
水平，积极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和规
则的变化。这是中国企业在新形
势下不断发展壮大，实现更高质量
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刘晓峰认
为，通过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企业
可以与国际同行建立互信，开展平
等互利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此外，中国企业还应通过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国际贸易规
则，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
国智慧和力量。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
央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庞丽娟表示，合规是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基石，国际合规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时在海外运营的基本要
求，“我们要积极推动企业的合规建
设，引导企业树立合规意识，建立健
全合规管理体系，更好地适应国际
市场规则，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庞
丽娟表示，北京始终以首善之区的
标准，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
发展，深入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开放
路径，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新
高地。

庞丽娟表示，北京还应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文化底蕴、人才资源等
优势，不断提升服务贸易的规模和
质量。在科技创新领域，北京汇集
了众多顶尖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
业，为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提供了强大动力；在文化服务领域，

北京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
的文化资源，为文化贸易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在教育、金融、医疗等
领域，北京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高
服务水平，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服务。北京将继续加
大对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优化营
商环境，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

“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外经贸
企业的内部合规建设，完善制度，
打造国际合规专业队伍，培育企业
合规文化，提升合规管理数字化水
平。另一方面，应主动积极开展国
际合规应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
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与此同时，还应加强政企联动
效应，主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提升国际合规话语权，必要时
组织必要诉讼和反制，积极维护国
家和企业利益及经济安全。”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会长、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首席专家、
国际合规 IC500 智库首席专家王
亚平在会上表示。

中国口岸协会自贸区分会副会
长、中税企业咨询集团董事长田舒

表示，近两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
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我国
企业和产业得到较大提升和发展，
已经从原来靠简单的制造加工，到
现在以创新与技术驱动的市场阶
段。另一方面则是国际经贸规则重
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在这个过
程中，中国企业继续“走出去”，推动
国际化的进程面临更多新问题和新
挑战。

“从宏观上，中国企业在国际
政策、贸易规则以及投资限制等方
面备受挑战，很多企业受政策导
向，到东南亚、墨西哥建厂；从中观
上，现在进入了全球化2.0时代，处
于区域市场重构的过程，这也意味
着或将出现更多经贸摩擦与纠纷；
从微观上，企业在经营中存在数据
合规、知识产权等问题。”世界贸易
中心协会亚太区商贸服务顾问委
员会主席朱小兰表示，中国企业在
国际政策、贸易规则以及投资限制
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应
看到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带来的机
遇，企业应主动适应区域市场重构
的过程，加强数据合规、知识产权
等方面的管理。

强化合规成融入全球经济的桥梁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以“知识产权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为主题的第
十三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日前在京开幕，来自39个国
家和 4个国际组织的参会人员就知识产权法治建设、
保护、运用、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
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01.5 万件，成为世界上首
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 400 万件的国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我国排名第 12 位，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连
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发展新质
生产力，必须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中
的关键作用。要持续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充分发
挥知识产权在更好激励高水平创新，加快推动产业创
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为新
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表示，过去几十
年中，全球知识产权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中国正
在推动这一转变，在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方面领
先世界。面对这些激动人心的新的发展趋势，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将进一步通过自身工作赋能创新。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
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全面摸清存量“家底”，历史上首
次全面盘点全国2700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合计134.9
万件存量专利。

百度集团资深副总裁梁志祥表示，过去一年里，
人工智能出现了新的发展，智能体成为大模型最重要
的应用。智能体在与知识产权融合的过程中，还在不
断创新知识产权的边界。一方面，基于大模型生成的
智能体实现了从“人机交互”到“人人交互”，不仅能成
为企业的“金牌员工”和用户的“专属助理”，而且让
每个人都能成为创造者；另一方面，新的技术新的应
用还会不断地智能涌现，对知识产权边界的创新还会
不断延伸。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建议，要着力推
进要素创新。首先，聚焦三类人才，加快培养造就一
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新型人才队伍，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其次，发展壮大耐心资本，完善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全
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相匹配的、多元化的“接力式”金融服务，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输血造血。最后，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激发知识、技术、管理和
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
流动。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国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源头保护，不断提升知
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提高知识产权授权及时性和权利稳定性。同
时，健全知识产权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体系，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促进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取得更
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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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快速发
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制
造、传播涉企谣言，以网暴企业牟
取非法利益，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
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
“最高检”）相关部门表示，当前此
类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以“舆论监督”为名威胁
企业、敲诈敛财。不法分子利用企
业对舆情传播、声誉受损的畏惧心
态，编造散布虚假的企业负面信
息，讹取相关企业“封口费”。

二是以“维权”之名、行“索财”

之实。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造假
式”维权、“碰瓷式”维权等手段，对
企业实施敲诈勒索或诈骗。

三是团伙化、产业化作案趋势
明显。不法分子成立专门公司，在
多平台运营大量网站和自媒体等
账号，媒体运营、信息发布、对接删
帖“一条龙”作业。

四是“网络水军”成为重要推
手。借助舆情推手、“网络水军”推
波助澜，涉企网络谣言负面影响呈
几何倍增。

为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今年初，最高检在全国检
察机关部署开展“检察护企”专项

行动，其中，对维护网络营商环境，
依法打击利用网络谣言、网络舆论
非法敛财、损害企业商誉相关犯罪
提出明确要求。各地检察机关依
法办理了一批利用网络传播涉企
虚假信息、蓄意造谣抹黑企业、以

“舆论监督”名义损害企业商誉，实
施敲诈勒索等犯罪案件，对企图通
过网暴企业非法获利的犯罪分子
形成有力震慑。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重点惩治
通过网络制造、传播、利用虚假涉
企信息对企业实施的敲诈勒索、强
迫交易等犯罪，以及为网暴企业等
不法行为推波助澜的“网络水军”

所涉犯罪。加快研究制定办案指
导意见，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尺度，
规范引导网络行为，为社会公众依
法用网划清底线、红线。

当企业遭遇网络暴力时，要
冷静处理，依法维权。企业可以
根据网络谣言的影响范围、证据
收集难易等，将内容虚假程度高、
性质情节相对恶劣、与维权关联
度高的证据及时保存固定。及时
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通知其对
相关虚假、侵权信息采取删除、屏
蔽等必要措施，防止不实言论持
续扩散发酵，同时，也可以通过法
律手段维权。

最高检：对敲诈勒索企业行为“零容忍”
■ 程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