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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历经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从外驱到内驱的发展过程。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改革开拓创新，实现历史性突破，预计 2020年建成覆盖全国的知

识产权法院体系，2035年基本实现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面对新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

任务新课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找准新时代司法坐标，确保知识产权司法

审判改革向纵深推进。

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主导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大局

知识产权保护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引擎。据统计，2013-2017 年全国法

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81.3万件，2017年新收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 21.3万件，比 2013年的 10万件翻了

一番，年均增速超过 20%。可见，知识产权审判周期同比缩短，审判质效明显提升，激励创新效应显现，

但目前仍存在不少短板，有待补齐。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倡导创新文化，强化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代价”。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就要运用好司法保护这一主渠道，强化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侵

权损害赔偿难题。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压倒性占据知识产权侵权判赔的“主角”地位。

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通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引进因果关系推定，编制司法认定标准，审慎适用惩

罚性赔偿等，实现损害赔偿的填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切实增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获得感。

探索确权侵权程序对接。要健全优化行政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能够在诉讼中确权的不再中止诉讼，

启动无效程序的以司法作为终局裁判，力争实现确权侵权程序无缝对接；统一权利效力范围等司法适用标

准，避免行政、司法对知识产权效力、范围认定标准扞格不一、循环诉讼，进一步缩短审判周期，提高审

判质效；完善市场价值评估等利益衡量机制，构建以知识产权质量为核心，以市场前景为价值判断，以创

新激励为本旨的利益衡量、权利解释机制，特别是累积性创新，要平衡上游创新与下游创新的勾连关系，

增强司法解释力、文书说理性，为激励科技创新、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贡献司法智慧。

构建司法标准化体系。司法标准的统一是彰显公平正义的前提和保障。截至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

后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司法适用标准和尺度；同时，一批鲜活疑难案件的公正审理，有力提升了

司法解释力和公信力。面对知识产权领域案件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进一步细化知识产权侵权认定、

举证责任、赔偿计算等司法裁判标准，并为法官预留必要的心证空间，让司法裁判标准成为法官心证说理、

公正裁判的“检验尺”；要制定完善无效侵权程序对接、“二合一”“三合一”逻辑自洽、“三级两

审”“四级两审”内部协调的审判权力运行标准，使之成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司法制度改革的“路线图”。

推进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化，提高司法保护整体效能

2014年底北京、上海、广州相继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2017年起南京、苏州、武汉、成都、杭州等

18个中心城市先后设立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开始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



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由此，我国已从纵向上初步设计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模

型，从横向上不断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要继续沿着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化方向，均衡发展知识产权

法院，健全完善审判体制机制，切实打造高素质法官队伍。

均衡发展知识产权法院系统。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是当代司法改革中最亮眼的一项，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目前，我国实质上形成了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审级制度上的“双轨制”，即对于专业技术性较

强的知识产权案件实行“三级两审制”，专业技术性相对较低的案件则实行“四级两审制”。要厘清专属

管辖与专门管辖的区别，统一“专业技术性”判断标准，细分专业技术性案件管辖范围，明确授权当事人

协议处分的管辖范畴。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实现了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分离，要在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

试点设立基础上，科学布局其他知识产权法院分布，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创新保护需求大、技术类知

识产权案件多的地区可以优先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实现跨区域司法权运行的均衡性、效率性，确保当事人

诉讼的便利性、公平性。

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审判体制机制的完善是审判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构建协调统一的知

识产权审判体系，重点难点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全面推动“三合一”审判改革。由于民事、行政、刑

事诉讼规则上存在较大差异“，三合一”应当是形式合一而非实质合一，要深入研究“三合一”具体架构

模式、运行方式，明确知识产权法院与普通法院在管辖范围、裁判程序和裁判效力等方面的分工与协调，

真正把审判“三合一”改革落到实处。二是建立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大量科学技术

及专业知识，案件的审判对技术调查、技术鉴定、技术质询依赖性极高。要构建以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

人、专家陪审员、技术鉴定人为主体的多元技术事实调查机制，完善程序规则，界分技术调查官、专家陪

审员、专家鉴定人的权责地位，保障当事人质证权、辩护权，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提供全方位保

障。

建设高素质复合型法官队伍。在当前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要将知识产权法院系统内的法官队伍建设

纳入司法改革整体体系中推进。要以法官员额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知识产权法院综合配套改革，以人员分

类管理为着力点推进知识产权复合型法官队伍建设。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精细化内部管理机制，合理

设计以审判为中心的扁平化管理框架，着力打造“专业化+复合型”知识产权审判微团队。系统构建技术事

实查明机制，引入技术类专家组成固定的技术调查官队伍，不仅要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等组织功能，还要增

加技术调查官在案件审判中的“出镜率”“曝光度”，力促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朝着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复合型方向发展。

促进知识产权司法协作性，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知识产权领域已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竞争的主战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决定了一国知识产权保护能

力和水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们更需要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增强知识产权国际事务影响力、话语权。

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国际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大幅提升。

要依法践行国民待遇原则，平等保护中外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切实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外国

科创企业来华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努力建成以自贸试验区新片区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

使中国法院成为知识产权国际纠纷利益相关方的管辖“优选地”，显著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影响

力、公信力、权威性。

增强知识产权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知识产权保护日臻国际化，要强化知识产权国家利益意识，捍卫



司法主权，对依据管辖连接点确定中国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要积极行使司法管辖权。同

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智慧法院、智慧法庭建设，拓展司法公开、国

际交流合作途径，构建知识产权国际司法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增强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制定、体

系建设中的话语权，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