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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7.5件

我国知识产权创造量质齐升
本报北京 4 月 24 日讯（记者佘颖）

在 24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去年

我国知识产权创造量质齐升。全年共

授权发明专利 69.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7.5 件，较上年

提高 1.2 件。我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

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

6.95 万件，连续第三年位居全球首位。

核准注册商标 773.9 万件，收到国内申

请人马德里国际注册申请 5928 件。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位居全球

第 12 位，连续 9 年稳步提升。

在量质提升的同时，知识产权运用

效益显著提高。统计显示，2020 年专利

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 12.13 万亿元，同

比 增 长 5.8%，占 GDP 比 重 达 11.97%。

版权产业增加值达 7.51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58%，占 GDP 比重达 7.39%。2021

年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 3098

亿元，同比增长 42%，惠及企业 1.5 万

家。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 3783

亿元，其中出口 760.2 亿元，同比增长

27.1%；出口增速超进口增速 10.5 个百

分点。还发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

品 42只，发行规模达 95亿元。

比起商标、专利、版权等传统的知

识产权要素，数据知识产权在去年受到

了高度关注。

数据被称作信息时代的新能源，与

土地、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是数

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数据资源

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2020 年，以数据

为 支 撑 的 数 字 经 济 增 加 值 规 模 已 达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8.6%，

位居全球第二。但要让数据资源合理

流动起来，充分利用起来，有效保护起

来，需要解决好数据产权问题，完善相

关制度设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都对构建数据

产权保护规则作出部署，要求实施数据

知识产权保护工程，深入开展相关理论

和实践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在浙江、上海、

深圳等地开展了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试

点，力争在立法、存证登记等方面取得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后续制度

设计提供实践基础。其中，浙江已建立

数据知识产权公共存证平台，并开始面

向市场主体提供存证服务。”申长雨说。

近期知识产权领域的另一大“顶

流”是冬奥相关版权。中宣部版权管理

局局长王志成介绍，为营造良好的奥运

赛事版权保护环境，向世界展示中国政

府保护版权的坚定信心和实际行动，今

年 1 月至 3 月，国家版权局会同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联合开展冬奥版权保护集中行动。一

是整治未经授权通过广播电视、网站

（APP）、IPTV、互联网电视等平台非法

传播冬奥赛事节目的行为；重点打击短

视频平台公众账号未经授权提供冬奥

赛事节目盗播链接、集中批量在网络平

台上传传播冬奥赛事节目的行为，以及

网络主播在直播中未经授权传播冬奥

赛事节目的行为。二是加强对电商平

台等重点网站（APP）、比赛场馆周边等

重点区域、商品生产集中地和销售集散

地等重点市场的版权巡查，打击各类涉

冬奥视听、文字、美术、音乐等作品的侵

权盗版行为。

截至 3 月 15 日，各视频、社交、直

播、电商及搜索引擎平台接到各类权利

人 通 知 后 共 计 删 除 涉 冬 奥 侵 权 链 接

110770 个，处置侵权账号 10072 个。全

国各级版权执法部门共计出动执法人

员 18.5 万人次，检查实体市场相关单位

8.9 万余家，有效保证了冬奥版权保护

秩序。目前，国家版权局等六部门正在

联合挂牌督办一批涉冬奥侵权盗版重

点案件，相关进展将适时公布。

湖北襄阳国际货运班列基本覆盖欧洲主要货运站点——

从“南船北马”到“通江达海”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近日，在比亚迪襄阳产业园建设现

场，签约仅 33 天、土地摘牌才 2 天后，中

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襄阳片区就

为比亚迪襄阳产业园项目颁发了“五

证”，创造了速度标杆、效率标杆。

而在以往，“五证”办理涉及自然资

源和规划、住建、不动产登记、行政审批

等多个部门，包括 3 个审批阶段、7 个审

批环节、多项审批流程，需要在各部门

间往返多次。全部办理完成通常少则

2 个月，多则半年之久。

“‘拿地即开工’是襄阳自贸片区在

‘先建后验’基础上的改革创新，率先试

行快速审批模式，将企业从取得土地到

获得施工许可的审批时间压缩至 15 个

工作日以内。”襄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襄阳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

邓卓海介绍，自 2017 年 4 月 1 日挂牌以

来，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襄阳片

区承担的 160 项改革试验任务实施率

已达 100%。期间，累计总结形成 400

余项改革创新经验案例，其中 8 项在全

国推广，71 项在全省推广——在“中国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排名

中，片区连续两年总体指数居内陆地级

市片区第一。

“襄阳自贸片区的高质量发展让

‘南船北马’的古城襄阳实现了‘通江达

海’的跨越。”襄阳保税物流中心负责人

胡媛媛告诉记者，物流中心 3 月份完成

报关单 727 份，进出口监管货值 3.01 亿

元，同比增长 51.3%，其中一线监管货

值 1.48 亿 元 。 今 年 累 计 完 成 报 关 单

1353 份，进出口监管货值 6.63 亿元，其

中一线监管货值 3.21 亿元。

襄阳保税物流中心通过落实通关一

体化、“提前申报”“自报自缴”等通关模

式改革，通关无纸化比例、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应用率达 100%，进出口整体通

关时间较挂牌前分别压缩42%和76%。

去年 4 月，全国保税物流中心（B

型）中首单集装箱出口结关业务在片区

试行成功，缓解了襄阳市“一箱难求”的

局面，构建的“平台—货代—企业”三级

生态体系，推进量价互保机制，逐步降

低短驳、场站、铁路、远洋运输及用箱成

本。数据显示，去年，襄阳 9 条国际货

运班列累计发运 8051 个标准箱，累计

货值 5.27 亿美元，其中襄欧班列已覆盖

欧洲 80%的主要货运站点。“襄欧班列

开通后，襄阳向欧洲的发货时间节约

25 天左右，成本大幅下降，效益大大提

高。”襄阳陆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峥说。

同时，襄阳抢抓获批国家级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机遇，发展跨境电商产

业，引进商务部首批跨境电商试点企业

大龙网，投资 12.35 亿元建设襄阳龙工

场跨境电商平台和跨境电商产业集聚

智慧园。目前，襄阳自贸片区跨境电商

产业园已投入运营，59 家企业提出入

园申请，入驻跨境电商相关企业 54 家。

今年 1 月 22 日，襄阳获批设立国家

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

成为襄阳外贸发展的“新引擎”。3 月

份，骆驼集团蓄电池销售有限公司通过

阿里巴巴国际站以报关单模式申报的

“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海关监管

代码“9710”）货物顺利通关放行，首批

“骆驼”牌蓄电池经上海外港销往美国，

这是继际华三五四二后，襄阳又一制造

企业拥抱跨境电商开展“9710”出口业

务，标志着襄阳本土优质企业数字化出

海顺利“破局”。

近期，《襄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建设实施方案》的编制和襄阳市《关于

促进跨境电商突破性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出台，将引导更多“襄十随神”（襄阳、

十堰、随州、神农架林区）城市群企业乘

着跨境电商的东风，将鄂西北优质产品

推向海外市场，释放中西部内陆地区开

放发展新活力。邓卓海表示，襄阳自贸

片区将持续拓展外向物流通道，打通襄

阳至东北亚、东南亚两条新通道，加快

形成铁水公空、多式联运、通江达海、无

缝对接的立体国际物流大通道。

美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居心叵测

郭

言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

国一些政客不顾事实在多

个场合宣称中方“默许”“纵

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

事行动，妄称中方放大俄有

关北约及俄乌冲突的虚假

信息。

美一再就俄乌局势散

布涉中国虚假信息，正是污

蔑 和 抹 黑 中 国 的 老 套 路 。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俄

乌冲突持续两月，新冠疫情

阴霾仍笼罩全球，全球经济

复苏脆弱乏力、发展鸿沟加

剧。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

美国，不去推动停火止战，

促进世界和平安全，而是拱

火 挑 事 ，借 题 发 挥 抹 黑 中

国 ，实 属 居 心 不 良 、荒 谬

至极。

判定信息是否虚假，应

当依据客观事实而非主观

臆断。美国是俄乌冲突的

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这不

是虚假信息；绝大多数国家

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俄

乌冲突，反对滥用单边制裁

和“长臂管辖”，这不是虚假

信息；美国不断拱火，军火

商和油气公司赚得盆满钵

满，这不是虚假信息；国际

社会对美方在乌克兰生物

实验室的研究目的、美方是

否在乌克兰和其他境外实

验室从事美国内禁止的危

险研究这些问题有重大的

关切，这不是虚假信息；北

约打着和平的旗号四处开

展军事行动，1999 年南联盟大规模空

袭、2001 年阿富汗战争、2011 年空袭利

比亚，这不是虚假信息。当前充斥国际

舆论场的涉华虚假信息的真正源头，恰

恰来自于美方一些人不断泼向中国的

“脏水”。

中 国 在 乌 克 兰 问 题 上 的 立 场 光

明 磊 落 ，已 得 到 越 来 越 多 国 家 的 理

解 和 支 持 。 印 度 、巴 西 和 南 非 等 国

相 继 表 态 ，希 望 相 关 方 通 过 对 话 谈

判 解 决 当 前 争 端 ，德 国 总 理 朔 尔 茨

也 强 调 ，面 对 目 前 局 势 需 要 冷 静 的

头 脑 和 深 思 熟 虑 的 决 定 。 眼 看 日 渐

失 去 人 心 ，一 些 美 政 客 不 检 视 自 身

问 题 ，反 而 死 抱 冷 战 思 维 不 放 ，推 动

“谎言外交”再度升级，欲

将 中 国塑造为“激化冲突”

的假想敌 ，掩 盖 美 在 俄 乌

冲 突 中 的 不 光 彩 角 色 ，更

欲转移视线把冲突下欧洲

遭受重创的账算在中国头

上 ，试 图 挑 拨 中 欧 矛 盾 以

加 剧 世 界 分 裂 ，进 而 为 巩

固其日渐飘摇的世界霸权

寻找更多抓手。

美国诸般狡猾的话术

改变不了美是俄乌冲突始

作俑者的事实。冷战结束

后，美国操纵北约进行五轮

东 扩 ，接 连 搅 乱 乌 克 兰 政

局，极力 挤 压 俄 罗 斯 安 全

空 间 ，最 终 造 成 俄 乌 矛 盾

高度激化。俄乌冲突爆发

后 ，美 国 虽 声 称 不 派 兵 参

战 ，却 将 军 火 商 制 造 的 武

器 源 源 不 断 地 输 送 至 战

场 ，并 从 中 赚 得 盆 满 钵

满。甚至不顾眼下欧洲安

全 危 机 ，美 国 仍 不 断要求

欧洲国家站队，通过集体制

裁刺激俄乌冲突升级，而在

难民问题上却留给欧洲，让

欧洲焦头烂额。

为给自身恶劣行为“梳

妆打扮”找到合理借口，伴

随冲突升级的还有美政客

的“谎言攻势”。在美政客

及 媒 体 带 领 下 ，美 西 方 频

频捏造和传播假新闻煽动

对 抗 ，试 图 把 俄 罗 斯 打 造

成“共同敌人”，甚至连俄

罗 斯 的 猫 都 成 为 制 裁 对

象 。 面 对 俄 乌 冲 突 ，中 国

采取负责任和客观中立的

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

反对火上浇油，与美国“鹬

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阴谋形成鲜明对

照，自然引发美国极度不满。俄乌冲

突爆发以来，美政客曾在多个场合向

中国施压，称中国应改变立场，与“正

义”站在一起。其根本目的，不过是为

了掩盖斑斑罪行、挑拨他国矛盾以巩

固自身霸权。

眼下，俄乌冲突仍在继续，美方一

些政客必须停止为一己私利而炮制连

篇谎话、扰乱各方谈判进程，以防出现

更严重的分裂对抗和人道主义危机。

长久之道，则在于相互尊重、摒弃冷战

思 维 ，不 搞 集 团 和 小 圈 子 的“ 幼 稚 游

戏”，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

黑龙江抢抓农时保春播

本报记者

吴

浩

“4 月中旬，大棚里秧苗

已 全 部 见 绿 ，现 在 长 势 喜

人。”李显明是北大荒集团前

进 农 场 有 限 公 司 的 种 植 大

户 ，今 年 要 种 植 500 多 亩

水稻。

“目前，黑龙江省备春耕

生产已基本结束，春耕生产

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黑龙

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庞海

涛说，黑龙江已完成春整地

2743.57 万亩；小麦、马铃薯

等播种已全面启动，大豆开

始 试 播 ，全 省 旱 田 已 播 种

297.32 万亩；水稻育秧基本

结束，水田区陆续开始泡田

整地，全省已泡田 1814.3 万

亩，为适时早插秧做好准备。

今年初，黑龙江把粮食

生 产 和 扩 种 大 豆 目 标 任 务

逐级分解落实，确保粮食种

植 面 积 达 2.185 亿 亩 、总 产

稳定在 1500 亿斤以上；国家

下 达 扩 种 大 豆 任 务 900 万

亩，黑龙江自我加压，确定

了确保扩种大豆 1000 万亩

以上、产量增加 26 亿斤以上

的目标。

黑龙江持续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 粮 于 技 ”战 略 ，做 好 黑 土 地 保 护 工

作。今年，黑龙江将新建高

标准农田 1100 万亩，全部用

于种粮，并创建 33 个省级黑

土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黑

龙江还大力发展生产托管

等社会化服务，促进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通过

规模经营节本增效、挖掘增

产潜力。据悉，全省农业生

产全程托管服务面积可达

3000 万亩。

佳 木 斯 市 把 统 筹 做 好

疫情防控和备春耕生产作

为首要任务来抓。“我们统

一将县城内非隔离、急需种

植水稻的农户按规划路线

与村两委完成‘点对点’对

接。农户还可电话订购种

子、化肥，‘点对点’配送到

家。”佳木斯市汤原县香兰

镇党委书记王彦飞表示，目

前 ，全 镇 春 耕 生 产 有 序 推

进，今年丰收有保障。

“ 我 们 要 继 续 统 筹 抓

好 疫 情 防 控 和 春 耕 生 产 ，

克服疫情影响，科学有序组

织，全力抢抓农时，加快播

种 进 度 ，加 强 指 导 服 务 ，提 高 春 播 标

准 ，努 力 把 各 种 农 作 物 都 播 在 丰 产

期。”庞海涛说。

山东为春耕备好“钱袋子”
本报记者 王金虎

精准定位飞行轨迹，确保农药喷洒

不留死角，在山东淄博市桓台县田间地

头，当地种粮大户荆茂祥一边看儿子荆

常越操作无人机盘旋飞行，一边告诉记

者：“俗话说‘春脖子短，农活往前赶’，

如今年轻人挑起了春耕春管的大梁。”

今年，荆茂祥流转了 2600 多亩土

地，准备大干一场。不承想，受新一轮

疫情影响，不仅购买智能化、机械化设

备的资金出现了严重缺口，甚至购买种

子种苗的资金也没凑齐。农行淄博桓

台县支行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为他

办理了 300 万元贷款，解决了资金方面

的燃眉之急。

近日，山东潍坊市滨海开发区大家

洼街道贤村李茂礼承包的 250 多亩小

麦长势喜人。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农行

潍坊分行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摸排种植

大户资金需求，为李茂礼发放了线上贷

款。“购买肥料的资金还差不少，照着银

行工作人员的提示，申请贷款不用登银

行的门，通过手机银行就办下来了。”这

笔惠农贷款的迅速到账，让李茂礼吃下

了定心丸。

日前，山东 9 个产粮大市金融部门

加大了春耕备耕支持力度。截至 3 月

末，农行山东省分行“惠农 e 贷”余额达

281.6 亿元，较年初增加 4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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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甘肃省张掖

市甘州区城市湿地公园春意

盎然。近年来，当地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城

市建设中通过治水与绿化、

美化相结合，修复城市水生

态，提升城市“绿肺”功能，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杨永伟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PPI 呈逐月回落态势

一季度，PPI 同比上涨 8.7%，涨幅

比去年四季度回落 3.5 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回落，生活资料

价格总体平稳。其中，一季度生产资料

价格同比上涨11.3%，涨幅比去年四季度

回落 4.8 个百分点，影响 PPI 上涨约 8.49

个百分点，占PPI总涨幅的98%。生活资

料价格同比上涨 0.9%，涨幅与去年四季

度持平，影响PPI上涨约0.2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司长王有捐表示，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

续显现，煤炭、钢材等行业价格涨幅较

前期明显回落。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

国际能源和有色金属价格剧烈波动，对

国内相关行业冲击较大。

“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再创新

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3 月份，国际能

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4.1%，非能源价

格指数环比上涨 8.1%，总指数创近年

来新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表示，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供求关系

偏紧、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价格高

位波动的可能性较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表示，3 月份 PPI 同比上涨 8.3%，涨幅较

上月收窄 0.5 个百分点，连续 5 个月回

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 PPI 高位持续攀

升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国际输入性因

素增加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不确定

性，但随着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

现，叠加高基数效应，预计年内 PPI 总

体回落的态势不会改变。

孟玮表示，我国将综合施策、精准

调控，以国内保供稳价的确定性应对外

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全力做好大宗商品

保供稳价工作。下一步，将密切跟踪大

宗商品市场和价格走势，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研判形势、及早应对处置。

防范输入性通胀

当前，全球通胀压力持续攀升。我国

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部分大宗商

品外采比例较高，国际价格上涨客观上

会加大输入性通胀风险。近期，国务院

多个重要会议对稳物价作出部署，指出

要“以稳就业稳物价支撑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稳定物价必须抓住粮食生产、

能源保供、物流畅通等关键”。

郭丽岩表示，受疫情冲击，全球主要

初级产品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处在重塑过

程中，加之国际流动性仍处于相对宽裕

阶段，较易出现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波

动率明显加大情况，一些行业企业易受

供给不足和价格异常波动等外部冲击。

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

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和能源基本盘。

周茂华预计，年内物价将温和抬

升，全年 3%左右的目标能够实现。他

建议，要防范能源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带

来潜在输入性通胀，防范散发疫情对货

运物流的影响，以及局部极端气候对农

产品的阶段性影响等。

“从走势看，尽管存在国际输入性

因素以及部分鲜活食品短期供给压力，

但总体看，CPI 保持温和上涨的有利条

件比较多。”付凌晖表示，从需求看，消

费和投资需求仍处在恢复之中，对价格

拉动作用有限。从供给看，粮食生产连

续丰收、库存充裕；生猪产能总体恢复，

猪肉供给总体充足。我国商品和服务

市场供应能力比较充足，3 月份，扣除

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处于较低

水平；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1%，涨幅比

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同时，市场保

供稳价的措施还会持续显效，也有利于

价格稳定。因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还

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温彬认为，虽然下阶段存在物价

上行压力，也不排除个别月份 CPI 涨

幅可能突破 3%，但我国有能力、有信

心保持物价稳定在合理水平。要继续

做好能源、粮食保供稳价，以确保物价

总水平稳定。物价稳定，也有利于我

国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保持前瞻

灵活，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