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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與《亞洲知識產權营商論壇》攜

手，昨日下午假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題為「知識產權

在互聯網及文化經濟時代下的機遇與挑戰」的研討會。六位

知識產權和文化資訊產業領域的決策精英與到場的 300 名嘉
賓暢談行業發展的前景、機遇和挑戰。 ��� ��� 
 
互聯網產業和文化產業作為中國創新事業中發展最快的兩大

分支，不斷推陳出新，在海內外創造眾多商機，並成為中國

經濟發展的新亮點：過去 10 年間，中國文化產業總值增長
逾 10 倍，達 2 萬億人民幣；兩家中國企業躋身 2014 年世界
十大互聯網公司榜單。隨著互聯網文化產業迅猛發展，中國

成為知識產權供應和需求大國。世界知識產權資料顯示，近

年中國企業的國際專利註冊數量增長速度穩居全球之冠，其

中中興通訊作為創新行業領軍企業，以年均 3000 項的申請
量蟬聯世界第一。 ��� 
 
���中國「十二五」文化改革發展規劃宣導創新，近期舉行的
APEC 會議亦提出「構建融合、創新、互聯的亞太」之構想。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成為亞洲地區的重

要議題，亟需多方共同合作，促進相關產業和經濟的健康、

快速發展。 ��� ��� 
 
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緊跟時代熱點，邀請互聯網、文

化產業及知識產權業界領袖匯聚一堂，共同探討在互聯網及

文化經濟時代下，知識產權保護究竟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如何保護本土的創意以及創新產業等議題。 ��� 
 
���中國日報亞太分社社長兼總編輯周立先生在致辭中表示，在
過去的幾十年裡，互聯網的發展給全球的投資者們提供了很

多機遇。在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技術和文化也經

歷著巨大的變革。香港作為中國的首要門戶，發揮著不可或

缺的經濟作用，連接著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香港政府設有

專門的知識產權部門，幫助在香港的知識產權所有者們和企

業開拓廣闊的中國及海外市場。 ��� ��� 
 
本次論壇的演講嘉賓包括：文化傳信集團執行董事及首席營

運官陳文龍先生、國際技術轉移協作網路香港代表處及華南

分中心首席代表羅綺萍女士、北京市知識產權局副局長李鐘

先生、藝恩諮詢高級副總裁劉新穎女士、中興通訊股份有限

公司首席許可總監申楠先生及聯想集團副總裁、首席設計師

姚映佳先生。 ��� ��� 
 
李鐘先生全面地闡述了目前在中國尤其是在北京及華北地區，

知識產權交易公共服務系統的建設，知識產權的保護、申訴

及維權都逐步建立了網上平台，這三種保護形式都更好地在

互聯網時代保護著國家、企業和個人的知識產權。國家知識

產權部門將全力、更好地為知識產權所有者提供服務。 ��� ��� 
 
姚佳映先生在論壇上強調信息發展更加快速、透明，當今的

時代已經是專利以及知識產權的新時代，知識產權有著不可

估量的價值，在互聯網及文化經濟時代下，知識產權保護應

該更加系統化，比如利用先進電子信息化系統進行監控等。

同時，我們還應培養全民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保護知識產



權不僅是保護創新，更是保護我們基本的經濟生存環境，包

括國家、企業和個人，也是保護每個人的根本生活權益。 ��� ��� 
 
申楠先生在會場現場為大家分享了中興通訊有關知識產權保

護的經驗和案例，他指出在互聯網及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時

代，保護知識產權應該全面了解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

規等，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有利於更好地保護企業利益。 ��� ��� 
 
劉新穎女士為大家分享了知識產權在電影業以及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現狀。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知識產權的保護越

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知識產權的價得以充分展現。在

當今時代，知識產權價值的評估與挖掘是各個知識產權所有

者以及企業需要密切關注的發展機遇。知識產權的商業化運

作將會成為知識產權發展的核心所在。 ��� ��� 
 
陳文龍先生就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發展做出

全面闡述，他指出在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下，知識產權的發

展既有很多的機遇，同時也存在著各種挑戰，知識產權所有

人以及企業要充分準備全面應對各種機遇與挑戰。 ��� ��� 
 
羅綺萍女士為大家全面闡述了新科技以及互聯網的發展對傳

統文化產業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特別強調 3D 打印技術對知
識產權發展的影響。知識產權的資源需要為所有者更好地把

握與佈局。 ��� ��� 
 
中國日報亞洲領袖圓桌論壇是一個由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政、

商、學界領袖和社會精英參與的高端對話和交流平台，圍繞

亞洲地區經濟、商業、產業和社會發展等具有戰略影響的重

要議題展開討論，至今已經舉辦了 30 屆，逾萬名決策精英
參與。(http://www.cdroundtab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