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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力图从政府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教育与人
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我国知识产权管理的现状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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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地方经验介绍　　（一）北京市知识产权管理经验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拥有
众多大中型企业和雄厚的科技实力，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城市，下面将介绍北京市知识产权工
作的特色之处。
　　1.商标工作　　据北京市工商局发布的《2007年北京市商标发展情况报告》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
，北京市注册商标总量为13.7万余件，其中商品商标10.3万余件，服务商标3.4万余件，占全国270余万
件注册商标总数的5％，居四个直辖市注册商标数量的首位。
从1985到2006年，北京企业在工商部门的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以每年递增lO％以上的速度发展。
1985年北京注册商标的年申请量是558件，到2006年年底达到51345件，增长9100％。
截至2007年年底，本市累计注册商标数达到137585件（其中商品商标为10.3万余件，服务商标为3.4万余
件），比1983年《商标法》实施前的2632件增长了52倍。
同时，北京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培育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①自1992年北京工商在全国率先开展认定第一批“北京市著名商标”截至2007年年底，16年间先后认
定了10批北京著名商标，全市共有有效北京著名商标295件，驰名商标57件，驰名商标数量居全国四个
直辖市首位。
目前，北京市著名商标随着市政府对北京区域功能定位和首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确立，已从传统的
工业产品、消费品领域向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型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扩展；从
商品商标向饭店、餐饮、文化交流、旅游娱乐、购物休闲等行业的服务商标扩展；从原来的国有、集
体企业向合资、合作、私营等不同所有制领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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