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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德化县陶瓷旅游观光工厂，6 岁的李佳航
（右） 和 7岁的郑钰桐 （左） 各自购买了陶瓷“冰墩墩”、
“雪容融”。

新华社发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日引爆购买潮，导致“一墩难求”。 新华社发

拿到这个选题时，迅速地，两个熟悉的
场景涌入脑际。

第一个情景是在上中学时，同学间争相
传阅、看得津津有味的金庸古龙小说和余秋
雨文集。那被翻得缺角的书页上，有不少是
错别字，还有印错页的，从第一章内容直接
跳到第三章的。

第二个情景是 20 年前去北大找高中同
学时，路过中关村的景象。每走几步，就会

有一个年轻男人或是抱着孩子的中年女人凑
过来。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职业：售卖盗版
光碟。在那个年代，中关村留给我最深的印
象，除了海龙、科贸、鼎好等电子用品大卖
场外，似乎就是这个难以治理的乱象了，至
今仍历历在目。

不管是盗版书还是盗版碟片，都有一个
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价格低廉。也是靠着
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盗版维持着旺

盛的生命力，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知
识、信息的传播。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知识产权素养的
提高，明目张胆地盗版渐渐消失。然而，

“山寨”来了。从现在的侵权案例看，其手
段更隐蔽，取证也更困难了。

那么，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盗版、
“山寨”能让我们如此低成本地消费和分享
某些知识、产品，我们为什么也要重视知识

产权保护？为什么要支持更大力度的“铁拳”
治理“山寨”行为？

答案很简单。一个人呕心沥血，耗尽了数
年时间和心血的成果，一夕间被别人连锅端
走，再以低价出售，“薄利多销”进而牟取暴
利，最受伤的是谁？

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汇业 （南京） 律
师事务所主任魏青松说，“如果正版不敌‘山
寨’，那么谁还去搞研发？”

如果没人愿意从事研发，国家的创新从何
而来？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创新，才能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这样看来，知识产权这个看似很专业的话
题，看似只属于某些创作者的权益，其实和我
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知识产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司晋丽

如期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让壬寅之春更加喜气洋洋：冰雪上，奥运健儿奋勇拼搏、挥汗如雨的身影，带给观
众无与伦比的感动和享受；“北京2022”的标语和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一起，营造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浓郁
的冬奥气氛……除此之外，雪蜡车、超级滑雪模拟机、仿真冰板等一批引人注目的“冰雪黑科技”也赚足了眼球。
而这些冬奥形象产品和颇具创新意义的冰雪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自主知识产权。

近日，冬奥会体育赛事吸引
着人们的眼球，令体育迷们过足
了瘾。在冬奥会带来的“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热潮中，一批国
产智能化、数字化冰雪产品、冰
雪设施、冰雪装备也应运而生。

引人注目的“冰雪黑科
技”——雪蜡车、超级滑雪模拟
机、具有自润滑功能高分子仿真
冰板、可移动式滑雪跳台设施，
铺装满足滑行需求的可释放负离
子的专业滑行人造草，冰雪运动
防撞垫系列产品、碳纤维雪地自
行车及碳纤维滑板、滑竿等冰雪
装备配套产品……这些颇具创新
意义的冰雪产品，都有一个共同
的闪光点：自主知识产权。

上述每一个装备的亮相，都
令国人振奋，人们从中看到了民
族体育品牌冉冉升起的希望。因
为，得标准者得天下，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

“作为体育产业从业者，我
明显感受到，30多年来我国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日益完
善，专利申请数量保持领先，权
属清晰，完善的市场授权合作机
制正在逐步建立，这些进步和成
就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我们也是时候从国家
层面加大对民族品牌知识产权的
保护力度了。”第十一、十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卞志良
告诉记者，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
的打击力度，可以调动民族企业
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生产出更多
具备高附加值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为此，近年来，他多次向全国两会提交《关于加强民
族体育品牌保护的建议》和《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建
议》等提案。

伴随着日渐浓厚的创新土壤，我国已经由“知识产
权引入大国”转变为“知识产权创造大国”。卞志良就
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亲历者。他的创业
史，是一部在改革开放的大江大河中奋勇搏击的历史，
也是一部创业者的知识产权意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
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为了摆脱贫穷的命运，出身山东德
州农村的卞氏夫妇走街串巷售卖各种小商品。一次偶然的
济南行，让他们发现了做体育训练用垫的商机，于是夫妻
俩熬夜加班手工缝制垫子，赚取了第一桶金。

1978年，卞志良创建了泰山体育器材厂，之后在好
心人的提醒下，专利意识在卞志良心头萌生，他注册了泰
山体育的商标。

1990年，泰山体育产品亮相亚运会，也代表中国本
土品牌登上了大型体育赛事。时光飞驰，到2008年，泰
山体育成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器材供应商。“在北京奥运
会全部302枚金牌中，122枚是在泰山体育的器材上生产
的，比例超过了40%。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泰山体
育以科技和服务，为中国‘智造’和创造赢得荣誉。”卞
志良自豪地说。

明丽背后，总有荆棘。卞志良举了个例子，在2018
年卡塔尔体操世锦赛上，中国体育品牌进入世界高端市场
就遭到一些国家的阻挠，“如果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
术，特别是缺乏对这些技术和知识产权强有力的保护，就
难以占领世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和价值链上利益分配的控
制权。”他告诉记者。

卞志良采取的破题之术，是专注培育自主知识产权，
用“全球化标准”实现创新发展，参与制定了室内外健身
器材、人造草坪及体育工程、碳纤维自行车、智能体测一
体机、冰雪产品等几大类国际国内产品标准，有200多项
产品通过国际单项协会认证。

从做产品到做品牌，再到做全球行业标准，从手工缝
制垫子的小公司到全球最大的顶级赛事供应商和服务商，
泰山体育“从炕头到全球”飞跃，正是民族品牌在世界知
识产权海洋中自强不息、劈波斩浪的写照。

我们也从中看到，随着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知
识产权也不再是束缚民族企业“模仿与剽窃”的枷锁，而
是成了他们创新能力转变为财富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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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的热点不能随便蹭

近来最热的话题，非“一墩难
求”的“冰墩墩”莫属了。随着北
京冬奥会的火热进行，吉祥物“冰
墩墩”也收获了无数海内外粉丝的
青睐，被网友戏称为“宇宙顶流”。

2月 5日，冬奥会开幕次日，
记者就目睹了排队购买“冰墩墩”
的盛况。当天上午，在位于北京王
府井商业街的工美大厦前，从四面
八方赶来的人们自觉排成一条长
龙。在“工美大厦”四个金灿灿的
大字下，“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
旗舰店”的字样也很惹眼。

当年味与冬奥相遇，喜庆倍
添，零下几度的低温也未能阻挡人
们购买冬奥纪念品的热情。赵伟瑜
是北京市昌平区一所中学的教师，
她同女儿一早就乘地铁赶来，排了
一个多小时，终于买到了心仪的大
号“冰墩墩”毛绒玩具，上面还印
有奥组委专有的防伪标签。

“北京开奥运会时，我就是在
这儿购买的‘福娃’玩具。听说今
天早上6点多就有人来排队了，这
也是大家热情支持北京冬奥会的表
现吧！”赵伟瑜说。

店内，“盲盒断货了”“请等待
补货”的声音此起彼伏；店外，工
作人员穿梭在人群中，贴心为顾客
奉上姜汤和“暖宝宝”……摩肩接
踵的人群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
拒绝“山寨”、购买正品已成为多
数人的共识。

奥运吉祥物往往因为可爱的造
型和蕴含的意义赢得人们的喜爱，
但也要“买之有道”，因为吉祥物
属于奥运标志。和赵伟瑜一样，许
多人都是在北京奥运会筹办时才了
解到买奥运商品要到特许经营店的
概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北
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创始成员、冬
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特聘专家、国家
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刘岩介
绍，在我国法治体系下，奥林匹克
标志是最重要、最大量、最典型、
最有代表性的奥林匹克知识产权，
需要得到许可才能用于商业目的。

刘岩表示，在奥运知识产权保
护中，特许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只是
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因蹭热点而
侵权的案例。前不久，宝马（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和北京二锅头酒
业公司就因违反《奥林匹克标志保
护条例》而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
出了罚单。前者在微博发布带有“围
观奥运会”“致运动家精神”的文字
宣传，后者推出带有奥运标志

“2022北京冬奥”纪念酒。
“商品包装上印制北京奥运会

会徽或吉祥物或奥林匹克五环图
案，企业、商品、服务等广告中使
用‘奥运’二字或‘北京 2022’
等字样，如果没有得到权利人许
可，都是侵权行为，其权利人就基
本上是北京奥组委、冬奥组委，奥
林匹克五环图案的权利人是国际奥
委会。”刘岩说。

保护力度前所未有

国家知识产权局1月 12日发
布消息称，对北京冬奥组委提交的
会徽、名称、缩写、吉祥物、口号
等63件奥林匹克标志予以公告保
护。同时，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会徽和火炬造型等加强专利商标
保护，实现了奥运会相关知识产权
全方位、立体化保护。

从国家层面实行这样严密的知
识产权保护，令人感受到一种前所
未有的震慑之力。如果历史地来
看，意义则更显重大。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
我 们 亚 洲 ， 河 像 热 血 流 ……”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
举行，由韦唯和刘欢演唱的主题曲
《亚洲雄风》与举着金牌奔跑的吉
祥物熊猫盼盼一道，成为1990年
最炫目的视觉记忆。

遗憾的是，“盼盼”的形象和
“1990亚运会”的字样也迅即被多
家企业盗用作衣服鞋帽、食品饮料
等各种商业目的。这也是改革开放
初期，商标、专利保护意识普遍淡
漠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伴随着改革开放嘹亮
号角的吹响，我国于1980年就加
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那时起
至1990年，商标法、专利法、著
作权法相继公布，我国知识产权领
域的法律基本完善，但法律的威力
还没能充分彰显。

“从1979年起，我国就积极参
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至今已有
40多年的历史。然而，在北京申
办奥运会取得成功之前，我国几乎
没有开展过奥林匹克法律事务，体
育赛事领域的法治也几乎是一片空
白。”刘岩说。

巧合的是，就在1990年北京
亚运会后，刘岩正式加入了申办北
京奥运会的工作。对他来说，

2001年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
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并履行
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我国的知识产权开始与世界接
轨。那年12月13日，北京奥组委
成立，当天就设立了法律事务部。
归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事务，配合
司法或执法机关依法查处各种侵权
行为以及指导委内外机构为非商业
目的使用奥组委知识产权是奥组委
法律事务部的工作职责之一。

2005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问世后，在北京秀水街等
一些市场摊位上，真伪不明的“福
娃”不时出现，一些商贩还熟练地
与监管方玩起了“躲猫猫”，令工
商人员头疼不已；后来，山寨“鸟
巢”“水立方”场馆还在全国一些
地方现身……

刘岩告诉记者，在北京奥运会
筹备、举办和善后期间，奥组委曾
协助国内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处了
数千起侵权案件。在他看来，知识
产权工作的经验和成果，正是北京
奥运会留下的丰富遗产之一。

今昔对比，全国政协委员、汇业
（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魏青松深有
感触。他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建立和不断发
展起来，总体来看，我国的知识产权
发展较之西方国家来说较晚，但发展
态势良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知
识产权工作方向的转变，标志着我国
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大国。

“1990年亚运会时，民间商标
盗用现象成风，侵权案例不胜枚
举。现在，照例有不少想蹭赛事热

点的企业，但侵权现象成了少数，
多数企业的负责人首要考虑的是去
向奥组委申请授权。”魏青松说。

在全社会形成尊崇知识
产权的氛围

在魏青松看来，知识产权保护
的一个难点，就在于知识产权本身
辩证的特质。“知识产权不是直接
给社会增加利益，而是通过保护特
定人在特定时间的垄断权利，比如
专利，从而达到增进整个社会福祉
的最终目的。”

改革开放至今，有不少事件推
动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向前发展。
魏青松举了两个实例：1994 年
《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
定》通过，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由
普通的违法延伸到犯罪，以国家强
制力手段来保护著作权，是我国首
次规定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犯罪，
推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一个
新的水准。

2016年里约奥运会，央视与
深圳新感易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
间有过因奥运会的转播权产生的一
个著作权纠纷，最终以新感易搜公
司赔偿央视299万元告终。虽然案
件的赔偿数额并非天文数字，但是
这个案子让公众与大量的网络公司
意识到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也是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这对于推动知识
产权保护很有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不断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提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要求与愿景，如今，我国
的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
提高质量转变。

“随着我国企业的创新创造能
力的提升，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
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大家过去可能
是迫于外在压力，被动地去做。后
来发现保护知识产权真的能够维护
我们的技术进步，能够促进整个社
会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变成真心
实意地去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
变。”魏青松分析说。

在全社会形成尊崇知识产权的
氛围，一直是法律工作者们的努力
方向。

刘岩告诉记者，不管是北京奥
组委和冬奥组委，都很重视通过新
闻媒体宣传奥林匹克知识产权、残
奥会知识产权及其保护工作。而一
旦发生知识产权争议，必须坚持原
则，讲究策略，及时依法处理，

“不能一笔糊涂账”。
我国已有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保

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特别是近
年来增设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魏青松一直主张对侵权零容忍、严
惩侵权者。他认为，目前，最重要
的就是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
做到对于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零容
忍，加大惩罚处罚力度，大幅度增
加侵害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成本，
让具有侥幸心理的投机者望而生
畏，让恶意侵权者、规模侵权者、重
复侵权者倾家荡产。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保护
创造、抵制盗版、抵制“山寨”。

冬奥“知”多少
本报记者 司晋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