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

了"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産權法院的決定$% ’’ 月#

’! 月!北京#廣州#上海三地知識産權法院相繼挂牌成立% 知識

産權法院是在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背景

下成立的!擔負着加 強知識産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

勵機制#優化科技創新法治環境的重要使命% 可以説!知識産權

法院的成立!是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的重要 里程碑!標誌着中國

知識産權保護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必將對中國未來的

知識産權保護産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一! 中國知識産權法院設立的背景

設立知識産權專門法院! 不僅是適應當前社會經濟發展!

進一步完善我國司法體系的要求!更是落實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的一項重大措施%

就國際背景而言!知識産權已經成爲國家戰略性資源和國

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各國加快進行知識産權國際佈局% 同時!

由於知識産權司法的專業性和技術性!知識産權審判出現專門

化發展趨勢% 很多國 家和地區建立專門法院審理知識産權案

件% 例如!美國#英國#德國#俄羅斯#芬蘭#日本#韓國#新加坡#

泰國#印度均設有知識産權法院% 設立知識産權法院已經成爲

一種國際通行做法%

就國內背景而言!一方面!設立知識産權法院!對於推動實

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健全科技創新 激勵機制!優化科技

創新法治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設立知識産權

法院是加大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力度的需要% 近年來知識産權案

件呈現較快增長的趨勢% 設立知識産權法院!有利於對技術性#

專業性更強的專利案件實行集中管轄!更有效地解決裁判標準

不夠統一的問題&有助於提高中國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能力和

水平!切實維護知識産權權利人的合法權利!制止#制裁各類知

識産權侵權行爲! 維護公平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有

利於不斷豐富和完善知識産權司法審判制度和政策!建立更加

專業#統一和高效的知識産權司法保護體系%

二!中國知識産權法院的特點

中國知識産權法院的設立!旣借鑒了其他國家和地區已有

知識産權法院的成熟經驗!又適應了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的現實

需求!形成了自身的獨有特點%

第一!中國知識産權法院在特定區域設立!三 個 法 院 各 具

特色%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北京#上海和廣州設立三

個知識産權法院% 之所以選擇在上述三地設立知識産權法院!

主要考慮到兩個因素% 一是這三個地區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較

高!科技創新較爲活躍!對科技創新的保護需求更爲強烈% 二是

這三個地區的知識産權案件尤其是專利 等技術類案件數量 較

多!迫切需要更加專業的法院和法官進行審理% 以廣東爲例!近

兩年來!該地法院年均新收一審專利民事案件數量 &$"" 餘件!

超過很多國家全年的專利 案件數量% 在廣州設立知識産 權 法

院!可以較好地滿足專利案件的審理需求% 同時!這三個知識産

權法院的職能有所不同!北京知識産權法院以審理專利商標等

行政授權確權案件 爲主!兼顧審理民事案件&廣州和上海知識

産權法院則以審理專利等民事侵權案件爲主!不審理專利商標

行政授權確權案件% 在三個知識産權法院並存的情况下!三個

知識産權法院之間在專利等技術類民事 案件的審理上必然 存

在着競爭% 這種競爭有利於激勵三個知識産權法院不斷提高審

判能力!贏得當事人的信賴%

第二!中國知識産權法院角色交叠!旣是初審法院!又是上

訴法院% 中國的三個知識産權法院屬於中級法院審級!可以同

時審理一審案件和上訴案件% 中國知識産權法院旣是專利#植

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等技術類案件的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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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又是著作權"商標"不正當競爭等案件的上訴法院# 對於

技術類案件而言!三個知識産權法院的主要職責在於查明事實

和解決糾紛$對於著作權%商標等非技術類案件而言!三個知識

産權法院還承擔着統一轄區內基層法院的裁判尺度的職責&

第三!中國知識産權法院旣審理民事案件!又審理行政案

件& 知識産權法院不僅審理民事案件!例如專利%商標%技術合

同%不正當競爭案件等!還審理行政案件!包括當事人不服行政

機關對知識産權侵權行爲作出 的處理決定提起訴訟 的 行 政 案

件& 當然!專利商標等知識産權授權確權案件由北京知識産權

法院專屬管轄& 這種體制安排較好地適應了中國知識産權司法

保護和行政保護並存的’雙軌制(!有利於維護民事保護標準和

行政保護標準的統一#

第四!中國知識産權法院是跨越行政區劃的法院# 與普通

法院相比!知識産權法院司法轄區跨越了行政區劃# 以廣州知

識産權法院爲例!對於技術類案件!其司法轄區不限於廣州市!

涵蓋了整個廣東省# 這種設計不僅進一步增強了知識産權法院

的超然地位!也有利於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

三!中國知識産權法院的制度設計

良好的制度設計是知識産權法院有效運行並取得預期效

果的關鍵所在# 因此!知識産權法院需要不斷建立和完善各項

制度!尤其是需要完善案件管轄制度%技術調查 官制度和審 判

權運行制度#

第一!關於知識産權法院的案件管轄制度# !"#$ 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産權法院案件管

轄的規定*開始施行& 這一司法解釋明確了知識産權法院的案

件管轄及其與上下級法院的關係& 其中有幾點値得關注+一是

該司法解釋擴大了知識産 權法院跨區域管轄的第一 審 技 術 類

案件的範圍& 根據司法解釋!知識産權法院將跨區域管轄專利"

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民事和

行政案件& 計算機軟件大多是權屬糾紛和侵權糾紛!在侵權判

定方面涉及較強的專業技術事實!且該類案件與新興産業發展

密切關聯!由知識産權法院審理有助於提高案件審理質量& 二

是統一了知識産權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管轄& 根據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立法規定!基層人民法院第一審知識産權民事和行政

案件的上訴案件!由知識産權法院審理& 在此基礎上!司法解釋

將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知識 産權行政 案 件 統 一 交

由知識産權法院管轄& 同時!對於不服知識産權法院判決的上

訴案件!也由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的知識産權審判庭審理& 由

此!知識産權法院眞正實現了知識産權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

統一管轄&

第二!關於技術調查官制度& !&#’ 年 # 月!最高人民法院

發佈了)關於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的暫行規定*& 根據該規

定!技術調查官與法官助理一樣!同屬審判輔助人員!沒有審判

權!僅根據法官的指派!負責對案件審理中涉及的技術 問 題 向

法官作出説明或者提出建議! 以彌補法官技術知識的不足!爲

案件審理提供技術支持!從而大幅度降低法官對司法鑒定的過

分依賴!並提昇法官判斷技術問題的能力& 目前!最高法院正在

硏究制定技術調查官選任和管理的工作意見!明確技術調查官

的職能定位"配置數量"選任條件"管理模式等問題& 技術調查

官作爲法官的技術顧問!協助法官理解和查明案件的專業技術

問題!將進一步提高技術事實查明的科學性"專業性和中立性!

保證技術類案件審理的公正與高效&

第三!關於審判權運行機制& 按照精簡原則從嚴控制內設

機構的設置!法官"司法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分類管理!實

行法官員額制和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 法官由法官遴

選委員會考核選拔!不再設立 助理審判員崗位!由法官 助 理 承

擔主要法官輔助工作!由技術調查官就技術問題向法官提供輔

助& 知識産權法院法官的數量明顯少於普通法院!業務庭不設

副庭長!減少管理層級!簡化內部管理程序!突出法官的主體地

位和責任!確保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以北京知

識産權法院爲例!該院現有 #&( 人!其中主審法 官 !’ 人,含 #

名院長"! 名副院長-!%) 名法官助理!## 名司法行政人員!$ 名

法警!!* 名聘任制書記員& 立案庭負責對本院受理的各類案件

進行登記& 審判第一庭"審判第二庭負責審理各類知識産權相

關民事和行政案件& 審判監督庭負責各類知識産權再審案件的

審理& 技術調查官室負責對案件審理中涉及的技術問題協助調

查"詢問"分析!爲裁判案件提供技術意見& 司法警察支隊負責

司法警察警務工作& 綜合辦公室主要承擔審判管理"調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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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人事!紀檢監察!行政管理!後勤服務等職能"

四!中國知識産權法院的未來展望

自知識産權法院設立後#院長!庭長親自擔任審判長#公開

開庭審理了一批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有關媒體進行全方位直

播#贏得了積極評價$各項工作有序開展#取得了良好開局" 同

時#知識産權法院是新生事物#還面臨着一系列挑戰" 這些挑戰

旣有源於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又有中國法院正在進

行的司法改革帶來的挑戰#更有知識産權法院及其審判制度自

身所帶來的挑戰" 知識産權法院將在這 些方面進 行 探 索 和 嘗

試#推動和引領中國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第一#中國知識産權法院將成爲國際上受理知識産權案件

最多的法院之一"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國內經濟

結構轉型的推進#全社會尊重和保護知識産權的意識大幅度提

高#知識産權司法保護的需求日益強烈" 中國法院受理知識産

權案件數量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 年#中國法院受理各類

知識産權一!二審案件超過 ## 萬件#成爲全球受理知識産權案

件數量最多的國家" 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産權法院成立後#預

計其受 理的案件數量在現有案件數量的基礎上 還將進 一 步 增

加" 以北京知識産權法院爲例#!%&’ 年該院受理的一!二審案

件數量預計將超過 & 萬件" 如何妥善處理好這些案件#及時解

決糾紛# 合理平衡知識産權權利人與社會公衆的利益關係#將

是知識産權法院面臨的重要課題"

第二#中國知識産權法院承擔着中國司法改革先行者的重

要使命" 從精簡內設機構!人員分類管理到建立法官員額制度#

知識産權法院已經在全面推行司法改革措施#是新一輪司法改

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知識産權法院還將全面落實司 法 公 開 措

施#有序推進主審法官責任制和完善職業保障等改革" 因此#知

識産權法院的設立不僅是中國知識産權 司法保護制 度 的 重 大

改革#事實上也成爲 了中國司法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承 擔

着先行先試各項改革舉措的職責" 從某種意義上講#知識産權

法院的設立#其意義超 出了知識産權保護本身#其運轉效 果 將

直接影響中國未來司法改革的走向"

第三# 中國知識産權法院及其審判制度仍處於探索階段"

根據立法#最高人民法院將在設立知識産權法院的三年後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報吿知識産權法院的運轉情况" 屆時#全國人大

常委會將予以審議" 知識産權法院的各項制度將根據審議情况

進行調整和修正" 這種探索性爲未來各項制度的完善留下了空

間" 從當前來看#至少有兩點値得關注" 一是關於知識産權法院

一審技術類案件裁判標準的統一問題" 目前#因不服知識産權

法院第一審專利等技術類案件判決和裁定而提起的上訴案件#

分別由知識産權法院所在地的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即分別由北

京!上海!廣東高級人民法院審理" 在這一體制下#三地高院的

技術類案件的裁判標準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未來如何防止

出現這種不一致性#是否需要設置更高層級的知識産權法院統

一受理技術類上訴案件#仍値得進一步觀察和探討" 二是關於

知識産權案件的專門化審理程序和審理規則問題" 與其他案件

相比#知識産權案件在審理程序!證據規則 等方面具有 一 定 的

特殊性#需要專門化的程序和審理規則" 例如#知識産權民事!

行政 訴訟程序交叉問題" 在知識産權民事侵權 案 件 審 理 過 程

中#當事人經常對特定知識 産權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並 啓 動 行

政無效程序請求宣吿該知識産權無效#從而形成民事侵權程序

與行政無效程序的交叉" 中國現行知識産權法實行民事侵權和

行政無效二元分立體制#審理民事案件的法院通常不能直接審

查知識産權的效力" 爲保證民事侵權案件審理結果的公正性#

審理民事侵權案件的法院經常不得不中止審理#等待行政無效

程序的結果#因而嚴重影響了民事侵權案件的審理效率" 知識

産權法院建立後#隨着法官審理經驗和水 平的提昇#可 以 有 條

件地嘗試對當事人提出的知識産權無效抗辯進行審查" 對於明

顯無效的知識産權#直接判決駁回權利人 的訴訟請求#不 再 等

待行政無效程序的結 果" 知識産權法院在這方 面 可 以 先 行 探

索#爲未來的制度設計提供經驗支撑"

知識産權法院的設立#旣是中國知識産權保護的重要里程

碑#又是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制度性措施#承載着建設

創新型國家的一份責任" 我們相信#中國知識産權法院能夠在

探索更加完善的知識産權審判制度!提昇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品

質方面做出獨特貢獻" !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知識産權審判庭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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