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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动态

2023 ALB China 知识产权业务排名公布：华诚再度领跑榜单

华诚资深商标代理人张黎明入选中华商标协会 2023 年商标人才库

沙特知识产权局指定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 PCT 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日本专利局发布 2022 年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报告

5 月 22 日，汤森路透旗下尖端法律杂志《亚洲法律杂志》
（Asian Legal Business）公布了“2023 ALB China 知识
产权业务排名”（2023 ALB China IP Rankings）。华诚在
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能力、杰出业绩和良好口碑再次获得认
可，在本年度知识产权排名的“专利”和“著作权 / 商标”
两大领域持续领跑，再度位居 Tier 2 二类排名。

5 月 10 日，中华商标协会发布了 2023 年商标人才库入库申报（第一批）评价结果公告。根据 2023 年
商标人才库入库申报（第一批）合格人员名单显示，高级人员 176 人，一级人员 460 人，二级人员 594 人。

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深商标代理人张黎明入选上述人才库名单，被评定为高级人员。
（来源：中华商标协会官网）

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沙特知识产权局关于 PCT 合作的意向书，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式确认，
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国民或居民或以英文或阿拉伯语（附英
文翻译）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SA/IPEA）。

有关事项将在 PCT 公报及相关 PCT 法律文件中进行公告。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务微信）

2023 年 4 月 27 日，日本专利局（JPO）公布 2022 年五大领域专利申请技术趋势调查报告。该报告介
绍了各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数量等相关专利申请动向，并分析了日本的优势。报告显示，日本在 LiDAR 和
智能物流领域占据优势；碳中和氢氨技术方面，日本与欧美势均力敌；日本籍的专利申请人在人体干细胞相
关技术、毫米波 MIMO 天线技术领域十分活跃。

（来源：日本专利局官网）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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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2013-2023 年：十年专利侵权诉讼高额判赔案件一览

近期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2）》披露的“蜜胺”发明专利侵权案判赔金额
高达 1.2 亿，该案与关联的技术秘密侵权案共计判赔 2.18 亿，是目前人民法院针对同一工程项目判赔额最高
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本期通讯将 2013 至 2023 这十年期间，专利侵权诉讼高额判赔的案件整理成表，供读
者参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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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江苏发放全省首张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

2022 年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5 月 15 日，江苏发放全省首张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江苏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取得新突破。
据介绍，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是对数据产权保护的积极尝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将作为创新主体持有

相应数据的初步证明，可应用于数据资产入表、交易流通、纠纷处理等多种场景，释放数据要素潜在价值，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务微信）

2022 年全国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情况据介绍
2022 年，全国海关共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6.46 万次，实际扣留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 6.09 万批、

7793.85 万件。全年受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申请 23412 件，审核通过备案申请 21356 件，其中，国内权
利人备案数量为 15091 件。查扣侵权嫌疑货物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查获侵犯商标权货物数量仍居首位。海关查扣侵权货物的知识产权类型包括商标权、专利权、
著作权、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等，其中扣留涉嫌侵犯商标权的货物高达 7632.31 万件，占全部扣留数量的
97.93%；扣留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儿童玩具、纪念品、钥匙链、运动鞋等货物 182 批、10684 件，
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保护更加有力。

……

（三）跨境电商等新业态领域执法成效显著。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2.1 万批、402.3 万件，
扣留批次和数量在非货运渠道执法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分别由 2021 年的 23.53% 和 22.70% 提升至 35.73%
和 50.39%。海关共扣留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侵权嫌疑货物 670 批、2720.31 万件，在货运渠道执法中
的占比分别为 31.71% 和 38.89%。

（四）查获主要涉及电子电器、文具办公等商品类别。海关查获的侵权嫌疑货物以电子电器、文具办公、
儿童玩具、烟草制品等为主，其中，电感、电容、集成电路等电子电器 1594.62 万件；铅笔、圆珠笔等文具
办公 1334.72 万件；游戏卡牌等儿童玩具 1243.39 万件；香烟、卷烟纸等烟草制品 1189.75 万件。

（来源：节选自“海关发布”——海关总署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