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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明天是“4·26”世界知识产权日。2024年全国知
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幕，主题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
进高质量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今年世界
知识产权日的活动主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知识
产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立足创新创造，构建共同未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

是保护创新。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新业态的发展，如何准确、高效查明相关技术事
实，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工作提出了全新挑战，“侵权
易、维权难”现象日益凸显。因此，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不仅是事后“亮剑”，更亟须全过程“护航”。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企业的生命线，对于在

市场大潮中生存不易的中小微企业更是如此。过去，
知识产权诉讼由于“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等原
因，有的企业在专利等知识产权受侵害时犹豫不决，
不敢果断举起维权“大旗”，担心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和民事诉讼一般“谁主张谁举证”不同，一些知

识产权涉侵权证据原告难以获取，这就呼唤在更多
知识产权案件中推动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完善知识产
权证据规则。比如，在6起侵犯“赤坂亭”注册商标案
中，上海法院依据原告申请，出具责令被告提交账簿
等证据的民事裁定书，依法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
随着更多这样的司法实践落地，更多企业将敢于维
权、善于维权。
“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呼声强烈。近年来，在
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惩罚性赔偿判决中，有的赔偿金
额高达千万元，有的适用最高5倍的惩罚性赔偿倍
数，充分彰显中国严厉打击知识产权恶意侵权行为
的司法态度，成为营商环境最好的注脚。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护航发展新动能。自2001年

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设定为“世
界知识产权日”，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
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
创新的法律环境。尤其是对于科创企业而言，创新
技术就是其在市场中生存发展的最强“引擎”，一旦
知识产权被侵犯，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信息存储和传播便捷

化，也带来一些区域涉商业秘密纠纷成倍增长，企业
对商业秘密的司法保护需求显著提高。和技术创新
“比翼齐飞”，司法审判的创新也迫在眉睫。

如今，北京、上海、广州已相继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路，
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也基本建成。按照最高
院相关规划，2035年，人民法院将基本实现知识产权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国际影响力和权威性将
大幅提升。相信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司法服务与保
障的“加持”，将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 半马苏河驿站长风湾党群服务中心成了市民游客小憩休闲的好地方 杨建正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欢）今天上

午，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知

识产权局局长芮文彪介绍了上海

知识产权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

《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等有关情况。

据悉，上海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发布的《2023年全

球创新指数报告》“最佳科技集

群”中的排名提升至第5位。上海

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项目总金

额达到227.6亿元，同比增长87%。

2023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

类知识产权案件6.6万件，审结

5.9万件，一审服判息诉率97%。

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知识产权犯

罪审查逮捕案件425件，批准逮

捕397人，提起公诉785件。公安

机关共侦破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39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66

名，涉案金额52.9亿余元。

新出台的《上海市专利转化

运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

上海将建设若干重点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知识产权创新

联合体和运营促进中心。到2025

年底，本市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到20%左右。

上海将深入开展高校、科研

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存量专利盘

点工作，并建立本市专利转化资

源库。到2025年底，本市每万人

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0件以上，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达到7000件左右。

上海将强化本市知识产权交

易机构及运营体系功能建设，到

2025年底，全市专利转让、许可、

作价入股数量年均增幅超过

20%，全市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

成交额超过1500亿元。

上海将推动知识产权与金融

资源同频共振，大力发展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解决轻资产、初创类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到2025年底，本市专利商标质

押融资登记规模超过300亿元，

惠及中小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

《上海市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发布

南拓北延打造新空间
水上运动激发新活力

上海今年推进“一江一河”百项建设任务

盘点存量建立资源库

迎接世界知识产权日

“一江一河”滨水空间品质提升又有新
进展。昨天，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上海持
续打造“一江一河”新亮点、宜乐宜游新空
间、人民城市新地标，今年将推进   项建
设任务，其中黄浦江  项任务、苏州河  
项任务，包括持续推进民心工程、加快推动
文旅功能提升、打造儿童友好示范区、提升
滨水空间精细化治理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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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拓北延
今年，黄浦江两岸将加快推动

杨浦滨江、徐汇滨江等岸线“南拓北

延”贯通，进一步拓展滨江新空间。

市住建委黄浦江苏州河发展协

调处相关负责人透露，“北延”是指

杨浦区推进滨江中北段岸线贯通，

实现杨浦滨江共青森林公园南园

段、复兴岛地区部分区段等约1.2公

里贯通，计划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

建设，今年底基本建成。

“南拓”则是徐汇滨江加快推

进滨江公共空间南延伸段建设，今

年将全面启动龙腾大道南拓工程，

相关区域的腾地拆迁工作有序

推进中，有望于“十四五”期间完成

贯通；在闵行滨江紫竹段，樱桃河

至紫星南路约0.8公里的岸线滨水

公共空间加快建设，同步研究推进

闵行紫竹滨江第一湾（长宁港—朱

家浜）公园绿地及1公里岸线贯通

工作。

除了滨水岸线“南延北拓”，上

海还关注建设滨水公共空间与生态

节点，持续打造滨水开放新空间。

今年，浦东世博文化公园全面建成

开放，三林楔形绿地各专项工程建

设加快推进，杨浦滨江有序推进杨

浦大桥公园二期、杨浦滨江公园城

市示范区建设，徐汇滨江推动自然

艺术公园建设，黄浦滨江全面建成

开放董家渡花桥、外萃丰弄绿地，闵

行滨江推进兰香湖周边绿地的前期

手续办理和施工建设。

普查驿站
目前，黄浦江岸线有近70处、

苏州河沿线有30余处驿站，这些驿

站能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吗？

“今年，上海将对沿线百余座驿

站进行一次大规模普查。”市“一江

一河”办介绍，按当初建设规划，每

座驿站的服务半径为500米。在每

个驿站服务圈内，卫生间、饮水点等

刚性服务设施有多少？市民游客对

驿站有哪些诉求？在对滨水空间餐

饮场所排摸的基础上，驿站还需要

引入哪些业态？未来，相关部门将

通过普查结果对滨水空间的驿站配

套设施进行提升和优化。

以“一米高度”看世界，适合小

朋友的低位服务设施逐渐增多。今

年，多部门联手推进公共设施、驿

站、配套商业、活动场地等的适儿化

改造，加快推动上海市青少年科创

体验中心、国际儿童中心等综合功

能载体建设，在杨浦大桥公园二期、

三林楔形绿地等绿地空间统筹建设

儿童活动设施，提升打造小陆家嘴、

杨浦滨江、徐汇滨江、浦东世博-前

滩等儿童友好示范性节点区域。

打造更具人文温度的滨水空间

环境。上海将总结推广杨浦滨江无

障碍环境示范区的创建经验，有序

推进滨水空间整体无障碍环境提

升；加强对日常遛狗行为的引导，适

当扩大允许遛狗区域，加大滨水商

业配套设施的宠物友好空间试点，

持续提升水岸温度。

水上运动
不只是水上观光，未来，市民游

客还能去苏州河体验水上运动。

市“一江一河”办表示，今年上

海将加快培育活力水岸，重点包括

推动苏州河水上活动常态化、管理

制度化，丰富苏州河都市亲水旅游

产品，加强水岸联动等。

■ 合力推动苏州河文旅品牌
建设 打造“一区一品”特色文旅活

动，引进培育大型国际赛事和综合

性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推动赛艇公

开赛、龙舟赛成为苏州河水上活动

经典赛事，试点开展皮划艇、帆板等

水上体育活动，策划推出系列“体

育+文旅+商业”活动。

■ 完善水域管理要求，激发
水上活力 建立健全苏州河水上活

动管理制度，统筹水上公务、文旅、

体育等活动。加强苏州河河口水

闸开闸运行期间各方信息沟通，进

一步提高苏州河游船的通航效

率。以苏州河丹巴路码头以西水

域为试点，推动常态化开展苏州河

水上运动。

■ 丰富“漫步苏州河”都市亲
水旅游产品 以“街区+”“公园+”

“生活圈+”联动沿岸住宿、餐饮、娱

乐、演艺等资源，打造精彩多样的亲

子休闲、夜间集市、城市漫步等城市

休闲产品系列。依托红色资源、历

史文化遗存、生态修复等资源，开发

红色文化旅游、特色游学主题线路。

本报记者 杨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