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法

治先行为区企合作保驾护航。

2024 年 6 月， 人工智能的多场景

运用话题已经在上海仪电主办的“漕河

泾法治论坛” 上展开深入探讨。 2024

年年底， 上海仪电和徐汇区政府签署新

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双方合力

推动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

对此， 徐汇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习挺松给予高度评价： “近年来上海仪

电和徐汇区不断加深区企合作， 共同推

动人工智能重点产业发展， 凝聚合力加

强法治共建， 为徐汇区绘制‘人工智能

+ 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蓝图贡献了仪电

法治力量。”

在上海， 每年都会举办不同主题的

法治论坛， 共同推动了上海的法治建设

和发展。 从 2018 年开始举办的“漕河

泾法治论坛”， 经过多年的打磨， 已成

为上海仪电的第三张“法治名片”。 这

个论坛和其他法治论坛不同之处在于，

始终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作为主办方主

导并推动着， 每一届主题都离不开探讨

如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回应了区域内

企业的广泛关切。

2018 年， 论坛以“共享共治共赢，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为题， 进一步完

善法治建设展开探讨。 2019 年， 论坛

以“开放创新、 多元共治、 打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 为题， 围绕如何形成法治化

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合力出谋划

策。 2020 年， 论坛以“危机中育新

机———企业风险控制与管理” 为题， 以

开放、 合作的心态， 为赋能企业治理、

管控企业风险开展跨界探讨。 2024 年

的论坛更是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法律

合规、 人工智能的多场景应用等话题展

开了深入探讨。

通过多年的积累， 如今的“漕河泾

法治论坛” 活动规模不断扩大， 已成为

“12.4” 国家宪法日及上海市宪法宣传

周重要活动品牌， 共创区域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硕果。

“法治只有被感知， 才能发挥其良

善的功效”，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中

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院院长、 教授罗

培新说： “上海仪电多年来积极履行大

型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以三张法治名片

为抓手， 让法治真正被感知， 有力加强

了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名片三：“法治论
坛”回应企业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 上海仪电高度重视并持续开展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 针对创新企业的核心

痛点， 上海仪电着力打造知产保护优质

服务品牌， 扩大知产服务影响力和聚合

力。 2022 年 8 月， 上海仪电获得上海

市国资委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的正式授

牌， 开创性地成为首批三家入选“上海

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维权援助工作站”

的市属国企之一。 这是上海仪电深入推

进法治国企建设的第一张“法治名片”。

上海仪电既有辉煌的产业发展史，

又在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等方面不断

开拓创新，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强烈

的需求。 近年来， 工作站发布 11 篇知

识产权工作案例， 通过以案释法、 以案

鉴照、 以案促推， 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意识。

知产维权绽放百年老店“新活力”。

创始于 1923 年的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

司是中国第一家民族照明企业， 这个百

年品牌亟待破解知识产权维权难题。 工

作站通过诉讼手段帮助上海亚明成功维

权， 成为 2023 年、 2024 年上海“知识

产权优秀维权项目获评单位”。

知产保护培育新型产业“新动能”。

针对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新型重点产

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上海仪电引导

服务企业增强知识产权维权能力， 提高

服务企业以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发展

的效能。 上海仪电显示材料有限公司随

着新业务落地， 知识产权工作的重心立

足于专利战略实施与核心技术保护两个

维度， 实现“双翼护航”。

市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余

晨说： “上海仪电维权援助工作站主动

创新运行模式， 是上海国资国企领域高

度重视和持续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创新

实践。”

你见过法官搭脉、 律师看诊、 公安

开处方吗？ 每当漕河泾开发区“午间法

律门诊” 对外开放的时候， 园区内许多

企业员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法律专业

人士咨询股权、 劳动合同、 金融诈骗、

财产纠纷等方面的困惑。

早在2020年， 上海仪电就开始创新

酝酿，携手徐汇区虹梅街道发起设立“漕

河泾开发区法治共建委员会”，这是上海

仪电打造的第二张“法治名片”。通过“漕

河泾开发区法治共建委员会” 这个平台

共同打通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

里”，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午间法律门诊”、 定期沙龙、 专题培训

等各类法治活动品牌应运而生。

委员会成员单位主动走访园区企

业， 了解企业司法需求中的“疑难杂

症” 并反馈至徐汇法院。 法院“甘棠树

下” 社区法官工作室则将法律服务延伸

到园区， 开展各类“菜单式” 普法， 合

力让法治宣传接地气、 冒热气、 聚人

气。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 从完善内部治理到履行社会责任，

上海仪电深刻认识到， 要想拥有一个良

好的区域性法治化营商环境， 必须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扩大自己的“朋

友圈”， 让更多的企业从中得益。 目前

“漕河泾开发区法治共建委员会” 已聚

合徐汇区公检法等政府法律保障部门，

市法学会、 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 市仲

裁协会等各类市级法律专业服务机构，

微软、 腾讯、 商汤科技等园区优质企业

共 26 家单位。 在委员会的协调下， 成

员单位在开展各类法治活动中共同发现

新情况， 研究并解决新问题， 让企业真

正感受“司法温度”、 “法治力量”。

哔哩哔哩法务部总经理刘楠深有感

慨地说： “上海仪电的法治工作形式丰

富多样， 聚力共赢， 充分体现了国企的

先锋带头作用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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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法治名片”赋能高质量发展
———上海仪电履行社会责任推动“法治共建”纪实

2024 年 12 月 3 日， 上海仪电和

徐汇区政府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谱写区企合作新篇章。

在合作框架协议中， 除了共同推动

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外， 双方还明

确将充分发挥“漕河泾开发区法治共建

委员会” 作用， 共建共享法治服务环

境。

从 2018 年起， 上海仪电就和徐汇

区不断加深区企合作， 把“法治共建”

纳入合作重点领域， 共同打造三张“法

治共建” 的亮丽名片， 分别是： 漕河泾

开发区法治论坛、 漕河泾开发区法治共

建委员会、 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上

海仪电集团维权援助工作站。

法治， 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如今，

这三张“法治名片” 已成为上海仪电鲜

明的法治文化标杆， 有力赋能区域内企

业高质量发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法， 很高

兴和大家见面。 现在我和你们讲讲为什

么有时即使股权已经转让， 原股东仍需

要承担出资的‘补充’ 责任吧……”

走进上海仪电， 细心的人会发现，

在公共区域电子显示屏上， 总能看到滚

动播放的普法动画微视频， 一个顶着

“法” 字、 萌味十足的卡通 IP 小蓝人，

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

种法律问题。

而这个卡通 IP 小蓝人“小法” 也

作为微信表情包， 经常出现在上海仪电

员工的微信聊天框里， 成为他们日常通

信的“热门工具”。

“知法” 才能“法治”！ 在上海仪

电， 你能感受到浓郁的法治文化扑面而

来： 上海仪电官方微信、 内部报刊常态

性普法； 每 2 个月举办一期“法律合规

讲坛” ……法治文化的培育决非一朝一

夕之功， 上海仪电要让每一位从业者都

成为带动合规意识的先锋。

在深化改革、 转型发展的进程中，

上海仪电深刻认识到， 依法治企建设在

企业稳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董事会

到基层管理， 法治理念贯穿企业运营全

链条。 上海仪电主要负责人作为法治建

设第一责任人， 确保每一项战略决策符

合依法治企的要求。 上海仪电自上而下

形成了“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总责、 总法

律顾问牵头推进、 法律事务机构具体实

施、 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的工作机

制， 全面推进制度建设、 法律风险防控

和合规管理等工作。

事实证明， 法治国企建设在为企业

提供稳定的预期、 有效保护企业合法权

益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三

年来， 上海仪电成功化解了多起高风险

法律纠纷， 法治工作者通过诉讼仲裁为

企业执行回款数亿元， 以案促管、 以案

促效，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对此， 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 专职

副会长施伟东认为： “上海仪电以法治

促进高质量发展， 有愿景更有行动， 有

重点更重在日常， 充分展现了先进企业

的法治担当。”

名片一：“知产保护”激发创新效能

名片二：“法治共建”赋能企业发展

带头示范：法治理
念贯穿运营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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