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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护 航 创 新
李万祥

一本书，一种图形设计，一项技术发

明⋯⋯知识产权无处不在。如何以公正司

法护航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法庭

里的法官们最有发言权。

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有 30个，具

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

有 558 个。仅 2024 年，各地法院新收各类知

识产权案件近53万件，共审结超54万件。

在公正司法与科技创新的交汇处，从

事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的法官——我们不妨

称呼他们为“知产法官”，用一次次庭审、一

份份裁判，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守护

创新之光——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起

来看他们的“自画像”。

不畏“首案”

3月里的一天，风儿轻吹，午后阳光照耀

北京海淀区彰化路 18 号，“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几个字熠熠生辉。在法院图书阅览室里，

李迎新法官讲起他参与审理的全国首次确

认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对数据

持 有 司 法 证

明效力案。

数字经

济时代，数

据 权 益 广

受 关 注 。

目 前 推 广

的数据

知识产权登记，有利于建立“流动的秩序”，

促进数据流通使用。企业申请取得的数据

知识产权登记证，究竟有何用处？“法院判

决阐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在权益归属

和来源合法性的认定中，具有初步证据效

力。‘知产法官’必须要有韧劲，就是要把它

搞清楚、研究透、弄明白。”李迎新说。

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很多过去没有

的知识产权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面对“首

案”“首例”，“知产法官”敢上手、不畏难。

“第一次办理涉及数据抓取方面的案

件，5 万余条视频文件、1 万多个用户信息、

127 条评论内容，看得人一头雾水。”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知识产

权审判庭）副庭长李莉莎回忆，2019 年处理

北京市首例数据抓取禁令时，时间紧、任务

重，而且“压力山大”。她加班加点，条分缕

析，及时作出了行为保全裁定。

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审判长罗霞审结第一起涉及杂交品种亲本

商业秘密的二审案件。当时，种业界对于

“育种材料能否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问

题还存在不少争议。“在符合商业秘密的条

件下，未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育种创新

成果，可以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受

到保护。”罗霞说。

“ 知 识 产 权 是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核 心 要

素。”从业以来啃下不少“硬骨头”的广州知

识产权法院专利审判庭庭长肖海棠，职业

生涯的第一大难关是 2013 年办理华为诉美

国 IDC 案，该案是中国企业向外国企业提

起 的 第 一 宗 反 垄 断 诉 讼 。 法 院 最 终 认

定：美国 IDC 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需赔

偿华为公司 2000 万元经济损失。

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最前沿的法

律问题，中国法院也能审理。2024

年，全国法院新收一审涉外知识

产权案件共 8000 余件。更多引

领性司法裁判，彰显了我国日益成为国际

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

越是有争议的案件，越要发挥公正司

法的规范引导作用。一件件标杆性案件，

赋予原创自信，激发创新活力。

尚法惟新

1985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正式实施，人民法院开始依法受理专

利案件。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专利事业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发展，不

断向新求质。

2019 年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成立 6 年多来，最

高法知产法庭审结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

件近 2 万件，涉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件数量和

占比逐年攀升。

知识产权保护有多种方式，哪种方式

最有力最有效？

“知产法官”们有句常说的话——“用创

新的方式保护创新”。创新之要义，在他们

身上体现为崇尚法治，平衡知识产权多元价

值，不断探索丰富法律适用的多元场景。

“小案件大人生，知产案件背后牵系千

万个渴望司法公平正义的创新主体。”在最

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员郭鑫看

来，保护创新是“知产法官”的使命所在，是

他们行动的“根逻辑”和“源代码”。

保护科技创新、严格公正司法，底气在专

业。对于这些法官而言，拥抱科技、紧盯前

沿、持续学习、精进常新，是必修课，更是常

学课。

李莉莎说，“知产法官”都有本领恐慌

的危机感，每次审理新类型案件，都是对专

业能力和水平的考验。

听起来“高大上”，源自术业有专攻。

“以最用心的态度对待每个案件，不论

大 小 ，也 注 重 通 过 个 案 总 结 明 确 裁 判 规

则。”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长崔

宁说，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呈现

以严格公正司法“强保护”的趋势，法官需

在裁判中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提高

审判效率，以司法手段激励创新。

比如，国际知名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市

场，“傍名牌”“恶意抢注”等侵权行为扰乱

市场，打击假冒侵权行为成为知识产权保

护的重点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戴怡婷介绍

了一例“拉菲”葡萄酒商标侵权纠纷案。最

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南京某公司等恶意

攀附拉某酒庄涉案商标，其使用“拉菲庄

园”“LAFEI MANOR”标识构成商标侵权，

在宣传中夸大“拉菲庄园”葡萄酒的历史传

承及知名度，构成不正当竞争。南京某公

司等侵权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判令南

京某公司等合计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7917 万元。

尚法惟新、脚踏实地，积极乐观有韧

性，这是“知产法官”身上散发出来的自然

气质。

“穿透”技术

10 年前刚入行时，高瞳辉觉得有经验

的法官一眼就能看透案子，后来发现并非

如此。“法官其实是通过一点一点捋事实，

一点一点‘挖案子’，真正聚焦到核心争议

问题上。”作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一名法

官，高瞳辉会将精力聚焦到每一个知产案

件的每个细节上。

把看似纷繁复杂的新变化新问题，回归

到相对稳定的法律制度框架内来解决，进而

形成共识。办理具体案件时，每位法官都会

扪心自问：法律的手伸到哪里？

技术在变，每个案件涉及的具体表象

可能都不一样。在保护创新的路上，“知产

法官”常需跳出“办理”看“治理”。

从事审判工作 30 多年的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副院长宋鱼水打了个比方，类型化案

件犹如常规“感冒发烧”，适合用速裁解决

机 制 解 决 ；有 些 案 件“ 感 冒 发 烧 ”得 有 点

“怪”，这时候法官就要考虑案件背后有没

有“黑天鹅”或“灰犀牛”。

与法官们聊天，三句不离法律分析和技

术探讨。知识产权案件一头连着法律规则，

一头连着科技和市场，作为“知产法官”不仅

要深耕法律，更要服务科技和市场经济发

展。在知识产权审判中，法官如果不理解当

事人诉求和疾苦，不熟悉行业技术发展情

况，空有一腔热血和法律知识，就难以掌握

正确的方法，难以作出公正的裁判，正所谓

张飞卖豆腐——人强货不硬。

罗霞审理过一起“花式顶包”逃避赔偿

责任的种子套牌侵权案。侵权行为人是某

公司的原股东，侵权事发后，其持续减资后

以零元对价将公司转给了明显没有经营能

力的“顶包人”，企图摆脱承担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对此，法院的裁判坚决予以制止。

区块链与数据保护、平台经济知识产权

保护和责任认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新

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技术驱动创新产生

新的争议领域，法官们如何识变应变？

“要具备技术理解能力”，采访中，很多

法官都谈到这点。“审理知产案件是‘法律

活’，更是‘技术活’。”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十

三载，戴怡婷觉得“知产法官”需要有跨界

融合的能力，既要尊重已有的创新，又要促

进未来的创新；在创新体系的利益衡量中，

不断透视权利及其边界，以司法之力促进

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发展。

守护引路

从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开始创业，随着

一次次技术革新由小变大，再由大企业变

成国内知名企业乃至世界知名企业——创

新型企业成长为“巨人”并非一帆风顺。

知产案件审理给予当事人的不应局限

于一个结果，而是一条发展的出路。一份

好的判决，可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

或许助燃经营主体的发展活力，有望引领

一个行业走向前进。做好裁判者，更要担

当引路人，帮助专利权人诚实守信，依法行

使权利。

最高法公开开庭审理涉“骨关节炎药

物”专利权属系列纠纷，促成当事人当庭全

面和解；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化解两家头部

企业互诉的近 300 起著作权侵权案件，涉案

金额超 47 亿元，推动双方达成合作；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涉网络热播剧侵害作

品署名权纠纷“诉前禁令”案，24 小时内促

成双方达成行为保全和解⋯⋯在知识产权

审判领域，这样最终实现双赢共赢的例子

不胜枚举。

《管子》有云：“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

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

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当今世界，知识产权个案之争、规矩之争乃

至制度之争越发激烈，但其实应对并不唯

一，方案亦可多元，关键在于找到纷争背后

的矛盾实质。

“知产法官”尚法惟新、“穿透”技术，抵

达的则是人心和民心，将诸多矛盾抽丝剥

茧，以足够的耐心和善良努力解开当事人的

“心结”，助其重拾信心，抖擞精神再出发。

“企业最活跃的时候，矛盾也会高调地

涌向法院，法官在严格依法办案前提下，能

否以更高的站位服务企业、服务大局，是时

代给我们出的考卷。”宋鱼水说。

每一次定分止争的背后，是“望尽天

涯路”的志存高远，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的坚守初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刻苦钻

研⋯⋯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国内发明专利

有效量达到 475.6 万件，是全世界首个国内

发明专利有效量突破 400 万件的国家。生

逢国家知识产权迅猛发展的时代，作为国家

创新发展、法治进步的见证者与践行者，“知

产法官”们共同迎接挑战，护航创新，永不

止步。

崂 山 茶 香
刘 成

青岛崂山脚下沙子口广场，清甜茶香在

空气中静静流淌，一场崂山白茶展演会正在

进行中。

“水温差 1 摄氏度，白茶便少一分‘兰花

香’，崂山白茶独特的‘不炒不揉’工艺，需以

高水温激发茶质⋯⋯”茶席前，青岛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大二学生冯吉祥，手持古朴提

梁壶，手腕轻抬，一道水流精准注入盖碗，碗

中白茶叶片舒展翻腾。

“崂山还有白茶？”观者好奇。崂山茶以绿

茶著称，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崂山有白茶。

这场由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许

莎莎技能大师工作室策划的茶艺展演，融入

了崂山文化元素和历史背景，让更多人了解

崂山茶背后的故事。

将茶具一一归位，冯吉祥感慨：“茶艺背

后不仅是对水温与时间的精准把控，更是一

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特意来观看茶艺展演的茶农段桂玲竖

起大拇指：“孩子们太会整活了！”她晃了晃

手里的手机，“不仅带我们设计了一条‘采

青—摊晾—炒制—品鉴’的直播路线，连设

备怎么架、灯光怎么调都手把手教我们”。

她熟练点开直播页面，“现在我也能对着镜

头讲茶树品种、教大家看茶汤了！”

“崂山茶种植面积有 2 万多亩，在进行产

业调研时，听到最多的就是人才短缺难题，既

缺‘能冲泡会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又缺能推

动崂山茶‘走出去’的高层次人才，更缺愿意

扎根行业的稳定人才。”青岛市茶文化研究会

常务理事、全国技术能手许莎莎将实战经验

与产业一线需求融合转化为系统教学案例。

一旁的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旅

学院副院长朱福芳微微颔首，“我们引入全国

技术能手，就是要打破教室‘围墙’，用‘师徒

制’让茶经融入血脉，让学生们不仅把茶艺练

进手上功夫，更要把文化‘泡’进新业态”。

趁着表演的间隙，朱福芳拿出一份课程

手册，“我们在 3 个学院开设与茶相关的课

程，每年覆盖 500 余名学生，通过茶艺社团

和校企项目让理论落地生根。明年，学院还

将继续增设课程，全新的茶文化与旅游管理

专业方向也在推进中”。

以崂山白茶为基底调制的“冷萃白牡

丹”“桂花白茶特调”成为现场爆款。“没想到

白茶还能这么潮，花香和茶韵融合得刚刚

好。”现场体验冷泡茶的刘俊茹抿了一口，惊

喜地举起杯子细细查看，“比热泡更清爽，特

别适合春夏”。

“这款新式茶饮的底蕴还是我们崂山白

茶的底子。”展台旁，青岛北崂茶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嘉浩感慨，“我曾祖父一点点用脚

丈量茶山、研究白茶工艺，爷爷辈用扁担挑

茶下山卖，父亲靠机械制茶打开市场，到我

这儿得换个‘活法’。希望通过校企联动、

‘茶旅融合’，让传统茶厂在保持本味的同

时，走出一条文化赋能的新路。”

晚高峰时段，车水马龙的环路上，前车

稳稳刹车，后车却一不留神追尾。交警通

过远程视频系统迅速判定，后车需要承担

主要责任。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但这条

常见的规则，其实隐藏着制度设计的巧思。

交通规则的作用，不只是约束个体行

为，更是通过合理分配责任，提高整个社会

的运行效率。换句话说，制度的设计目标

往往是为了保障整条道路的通畅出行。

可以用排队买奶茶的场景打比方。前

面的顾客停下来看手机，后面的人撞了上

来，责任自然在后者。因为站在后面的人

看得更清楚、反应时间更多。这正是交通

规则设计的出发点：把责任交给更能控制

风险的一方，是一种现实而高效的安排。

再看红绿灯。即便在夜深人静、四下

无 车 的 路 口 ，司 机 也 必 须 老 老 实 实 等 红

灯。统一信号的存在，实际上省去了每个

路口“我先你后”的反复博弈。即便是大家

不见面不沟通，也会彼此配合。还有类似

“转弯让直行”等通行权规则，有点类似产

权划分，谁先拥有通行权，谁就更优先。这

样一来，每辆车就知道何时该让、何时可

行，道路才不会变成“抢道”的角斗场。而

在经济学中，就是减少“权责不清”带来的

冲突成本。

科斯定律曾提出一个理想化的假设：如

果协商成本为零，不管事故责任最初归谁，

双方总能坐下来谈个妥当的办法，把损失

降到最低。可现实中，马路不是会议室，根

本没时间扯皮。所以制度的精妙就在于

此，提前定责，谁错谁担。虽然偶尔可能有

争议，但却避免了无休止的推诿与争执，保

障了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

再比如高速公路上的最低限速。听起

来有点违背直觉：开得慢也有错吗？其实，

速度过慢的车辆更容易引发附近车辆频繁

变道和急刹车操作，就像流水线上突然出现一台效率低下的机器，不

但拖慢节奏，还增加故障概率。因此，最低限速的设计本质上也是在

提高系统的平均效率。

更严厉的规则来自对酒驾的治理。这类行为虽然出现概率不

高，但一旦出事后果极其严重。于是法律通过严厉打击，把“全社会

承担风险”的可能性变为“个人付出代价”的机制。这种高风险高成

本的责任设计，正是制度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性内化方式。也就是

说，把原本由他人或全社会承担的成本，合理地转移回作决策的人。

这种压力会倒逼司机主动遵守规则，形成风险预防的正向循环——

每个人因害怕损失而更愿意控制风险，整条道路的安全性和效率才

能稳步提升。

制度不是万能的，但制度如果设计得当，就可以让一群彼此陌生

的人，在复杂而高速的公共道路空间中有序共处。交通规则正是这

样一套系统，它不是凭空生成，而是人们在经验中提炼出的最省力、

最不容易出错的路径。当我们站在红灯前、让出路权、拉开车距，不

是因为怕罚单，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帮我们提前算好了账——该慢的

时候慢，该让的时候让。看似绕远，实则通达。走得稳，才能真正走

得快。

红绿灯背后的启示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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