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武器推进企业发展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8_BF_90_

E7_94_A8_E7_9F_A5_E8_c122_484195.htm 用法律为经营保驾

护航 ??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武器推进企业发展 中国企业

如何在知识经济、技术创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生存发

展是涉及众多行业和领域。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是这一话题中

重要的法律问题之一。面对不容乐观的形势，为企业发展保

驾护航的法律工作者应当如何借鉴美日国家的成功经验，给

企业的经营者提出怎样的建议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一、不容

乐观的形势 近年来，中外知识产权冲突纷起，诉讼频频，逐

年增加。2004年1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开庭审理

美国劲量电池公司和EVEREADY电池公司起诉中国内地7家电

池生产企业即是一例。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国

各地法院受理的外国企业起诉国内企业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案

件就有近500起，就已审结案件的结果看，几乎都是中国企业

承担了败诉结果。有人评价外国公司是在利用知识产权保护

来成为争夺国际市场、挤压中国的竞争对手；有人则将惊呼

“狼来了”。著名学者陶鑫良在《最近中国及上海的知识产

权形势与案例》的讲演中认为：10年前发生在美国、日本与

韩国企业之间的专利之战和知识产权大战，很可能在日、韩

、美、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重演；大多数日本企业的角

色，已经从当年的被告切换到了今天的原告，同时把中国企

业推上被告席。中外知识产权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另

一方面，印着“日本制造”的中国传统艺术品??景泰蓝大模

大样地出现在国内市场上；北京的“全聚德”烤鸭被吆喝到



家门口的“金聚德”、“同聚德”所困扰⋯⋯据报道，仅加

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

过10亿美元。至今影响最大的案例是“DVD专利联合许可”

系列纠纷，我国的DVD厂商为此支付日、美、欧企业结盟的

“6C”、“3C”、“1C”等30多亿元人民币，还将继续支付

数百亿元人民币。中国企业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分企

业甚至面临被迫关闭。 二、美日国家的成功经验 欧美发达国

家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能较早认识到，在经济竞争中最大的

资源和优势实质上在于科技和人才，而知识产权保护是保障

科技和人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在二战以后到上

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制定了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所谓“技术立

国”的战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1979年提出“要采取独自的

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可以看作是知识

产权战略第一次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总结美日两国实

施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不难看出两国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不断

更新与强化，激励和挖掘知识产权。除不断地修改与完善传

统知识产权立法，还注意扩大保护范围，加强保护力度，把

一些新兴技术形式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例如美国将网

络营销模式等理念列入专利保护范围。国家加强调整知识产

权利益关系、在鼓励转化创新方面强化立法，以促进技术创

新和技术转移，提高产业技术竞争能力。如美国陆续通过

的1980年《拜杜法案》，1986年《联邦技术转移法》，1998年

的《技术转让商业化法》，和2000年《技术转移商业化法案

》等。 日本不仅重视如何激励和挖掘知识产权，而且十分重

视知识产权的应用。首先，日本政府建设了国家信息基础设

施网络，促进企业公开知识产权信息，培养现有技术调查机



构，建立风险投资体系、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例如向企业征

集未被利用的专利并编成数据库供公众查询利用，提高知识

产权的利用率。其次，企业也重视知识产权的利用。一方面

，企业将知识产权作为竞争获利的重要手段，拓宽知识产权

流通渠道，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设立专门机构

，配备高素质专职人员，注入巨额研究开发资金，开发和保

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同时，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企业都设立

了报酬与贡献、效益挂钩的奖励机制，给予发明人或对知识

产权有贡献的员工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如武田药品工业以专

利产品销售额的0.5％作为奖金发给该项专利发明人。第三，

日本建立了专利联盟，有效地创造国际标准。如形成了DVD

六C联盟，即六家生产DVD的核心企业，日立、松下、三菱

、时代华纳、东芝和JVC，在DVD方面形成技术核心联盟，

达到专利支持、标准共定、技术分享，有效保障了专利的应

用。 另外，日本还通过立法，促进信息流通，进一步完善知

识产权应用环境。 三、中国企业如何应对 2004年1月，国务

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专利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大力推动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湖北考察时也明确指出

：企业发展要面向国内国际市场，依靠改革和科技进步，提

高素质和竞争力；要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知名品牌。6月7～8日，北京召开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座

谈会”。来自社会经济学界、法律界、科技政策界和企业界

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纷纷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献技献策。

那么在此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如何配合并真正参与到知识产权

战略中来？ 首先应该从自身做起，大力培养知识产权意识，

加强与中介组织联系。因为多种原因，当前大多数企业的知



识产权意识薄弱，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尚未从自发走向自觉。

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多种形式来普及

相关知识，同时也应密切注视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最新进展

，全面提高企业全体成员的知识产权意识，避免企业发展过

程中侵犯他人权利。律师事务所等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专业

上有显著的优势，这些中介服务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与

经验，帮助企业管理知识产权和解决侵权纠纷，如提供法律

咨询，甚至代表权利人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第二，积极申

请，主动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在知识产权竞争能力上，

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发

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从专利来看，美、日等发达国家在生

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关键技术领域占据

绝对优势，大约占这些领域专利总量的90％。从商标来看，

我国企业的商标注册量极少。2001年全国有各类企业300多万

家，平均近3家企业才拥有一个注册商标。而像美国的雷诺士

、日本东芝等公司，一家就拥有商标上万个。企业在逐渐培

养知识产权意识时，需要积极主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包括

在其他国家和地方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此外，还应力争把我

国占有优势而国际上还不保护的有关客体纳入知识产权保护

范围，如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工艺”等等

。以商标为例，企业首先要把没有注册的商标及时注册, 采用

全面注册的办法防止抢注；在设计企业标识时要统一,使商标

和企业名称、商号、牌匾、包装装潢、域名乃至企业的其他

标识统一起来,防止他人抢注企业标识；对一些新的权利,如域

名权、IP地址等,对这些新的企业标识企业要及时注册,为企业

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占据一个立足点；慎重许可使用商标，前



些年在许可使用商标中出现了两种情况,造成严重的商标淡化

甚至退化,企业应警惕。一是一些企业用其知名商标或驰名商

标作价出资与外方合资,合资后外方却将该商标弃置不用,只用

自己的商标,几年后该商标已无人知晓,导致商标严重退化。如

广州的“洁花”香皂与美国合资后,被“海飞丝”、“潘婷”

顶了名。二是一些企业盲目扩大使用许可,不管使用方的产品

质量,结果败坏了商标形象和企业信誉。 第三，敢于并善于应

诉。树立知识产权战略不等同于知识产权保护，学会使用知

识产权这一法律武器，必要时不仅应该积极应诉，还可以主

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前文提到的

美国劲量电池公司和EVEREADY电池公司起诉中国内地7家电

池生产企业（福建南孚电池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器有限公

司；广东正龙有限公司；广州虎头电池集团公司；宁波豹王

电池有限公司；浙江三特电池有限公司；中银(宁波)电池有

限公司等）一案中，美国无汞碱锰电池337调查不仅仅是针对

被告公司，对中国碱锰电池整个行业也是个挑战。如果被起

诉企业不应诉，则属自动败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发出

永久排斥令,使得中国所有企业生产的该项产品都无法进入美

国市场。令人鼓舞的是，中国企业没有被动挨打，涉案企业

正充分发挥商务部、行业协会的组织功能，联合全行业企业

积极应诉，争取9月的终裁中取胜。 第四，不断创新，尽快

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是发展的根本，一味的技术引

进解决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企业只有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

权，才能真正掌握竞争资源，才能使企业参与到WTO背景下

的国际竞争中去。企业完全可以广泛联合科研院所，积极投

入到科技成果转化，也可以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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