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企北上普遍需要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
知識和技巧。近年來，粵港澳大灣

區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機制亦逐步完善。此
次揭牌的中國（深圳）知識產權仲裁中
心，匯集了港澳多個國際知名仲裁調解機
構，邀請國際仲裁領域專業突出、享有一
定聲譽、熟悉兩地法律和相關政策的港澳
大律師、律師入駐，為企業和境內外當事
人提供仲裁、調解等商事爭議解決服務。
港人港企在中心仲裁時，還可自主選擇仲
裁機構、仲裁員、仲裁地、開庭地點、仲
裁語言、仲裁規則以及仲裁所適用的法
律。

中國創新排名5年升15位

深圳知識產權資深律師、己任律師事
務所合夥人鄒雯受訪表示，中心的模式還
可以推動探索實行與香港法律制度相銜接
的民商事爭議解決機制，形成可複製、可
推廣的經驗和做法，為大灣區創新行業的

有序發展增添動力。
第21個「世界知識產權日」適逢「十

三五」與「十四五」規劃的銜接時期。未
來知識產權保護關係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的大局。國務院新聞辦近日舉行發布會，
會上透露了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成果。
「2020年我國知識產權創造量質齊升。全
年授權發明專利53萬件，每萬人口發明專
利擁有量達到15.8件，超額完成國家『十
三五』規劃目標。」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
申長雨介紹，去年全年商標註冊576.1萬
件，作品登記量331.6萬件，計算機軟件
著作權登記量172.3萬件……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
告》中，中國排名第14位，較2015年提
升15位。
對於未來5年的知識產權工作，申長

雨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作了明
確部署，相關內容是歷次規劃中最多的一
次，充分表明了知識產權工作在國家經濟

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顯。
針對商標搶註等侵權現象，國家知識

產權局副局長何志敏表示，國家知識產權
局堅決反對並及時打擊商標惡意註冊行
為，並將積極引導全社會樹立正確的商標
註冊意識。

在第 21 個 「 世 界 知 識 產權
日」，粵港澳大灣區在知識產權保護
方面新增了創新探索。近日，中國
（深圳）知識產權仲裁中心（簡稱
「中心」）簽約掛牌儀式在河套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舉行。據了解，這一
平台相較以往的創新之處在於建立了
一套「一站式服務+全流程保護」的
模式；平台引入了熟知粵港澳三地法
律的港澳大律師，建立了知識產權調
解、仲裁的全套服務。為港澳企業、
外資科技企業及境外人才提供高效、
低成本化解糾紛的全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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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昨天召開的
新聞發布會上透露，2021年1-3月城鎮新
增就業297萬人，按年增加68萬人，完成
全年目標任務的27%。
促進司司長張瑩在發布會上表示，一

季度就業工作進展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
是新增就業穩定增長；二是失業水平穩步
回落。3月份城鎮失業調查率5.3%，按月
下降0.2個百分點，按年下降0.6個百分
點，低於5.5%左右的控制目標；三是市場
需求有所回暖。市場機構網絡招聘數據顯
示，一季度招聘需求人數按年增加26%。從
企業調查看，四分之三的企業有招工需求，
其中三成為擴張性的招聘需求，較往年有所
上升；四是重點群體就業基本穩定。
「高校畢業生就業總體平穩，農民工

外出規模恢復至節前水平。1-3月，城鎮
失業人員再就業 103 萬人，按年增加

32%；就業困難人員就業37萬人，按年增
加37%。」張瑩說。
據介紹，今年以來，穩就業的各項措

施仍然在繼續發力。節後累計舉辦招聘會
超過3萬場，發布崗位信息超過2000萬
個，輸送相關務工人員162萬人。

首季城鎮新增就業297萬人

■山西早前舉行招聘會，吸引眾多求職者前
來尋找工作。

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近日透露，中
醫藥已經傳播至196個國家與地區，全球接
受過中醫藥、針灸、推拿或氣功治療的人
數已達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據世界衞生組織統計，目前113個成員

國認可使用針灸，其中29國設立了相關法
律法規，20國將針灸納入醫療保險體系。
有些國家的健康保險體系還覆蓋了其他一
些中醫藥療法。
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表示，在對外

醫療援助中，中國目前已向亞洲、非洲、
拉丁美洲的70多個國家派遣了醫療隊，幾
乎每支醫療隊中都有中醫藥人員，約佔醫務
人員總數的10%。
中國亦正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

中醫藥領域的合作。自2015年起，中國在國
內開展了59家中醫藥對外交流合作示範基地
建設，並與相關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

了30個高質量中醫藥海外中心建設工作。
截至目前，海外中心和示範基地共與88

個國家開展了合作，累計服務外國民眾15萬
人次，培訓外籍專業人員7100人次，培養
學生超過1萬人次，並推動捷克、匈牙利等
國家對中醫藥立法。

全球逾1/3人口曾獲中醫藥治療

■中醫師日前在青島給外國留學生講解中藥
材。

引入粵港澳三地律師 提供調解服務
知識產權仲裁中心落戶河套

■大灣區仲裁中心的創新之處在於建立了「一站式服務+全流程保護」的模式。

中國營商便利度近年排名*
2015年：世界第90位

2016年：世界第84位

2017年：世界第78位

2018年：世界第78位

2019年：世界第46位

2020年：世界第31位

* 中國知識產權領域保護成效顯現，進一
步優化了國內營商環境，營商便利度在
世界銀行的排名中不斷提升。

廣州仲裁委（下稱「廣仲」）
在26日召開的知識產權和國際商事
仲裁案件新聞發布會上透露，今年
一季度，廣仲受理涉外仲裁案件達
137件，按年大增75%，總標13.8
億元，按年增長2.45倍。港澳仲裁
專家在涉外案件調解和仲裁中有優
勢，廣仲已選聘80多名通曉國際規
則的港澳仲裁員加入仲裁員隊伍，
帶動審理涉外案件增長明顯。同
時，首次聘任3名港澳專家加入廣州
仲裁委員會成員，參與仲裁規則的
發布和仲裁員的選聘，助力灣區打
造國際仲裁樞紐。
2020年，包括知識產權糾紛案

在內，廣仲受理涉外仲裁案件281
件，而今年一季度，便已達到137
件，增速迅猛。
據悉，去年，廣仲制定發布全

球首個互聯網仲裁標準（「廣州標
準」），打造在線爭議解決平台OD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同
時，推出首個APEC成員中小微企業
上市爭議在線解決平台，並專門制
定了多語言的《知識產權爭議在線
解決程序指引》。目前，「廣州標
準」已獲得100多家內地仲裁機構和
包括港澳在內的20多家境外仲裁機
構簽約認可並共同推廣。
去年4月，3位仲裁員來自粵、

港、澳三地，線上解決了一宗爭議
金額超過13億元人民幣的企業拆借
糾紛，從組庭到結案只用了13天。

■廣州仲裁委表示已選聘80多名通曉國際規則
的港澳專家加入仲裁員隊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