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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再审裁定了常州三
维工业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医药知识产
权案件，此案以 10.1 亿元的诉讼金额，成
为目前国内医药知识产权第一案。此案对
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很强的示范意
义。医药行业是创新密集型行业，知识产
权相对集中，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对其
创新成果的保护尤其重要。今年 7 月，我
国加入 WTO 的 15 年保护期到期，对不少
企业来说，也许正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10 亿元知识产权案的背后

1984年我国颁布《专利法》，当时并
没有对化学药品提供专利，1992年修改
《专利法》很重要的背景是为了入世。而
现在无论是行政还是司法，加大对侵权行
为的打击力度已经成为共识

三维研究所和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
医院经过 8 年研制，于 2000 年在国内首
家研制成功用于治疗尿毒症透析的新药左
卡尼汀，为尽快投产，研发单位授权给常
州兰陵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该药，并签订了
技术合作合同，明确约定该药品所有知识
产权，包括注册商标均归研发单位所有。
经过 10 年的合作，药品质量标准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
录，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该药品商品名
和注册商标“雷卡”被认为是中国市场左
卡尼汀第一品牌。当产品正迎来可观收入
时，兰陵公司违反合作合同约定，与关联
企业上海大陆药业有限公司一起违约进行
药品生产、销售，给研发单位造成损失的
金额已达 10.1 亿元。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三维研究所等单位将该药品生产、销
售企业起诉至法院。2014 年，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这一诉讼案件作出终审判
决，认定技术合作合同有效。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维持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

像常州三维这样的医药知识产权的案
件并非个例。“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中最大
的问题是对侵权人的惩处不够，让一些人
敢侵权。”常州三维董事长顾书华说。

药品监管法律是对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非常重要的法律体系，它在侧重保障药品
质量和用药安全的同时，能够更合理地为
医药领域内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技术转化
创造更多条件。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
心副主任韩元牧表示，对于研发单位而
言，由于研发药品必须找到药厂拿到生产
文号后才能注册商标、生产上市，药品研
发 极 容 易 被 生 产 厂 家 占 为 己 有 ， 牟 取
暴利。

“药品是一个特殊商品，首先生产药
品需要有来自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授权、许
可和转让；其次企业要有这个能力，药监
部门以核发药品批准文号的形式认可它的
资质。对于药品监管来讲，它的根本目的
是对生产能力的认可，而不是生产权利的
认定。”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
法规司司长袁劲屹解释说。他希望未来可
以通过建立上市许可人制度，更好地保障
知识产权人的利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生产系
统，也可以完全委托其他具备生产条件的

生产企业进行生产，这能够将药品研发、
生产解绑，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分离，实
际上是对知识产权人的保障。

保护不力和惩罚不够的局面正在改
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顺德介绍说，药品在专利保护里面是
一 个 很 特 殊 的 领 域 。 1984 年 我 国 颁 布

《专利法》，当时并没有对化学药品提供
专利，1992 年修改 《专利法》 很重要的
背景是为了入世。而现在无论是行政还
是司法，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已
经成为共识。“比如 2013 年修改的 《商
标法》，把惩罚性的赔偿写了进去，原
来的民法里面赔偿受损害人是遵照填平
补齐的，即损失多少补多少，但现在是
可以以加倍赔偿作为惩罚的。”这也是
常 州 三 维 能 够 获 得 巨 额 赔 偿 的 政 策
背景。

为何法律健全执法却难

现在我国在医药知识产权立法上基本
达到了国际水平，无论是专利、商标、药
品数据保护、药品行政保护等，立法都相
当健全，保护不足主要在于执法

有数据显示，国内市场上 90%都是仿
制药，创新药所占市场的份额不多。虽然
在药品领域，我国要创新的空间还很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医药工业发展停滞不
前。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重要的药品青霉
素、盘尼西林只为少数西方国家掌握。现
在，我们是全世界青霉素生产的第一大
国。到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已经可以生
产出 24 大类几千种药品，取得了了不起
的成就。需要说明的是，仿制药并非假
药，仿制药也有知识产权，新药创制能力
很强的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
生产国。

与我国医药工业的快速增长不相适应
的是，我国并没有在这一领域产生很多专
利，中国药学会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兵认为，这与我国一直
以来的公有制形式有关。李顺德告诉记
者，现在我国在医药知识产权立法上基本
达到了国际水平，无论是专利、商标、药
品数据保护、药品行政保护等，这些立法
都相当健全，保护不足主要在于执法。

对于执法难的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谢
小勇透露，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在采取两方
面措施加以解决，第一，在法院判决之
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还要与工商部
门形成联动，提高执行力；第二，建立侵
权黑名单制度。

缺乏知识产权意识也是保护不力的重
要原因。“知识产权意识包括公众的意
识，包括企业与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尊重，
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知识产
权等。”据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审查协作
中心副主任原琪介绍，有些侵权比较常
见，如新药的名称和商标的冲突问题，某
新药一出，同行业的人会一拥而上，把新
药名称和商标混为一谈，作为通用的商标
来用。针对这些，修订后的 《商标法》 从
方便商标申请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加大商标专利权的保护力度，规范商
标代理等方面，对商标注册和管理制度作
出比较大的调整。

通过制度设计推动创新

国家投了大量资金研发出成果却又无
法实现产业化，一方面嗷嗷待哺，另一方
面堆积闲置，中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我觉得 2015 年是 1991、1992 年之
后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中国科技战略发

展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房 汉 廷 表 示 ，“ 今 年 7
月，我们加入 WTO 的 15 年缓冲期结束
了，大部分产品关税会降到接近于零的水
平，国际上的产品会蜂拥而入，再用原来
的方式生产和竞争很难体现优势。同时知
识产权的大棒就会在你的头顶上不断挥
舞，我们有些山寨企业很可能会被知识产
权打垮。”

“ 我 们 从 国 外 ‘ 拿 过 来 ’ 很 多 的 制
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与之配套，就有
可能是不完备的，会产生一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权利的分配未必科学，以及对一些
权利的认定缺乏依据。”陈兵说。无论是
商标法、专利法，还是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的修改都基于这个背景。

企业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
房汉廷认为应该采取开发性保护。在“互
联网+”的时代，筹资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正在逐步消除，“草根”投资人完全可以在
知识产权开发的初期就参与进来。

涉 及 药 的 知 识 产 权 应 该 加 速 产 业
化，尽快惠及大众百姓，这是业内人士
的共识。但药品研发领域一直存在着很
大的矛盾——国家投了大量资金研发出
成果，却又无法产业化，一方面嗷嗷待
哺，另一方面堆积闲置，中间形成了巨
大的鸿沟。

如何解决这一突出矛盾？房汉廷的
“药方”是商业模式创新，核心是四个
“无边界”：一是无边界的投资模式，让知
识产权以证券化的方式吸收社会资本，就
是让知识产权变成资本，而不仅是把知识
产权变成产品再推向市场；二是无边界的
产品化过程，就是把证券化的知识产权，
通过产品工程师将其熟化；三是利用网络
充分市场化；四是建立起有关知识产权的
投资基金，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
用。如果不通过这种快速的开发和利用，
将会导致知识价值的贬值。“不能坐等一
切法律法规包括执行力完全到位再去改
变，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很多。”

前不久，一位创业卖烤脑花的女研究

生拒绝 500 万元投资的新闻引起热议。当

问及拒绝原因时，这位年轻人的回答十分

理性：如果接受投资，就会把精力分散到

选址开连锁店、装饰办公区、置办家具、

考虑投资者的回报等其他跟产品无关的事

情上。毕竟，“烤脑花的核心竞争力技

术需要通过时间沉淀把味道越做越好，而

不是资本”。

这种敢于对投资人说“不”的勇气和

智慧十分可嘉。对于创业者来说，缺钱是

个普遍难题，因而大都渴望获得投资人青

睐。这种“渴望”越深，面对投资人时的

“弱势”心理就会越重。有创业者感叹，

跟投资人谈项目常常不到 5 分钟就被打发

走，看冷脸、碰钉子更是家常便饭。“弱

势”的创业者对投资人频频点头称是还来

不及，更别提有胆量说“不”了。

创业者面对投资人的“弱势”心理，

往往是因为低估了自己所拥有的技术和创

意的价值，高估了投资人拥有的资金的地

位。在创新系统中，技术、人才、资金、

市场、管理等都是并列因素，除了不同时

期可能会有些许侧重外，总体上并无轻重

之分。任何成功创新均源自这些因素之间

的价值匹配和良性互动，过分倚仗某些因

素而忽略其他往往难走长远。就拿柯达来

说，由于其过度依赖传统胶片产品的市场

和技术优势，忽略了运营方向上的与时俱

进，最终这个率先发明数码相机的巨头却

被数码时代的浪潮狠狠地拍在了岸边。

创业者对投资人说“不”，不该是意

气用事，而应来自深思熟虑。投资人所

带来的并不只有钱，还包括他本人及其

所在机构拥有的价值理念、管理经验、

市场资源等。比如，有些投资人虽然愿

意出钱，但其思路、观念却与创业者大

相径庭，就算用投资解了一时之渴，也

难以跟创业者形成合力，容易导致摩擦

引起内耗。因此，如果创业者能够判断

投资无法给自己带来可持续性的价值提

升，就可以大胆说“不”，另作选择。毕

竟，对于创业者来说，向“前”看比向

“钱”看更为重要。

创业者要敢于对投资人说“不”，是

因为投资人并不是神一样的市场洞察者。

世界最大的酒店和民宿交易平台 Airbnb 在

创立之初曾向多家顶级的硅谷风投寻求支

持，有的直接拒绝，有的毫不搭理。拒绝

原因五花八门，比如认为市场不够大、不

关注这个领域，甚至“不喜欢旅游”都成

了理由。这些投资人没有想到，这家他们

眼里一无是处的小企业短短几年就成为行

业老大，估值约 260亿美元。

创业者敢于对投资人说“不”，表面

上是一种态度表达，根本上是一种智慧抉

择。敢于说“不”，证明创业者自信于所

拥有的创新资源，有清晰坚定的创业方

向，对投资带来的系统价值有着深度认知

和敏锐判断。倘若创业者能够彻底消除弱

势心理，不论是在寻找投资时，还是在达

成合作后，都有胆量、有智慧地对投资人

说“不”，这将有助于形成更加平等互动

的“创”“投”关系，从而推动创业创新

效率和质量的双提升。

今年 7 月，我国加入 WTO 的 15 年保护期到期。医药行业是创新密集型的行业，发明专利相对集

中，应对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之变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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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手握方向盘，不用脚踩油门、刹车，只
要用“脑”想一想，就能开汽车？没错！经过 2
年多反复试验，近期由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
程学院副教授段峰带领的研究团队与长城汽车合
作成功研发出“脑控汽车”。据了解，这项成果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人脑驱车及脑电信号与汽车系
统的连接，有望改变“手脚并用”的驾车模式，
让肢体残疾人士的驾车梦想不再遥远。

7月 15日，段峰研究团队在南开大学校内进
行了一场实验。一辆国产 SUV 汽车直行了约 20
米，而驾驶座上却没有人，“开车”的驾驶员正
坐在后座上。实验员头戴装有 16 个采集点的脑
电信号采集设备，通过脑电信号对一辆装有计算
机处理系统、车载电控单元等装置的汽车“发号
施令”。随后，汽车在人脑的操控下准确执行了
启动、直线前进、直线倒车、刹车、车门上锁、
解锁等一系列规定指令。尽管车速并不快，但所
有动作一气呵成。

具体来说，这项成果是通过脑电设备捕捉住
人在注意力集中时产生的脑电信号，再利用脑电
信号识别系统分析人的驱车意图并向汽车发送操
控指令，以此实现人脑对汽车进行控制的目的。
也有学生在现场提出：“是不是人在脑中产生
开、停这样的念头，汽车就会乖乖听话？如果途
中想了别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实验人员解释
说，驾驶者要在集中注意力时产生脑电信号，

“脑控汽车”才能捕捉。一旦形成有效命令，脑
电信号识别系统会在 1 秒内分析人的驱车意图，
并向汽车电控平台发送操控指令，以此实现人脑
控制汽车的目的。

可以说，“脑控汽车”颠覆了手脚并用的传
统驾车方式，可以利用人脑操控汽车并使其低速
行驶。但是，“试驾”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上路
行驶，它离真正投入生产使用还有不小的距离。
据段峰介绍，“脑控汽车”的脑控技术部分已经
实现，但汽车的电动系统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与改造，“脑控汽车”的安全性、智能性与人性
化程度还有继续增强的空间。此外，“脑控汽
车”未来有望应用于肢体残疾人士的驾车行驶，
但要真正开车上路，还需要考虑与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相符等一系列问题。

开车用“脑”不动手脚

国内首辆脑控汽车“开跑”
本报记者 牛 瑾 通讯员 乔仁铭

创业者面对投资人的“弱

势”心理，往往是因为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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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估了投资人拥有的资金

的地位。在创新系统中，技

术、人才、资金、市场、管理

等都是并列因素，除了不同时

期可能会有些许侧重外，总体

上并无轻重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