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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 

       今天的高层论坛，是国家创新时代下知识产权

领域的一次盛会，在这里能够向各位远见卓识的业

界领导、专家、精英学习和交流，同时能够作为建

筑行业的企业代表参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和振奋。

下面，就我们行业中的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一些特点和需求，向各位进行汇报。 

前 言 



一、创新发展是建筑企业的  

必由之路  



         从巢居穴居到秦砖汉瓦再到现在的高楼大厦，建筑行业的科学技术创新一直改

变着人类的生活、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建筑科技的创新发展史。

没有鲁班锯的发明、先进工法的发明、混凝土的发明就没有建筑业的今天，就没有

我们的幸福生活。 

 
创新发展是建筑企业的必由之路 

 



       建筑业一直是国家的主要支柱产业和传

统产业，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中分工最细

、产业链最完整、从业人员最多的产业。在

这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中，还存在着生产能力

过剩、装备技术水平不高、同质低复、无序

竞争等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

出路，唯有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发展是建筑企业的必由之路 

 



       截至目前，我国建筑行业（单纯指建筑物本身）

的发明、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总计是大约92万件，

而最近五年来的申请数量大约是57万件，发展势

头迅猛。这些专利技术极大增强了建筑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创新发展是建筑企业的必由之路 

 



        我们波森特岩土工程公司始终立足于自主

创新谋发展，自1998年至今已经陆续申请专

利112项，其中发明专利80项，目前已授权

57项，并且基于这些专利编写了5本行业标准

和协会标准。目前专利技术已在多年的实施应

用中累计节约建设投资六十多亿元，创造了较

为显著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创新发展是建筑企业的必由之路 

 



二、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

好专利维权  



       在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仅仅会创新、能创新，

或者是报了专利、批了专利是不够的。如同联想集团杨元庆总裁

所讲：所有希望长久发展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假冒

伪劣以及各种侵权行为。在建筑行业中，由于使用场所的不固定、

不封闭，技术壁垒较低易模仿，专利侵权的现象更为高发、易发。

因此，相对于搞科研和报专利，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受侵

害，可能更加让专利权人感到棘手和困惑。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专利侵权胜诉判决书 

         我们波森特公司始终坚持保护专利的摸索求

真之路，法律诉讼维权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从

2002年起，16年来我们胜诉的侵权案件已经涉及

到14个省，共计35件案例，其中经过二审的案例

12件，调解和解案例12件；胜诉判决的赔偿数额，

由最早的15万元提高到现在的100万元，现在由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在审理的、诉中铁某局专利侵权

的诉讼标的达到200万元。目前我们还有6件已经立

案和正在审理的侵权纠纷案。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在这些案例中具有一些特定意义的，第一个是2016年起诉南水北调某水利工

程局，从一审立案到二审判决生效再到强制执行50万全额赔款，总共只经历6个多月，

这么短的诉讼周期充分说明了审判程序的高效和法治环境的改善；第二个是冒着被踢

出供应商名单的风险起诉某央企工程局，对方在一审判决赔偿100万元后倍感震撼，

二审开庭前主动找我们要求和解，充分说明了法律维权的威慑力和影响力；第三个是

河北省某商住小区，最先起诉总承包单位，随后将建设单位追加为被告，一审判决共

同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100万元，河北省高院二审已于4月13日开庭，我们正在期待

着它的结果。     现就我们在法律维权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该体系是由全国27个省245个地级城市为会员单位组成的

“岩土专利技术转化维护平台”，形成了技术创新和市场转化

的庞大网络。通过法律维权、信息登记、研发团队、资源管理

等方面的全新运行管理机制，该体系不仅能有力推动专利技术

在本领域内的创新发展，同时有利于各成员单位之间的有序经

营和规范实施，并使他们在当地市场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价值。 

1.建立专利技术的市场推广和维权保护体系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岩土专利技术转化维护平台的设立，更加有利于各区域内迅

速发现侵权、有效取证和及时联动制止侵权，同时，我们建立了

由全国知名的和当地有维权经验的律师组成的法律维权部，为各

区域的维权诉讼提供法律支持和帮助，并开展侵权信息的有奖举

报等机制，使专利技术和成员单位在各自推广区域内更有震慑力

和影响力。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在维权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中字头的大型国企，遇到

了知名的研究院和房地产企业，与他们对簿公堂，很可能面

临失去整个市场的风险。但是，对手的强大不是我们退缩的

理由，我们要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自身的权利。我们也曾

经采取行政执法、舆论报道、社会监督等多种渠道，多方联

动制止侵权。无论对手的强弱，我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侵权

行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科技之光》，《建设报》

头版头条等都曾对专利技术和保护进行播出报道。 

2.对于侵权人要敢于亮剑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我们在与侵权人在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都积极达成和

解，并不是以一定获得赔偿费为最终目的，而是放眼整个行

业和领域的市场秩序，如果通过法律维权诉讼，让建设单位

和总承包方了解专利、尊重专利，并能够与他们达成长期战

略合作，是我们希望达成的最好结果。 

3.诉讼以维持市场秩序为目的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2014年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牵头成立了“中国地

基基础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联盟”，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备案。 

4.建立行业知识产权联盟，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自动自发的善用法律武器做好专利维权 



       联盟聘请了18名院士，118名知名专家，以“整合创新技术、联合知名专

家、提供最优方案、尊重各自市场、尊重对方专利、登录参与受益”为指导原

则，增强了产、学、研、用等单位的深度融合，提升本领域内专利技术的创造

价值和运用范围，力争“人人皆可创新，创新惠及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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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专家与单位 



   三、感言与建议  



1、积极推动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建设 

       好的技术得不到有效的运用和保护，不仅是发明人的损失，更

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基于知识产权的专权属性，权利人是权利运

用和保护主要的发起者，但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

，很多权利人对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能力不足，所以成立行业的

知识产权联盟就变得非常必要，权利人可以利用联盟的平台传播专

利技术、获取商业信息、参与交叉许可、得到维权指导。 



       联盟成立后还可以与国家相关部门一些举措进

行对接，比如申长雨局长在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答

记者问时提到：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我个人

理解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就可以与产业的知识产权联

盟配合工作，即有效对产业的专利工作进行指导，

又能够在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中高效发挥行业自管

自律的作用。 



        近日在京知民初1194号判决中给出了使用方法不存在权利用尽

的问题，未经许可，实施标准必要专利仍然是专利侵权行为等司法

意见，同时还论述了数人共同侵权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司法机关主

动作为、积极适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在建筑行业中，数

人共同或分别侵权的现象普遍存在，那么应当允许权利人在选择被

告时更加灵活，凡是未经许可因专利技术的实施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者，都可以成为被告。以我们专利维权的经历看，在建筑行业的维

权诉讼中，应当把工程建设发包方列为被告，因建设单位作为涉案

工程的主导者、受益者和最终交付使用者，理应承担侵权责任；同

时能够促使建设单位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使用和保护，从买方市场

的角度避免和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并且诉讼中取证、赔偿过程的

难度和成本较低。 

2、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司法活动中能够更加主动积极的适用法律 



       没有相关的规范标准，再好的专利技术无论设计和施工均无

法实施。早先，必须放弃专利权才能纳入规范标准之列，我们的

核心专利在2001年的行业标准编制中，就面临了专利和规范二选

一的无奈，而我们宁愿放弃规范也要保有专利权。当时住建部基

于专利技术的先进水平、显著效益和巨大价值，从而删除施工章

节，最终颁布了《载体桩设计规程》的行业标准。其后，最高人

民法院在2010年答复辽宁省高院的一份复函中，可能是由于情况

了解不足，给出了“实施写入标准的专利技术无需许可，不被认

定为侵权行为”的意见。这些规定，显然不利于专利技术的推广

和运用。 

3.积极规范专利纳入行业标准，以此推动专利技术转化运用。 3、积极推动将专利纳入标准规范，加快专利技术转化运用 



       令人振奋和欣喜的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专利的推广运用，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了相关专利和标准的

管理办法，近日住建部也发布建办标3号文件并将

于今年6月正式实施，其中规定了专利权人可以放

弃专利后编入规范，或者收取一定专利许可费后

编入规范，或者拒绝其专利编入规范，这样就为

专利权人提供了多种选择，为专利技术的推广和

运用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希望将专利纳入规范标

准的制度，在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内得到推广实施。 



       党和国家制定了创新驱动的发展规划，明确了“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严保护、大保

护、快保护”的理念，营造了非常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

治环境，为我们广大的发明人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

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在技术创新和专利保护上的正能量和

永动力。我们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我们国家成为

知识产权和建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