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洋）4 月 24 日，国新办举行 2022 年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在会上表示，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排名提升至全球第 11位。

申长雨介绍说，2022 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 79.8 万件，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9.4 件。中国申请

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国际专利申请

7.0 万件，通过《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提

交外观设计申请 2558 项。核准注册商标 617.7 万件，收到

国内申请人提交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5827 件。新认

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5 个，新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注册 514 件。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量分别达 451.7 万件、183.5 万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4026
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发证 9106件。

申 长 雨 指 出 ，2022
年，查办专利商标等领域

违法案件 4.4 万件。处理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案件 5.8 万件，办理维权

援助申请 7.1 万件，受理

纠纷调解 8.8 万件。查办

侵权盗版案件 3378 件，删

除 侵 权 盗 版 链 接 84.6 万

条、重点版权监管大型网

站 3029 家。扣留进出口

侵 权 嫌 疑 货 物 6.1 万 批

次，审核新增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备案 2.1 万件。审

结 各 类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54.3 万 件 。 起 诉 侵 犯 知

识产权犯罪 1.3 万人，办

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监

督案件 937 件。侦破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

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至 81.25 分。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的同时，知识产权运

用效益更加凸显。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 14.3 万亿

元（2021 年 值），同 比 增 长 17.9%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12.44%。版权产业增加值达到 8.48 万亿元（2021 年值），

同比增长 12.9%，占 GDP 比重达到 7.41%。2022 年专利商

标质押融资总额达 4868.8 亿元，同比增长 57.1%。著作权

质押担保金额达 54.5 亿元，同比增长 25.9%。知识产权使

用费进出口总额达 3872.5 亿元，同比增长 2.4%，其中出口

额同比增长 17%。共签订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 24.1
万项，成交额 1.8 万亿元。发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

品 33 只，发行规模 62 亿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市

场主体超 2.3 万家，产品年直接产值超 7000 亿元。

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为市民普及知识产权知识（2021年4月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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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进厂快递进厂““融融””出发展新空间出发展新空间
浙江宁波市，中邮服饰1号智能云仓内，来自雅戈尔工厂的

商品入库后，邮政快递员工熟练操作电脑系统，进行分拣、复核、

打包，平均每分钟就有10个快件整装待发。

江苏昆山市，京东物流运营的超大型设备吊装云仓中，单体

重量 10多吨的光伏切割设备经过基础组装后，稳稳吊起运装。

定制化的仓储服务有效破解了大型设备的存储、运输难题。

从末端“搬运工”到走进生产线，从单一的物流运输到一体

化供应链管理服务，近年来，面对多元化的物流市场需求，快递

企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点对点”运输模式，而是通过大力推进

“快递进厂”，将服务延伸至生产环节，实现与制造业的更好融

合。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指导各地组织快递企

业培育规模项目，推动地方政府申报试点发展先行区，出台“快

递进厂”属地工作方案，研究财政税收、信贷保险等相关支持政

策，为快递服务制造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人民日报》2023.4.26
韩鑫

基因组学革命基因组学革命““狂飙狂飙””到了哪一步到了哪一步
4月25日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

科学家的这一发现，将生物学研究带入分子时代。

人类基因组计划 1985年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开始时由

美、英、法、德、日5个发达国家参与。1997年11月，出席中国遗

传学会青年遗传学工作者讨论会的汪建、于军、顾军、贺福初、贺

林、曾益新、顾东风、杨焕明等中青年遗传学家们，齐聚湖南张家

界，在数天的会议中坚定了一颗雄心：争取拿到1%的测序任务，

赶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末班车。

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表示，人类基因组计划最大的贡献

在于推动核酸测序能力的“超摩尔定律”增长，进而催生了基因

组学驱动的生物医学研究范式变革。时至今日，基因组学已迈

入“成熟期”。其他生命组学方面，蛋白质组学仍有“成长的烦

恼”，代谢组学“方兴未艾”。因此，我们虽已进入基因组时代，但

仍呼唤多组学或生命组学时代的到来。

《新华每日电讯》2023.4.25
王若辰 张格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火热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火热
4月25日，中国联通（青岛）智算中心一期正式启用；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枢纽节点近期接入首批客户……算力

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正加速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近年来我国算力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近 30%。国家枢

纽节点间的网络单向时延降低到20毫秒以内，算力核心产业规

模达到1.8万亿元。

“算力每投入 1元，将带动 3-4元的经济产出。”中国信通院

院长余晓晖说，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对数字经济和

GDP的提高有显著的带动作用。

在浙江，每天约有300万人次使用“浙里办”APP办理各项政

务服务、大事小情。他们每一次点击、办事的数据调取，都是由

杭州城北半山脚下杭钢建设营运的数据中心提供算力支撑。

依靠模型计算，工业生产更智能高效；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

上，农作物种植有据可依……数字经济的活跃让计算无处不

在。多方正加快数据中心建设，不断夯实算力赋能的底座。

《经济参考报》2023.4.27
郭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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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跑起来数据跑起来 数权须先定下来数权须先定下来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但基于数据要素开展经济活

动还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数据权利究竟如何确定，是数据要素

参与经济运行的起点，更是全球理论界、学术界、产业界、法律界

的争议点，也是阻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难点之一。

专家表示，数据是谁的；怎么确权；能用来干什么、不能干什

么；什么数据可以垄断，什么数据必须共享；如何去交易，如何去

投资；如何去监管，数据市场是人管还是技术管；标准由政府定

还是市场定；是否要全球化这8个问题，已经把数据要素市场最

核心的难点都列了出来。但坦率地讲，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得

到实质性的解决。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

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提出 20条政策举措。其就

数据产权创新性地提出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

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此举被认为是重大制度

创新，有助于突破数据产权困境。

《科技日报》2023.4.27
何屹 房琳琳

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111位位

去年授权发明专利去年授权发明专利7979..88万件万件
本报讯 （记者 李洋）4 月 25

日，在第 23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即

将到来之际，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

第 18 个开放日活动，国家知识产

权局局长申长雨出席活动并致辞。

申长雨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

改革开放 45 周年，也是我国与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 50 周年。我

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得

益于改革开放，也为改革开放提

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加

入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

条约，建立了“一带一路”知识产

权国际合作常态化机制，深度参

与中美欧日韩、金砖国家、中国—

东盟、中非等小多边知识产权合

作，与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知识产权双边合作关系。面向未

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继续秉持

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深度参与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

定，积极表达中国主张、提出中国

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促进创新要

素合理流动，让创新创造更好造

福各国人民，促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局有

关部门发布了 2022 年度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典型案例、专利复审无效

十大案件和商标异议、评审典型案

例，8 城 9 地分会场进行了视频连

线展示。

活动期间，来自创新主体、代理

机构和新闻媒体的 100 余位代表受

邀参观了知识产权文化展厅、新时

代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就展、中国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 50 周年

纪念图片展，以及知识产权受理大

厅和审查部门，并进行了互动交

流。各分会场也结合实际举办了

形式多样的互动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伟）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

会获悉，2023年一季度，北京技术市场实现稳定增长，北京市认定

登记技术合同 2.1844万项，同比增长 6.4%；成交额 1895.4亿元，同

比增长 17.1%，技术交易规模多年稳居全国首位。

据介绍，随着依法行政的不断深化，北京技术市场形成了相

对完善的技术市场政策法规体系。为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

要求，规范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将

《北京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和《北京市技术合同登记机

构管理办法》进行整合，修订形成新的《北京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管理办法》。

新修订的《管理办法》以“权责清晰、流程顺畅、简政放权、稳

中求进”为目标，进一步规范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明确了认

定登记的主体类型、程序、优惠政策，明确了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的

设立条件、职责，登记人员的规范要求以及支持技术市场发展的

相关措施。

作为落实税收减免、科研人员奖励等相关优惠政策的基础性

工作，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是技术市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以便利创新主体为原则，北京技术市场逐渐形成了“1 个

市级部门+16个区科技部门+N家登记机构”的技术合同登记服务

布局，管理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遍布北京市的 30 多家登记机构创新服务模式，主动靠前，通

过微信服务群等多种方式，及时回应创新主体需求；通过上门“一

对一”服务，深入开展走访调研，跟踪技术合同登记情况，为创新

主体提供专业化、定制化服务。立足于“1+16+N”服务网络，北京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形成了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

一培训的工作构架，保障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高效有序地开展。

与此同时，为更便捷高效地做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激

发创新主体活力，北京技术市场通过双向寄递、在线填报核定收

入、精简申请材料、压减办理时限、简化技术性收入核定程序等举

措，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

经过不断的升级改造，北京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引入AI智
能识别和区块链技术，突破在线打印登记证明、电子签章等功能

障碍，实现全程网办。截至 2022年，注册用户数量达 6.6207万个；

2022年，访问总数达 15.6940万次。

此外，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技术市场政策宣讲，采取点、线、面结合的原则，

构建常态化宣讲机制，“点”上重点打造“技术市场政策解读云课堂”精品服务，

“线”上串联科技政策宣讲资源，依托相关活动共同开展，“面”上覆盖各区和科

技园区，依托区科技部门、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及相关协会联盟开展宣讲。截

至目前，2023年组织或参与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有关宣讲 8场，线上线下覆盖 100
万余人次。

目前，北京地区拥有 51家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多元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不断

深化。为规范技术转移服务，北京市积极组织开展国家标准《技术转移服务规

范》和地方标准《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规范》的宣贯工作，组织《技术转移服

务人员能力规范》地方标准实施的试点工作，充分发挥标准的指导作用，切实

提高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专业能力和人员的服务水平。常态化组织技术转移

服务人员专题培训，形成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初级、中级、高级、继续教育四级分

层培养体系。

据悉，在《管理办法》的保驾护航下，北京技术市场将进一步聚焦主责主

业，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加大人才培养、加强监督管理，不断营造技

术市场的良好生态，促进技术交易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奋力谱写北京技术市场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李洋）在第 23 个世界

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智慧芽旗下智慧芽

创新研究中心发布《2023 全球企业知识产

权创新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科技企业越

来越重视专利用于“防范经营风险”和“限制

竞争对手”的价值；企业知识产权工作预算

增长放缓，但通过数字化转型应对挑战成为

趋势；专利诉讼依旧普遍，目标聚焦直接维

权。在知识产权与研发创新的价值闭环方

面，已有九成中国科技企业依赖专利情报赋

能研发创新。然而，知识产权团队与研发团

队之间对专利的技术情报价值还存在明显

认知落差；研发人员专利知识储备不足是研

发创新的痛点。

报告显示，当下企业在诉讼目标上更聚

焦直接维权、更弱化策略性竞争。从数据

看，通过主动诉讼打击侵权的情况从 67%提

升至 82%，而意在阻碍研发、竞争市场的专

利诉讼均有较明显程度的下降。

专利诉讼是专利风险管控工作中最为

复杂的环节，即使多数企业倾向于更加前

置风险防范，但诉讼仍然是最为有力的渠

道。从整体情况看，四成中国科技企业涉

及专利诉讼，仍处在上升阶段。

报告同时显示，企业在研发创新过程

中，需要多种技术情报输入。具体看，61.7%
的被调研企业表示，在研发全过程中，会通

过专利情报掌握竞争对手近一两年的研发

动态。同时，制定战略方向，了解技术发展

宏观趋势；攻坚技术突破，寻找具体技术解

决思路；评估技术方案，估测技术方案质量

效 果 ；在 确 定 技 术 方 案 、规 避 侵 权 等 场 景

中，均有一半以上的企业高度认同专利所

发挥的价值。

此外，报告还指出，近九成中国科技企

业在运用专利信息获取技术情报时存在瓶

颈。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在于研发

人员虽然认同专利价值，但在专利知识储

备上，与 IP 团队相比有明显差距。报告显

示 ，共 有 62% 的 IP 负 责 人 和 51% 的 研 发 负

责人均认可“研发人员对专利体系理解的

欠缺”是主要归因。其二囿于专利自身的

数据海量、文本晦涩等特点。

为期5天的第48届日内
瓦国际发明展4月26日在瑞

士日内瓦 Palexpo 展览馆开
幕。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该展览会首次恢复
线下展出。40个国家的800多

个参展单位共展出1000多个
发明项目。在本次发明展上，

中国团队带来165个发明项
目，展位154个，展区面积约为
600平方米。图为当日在瑞士

日内瓦，一名来自中国的发明
家在第48届日内瓦国际发明

展上展示一款电驱系统。
新华社记者 连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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