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19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二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KE BAO SHI DIAN 科报视点
■责编 段 佳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技视点

微信公众号

热点追踪

第二看台

图个明白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季天宇

本报记者 陈 磊

“现在种收基本都实现机械化了，但是在农田

管理上还缺少一些智能农机，像病虫防治、病虫数

据采集和气象信息分析等，这个环节还是有盲区。”

拥有 200套农业机械，一年服务 3万多亩耕地，可江

苏溧阳海斌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海斌还是不

满足。

近日，他应邀到江苏大学参加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重要论述暨纪念

毛泽东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著名论

断发表 60周年报告会，就寻思着趁这个机会能不能

跟高校院所谈谈合作，让国产的智能化农机早日开

进农田里。

农机技术仍然落后30年

2005 年起，全国农机工业进入“黄金十年”，总

产值连续 10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在 2012 年我国农

机产业就已问鼎全球第一。

“2000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 32%，到 2018 年达到 68%。在中国这么一个农业

大国，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他国家未必能达到这么快。”中国工程院院士罗

锡文告诉记者。

就规模而言，我国已是世界第一，但是从产

品 竞 争 力 来 看 ，我 国 农 机 装 备 仍 然 集 中 在 中 低

端 。 我 国 在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农 机 装 备 制 造 水

平、产品可靠性和农机作业效率等方面还有很大

差距。

“以拖拉机和收割机这种典型农机来说，我们

和国外差不多有 30 年以上的差距。”罗锡文表示，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农机平

均故障间隔时间是 350 小时，而我国去年才达到

340 小时。

罗锡文说，发达国家一台拖拉机后面带 3—6种

农机具，我国只有 1.6种，造成拖拉机的动力没有充

分发挥，效率低下。

智能化是过程不是阶段

上世纪 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布局智能农

机技术，生产效率有了更大幅度的跃升。

“比如国外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普遍配备了测

产系统和反馈调控系统，也就是说，在农机作业

时就可以获知农田产量，如果有的地块作物长势

不良，智能化农机还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种参

数，确保良好作业效果。”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工程

学院副院长魏新华教授告诉记者，在我国，联合

收割机尚未实现智能化，纯机械式收割机仍是主

流，只有一些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才能驾驭好这些

农机。

2011年，海斌农机专业合作社曾在国内较早地

尝试使用无人机进行病虫灾害防治。但是，还不到

一年，因为“三高”他们就打了退堂鼓。“它的使用成

本相对较高，购置成本高，操作的技术要求也很

高。”王海斌说。

罗锡文以无人驾驶农机为例说，我国已经达到

美国的同等水平，但是，美国是农机直接接收卫星

信号并进行修正，而我国还需要在地面设立基站帮

助农机纠偏，“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卫星差

分信号，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魏新华告诉记者，我国约有 2500 家农机企业，

但真正具备研发能力的只有约 100 家，智能化研究

才刚刚起步。

“应该是在机械化过程中逐步提高智能化，不

是说一下子都搞成无人驾驶，毕竟有些地方还没

农机，智能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阶段。”罗锡文

认为。

“一刀切”的补贴标准要改改

近年来，在《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机购置补

贴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取得

了快速发展。但是，农机补贴“一刀切”的模式对高

端化、智能化的农机产品并不“友好”。

罗锡文曾专门对比过中美两国农机效率，目前

我国每亩地的平均农机动力是美国的 6 倍。“这就

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一亩地花了这么多动

力，但是我们农业耕作水平和国外还有这么大差距

呢？这说明农机效率没有充分发挥。”

记者了解到，根据农机补贴政策，购置同一机

型可享受一定比例、但设置了上限的财政资金补

贴。“比如同一种农机，低端的卖 7 万，高端的卖 15

万，但是补贴都一样。”王海斌曾向有关部门建议，

拿出一半的补贴专门用于更新换代智能化的农机。

国务院将农机装备列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出

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对农业机械化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

“我建议，未来可以设立一些适用我国现阶段

的智能农机装备发展的重大和重点科研项目。”罗

锡文建议说。

智能化时代，农机“智商”有点儿不够

印太交汇区是海洋和大气能量汇聚中心、板块碰撞中心

以及生物多样性中心，是开展地球系统各圈层之间物质能量

交换及全球变化研究的关键区和理想靶区。

“可惜的是，世界主要海洋研究机构在此海域的调查研究

均比较薄弱，且基本未涉及跨圈层问题，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抢占先机，从更加整体的视野开展相关研究。”在 5 月 9 日至

10日召开的主题为“印太交汇区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形

成和演变机制及其资源环境效应”香山科学会议上，会议执行

主席之一、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王凡呼吁，应全面提升对该海

域的探测、预测能力和科学认知水平。

印太交汇区泛指热带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交汇的区域，

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拥有全球 76%的珊瑚物

种。它有多个之最：全球最大、温度最高“暖池”；全球最复杂

的环流系统；热带对流最强、水汽含量最多的区域等等。

亚欧、印度洋和太平洋板块在此交汇，形成最大规模的板

块俯冲，以印太暖池为核心上层海洋与低层大气环流辐聚、对

流并影响控制气候变异，形成全球陆源物质、海洋大气热量汇

聚中心。“印太交汇区生物多样性受全球变化的影响最为显

著，这里有一系列重要且未解的前沿科学问题，其资源环境效

应是全球关注的热点。围绕此海域海洋环境格局与生态系统

演化开展系统性、多学科交叉研究，必将成为热门领域。”会议

执行主席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宜瑜研究员说。

王凡坦承，我国现有这方面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太平

洋和印度洋海洋科学的研究程度不同、学科参差不齐，而且基

本上是两大洋各搞各的，与大气、生物、岩石圈之间的协同研

究很少，缺乏互联和协同。”

更重要的是，与会专家认为，我国亟待建立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性能优越的海洋多圈层耦合地球系统模式，同时针对科

学目标开展长期的现场观测。

会议执行主席之一、厦门大学戴民汉教授强调，科学家应

围绕核心科学问题，如，该海域构造过程、海洋过程、大气过程

与生命过程如何相互作用并塑造了印太交汇区海洋生物多样

性中心的分布格局，暖池形成和变异、构造体系与流体和大气

的物质能量交换等过程如何驱动了生物多样性中心的演变

等，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与会专家呼吁，应围绕该研究方向及早开展前瞻性研究，

推动发起国际合作科学计划，搭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科技支撑

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构建长期立体综合性观测网络、海洋与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预测模式、数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基础

支撑体系；揭示海洋系统的大气—水体—岩石—生物圈层之

间物质能量交换的关键过程和机制，获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

果，占据海洋科学和地球科学前沿研究领域制高点。

海洋研究热点多
我国应瞄准印太交汇区

5月 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
活动的若干规定》开始施行。此举无疑将有效提升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
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提供更加有
力的保障。这也表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正在
不断完善。

与此相关的信息是，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状况（2018）》白皮书披露，人民法院2018年新收知识产权民事、行
政和刑事案件数量达到 334951 件，比 2017年增加 97709 件，同比上升
41.19%。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激增说明了什么？案件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案件
审理中新增的技术调查官，又将如何履职，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效率？

白皮书显示，在 2018 年的知识产权案件中，行

政一审案件和民事一审案件呈大幅上升态势，分别

达到 53.57%和 40.97%。广东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一

审案件同比上升 77.78%；北京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

件 52463件，同比上升 47.40%。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5省市法院收案数

量仍然保持高位运行，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185337件，占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的65.39%。”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宋晓

明介绍说，其他一些省市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同

比也呈迅猛攀升态势，尤其中西部地区上升更快，如

甘肃上升290%，贵州上升157.22%，青海上升155%。

青岛知识产权法庭的《青岛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 护 状 况（2016—2018）》白 皮 书 也 显 示 ，2016—

2018年，青岛市法院共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5975

件，较前 3 年同比提升 74.3%，其中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 5882件，占比 98.4%。

该白皮书认为，知识产权矛盾纠纷大量涌现，

说明整个社会知识产权拥有量上升、公众知识产权

维权意识增强，也折射出相关部门和机构在知识产

权保护、应用和管理方面存在瑕疵。

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庭长杨祝青介绍说，梳理近

年来知识产权案件可以发现，我国知识产权管理和

应用方面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例如，专

利申请重“数量”而轻“质量”，导致诉讼风险增大。

很多企业在专利申请过程中，更注重申请数量以及

能否最快获得授权，常常忽视专利体系的布局和专

利文献的撰写，导致专利文献存在瑕疵或者保护范

围过窄，核心技术在诉讼中难以获得周全的保护，

甚至导致专利无效。

他还举例说，在方法发明专利中，有的权利人

将整个方法申请为一个专利，被告只需将其中的一

个环节稍作改动或将个别非关键技术特征进行调

整，就能够突破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保护、应用和管理存在瑕疵

各地发布的白皮书均指出，过去一年，我国知

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稳步向好，其中结案数量显著

提升、服判息诉率持续向好、案件调撤率大幅上

升。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通

过提升侵权人的违法成本，使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

市场价值相适应，有效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事实上，推进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是近几

年的工作之一。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

《商标法》已经率先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在去年召

开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国政府

2.6亿元罚款体现惩治力度

不能忽视的是，与案件高发同步的，是案件审

理难度的增加。大量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出现，

专利等技术类案件增幅明显。自 2017 年 9 月成立

至 2018 年底，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在 15 个月内共审

理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

民事案件 602件，同比提升 447.3%。

宋晓明也表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复杂技术事实认定的

技术类案件或其他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如捷豹路

虎有限公司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汽车外观设计专

利无效行政案，首例声音商标“嘀嘀”商标申请驳回

复审案等，知识产权审判不断面临新挑战。

“不少法官缺乏理工科知识背景，在审理知识

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等技术类案件时存在理解困

难。”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焕亭表示，为

着力解决技术事实查明难题，青岛法院在 2018 年

首聘了 10 名技术调查官、30 名技术咨询专家辅助

技术查明工作，与专家陪审、技术鉴定等共同构建

技术事实查明体系，从而保证了知识产权案件审

理质效。

近期发布的《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

若干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植物新品

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

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

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参与诉讼活动的技术

调查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有关其他人员回避的规定适用回避制度。

除了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效率，未来还将继续加

大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力度。4 月 23 日公

布的《商标法》修改决定，明确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

权的赔偿数额，由修改前的 3倍以下，提高到 5倍以

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 300万元，提高到 500万

元，修改条款自今年 11月 1日起施行。国家知识产

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这样的惩罚性赔偿额度在国

际上都是比较高的。此外，在全国人大审议的专利

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

的，可以处以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申

长雨表示，今年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做好专利法的

修改工作，重点完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保障审理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知识产权屡被知识产权屡被““侵犯侵犯””
司法亮剑护卫周全司法亮剑护卫周全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河北省枣强县引导农民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打造以油
用玫瑰种植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图为5月12日，枣强
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民在采摘油玫瑰。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玫瑰花开现代农业产业园

目前，江苏省设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 2500个，围绕提高
企业生产效率和品种开发，开展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协
作、技术发明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活动，创造效益 200多亿元。
图为近日南钢高速线材厂精轧机维修班班长沙鹏飞（右）和工
友在测量设备。以班长沙鹏飞名字命名的职工创新工作室3
年来共实施各类创新课题34个，创造效益1160万元。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劳模创新工作室创造效益200亿

图为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布的知识
产权保护中关于专
利方面的2018年度
统计数据。

图片数据来源：
国家知识产权局

提出，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

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

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

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

调，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促进发明创造和转化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林广海表示，过去

一年，各级法院坚持以市场价值为导向解决赔偿低

问题，使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适应，知

识产权案件赔偿数额逐年提高。

从 2018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0 大案

件和 50件典型案例，就可以看出对恶意侵犯商标权

情节严重的案件，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提升赔偿

数额的趋势。例如，快播公司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

著作权行政处罚纠纷一案，对快播公司未经许可侵

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网络视频版权秩序，损害公

共利益的行为处以 2.6 亿元罚款，体现了加大对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提升侵权人违法成本的

价值导向；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与浙江生活

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判赔

1000 万元，体现了让权利人获得充分赔偿，让侵权

人付出应有代价的价值导向。

还有一些未进入 10大案件和 50件典型案例的

案件，也体现了对侵权行为坚决打击的态度。如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商标及不正当竞争

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原告经济损失的两倍确定

赔偿金额 200余万元。辽宁大连西岗区人民法院审

理的一起商标案件，也适用了两倍的惩罚性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