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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无锡分行：
知识产权质押服务精准扶持中小企业创意推向市场

据了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把今年知识产权日主题确
定为——“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
把创意推向市场”，意在提醒世界
各国：每个企业都始于创意，在小
心的论证和不断的开发中，各种创
意最终形成了商标、外观设计、版
权、发明专利、商业秘密、地理标志
等知识产权资产。在2021年，特
别强调要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
进行精准扶持，是因为这些突破性
的创新和鼓舞人心的创造，大多掌
握在占世界企业总数90%以上的
中小企业手中。让中小企业更强
大、更有竞争力和更有韧性，是推
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

据江苏银行无锡分行小企业
部负责人介绍，我国小微企业中，
普遍存在因缺乏有效抵押物导致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这些企业
手中大多持有商标、发明专利，所
以，充分挖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潜
力的意义重大。作为中国民族工
业和乡镇企业的摇篮、苏南模式的
发祥地，无锡经济基础扎实，科技
研发实力强劲，是国内较早试水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城市之一。
2019年，无锡市审议通过了《无锡
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2019-2021年）》，并在全
省建立了首个知识产权金融公共
服务平台，江苏银行也积极跟进，
根据无锡产业发展特点，全面满足
中小微企业迫切的融资需求，取得
多项业务突破。

“甘露青鱼”是无锡市民耳熟
能详的特色农产品，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2006年，无锡锡山区鹅湖
水产协会注册了甘露青鱼地理标
志证明。目前,已超过100家养殖
户获得该商标使用授权，增收效益
明显。近年来，甘露青鱼养殖已逐
渐改变了养殖生产模式，通过搭建
电商等网络销售平台，尝试走品牌
化市场化之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转型过程中资金暂缺以及寻找
担保难的问题。去年，江苏银行无
锡分行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
务，鹅湖水产协会经严格审核，最
终通过了市知识产权金融公共服
务平台评估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网
上备案，成功申请到无锡市首笔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
质押额度高达8000万元。

江苏巨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是专业从事通信光缆和电力特种
光缆及光缆金具的研发、生产和服
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主要服务国
家电网、南方电网、铁路、石油化工
等大型国企,年产值长期保持稳健
增长势头。疫情以来，江苏银行主
动走访企业复工复产需求，了解到
企业正在进行厂房扩建并承接大
量订单，急需铺底流动资金购买原
材料。江苏银行根据其“轻资产，
重无形”的特点，以引入知识产权
质押为突破口，为企业量身定制

“苏知贷”融资解决方案，500万元
的流动资金贷款一解其燃眉之急，
并以较低的贷款利率极大降低了
企业的融资成本，以此实现“精准
滴灌”企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江苏银行无锡分行有关负责

人表示，去年以来，该行联合辖区、
街道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搭建知产
金融服务网，联合举办12场知识产
权专场对接会，推出“苏知贷”产品
和“随e融”平台，提供知识产权“一
站式”融资服务，同时创新开发“风
险缓释系统”，可对知识产权进行
价值评估，为企业免去了评估费
用，简化了办理流程。帮助企业设
计“专利+风险补偿”、“专利+订单”
等组合授信方案，大大提升了企业
融资获得感。下一阶段，该行将把

“苏知贷”和另一拳头产品“人才
贷”结合推广，为有意向在无锡落
地的1743个人才项目提供精准服
务，以更大的力度助推无锡高端制
造业发展，携手为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合力奏响“无比
爱才、锡望您来”的时代最强音。

(王晓华)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记者从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获悉，该行充分发挥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领域的专业优势，积极
助力“知本”为“资本”，取得良好的成效。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该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企业30家，促成全市两项首单业务，质押融资
备案额37980万元，领跑金融同业市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日前就个人
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进行
了分组审议。与会人员普遍
认为，草案二审稿强化超大型
互联网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
义务，明确国家网信部门统筹
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工
作职责，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
了更坚强的法律支撑。

李飞跃委员说，在现行法
律基础上，针对个人信息整个
生命周期制定出台专门法律，
可以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保
障，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
与会人员认为，二审稿在一审
稿基础上，相关规定更细化，内
容指向更明确。与此同时，在
敏感个人信息范围界定等方
面，建议进一步细化并完善。

草案二审稿明确了敏感
个人信息的性质和范围。周
洪宇委员说，草案中列出敏感
个人信息的多方面内容，但实
际上很难列完整，建议增加授
权条款：“敏感个人信息的范
围、种类等由国家网信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作出规定，并向
社会发布”。

敏感个人信息中，人脸等

个人生物特征的采集和使用
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王
超英委员说，当前人脸信息等
个人生物信息在线上线下被
广泛使用，草案对个人生物信
息，特别是人脸识别技术的规
范讲得不是特别清楚，建议对
人脸、指纹等个人生物信息进
行具体规范。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使用
完相关信息后，或者个人撤回
同意时，如何保证个人信息彻
底不留痕迹？草案二审稿中
明确了应删除个人信息的具
体情形。

郭雷委员说，建议在个人
信息处理包括的事项中，增加

“复制、删除、销毁和评估”，这
样可以体现信息处理活动的
完整性。李巍委员说，要规定
某些信息必须有一定的有效
期限和特殊用途，以及限制使
用范围，超过有效期就要自动
销毁、删除、退出；规定有关主
管部门和机构定期开展检查
和监督，集中精力妥善解决好
这些信息的退出和销毁问题。

王砚蒙委员说，草案二审
稿补充了自然人死亡后的个
人信息保护内容，也应该对自
然人出生之前的信息保护问

题作出规定。“未出生的胎儿
也有其独特的生物识别信息，
从怀孕开始到胎儿分娩，孕妇
要在医疗机构进行多次孕产
检查，这些检查会产生胎儿的
影像、性别、血型、疾病基因、
身体特征和是否残缺等生物
识别信息，这些胎儿信息与父
母信息一起都在医疗机构大
量存储，有必要以法律形式加
以保护。”

草案规定，基于个人同意
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个人有权撤回同意。李飞跃委
员说，建议进一步完善个人撤
回同意的有关内容，明确撤回
的方式、撤回时间的认定等，增
强法条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还有一些与会人员认为，
建议草案中的个人信息概念
界定与民法典等法律调整一
致。杜小光委员说，建议个人
信息保护法草案采用民法典、
网络安全法中有关“个人信
息”定义的表述，以达到法律
条文间的统一。杨志今委员
说，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定义
突出强调了“特定自然人的各
种信息”，建议草案采用与民
法典相同的表述进行定义。

（据新华社）

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是否违规？
这个评估指引团体标准提供了依据

不得通过“胁迫”方式处理个人信息；应在最小
范围、用影响最小的方式处理……正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进行二次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对
互联网平台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遵循的“最小必要
原则”作出完善。

互联网平台应如何准确把握这个原则？28日，
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在京发
布《个人信息处理法律合规性评估指引》团体标准，
为监管者、企业等主体判断个人信息处理是否合规
提供指引。

据悉，评估指引界定和汇集了个人信息处理及
其法律合规性评估可能涉及的术语和概念体系，规
定了各类组织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的合规要求，旨
在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障个人信息依法合规
有序流动。

评估指引针对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同环节设置了
多种维度的标准，比如在个人信息的收集环节，评估
指引设置了“手段合法维度”“目的明确维度”“公开
透明维度”“可问责性维度”等标准。这些量化标准
有利于用户、监管者进行检查监督，也为独立机构开
展法律合规性的评估、咨询和认证服务提供了便利。

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任伊珊表示，自
网络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国个人信息跨境数据保护
制度已形成“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标准”的保护模
式，但也存在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衔接问题。此
次出台的评估指引团体标准提出了科学严密的合规
框架，填补了诸多规则空白，是专业机构进行个人信
息保护认证的重要探索。

“在国家立法和部门规章之外，更加细化的行业
指引将为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工作提供有益参
考。”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宁宣凤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评估指引已经在大数据应
用领域的多个行业组织中启动评估试点，并将继续
推广。 （据新华社）

敏感个人信息范围如何界定？
胎儿个人信息是否要保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