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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省长石泰峰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
通过了《关于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
施》），提出了六个方面18条聚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政策措施。

4月6日，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支苏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并对《政
策措施》中的亮点进行了解读。她认为，此次出台的《政策措施》体现
了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总体思
路，对于我省产业实现从技术密集型到知识产权密集型的转型具有
重要意义。 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建国 韩飞

我省发布《关于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释放诸多政策红利

有发明创造，政府喊你来拿“红包”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
院长李爱民团队多年来致
力于毒害污染物控制与资
源化研究，其研究项目“难
降解有机工业废水治理与
毒性减排关键技术及装
备”，围绕难降解有机工业
废水治理与毒性减排的难
题，自主研发出难降解有机
污染物的资源化、高效转化

及高效净化技术，正逐步发
挥巨大效能。据介绍，李爱
民作为主要发明人获得国
内专利59项，专利产品近5
年累计销售额57亿元，不
仅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还为淮河流域及江苏沿海
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社会
稳定及饮用水安全保障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苏州瑞派宁公司是依
靠专利布局在国际市场站
稳脚跟的成功典型：他们的
产品还没上市，专利已经申
请到全球各地。记者了解
到，2013年，瑞派宁的核心
技术产品数字PET（正电子
发射断层成像仪）研发成功
之时，就已经开始专利布
局。目前，这家公司围绕
PET已申请国内外专利112
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 24
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西门子等国际医疗器械巨

头对数字式PET产业
虎视眈眈，却又对瑞派
宁无可奈何，多次开出优厚
条件提出合作、收购却没有
成功。瑞派宁科技发展部
袁戎介绍：“我们在研发阶
段就建立了国内外主要竞
争对手的专利资料库，开展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报告和
专利信息分析报告。”由此
可见，通过高水平的知识产
权布局，不仅可以快速打开
国际市场，也能实现核心技
术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收到举报称，淘宝网店

“永恒之光777”销售盗版国
外金融类图书。经查，邹某
在未取得著作权人Kaplan
公司授权的情况下，通过海
外代购正版教科书的方法
获取电子文档，并联系印务
公司进行印刷和网络销
售。自2015年9月起，制售
侵权盗版图书4万余册，非

法经营数额55万余元，涉案
金额3000余万元。

2015年苏州昆山市公
安机关将邹某抓获，经鉴
定，查获的书籍均为侵权复
制品。经判决，邹某因侵犯
著作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6 万
元。而帮助邹某印刷盗版
书籍的印务公司，也获得了
相应的惩罚。

根据华为最新发布的年报，其
2016 年全球销售收入达人民币
5216亿元（751亿美元），较2015年
的 3950亿元大幅增长 32%。在其
背后，则是在研发创新上不遗余力的
投入。目前，华为全球累计专利授权
5万多件，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连
续两年位居全球企业榜首。

华为为什么要申请这么多国际
专利？记者采访了我省一位专利保

护方面的专家，她分析：“专利布局就
像是下一场围棋，你布局好了，就能
把市场围住，占领市场份额，没有自
己的专利，就只能看着别人瓜分市
场。比如华为等公司几年前就开始
布局5G市场，申请专利，现在就看
出这一战略为公司赢得了战略先
机。”专家认为，在国际上真正有竞争
力的企业，一定是知识产权专利大
户。

谈到江苏企业，专家表示，过去，
我们江苏很多企业在行业发展上技
术非常领先，但缺乏专利布局意识，
限制了企业发展空间。现在，我省出
台的《政策措施》从引导企业树立知
识产权意识、鼓励企业创造自己的知
识产权和支持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布
局三个层次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来
打造属于江苏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和专利大户、国际化大企业。

华为为什么要
申请5万件专利？

他的研发团队，包揽了59项专利
有国际专利，他快速打开国际市场

制售侵权盗版书，被判刑又被罚款

专利到底能为企业带来哪些好处？支苏
平表示，真正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一定
是知识产权大户特别是专利大户，否则无法站
住脚跟。政策提出，“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开展
知识产权创造活动，加快培育知识产权大户，
各地对年度专利授权量较大的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以及软件著作权登记量较大的软
件企业给予奖励。”这也是政策的一大亮点。

在培育知识产权大户的同时，政策明确
“对进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的中小微
企业，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申请资助、代理
费补贴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支苏平认为，
小微企业虽然总体实力较弱，但一些科技型
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强，对这样的企业要
给予知识产权政策倾斜。

2016年，全省专利申请量512429件、授
权量231033件，发明专利申请量184632件、
授权量40952件，继续保持全国前列；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18.41件，增长29.47%；PCT
专利申请3213件，增长31.57%；495家企业
的专利申请超过百件；2项专利荣获第十八届
中国专利奖金奖、83项专利获优秀奖，数量再
创历史新高。

对通过“贯标”绩效评价或认证的
企业择优给予 20万元奖励。对承担
省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重点项
目、一般项目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
元、30万元支持，到2020年培育5000
家以上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

政策措施的另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一系列
支持政策，力度空前。“过去，我省的许多政策较
为分散，不成体系，企业了解不多，很多企业不
知道如何申请支持。”支苏平说。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支苏平介绍，政策措施一方面把有关部门
的措施汇聚整合，提升到省级政策层面，另一方
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激励措施，例如“支持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联合组建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符合条件
的最高给予500万元支持”等政策，就是我省率
先提出的开创性政策，对提升我省企业创新能
力、构筑产业竞争优势将产生积极引导作用。

支苏平表示，知识产权工作专业性很强，下
一步，我省将大力培养自己的知识产权人才队
伍，重点支持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
苏大学等高校知识产权学院加快发展，“十三
五”期间新增4个左右本科高校知识产权学院。

2016年，江苏全省企业专利申请量、授权
量分别为338726件、157887件，占总量的比重
分别达到66.10%和 68.34%；有专利申请的企
业突破2.9万家；73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优势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另据统计，我
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约占全省GDP
的31.75%。

去年底，南京和苏州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
牌，对我省知识产权案件进行集中管辖，一方面
提高了审理效率，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我省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水平。去年，国家第一个产业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落户常州，主要是针对常州机器人及
智能硬件这个产业领域，以后常州在这个领域申
请知识产权就有了“绿色通道”。今年，我省还将
积极争取增设一到两家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2016年，全省法院共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1189件；全省公安机关共立案知识产权犯罪案
件818件，破案289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27名，
挽回经济损失1.18亿元。全省知识产权行政管
理部门共受理专利侵权案件6390起，结案6295
起；查处商标违法案件1474件，案值1925万元；
查处著作权侵权盗版案件60件，结案3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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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价值有多大？ 知识产权有多重要？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多大？

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联合组建高价
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符合条件的最
高给予500万元支持。开展省专利发
明人奖、优秀专利项目奖评选，对获
奖人员和项目分别给予10万元、8万

元奖励。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的专利，分别给予
100万元、20万元奖励。对申请2件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且延伸注册国10个以上的，给予2万元奖励；对申请3件
及以上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且延伸注册国10个以上的，
给予3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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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京、苏州知识产权法庭建设，
全面推行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审判“三合一”，对恶意侵犯知识产权行
为，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从高确定赔偿数
额，情节严重的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条
款。完善知识产权信用评价制度，将知识
产权失信行为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面向我省重点优势产业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开展
知识产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服务，探索开展知
识产权司法鉴定服务，推进审查确权、行政执法、维权援
助、仲裁调解、司法衔接相联动的快速协同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