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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洲，是世界古人類和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過

去曾被稱為「黑暗大陸」的地方，到處可見疫病和飢荒

的落後國度。

非洲大陸幅員廣闊，總面積約三千萬平方公里，

是全球面積第二大洲。非洲被赤道中分為二，又同時

是處在東、西、南、北半球的大洲，最北端和最南端和

赤道的距離幾乎相等。面積約相當於中國、美國、印度、

中國

東歐

西歐

墨西哥

印度

日本

美國

熱帶

熱帶

赤道

整個非洲面積約等於中國、
美國、印度、日本、墨西哥
以及東歐和西歐的面積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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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墨西哥及歐洲加起來那麼大。

國際組織在過去的幾十年來，動用了許多補助和

捐款幫助非洲發展，隨著政治漸趨穩定和經濟穩步發

展，近年來很多非洲國家已經脫離赤貧行列。2021 年

非洲的經濟成長率大約 4.8%，投資銀行家預測，如果

按照目前成長速度，到 2050 年，非洲經濟的規模有機

會比美國和歐洲加起來還大。

非洲大部分國家屬於低收入落後國家，大部分非

洲國家都可受惠於歐盟普惠制，所生產的貨物大部分

可以免關稅免配額出口到歐盟各國，因此很多跨國大

企業已經將未來的投資重點轉移到非洲。

非洲人口約有 10 億多，由於近年新生兒死亡率大

幅降低，非洲約半數人口不到 20 歲，這是經濟發展中

最寶貴的資源。聯合國估計，到 2050 年非洲總人口將

達 19 億人。現今的非洲就類似 1970 年代的亞洲，處

於經濟發展起飛的初步階段，未來的幾十年將會是發

展的黃金機會。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了 2050 年，非

洲的中產階級人數將達 10 億人。

自從習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

構想以來，形成了高水平的跨國經濟帶，所包含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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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不單有中亞及中國鄰近國家，亦包括中歐、東歐及

非洲多國，為極需資金發展的中東歐及非洲國家，帶

來經濟發展的黃金機會。

中國与非洲經貿合作始於上世紀５０年代。大半

個世紀以來，中非經貿合作規模逐步擴大，合作領域

不斷拓寬。中非經貿合作初期以貿易和對非援助為主，

目前中非之間的合作正在轉型升級，逐步邁向產業對

接、產能合作和技術轉移升級，從以承包為主的合作

方式逐步邁向投資運行和金融合作升級。中非合作論

壇自 2000 年成立後，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迅速發展，

2022 年中非貿易總額近 2,820 億美元，中國連續十四

年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中非合作對非洲經濟

貢獻率已超過 20%。

隨著非洲各國擺脫貧困發展經濟，相信在不久將

來，非洲必然會成為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之一。作為世

界主要經濟體的非洲，知識產權的需求必然會越來越

大，必須及早建設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才能避免因

缺乏知識產權制度而妨礙經濟發展。

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習近

平主席說：「“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中國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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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

陸，中非早已結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我們願同非

洲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築更加緊密的中

非命運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範。」

隨著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會越來越頻繁。

非洲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向西推進的落腳點，中國的

人材、資金、技術對推動非洲經濟發展發揮著非常重

要的作用。投資發展一帶一路和非洲是習近平主席的

全球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

經濟同一帶一路和非洲各國的國家利益結合起來，實

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

黃金富

中國專利代理 (香港 )有限公司

創辦人 副董事長

fu@1226 834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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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和非洲的復興之路

自從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構想以

來，規劃了六大經濟合作走廊與多個海上戰略節點，

不僅覆蓋歐亞大陸，也延伸至非洲。一帶一路經濟戰

略構想加強了貿易和促進國家之間的互信，用經濟發

展消除沿線國家乃至中國自身面對的安全威脅，開創

「合作共贏」新模式。

在過去的 10 多年，非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

展，其未來的發展勢頭仍然看好。非洲是全球天然物

資的主要供給地，其石油蘊藏量佔全球的 10％、黃金

蘊藏量佔全球的 40％，另外還有很多貴重金屬，都是

全球最重要的來源地。

為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和進軍非洲的策略，我有如

下建議：

1.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共產主義』

目前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未有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

即使已建立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國家，其人民大部分沒

有知識產權的概念，知識產權制度形同虛設。這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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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國家的專利和商標注冊的申請人，本國企業和

人民只佔非常少的比例，大部分的申請人都是外國人

和外國企業，而且主要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企業和

公民，第三世界國家難以通過知識產權制度來促進本

地科技和經濟發展。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經擁有世界

上大部分資源的話語權，並通過種種不公平手段賺取

了第三世界人民大量的金錢，還要利用知識產權制度

來榨壓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略奪其努力發展所得成

果，是造成第三世界國家長期貧窮的原因之一。

美國長期以來，表面上以《專利法條約》、《實體

專利法條約》、《專利合作條約》這三條國際專利條約

來保護知識產權，實際上是假公濟私，利用“美國國際

專利條約三部曲”來實現其霸權，榨壓略奪落後國家

的資源。以專利名義收取無理高額的授權費用，推高

生產成本，給落後國家的生產廠商和消費者造成沉重

負擔。

多年來，美國的專利申請數量一直都穩居全球第

一位，直至 2011 年才被中國超越。雖然美國只有約 2

億多人口，但是由於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大

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市場，世界各地的企業必須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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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申請專利，才能保護其在美國的經濟利益。

目前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擁有約 50 億人口，只要

經濟逐步發展，這 50 億人口所形成的經濟規模，一定

會超越只有約 10 億人口的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中國早

於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一日千里，

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大國之一。目前已有

很多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學習中國的改革經驗逐步

發展經濟，相信未來的數十年經濟的發展重點，將由

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逐步轉移到亞非拉國家，亞非拉國

家必定成為世上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市場。作

為未來最大的經濟體，專利申請的需求必然會越來越

大，必須及早建設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才能避免因

缺乏知識產權制度而妨礙經濟發展。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嘗過被發達國家榨壓的

苦果，幾經艱辛才有今天的成就。中國可以幫助第三

世界國家擺脫發達國家的榨壓，聯合亞非拉的第三世

界國家（包括非洲全部 54 個國家），團結一致對抗歐

美日等發達國家，第三世界人民才能享受自己辛勤努

力發展的成果。中國只有聯合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建設

統一的知識產權聯盟，才能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中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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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話語權，化解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利用國際專利條約

榨壓略奪落後國家的資源。

目前的歐洲專利同盟（EPC）、歐亞專利組識（EAPO），

為其成員國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專利制度，藉由單一專

利授權程序，包括提交申請、檢索、審查、授權等，一

次過為申請人的發明在全部成員國提供專利保護，既

可簡化申請手續和節省申請費用，又可避免因不同國

家的規限而出現不同審批結果。

歐洲專利目前是採用雙軌制，申請人可以向歐洲

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提出綜合

包裹式的專利申請，又可以選擇依據各成員國國內專

利法規定，分別向不同國家提出專利申請。歐洲專利

同盟的優點是可以讓申請人獲得一次申請，多國指定

的便利。但歐洲專利同盟並沒有採用統一的語言文字，

授權後還要將專利翻譯成申請階段所指定的成員國的

官方語言。同一歐洲專利在不同成員國所主張之權利，

有機會因翻譯而出現分歧。此外，歐洲專利同盟除了

採用其官方語言的英文、法文、德文外，部分成員國要

求進入該國的專利需要翻譯成當地的官方語言，例如

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等，翻譯成本加上高昂申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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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費，令歐洲專利的整體申請開支比申請美國專利

多五倍、比申請日本專利多三倍。

歐洲專利的雙軌制是各成員國不肯全面投入單一

專利制度的表現。歐洲專利只是一個簡便的程序，並

未全面取代各成員國專利申請程序，各成員國還保留

了相當部分原有的知識產權人力資源，造成歐洲專利

局沒有足夠資源應付大量的審批工作。很多歐洲專利

申請超過 10 年還未結案，其表現是目前各大專利局中

辦事效率最差勁的。

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開幕式上

發表題為《開放共創繁榮 創新引領未來》的主旨演講，

宣佈中國决定在擴大開放方面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舉

措，其中包括“加强知識產權保護。重新組建國家知識

產權局，完善執法力量，加大執法力度，把違法成本顯

著提上去。保護在華外資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希望外

國政府加强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習近平主席强調，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中國，但機會和成果屬於世界。

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就一定能把

“一帶一路”打造成為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最廣泛

國際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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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揮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深化知識產權國際合

作，建議由中國牽頭聯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

世界國家（包括整個非洲全部 54 個國家）一起，發動

一場知識產權革命，組織世上首創的知識產權共產主

義：“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將各成員國的不同專利

制度整合為一個全面統一的專利制度。亞非拉知識產

權聯盟從申請、審查、授權、維護、訴訟等等全面統一

受理，各成員國不得自行制定專利制度，避免出現歐

洲專利雙軌制的弊端。此外，全面統一受理可以避免

由於不同國家的規限和審理的差異，造成同一專利申

請在不同國家出現不同審批結果，同時也可以簡化申

請手續和審查工作，從而大幅降低運作成本，對申請

人和受理國家都同樣得益。

亞非拉專利局

亞非拉

知識產權聯盟

亞洲

第三世界國家

非洲

54個國家

拉丁美洲

第三世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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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可以全盤採用中國的專利制

度，以中文為專利制度的唯一法定語言，只接受中國專

利局所批出的專利在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成員國實施

應用。採用中文為專利制度的唯一法定語言，可以避

免將不同語言的申請文件翻譯時出錯，影響其主張的

權利。

在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下，成立一家專門機構“亞

非拉專利局”負責登記註冊專利。以再註冊形式將已

獲批的中國專利登記註冊成亞非拉專利，使其保護範

圍從中國延伸至各成員國。中國專利的權利人，可以將

其獲批的中國專利原文一字不改拿到亞非拉專利局注

冊登記，而亞非拉專利局可以在中國的專利號後加上

“CAL”作為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的專利號碼。以後各

成員國家不再獨自接受專利的申請，現有已批出的專

利則仍然維持不變。要申請亞非拉的專利，必須先向

中國專利局申請，獲批後再向亞非拉專利局注冊登記

並繳費，就可以一次過在各成員國受到保護。

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統一採用中國專利法

全部專利商標文件採用中文為法定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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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目前是發明大國、工業強國，擁有強大專利

技術，在美國申請了專利，就可以排除其他人未經許可

採用該專利技術來制造產品在美國出售。但是專利保

護是有地域性的，根據《巴黎公約》規定，一個國家所

授出的專利權僅在該國法律管轄的範圍內有效，對其

他國家沒有任何約束力。將美國的專利技術拿到第三

世界非洲就失去了專利保護，必須將新技術同時在非

洲申請專利，才能在非洲得到保護。隨著未來的數十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知識產權局

亞非拉專利局

授
權

授
權

再
注
冊

中國專利號碼

ZL201520377130.7

亞非拉專利號碼

ZL201520377130.7.CAL

例：

中國專利 ZL201520377130.7

的權利人，將他的中國專利

在亞非拉專利局再注冊，亞

非拉專利局在原來的中國專

利號碼後面加上“CAL”，

這樣就成為亞非拉專利號碼

ZL201520377130.7.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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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經濟的發展，亞非拉國家必將成為世上最大的經濟

體、最大的貿易市場，只申請美國專利已經不能為企

業提供足夠的保護。相反如果只申請亞非拉的專利而

沒有申請美國專利，該專利技術在申請後就會被公開，

公開了之後其他人就不能在全世界任何國家再次將該

技術申請專利。所以即使只有亞非拉專利而沒有美國

專利，採用該技術製造的產品銷售到美國也不會有問

題，產品照賣，只要生產成本平價錢平，一樣可以賣得

滿堂紅。申請專利目的是想賺錢，美國只有2億多人口，

而亞非拉就有50億人口，將來只要在人口多、市場大、

製造成本低的亞非拉申請專利就足夠了，還要申請美

國專利來幹什麼呢？

為推動亞非拉專利局更快投入運作，亞非拉專利

局的業務可以外判給“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China Patent Agent (H.K.) Ltd. 網址：www.

cpahkltd.com）”承包。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是由中國專利業界的先行者黃金富創立，黃金富早於

上世紀 80 年代中國還未實施專利法時，與中國北京貿

促會合資成立全中國首家專利代理“中國專利代理（香

港）有限公司”。作為首家中國專利企業，中國專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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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香港）有限公司已經累積了 40 年知識產權營運經

驗，為中國知識產權行業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專業人員。

由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承包亞非拉專利局

的業務，可以為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的全部成員國家

快速建立完善的專利制度。

專利制度與其經濟增長是呈顯著正相關關係，經

濟總量越大就越能體現專利制度的效用。中國作為世

界最大經濟體，中國必須是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的發

起國家，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讓各成員國通過完善的專利制度享受經濟發展所帶來

的成果。成立之初最少還要包括一個亞洲國家、一個

非洲國家、一個拉丁美洲國家作為初始成員國，將來

再逐步邀請其他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加入，最終目標

是全部第三世界國家都加入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成

為世上最大的統一專利聯盟。

亞非拉專利局可以通過專利年費創造巨額收入，

收費水平可以根據成員國數量來釐定，成立初期由於

成員國數量較少，收費較低，到將來成員國增多，再逐

步調高收費水平。此外，為鼓勵世界各地的企業及早

註冊登記專利，年費的收費水平可以在專利首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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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非拉

知識產權聯盟

專利費用

收益

商標費用

收益

版權登記

收益

亞洲

成員國家

非洲

成員國家

拉丁美洲

成員國家

按各成員國的 GDP 攤分收益

成員國加入後首年即可開始攤分收益

登記時鎖定，以後即使成員國增多調高了收費，也不

會影響已註冊登記的專利。這樣會促使世界各地的企

業盡早到亞非拉專利局註冊登記專利，越早註冊登記

所需花費成本越低，越具成本效益。亞非拉專利局的

收入扣除營運開支等成本後，其純利可以按各成員國

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來攤分。在成立初期，由於成

員國數量較少，每一成員國可攤分較多比例的純利，越

早加入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越早得到分成。當有新

的第三世界國家加入聯盟，就會讓已註冊登記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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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多成員國的保護，從而促進企業及早註冊登記

專利，而隨著註冊登記的專利增多，成員國分成的金

額將會隨之而增加，從而促進更多第三世界國家加入

聯盟。通過這種互相促進的方法，發揮相輔相成效果，

可以在短期內將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做大，實現『知

識產權共產主義』的宏偉目標。

目前世界各國的專利收費水平不一，以發明專利

年費為例，較高收費水平的包括：歐盟專利收費每年

從 465 歐元至 1,560 歐元、德國專利收費每年從 70 歐

元至 1,940 歐元、法國專利收費每年從 36 歐元至 760

歐元、英國專利收費每年從 70 英磅至 600 英磅，較低

收費水平的包括美國、中國等，美國專利平均每年年

費約 500 美元（約 3,000 元人民幣），中國專利平均每

年年費約 4,700 元人民幣。

亞非拉專利局可以通過專利年費創造巨額收入，

收費除了根據成員國數量每年調整外，其收費基準可

以根據專利擁有人的資產或營業額分三級徵收，一級

為優惠收費，只象徵式收一些費用便可，對象為各成

員國國內的個體戶和小企業；二級為普通收費，只要收

回行政成本便可以，對象為各成員國國內的企業；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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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盈利式收費，目的是為亞非拉專利局創造巨額收入，

對象為非成員國的外國企業和公民，徵收費用可以是

二級收費的 10 倍或以上。

一級：優惠收費 ( 象徵式收費 )

三級：盈利式收費

（二級收費 10 倍或以上）

二級：普通收費（目的收回成本）

對象：各成員國的個體戶和小企業

對象：各成員國的大中企業

對象：非成員國的外國企業和公民

亞非拉專利局收費三級制示意圖

此外，專利年費也可以按企業的資產和營業額來

徵收，資產和營業額越高的企業付出的金額越高，尤

其是一些跨國大企業，每年賺取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大

量金錢，要她們多付一些費用作為回饋也非常合理，

估計這些跨國大企業每年可以為亞非拉專利局創造數

以千億元收入。

除了專利制度外，有關商標和版權制度，可採用

中國商標法和中國著作權法，以上述專利法的相同方

式應用於各成員國，成立專門機構“亞非拉商標局”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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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拉版權局”。亞非拉商標局和亞非拉版權局同樣可

以外判給“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承包業務，

這樣就可以一次過快速地為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的全

部成員國家建立完善的商標和版權制度。

有了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就可以吸引世界各地

的大企業、科技公司到亞非拉專利局和亞非拉商標局

申請專利和商標，為日後進軍亞非拉成員國做好準備。

例如在商標賺錢最多的法國 LV 手袋，在中國每年最少

賺上千億元人民幣，即使付出多一點錢都必定會到亞

非拉商標局登記其商標，以免被一些小公司搶先注冊

自己的名牌。

在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下，還需要成立“亞非拉

知識產權法院”，專門為各成員國提供知識產權的爭

議進行審理，其角色類似於歐洲統一專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UPC）。亞非拉知識產權法院可以設在

北京，並委托中國的知識產權局負責審理涉及知識產

權的爭議，這樣各成員國就無需為缺乏知識產權法律

人材而煩惱，她們的法院就可以直接根據亞非拉知識

產權法院（即中國的知識產權法院）作出的審理結果

來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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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非拉

知識產權聯盟

亞非拉

專利局

亞非拉

商標局

亞非拉

版權局

亞非拉

知識產權法院

設在北京

中國需要從基礎做起，培養更多的知識產權法律

專業人材。目前北京大學和上海大學都設有知識產權

學院，其中北京大學的知識產權學院附屬於法律學院，

只有四位教授，現有的規模根本不能滿足中國和亞非

拉國家知識產權人材的需求。建議將北京大學的知識

產權學院從法律學院中獨立出來，成為專門的知識產

權法律學院，並投入更多資源加大規模，吸納更多優

秀教授和學生，為中國和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培養更

多知識產權的法律人材。

更進一步，在北京開設一所亞非拉知識產權大學，

除了知識產權法律學科外，還設有包括：英語、法語、

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的學科，培養懂得外語的優

秀知識產權法律專業人材，使亞非拉知識產權大學成

為世界上最大的知識產權人材培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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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將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應用在亞非拉的第三

世界國家，可以即時為各成員國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

制度。這是立足於第三世界的知識產權制度，既可促

進各成員國的科技和經濟發展，又可讓中國成為第三

世界知識產權的支配者，為實現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

路戰略，建設保護創新技術的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中

國更可以成立知識產權投資基金，為注冊了亞非拉專

利和商標的中國企業提供貸款，幫助中國企業籌集資

金進軍亞非拉各成員國。此外，通過中國的知識產權

制度來推動中文進入亞非拉各成員國，尤其是各非洲

成員國，最終實現中文成為第三世界各國的法定語言。

到時世界上的主流語言就只剩下中文和英文，而中國

就成為整個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第三世界

各國人民一起邁向小康社會。

目標：統一全世界專利文件語言為兩種文字

將來世界上只剩下兩種主流語言：

　1.中文 (象形文字 )

　2.英文 (拼音文字 )

統一專利文件語言，可以節省大量專利申請的

翻譯費用，加快專利審查授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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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世界人民學習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實現中

華民族的復興上貢獻舉世公認，是一位深受中國人民

愛戴的偉大領袖，而且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留下無數

經典詩詞佳作。毛澤東詩詞獨具一格，大氣磅礴，雄偉

剛勁，大氣非凡，是運用詩詞形式反映現實鬥爭和革

命的藝術典範，在中國現代詩詞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毛澤東是中國劃時代的偉大人物，他創造了一個

科學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毛澤東思想。他在領導中國革

命和建設的偉大征程中，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詞。

他的詩詞大部分是在革命征途中所寫的，記錄了中國

共產黨人救國救民的革命鬥爭歷史事跡，當中縕含著

豐富的人生哲理和毛澤東思想精華，讀起來熱血沸騰、

激情澎湃、氣勢雄渾，洋溢著積極樂觀的大無畏革命

精神。

中國自古以來的詩詞名家大部分都是讀書人，詩

詞作品以言志抒情為主，很多詩詞散發著傷春悲秋哀

怨之情懷。毛澤東詩詞卻獨具一格，能鼓舞人心戰勝

逆境，激勵人們奮發圖強。與其他名家的詩詞相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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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詩詞所散發出的力量無人能及，其陽剛之氣、浩

然之氣有指點江山的非凡霸氣，是詩詞中之霸。

以下節錄了毛澤東詩詞的其中兩首給大家感受一

下毛澤東詩詞的獨特之處。

《念奴嬌·崑崙》

	 héng	kōng	 chū	 shì	 	 mǎng	kūn	 lún	 	 yuè	 jìn	 rén	 jiān
	 橫	空	出	世	，	莽	崑	崙	，	閱	盡	人	間

	 chūn	 sè	 	 fēi	 qǐ	 yù	 lóng	 sān	 bǎi	 wàn	 	 jiǎo	 dé
	 春	色	。	飛	起	玉	龍	三	百	萬	，	攪	得

	 zhōu	 tiān	 hán	 chè	 	 xià	 rì	 xiāo	 róng	 	 jiāng	 hé	 héng	
	 周	天	寒	徹	。	夏	日	消	溶	，	江	河	橫

	 yì	 	 rén	 huò	 wéi	 yú	 biē	 	 qiān	 qiū	 gōng	 	zuì	 	
	 溢	，	人	或	為	魚	鱉	。	千	秋	功	罪	，

	 shuí	 rén	 céng	 yǔ	 píng	 shuō
	 誰	人	曾	與	評	說	？

	 ér	 jīn	 wǒ	 wèi	 kūn	 lún	 	 bù	 yào	 zhè	 gāo	 	 bù
	 而	今	我	謂	崑	崙	：	不	要	這	高	，	不

	 yào	 zhè	 duō	 xuě	 	 ān	 de	 yǐ	 tiān	 chōu	 bǎo	 jiàn	
	 要	這	多	雪	。	安	得	倚	天	抽	寶	劍	，	

	 bǎ	 rǔ	 cái	 wéi	 sān	 jié	 	 yī	 jié	 wèi	 ōu	 	 yī
	 把	汝	裁	為	三	截	？	一	截	遺	歐	，	一	

	 jié	 zèng	 měi	 	 yī	 jié	 huán	dōng	 guó	 	 tài	 píng	 shì
	 截	贈	美	，	一	截	還	東	國	。	太	平	世

	 jiè	 	 huán	 qiú	 tóng	 cǐ		 liáng	 rè
 界	，	環	球	同	此	涼	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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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jiǔ	 yǒu	 líng	 yún	 zhì	 	 chóng		shàng		jǐng		gāng		shān
	 久	有	凌	雲	志	，	重	上	井	岡	山	。

	 qiān	 lǐ	 lái	 xún	 gù	 dì	 	 jiù	 mào	 biàn	 xīn	 yán
	 千	里	來	尋	故	地	，	舊	貌	變	新	顏	。

	 dào	 chǔ	 yīng	 gē	 yàn	 wǔ	 	 gèng	 yǒu	 chán	chán	 liú	 shuǐ
	 到	處	鶯	歌	燕	舞	，	更	有	潺	潺	流	水	，

	 gāo	 lù	 rù	 yún	 duān
	 高	路	入	雲	端	。

	 guò	 le	 huáng		yáng	 jiè	 	 xiǎn	 chù	 bù	 xū	 kàn
	 過	了	黃	洋	界	，	險	處	不	須	看	。

	 fēng	 léi	 dòng	 	 jīng	 qí	 fèn	 	 shì	 rén	 huán
	 風	雷	動	，	旌	旗	奮	，	是	人	寰	。

	 sān	 shí	 bā	 nián	 guò	 qù	 	 tán	 zhǐ	 yī	 huī	 jiān
	 三	十	八	年	過	去	，	彈	指	一	揮	間	。

	 kě	 shàng	 jiǔ	 tiān	 lǎn	 yuè	 	 kě	 xià	 wǔ	 yáng	zhuō	 biē
	 可	上	九	天	攬	月	，	可	下	五	洋	捉	鱉	，

	 tán	 xiào	 kǎi	 gē	 huán
	 談	笑	凱	歌	還	。

	 shì	 shàng	 wú	 nán	 shì	 	 zhǐ	 yào	 kěn	 dēng	 pān
 世	上	無	難	事	，	只	要	肯	登	攀	。

這兩首詞中洋溢著激情澎湃、氣勢雄渾、積極樂

觀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讀起來令人熱血沸騰，能激勵

人們奮發圖強。毛澤東詩詞是推動中文進入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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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最佳教材，可以幫助第三世界人民學習毛澤東

思想精華，激勵人們奮發圖強建設自己的國家。最終

實現中文成為第三世界各國的法定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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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黃金富先生，1945年生於廣東東莞清溪，

是一位傑出的發明家、企業家、先行者、慈善家。他

非凡的創意，人共皆知，素有「香港愛迪生」、「專利

教父」和「傳呼大王」的稱號。在黃金富的個人網站

www.huangjinfu.com 中，就列出了超過 800 多項他的

發明。他獲獎無數，包括「1990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1989 年第三屆世界天才會議天才發明家金獎」。黃

金富在電訊領域的傑出成就及對中國事務的貢獻，使

他在 1995 年被委任為港事顧問，其後，在 1996 年，成

為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成員，負責選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長官及臨時立法會議員。

黃金富在中國知識產權領域的發展歷程上擔任重

要角色。在上世紀八十年初期，中國當時正值改革開

放，由於沒有高新技術的帶動，缺乏資金的支持，國家

經濟發展速度緩慢。黃金富從報紙上看到一段有關美

國人賣專利賺了很多錢的消息，在搜集研究了諸多有

關專利的資料後，他意識到保護知識產權對推動科技

發展的重要性，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有完善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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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產權保護制度。

有一次，黃金富知道北京大學開發了一套漢字激

光照排系統，他通過前政協副主席錢偉長教授認識了

開發這套系統的北京大學王選教授和當時的電子工業

部領導。這套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採用的是當時世界出

版業的革命性創新技術，彌補了該領域的技術空白。

於是在電子工業部的支持下，黃金富出錢資助王選教

授到香港申請歐洲專利（歐洲專利號碼 EP0095536），

王選教授因此成為了國內第一位申請外國專利的人。

中國第一部中文電腦是由黃金富、錢偉長教授（上

海大學校長，政協副主席）和筆形編碼的發明人李

金凱教授（http://gb.espacenet.com 英國專利號碼

GB2161004 於 1984 年 4月 12日申請）與香港運科電腦

主席葉國華合作研製，運科電腦公司採用了李教授的

筆形編碼，給予李教授 5 萬美元專利費用，這樣李教

授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知識分子的『萬元戶』。

黃金富意識到中國有很多優秀的科研人材，但是

由於沒有專利法，他們就無法像歐美國家的科學家，

通過專利來分享技術創新的成果。當時中國有不少農

民成為了萬元戶，這引起了黃金富的思考：『農民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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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戶，為什麽知識分子沒有萬元戶呢？』。於是他開始

致力於利用各種機會在國內演講、游說，推動內地各界

人士加深對知識產權有所瞭解，推動國家建立專利法，

保護創新技術的成果。他還創造了一個推廣專利口號：

『知識分子要成為萬元戶，就要從事發明創造，申請專

利才能致富。』

在當時的中國，對於專利法的制定仍然有衆多分

歧，大家對此爭論不休。但在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共

同努力下，幾年後中國終於開始籌備成立中國專利局，

制定專利法。然而光有專利法是遠遠不够的，一項發

明創造從構思到撰寫成申請文件，直至經過審查最終

獲得專利，需要專業的專利代理服務機構參與其中，

協助發明家完成從思想創新到授權專利的轉換。黃金

富為此向中國國家有關機構書面進言，建議中國在香

港成立專利代理機構。1982 年，黃金富與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會法律事務部部長任建新在香港簽訂協議，

確定在香港合資成立一家具有國際專業水準的專利代

理機構，定名為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當時

這種涉及國家投資的項目須要上報中央，最終經國務

院領導和鄧小平親自審批，在香港成立一家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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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利代理公司作試點。

1984 年 3月 27日，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

司在香港成立，由曾任中國貿促會法律事務部副部長

的柳谷書（聯想柳傳志的父親）任董事長，黃金富擔任

副董事長，這是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首家涉外專利代

理公司，並被寫入了中國第一部《專利法實施細則》。

在公司初創時期，中國還未實施專利法，很少人談論

專利事業，經營環境相當艱難。到了1985年 4月 1日，

中國的專利法才正式頒布實施，當時有人質疑，黃金

富只是香港一位小商人，加上他沒有任何法律和官方

背景，也沒有什麽名氣，中國貿促會選擇跟他合資，證

明他的見解十分有說服力。經過四十年的發展，現在

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北京、深圳、

上海、紐約、東京、慕尼黑都設有辦事處，擁有約 600

位員工，是中國規模最大的知識產權事務所之一，並

多次獲得最佳知識產權事務所的稱號。四十年來，中

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為國內外眾多客戶提供

了優質的代理與法律服務，為業內培養了大量的精英

人才，被國家知識產權局的領導譽為代理界的“排頭兵”

與“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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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辦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的過程中，

黃金富意識到，雖然有了專利法可依，但由於缺乏具

備知識產權專業知識的人才，就像有了法律但沒有警

察和法官，不利於通過專利制度來推動科技發展。於

是他和當時公司的董事長柳谷書一起向中國專利局領

導提建議，希望通過大學培訓知識產權人才。在中國

專利局領導的推薦和北京大學副校長羅豪才教授的推

動下，黃金富出錢資助建立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

後來又資助建立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這兩家學院

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知識產權專業學院，為國家培養了

大量優秀的知識產權高等人材。如今這兩所學院培養

的畢業生遍布中國知識產權界，無論是在法院系統、

專利局、企業知識產權管理部門，還是在代理機構中，

這批專業人才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中國專利代理

（香港）有限公司，更是吸引了衆多畢業於北大知識產

權學院的校友。經過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培

養與個人的努力，他們也已成長為各個部門的中層領

導與精英骨幹，為公司和中國知識產權代理事業的發

展而努力奮鬥著。

三十多年來，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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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98% 都是一些外國大企業，這些外國企業委託中國

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在國內申請專利、商標和維

權。部分國內廠家由於對保護知識產權意識相對薄弱，

侵犯了外企的知識產權，被外企訴諸法律，因而引來

很多人不滿，罵代表外企維權的中國專利代理（香港）

有限公司為漢奸。最為經典的例子是中國專利代理（香

港）有限公司代表可樂公司控告某青島工廠侵犯了其

商標，經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協調，將爭執

變成合作，壞事變成好事。由於當時可樂公司還沒有

進入中國市場，而該青島工廠的生產技術也相當不錯，

最後負責維權人員促成雙方合作，由可樂公司授權該

青島工廠生產可樂，從此可樂正式進入中國市場，達

至雙贏局面。

黃金富投身電訊及網絡領域超過 30 年。在上世紀

70 年代初，他已自行設計了傳呼資訊台，並於 1978 年

成立星光傳呼股份有限公司，其後於 1991 年成為香港

第一家上市的傳呼公司（香港上市公司編號 383）。當

年“星光傳呼，8 秒響機，數字顯示，一望就知”的創

新科技概念深入人心，因而他被譽為香港的「傳呼大

王」。黃金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投資國內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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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率先將傳呼機引進上海、北京等城市，開設星光

傳呼服務，很快就贏得內地客戶的喜愛。他還承包了

當時國內七大軍區的無線頻譜做移動電話網絡，包括

北京的 CDMA 網絡。但最後由於中國政府政策改變，在

美國集資上市前一星期，朱鎔基總理說“中中外”不合法，

令上市集資一事功虧一簣，失敗收場。其後一年，江澤

民主席宣布“中國軍隊不再經商”，這樣他在國內投資

的通訊網絡公司被迫停運，最後公司破產收場。黃金

富在當時投資國內的港商中，只能算是一個小商人，但

是膽子卻是最大的，最相信國家，由於沒有計算政治

風險，最後損失了兩億美元投資，連上市公司也失去了。

黃金富作為商業開拓者，眼光十分超前，特別熱

衷於投資一些未被人發現的新商機，往往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現時中國的兩大科技集團過去跟他有一些

淵源，除了上述的北大方正的激光排版系統，還有柳

傳志創辦的聯想電腦。聯想起初是中國科學院轄下一

家小公司，沒有能力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當年是掛靠

在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辦事處，向銀

行借了幾千萬做IBM 代理也是由中國專利代理（香港）

有限公司做擔保，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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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公司當時擁有聯想的 36% 股份，但是在聯想上市

前按原始價錢全部退回給中國科學院。

黃金富最熱衷於搞發明創造，憑個人的智慧及努

力，不斷鑽研，至今已申請了超過 800 多項發明專利，

全部在他的個人網站 www.huangjinfu.com 公開。他的

發明大多數給人們生活帶來了便利，提升了人們的生

活品質。黃金富熱心公益，曾擔任香港東華三院總理，

樂於回饋社會。他認為人的成就不應在於賺多少錢，

最重要是對社會作出貢獻，獲得社會各界認同，有抱

負熱心公益事業，關愛弱勢社群、願意承擔企業責任，

愛國愛港，謙厚誠實，對事物有獨特見解，不會隨波遂流。

正是他這種高尚品格和多年努力，造就了他在中國知

識產權領域的榮耀和地位。

統一碼出版社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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