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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长市监办〔2025〕8号

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第 068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倪佳慧

王怡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区知识产权保护升级，营商环境再优化

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等的重要决策部署，推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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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强市、强区建设，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

（一）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专项行动

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在元旦春国庆、中秋重要节假

日加强对辖区内大型商场超市、电商平台销售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的监督检查。开展奥运会官方标志保护专项行动。围绕奥运官方

标志提高专项检查的频次，共出动 123 人次，开展专项检查 50

次。并开展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网络市场专项行动“回头看”。针对

天山茶城开展专业市场知识产权领域专项执法检查。共出动检查

人员 8 人次，检查商户 16 家，检查内容包括商标使用行为、地

理标志使用行为、专利真实性等。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

法行动。结合节假日、进博会等重要时间节点，共出动人次 214

人，检查经营主体 135 家。将拼多多平台列为辖区知识产权治理

重点市场，加强督促引导。开展网络市场专项执法检查。联合区

文旅局对拼多多平台商铺商标使用行为、特殊标志使用行为、专

利真实性、版权和著作权使用行为进行检查。切实落实平台经营

者管理责任，通过技术手段发现并处理了近 60 万家涉嫌销售侵权

商品的店铺，抓取下架商品数量超 16 万件。

（二）建立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工作规定和要素式审理

机制

自 2022 年 7 月知识产权案件管辖调整以来，区法院高度重

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由商事审判庭（互联网案件审判庭）统一

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统一裁判规则。针对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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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类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梳理出案件关键要素，如侵权行为特

征、证据类型及效力等，并制定了详细的要素式审判指引。审理

中引导当事人围绕这些要素进行举证和陈述，法官能够迅速聚焦

争议焦点，快速生成要素式文书，极大地提高了案件审理效率。

目前已经实现知识产权案件中要素式裁判文书适用率超过 90%。

不仅高效解决了纠纷，也为当事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诉讼成本，

同时也为后续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三）完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

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与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

分局签订《长宁区知识产权多部门协同保护合作协议》，共同促进

区域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进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优势互补。

与区法院签订《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备忘录》，建立行政调解与司法

确认的快速衔接通道。与区法院、区检察院、公安分局、区司法

局共同制定《长宁区商业秘密全链条合作保护备忘录》，通过全面

整合行政、司法、民事、刑事等各方资源，形成从源头防范到事

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机制。

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一）广泛开展知识产权社会面宣传

一是开展“4.26”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每年，根据国家及

市知识产权局要求，于 4月下旬组织区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各成员

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营和金融发展宣传活

动。2024 年开展活动 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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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学校、进网

络等活动。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结合知识产权青年志愿

者活动开展在长宁 ArtPark 大融城、龙之梦商场、绿苑小学开展

知识产权保护“进商场”“进学校”活动。围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集聚区建设不定期在科技园区和楼宇举办知识产权宣讲沙龙，让

知识产权保护“进园区”“进楼宇”活动。结合实施知识产权服务

“专精特新”专项行动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进企业”服务，宣讲

政策，协助开展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等十余次。针对企业在电子商

务经营活动中遇到的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进

企业”“进网络”服务，召开座谈会，结合企业提供的线索通过案

件移送等机制加强与外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协作，形成对违法行

为全链条打击。区委宣传部走进园区、走进校园、走进商圈、走

进企业，为企业或个人解疑答惑，通过普及性的普法讲座、有针

对的维权咨询、强化类的专业培训等方式解决企业或个人的实际

版权服务需求，进一步构建区域内版权保护的法治环境。

（二）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宣传

区法院对于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精品案例，提前介入培育，

搭建“案例池”，精心研判，及时宣传，扩大影响。强化“首案”

意识，注重培养承办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局限于个案审理，

更要做好案例检索工作，提炼裁判规则。其中一起因恶意提起知

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入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

海知产法院发布的“十年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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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版权工作站专业服务效能

区委宣传部通过版权工作站为区域内时尚创意相关企业提

供版权服务，包含版权登记、版权项目申报、著作权维权咨询、

著作权法宣传普及活动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在区域内增设版权服

务点，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定向版权上门服务。通过版权登记为有

注册商标需求的企业提供前端服务，帮助企业在商标注册完成前

申请并获得商标图案的版权证书；通过版权工作站的版权登记培

训和服务降低版权申报的退件率，帮助企业和个人形成版权登记

的好习惯，促进确权后企业或个人更好地用权、维权。

（四）鼓励企业提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为鼓励企业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区市场监管局（知

识产权局）在 2024 年 4 月开始实施的《长宁区促进质量提升、

品牌发展、知识产权运用的若干政策措施》（长市监规〔2024〕1

号）中明确，“对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企业知识产权

合规管理体系要求》）认证的单位，按首个认证周期实际发生费用

的 50%给予一次性支持，最高不超过 5 万元。”，进一步降低企业

开展此项工作的经济成本。

三、优化知识产权法治营商环境

（一）探索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一是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区司法局在区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在临空园区、工程大科技园等

六个园区设立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进一步拓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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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纠纷调解的渠道。二是区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多

元调处工作的实施意见》，设立“多元调处中心”，着力构建“前

端减纷、中端减诉、后端减案”的多元调处工作体系，自 2024

年 3 月中心运行以来，调解组织共诉前调解成功知产纠纷 5,487

件，调解成功分流率达 47.6%。三是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牵头，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

（二）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服务

围绕企业日益凸显的“出海”需求，2024 年 4 月，区市场监

管局（知识产权局）新设长宁区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工作站，

依托专业服务机构和行业专家协助企业开展海外布局、预警、分

析和维权等工作。陆续开展培训宣讲“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海外

维权培训会”（WIPO 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负责人吕国强主讲）等

活动四场，不断提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服务能级。接下来，

将持续深化工作站建设，整合区知识产权协会、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集聚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资源，兼顾社会面法治宣传和“一

事一案”应对指导，助力企业“出海”。

（三）加强长宁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窗口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区域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级，提升创新主体获

得感和满意度，在编制发布《长宁区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事项清

单（第一版）》的基础上，推进落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入驻区

政务服务中心，设立长宁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窗口，形成区域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一单掌握”+“一口受理”双路径。截止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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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共有 21 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包括商标注册申请相关业

务、区级知识产权政策申请受理、商标质押融资登记等，为各类

市场主体提供覆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全链条服务。

四、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信息化平台及网点发展

一是深化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工作。东华大学作

为“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和服务提供全流程的信息服务，用更浓缩、快捷的方

式满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集团等创新主体对纺织资讯的需求。

二是完善长宁数字知产平台“宁知聚”建设。利用平台集聚

效应，首创知识产权业务虚拟大厅，为创新主体、专业机构、政

府职能部门三者间供需对接搭建桥梁的数字平台。下一步，将发

动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参与平台建设，不断集聚资源，促进科

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

三是推进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宁公证处“商业秘密区块链存

证保护系统”等存证平台在本区企业的应用推广，解决因商业秘

密链长、点多、面广和非公开性带来的保护难题，为本区企业商

业秘密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探

索将进一步完善健全。您的建议，对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的推进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将充分依托区域特色优势，推

进具有长宁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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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姓名：吴康 联系电话：22187050

联系地址：长宁路 1436 号 邮政编码：200051

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4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