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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如是说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护航

企业点单，法律服务送上门

优质公证服务让企业创新的底气更足了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3月初，广东的天气乍暖还寒。从广州出发，驱

车大约1小时40分就到了“中国家具之都”东莞市厚

街镇。

　　走进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慕思”)智能工厂，机械臂精准切割材料的声音此

起彼伏，展厅里“DeRUCCI慕思”商标在灯光下熠熠

生辉。然而，这家年营收数十亿元的寝具行业龙头

企业，前些年却饱受“李鬼”的困扰。

　　“以前我们面对侵权，往往因为证据不足或取

证不易而难以维权。现在，公证处为我们提供了专

业的电子数据保全服务，帮助我们有效打击侵权行

为，维护了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优质公证服务

让企业创新的底气更足了。”慕思法务部负责人胡

翠云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感慨道。

商标侵权成发展痛点

　　在慕思法务部办公室，胡翠云给记者展示了一

份文件。文件显示，2024年，该公司通过检索各大电

商平台，发现寝具行业使用“幕思”“慕丝”“慕斯”等

近似商标的链接超过6万条，有的商家甚至直接将

慕思的广告当成自己的宣传视频。

　　“仿冒床垫使用的是劣质材料，售价不到正品

的一半，消费者购买后发现质量存在问题，往往会

找我们维权。”胡翠云苦笑道，商标被侵权导致慕思

品牌声誉遭受重创，产品销量也大受影响。

　　令企业头疼的还有维权困境。“仿冒者想通过

一字之差规避法律风险，而网页链接、聊天记录等

电子证据很容易被篡改或删除。”胡翠云举例说，

2023年初，慕思发现某电商店铺盗用其“智能护脊床

垫”宣传视频，等律师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时，侵权

链接已下架。

　　“2023年之前，我们在线上发现大量侵权线索，

但由于取证困难，许多线索在维权时难以推进。”胡

翠云表示。

　　慕思的遭遇并非个例。公开资料显示，长期以

来，不少企业遭遇知识产权侵权时，因为取证难、诉

讼周期长等原因而不得不放弃维权。

  “很多企业就像背着沙袋赛跑，既要应对市场

竞争，又要分心应付‘李鬼’，这成为影响企业发展

的一大痛点。”慕思副董事长姚吉庆说。

公证服务打出组合拳

　　转机出现在2024年。这一年，东莞市司法局出台

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其中明确提出“加

强公证服务在民营企业中的应用，助力企业加强法

律保障、提升市场竞争力”。

　　南华公证处积极响应号召，为企业在知识产权

保护、企业维权、跨境投资等方面提供综合性的公

证法律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推出“产业链+公

证”新模式，为慕思这类制造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公

证服务。

　　“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南华公证处为我

们办理了多起涉嫌侵犯商标权的网页和电子数据

保全证据公证，覆盖了多个电商和社交平台。”胡翠

云介绍，这些公证服务帮助慕思及时有效地打击了

侵权行为，维护了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令胡翠云印象深刻的还有“急事急办”服务。去

年5月，慕思有一宗商标维权案件，为证明慕思的商

标使用在先，慕思需将工作人员在朋友圈发布的历

史广告画面作为证据提交。当时开庭时间临近，加

上开庭地点在外省，按传统公证程序，工作人员无

法及时提交证据。南华公证处厚街工作站立即开通

绿色通道，当天为慕思完成证据保全并加急出具公

证书，最终赶上了开庭日期。案件经审理后，慕思的

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

法治护航企业谋创新

　　法治护航带来的不仅是维权效率提升，更激活

了企业创新基因。在慕思会议室，工作人员播放了

一段宣传视频，展示了一款新一代智能睡眠产品。

　　“以前怕被抄袭不敢轻易上马新项目，现在有

电子证据公证存管保护，我们有底气放手创新了。”

姚吉庆透露，2024年以来，慕思新增授权专利374项，

其中发明专利29项(含一项2023年授权2024年收到

证书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149项，外观设计专利

196项，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7%。今年慕思的研发投

入也将有进一步的增长。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公证机构于近年组建专业

团队，与知名企业积极探索“公证服务+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的工作模式，并推出基于电子证据公证存

管的“自助式”知识产权智能化公证服务。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公证服务要精

准对接企业需求，适应时代的变化，加快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东莞市司法局局长陈鸿钧说。

  慕思的变化是东莞法治护航民营经济的一个

缩影。在东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法治正与创新共

舞，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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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章宁旦

  “法治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永远在路

上。”广东省东莞市司法局局长陈鸿钧近

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东莞

市司法局将立足职能定位，以法治护航

发展，以服务赋能创新，重点通过七大举

措为护航民企发展再加力。

  一是健全完善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

立法工作机制。在涉企立法工作中，利用

市工商联、相关行业协会等基层立法联

系点，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多种

方式，主动倾听民营企业声音，全面了解

其利益诉求并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

有效回应民营企业所思、所想、所愿、所

盼。修订完善《东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

理办法》，做好涉企规范性文件审查审核

和日常监督管理，统筹做好涉企规章、规

范性文件清理等工作。

  二是加大涉企行政执法监督力度。

组织开展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备案，严格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标准和程序。推动执

法部门合理确定检查方式，进一步深化

跨部门联合检查，减少入企检查频次。积

极推行柔性执法，推动落实涉企轻微违

法行为“免罚轻罚”机制，营造鼓励创新、

包容创新的监管环境。加强涉企行政检

查监督，开展涉企执法监督员专题培训，

发挥企业联系点和12345热线作用，扩大

涉企不规范执法行为线索来源，大力整

治企业关心的“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

等问题。

  三是创新推动涉企行政争议化解。

进一步畅通涉企行政复议申请渠道，设

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推行涉企行政

复议申请“容缺受理”，大力推行“在线复议”。搭建政企沟

通平台，邀请工商联、商会等共同参与行政复议案前、案

中调解，做实涉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重点关注涉企罚

款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通过行政复议意见书、提醒函等

措施，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依法行政。

  四是积极发挥律师服务民企作用。进一步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联合工信、商务等部门，利用民营企业律师服

务团、商务法律服务月系列活动等平台，动员律师积极为

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为企业出海参展、涉外知识产权

等涉外法律风险提供应对指引。加强律师事务所规范化、

品牌化和专业化建设，提升东莞律师行业涉外法律服务

水平。开展律师为企业“法治体检”专题活动，把企业涉外

法律风险作为必检项目。

  五是强化公证服务赋能企业发展。拓宽公证发展思

路，延伸涉企服务触角，扩大公证服务地图，打通公证服

务企业“最后一里路”。构建涉企服务体系，服务民营企业

创新创造，打造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系。深化专项

合作，为“专精特新”企业定制一对一服务协议。破解涉企

融资难题，规范开展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

  六是聚焦商事仲裁服务提速增效。深化智慧仲裁应

用，优化办案流程，进一步缩短仲裁案件结案周期。扩大

协同服务网络，深化与工商联、上市公司协会等20余家商

协会合作机制，依托“东仲之声”系列活动平台，提高仲裁

服务民企覆盖面。完善仲裁委与公证机构等的对接机制，

强化调解、降本增效。

  七是推进普法依法治理提档升级。压实“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大力推进涉企普法宣传，打造涉企法治

文化品牌，推进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提档升级。聚焦商事纠

纷争议实质性化解，创新培育商事调解组织，强化业务指

导，提升商事调解工作水平，深化与相关部门联系对接，

做好分析研判、纠纷预警、案件回访等涉企矛盾纠纷调解

工作“后半篇文章”，打造商事调解“东莞实践”。深化公共

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标准化建设，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

法律咨询等服务。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推动出台《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企业

量身打造专门商事调解中心；创新“仲裁+调解”模

式降低企业争议解决成本；打造“产业链+公证”模

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过去一年来，广东省东莞

市司法局坚持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核心

理念，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保驾护航，取得显著成效。

　　前不久，《法治日报》记者走访东莞仲裁委员

会、东部公证处以及东莞部分企业，探访法治力量

如何为民营经济注入发展动能，助力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轻装上阵。

　　上午9时40分，马可波罗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马可波罗”)总部大楼，人来客往，一派忙碌景

象。走进三楼的建筑陶瓷博物馆，触目皆是瓷砖瓷

器与陶瓷工艺品，令人赏心悦目。

　　“‘美化人类生活’是马可波罗坚守的使命，不

过，在追求美学的同时，偶尔会遇到法律纠纷的困

扰。”陪同记者参观完博物馆之后，马可波罗法务部

负责人李可为谈起了去年的那次商事纠纷。

　　据介绍，马可波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建筑陶瓷

制造商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特别是

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马可波罗在商事活动中遇到不

少挑战，合同履行、货款回收等方面的商事纠纷增

多。2024年，马可波罗旗下的子公司与某港资企业等

主体发生合同纠纷，案涉标的额达数千万元，随后

向东莞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东莞仲裁委很重视这个案子，立即成立了由3

位资深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指派办案秘书全程跟

进。”李可为说，仲裁庭秉持“边裁边调”的原则，多

次组织双方在庭前协商，最终仅用一个月时间就促

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东莞仲裁委主任潘长河告诉记者，该案能够在

短时间内达成调解，充分体现了该委一直推进的

“仲裁+调解”模式的优势。

　　“这个模式，将仲裁的专业性、权威性与调解的

灵活性、和谐性有机融合，不仅节约了各方的时间

成本和经济成本，还有效降低了争议双方的对抗

性，有助于保持甚至加深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促进后续商务合作。”潘长河表示，“仲裁+调解”实

现了“服判息诉”的和谐结果，将双方共识纳入仲裁

法律文书后，能够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在李可为看来，传统诉讼可能会导致双方矛盾

加深，后续的商务合作也几乎没有了可能，“仲裁+

调解”模式秉承“和为贵”的传统理念，能够促使争

议双方真正握手言和，维护了进一步合作的基础，

对企业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记者了解到，东莞仲裁委涉企案件多数为涉民

营中小企业的案件，近年来，该委不断改进利企便

企服务，加强信息化建设，升级优化“智慧仲裁”，持

续完善在线立案系统，优化办案流程，为民营企业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仲裁服务。

　　在创新加持下，东莞仲裁委平均结案时限进一

步缩短至48天，金融类案件结案时长更是压缩至平

均35天。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服务民营企业4000余

家，有效助力东莞市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当天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东莞市新动力油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动力”)油库厂区看到，工人

们正加紧进行安全检查，因为马上有一批从境外进

口的成品油要入库。

　　“去年，公司通过东部公证处‘一揽子’公证服

务，顺利完成了在海外地区的投资布局。”新动力负

责人刘伟丹说。

　　为助力东莞企业顺利“走出去”，东莞市司法局

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其中提出要加

强公证服务在民营企业中的应用。东部公证处通过

建立“企处一对一”服务模式，指派专门服务团队，

将企业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公证服务的精准化“项

目清单”，主动奔赴企业办公现场，在企业办公区域

内现场开展公证工作，显著缩短公证办理时间。

　　“我们就好比‘法治外送员’，企业点单、我们送

服务上门。”东部公证处主任方丽荷介绍说，该处以

“店小二精神”一对一为新动力提供优先受理、快速

办理服务，手续齐全的隔天就出具公证书。去年，该

处共为新动力提供上门公证服务6次。

　　刘伟丹说，东部公证处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

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公证服务，不仅帮助新

动力解决了“出海”问题和海外投融资问题，还为企

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培育一流营商环境，‘法治’是绕不开的关键

词。”东莞市司法局局长陈鸿钧说，东莞将坚持法治

服务与企业脉搏同频共振，让法治之力成为民营经

济的核心竞争力。

政法机关这样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