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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谢彤宇 万元华

暮春时节，绿茵繁盛。第 23 个世界知识

产权日随春而至，回顾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总

结改革发展成绩经验，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

产权就是保护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一

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不断发展，知识产权

成为产业竞争、科技创新的有力推动力。未

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近年来我

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坚持政治引领、质量优先，紧

扣中心、服务大局，知识产权领域各项改革扎

实推进，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运用效益、保护

水平稳步提升，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企业主体

创造力更加活跃、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主要

指标实现较快增长。2022 年，我省知识产权

保护 3 个集体、3 位个人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

和公安部的联合表彰。随着我省《关于加强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行动方案（2022-2035）》

的正式印发，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开启了新的

征程。

全省知识产权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

夯基筑垒

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保护知识产权是对创新最大的激励。我省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市场监管会议和全国知识产

权局局长会议要求，制定出台了知识产权强省

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纲领性文件，细化完善各项

政策体系，为知识产权发展“强筋健骨”。

2022年，由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起草，正式印

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行动方案

（2022—2035年）》；《江西省专利促进条例》同时

被列入省人大、省政府立法工作重点调研项目，

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不断完善；修改印发

《江西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关

于推进知识产权政策实施提速增效促进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省市

县综合考核体系，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对

标提升方案成为《2022年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对

标提升方案》的重要内容；制定印发《江西省

2022 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组织开展

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若干措施》，

为服务保障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

则无不胜也。”在工作实践中，市场监管、知识

产权保护部门十分注重协调各方力量，汇聚各

方资源，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南昌）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与省版权局、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

察院等 8 家单位，联合建立了知识产权协同保

护机制和对话机制，与湖南、湖北省共同签订

长江中游三省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推进形

成覆盖“中三角”的知识产权大保护网络，绘出

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大同心圆，让协同保护业态

加速生长。

大保护凸显好成效。2022 年，全省共处理

专利侵权假冒案件 2859 件，同比增长 184%；省

公安厅共立案侦办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

品犯罪案件 136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820 人，

总涉案金额达 22 亿元；省高院审理各类知识产

权案件 6479 件，同比增长 25%，审结 6737 件（含

旧存 481件）。由省版权局指导，江西日报社、江

西报业传媒集团主办运营的“江西版权云”正式

上线，系全国第一家由省级党报自主研发，融合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版权综合服务

云平台。2022 年 8 月 28 日，全国第一家面向特

定行业的版权交易中心——景德镇国家陶瓷版

权交易中心正式上线运营，当天线上成交额超

50万元。

创新发展
知识产权系统性运用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之光的源

头，是知识产权的转化畅通，是市场与创新的

“执手相见”。

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是推动知识产权

价值最大化的有效路径。近年来，我省深入实

施专利转化专项，建设了全省高校院所专利运

营平台，筹办了江西高校第四届科技成果对接

会，将“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纳入知识产权方案重点目标任务，大力推动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的专利产品备案。

2022 年，全省新增专利授权 75830 件，其中发明

专利授权 8655 件，同比增长 28.4%。截至去年

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31312 件，每万人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6.93 件，同比增长 35.6%。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掣

肘。我省积极探索开展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推

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专项行动。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的专利质押贷款，符合条

件的纳入“科贷通”风险补偿政策支持范围。

2022 年，全省共实现专利权质押融资登记 681

项，质押登记额 85.67 亿元，同比增长 111.26%，

普惠金融占比和企业受益面大幅提升。在赣

州、鹰潭和抚州等地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和保

险等金融创新试点工作。2022 年 3 月，鹰潭率

先开展江西省首批专利执行保险。同年 6月，江

西首单地理标志侵权损失保险在赣州落地。同

年 11 月，赣州经开区围绕稀土电子产业正式启

动我省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项目。

强化品牌建设，擦亮江西高质量发展“招

牌”。大力支持区域特色鲜明的产业打造区域

公共品牌，指导江西绿色生态、井冈山农产品、

江西山茶油、江西绿茶、九江米市、安义门窗、江

中医商等品牌创建有影响力的公共品牌；开展

地理标志商标资源、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情况

专题调研，协同中药材产业、林下经济产业、现

代家具产业等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证明商标、集

体商标等区域品牌培育和申请注册指导。2022

年，全省商标注册申请 14.5万件。截至去年底，

全省现有有效注册商标 78.3 万件，同比增长

16.5%；现有全国驰名商标 169件，地理标志商标

140件，同比增长 11.1%。

加强商标管理运用推广，放大品牌价值。

2022 年，赣南茶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

区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设立，狗牯脑茶地理

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以优异成绩通过评审

验收。3 个产品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

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汇编，9 家企业核准使

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支持金圣（江西中烟）、

景德镇瓷器等高知名度商标企业依法维权，指

导江西商标品牌协会、江西消毒产品协会组织

等加强商标管理和运用。在全省组织开展了

“讲好商标品牌故事——我最喜爱的地理标志

商标”展示活动，20 件地理标志商标获奖，活动

共获得 237.4 万人次关注、61.9 万人次点赞。

用心用情
营商环境全链条优化

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生产力，更是竞争

力。我省持续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服务保

障、执法检查，不断改进营商环境，推进知识产

权保护全链条优化提升。

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制定《江西省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组织开展省级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认定工作，确定

华东交通大学等 4 家单位列入江西省知识产

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井冈山大学成功获批

全 国 第 四 批 高 校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信 息 服 务 中

心，华东交通大学、九江学院成功获批国家知

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备案。组建江西省

企业知识产权专家服务团，组织“知识产权服

务万里行”活动，开展知识产权宣传 131 场、促

进 转 移 转 化 及 融 资 惠 企 等 44 场 ，惠 企 数 量

6000 余家。

强化知识产权监管。批复成立江西省知识

产权仲裁服务中心、江西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两个省级知识产权纠纷化解机构。

加强对知识产权代理行业监管，组织开展知识

产权代理“蓝天”专项整治和“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工作，行政约谈违规商标代理机构 4家。做

好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南昌考点组织工

作，去年南昌考点报名成功 613 人，同比增

长 7%，再创新高。推进企业和园区知

识产权管理，2022 年我省参加国

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复核

企业 18 家，新申报通过国

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14 家，参加国家级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复核企

业 118 家，新增引进 2

家、新申报通过 100

家 。 截 至 目 前 ，全

省 共 有 32 家 国 家

级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220家国家

级 知 识 产 权 优

势企业。

提 升 知 识

产 权 服 务 质 效 ，

全 链 条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 实 现 专

利 商 标 业 务 办 理“ 一 站 式 ”服 务 和 相 关 知 识

产权申请注册登记服务“一窗通办”，在服务

窗口建立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绿色通道，开通

网上办理业务渠道，质押登记网上办理审查

时 限 缩 减 至 1 个 工 作 日 。 目 前 ，已 形 成 3 个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和 1 个省级知识产

权 保 护 平 台 ，并 有 6 个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授 权

的 商 标 业 务 受 理 窗 口 。 专 利 信 息 公 共 服 务

能 力 增 强 ，专 利 代 理 机 构 行 业 培 育 稳 步 推

进。2022 年，我省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有效备

案 企 业 172 家 ，同 比 增 长 28.03%。 制 定 营 商

环 境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保 护 对 标 提 升 方 案 及 评

价 指 标 ，实 行 台 账 式 管 理 和 项 目 化 推 进 ，各

项重点任务全部完成，2022 年度全省营商环

境 第 三 方 评 价 显 示 全 省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审 判

质 量 、效 率 和 公 信 力 不 断 提 高 ，全 省 涉 知 识

产权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全省各级市场

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将继续准确把握党

中央、国务院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定位，按照江

西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工作要求，牢牢锚定发展目标，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攻坚克难中诠释忠诚，

在积极作为中彰显担当，着力推动我省知识产

权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

西贡献知识产权新力量。 （沈轼坚）

（图片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人员对涉嫌专利侵权产品进行调查取证

奋力开启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新征程
我省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月 25 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疟疾

仍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 12 月发布的《世界疟

疾报告 2022》，2021 年全球 84 个疟疾流行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中 ，疟 疾 病 例 数 达 2.47 亿

例。全球范围内疟疾负担最重的是非洲，

这一地区的疟疾病例数约占全球的 95%。

近年来，中国积极与非洲国家开展抗疟合

作，为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共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和经验。

“感谢中国医疗队的善举”

中国经过 70 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每年报告约 3000 万疟疾

病例到零病例的瞩目成绩，并在 2021 年获

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国家消除疟疾认

证。同时，中国一直与世界分享消除疟疾

的方法，为其他国家疟疾防控提供参考。

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在助力非洲抗击疟疾的

道路上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经验”……

南苏丹是疟疾高发国家之一。南苏丹

首都朱巴教学医院基础设施较差，污水管

网缺乏，无法有效抑制蚊虫滋生。“防止蚊虫

叮咬是预防疟疾发生的有效手段，而利用药

浸蚊帐进行防蚊是非常经济的方法。”中国

第十批援南苏丹医疗队队长徐张巍说。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雨季，医疗队 4 月

初向这家医院捐赠 2000 顶药浸蚊帐，为住

院病人解决了基本防蚊需求，受到患者和

院方好评。院长安东尼·卢巴伊说：“这批

蚊帐将有效预防患者在住院期间被蚊虫

叮咬，防止染上疟疾使病情加重，降低疟

疾发生率和死亡率。感谢中国医疗队的

善举，解决了当前防蚊的燃眉之急。”

在位于非洲大陆中部的中非共和国，

“疟疾是当地像感冒一样常见的疾病，我

们平均每天接诊 10 至 15 名疟疾患者。这

当中有很多疟疾反复发作的病人，几乎是

抱着最后希望过来寻求帮助。”在首都班

吉友谊医院工作的第 19 批援中非医疗队

队长王宝祥说。

“在非洲，很多患者因为没有得到及

时有效诊断和治疗而死于疟疾。”王宝祥

说。据他介绍，医疗队通过疟原虫检测并

结合临床症状来确诊，经过以青蒿素类药

物为主的联合疗法，辅以对症治疗改善症

状，“绝大部分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好”。

中国第十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近

期走进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特派团东

战区 8 支分队，组织开展疟疾防治巡回宣

传教育活动。

“在马里执行维和任务，除了恐袭战

乱，疟疾等高发性传染病是对维和官兵生

命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医疗分队副队

长刘文斗说，在这次活动中，中国医疗分

队为各国分队在青蒿素等防疟药品的储

备使用和营区环境消杀等方面讲解指导，

“有效形成各国分队依托自身力量防治疟

疾发病的整体合力”。

“维和官兵一旦罹患疟疾，会影响正

常任务执行。中国医疗分队组织的活动

很及时也很有必要，他们分享的疟疾防治

知识对我们开展日常工作帮助很大。”埃

及战斗运输营医疗官穆罕默德·塞林说。

“ 希 望 非 洲 可 以 像 中 国
一样战胜疟疾”

作为中国抗疟援助的重要名片，青蒿素

为全球疟疾防治作出重大贡献，仅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就有约2.4亿人受益于青蒿素联

合疗法。此外，中国探索总结出的“1-3-7”
工作规范（即1日内完成病例报告，3日内完

成病例复核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日内完

成对疫点调查和处置）也被正式写入世界卫

生组织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

生活在东非岛国科摩罗的人们长久

以来饱受疟疾困扰，5 岁以下儿童是易感

染人群。“中国科学家首先发现并成功提

取青蒿素，为科摩罗人摆脱疟疾噩梦点亮

了希望。”科摩罗国家疟疾防治中心实验

室主任卡迈勒·赛义德·阿卜杜拉说。中

国抗疟团队基于青蒿素复方药，已协助当

地大幅降低疟疾发病率。

疟疾也是西非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面临的首要公共卫生问题，当地年疟疾

发生率高达 10%。自 2017 年起，中方在该

国开展了三期抗疟技术援助，采用的青蒿

素 复 方“ 中 国 抗 疟 方 案 ”为 该 国 实 现

2025 年消除疟疾的目标增添了希望。

今年1月，中国援非盟非洲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总部（一期）项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竣工，这是非洲大陆第一个

拥有现代化办公和实验条件、设施完善的全

非疾控中心。“长期以来，非洲饱受疟疾等传

染性疾病困扰。期待有了新大楼、新设备

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正式投入使用后，可

以有效提升疾病防控工作。希望非洲可以

像中国一样战胜疟疾。”亚的斯亚贝巴黑狮

专科医院医学专家阿斯查卢·沃尔库说。

今 年 是 中 国 援 外 医 疗 队 派 遣 60 周

年。“在与疟疾斗争的战役中，中国积累了

许多宝贵的防控经验，这些经验非常值得

非洲国家学习借鉴。”肯尼亚国际问题学

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说，从派遣医疗队和

专家组到援建医院和疟疾防治中心，中国

多年来与非洲在疟疾防控等卫生健康领

域的合作，正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

新华社记者 金正、周楚昀、黎华玲、李成、

汪平、凌馨、王子正、谢昊、史彧、许正、

罗毓、田耘

（新华社内罗毕4月 25日电）

中国抗疟力量和经验惠及非洲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记者董雪、朱超）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 25 日就中方是否打算关闭驻苏丹使馆并撤回驻苏丹使

馆人员答问时说，在有危险撤离时，使馆永远撤在最后。她还

表示，中国外交官会千方百计、全力保障同胞安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鉴于当前苏丹国内武装冲

突，美国总统拜登称，美国军方从苏丹撤离了美国政府人员，

正在暂停其驻苏丹使馆的行动；英国首相苏纳克称，英国军队

从苏丹撤离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法国外交部宣布撤离驻苏

丹外交人员并关闭驻苏丹使馆。中方是否打算关闭驻苏丹使

馆并撤回驻苏丹使馆人员？

“苏丹局势升级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中国在苏丹人员

和机构安全。中国驻苏丹使馆坚守岗位，密切关注形势发展

变化，为保障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全力提供支持协

助。”毛宁说，“在有危险撤离时，使馆永远撤在最后。外交部

也将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使馆人员安全。”

在回答有关在苏中国公民撤离情况的提问时，毛宁表示，

当前，苏丹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党中央高度关切、始终牵

挂着在苏1000多名中国公民的安危。外交部和驻苏丹及周边国

家使领馆分秒必争，周密研判，努力创造条件，协助在苏中国公民

安全转移撤离。“经各方努力，大部分在苏中国公民已分批、有

序、安全撤离至苏边境港口或周边邻国，下步将妥善安排。”

“同时，我们再次提醒在苏中国同胞增强安全意识，同驻

苏丹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关注使馆通知，切实加强自身安全防

范。中国外交官会始终和在苏同胞在一起，千方百计、全力保

障同胞安全。”毛宁说。

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外交官会千方百计、
全力保障同胞安全

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5 日电 （记者孙丁）美国总统、民主

党人拜登 25日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拜登当天发布视频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美国总统的决定，

并把矛头指向所谓共和党极端势力，称美国仍处在“为国家灵

魂而战”的斗争中，他需要更多时间“完成这项工作”。

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据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24 日电 （记者刘恺）塔斯社 24 日援

引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与中国间

超过 70%的贸易结算已经转为本币结算。

西卢安诺夫当天在参加一个论坛说，一两年前在俄中双

边贸易中本币结算的比例约为 30%，如今已超过 70%。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显示，2022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

纪录的 1902.71亿美元，同比增长 29.3%。

俄财长：

七成俄中贸易已转为本币结算

新华社纽约 4 月 24 日电 （记者刘亚南）总部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第一共和银行 24 日公布业绩

报告称，受 3 月份美国区域性银行关闭冲击影

响，该行在今年一季度业绩整体显著恶化。受业

绩利空打压，第一共和银行股价在 24 日盘后交

易中跌幅超过 20%。

数据显示，由于净利息收入减少，第一共和银

行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12亿美元，环比和同比降幅

分别为 15.9%和 13.4%；其一季度净利润为 2.69亿

美元，环比和同比降幅分别为30.3%和32.9%。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一季度末，第一共和银

行存款总额为 1045 亿美元，环比和同比分别减

少了 719.6 亿美元和 575.9 亿美元，降幅分别为

40.8%和 35.5%。如果将美国 11 家大型银行近期

提供的 300 亿美元存款排除在外，第一共和银行

在银行业危机后流失的存款超过 1000亿美元。

第一共和银行表示，该行正在采取包括增加

已保险存款、减少从美联储借款和降低贷款余额

等措施增强业务和重组资产负债表。与此同时，

该行还在采取显著减少高管薪酬、压缩办公用

房、减少非必须项目和活动等措施减少支出，并

预计在二季度裁员 20%至 25%。

在 3 月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相继关闭危

机冲击下，第一共和银行一度面临挤兑风险。得

益于多家银行和美国监管部门提供流动性支持，

该行业务暂时企稳。

存款流失千亿美元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业绩显著恶化

这是 4 月 24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米尔布雷市拍摄的第一共和银

行营业部外景。 新华社发 （李建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