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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美的设计，仅有15天的知识产权

部分皖企缺失的这门课，谁来补？
企业转型升级靠创新，而创新又极大地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采访中，合肥一本土家具企业的老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意大利参观时，

深深震惊于意大利人在艺术修养上的才华——街头一个普通的青年，随手就可以做

出美妙绝伦的设计。一次，他终于请了一个意大利设计师来他的企业工作，结果这

个设计师设计出的家具刚面世15天，市面上就出现了仿制品。

一个精美的设计，却只有短短的15天的知识产权，试问，谁还会去设计、创新？

在安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究竟有多重？

2012年，我省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位

列全国第9位，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12

年全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可见一斑。

这是首份全面反映我国各地区知识产权

发展水平的综合性评价报告。从报告的排名

看，2007年以来，我省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

逐年提升，特别是2008年实施《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以后，提升速度明显加快，去年综

合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9位。从发展速度来

看，2007年至2012年间，我省综合发展指数

年均增长率位居全国第3位。

据了解，我省近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保

持高速增长，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12

年我省获授权专利43321件，居全国第7位、

中部第1位，较上年增长32.6%，其中发明专

利授权3066件，较上年增长51.3%，授权数增

长率居全国第4。特别是发明专利授权数自

2010 年以来，连续三年分别跨过 1000 件、

2000件、3000件大关。

安徽：知识产权有多重？

但是，还是有不少皖企站到了侵权的审

判席上，不仅仅是流通和销售领域的企业，还

有制造商。

近日，上海二中院对弓箭国际诉安徽德

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华联吉

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

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安徽德力公司停

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弓箭国际经济损失 6万

元，合理费用2万元。

弓箭国际是一家在法国设立的餐具用

品企业，在中国享有名称为“容器盖”的外观

设计专利。去年 10月，弓箭公司在虹口吉

买盛同心店通过公证购买取得了名为“青苹

果居家乐钢化玻璃保鲜碗”产品，制造商为

安徽德力公司。

弓箭国际认为，安徽德力公司未经许可，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生产侵权产品，虹口吉买

盛未经许可擅自销售侵权产品，均侵犯了弓

箭国际的专利权，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弓

箭国际提起了两起诉讼，要求两公司共同赔

偿经济损失40万元。

法院认为，安徽德力公司生产出售的保鲜

碗容器盖设计与弓箭国际的专利产品，从整体

视觉效果上看近似，安徽德力公司构成侵权。

皖企：制造商也因侵权“吃”官司

省工商局相关人士认为，知识产权保护

最难攻克的领域是“意识”。目前中国整体知

识产权氛围不足，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未健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从研发、制造、

销售各个环节对知识产权的掌握不足，缺乏保

护意识，在面对国际纠纷中经常处于被动地

位；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文化传播渠道与手段

不够，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和尊重知

识、尊重智力劳动的舆论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知识产权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也是造成知

识产权意识普及不够深入的重要因素。平海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孔海平说，不要

等企业商标被“抢”了才想到维权，像他的企

业，每年商标维权案就要做到几十起，而企业

花费万元的维权费往往比商标注册费高得多。

安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需要

一定的过程，安徽中邦商标事务所所长石磊

认为。目前，安徽一些上规模的企业，已经有

了知识产权部（有些是放在法务部下），将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渗透到其研发、制造、销售

的每一个环节。但是也有一些皖企，因为不

具备主动维权的意识，“一不小心”就成为其

他企业维权的“猎物”。其实，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不是一两家企业能做得了的事情，这是

政府和整个行业的责任。如果政府和整个行

业不能保护知识产权，就永远不会有所谓的

产业升级。

实习生 胡胜男 记者 王玮伟 任金如

分析：
难培育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