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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江苏省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

2021年，是江苏知识产权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

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江苏省知识产权工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坚持高质量发展，强化全链条保护，加

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全年工作成效显著：《江苏省“十

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印发实施，《江苏省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纲要（2021-2035 年）》编制完成，全国首部知识产权促进和

保护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通过初

审，在中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考核中再获优秀等次，知识产

权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迈进新征程

（一）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描绘新蓝图。《江苏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强

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作为独立章节，并将“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纳入主要指标体系。全国首部知识产权促进

和保护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

通过初审。江苏省政府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新一轮知识产权合

作会商会议，共同签署《共建现代产业体系自主可控知识产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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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合作会商议定书》，为“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工作

明确了目标、任务、举措和实施蓝图。《江苏省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纲要（2021-2035年）》和有关配套措施编制完成。《江苏省“十

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正式印发，明确建设“五区五高”、

实施“八项工程”的目标任务。《江苏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作为独立的一节

列入重点任务。《江苏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融入更多知

识产权要素，明确提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江苏省“十四

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就知识产权布局、知识产权强企和

知识产权服务等作出要求。《江苏省出版（版权）业“十四五”

时期发展规划》初稿编制完成，完成《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

《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修订工作和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立法

调研工作。省知识产权和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2021年江苏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工作计划》，各成员单位紧扣

“十四五”开局起步，坚持规划引领、各司其职、加强协同，统

筹谋划全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二）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取得新成绩。各设区市高度重视知

识产权工作，因地制宜，开题破局，知识产权管理融合发展不断

深化。南京市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在深交所发行，票面利率

全国最低、发行规模全省第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普惠金融“南

京模式”被商务部列为全国服贸改革试点并向全国推广。无锡市

推进知识产权金融赋能工程，召开知识产权金融工作座谈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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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志保险工作交流会，开展“知惠过年”行动，全国首笔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质押贷款成功落地。徐州市创新构建知识产

权“一站式”服务平台，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网络化、便捷

化和自动化水平，“七聚七提”加强全链条保护受到国家知识产

权局领导批示肯定。常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创新发展的

若干政策》，明确支持知识产权提质发展，实施专利强链计划，

鼓励重点产业链企业围绕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开展专利导航。苏

州市高规格召开知识产权保护大会，发布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推出知识产权“新政30条”，加快构建知识产权保

护最优生态，企业知识产权登峰行动计划获省领导批示肯定。南

通市着力打造“1+2”协同保护新格局，中国（南通）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建成运行，月均业务量居全国前列，中国南通（家纺）知

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在上年度考核中位列全国第一，中国海安（家

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加快建设。连云港市县两级共同推动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和非诉纠纷调解机构网络建设工作，全省首家

实现县区维权援助机构和非诉调解机构全覆盖。淮安市成功启动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淮安受理窗口和淮安市知识产权大数据

平台，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众号专文推广。盐城市知识产权部门

推进落实“高企知识产权护航行动”，首次创设高企知识产权提

升工程项目，催生了一批优质知识产权，有效促进企业、行业、

产业联动转型升级。扬州市实行“一县一地标”培育计划，“地

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做法被权威媒体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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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好地方·事好办”首届中国·扬州品牌文化节会展活

动。镇江市积极发挥专利信息在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中的决策支

持作用，主动融入镇江产业强市发展“一号战略”，在全省率先

探索建设商标品牌指导站。泰州市积极筹建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中

心，创新专利标准化机制，有效放大“专利+标准”叠加效应，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宿迁市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开展知识产权护

航“中国酒都”行动，实施酒类企业高知名商标品牌、高价值专

利培育工程，指导开展酒类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联合多部门开展

专项执法行动。

二、知识产权创造主要指标再上新台阶

（一）商标申请、注册情况。2021年，全省商标申请量582891

件，同比降低3.51%，全省商标注册量517387件，同比增长36.60%，

有效商标注册量2397375件。

2021年全省商标申请量按地区统计图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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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省商标注册量按地区统计图

单位：件

（二）专利申请、授权与拥有情况。2021年全省专利授权量

640917件；PCT专利申请量7168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1.17

件，连续6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13.99件，是全国平均的1.87倍；在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

我省获专利金奖5项、外观设计金奖1项，占金奖总数的15%，同时

获得最佳组织奖，实现历史性突破。企业专利授权量占总量的比

重达到85.28%，比2020年底提高了1.18个百分点，结构进一步优

化。

专利授权。2021年，全省专利授权量640917件，同比增长

28.40%。从专利类型看，发明专利授权量68813件，同比增长

49.67%，高于全国水平16.72个百分点，占专利授权总量的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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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515935件，同比增长27.11%，占专利授权总

量的80.50%；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56169件，同比增长18.73%，占

专利授权总量的8.76%。

2021年全省专利授权量按地区统计图

2012-2021年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统计图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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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按地区统计图

PCT专利申请。2021年，全省PCT专利申请量7168件。

2021年全省PCT专利申请量按地区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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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拥有量。截至2021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

349035件，其中，大专院校有效发明专利量72711件，占比20.83%；

科研机构有效发明专利量12233件，占比3.50%；企业有效发明专

利量251626件，占比72.09%；机关团体有效发明专利量3509件，

占比1.01%；个人有效发明专利量8956件，占比2.57%。全省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41.1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13.99

件。

截至 2021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按权利主体统计图

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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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底全省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按地区统计表

单位：件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有效发

明专利

量

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件/万人)

专利权人类型

院校 科研 企业 机关 个人

南京市 931.97 88932 95.42 39230 5996 41107 730 1869

无锡市 746.40 37270 49.93 6300 1722 27797 632 819

徐州市 908.39 20719 22.81 5163 44 14801 89 622

常州市 527.96 23670 44.83 5029 888 16932 214 607

苏州市 1274.96 85957 67.42 4995 2171 77251 218 1322

南通市 772.80 32395 41.92 1726 385 28322 897 1065

连云港市 460.10 4784 10.40 297 277 3857 66 287

淮安市 455.92 4374 9.59 978 159 2700 361 176

盐城市 671.06 11993 17.87 1094 117 10279 58 445

扬州市 456.10 10033 22.00 1811 217 7665 34 306

镇江市 321.10 15561 48.46 5877 204 9055 111 314

泰州市 451.68 10811 23.94 177 21 9538 91 984

宿迁市 498.82 2577 5.17 34 32 2365 7 139

*其他 / 23 / 0 0 21 1 1

苏南 3802.39 251326 66.10 61431 10981 172142 1905 4931

苏中 1680.58 53239 31.68 3714 623 45525 1022 2355

苏北 2994.29 44511 14.87 7566 629 34002 581 1669

全省 8477.26 349035 41.17 72711 12233 251626 3509 8956

注：1.总人口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 2021》。

2.*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数据中无法归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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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全省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按地区统计图

单位：件

（三）地理标志注册登记情况。2021年，全省新增地理标志

商标29件，新增农产品地理标志20件，截至2021年12月底，全省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总量达378件，有效地理标志产品为91件，登

记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总量为137件。

截至 2021年底全省各设区市地理标志统计表

单位：件

地区 地理标志商标 地理标志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

南京市 17 4 8

无锡市 15 9 4

徐州市 15 6 9

常州市 16 2 7



— 11 —

地区 地理标志商标 地理标志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

苏州市 20 17 14

南通市 29 13 16

连云港市 11 12 5

淮安市 127 2 4

盐城市 57 10 19

扬州市 32 5 8

镇江市 11 3 4

泰州市 15 6 11

宿迁市 13 2 23

省属 / / 5

全 省 378 91 137

（四）著作权登记与合同备案情况。2021年，全省完成作品

登记371776件，比上年增长31.84%。登记作品中，美术作品占

55.87%，文字作品占17.68%，录音制品占10.51%，视听作品占

9.73%，摄影作品占4.05%，其他类型（口述、录像制品、设计图

等）占2.16%。2021年，全省完成著作权合同登记1777件，其中图

书版权引进合同登记647份。

（五）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授权情况。截至2021年底，全省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累计申请量为436件，授权量为292件；全省林

业植物新品种权累计授权量为21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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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情况。截至2021年底，全省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量为8915件，其中2021年新增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登记2915件，同比增长7.84%。

2021年 1-12月全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统计表

单位：件

设区市 2021年度登记量
截至2021 年 12月 31 日

累计登记量

南京市 1045 2792

无锡市 637 2519

徐州市 34 151

常州市 109 326

苏州市 783 2203

南通市 136 412

连云港市 58 189

淮安市 14 54

盐城市 23 98

扬州市 31 86

镇江市 14 43

泰州市 24 31

宿迁市 7 11

合计 2915 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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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保护开创新局面

（一）严保护政策导向更加明确。江苏省委省政府首次将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省级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对设区市党委、政

府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全面压实属地责任。将“每十亿

元GDP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纳入2021年度省对设区市高质量发展

绩效评价考核共性指标体系，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线上展会

招标、评审标准和展会绩效考核标准，进一步调整优化省营商环

境评价知识产权指标体系。省财政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投入

支持，不断优化资金分配方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类资金在专项

资金中的比重。苏州、南京完善保护体系做法入选全国营商环境

评价标杆城市典型做法，南京市、昆山市、武进高新区在全国率

先试点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

（二）行政执法震慑效果明显。持续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形成有力震慑。省知识产权局面向展会、电商

平台、实体市场等重点领域，制定行政保护年度工作方案，专利

行政裁决相关经验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司法部在全国推广，2件案

件分别入选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省市场监管局联合

省知识产权局开展冬奥会、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专项行动，集中执法力量，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零容

忍”，转办并指导各市办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

移交案件线索8件。2021年，全省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4564件，

同比增长23.61%；处理专利商标行政处罚案件3908件，罚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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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2.6万元；共立侵权盗版案件641起，其中行政案件196起，刑

事案件36起，调解案件409起，涉案金额1.6亿余元；省农业农村

厅对重点地区种子市场开展专项督查，排查涉嫌侵权品种和白皮

袋种子等；全省林业系统立案查处种子案件66件，罚没金额229

万元；全省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各类侵权假冒犯罪案件2609起，

破案16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488人，涉案金额20亿余元，工作

绩效名列全国前茅；南京海关扣留侵权货物3882批次，涉案货物

数量61.78万件，涉案货物价值415.5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0.15%、

69.03%和299.79%。

（三）司法保护力度持续加强。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持

续推进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省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纪要》，编制《侵害商标权民事纠纷案

件审理指南》《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指导全

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2021年，全省法院系统新收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31137件，审结29154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案件80件，知

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连续三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省法

院联合省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

机制的通知》，推动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构建知识

产权纠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制度，进一步畅通纠纷解

决渠道，全年调解案件1021件。省检察院实质化推进高检院部署

的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试点工作，抽调骨干组建知识产权

检察办公室，负责知识产权“四检”案件办理和业务指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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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得到高检院的肯定。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1193件，其中刑事案件1118件，民事支持起诉案件58件，公益诉

讼案件7件，1件案件入选高检院第二十六批指导性案例，2件案件

入选高检院2020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四）协作保护进一步加强。省知识产权和商标战略实施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合沪、浙、皖等地知识产权协调议事机构共

同召开长三角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发布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状

况，签署合作举办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与保护论坛协议书。2021年，

省知识产权局受理长三角区域违法案件线索37件、移送10件。省

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第三届长三角地区市场监管执法协作会议，

长三角三省一市代表就“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及知识

产权案件长三角一体化执法协作”展开了专题讨论。省检察院与

上海市、浙江省检察院联合建立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中心”，并组建了青吴嘉检察联合办案

组。

（五）保护载体建设成效突出。2021年，江苏省获批建设中

国（江苏）、中国（无锡）、中国（泰州）3个保护中心，全省

保护中心累计8家、数量居全国第一，维权援助机构达163 家，

在全国率先提出的“1+13+N”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初步形成。服务

重点备案企业近万家，通过预审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由22个月

缩短至6个月，提供咨询服务10672次，受理维权援助申请761件，

调解知识产权纠纷1398件。常州保护中心、南通快维中心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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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通报表扬。

四、知识产权运用取得新进展

（一）知识产权运营平稳推进。省财政厅、省知识产权局联

合印发《江苏省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3）》，实

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获中央财政资金奖补1亿元，支持20家高校

院所、5家产业园区建设知识产权运营中心，8家机构搭建公共服

务平台，4个设区市建设专利转化引领城市，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转

化。省科技厅推进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和省技术产权交易市

场建设，“专利（成果）拍卖季”“J-TOP创新挑战季”成交额均

创历史新高，2021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增幅

超过29%。

（二）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推进。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等开展银企对接活动，2021年，全省专利商标质押融资

金额达286.45亿元，同比增长81.63%，惠及企业2555家，同比增

长72.17%，其中1000万元以下普惠性贷款惠及企业数占比达

86.97%，“互联网+知识产权+金融”模式被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总行在全国推广。省商务厅、省知识产权局联合推进提升知识产

权服务便利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全面深化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任务，两个案例入选国务院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由商务部在全国推广。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指导省担保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为我省小微科技

型企业提供普惠性质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破解科技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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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过程中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1年，省担保公司为20余家小

微企业提供了4000余万元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服务。

（三）专利导航评议持续推进。深化专利导航工程，开展先

进碳材料、车联网等12个产业专利导航项目，举办10场导航成果

发布会，发布智能电网等10份导航报告，惠及企业600余家。加强

重点产业专利分析，开展生物药、化学药、汽车芯片、纳米碳材

料等领域专利分析。组建7家专利导航服务基地，为全省专利导航

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探路。开展《江苏省专利导航工作实务指引》

编制项目，推进我省专利导航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南京、常

州、镇江等专利导航全面融入地方产业发展。完成省科技厅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省科技厅“高企申报”等项目的知识产权分析评

议，共涉及专利约5万件。

五、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实现新提升

（一）培育示范效应更加彰显。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升级工

程，全省13个设区市均设立市级项目，2021年，省市县高价值专

利培育中心累计达413家，在生物医药等领域培育一批高价值专

利，得到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批示肯定。制定《省重大创

新载体重点企业名录》，实施企业分级分类培育，2021年，新增

知识产权贯标企业7399家、累计2.5万家。实施战略推进计划企业

50家、累计949家，企业专利授权量占总量的比重达85.28%，比2020

年提高1.18个百分点，万企有效注册商标企业数1014.38家，比

2020年底增长107.3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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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强链深入推进。以链主龙头企业、重点实验室等

为重点，创新开展知识产权助力产业强链“产才对接”行动，为

我省6家龙头企业、4家重点科研机构对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人才团队，形成了首批10对产才组合，推

动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深度融入产业创新发展。加大产业知识产

权联盟建设推进力度，制定印发《关于加强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备

案管理促进联盟健康发展的通知》，推动构建以知识产权为核心

纽带的产业发展联合体。2021年，全省新增备案联盟5家、成员企

业130余家，全省备案联盟累计达17家、成员企业近700家。

（三）商标品牌培育逐步深化。持续推进“苏地优品”培育、

宣传、推介，2021年，5件地理标志入选国家首批地理标志运用促

进重点联系指导项目，徐州邳州、淮安盱眙获批建设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南京建成地理标志产品追溯平台，扬州“地

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做法被权威媒体广泛报道，

镇江在全省率先探索建设商标品牌指导站。省商务厅举办“江苏

优品·畅行全球”“云聚江苏·服务全球”等系列线上展会，与

跨境电商平台、国际行业商协会合作，搭建平台助力江苏品牌走

出去。

六、知识产权服务彰显新作为

（一）公共服务便捷高效。“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推进，

2021年，知识产权代办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8%。减费惠企政策常态

开展，办理专利费减备案企事业单位8.8万家，推荐优先审查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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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同比增长60.1%。“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服务”入选国

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全面创新改革任务揭榜清单。徐州、连云港、

盐城、泰州获批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窗口，全省累计达

到12家。南京、苏州实现知识产权业务受理“一窗通办”。加快

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2021年，建成上线省知识产权

大数据平台，升级江苏版权服务平台，新获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3家、累计10家，新建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

2家、累计5家，认定首批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40家，其

中备案国家网点6家，实现了信息公共服务机构设区市全覆盖。

2021年，全省新建9家基层版权工作站，目前总数达184家，专兼

职工作人员达400余人，进一步提高版权公共服务体系覆盖范围和

服务质量。

（二）“集聚区”效应逐步显现。无锡依托保护中心建设服

务业集聚区取得显著成效，苏州高新区、南京江宁区知识产权服

务业集聚区获批开展国家专利代理对外开放试点，南通、镇江服

务业加速集聚。2021年，全省新增专利代理机构174家、累计达727

家，新增商标代理机构1381家、累计达5200余家，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总数超过6000家。网上定期公开全省专利代理机构基本信息

和专利代理质量信息，为创新主体高效便捷选择知识产权代理服

务提供有效参考。

（三）服务监管扎实推进。省知识产权局围绕打击非正常专

利申请和恶意商标注册行为召开会议4次、印发文件5份，稳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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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我省疑似非正常专利申请，前三批撤回率达98.7%，高于全国水

平1.7个百分点；约谈指导代理机构604家，立案17起，罚没款163.1

余万元，知识产权代理监管工作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表扬。省

市场监管局深入推进全省知识产权领域市场主体信息归集公示工

作，不断强化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2021年，依托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经营范围中有“专利代理”、“商标代理”或

“知识产权代理”的市场主体信息15666户，公示行政许可信息

3017条，公示行政处罚信息220条，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服务机构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1300户，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89户。

七、知识产权宣传与人才培养做出新成效

（一）宣传工作亮点突出。省知识产权局紧扣“庆祝建党100

周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国家和省“十四五”规划发布、

新一轮局省合作会议召开等关键节点、重大事件，加强宣传策划，

强化政策解读，开展主题宣传，推动知识产权文化进机关、进企

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网络。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15年向社会

发布“江苏省知识产权年度十大典型案件”，省法院向社会发布

“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及“十大典型案例及适用惩罚性

赔偿案例”、《江苏法院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省版权局公布年度江苏省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省市场监管局

发布2021年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及

“知识产权涉外十大典型案例”，展示我省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

权的良好形象。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版权局、省教育厅、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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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林业局、省知识产权局、南京海关等多

部门精心组织“4·26世界知识产权日”“5·10中国品牌日”系

列宣传活动，通过新闻发布会、公益广告、宣传片、相关赛事和

征文等多种活动，借助国家、省级媒体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共同营造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

识产权良好氛围。

（二）人才培养高效推进。出台《江苏省“十四五”知识产

权人才发展规划》。首次召开全省知识产权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

建设座谈会，成立全国首个省级知识产权智库联盟，联合省教育

厅设立江苏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制定《江苏省知识产权专业技术

资格条件（试行）》，评出我省高级知识产权师18人、首批正高

级知识产权师3人。克服疫情影响，省市联动圆满完成全国专利代

理师资格考试工作，培训知识产权师、专利代理师等后备人才1200

余人。2021年，全省在校学习知识产权专业本科生1057名，研究

生325名，比2020年分别增加125人和61人。苏州、南通等地将知

识产权人才纳入本地人才政策。

八、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拓展新空间

（一）积极开展沟通交流。先后接待德国巴符州驻华代表处、

英国驻华使领馆和香港贸发局来访，积极宣传我省知识产权工作

取得的成绩和最新政策，探讨交流合作事宜，增进了解互信。编

制《江苏省知识产权申请注册和维权指引（2021）》（英、日、

韩文），通过省知识产权局英文网页，省外商投资协会、美中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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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委员会、中国欧盟商会南京分会等向我省外资企业推送，便于

国内外权利人在我省进行知识产权申请注册和维权活动。省知识

产权局、省商务厅、省贸促会、省外资企业协会联合赴中以常州

创新园、中德太仓工业园和中韩盐城产业园开展专题调研，为外

资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二）持续打造国际合作平台。在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多变的

情况下，成功举办了第十七届中国（无锡）国际设计博览会，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作视频致辞，进一步提升我省国际

影响力和美誉度。省商务厅、省贸促会、省知识产权局成功举办

2021国际知识产权应用暨项目合作大会，展示了我省依法保护知

识产权的良好环境。省版权局指导吴江丝绸产业创建版权保护优

秀案例示范点，版权保护“吴江模式”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全

球推广。省农业农村厅在第二十三届（2021）江苏农业国际合作

洽谈会上举办江苏·欧盟地理标志农产品推介会，全方位、多角

度、立体化讲好江苏农产品地理标志精品故事，拓展合作交流。

（三）积极助力涉外维权。截至2021年底，江苏省获批国家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累计3家，其中江苏分

中心先后设立中以常州创新园工作站和韩国、法国2家海外工作

站。省知识产权局组织编制发布“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国家和主

要投资贸易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指引，制定《境外展会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指南》，编印美国337调查与应对江苏企业案例分析，追

踪涉江苏企业美国“337调查”案件7起，指导32家企业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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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省贸促会建立知识产权及涉外商事案件委托

调解机制，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省司法厅、省商务

厅、省外办共同推动江苏驻德国、越南、新加坡等16个海外法律

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实体化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

维权提供零距离、高质量的服务。南通市积极打造“知联侨”海

外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