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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钱颜）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于日前举
办《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自
律公约》（以下简称《自律
公约》）集中签约活动。全
国共有 81 家电商平台参加
签约，淘天集团、拼多多、
抖音、腾讯、小红书、京东、
得物等 23 家电商平台代表
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集中
签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
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
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完善产权制度，
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
有制经济产权”。开展此次
活动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
一个具体行动，也是强化制
度机制创新、促进知识产权
保护社会共治的一项务实
举措。

《自律公约》由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倡议并组织推
动，是各电商平台自愿签
订、自律执行的承诺性文
件。该文件对电商平台履
行知识产权保护义务明确
了具体要求，增强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有
关规定的可操作性。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广大电
商平台要对照承诺事项，进
一步完善平台制度规则，细
化工作流程，采取更加切实
有 效 的 措 施 保 护 知 识 产
权。各级国家市场监管部
门要加强指导和督促，保证
公约内容得到有效实施。

在签约仪式上，平台企
业代表宣读《自律公约》，并
作表态发言。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有关司局、国家知识
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负
责同志参加签约活动。

81家电商平台承诺共同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销售“韩版北面服饰”构成商标
侵权，杭州一网店被判赔36万元；恶
意攀附“FILA”，法院适用惩罚性赔
偿，判决赔偿362万余元……衣食住
行等领域的品牌培育、保护，与消费
者品质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更新换
代快、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尚行业，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往往是产品销
量的“指示器”，而知名品牌也成为不
法分子侵权、仿冒的热门对象。

“我们不能等品牌‘成长’之后再
‘保护’，而是应该让品牌在‘保护’中
‘成长’。”近日，由中华商标协会、中国
服装设计师协会、中国服装协会联合主
办，中国时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承办的
2024中国时尚知识产权大会上，中华
商标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东平介绍，
如果想充分保护时尚品牌的商标等知
识产权，就需要权利人在监控和维权时
更加积极、主动，也需要服务机构为权
利人提供更多、更专业的服务和支持。

提升品牌价值增强保护能力

“时尚如同一面旗帜，引领着人
们的审美和生活方式。而商标等知
识产权则是保护时尚创意的坚实后

盾，为创作者提供了法律保障，确保
他们的辛勤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尊
重和回报。”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执
行主席杨健道出了时尚行业商标等
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永新专利
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春湘
表示，对于时尚品牌而言，原创设计
是创新源动力，不论何时何处，在遭
遇商标等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时应
给予重视，树立保护意识，并制定策
略和行动方案以妥善应对。

北京玫瑰坊时装定制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于1997年，该公司董事长、
首席设计师郭培介绍，独特的设计是
品牌价值的核心。对于该公司的自
主品牌而言，这种独特之处体现在采
用了影响更为深远、更加全球化的中
西相融的创意诠释方式。她常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东及欧洲文化中汲取
灵感，并勇于将这些元素融合于同一

系列之中。“对品牌而言，这种对于文
化的重新演绎是提升品牌价值的有
效方法。”郭培表示。

“鄂尔多斯”品牌创立于上世纪
80年代，“温暖全世界”是该品牌的知
名广告语，2001年企业所在城市更名
为“鄂尔多斯市”，2024年“鄂尔多斯”
品牌价值1809.72亿元。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
部总监路东生看来，为了加强品牌保
护，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资产不但要
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客体精准保护，
还需要联合不同的权利类型进行多
重保护来稳定权利基础，并组合运用
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会上还发布了2024时尚产业知识
产权保护年度报告，介绍了2023年中
国时尚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趋势
展望。该报告自2019年首次发布以
来，旨在分析中国时尚产业的商标等知

识产权保护状况、挑战和趋势，在为政
府、行业协会、企业和设计师提供参考
意见的同时，也帮助时尚产业从业者更
好地应对时尚行业中的知识产权挑战。

发布典型案例提供精准服务

江南布衣不正当竞争案、雅诗兰
黛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今
年，中国时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首次
组织开展中国时尚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典型案例评选，共评选出10个典型
案例，以提炼总结典型创新亮点，发
挥示范指导效应，进一步提高时尚领
域的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这些案例凸显了保护商标等知
识产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醒从业
者要不断加强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
从多角度出发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和品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央
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颖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

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
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姚欢庆介绍，相关
案例反映了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对时
尚领域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有力保
护。对于恶意侵权行为，我国的司法
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但对于企业和律
师来说，如何证明被控侵权人的恶
意，从而得到行政和司法的支持是至
关重要的工作。

雅诗兰黛集团法务总监黄志妍
介绍，对于跨国企业而言，维权的重
点在于通力合作。雅诗兰黛运用线
上线下结合、中外配合、前后呼应的
方式，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对侵权
行为进行精准打击。

此外，中国时尚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还通过开展“组建专业团队精准对
接”“普及知识提升意识”“搭建桥梁
促进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建立了知
识产权律师与青年设计师之间的维
权联系渠道。今年“青年设计师维权
援助项目”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度升
级，新一批12位援助项目青年律师、
代理人将为服装行业青年设计师在
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权等方面
给予专业支持。

商标为品牌添“翼”创新为时尚添彩
■ 王晶 汪要

9月25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在京发
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
（2023—2024）》（以下简称《2023—
2024年度报告》）和《贸仲仲裁裁决域
外承认与执行案例选编》（以下简称

《执行案例选编》）。记者在发布会上
获悉，近五年来贸仲在受案数量、涉
案争议金额、当事人国别数量等各项
主要指标稳居世界前三。

中国仲裁的国际公信力再度提升

“《2023—2024年度报告》和《执行
案例选编》形成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
发展总结的引领成果，展现了中国仲
裁在过去一年取得的亮眼成绩，为中
外经济主体更好了解、认识、参与中国
仲裁提供了有益参考，为进一步推进
建设国际一流仲裁机构、营造友好仲
裁司法环境、将我国建设成为国际商
事仲裁优选地再添助力。”贸仲副主任
兼秘书长王承杰分别就《2023—2024
年度报告》与《执行案例选编》的内容
和亮点进行了介绍。《2023—2024年度

报告》在全面分析2023年中国国际商
事仲裁案件数据和2023年至2024年6
月中国仲裁法治实践发展的基础上，
同步跟踪国内外商事仲裁理论研究动
态、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教育与后备人
才培养进展，持续探讨中国国际商事
仲裁司法审查所涉法律问题，全方位
梳理中国当前的紧急仲裁员程序及其
实践，重点考察在不同情形下如何合
理应对破产程序给仲裁程序带来的挑
战，并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思考和探索
能源争议的重点法律问题和仲裁的运
用前景。

《执行案例选编》是国内首次聚焦
中国仲裁机构裁决在域外被承认和执
行状况的专门研究，由贸仲资深仲裁员
牵头，高校学者和实务律师组成课题
组，重点选择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
坡、英国、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香港等
1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从贸
仲近年来在上述法域获得承认与执行
的裁决中精选了15个案例进行系统研
究，梳理介绍了不同法域执行域外仲裁
裁决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要求，总结归纳

了贸仲仲裁案件程序管理中的良好实
践，深入分析了不同法域法院适用《纽
约公约》态度和审查贸仲裁决的标准，
特别关注了不同法域特殊规定对当事
人实体权利的影响。

王承杰表示，通过两个课题的研
究可以看到，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经
贸投资争议解决方式，已成为各国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软实力的重要
手段。在全球各国愈加重视仲裁发
展、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以贸仲
为代表的中国仲裁机构业务数据增幅
显著，案件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贸
仲代表中国一流仲裁机构在国际取得
亮眼成绩，中国仲裁的国际公信力再
度提升，全球服务辐射面进一步扩大，
中国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展现强
大动力。

引领成果展现中国仲裁亮眼成绩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全球通行的
纠纷解决方式，在妥善处理国际经
贸投资争议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已成为各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
治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王承杰在会上介绍，2023年，贸
仲 受 理 案 件 5237 件 ，同 比 增 长
28.17%，争议金额1510.23亿元，同比
增长 19.01%，个案平均争议金额
2883.77 万元，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均
创历史新高；其中，涉外案件645件，
争议金额527.65亿元，涉外个案平均
争议金额 8180.55万元；案件涉及 88
个国家和地区。自1956年成立至今，
贸仲受理案件累计已覆盖全球165个
国家和地区。相较于国际商会国际仲
裁院（ICC）、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SCC）、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新
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香港国际
仲裁中心（HKIAC）等国际知名仲裁
机构，近五年来贸仲在受案数量、涉案
争议金额、当事人国别数量等各项主
要指标稳居世界前三。特别是 2023
年以来，各项增长尤为显著。研究成
果显示，贸仲仲裁裁决在全球范围不
同法域获得高度认可和广泛执行。仅
从已知案例可见，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哈萨
克斯坦、南非、阿根廷、新加坡、印度、
越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的法院广泛承认/认可和执行了贸
仲裁决。2024年初，沙特阿拉伯法院
承认和执行金额人民币2.4亿元的贸
仲仲裁裁决，不仅创下沙特阿拉伯法
院承认和执行中国仲裁裁决的最高金
额记录，更标志着中国仲裁裁决成功
经受住了伊斯兰教法的考验。近期，
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承认并执行
涉人民币 12亿元支付义务的贸仲裁
决，刷新了中国仲裁机构裁决在域外执
行标的额的最高纪录。2021年，贸仲
被由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和美国伟
凯律师事务所共同发布的业界权威国
际仲裁调查报告（2021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评为全球最受欢迎
的五大仲裁机构之一。贸仲代表中国
一流仲裁机构在国际取得亮眼成绩，中
国仲裁的国际公信力再度提升，全球服
务辐射面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一流仲
裁机构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际商事仲
裁中心建设展现强大动力。

近五年来贸仲各项主要指标稳居世界前三
■ 本报记者 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