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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知识产权法院尚无时间表
最高法称涉及人员、财力等方面情况
要对各省进行多次调研才能确定方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
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
产权法院。日前，记者从最高法知情人士处
了解到，最高法正在推进该项工作。

该人士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知
识产权审判方面的新构想后，最高法正
在对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一事进行研究部
署，并积极推进该项工作。目前各省份
尚没有专门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专
门法院，部分省市已建立专门审理知识
产权案件的知识产权法庭，专门审理知
识产权案件。

该人士透露，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
一项大工程，涉及人员、财力等各个方面
情况，所以最高法要对全国各省份的情
况进行多次调研并开会研究才能确定方
案。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对于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时间表，该人士表
示，需要较长时间，尚无具体时间表。

据了解，虽然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审
判体系只有 20 余年时间，但经历了多次
变革：最初知识产权案件由民庭和经济
庭审理，后来由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
2000 年后，改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民事审
判第三庭，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现状

1995年，北京海淀法院成立了全国第一
家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近20年来，由于地
处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区，海淀法院审理了大
批知识产权类案件。

以2012年为例，该院在通过诉前调解消
化超过 500件案件的前提下，知识产权新收
案件再创历史新高，全年任务突破 2600件。
对于一线法官来说，一年审结两三百起案件
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据北京法院系统内部一名知情人士介
绍，按照过去法律的规定，专利权、商标、著作
权民事纠纷第一审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
院管辖。

伴随着此类案件的高发，从 2007年起，
基层法院可以受理部分此类案件，也正是从
这之后，北京各区县开始或成立知识产权庭、
或成立专门的审判小组，有条件地审理部分
知产类案件。

今年 6月 18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庭正式成立。房山法院知产庭
负责人厉莉表示，作为基层一线知识产权法
官，其感受最深的是提到知识产权，还是会有
很多人觉得遥远、陌生。因为其抽象性，普通
民众并不把其作为一项财产权利看待，这从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山寨”就可见一斑。

但现实情况是，当大众购买畅销书、
观看热播大片、欣赏美术摄影作品时，当
我们上传、下载电子书籍、影视作品时，

“当我们团购品牌商品时，我们都在享受
着他人的智力成果，如果这些智力成果
不被尊重和保护的话，势必影响我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实
施”。

厉莉称，自房山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
件以来，有 80%的案件都集中在侵害商标
权纠纷上，也就是常说的销售假冒商品
的案件。与实践中此类侵权屡见不鲜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厉莉认为，我国已经成
为了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大国，《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也提出要加强司法保护
体系建设，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很大
程度上需要依靠司法机关的裁判。

其表示，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可
以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
产权战略提供更有效的司法支持，“探索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就是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业界声音

是否有必要
每个行政区域都设立？

2007年 10月 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
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今年 6月 5日，国
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
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表示，《纲要》出
台之后，国内知产学界一直在讨论、期待有一
个更明确的纲领性文件，因为《纲要》明确了我
国将推动产业模式转型，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
激励创造。

而从国内外综合形势来看，入世十多年以
来知识产权类案件往往成为中美、中欧国家质
检的竞争手段，国内企业只有更前瞻、更高度
地重视起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优
势。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陶鑫良认为，通过
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而非过去隶属某个
法院下的知识产权法庭），能够更聚焦、更集中
地通过诉讼指导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

不过陶鑫良也坦言，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
自觉探索，在顶层设计推出之后，接下来如何
构架也是难题。此前学界也有过争论，鉴于我
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
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地区面临的知识产权类
案件在数量、类型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而知识
产权案件尽管不断高发，但相比于一般的民商
事案件而言还是偏少，那么是否有必要每个行
政区域都成立专门法院？

陶鑫良称，以上海为例，他也曾研究过在
上海成立专门法院，通过网络审判等方式辐射
到长三角周边地区，但是这就必然面临专门的
知识产权法院将横跨多个行政区域，改变原有
的省市结构，那么从人、财、物到管理都将面临
较大挑战。

■他山之石

【英国】
设专门法庭和郡专利法院

1949年，英国成立专利法院，该专利法院
设置在高等法院的大法官部下，为专门法庭，
负责审理不服专利授权的上诉案件、无效案

件，以及专利侵权案件。由于专利案件数量的
增加导致专利法院案件积压，英国议会通过了
《1988年郡专利法院法》。

根据该法，1990年9月3日在伦敦开设郡

专利法院，受理专利工业设计纠纷，当事人不
服郡专利法院的判决，向上诉法院上诉，而不
向高等法院上诉，也就是说郡专利法院与高等
法院在审级上是平行的，但郡专利法院不能受

理专利、商标授权的行政案件。
英国的专利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较

为复杂，而郡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较为简

单，英国通过这两种独立设置的法院构成了英
国知识产权审理的核心。

【韩国】
知产案形成“三审格局”

1998年3月1日韩国专利法院正式成立，
并将原韩国知识产权局下设的争议委员会以
及争议上诉委员会合并成为知识产权裁判所，
作为专利法院的前置审级机构，形成了知识产
权裁判所对知识产权授权争议一审、专利法院

二审、韩国最高法院三审的审理格局。
根据韩国的法院组织法以及专利法，专利

法院隶属于最高法院，并且专利法院不管辖知
识产权侵权案件，仅受理知识产权授权上诉案
件，而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由韩国各地区法院管
辖，如果对于地区法院的判决不服须向各地区
法院的上级高等法院上诉，由此独立设置的韩
国专利法院构成了韩国知识产权审理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北京市海淀法院知识产权庭
每名法官年审数百案件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