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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制定部署了一系列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

施，激发了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

增强了社会面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意

识，雪域高原迎来知识产权保护新气

象。据统计，截至 2022年底，我区有效

商 标 注 册 量 5.581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17.6%；发明专利拥有量 1065 件，同比

增长 16%；高价值发明专利 517 件，同

比增长 11.9%。有效商标注册量、发明

专利有效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运用知识产权信息，实
现企业创新发展

我区地处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

海拔超过 4000 米，素有“地球第三极”

之称。2019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

举全区之力、合力打造“地球第三极”

区域公共品牌的决策部署。西藏地球

第三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地球第三极公司”）是“地球第三极”

商标的持有者和运营方，近年来，推出

了天然饮用水、青稞、蜂蜜等特色产

品。

“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已

经提交了多件‘地球第三极’商标注册

申请，基本实现了 45 个商品与服务类

别上的全类注册。目前，公司正对‘地

球第三极’商标实施跨境保护，已经在

12 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商标注册申

请。”地球第三极公司副总经理梁俊超

介绍，该公司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定期

进行商标监控，建立品牌“护城河”，助

力实现“品牌兴藏、产业兴藏”。

凭借扎实的商标品牌管理工作，地

球第三极公司申报的“打造区域公共品

牌，助推产业新动能”入选国家知识产

权局评选的商标品牌建设优秀案例。

“地球第三极”品牌价值实现快速

增长是我区经营主体运用知识产权支

撑创新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近年

来，这样的案例不断涌现。

青稞是我区主要的粮食作物。随

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围绕青稞等农产

品的深加工进一步发展，许多民营企

业纷纷开发青稞的营养、保健、药用和

工业等多种用途价值。自治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聚焦青稞优势

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分析，全面梳理国

内外青稞专利数据信息和发展趋势。

众多民营企业运用知识产权信息，实

现创新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推出保护政策，优化营
商环境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位推

动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不断加强顶层

设计，2022 年，自治区市场监管联席会

议制定了《西藏自治区贯彻〈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的实

施意见》，出台《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

运用规划〉2022 年推进计划》，组织编

制《西藏自治区“十四五”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规划》等措施举措，为全区知

识产权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引。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知识产权局）着力围绕知识产权保

护推出政策措施。该局会同自治区商

务厅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建设的实施意

见》，针对对外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

作中知识产权保护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发力，强化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服务供给，加强我区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机制建设；印发了《2023 年西藏

自治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

案》，全面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持

续打击和治理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的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断完善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工作机制，提升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效能。

同时，我区鼓励区外具备资质的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来藏开展知识产权

代理服务，鼓励对接区外专业化知识

产权运营机构来藏开展知识产权开

发、评估、交易、托管、投资等服务。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一系列政策

措施的推动下，自治区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获

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加强司法保护力度，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5 月，彭某

先后采购注册商标标识、空酒瓶、散装

白酒等，在拉萨市某村出租房内生产

假冒品牌白酒并进行销售。2021 年 5

月 25日，公安机关将彭某抓获，并查扣

疑 似 假 冒 贵 州 茅 台 、五 粮 液 、国 窖

1573、剑南春品牌白酒共计 710 瓶及用

于生产疑似假冒品牌白酒的物品。

经有关机构检验，上述 710瓶白酒

均系假冒注册商标商品，侵权产品价

值共计 90余万元。

法院认定，被告人彭某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已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鉴于

彭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

可依法从轻处罚。依照刑法第 213 条

规定，判决彭某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48 万

元；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由扣

押机关予以销毁。

注 册 商 标 是 一 个 企 业 的 核 心 竞

争力所在，是消费者辨识商品或服务

来源的最直接标识。该案被告人采

购注册商标标识、空酒瓶、散装白酒，

采取以次充好的方式生产假冒品牌

白酒用于销售，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罪

典型案例。

该案的宣判，有力彰显了司法机关

依法严惩侵害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坚

定决心，也向社会宣示了假冒他人商标

的行为不仅仅是民事侵权行为，情节严

重更会构成犯罪，受到法律的惩处。

近年来，我区各级人民法院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大力保

护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全力保护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为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统计，2018 年至今，我区各级法

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490 件，其中，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 475 件，审结 464 件，

结案率达 97.7%；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5

件，审结 15 件，结案率达 100%。受理

知识产权案件较前 5年增长 80.8%。

“全区各级法院充分发挥民事、行

政、刑事‘三合一’审判模式优势，为开

创知识产权保护新局面、服务高质量发

展贡献人民法院的智慧和力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努

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

理水平，促进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文

化创意、市场经济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推动质量管理模式和方法创新，支持企

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推动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我区积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为高质量发展有效赋能
本报记者 袁海霞

文物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也是文化

传承的载体。文博工作者们守护文物、

传播文化，像一条条纽带，联结历史的

时空桥梁。

走进阿里博物馆，馆长群旦欧珠正

在馆内巡馆，时不时停下来，为前来参观

的游客讲解。这座宽敞美观的博物馆于

今年 8 月开馆，总面积 5956.34 平方米，

设有阿里自然地理、远古文明、早期金属

时代（象雄文明）、古格王朝历史与文化、

民俗文化与非遗保护、阿里杰出历史人

物等 7 个主题展厅，综合展现了阿里地

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填补了

阿里地区没有综合性博物馆的空白。

群旦欧珠出生于阿里地区札达县

底雅乡，是土生土长的阿里人。他当过

教师、任过文化站站长、做过文化局工

作人员，2017 年，群旦欧珠调任阿里博

物馆首任馆长。

群旦欧珠认为，阿里作为古象雄文

明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博物馆的建成不仅能让广大游客

和群众全方位感受阿里浓郁厚重的文

化气息，也成为大众了解阿里的重要文

化窗口。

“在正式开馆之前，我和同事们经

常加班加点地检查展厅、培训讲解员、

打扫卫生、调试展厅灯光，每天都在调

整、完善、调整中来回往复。虽然那段

时间很辛苦，但看到博物馆的顺利开

馆，感觉一切努力都值得！”群旦欧珠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馆 藏 文 物 是 发 展 文 博 事 业 的 根

基。为更好地保护文物，群旦欧珠开始

认真做功课，学习研究阿里历史文化，

和同事们一起深入阿里地区七县各个

文物遗址或是群众家中、田间地头，发

掘、收集文物，有时也会为了寻找珍贵

的岩石和化石跋山涉水。通过他们不

懈的努力，目前，阿里博物馆有 2100 余

件珍贵的文物和史料藏品。

“文物收集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好

在群众都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有的干

部群众还主动把自家的藏品捐赠给博

物馆。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才有了现

在这么多的馆藏文物。”群旦欧珠说。

为了进一步丰富馆藏，群旦欧珠也

将自己多年收藏的 5件藏品交给阿里博

物馆代管。同时，他和同事们还努力挖

掘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让参观者更

多地了解展出文物的出处、作用、流传

经历，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这些年，群旦欧珠经历了由不懂到

熟悉、到热爱的过程，他深知，要做好文

博这项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

的，需要对工作和事业投入始终如一的

热情。

开馆以来，阿里博物馆迅速成为阿

里的文化新地标，每天前来参观的群众

络绎不绝。作为博物馆馆长，群旦欧珠

既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又是传播者。

他说：“作为一名基层文博工作者，我要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让博物馆更好地服

务群众，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阿里的珍贵历史在博物馆里全面

展示和永续传承。”

阿里博物馆馆长群旦欧珠：

甘做文博事业的“孺子牛”
本报记者 永青 温凯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永青）

为引导和支持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能力，日前，阿里地区市场监管

局举办了知识产权培训，全地区知识

产权保护相关成员单位、各县分管领

导、持有知识产权企事业单位、各企业

业务骨干 4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为

切入点，从商标、专利、地理标志的概

念，专利、商标侵权诉讼流程，注意事

项，以及高原地理标志，商标保护运用、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讲解及

深入浅出的剖析。帮助学员进一步了

解知识产权方面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

针对学员在知识产权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解答并给出具体建议及解决

措施，充分激发了全地区知识产权管理

人员的创新思维，保护意识和运用能

力。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

精彩，针对性强，案例丰富，对知识产权

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帮助很大。

阿里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要进一步提高对知识产

权的重要认识，应用好知识产权保护，

提 升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 ，打 通 创 造 、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建立企业

知识产权激励机制，鼓励企业自主开

展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

挖掘独有核心技术，形成有价值、促发

展的知识产权。

专利权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拥有的专利权担保其债务的履行，当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有权把折价、拍卖或变卖该专利权所得

的价款优先受偿的物权担保行为。

业务窗口专利权质押登记受理流程如下：

1.专利权质押登记申请的办理方式：
请求人可以通过面交、寄交、网上提交三种方式提交专利权质押登记申

请。代办处收到上述请求后，应对文件进行受理审查并发出受理回执（仅针

对面交，对寄交文件打印受理回执与文件一起流转，电子申请由系统较验后

给出电子回执）。

2.受理文件范围如下：
（1）质押双方当事人仅限中国公民、法人、具备独立民事资格的非法人组

织提交的质押登记申请；（2）外国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在中国有营业场

所的且提供了相关证明的，代办处可以受理其质押登记请求（暂时由服务处

办理）；（3）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当事人办理相质押登记业务，参照（2）

的要求，台湾地区主体提交的各类证明文件需经当地民间公证（暂时由服务

处办理）。

3.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应提交以下文件一式一份：
（1）专利权质押登记申请表；（2）专利权质押合同；（3）出质人与质权人的

身份证明或双方共同签章的承诺书；（4）双方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5）代理人

身份证明复印件；（6）专利权评估报告（非必要文件，仅表格中填写的评估信息

时适用）；（7）《质押专利同日申请情况的声明》（出质专利中含实用新型专利且

存在同日申请时适用系统可查同日申请信息）；（8）其他文件（特殊情形下适

用）。

4.不予登记的情形：
（1）出质人不是当事人申请质押登记时专利登记簿记载的专利权人的；

（2）专利权己经终止或者已被宣告无效的；（3）专利申请尚未被授予专利权

的；（4）专利权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5）因专利权的归属发生纠纷已请

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止有关程序的，或者人民法院裁定对专利权采取保全措

施，专利权的质押手续被暂停办理的；（6）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超过专利权

有效期的；（7）质押合同不符合办法第 8 条规定的（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提交的

专利权质押合同应当包括以下与质押登记相关的内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

名称、地址；（二）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三）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四）专利权项数以及每项专利权的名称、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五）

质押担保的范围。）；（8）以共有专利权出质但未取得全体共有人同意且无特别

约定的；（9）专利权已被申请质押登记且处于质押期间的；（10）实用新型有同

样的发明创造；已于同日申请发明专利的；（11）专利权已被启动无效宣告程序

的。（10、11）但当事人被告知该情况后仍声明同意继续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的

除外；（12）其他应当不予登记的情形。

5.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变更手续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1）专利权质押登记变更申请表；（2）变更协议或变更证明或变更承诺

书；（3）委托书；（4）代理人身份证明；（5）变更后当事人的身份证明；（6）增加

出质的专利中有同日申请发明的实用新型须提交《质押专利同日申请情况的

声明》。申请文件按照以上顺序排序。

6.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注销手续应提交以下文件：
（1）专利权质押登记注销申请表；（2）注销协议或承诺书；（3）委托书；

（4）代理人身份证明。申请文件按照以上文件顺序排序。

7.工作流程图：

专利权质押登记受理知识盘点

（本报记者 索朗琼珠 次仁片多 整理）

阿里地区举办知识产权业务骨干培训

图为群旦欧珠（右一）在为参观者讲解藏品。 本报记者 永青 摄

图为山南市琼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某书店检查。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本报通讯员 伦珠泽仁 摄

图为山南市琼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向群众发放知识产权相关宣传册。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本报通讯员 伦珠泽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