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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海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海关总署党组的决策部署，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为中心，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工作，严厉打击进出口环节侵犯知识产权违法活动，有力地维护了公平有序的对外贸易秩序。

一、2014 年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情况

2014 年中国海关共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2.7 万余次，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近 2.4 万批，涉

及商品近 9200 万件，较 2013 年同比（以下同）分别增长 14.03%、16.59%和 21.09%。

2014 年中国海关查扣的侵权嫌疑货物呈现以下特点：

（一）以海关依职权主动查扣为主。

海关主动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 2.3 万批，涉及商品 9千余万件，分别占全年扣留批次和商品数量

的 99.9%和 98%（见附表 1）；

（二）以侵犯商标专用权为主。

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涉及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等多种类型，

其中涉及商标权的货物达 8900 余万件，占扣留商品总数的 96.9％（见附表 2）。

（三）集中在出口环节。

海关在出口环节扣留侵权嫌疑货物逾 2.3 万批，占全年扣留批次的 96.5%，同比增长 16.33%；涉

及商品 9100 余万件，占全年扣留商品数量的 99.6％，同比增长 21.24%。（见附表 3）

（四）以消费类商品为主。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主要是烟草制品、轻工产品、化妆护理产品、服装、五金机械、鞋类等商

品。与 2013 年相比，医疗器械、烟草、珠宝首饰、化妆护理用品、存储介质等商品有较大幅度增长；

五金机械、药品、帽类、通讯设备、玩具、食品饮料、箱包等商品则下降幅度较大。（见附表 4）

（五）邮递和海运是查获侵权货物的主渠道。

海关在进出境邮递渠道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近 2万批，约占全年扣留批次的 80.2%，同比增长 33%。

在海运渠道查扣侵权嫌疑商品近 8900 万件，约占全年扣留商品数量的 96.3%。（见附表 5）

（六）侵权贸易地域范围更趋多元化。

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涉及 153 个国家和地区。侵权贸易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和多元化，其中

输往中东、非洲和南美地区国家的侵权商品数量增长明显。（见附表 6）



二、2014 年海关保护知识产权措施

（一）确定监管重点，加大执法力度。

2014 年中国海关根据进出口环节侵权违法活动的特点，积极主动地开展执法活动（见附表 7）。

在全国 42 个直属海关关区中，33 个有查获侵权嫌疑货物的记录（见附表 8）。

针对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一些不法分子采取互联网下单，通过邮递、快件渠道跨境运输侵权商品

增势明显的情况，各地海关都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对邮递环节出口侵权货物的查缉力度。例如南京海关

2014 年共查获出口侵权货物 7860 批，占全国海关查获总批次的 33%。

在海运环节，口岸海关加大了对输非、输美和输欧航线的重点监控，仅深圳、杭州、上海、宁波

四个关区 2014 年就扣留侵权嫌疑货物近 2000 万件，约占全国海关扣留总数的四分之一，发挥了打击

侵权主力军的作用。

海关还将危害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假冒药品、食品、汽车摩托车配件列为知识产权执法的重点商

品，加大了查缉力度。

（二）运用风险手段，提高执法效能。

2014 年中国海关通过整合案件信息、侵权商品参数信息、权利人举报信息、国内其他执法机关通

报信息及境外海关反馈的查获侵权信息，加大风险分析和布控，完善侵权企业黑名单制度，提高了查

缉侵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开展风险分析和布控，共查扣侵权商品 5900 余万件，占全年依职权扣

留商品数量的 66%。通过开展风险分析，上海海关、深圳海关、广州海关分别查获侵权案件 206 起、136、

55 起，拱北海关查获出口侵犯珠海格力电器“TOSOT”商标专用权空调 1201 台，案值人民币 210 万元。

（三）组织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假冒侵权。

海关总署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

—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组织开展了为期半年的邮递快件渠道知识产权保护重点执法，加大对“化

整为零”、“蚂蚁搬家”式进出口侵权商品的打击力度。据统计，行动期间中国海关在邮递快件渠道

查获侵权货物 8,757 批，涉及商品近 22.2 万件。

—2014 年世界杯足球赛前夕，组织开展了为期 4个月“保护 2014 年世界杯足球赛知识产权的专

项执法行动”（简称“绿茵行动”）。行动期间，中国海关共查扣侵权足球、服装、鞋帽等货物 1500

余批，涉及商品 150 余万件。国际足联专门致函表示感谢。

（四）推进案件信息公开，提高执法透明度。

海关总署在国务院作出向社会公开打击侵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政处罚案件的决定后，第一时



间制定公布了《海关依法公开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实施办法（试行）》，各

地海关迅速进行部署和落实，在门户网站设立案件信息公开专栏。据统计，2014 年中国海关公开知识

产权行政处罚案件 1105 件。《人民日报》以上海海关为例专门介绍了国务院推行案件信息公开的相关

工作。

（五）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服务和执法水平。

2014 年中国海关在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和执法水平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

实践。自 2015 年 3 月 1日起，海关总署启用造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系统。社会公众可通过该系统在线办

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全部手续，这是我国第一个实现全程无纸化作业的知识产权政府服务平台，

进一步降低了权利人维权成本。该系统从 2014 年 3 月 1日运行至 12 月 31 日，海关在线受理备案申请

5546 件，同比增长 20%。 2014 年海关受理知识产权保护备案申请 7727 件，同比增长 10%。

（六）推动区域执法协作，形成打击侵权合力。

2014 年海关总署在加强全国海关执法统一性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各区域内海关之间知识产权保

护执法协作，取得明显成效。

— 长江经济带执法协作。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五个海关率先建立了交换共享案件信

息、统一开展风险分析、联合组织执法培训、重大疑难案件研讨和协办等制度。

— 京津冀区域执法统一性建设。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三个海关根据京津冀区域通关一体化方案，

建立了知识产权执法联系配合机制，统一案件管辖、侵权认定标准和行政处罚幅度等。

— 浙江省内海关统一执法。杭州和宁波海关针对当地侵权小商品跨关区出口比较集中的情况，联

合制定了《侵权案件货物价值认定原则及标准》、《侵权案件行政处罚罚款幅度参考标准》、《关于

近似商标认定的指导意见》和《规范侵犯知识产权举报的若干意见》，组织开展了打击侵权小商品出

口集中行动。

（七）推动“两法衔接”，深化与公安机关的协作。

2014 年海关总署根据《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继续推动海

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加大对各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督办力度。各地海关认真

按照海关总署的要求，积极开展与当地公安机关的执法协作。上海海关还与上海市公安局签署了《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备忘录》，进一步完善联合打假机制。2014 年各地海关共向当地公安机关通报涉

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线索 200 余起，其中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已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例如：

— 上海海关与上海市公安局签署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备忘录》。2014 年向公安机关通报案



件线索近 40 起，其中一起向英国邮递出口假冒“Ray.Ban”和“CHANEL”商标标识案，涉案金额 3000

余万元，后经中英两国警方联合行动，抓获 4名犯罪嫌疑人，成功侦破了一起由英国籍人为首的的特

大跨境售假案。

— 青岛海关全年向公安机关通报重大侵权案件线索5起，其中某公司出口14170个侵犯“2014FIFA

世界杯官方标志”棒球帽(价值近 36 万美元）案已由法院作出刑事判决。

— 深圳海关向公安机关通报案件线索 30 起，涉案货物逾 4000 万件，案值逾 2800 万元，其中 6

宗重大假烟案件正在由公安机关进行侦办。

（八）开展与权利人的合作，扩展执法信息来源。

2014 年中国海关继续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作，争取海关执法资源的最大化。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鼓励企业主动收集侵权货物进出口信息并积极向海关举报。广州海关根据权利人举报实施风险

布控 6次；黄埔海关根据权利人举报实施风险布控 57 次，查获装载侵权货物的集装箱 27 个。

— 邀请知识产权权利人为海关关员举办鉴别侵权商品培训。上海、宁波、福州、南京、青岛等海

关多次邀请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会员公司代表与海关关员进行鉴别侵权商品交

流和座谈，提高了海关关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同时让企业了解到海关执法的难点和需求，增强了其

主动配合海关执法的自觉性。

（九）保护自主品牌，支持企业“走出去”。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鼓励创新和扩大出口的方针，2014 年各地海关按照海关总署的要求，进一步

加强了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

— 加大查缉侵犯国内自主知识产权进出口货物的力度。2014 年中国海关共查获涉嫌侵犯自主知识

产权的进出口货物 514 批，扣留侵权嫌疑商品近 1200 万件，价值 7400 余万元。其中，上海海关查获

侵犯国内企业知识产权案件近 60 起，扣留侵权商品 353 万件，案值近 1600 万元。中国企业在 2014 年

受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来源中居于前列（见附表 9）。

— 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对口联系和帮扶机制。各地海关针对国内企业普遍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法

律知识的情况，将本关区知名品牌生产和出口产品行业龙头企业确定为重点对口联系对象，主动上门

服务，帮助企业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例如，上海海关在查获一批出口侵犯苏州日宝公司“RIBAO

TECHNOLOGY”商标专用权的点钞机，了解到该商标在美国被抢注后，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协助该公司

成功收回被抢注商标，为其开拓海外市场扫除了障碍。



— 加强与企业及行业协会的合作。海关在加强执法的同时，还注重会同侵权高发产品的行业组织

开展对侵权行为的源头治理，引导和规范行业内企业健康发展。例如，拱北海关先后与中山市纺织服

装行业协会、中山市石岐商会、中山市照明电器行业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天津海关与中国五矿化工

进出口商会建立了共同打击侵犯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联系配合机制。

（十）深化跨境合作，维护国际贸易安全。

认识到侵权贸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打击侵权商品的跨境运输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执法机关的密

切合作。中国海关在 2014 年继续开展了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关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合作并不断扩

大合作的领域。

— 海关总署和欧盟委员会签署了《中欧海关 2014-2017 年知识产权合作行动计划》，召开了第一

次工作组会议，制定了 2015 年实施行动计划的路线图。

— 海关总署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于 2014 年 1 月联合开展了保护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有关商标

的联合执法行动。

— 海关总署与俄罗斯海关署联合召开了中俄海关合作分委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进一步完善了

知识产权案件信息交换机制和权利人合作的机制。

— 中国海关参加了欧盟反瞒骗办公室组织的 Replica 国际执法行动；海关总署尝试与英国、法国

和香港海关对侵权货物的跨境运输进行接力式监控并取得成功。

— 海关总署与香港海关建立打击假冒葡萄酒跨境运输的合作机制。

（十一）积极开展社会宣传，增强公众法律意识。

2014 年中国海关继续坚持“一手抓执法，一手抓宣传”，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提升执法威慑力

的同时，注重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导公众树立“尊重知识产权”和“守

法便利”的理念。

— 集中宣传。2014 年海关总署和各地海关利用“4.26 知识产权宣传周”和“8.8”法制宣传日，

集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宣传。在“4.26 知识产权宣传周”前夕，海关总署发布了《2013

年中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状况》白皮书、公布“2013 年中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十佳案例”、海关领导

与网民进行在线访谈。深圳海关在我国首个“12·4”宪法日期间，借助新闻媒体向公众介绍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对鼓励创新和企业转型的重要作用；天津、广州、拱北等海关组织公开销毁侵权商品，宣传

侵权假冒对社会公众的危害；南京、杭州、厦门、深圳、黄埔等海关在“绿茵行动”期间，通过新闻

媒体，以案说法，教育企业自觉守法经营和尊重知识产权。



— 日常宣传。海关注重在日常执法中运用各类媒体开展针对进出口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报关企

业和进出境旅客等相关公众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包括：借助海关政务微博和微信平台，宣传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法律政策、执法动态和典型案例；通过海关 12360 服务平台，普及海关知识产权保

护常识、解答热点疑难问题、接受社会各界意见与建议；与媒体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及时曝光典型

案例，与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合作宣传。

三、结束语

2015 年，海关总署将根据国家关于鼓励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在健全法律法规、统一执法、

创新服务、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完善“两法衔接”及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按照国务院

的统一部署，重点开展打击出口环节侵权假冒专项行动，维护中国商品的国际声誉和中国政府负责任

大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作出贡献。

附件

表 1. 2014 年海关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批次单位：批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中止货物通关 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批 次 27,008 23,860

商品数量 196,494,991 91,965,548

表 2..2014 年海关扣留货物涉及的知识产权类型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知识产权类型 商品数量 占比

合计 91,965,548

商标专用权 89,075,040 96.86%

著作权 1,100,857 1.20%

专利权 1,786,551 1.94%

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 3,100 0.01%

表 3. 2014 年海关扣留货物的进出口流向

批次单位：批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进出口类型 批次 占比 商品数量 占比

合 计 23,860 91,965,548

进 口 842 3.53% 439,933 0.48%

出 口 23,019 96.48% 91,525,615 99.52%



表 4. 2014 年海关扣留货物的商品类别统计

批次单位：批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商品类别 商品数量 占比

烟草 40,493,850 44.03%

其他 22,648,898 24.63%

食品饮料 485,305 0.53%

其他轻工产品 10,019,557 10.89%

五金机械 2,383,334 2.59%

化妆、个人护理用品 7,632,429 8.30%

服装 2,939,996 3.20%

鞋类 1,226,648 1.33%

汽车、摩托车 636,862 0.69%

其他机电产品 1,361,271 1.48%

帽类 178,532 0.19%

箱包及皮革制品 375,282 0.41%

通讯设备 371,278 0.40%

手表 154,987 0.17%

玩具游戏 254,236 0.28%

药品 307,500 0.33%

存储介质 367,375 0.40%

运动器具 103,752 0.11%

珠宝首饰 21,539 0.02%

医疗器械 2,917 0.00%

表 5. 2014 年海关扣留货物的运输方式

批次单位：批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邮递 快件 海运 航空 汽车 铁路 其他

批次 19,134 1,239 2,130 561 295 21 484

占比 80.19% 5.19% 8.93% 2.35% 1.24% 0.09% 2.03%

商品数量 123,956 358,155 88,598,125 1,625,622 1,048,180 31,391 180,119

占比 0.13% 0.39% 96.34% 1.77% 1.14% 0.03% 0.20%

表 6. 2014 年海关扣留货物的贸易国别（地区）

批次单位：批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案值单位：元

国别地区 批次 国别地区 商品数量 国别地区 案值



巴西 3,653 伊朗 10,038,133 中国香港 27,722,705

西班牙 2,881 沙特阿拉伯 9,636,395 美国 14,725,435

俄罗斯联邦 2,168 新加坡 9,584,677 伊拉克 13,238,796

英国 1,643 阿联酋 7,535,785 伊朗 13,114,642

美国 1,533 埃及 7,009,680 阿联酋 12,386,507

意大利 1,031 哥伦比亚 5,290,541 埃及 10,697,316

韩国 949 巴基斯坦 3,979,249 菲律宾 10,461,019

日本 844 菲律宾 3,191,766 缅甸 10,271,964

匈牙利 828 印度尼西亚 2,877,503 印度 9,981,135

比利时 753 利比里亚 2,399,630 尼日利亚 8,626,606

中国香港 506 肯尼亚 1,698,218 马来西亚 8,118,996

乌拉圭 459 智利 1,568,053 沙特阿拉伯 7,580,182

法国 434 阿尔及利亚 1,455,850 印度尼西亚 6,799,211

巴林 403 泰国 1,298,236 新加坡 5,823,583

荷兰 331 秘鲁 1,203,713 泰国 5,446,703

奥地利 305 法国 1,184,441 澳大利亚 5,437,489

以色列 294 马来西亚 1,130,046 英国 4,830,811

澳大利亚 280 伯利兹 1,089,733 巴西 4,702,995

阿联酋 226 坦桑尼亚 1,049,913 委内瑞拉 4,519,339

秘鲁 194 塞内加尔 1,015,899 巴基斯坦 4,016,610

菲律宾 174 喀麦隆 1,004,420 俄罗斯联邦 3,996,523

巴基斯坦 172 突尼斯 901,173 越南 3,678,408

中国澳门 163 尼日利亚 875,631 阿尔及利亚 3,250,865

中国台湾 160 委内瑞拉 850,638 智利 3,079,534

加拿大 146 中国香港 835,987 日本 2,708,735

马来西亚 141 印度 790,211 坦桑尼亚 2,642,005

印度 140 缅甸 753,105 孟加拉国 2,536,735

德国 128 莫桑比克 687,612 墨西哥 2,482,255

爱沙尼亚 117 美国 655,610 肯尼亚 2,470,557

阿根廷 116 俄罗斯联邦 611,299 比利时 2,417,541

波兰 114 巴拿马 562,675 西班牙 2,381,565

伊朗 114 多哥 539,878 荷兰 2,237,137

越南 106 澳大利亚 539,552 安哥拉 2,232,806

斯洛文尼亚 104 约旦 406,578 摩洛哥 2,191,212

爱尔兰 87 伊拉克 379,046 巴拿马 2,085,589

吉尔吉斯斯坦 87 巴西 354,825 莫桑比克 1,989,398



墨西哥 83 波兰 354,578 贝宁 1,982,226

智利 78 英国 308,929 秘鲁 1,941,185

阿曼 77 哈萨克斯坦 293,372 约旦 1,897,107

拉脱维亚 70 苏丹 289,038 阿根廷 1,796,146

新加坡 68 塞拉利昂 286,135 土耳其 1,768,509

卡塔尔 61 孟加拉国 265,982 苏丹 1,745,447

克罗地亚 58 南非 254,575 哈萨克斯坦 1,731,811

希腊 57 越南 239,440 中国台湾 1,701,524

印度尼西亚 55 安哥拉 233,025 加拿大 1,692,323

尼日利亚 53 墨西哥 228,808 加纳 1,630,445

瑞典 52 罗马尼亚 224,924 意大利 1,598,624

缅甸 48 希腊 209,063 喀麦隆 1,596,692

苏丹 48 乌克兰 203,419 黎巴嫩 1,547,316

白俄罗斯 46 格鲁吉亚 201,141 牙买加 1,513,230

泰国 46 阿根廷 187,636 埃塞俄比亚 1,432,848

伊拉克 46 日本 170,343 南非 1,412,638

埃及 45 荷兰 166,095 法国 1,318,522

瑞士 44 危地马拉 165,188 乌克兰 1,185,560

肯尼亚 39 也门共和国 157,080 韩国 1,160,413

尼泊尔 39 瓦努阿图 138,000 利比亚 1,070,750

沙特阿拉伯 37 叙利亚 130,938 纳米比亚 1,029,560

哥伦比亚 36 利比亚 124,783 也门共和国 1,020,767

哈萨克斯坦 33 哥斯达黎加 115,637 危地马拉 1,002,278

乌克兰 32 德国 108,290 突尼斯 970,475

阿尔及利亚 31 西班牙 107,878 哥伦比亚 936,283

安哥拉 31 科特迪瓦 106,298 塞内加尔 929,530

土耳其 31 贝宁 81,303 德国 890,473

委内瑞拉 31 意大利 78,888 哥斯达黎加 877,642

罗马尼亚 28 斯里兰卡 77,293 波兰 797,817

孟加拉国 27 黎巴嫩 77,178 丹麦 749,645

塞浦路斯 27 刚果 73,415 文莱 729,400

新西兰 27 韩国 69,958 希腊 711,958

捷克共和国 26 牙买加 68,473 中国澳门 667,851

莫桑比克 25 纳米比亚 68,067 格鲁吉亚 665,030

未知 25 摩洛哥 63,557 博茨瓦那 647,937

冰岛 24 加纳 63,554 未知 646,987



芬兰 23 多米尼加 61,572 乌拉圭 587,930

黎巴嫩 20 马达加斯加 58,242 多哥 533,849

坦桑尼亚 19 赤道几内亚 48,000 斯里兰卡 529,355

南非 18 土耳其 47,242 利比里亚 523,043

巴拿马 16 加拿大 45,569 以色列 496,835

喀麦隆 16 丹麦 42,371 多米尼加 480,283

利比亚 15 以色列 36,100 罗马尼亚 443,851

塞内加尔 15 克罗地亚 33,870 阿塞拜疆 414,642

保加利亚 14 乌拉圭 32,191 毛里塔尼亚 410,576

蒙古 13 厄瓜多尔 30,985 卡塔尔 402,994

加纳 12 爱尔兰 29,457 厄瓜多尔 392,625

老挝 12 圭亚那 27,309 瑞典 388,231

挪威 12 比利时 25,314 叙利亚 364,097

突尼斯 12 塞浦路斯 24,855 刚果 353,395

多哥 11 中国台湾 24,845 芬兰 341,453

也门共和国 11 毛里塔尼亚 24,608 巴林 330,327

约旦 11 吉布提 23,090 捷克共和国 318,672

巴布亚新几内

亚
10 索马里 20,000 阿曼 315,908

斯里兰卡 10 芬兰 19,899 马耳他 303,294

刚果 9 中国澳门 19,662 挪威 264,829

摩洛哥 9 阿曼 16,849 毛里求斯 264,210

塔吉克斯坦 9 瑞典 16,791 科特迪瓦 263,681

贝宁 8 巴拉圭 16,627 吉布提 256,400

哥斯达黎加 8 民主刚果 16,220 民主刚果 249,100

吉布提 8 巴林 13,911 马达加斯加 236,366

斯洛伐克 8 尼泊尔 13,415 尼泊尔 229,280

埃塞俄比亚 7 未知 12,568 巴布亚新几内亚 225,500

朝鲜 7 几内亚 12,554 伯利兹 217,980

格鲁吉亚 7 安提瓜和巴布达 12,496 奥地利 210,735

柬埔寨 7 毛里求斯 12,400 塞浦路斯 200,926

科威特 7 巴布亚新几内亚 12,242 塞拉利昂 197,340

牙买加 7 埃塞俄比亚 9,820 老挝 156,680

丹麦 6 斯洛伐克 9,745 乌兹别克斯坦 151,300

马达加斯加 6 津巴布韦 9,600 斯洛文尼亚 144,882

毛里塔尼亚 6 尼加拉瓜 9,600 科威特 142,198



葡萄牙 6 柬埔寨 9,381 柬埔寨 141,512

安道尔 5 科威特 8,890 葡萄牙 128,270

圭亚那 5 玻利维亚 8,660 保加利亚 88,487

科特迪瓦 5 文莱 8,482 匈牙利 86,200

民主刚果 5 斯洛文尼亚 7,614 乌干达 85,262

危地马拉 5 乌兹别克斯坦 6,387 几内亚 83,180

乌兹别克斯坦 5 马尔代夫 6,079 玻利维亚 80,568

多米尼加 4 苏里南 5,460 蒙古 75,100

厄瓜多尔 4 卡塔尔 3,904 新西兰 68,760

土库曼斯坦 4 保加利亚 3,669 圭亚那 68,103

巴拉圭 3
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3,520 阿尔巴尼亚 65,201

几内亚 3 马耳他 3,407 白俄罗斯 61,720

马耳他 3 奥地利 3,219 克罗地亚 57,311

毛里求斯 3 捷克共和国 3,164 朝鲜 54,558

纳米比亚 3 多米尼亚共和国 3,120 佛得角 52,700

文莱 3 古巴 3,120 苏里南 50,760

叙利亚 3 葡萄牙 3,046 马尔代夫 50,461

阿尔巴尼亚 2 博茨瓦那 2,232 斯洛伐克 47,267

阿塞拜疆 2 加蓬 2,208 塔吉克斯坦 46,920

伯利兹 2 瑞士 2,070 瑞士 41,253

利比里亚 2 蒙古 2,051
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35,200

马尔代夫 2 基里巴斯 2,000 巴拉圭 32,221

塞拉利昂 2 白俄罗斯 1,834 爱尔兰 30,700

苏里南 2 挪威 1,747 爱沙尼亚 25,600

安提瓜和巴布

达
1 塔吉克斯坦 1,635 赤道几内亚 24,000

巴勒斯坦 1 阿塞拜疆 1,363 加蓬 22,080

博茨瓦那 1 新西兰 1,272 古巴 21,788

赤道几内亚 1 匈牙利 1,127 基里巴斯 20,000

多米尼亚共和

国
1 佛得角 902 索马里 20,000

玻利维亚 1 土库曼斯坦 898 津巴布韦 19,200

斐济 1 老挝 867 土库曼斯坦 17,390

佛得角 1 乌干达 856 多米尼亚共和国 15,372



冈比亚 1 马拉维 672 马拉维 13,000

古巴 1 黑山 540 巴勒斯坦 12,960

黑山 1 吉尔吉斯斯坦 446 瓦努阿图 11,400

洪都拉斯 1 洪都拉斯 389 拉脱维亚 10,963

基里巴斯 1 朝鲜 299 吉尔吉斯斯坦 10,920

加蓬 1 冈比亚 240 洪都拉斯 7,780

津巴布韦 1 拉脱维亚 164 尼加拉瓜 7,200

莱索托 1 斐济 150 安提瓜和巴布达 6,872

马拉维 1 爱沙尼亚 128 冰岛 5,400

尼加拉瓜 1 巴勒斯坦 120 黑山 5,400

索马里 1 阿尔巴尼亚 103 冈比亚 4,800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1 莱索托 80 斐济 2,441

瓦努阿图 1 冰岛 27 莱索托 800

乌干达 1 安道尔 5 安道尔 250

表 7. 2014 年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模式

批次单位：批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执法模式 批次 占比 商品数量 占比

依职权扣留 23,817 99.82% 90,331,038 98.22%

依申请扣留 43 0.18% 1,634,510 1.78%

表 8. 2014 年口岸海关扣留货物情况

批次单位：批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案值单位：元

关区 批次 关区 商品数量 关区 案值

南京 7,860 深圳 42,244,659 深圳 83,545,744

杭州 4,373 杭州 15,276,280 上海 45,759,987

北京 3,189 上海 12,514,580 宁波 42,593,068

深圳 3,066 宁波 9,055,697 杭州 29,209,663

天津 1,006 江门 4,058,772 拱北 14,983,887

上海 987 天津 2,298,183 厦门 14,277,581

青岛 908 厦门 1,569,689 天津 9,820,320



厦门 764 广州 1,518,977 广州 9,231,897

宁波 334 黄埔 1,039,673 昆明 6,964,661

广州 318 福州 636,718 重庆 5,600,124

拱北 192 昆明 531,069 青岛 5,305,686

福州 180 汕头 387,510 黄埔 5,113,059

黄埔 141 青岛 275,711 江门 4,110,688

昆明 110 拱北 259,859 福州 3,162,505

南宁 101 南京 88,819 北京 2,445,963

大连 61 北京 80,427 南京 1,364,610

哈尔滨 49 乌鲁木齐 34,988 乌鲁木齐 1,353,304

乌鲁木齐 43 南宁 30,080 南宁 1,115,712

汕头 42 长春 21,272 汕头 983,858

拉萨 38 拉萨 13,415 湛江 579,302

江门 23 武汉 7,168 武汉 314,681

呼和浩特 13 湛江 5,624 大连 304,891

重庆 13 大连 5,181 哈尔滨 268,210

武汉 12 重庆 3,374 拉萨 229,280

长春 8 哈尔滨 2,671 长春 180,758

郑州 7 呼和浩特 2,051 呼和浩特 75,100

沈阳 5 满洲里 1,604 满洲里 74,800

满洲里 4 济南 608 济南 19,711

济南 4 西安 410 沈阳 18,770

湛江 3 沈阳 305 郑州 16,290

西安 3 郑州 140 西安 12,010

海口 2 石家庄 28 石家庄 2,800

石家庄 1 海口 6 海口 1,030

表 9. 2014 年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来源

权利数单位：件/次 商品数量单位：件/双 案值单位：元

国别地区 权利数 商品数量 案值

美国 2,266 13,850,107 78,962,480

法国 863 2,216,955 7,297,611

德国 711 1,992,121 21,622,243

中国 514 11,961,097 74,243,420

瑞士 491 43,031,351 22,630,365



日本 467 9,534,357 28,860,810

韩国 423 1,304,409 9,400,629

意大利 421 672,241 5,986,960

英国 237 1,126,165 9,432,963

荷兰 162 967,976 5,442,875

卢森堡 106 2,853,911 845,998

瑞典 57 159,340 1,682,725

新加坡 38 454,959 826,798

中国香港 35 693,424 6,696,197

芬兰 31 93,085 1,184,442

加拿大 22 65,613 1,088,647

中国台湾 21 191,288 4,606,575

巴西 11 156,276 1,239,446

印度 11 53,628 334,847

英属维尔京群

岛
11 263,241 1,350,500

澳大利亚 8 8,303 80,276

匈牙利 6 3,692 75,123

阿联酋 5 60,966 1,443,009

爱尔兰 5 35,130 101,961

奥地利 5 8,048 68,210

比利时 5 21,121 467,555

丹麦 4 4,215 22,210

泰国 4 25,464 50,800

中国澳门 3 5,918 471,913

俄罗斯联邦 2 17,500 252,500

智利 2 22,451 575,163

阿根廷 1 35,720 285,760

埃及 1 13,000 59,451

巴基斯坦 1 1,504 148,715

巴拿马 1 92 460

列支敦士登 1 650 130,000

马来西亚 1 900 33,480

挪威 1 230 23,000

葡萄牙 1 140 4,200

塞浦路斯 1 54 5,400



沙特阿拉伯 1 5,232 145,501

土耳其 1 7,200 42,000

伊朗 1 1,276 196,624

中非共和国 1 102 3,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