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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抄袭、恶意抢注、傍名牌……一段时

间以来，侵害著作权、商标权等行为对知识产

权保护带来挑战。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华老字号和文创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关系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产业的繁荣

发展。

近年来，人民法院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积极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职

能作用，推动形成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

清晰、系统完备的司法保护体制。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加强新时

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

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从工作要求、公正司法、提升效能、

深化改革四个方面，就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

产权审判工作提出 20 条政策措施。

新变化
涉核心技术和重点领域案件

增加，诉讼标的额大幅提高，对新
兴产业的保护力度加大

在备受关注的红牛公司与泰国天丝公司

“红牛”商标权权属一案中，最高法做出终审

判决，驳回红牛公司“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红

牛公司对红牛系列商标享有合法权利”的请

求，明确泰国天丝公司为红牛系列商标的所

有者。办案法官介绍，本案判决厘清了商标

转让与商标许可使用的法律界限，平等保护

中外商标权利人合法利益，明确传递了加大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信号。

“小 i 机器人”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

行政纠纷案、“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侵权案、员工违反保密义务刑民交叉

案、“乐高”侵犯著作权罪案……这些社会关

注的案件入选最高法发布的“2020 年中国法

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 件典型知识产

权案例”。

据最高法民三庭庭长林广海介绍，2020
年，全国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

各 类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525618 件 ，审 结 524387
件，比 2019 年分别上升 9.1%和 10.2%，其中包

括一批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大案要案。

最高法发布的第一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显示，人民法院切实加

大种业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力度，依法保障种业

创新者获得经济利益；依法加大刑事制裁力

度，严惩涉种子犯罪行为；秉持有利于权利保

护的司法理念，破解品种权侵权认定难问题；

规范植物新品种申请行为，促进提高品种授权

质量。2016 年至 2020 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

涉植物新品种纠纷民事案件共计 781 件，年结

案量从 2016年 66件上升到 2020年 252件。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呈现三个新变化

和新特点。一是涉及核心技术和重点领域的

案件日渐增加，二是案件涉及的知识产权市

场价值及相应的诉讼标的额大幅提高，三是

国内与国外诉讼交织越来越密切。”最高法相

关负责人说，要深刻认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重要的内容，切实加强

对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种源种业等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面对新领域、新热点、新问题，《意见》要

求加强互联网领域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

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完

善算法、商业方法和人工智能产出物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规则，合理确定新经济新业态主

体法律责任，积极回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司法需求。

新机制
探索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

路，提升审判质效、统一裁判尺
度、推动司法改革

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最高法知识产

权法庭，集信息化终端运用、同步圈画技术、

AR 技术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科技法庭引人

注目。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揭牌运行以来，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积极探索智慧法庭样板

建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法庭开展

2000 余次线上庭审，依托“人民法院送达平

台”试用集约送达模式，累计发起 1.7 万余次

电 子 送 达 ，总 送 达 成 功 率 96.1% ，平 均 周 期

0.36 天，有效节约了司法成本。

“2020 年二审实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

123 天，其中，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 121.5
天，行政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 130.7 天。在法

庭成立之前，地方高级法院同类案件平均审

理周期在 1 年左右，专门化审判缩短了审理

周 期 。”最 高 法 知 识 产 权 法 庭 副 庭 长 郃 中

林说。

除了最高法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外，北京、

广州、上海、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也先后

挂牌成立。“各地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坚

持改革创新，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

专门化审判道路，赢得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

的积极评价，在提升审判质效、统一裁判尺

度、推动司法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说，“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提升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影响力，开创了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局面。”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建 设 纲 要（2021—2035
年）》提出，实施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

设工程，加强审判基础、体制机制和智慧法院

建设。“要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

案 件‘ 三 合 一 ’改 革 ，完 善 知 识 产 权 诉 讼 制

度，健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深化案

件繁简分流改革，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和

司法公信力。”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说。

新探索
解决“举证难、周期长、成

本高、赔偿低”问题，强化知识
产权全链条保护

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维权成本高、赔

偿低问题，人民法院落实惩罚性赔偿制

度，去年知识产权案件判赔金额同比增长

79.3%。《意见》明确提出，要依法适用惩罚

性赔偿，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力度和

对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加大对于知识产权虚

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的规制力度，防止滥

用 知 识 产 权 ，推 进 知 识 产 权 诉 讼 诚 信 体 系

建设。

近年来，为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

易发多发现象，最高法出台《全面加

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等

司法政策，强化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

为 解 决 权 利 人 维 权

举证难、周期长等问题，

最高法制定了知识产权

民 事 诉 讼 证 据 司 法 解

释，完善证据提交、证

据 保 全 、司 法 鉴 定 等

制度，健全符合知识产

权 案 件 特 点 的 证 据 规

则。明确掌握证据一方

举 证 义 务 ，明 确 证 明 妨

碍 和 妨 害 证 据 保 全 法 律

后果，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

举证负担，引导当事人积极、

主动、全面、诚实提供证据。

目前，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还存

在一些问题和困难，知识产权司法理念

与新时代新阶段要求还有差距，知识产权审

判领域司法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更深入研究。为

补齐这些短板，《意见》要求推动健全完善国

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加强知

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设，深化司法责

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推动优化知识产权管辖

布局。此外，最高法还将研究制定符合知识

产权审判规律的诉讼规范，完善符合知识产

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制度。

“人民法院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加强著作权和邻接权保护，繁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加强商标权保护，推动建设品牌

强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维护

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

高法相关负责人说。

各级法院破解维权难题，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办理质量

专门化审判 全链条保护
本报记者 徐 隽

核心阅读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知 识产权 强国建 设纲要
（2021—2035 年）》，《纲要》
要求，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严格依法保护知识
产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和权利人合法权益。近年
来，人民法院积极推动知识
产权专门化审判，破解维权
难题，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
全链条保护。

一家是位于珠三角的电子玩具生产商，

一家是地处粤东地区的玩具生产企业，两个

相距近 400 公里的原被告双方，如何不用对簿

公堂便能达成和解？

前段时间，广东东莞市众前电子有限公

司发现，有卖家使用其专利研制的同类产品

在网购平台上大肆销售，卖家正是来自广东

汕头的雅轩玩具厂。于是，众前电子向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停止

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等到案件

开庭时，因疫情防控需要，原被告双方无法到

庭。这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法官石静涵想

起了该院设立的远程诉讼汕头服务处。

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石静涵法官团

队已经成功调处了 17 宗，靠的便是该院搭建

的知识产权远程诉讼平台。

此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玩具产业集中

的汕头市澄海区开设了远程诉讼汕头服务处，

通过远程视频、科技法庭等信息化手段，为辖区

企业及群众提供包括立案咨询、指导调解、案件

查询、远程答疑、法治宣传等在内的系列诉讼服

务，并积极探索远程立案、远程庭审、远程调解。

据介绍，广州知识产权“巡回审判法庭+
诉讼服务处”的跨区域远程诉讼服务平台体

系已基本建设成型，各诉讼服务处和巡回审

判法庭去年共网上审查案件 7587 件，委托调

解案件 390 件。

化解在当地 消解在源头

广东搭建远程平台调处知识产权纠纷
本报记者 贺林平

“信道就是信号通路。载波通信信道上

传输的电波，用来传送语音或其他信息……”

走进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技术调查

官正针对一起通信领域的专利侵权案件，向经

办法官讲解专业概念。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大

特点是法律问题常常与技术问题交织在一起，

对于大多数不具备专业技术知识背景的知识

产权法官来说，如何准确快速地把握技术要

点，查明案件事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技术调查官要在庭前向合议庭解释案

件中涉及的各种专业术语，出具相关技术意

见 ，并 且 在 庭 审 中 帮 助 合 议 庭 厘 清 技 术 问

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技术调查室负

责人周丽婷介绍，技术调查官已成为破解案

件技术难题的关键人。

“有时要通过类比、画思维导图的方式，

帮助法官跨界理解专业技术和前沿问题。”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张辉说。

在一起专利侵权案的庭审现场，一个球

形摄像仪成为双方律师辩论的焦点。这类专

利侵权案件通常涉及的技术方案比较复杂，

结合多年的专利审查经验，坐在书记员身边

的技术调查官苏余鹏很快确定了技术争议的

关键问题，并当庭组织技术比对。

据介绍，截至 2020 年底，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技术调查官共参与了 2489 件案件的技术事

实查明工作，提交技术调查意见 1674 份。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断完善技术调查

官管理，启动技术专家委员会研讨机制，对疑

难复杂的技术问题进行研讨，并推动法院技

术调查官资源共享，带动提升了基层法院的

办 案 质 量 。”北 京 知 识 产 权 法 院 相 关 负 责

人说。

查明技术事实 提交调查意见

北京任用技术调查官助力法官办案
本报记者 金 歆

■法治聚焦
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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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营 11月 17日电 （赵兵、张凤仙）“现在会议室

条件好了，农闲时大家常来书屋读书看报。”日前，山东东营

河口区义和镇宝一村老党员谭振喜高兴地说。不久前，河

口区油地融合发展服务中心协调投资 4 万余元，在宝一村

建起“党建书屋”，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这是河口区委区政府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

抓手，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河口区突出党建引领融合发展，着力打造“金

桥梁”党建服务品牌，推进党员干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

业，并依托特色党支部，组织离退休老干部组建“五老”志愿

服务队，在社区广泛开展爱心护教、扶危济困、化解矛盾纠

纷等志愿服务。今年以来，该区先后下沉 20 名科级干部、

61 名机关党员进基层，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山东东营河口区推进干部下沉基层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王伟健）近日，江苏苏州

虎丘区一干部因犯受贿罪被判刑，该案从立案到判决，仅用

5 个多月时间。案件的顺利查办得益于该区纪委监委与检

察院、法院共同建立的三方协作机制。

该协作机制明确，苏州虎丘区监委调查的重大、疑难、

复杂案件在进入案件审理阶段后，移送审查起诉 15 日前，

可以发函商请区检察院派员介入。同时，区纪委监委、检察

院、法院三家单位定期就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情况

进行交流总结、查找问题、研究改进措施。

虎丘区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施华说，三方协作机制围

绕职务犯罪案件方方面面情况形成全流程、精细化工作规

范，以解决监检法三方在办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标准不同、

沟通不畅、信息不通、情况不明等问题，提升了职务犯罪案

件处办质效。

提升职务犯罪案件处办质效

苏州虎丘区强化监检法三方协作

11 月 12 日，中国法学会在北

京 举 办 中 国 法 治 国 际 论 坛

（2021）。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陈训秋主持论坛开幕

式 并 宣 读《中 国 法 治 国 际 论 坛

（2021）北京宣言》。本次论坛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

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

组织的 200 多位代表出席。

在论坛上，各国代表一致认

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须

维护和建设公正合理、开放透明、

创新完善的国际经贸规则。

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国际贸

易 谈 判 代 表 兼 副 部 长 俞 建 华 提

出 ，要 通 过 规 则 建 设 保 障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行 稳 致 远 ，具 体 包

括 ：以 开 放 为 导 向 ，弘 扬 共 商 共

建共享治理理念；以政策沟通为

途 径 ，凝 聚 规 则 发 展 共 识 ；以 现

有规则为依托，助力国际经贸规

则创新。

巴 基 斯 坦 最 高 法 院 首 席 大

法 官 古 扎 尔·艾 哈 迈 德 提 出 ，要

加强规则制定、跨境执法合作等

领域法律合作，以满足“一带一

路 ”建 设 对“ 软 性 基 础 设 施 ”的

需求。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

组书记、会长高燕指出，几年来，

中国通过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

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RCEP）等 ，积 极 推 动 国 际 经 贸

规则新发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首

席法律官何塞·埃斯特雷拉·法里

亚则称赞中国提出的“多式联运

单证”提案，“对世界贸易特别是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相

当大的实际意义”。

“加强数据共享与安全的立法保障，是‘一带一路’共建

发展的重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许安标说，“近年来，中国数据立法坚持统筹数

据产业发展与数据安全，统筹数据权利保护与数据有效利

用，统筹国内数据共享与国际数据流通，为建立多边数据共

享安全的新机制提供了可靠可信的立法保障。”

白俄罗斯国民会议代表院（下院）副主席、白俄罗斯法

律家联盟主席瓦列里·米茨克维奇对中国发起的“全球数据

安全倡议”十分赞赏。他认为，各国应保护数字安全、国家

信息主权，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法律监管。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倡议，各国共同构建以

信息网络为基础、以数据和算力为核心的新型数字基础设

施体系，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

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提出，各国应坚

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守公平正义，平等保护各当事人

合法权益，坚持改革创新，发展和完善涉“一带一路”争端

解决规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健全国际司法协助机制、

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适用交流机制、法官培养合作机

制等，建设新型国际司法合作平台，开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间司法交流合作新局面。对此，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赞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万春倡

议，各国强化司法合作，共同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和水平，

更有力地维护沿线国安全稳定，签署双边或多边刑事司法

协助条约、引渡条约等，提升打击犯罪的合作效果。

“中方愿与各方携手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交流与合作，

坚持开放包容、厉行国际法治、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完善国

际经贸规则，助力‘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外交部副部长谢

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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