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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 月 1 日 12 时至 6 月 30 日 12 时，黄河流域

的黄河干流和扎陵湖、鄂陵湖、东平湖等 3 个主

要通江湖泊，以及白河、黑河、湟水等 13 条黄河

主 要 支 流 的 干 流 河 段 都 必 须 渔 船 进 港 、渔 网 入

库，甚至连钓鱼都不被允许。这是黄河首次实施

流域性禁渔，至此，我国内陆七大流域中长江、珠

江、淮河、黄河四大流域的禁渔期制度已基本建

立起来。

为何会实施如此严厉的禁渔期制度？被诟病许

久的单打独斗式水生态治理是否翻开了新的一页？

黄河渔业资源下降非常迅速

对于实施黄河禁渔期制度的原因，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于康震解释说，受环境污染、工程建设以及

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

严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恢复。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鱼类资源丰富。据资料

记载，黄河鱼类有 191种和亚种，黄河鲤鱼更是闻名

遐迩。黄河上游的鄂陵湖、玛曲段等更是西北地区

的重要渔业生产基地。

但黄河的渔业资源下降非常迅速。据黄河水

产研究所近 7 年实地调查和相关资料显示，到 2008

年，黄河水系能统计到的土著鱼类已下降到 82 种，

黄河中、下游更是分别下降到 49、48种属。如鳗鲡、

黄河雅罗鱼、北方铜鱼等鱼类现在已很难发现其踪

迹，有的甚至绝迹。

2013 年在对黄河陕西段鱼类资源进行调查后

发现，陕西段现有鱼类 55 种，鱼类减少 25 种，外来

入侵品种 24种。

揪出挤压鱼儿生存空间的
罪魁祸首

谁是影响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的“罪魁祸首”？

专家们一致认为，是环境因素、不合理的捕捞和水

域污染等。

青海省环境规划和环保技术中心王恒山的论

文《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及保护对策》显示，在近

数十年的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因素综合影响下，

黄河渔业资源明显下降，已表现出生命周期长的种

类被生命周期短的取代、传统的大中型种类被庞杂

的小型种类取代、优质种类被非经济种类取代，当

地优质优势种类被低质种类取代，鱼类个体小型

化、繁殖群体低龄化十分突出。不少种类已呈濒危

状态。黄河渔业资源减少已是不争事实，衰退趋势

还在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黄河上游来水量偏少，在黄河

源头也出现了断流现象，河道、湖泊水位下降甚至

季节性断流，产卵场萎缩等。黄河上游建成的大量

水电水利工程对鱼类影响巨大，如三门峡大坝建成

后，阻断了鳗鲡洄游通道，鳗鲡消失；青铜峡大坝建

成后，北方铜鱼的年产量由原来的 15吨急剧下降到

几乎不见踪迹。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创办人冯永锋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度捕捞、非法捕捞情况

更是令人担忧，“目前最严重的是电鱼”。

《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及保护对策》显示，整

个黄河流域渔业资源，已开发的鱼类全都存在着过

度捕捞、非法捕捞情况，无论是干支流还是附属重

要渔业水体，“酷捕”现象都比较严重，捕捞量远远

超过自然增殖量；偷捕、炸、电，甚至毒鱼等现象也

在进一步蔓延。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干支流沿河工矿企业密

集，大量污水排入黄河，水质恶化，污染严重，污染

事故频发，污染物超标，超出了鱼类自身的承受力，

导致在一些水域绝迹或基本绝迹。”冯永锋说。

七大流域或将全部实行禁渔

在某一区域、某一时间段禁渔是保护水生生物

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渔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我国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在东海、南海和渤海等海

洋先后实施季节性禁渔，在长江实施春节禁渔。

黄河流域的很多地区已出台了不少地方性禁

渔制度，于康震说，但由于缺少国家层面的制度设

计，各地在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方面主要还是靠

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缺少流域性的协作机制。根

据黄河禁渔期制度，农业农村部从 4月 1日开始，组

织沿黄渔业部门启动黄河流域渔政联合执法行动，

特别是加大对交界水域、重点水域等水域的打击力

度；禁渔期结束后，还将组织专家对黄河禁渔期制

度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估。

对于黄河污染，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

“碧水保卫战”的重点治理对象是劣五类水体和

入江河湖海不达标的排污口水体等，同时将倒逼

生态保护工作。

禁渔期制度还将持续扩大，于康震表示，农

业农村部将开展辽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禁渔

期制度调研，争取早日实现七大流域全部实行禁

渔管理。

黄河首次禁渔 土著鱼有望在家园无忧畅游

本报记者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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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近日公布消息称，
2017年，中国提交PCT国际专利（专利申请人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途径递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
4.8882万件，跃居全球第二。

“中国对国际专利体系的使用大幅增加，表
明随着中国经济继续迅速转型，中国的创新者日
益把目光投向外面，期待将自己的创意传播到新
市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评
价称。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二说明什么？
中国国际专利速度为何增长迅速？较高的国际专利
申请量对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坐二望一

数量跃升之后还有长路要走数量跃升之后还有长路要走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据 WIPO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 PCT 专

利申请保持较快速度增长。从 2012年的 1.8万多件

到 2017 年的 4.8 万多件，年均增速 21.3%。2017 年，

中国 PCT 专利申请量较上年增长 13.4%，超过了日

本的 48208件，位居世界第二。

报告分析称，中国是唯一申请量年增长率达到

两位数的国家，自 2003 年以来每年增长率都高于

10％。报告预测，以目前发展趋势，中国有望 3年内

赶超美国，成为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有关负责人士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中国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之所以

增长迅速，一方面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的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营造了良好的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全社会知识产

权保护的意识普遍增强。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新形势下，知识产权日益成为跨

国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倒逼我国企业纷纷利用知

识产权制度维护其竞争优势。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正加快对国际专利体系的使

用，正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专利的国际布局，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我国创新水平、技术竞争力的迅猛提高，知识产

权整体实力的快速提升。”4月8日，专注知识产权业务

的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晓飞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同时，也说明我国创新主体对国际竞争基本规则

的深入理解，创新者越来越意识到专利在国际竞争中的

重要性，正越来越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则，加速专利在国

际市场的布局，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

在高域智能研究院专利运营专家王琦琳看来，

中国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前列是历史必

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体更有实力的直

接体现。“专利是地域性的，随着出口增多，技术输出

增加，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增加具有正面意义。”

创新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

在媒体大幅报道中国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大

增时，也有网友表示：“数量上去了，质量呢？”

对此，王琦琳认为，申请 PCT 国际专利费用较

高，相对而言，这个专利申请量水分较少，更能体现

真实的技术实力。“从总量看，美国的申请量也是在

几万这个量级，这也意味着，PCT 国际专利的高门

槛、高费用等因素，实际上拦住了大量浑水摸鱼的

申请者。”

张晓飞则分析，专利质量的提升，核心在于创

新能力的提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必不可少。“专利

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仅有短短几十年，且处于不断变

化中，对其理解和掌握需要过程，因此，专利数量的

积累是专利质量提升的基础。”他说。

张晓飞认为，我国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快速

增长，为专利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基础，但同时，由于

专利申请不是一步到位，申请存在各个阶段、多个

层次。提交 PCT国际专利申请，仅是专利申请的第

一步；PCT 申请提交后需要进入国家阶段（向其他

国家申请），而进入国家阶段/地区的专利申请量以

及每项专利申请进入的国家/地区的数量多少，才

真正表明 PCT 专利申请的国际参与度。后续更应

该关注的是上述两项数据情况。

高门槛拦住了浑水摸鱼的申请者高门槛拦住了浑水摸鱼的申请者

值得一提的是，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的背

后，是中国一批企业凭借自主创新在国际市场脱颖

而出。WIPO 数据显示，2017 年，华为公司与中兴

通讯分别以 4024 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和 2965 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占据了 PCT 国际专利申请人

前两名的位置。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PCT专利申请数据来

看，2017年我国国内 PCT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企

业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3850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2477 件、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9

件、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1226件、深圳市大疆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848件。其中，广东欧珀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增

长迅猛，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42.3%和46.9%。

张晓飞的事务所处理大量国际专利业务。他

分析，国际专利是创新主体进行国际市场博弈、参

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武器。利用专利进行积极合理

的国际布局，并逐步提高专利运用水平，有助于我

国创新主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甚至掌握

话语权，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正因此，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高度重视国际专

利申请及知识产权保护。以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为例，截至2017年底，该公司共申请国内外专利

4000余件，其中国外专利占比超过50%，共有500余项

技术进入40余个国家，专利布局的技术内容覆盖公司

所有核心产品及新兴产品，包括辐射成像、毫米波成

像、太赫兹成像、离子迁移、激光拉曼、智能审图等。

“我们高度重视国外专利申请工作，每年进行

多批国外专利决策（即考虑在哪些国家申请专利，

怎么申请）和 PCT 进入哪些国家的决策，根据国外

专利布局决策召开专题专利评审决策会，对国外专

利布局进行全面评审，发布并实施《国外专利布局

指南》，为专利决策科学布局提供参考。”该公司有

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对于国内企业如何更好地申请及运用国际专

利，张晓飞认为，从申请角度看，企业仍面临申请和

维持费用高、企业如何在所进入的国家/地区进行

决策、国外法律难以掌握等难题，而寻求高质量的

专利代理服务，既能促进技术方案的拓展和提升，

又能帮助创新者获得与其技术贡献相适应的专利

权保护范围。“2016 年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的专

利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中的‘四大重点工程’之

一，即为专利代理质量提升工程。”张晓飞说。

“利用国际专利则涉及专利的合理布局和积极

运用。”张晓飞认为，从创新主体角度，结合自身的

创新能力和资源，可以考虑在优势技术领域，重点

国家和地区进行专利布局，例如加大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的专利申请力度，提前谋篇布局，促

进技术交流和转移。

也有专家建议，要以法律的手段来保护中国的

合法知识产权在全球的使用。同时，中国的国际法

和知识产权法也需要在制度设定、法律制定和执行

力度方面予以加强。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国际竞争中要用好专利武器

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英文缩写，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根
据 PCT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 PCT途径递交
国际专利申请，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PCT国际专利申请首先由专利申请人向其主管
受理局提交，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国际局进行国
际公开，并由国际检索单位进行国际检索。

中国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是中国国民或居民的
主管受理局，同时也是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中国申请人提出国际专利申请，可以向中
国专利局也可以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国际局提
交国际专利申请。

PCT国际专利申请的第一阶段是国际阶段。
专利申请人只能通过PCT申请专利，不能直接通过

PCT得到专利。要想获得某个国家的专利，还要进入国
家阶段（向其他国家申请）。专利申请人还必须履行进
入该国的手续，由该国的专利局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符合该国专利法规定的，授予专利权。

PCT国际专利申请

近几年来，浙江省德清县新安镇大力推进家庭屋顶光伏
工程，采用“全电上网”的模式将村民屋顶光伏所发的清洁电
能全部并入当地电网。截至2018年 3月底，新安镇家庭屋顶
光伏工程已安装405户，总装机容量达到了3363千瓦，每年发
电上网获得的收益可为村民增收40多万元。图为4月7日无
人机拍摄的空中俯瞰德清县新安镇舍北村，许多村民屋顶都
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乡村屋顶光伏助力村民增收

申请国际专利的好处

4月8日，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在浙江杭州开馆并举办系
列展览。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由普利兹克奖得主、葡萄牙建
筑师阿尔瓦罗·西扎设计，总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致力于
近现代设计作品的展示和研究，激发本土制造的创造力。图
为观众在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参观经典现当代家具展览。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馆

2018年，毗邻京津的河北省廊坊市将以打造京津保平原
生态过渡带核心区为目标，在全市营造百万亩平原森林，全力
实施“一带多廊、百园千村、万亩秀林”重点工程。全市计划年
内完成营造林 100万亩，其中春季完成 80万亩，到年底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 31%以上，成为京津绿色生态屏障。图为 4
月 8日，工人在河北廊坊市永清县廊霸路韩村段种植树木建
设银杏景观林带。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植树造林建立京津冀生态屏障

2017年以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机遇，引导企业转型升级，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北京绿色印
刷产业园，引进落户北京印刷企业 11 家，带动就业 1 万余
人。图为4月8日，在故城县北京绿色印刷产业园，从北京迁
来的河北泓景印刷有限公司员工在操作印刷机印刷书籍。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打造数字印刷文化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