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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更好地实施知识产权制度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就世界知识产权日发表的讲话 

黄松有

    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我很高兴向大家介绍近年来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一些工

作情况。 

    一、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个新领域。５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快速上升。据统

计，自１９９８年初至２００２年底，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２３６３６件，具体为１９

９８年３９９６件，１９９９年４１６０件，２０００年４７９０件，２００１年５０４１件，２００２

年为５６４９件，平均每年递增９．０４％。其中审结一审专利权纠纷７４５９件，著作权纠纷５０２８

件，商标权纠纷２４００件，反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植物新品种、域名等纠纷８７４９件。此外，人

民法院审理了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１２７３件，判决罪犯１５０４人。 

    

    正确适用知识产权法律，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与效率，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生命线。各级

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注意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例如，人民法院

在审理美国杜邦公司诉北京国网信息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报喜鸟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诉乐清市大东方制衣有限公司、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诉济南开发区梦幻多媒体网络技术开发中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通过审

判活动，制裁了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在整顿市场经济

秩序活动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重视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对构成犯罪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予

以刑事制裁。福建晋江市汇福鞋业有限公司和朱某大量生产假冒阿迪达斯注册商标的运动鞋，构成侵犯假

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单位罚金１０万元，朱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５万元。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遇到的事实和法律适用等疑难问题增多 例如侵犯方法专利

案件中被告如何承担举证责任，民间艺术作品保护中如何确定权利人和诉讼资格，美术书法作品如何区分

真伪，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侵权认定，涉及计算机网络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和法律适用，侵权案件的管辖

地的确定，被警告侵权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不侵权诉讼的受理与裁判等问题，增加了人民法院在审判中的

难度和深度。 

    

    近年来的案件受理情况表明，知识产权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在不断拓宽。涉及网

络域名和作品网络传播的案件，请求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规定处理的不正当竞争案件也纷纷出现。

根据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实用艺术品、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原产地名称、诉前临时措

施等新类型纠纷案件均已纳入知识产权审判领域。 

    

    面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任务加重、发展加快的形势，最高人民法院及时进行工作部署，采取有力措施

保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顺利开展。２００１年７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法院知识

产权审判工作会议。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在佛山召开了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

会。针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活动。最高人民法院２

００２年将“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列为重点调研课题，２００３年又将“专利侵权判定基准”列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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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课题。近年来，地方高级法院组织召开了６次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研讨会，就审判工作中的一

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不少法院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案例研讨会、业务交流会等，邀请知识产权界专

家参加，提出解决审判实践问题的建议或者思路。经过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官的共同努力，５年

来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得到快速发展。 

    

    二、及时制定司法解释，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自２０００年起，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

权法，国务院修改颁布了实施上述法律的条例，并先后制定了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

护等一系列行政法规。为有效实施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先后

制定了《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对注册

商标权进行财产保全的解释》、《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关于诉前

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多个重要的司法解释。另外，根据计算机互联网络发展情况和解决网络著作权、网络

域名纠纷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定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制定上述司法解

释，人民法院在案件管辖、诉前申请采取临时措施的审查、中止诉讼的程序、知识产权权利范围的确定和

侵权认定方面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重要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和司法原则。 

    

    三、审判组织、审判方式改革和队伍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为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各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要求

和部署，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在审判组织设置和人员配备上，最高人民法院、各高中级人

民法院普遍设立了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民事审判庭，选调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学

历、高素质审判人员充实到知识产权审判队伍，走出了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新步伐。 

    

    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判方式改

革。在合议庭组织、庭审方式、证据交换、庭审质证和裁判文书制作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例如，涉及

复杂的技术和法律问题的案件，人民法院邀请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提高了案件质量。２００２

年１０月，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最高人民法院还组织了知识产权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为知识产权

裁判文书的制作提供了典范，激发了各级法院改革裁判文书、提高办案质量的热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近年来，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专业培训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法官素质得到提高。最高人民法院领导

和地方各级法院领导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知识产权法官的培训工作。国家法官学院多次举办１个月至３个

月不等的培训班，培训了５００名以上的知识产权法官；地方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要求自行组织法官培训

工作，覆盖面广，参加人数多；最高法院民三庭与欧盟中欧知识产权合作办公室合作举办了３期培训班，

有３００余人次接受了培训；最高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利用各种机会选调优秀审判人员赴国外学习进修。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培养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化审判队伍。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更充分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作用。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要求人民法院进一步提高

知识产权司法水平，更好地完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任务。展望新的历史时期，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任重道

远，前景广阔。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有各级人大的监督，有各级政府和

人民群众的支持，有行政执法机关的有效配合，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这一新的审判领域，一定能

够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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