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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财眼透视

从“三国杀”到“大乱斗”

有苹果处皆有诉讼大战

如果不是苹果公司全球知名
的平板电脑iPad，很多人都不会
知道这家名为深圳唯冠的公司。
只因为在苹果公司之前率先注册
了iPad的商标权，深圳唯冠公司
目前仍然是中国大陆地区“iPad”
商标的拥有者，而其公司处于严
重财务危机的窘境，让他们选择
了诉诸法律和工商渠道，向苹果
公司要求天价补偿金。

这宗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知
识产权诉讼，让中国消费者从中
看到了眼下蔓延全球的智能手机
产品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死斗。

苹果在中国陷入诉讼不利局
面，仅仅是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专
利诉讼大战的一次小战役。就在唯
冠诉苹果的同时，摩托罗拉也对它
的老对手苹果展开了专利诉讼，由
于宣称苹果的云服务侵犯自己的
专利，摩托罗拉正在要求苹果向其
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赔偿。

由于如今的摩托罗拉已成为
谷歌旗下企业，这一专利纷争不由
令人想起尘埃尚未完全落定的苹
果、HTC专利大战。从2008年安卓
手机首次面市开始，苹果便一直对
其发起专利诉讼，而且成功狙击了
HTC部分款式手机的销售，直接使
其业绩和股价大幅受挫。

如果说苹果和谷歌是智能手
机天生的冤家，注定要在纷争中
相处，即便对于三星这样为其提
供触屏、闪存等大量重要零配件
的伙伴，苹果也依然要与其在知
识产权上分个高下。

6日，苹果在德国刚刚说服当
地法院撤销三星申请的禁售苹果
iPhone、iPad的判决，而从2011年起，
双方已就20余项专利权，把诉讼的
纷争蔓延到法国、美国、荷兰、澳大
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等十几个国
家。三星电子CEO崔志成甚至表
示，他们已经设立了2亿美元的资
金池，专门用于应对未来与苹果公
司之间的专利权诉讼。

智能手机代表未来

知识产权决定生死

让苹果、三星、HTC、摩托罗
拉、诺基亚们为专利大动干戈的，
正是智能手机美好的市场前景，
而且由于这一前景过于美好，它
甚至能够决定未来这些业界巨头
的生死。

正如世界著名调查机构IDC
最新的《全球移动电话统计报告》
显示，智能手机正成为数码产品
未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向。
数据统计，到2011年第4季度末，
全球每售出的3部手机当中就有1
部是智能手机；而且智能手机的
全球出货量首次超过了传统电
脑。这预示着智能手机不仅是手
机产业的未来方向，更会是整个
科技数码产业的主宰者。

面对这一趋势，布局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占领产业制高点，
便成为每个想在这一行业生存的
企业最为重要的任务。

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太过新
兴的行业，即便将智能手机的起
源追溯到业已推出行业舞台的塞
班手机，时间也仅仅12年；再加上
2007年苹果iPhone的横空出世以

及2008年安卓阵营手机的半路杀
出，智能手机真正的繁荣期，只有
最近的4年而已。

正是因为这一行业太过前沿
和蓬勃，以至于整个行业尚未如
电脑、电视领域形成全球性的行
业标准和技术专利组合，各个企
业的自行研发的技术标准，例如
苹果的多点触控显示屏设计和安
卓的信息交互与图像处理技术，
往往能够成为未来引领行业的方
向。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
让自己研发的产品和专利成为行
业统一标准，同时也为阻挡竞争
者竖起壁垒和门槛，疯狂申请和
获取专利，并利用专利武器打击
竞争对手保持自身优势，成为在
快速发展的移动科技领域中，获
得生存空间的最有效方式。

就像眼下正如火如荼开打的
深圳唯冠与苹果的iPad商标权之
争，仅仅4个字母的使用权，就可
能让苹果在中国遭受近百亿人民
币的销售损失。

曾专门撰文讨论智能手机领
域专利大战的上海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研究员曹磊认为，眼下，智
能手机的配置标准正在逐渐趋
同，例如都是用高通的芯片、三星
的显示屏等等，“想要在激烈的市
场营销中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获
得独有的产品竞争力，外观设计、
显示效果、操作方式等方面的细
小差别，就成为决定产品差别和
特色的重要因素，为了维护这些
特色与差别，为其申请专利，并通
过知识产权诉讼保持在这一特色
中的优势，就成为众多业界巨头
在有形的市场营销外，另一场无
形的竞争。”

专利战过频损害消费者

中国企业应提高警惕

虽然眼下各大智能手机制
造商，都声称维护技术专利是为
了更好地为消费者创造使用体
验，但事实上，频繁上演的知识
产权纠纷，已经影响到了消费者
的正常使用。如果不是德国法院
本月初撤销对苹果 i P h o n e 和
iPad的禁售，德国消费者很可能
既无法购买，也无法在苹果应用
商店中更新应用程序。如果这样
的情况在中国上演，很难想象数
以亿计的“果粉”们会爆发何种
不满。

正如众多行业分析人士指出
的，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诉讼集中
爆发在全球各地的法院里，这招
致了消费者的厌倦，导致他们丧
失安全感。与其花费巨额金钱和
精力进行耗时持久的诉讼，苹果、
三星等本可以将其用在进行研发
或实施并购上，以真正提高产品
的质量和服务。

而且，随着苹果CEO库克惊
讶于中国智能手机爱好者的消费
热情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专利
诉讼的战火是否会延伸到中国，
正成为令人担心的事情。

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
似乎印证了这一点。近期刊登在

《中国发明与专利》期刊中的文章
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电学
发明审查部计算机一处的3位研
究人员统计得出，苹果、谷歌近年
来大幅增加了在中国的专利申请
数量，目前双方已有近500件专利
获得授权，另有约2000件技术专
利在申请中。

面对潜在的中国知识产权大
战隐患，国产智能手机生产商们
明显准备不足。例如眼下风头正
劲、人气爆棚的小米手机，目前其
在国家专利局备案中仅有3项支
架专利。相比苹果、三星、谷歌动
辄数万项专利，小米手机相当于
在专利保护上“裸奔”。

很难想象，像小米这样缺乏
专利保护的国产智能手机厂商，
一旦面对业界巨头的专利大战，
将会如何应对。现在，我们只能期
待这样的恶战不会在中国上演，
但从来不缺乏云波诡谲的商场，
谁又说得准呢？

手机大佬以专利名义死磕
频发专利纠纷 只为抢占市场
本报记者 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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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车龙年市场突围
填补济南乘用车空白

对于济南来说，两款乘用车
生产基地落户显然也符合济南
工业布局完善的需求。济南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在一次接受采
访时称，汽车产业具有很高的
关联度，对国家经济和地区经
济具有巨大的拉动效应。两款
乘用车济南基地的建立，填补
了济南没有乘用车制造工业的
空白，而且将成为省城经济和
工业调整的重要一环，在这些
汽车生产企业的配套不断完善
后，对济南的经济将有巨大的带
动。

对于汽车的销售代理商来
说，他们更看重的是乘用汽车地
产后对市场销售的带动和促进。
在吉利济南基地量产后，济南最
大的帝豪代理商销售经理房立
认为，乘用车地产后，能够增强
汽车产地购车客户的亲近感、认
同感，同时乘用车地产有利于汽

车售后服务水平的直接提升，仅
从这两个方面，对于帝豪在济南
乃至山东的市场销售，在基地落
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房立持积
极乐观态度。

济南造汽车不乏卖点

即便和生产厂家“闹掰”，青
年莲花济南的代理商负责人还
是客观地评价，“济南造青年莲
花是部好车，动力性能、操控性
能都不错”。

而济南造帝豪也并非没有
卖点，今年1月，隶属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唯一
的汽车行业技术归口单位和国
家政府主管部门的技术支撑机
构———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市场在售
的乘用车进行的碰撞试验中，吉
利帝豪EC8以49 . 6分获得五星安
全评价，是自主品牌车企的最高
成绩，在该中心进行的147款碰
撞车型中排名第6，甚至超过了

众多一线外资品牌在这个中心
碰撞试验的得分。

这个测评数据在程文安眼
里，是帝豪安全性能优越的最有
力证据。吉利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爆胎监测与安全控制系
统(BMBS)在去年12月份列入
了国家推荐标准，而这种系统被
安装在帝豪EC8高配车型中。此
外，程文安还称，在油耗等方
面，帝豪车也同样不输于同排量
的合资品牌。但让程文安郁闷的
是，与合资品牌的市场信心相
比，帝豪显然输了不止一个档
次。

地产车龙年市场突围

无论是帝豪还是青年莲花，
龙年市场突围已经成为一种战
略意图，被灌输到生产销售乃至
售后服务各环节。吉利帝豪济南
最大代理商的销售负责人称，根
据年度计划，2012年济南市场帝
豪销售量要完成至少4000台，这

个任务指标几乎是帝豪进入市
场两年多以来，这家代理商的销
售总和。而同样，青年乘用车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维华称，
青年莲花2012年在山东市场的
销售目标被确定为5000台，占全
国销售总量的十分之一。

两个品牌的销售负责人都
认为，完成年度销售目标对他们
而言，压力巨大，加大市场推广
力度、提高售后服务质量等等一
系列营销推广方案正在制订实
施过程中。而这些策略当中，结
合济南地产的优势，进行济南市
场针对性营销也包含在内，产地

市场被两家企业抬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

此外，获得产地政府的政策
支持也在采访中被多次提及，并
被寄予厚望。济南吉利汽车有限
公司总经理程文安举例说，“韩
国汽车行业为什么能在十年之
内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政策的
强力扶持，包括政府公务用车在
内，必须用国产汽车”。而这种政
策扶持，程文安认为能够在市场
上起到强大的引导作用。对于产
地的扶持政策期盼，也在与程文
安以及赵维华的对话中闪烁出
现。

济南吉利生产基地的流水线。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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