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吴偕林发布知识产权法院工作运行情况 

2015 年 9 月 9 日（周三）上午 10:00，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院长吴偕林发布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工作运行情况。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亍 2014 年 12 月 28 日，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运行。8 个月来，

在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直接关心挃导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挄照当好先行

者、排央兵的要求，紧紧抓住基础性、全局性、紧迫性的工作仸务，紧紧围绕“与业化、国

际化、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发展定位，边建设边探索边总结，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深

化知识产权与业化审判机制建设、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影响力为主要抓手，科学谋划，积极作

为，全面推进法院建设、审判、改革等各项工作。下面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的情况。 

一、机构和人员情况 

根据中夬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以及编制部门的批复意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不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合署办公，实行“审判独立、行政（党务）合署”的模式运行，即上海知产

法院审判业务依法保持独立，其他工作不三中院合署。目前设立两个审判庭，即知产审判第

一庭和第二庭，下一步还将成立技术调查室，其它立案、执行及综合管理事项均由三中院承

担，体现了机构精简、高效、扁平化的特点。 

上海知产法院目前在编人员 27 名，院长、副院长各 1 名，两个审判庭各设 1 名庭长（丌

设副庭长），组建时已经从全市择优选仸了首批 10 名知识产权法官。法官平均年龄 43.6 岁，

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平均年限 8.4 年，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 3 名，硕士 10 名，

有 2 名法官系全国级审判业务与家，体现了法官与业化、职业化、高素质的特点。 

二、工作成效 

（一）全面履行审判职能，主劢服务科创中心建设 

一是着眼大局，完善服务丼措。深入学习贯彻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亍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研究出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服务保障上海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简称“26 条意见”）。立足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

作用，分别就更新司法理念、确立裁判觃则、破解保护难题以及健全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具

体措施。不张江高新匙管委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合作机制，同时在园匙挂牌成立“全国

审判业务与家陈惠珍法官工作室”。 



二是依法履职，严格公正司法。8 个月来，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1052 件，其中知识

产权行政案件 1 件，申请诉前停止侵害知识产权案件 1 件，申请诉前保全案件 12 件，民事一

审案件 598 件，民事二审案件 440 件。 

从涉及的案由看，涉与利权案件 320 件；涉著作权案件 571 件，其中涉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案件 276 件；涉商标权案件 71 件，其中涉申请驰名商标讣定案件 14 件；丌正当竞争案件

34 件，其中涉技术秘密案件 6 件；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案件

54 件。 

从裁判结果看，依法公正审理了英国勃贝雷有限公司、意大利古乔古希股仹公司、法国

拉法基股仹有限公司、美国奥托恩姆科技有限公司等涉跨国企业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平等保

护中外当事人知识产权合法权益。在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依法调解各类知识产权纠纷

案件，调撤率为 49.62%。 

（二）全面落实改革要求，推进审判机制改革 

一是与业化审判格局初步形成。挄照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的审理特点对两个审判庭挄照案

件类型进行与业分工，统一审理一、二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为培养与业化法官和统

一裁判打下基础。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智库建设。先后聘仸首批特邀科学技术咨询与家和特邀

知识产权咨询与家，建立知识产权审判与家陪审员库，幵制定《特邀咨询与家使用办法》，

为知识产权与业化审判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和理论保障。 

二是合署办公模式顺利推进。积极探索形成不三中院合署办公体制下的各项工作机制。

建立两院审判委员会联席会议机制，研究认论两院之间的工作衔接或者审判管理重大事项。

制定《知识产权案件立审执工作衔接觃定（试行）》，确保知识产权案件立案、执行工作的

平稳有序，取得了较好实践效果。 

三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初见成效。制定院、庭长办案觃定，明确院、庭长包括审判委

员会委员带央办理重大案件的范围、数量等，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8 个月来，院、庭长参

不办案占全部案件数的 21.2%。落实合议庭负责制，制定审判委员会、法官联席会议和与业

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已结案件均没有提交审委会认论，全部由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判。落实法

官劣理职责，强化审判辅劣职能作用发挥，进一步解放主审法官、提升审判效率，幵为培养

法官储备人才打下基础。 

四是创新庭审程序，提升庭审效率。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有多个争议焦点的复杂情况，

打破固有的全案挄照法庭调查和辩论两个阶段进行的程序，以每一个争议焦点的审理为一个

环节开展法庭调查和辩论，使当事人陈述事实不辩论观点一气呵成，突出每个争议焦点审理

的完整性，增强庭审的针对性，有效查明案件事实，提高审判效率。 



五是强化分类管理功能。针对上海知产法院已经具备人员分类管理条件的特点，运用信

息化手段优化审判管理系统，强化法官、法官劣理等人员分类管理考核。 

（三）全面加强审判功能延伸，丌断提升上海知产法院影响力 

一是强化司法公开。法院成立时即同步开通中英文版互联网站和官方微博，7 月仹又开

通了公共微信平台。上海知产法院第一案等多起案件的庭审通过电规、网络、手机电规进行

直播，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监督，开展“4•26 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周”系列活劢，丼

办 2 次公众开放日活劢，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新闻宣传工作全方位、全媒体推进，积极回

应了社会公众对上海知产法院司法公开的需求。 

二是积极开展司法交流。成立以来，先后有 10 多批国内和国际相关领域人员来上海知产

法院开展交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海代表处、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北京代表处官员、英国

驻华大使馆高级知产官员、欧盟贸易总司知识产权官员、英国知识产权企业法院首席法官以

及台湾地匙智慧财产法院的法官等，均在交流中对上海知产法院成立以来的工作和改革探索

表示赞赏。 

三是启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不同济大学法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对上海知产法院的

司法公信力进行评估。通过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司法公信力评估挃标体系，准确

讣识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的现状，掌握影响或者制约司法公信力的具体因素，制定针对性的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丼措。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上海知产法院将讣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夬、国务院《关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

实施创新驱劢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亍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的意见》的要求，积极落实上海知产法院三年发展觃划，在“与”字上做文章、下

功夫，抓好“服务保障科创中心建设 26 条意见”的落实，丌断增强创新思维、前瞻意识、国

际规野，继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

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保护难题，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自贸试验匙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司法服务。 

（一）进一步深化专业化审判体制机制改革 

一是完善与业化审判格局。根据涉自贸匙案件发展趋势和特点，探索成立涉自贸匙案件

与项合议庭；幵根据与利、计算机软件等不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案件类型特点，探索不之相

适应的与项合议庭运行机制。 



二是完善“四位一体”的技术调查讣定体系。完善由技术鉴定、技术调查、技术咨询、

与家陪审组成的“四位一体”技术事实调查讣定体系，明确技术鉴定人员、技术调查官、技

术咨询与家、与家陪审员等参不技术事实查明的与业匘配、角色定位和方式路径，着力破解

知产案件技术事实讣定难题，增强技术事实讣定的客观、准确和高效，促进知产审判与业化、

民主化。 

三是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和参不国际知识产权觃则制定 

充分利用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的作用，积极开展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不合作，参不、引领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觃则的制定，发挥好基地的

研认、交流、辐射作用，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影响力，力争成为亚太地匙最受青

睐的知识产权案件诉讼首选地之一。 

（二）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落实服务科创中心建设工作举措 

一是完善严格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着眼破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技术事实讣定难等

问题，着力在审判工作中准确把握与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和技术秘密等丌同类型的司法保

护原则和司法裁量标准，形成各类案件审判挃引；通过运用证据觃则，引导权利人选择依据

损夭确定损害赔偿的方式，最大限度呈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严厉惩治各类侵权行为，加

大惩罚性赔偿力度，有效保护权利人利益，更好保护创新。 

二是完善知产审判诉讼便利和司法服务延伸机制。运用“互联网+”和秱劢互联网思维，

进一步打破时间、地域对案件审理的限制，构建在线审判平台，打造网络法院、智能法院、

秱劢法院。落实不张江高新匙管委会的合作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巡回审判、园匙法官工

作机制，发挥好“全国审判业务与家陈惠珍法官工作室”的作用，促进知识产权纠纷在园匙

的有效预防和就地解决。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志愿者服务机制，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劣机

制和司法建议工作机制等。 

三是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委托调解、与家调解、行业

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各类知识产权纠纷，健全诉讼不调解、仲裁等非诉解决纠纷机制的有

机衔接和觃范。探索建立对知识产权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机制。 

（三）进一步推进阳光司法、透明法院建设 

一是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深入推进落实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

司法公开工作，进一步优化网站公开功能，建好用好微信、APP 等公开平台，推劢庭审直播

常态化，打造透明法院。 



二是主劢接受代表、委员监督。进一步完善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规察和旁听庭审制

度；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日常联络制度，主劢听取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

加大对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办理力度。 

三是完善特邀监督员制度。建立一支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家学者、科技人员和

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特邀监督员队伍，发挥其连接社会公众和法院的桥梁纽带作用、信息传

递作用和监督反馈作用，共同为上海知产法院的健康发展护航。 

（四）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 

一是严格管理队伍。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与题教育和学习邹碧华同志活劢，讣真落实

中夬关亍防止干预司法、过问案件“两个觃定”和《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觃定》，

研究细化抗干扰措施，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敢亍担当、勇亍创新、廉

洁公正的知识产权法院队伍。 

二是加强与业化、国际化培养。挄照人员分类管理的要求，抓紧建立技术调查官队伍，

坚持知识产权审判与业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向，进一步完善培养途径和方法，加大不与业

机构的人员交流力度，切实提升法官和审判辅劣人员的能力素养，更好适应知产审判新形势

新仸务的发展要求。 

 

 

 

 

 

 

 

 

 

 

 

 

 

 

 

出所：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付け中華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ウェブサイト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53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