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23年2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钱颜 制版/高志霞

电话/010-64664888-2047 maoyibao1@163.comLAW 法律

贸易预警

制
图

耿
晓
倩

俄罗斯是我国重要的友好近
邻。近几年来，中俄两国在国际外
交舞台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是睦
邻友好、紧密协作的重要伙伴。随
着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不断发
展，两国的经贸合作质量也加速换
挡升级，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实
走深，双边经贸潜力得到进一步激
发。双方不断推动贸易高质量发
展，有利于继续保持双方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

1991 年 12 月 15 日，俄罗斯联
邦接替前苏联成为《保护工业产权
巴黎公约》成员国。随后不久，俄罗
斯先后加入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
里协定》《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
际分类尼斯协定》《商标注册条约》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些公约和
协定，构成了俄罗斯保护知识产权，
包括商标专用权的法律基础。

1992年 9月 23日，俄罗斯联邦
颁布《商标、服务标记及商品原产地
名称法》，该法后来又多次修订，最
新修订的《商标、服务标记及商品原
产地名称法》生效于 2002 年 12 月
27 日。该法对商标的种类、类型、
注册申请以及注册商标的撤销等等
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进一步建

立和完善了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
政府职能机构，主要有俄罗斯联邦
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局。1992年9月
30 日，俄罗斯专利商标委员会成
立。1996 年 9 月，该委员会更名为
俄罗斯专利商标署。2004年 3月 9
日，再次更名为俄罗斯联邦知识产
权专利商标局。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专利商
标局是俄罗斯联邦权力执行机构，
执行统一的国家政策，其职责包
括：对俄罗斯境内的发明（计算机
程序、数据库系统及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实用新型、商标、特殊服务
标记、地理标志及商品原产地名称
给予登记、保护、批准、协调；负责
知识产权领域法律及标准的完善；
负责知识产权与内部经济贸易的
发展及国际合作。

俄罗斯对商标的保护主要体现
在商标确权阶段的保护和商标专用
权的保护。商标确权阶段的保护又
主要体现在对他人在先权利（在先
商标权）和驰名商标的保护。

在俄罗斯，商标确权阶段的争
议的解决，主要可以通过协商以及
向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提交“第
三方观察意见”和无效宣告程序的
方式来解决。

俄罗斯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体现在禁止和制止商标侵权行为。
根据《俄罗斯民法典》第1484条，商
标权人可以任何不违法的方式使用
商标。商标权人可以通过使用商标
个性化及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包
括将商标用于商品或标签上，在俄
罗斯境内生产、销售、在展览会上展
示或以其他方式使其进入民间流
通，出于上述目的的存储、运输及进
口，以及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用于
互联网或域名。未经商标权人许
可，他人无权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
或服务类别内，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或近似的标志。

但是，该法第 1487条对商标的
权利用尽原则作出了规定。如果商
品是由商标权人或经其同意投放进
入俄罗斯民间流通，他人继续出售
或使用上述商品不侵犯商标权。

在俄罗斯，如果商标侵权事件
发生，通常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协
商仲裁途径、诉讼途径和行政途径。

侵权发生后，商标权利人通常
采取的维权方式是直接在法院起诉
侵权人。与我国类似，商标侵权的
诉讼中，举证责任在原告方。所以，
只有在充分的调查取证后，拥有充
分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商标权利

人方能赢得诉讼。
商标侵权案件也可以利用仲裁

庭解决争议。但是，由于仲裁方式
尚不成熟，尤其是仲裁裁决的执行
困难，因此该争议解决方法对争议
各方而言不是强制性的，在商标侵
权案件中并不常用。

在俄罗斯，如遭遇非法使用商
标的案件，可以向联邦反垄断局
(FAS)投诉不正当竞争，联邦反垄断
局调查后可以命令侵权人停止侵权
并对侵权人处以行政罚款。

与我国相似，俄罗斯对于商标
的保护有着相对健全齐备的法律体
系，同时也是一系列相关国际条约

和协定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
员国。 因此，在俄罗斯进行商标维
权，可以采取与我国近似的救济途
径。但是，与我国相比，俄罗斯作为
一个联邦制国家，其司法体系较为庞
杂，因此就司法途径而言，无论是时
间成本还是诉讼成本对维权方都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建议我国相关企
业在维护商标权益的时候，充分熟悉
相关法律、善用包括专业服务机构在
内的各种资源，在俄罗斯以合理的时
间、程序和成本，达到切实维护自己
的合法的商标权益的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贸促会专利商
标事务所）

浅谈俄罗斯对商标的保护
■ 俞鲁钢

编写代码、生成图像、完成论
文、参加考试……最近，人工智能聊
天机器人 ChatGPT 风靡全网。凭
借高超的数据搜集和数据整理输出
能力，ChatGPT迅速吸引了百万用
户注册使用，掀起了人工智能发展
应用的高潮。与此同时，随着该软
件不断开辟大量应用场景，也带来
了著作权、隐私安全、经济、技术等
一系列法律风险。

ChatGPT引发知识产权风险

ChatGPT 之所以爆火，是因为
很多领域的用户对其产生的作用给
出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对全球教
育业的影响首当其冲。有不少学生
开始使用 ChatGPT 代替自己撰写
论文、编码。有传闻称，由它撰写的
论文已经可以“以假乱真”，且重复
率在1%以下。

竞英知识产权公司负责人王
赫旸告诉记者，ChatGPT在著作权
领域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关于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
权问题。在当前我国法律里，AI作
品无法成为著作权人，仅仅是人的

智力成果的延伸和延续。但从以
往的案例来看，AI作品可以有版权
归属方，如果作品符合独创性、合
法性的条件，则可能生成相应的权
利。二是 AI 生成内容的基础是庞
大的互联网知识库，其中包括受到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ChatGPT
生成的作品如果涉及第三方权益，
那么就存在违法可能性。除非合
理使用或得到有效授权，不然会被
视为侵权。

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王
赫旸认为，ChatGPT 软件本身在
获取信息权限时，应当考虑到著
作权问题。同时，该软件通过技
术生成方式对问题进行解答，也
可以视为通过系统推演完成的，
而该生成系统具备独创性，因此
软件本身受到著作权保护。当用
户对 ChatGPT 生成的内容进行使
用时，则需要再考虑相关信息和
数据的编排是否具有独创性，是
否属于智力成果。

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李扬看来，将文学、艺术和科学
领域内具备独创性的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认定为作品并通过著作权保
护，有利于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同时激励人们
研发能够减轻人的智力劳动和体力
劳动、能够生成具备独创性作品的
人工智能，并利用该人工智能进行
作品创作。

除了生成内容的版权之外，商
标侵权、程序侵权问题也开始出
现。不少企业仿冒或冒用ChatGPT
进行商标抢注，也有一些公众号、小
程序声称自己将ChatGPT的服务通
过技术手段“转接”至国内，以方便
用户使用并收取费用，但事实上是
未得到授权的“山寨”版。

针对这些行为，王赫旸表示，
随意注册山寨商标、以其他 AI 接
口仿造 ChatGPT 等行为，涉嫌侵
犯《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
任，情形严重的还可能面临刑事
处罚。

背后隐藏数字安全威胁

生成式 AI 技术的商业化时代

正在到来，相应地，网络数据安全问
题也不断显现。欧洲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颁布后，引起了全球各公司对
自身数据隐私条款的重视。而
ChatGPT的应用基础，正是把互联
网上巨量数据汇聚后，再次分散到
个体用户去。在此过程中，大量数
据的所有权和保护会被架空，其中
包括一部分未取得授权的数据信
息，很有可能被滥用。

ChatGPT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行为，进而带
来 社 会 风 险 。 王 赫 旸 举 例 说 ，
deepfake（AI换脸）这项技术就因涉
足色情业，引起了公众对人工智能
在刑事犯罪方面的诸多讨论。这种
工具可以随意伪装成我们熟悉的人
或有影响力的人与我们进行沟通，
通过身份盗窃的方式进行诈骗。此
外，这种技术还涉及名誉权、肖像
权、诽谤等多个方面。

此外，在用户和ChatGPT交互
的过程中，软件会获取大量用户或
者业务相关数据，若用户在聊天时
输入了涉密信息，ChatGPT会识别
信息并存储在后台，可能会导致侵

犯个人信息，泄露个人隐私、商业秘
密以及国家机密。科技巨头微软和
亚马逊就公开表示，曾警告员工不
要与ChatGPT分享机密信息。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陈华钧称，数据安全、隐私保
护都属于安全AI，或尽责人工智能
的问题。现有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大
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的个人信
息被学习进它的大脑中，隐私追溯
比起以前的互联网会更加困难，而
它产生的数据属于谁，在法律上仍
存在空白。

ChatGPT 还存在虚假信息回
复的问题。美国新闻可信度评估与
研究机构 NewsGuard 对 ChatGPT
进 行 的 测 试 显 示 ，研 究 人 员 对
ChatGPT 提出充斥阴谋论和误导
性叙述的问题，发现它能在几秒钟
内改编信息，产生大量令人信服却
无信源的内容。

“ChatGPT 不是人类，不具有
识别甄别能力。很可能拼凑一些看
似正确的答案，这些有误信息可能
会给其他商业主体带来市场风险，
需要警惕。”王赫旸说。

ChatGPT背后的法律风险
■ 本报记者 钱颜

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公平贸易委员会日前称，奔驰、宝马、奥迪、大众4家知名德国汽车制造商合谋利用软件限
制柴油车尾气清洁技术的使用，公平贸易委员决定对其中3家车企处以合计423亿韩元的罚款。 （孙宏）

欧盟对华耐腐蚀钢
发起反倾销调查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公告
称，应欧洲钢铁工业联盟于 2022
年 11月 8日提交的申请，对原产
于中国的耐腐蚀钢发起第一次反
倾销日落复审调查。本案倾销调
查期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
12 月 31 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9
年1月1日至倾销调查期结束。

澳大利亚对涉华A4复印纸
发起“双反”调查

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近日
发布公告称，应澳大利亚国内企
业的申请，对巴西、中国、印度尼
西亚和泰国的每平方米 70 克重
至 100 克重的 A4 复印纸进行反
倾销豁免调查，对进口自中国的
每平方米 70 克重至 100 克重的
A4复印纸进行反补贴豁免调查。

美对颗粒状纯镁
发起反倾销调查

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
对进口自中国的颗粒状纯镁发起
第四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与
此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
进口自中国的颗粒状纯镁启动第
四次反倾销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调
查，审查若取消反倾销措施，在合
理可预见期间内，涉案产品进口
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的实质性损
害是否将继续或再度发生。利益
相关方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向美国商务部进行应诉
登记。利益相关方应于2023年3
月3日前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提交回复意见，并最晚于 2023年
4月13日就该案回复意见的充分
性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评
述意见。 （本报综合报道）

秘鲁对华聚酯纤维织物
作出反倾销终裁

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
护局倾销、补贴和非关税贸易壁
垒委员会近日在官方日报发布公
告称，对原产于中国的100%聚酯
纤维织物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
裁，决定对涉案产品征收 3.55美
元/千克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
为幅宽小于 1.8 米，单位克重在
80克/平方米至 200克/平方米之
间，按重量计聚酯短纤含量大于
等于85%，本色、白色或单色染色
的 100%平纹聚酯纤维织物。措
施自公告发布次日起生效，有效
期为5年。

中欧地理标志
合作再提速

本报讯 近年来，我国地理
标志对外合作实现突破，其中中
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实施
工作进入新阶段。“截至目前，中
欧双方累计实现 244个产品的互
认互保，有效扩大了我国地理标
志的国际影响力。”在前不久举行
的 2022 年知识产权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介绍，中欧
双方顺利完成了 350个产品清单
公示。预计“十四五”末，中欧双
方地理标志互认互保的规模将稳
步扩大到550个左右。

2022年 12月 2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依法受理了来自欧盟的
175 个地理标志保护申请，覆盖
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 22 个
欧盟成员国，产品类别集中在葡
萄酒、烈酒、肉制品、奶制品和橄
榄油等5个类别；同日，欧盟委员
会也发布公告，受理了我国的金
华火腿、太平猴魁茶、富平柿饼等
175 个地理标志的申请。至此，
中欧双方为地理标志产品国际贸
易发展掀开了全新一页。

“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对于推
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传承传统文化、促进对外开
放都具有重要意义。”张志成表
示，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
定的实施将造福双方地理标志产
品的生产者、消费者，有效提振市
场信心，推动相关企业开拓市场，
带动地理标志产品进出口，进一
步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下一
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会同相关
部门，不断深化地理标志对外开
放与合作，优化地理标志保护政
策措施，严格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推动地理标志保护的制度规则更
加完善，也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国
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苏悦）

本报讯 在漳州市国际商会
近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常务
理事会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福建分会秘书长陈朝晖
应邀为国际商会企业家作题为

“国际贸易中商事法律风险防范
与应对”的专题讲座。陈朝晖介
绍了 2022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
况，结合实务案例从国际商事合
同不同阶段风险点、企业家应熟

悉合同、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仲
裁发展的制度保障、常见的仲裁
条款陷阱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并分享了常见的买卖及进
出口、建设工程、知识产权等示范
合同。

来自漳州市贸促会（漳州市
国际商会）的49位代表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贸仲福建分会应邀为漳州市国际商会
举办法律风险防范专题讲座

电信行业一直是创新活跃度最
高的行业之一。全球知名的通信企
业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充分运用
知识产权来抢占战略制高点，以赢
得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近年
来，各大企业间诉讼频发，其中诺基
亚与 OPPO 的拉锯战受到高度关
注。在持续了一年半的诉讼之争
后，事态日趋明朗，OPPO 显现优
势。“或许 OPPO 的坚决反击策略
将帮它取得这场专利战的最终胜
利。”智达跨境风险合规委员会委员
戴子军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记者了解到，日前印度尼西亚

最高法院驳回了诺基亚对其与
OPPO 专利纠纷案件的上诉请求。
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的通
信市场在亚洲乃至全球占据着重要
地位，同时也是OPPO的最大海外
市场。这一裁决结果，对诺基亚来
说非常不利。因此，诺基亚向法院
建议，OPPO应向其支付与 2018年
协议相同的金额，以此作为临时性
付款金额。诺基亚希望与 OPPO
进行中立的、有约束性的仲裁，以解
决全球争端并达成FRAND费率共
识。在此期间，全球各地的所有法
律行动均将暂停。

“法院对该提议表示了赞同，具

体结果还须等待 OPPO 方面的同
意 。 但 从 诺 基 亚 的 行 为 来 看 ，
OPPO取得了主动权。如果能够达
成共识，对于双方的专利诉讼战而
言具有深远影响。”戴子军说。

戴子军推测，此次诺基亚态度
缓和，与双方此前的德国市场交锋
有关。2021年以来，诺基亚多次在
德国法院起诉，围剿OPPO的各项
专利。但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第二
民事庭近日在诺基亚诉 OPPO 专
利侵权案中，驳回了诺基亚有关
OPPO侵犯诺基亚EP2145404欧洲
专利权的诉讼请求。欧洲专利局网
站更新了诺基亚名下该欧洲专利

“增强数据传输”的状态信息，信息
显示该专利被撤销。

截止到目前，诺基亚在德国起诉
OPPO的专利侵权案件，双方的比分
为OPPO9胜4负。其中，诺基亚提
起的7件诉讼因专利有效性问题中
止审理，两件诉讼判决OPPO不侵
权，仅4个案件判决OPPO侵权。

戴子军表示，之所以能取得这
样的结果，是因为OPPO主动提起
了异议请求。OPPO 的一系列反
诉策略，让海外企业了解到中企强
烈维护自身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
地位的信心。国内企业开始把握
技术更新快、集中创新比较突出优

势，加快了专利技术布局，将进一
步规避专利风险，发挥后续优势。
OPPO 与诺基亚案件取得阶段性
进展，也给我国电信行业带来了更
多信心。

除了应诉反击外，继续提升技
术价值、扩大专利合作也很关键。2
月 8 日，OPPO 与合作授权领域的
领先企业Via Licensing Corporation
共同宣布达成Via Licensing的AAC
专利池许可，将为OPPO海外发展
带来新动力。据悉，这一全球专利
许可协议涵盖了 OPPO 全球销售
的智能手机产品，目前OPPO手机
销量排名全球第四。

OPPO在海外专利拉锯战中显现优势 为中企反诉注入信心
■ 本报记者 穆青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