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发〔2022〕34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医药

振兴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有关要求，全面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中医药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意见。 

  一、坚持正确方向，准确把握新时代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的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提高中医

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2.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促进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更好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独特优势，更好保障人民

健康。坚持促进传承创新，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医药发展需求，健全完善

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推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

权制度有效衔接，助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依法严格保护，正

确适用民法典、知识产权部门法、中医药法等法律法规，切实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和权利人合法权益，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推动中医药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公正合理保护，合理确定中医药知识产权



 

的权利边界和保护方式，实现保护范围、强度与中医药技术贡献程度相

适应，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二、强化审判职能，全面提升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3.加强中医药专利保护。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准确把握中医药创

新特点，完善中医药领域专利司法保护规则。正确把握中药组合物、中

药提取物、中药剂型、中药制备方法、中医中药设备、医药用途等不同

主题专利特点，依法加强中医药专利授权确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促

进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统一，不断满足中医药专利保护需求。

结合中医药传统理论和行业特点，合理确定中医药专利权保护范围，完

善侵权判断标准。严格落实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促进中药专利

侵权纠纷及时解决。 

  4.加强中医药商业标志保护。加强中医药驰名商标、传统品牌和老

字号司法保护，依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中医药品牌传承发

展。依法制裁中医药领域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坚决惩治恶意诉讼，遏制

权利滥用，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严厉打击中医药商标侵权行

为，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中医药品牌建设。 

  5.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研究完善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法律适用规

则，遏制侵犯中药材地理标志行为，引导地理标志权利正确行使，通过

地理标志保护机制加强道地中药材的保护，推动中药材地理标志与特色

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传承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融

合。依法加强中药材植物新品种权等保护，推动健全系统完整、科学高

效的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6.维护中医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加强对中

医药领域垄断行为的司法规制，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中医药市

场。依法制裁虚假宣传、商业诋毁、擅自使用中医药知名企业名称及仿

冒中药知名药品名称、包装、装潢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中医药行业

公平竞争意识，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7.加强中医药商业秘密及国家秘密保护。依法保护中医药商业秘

密，有效遏制侵犯中医药商业秘密行为，促进中医药技术传承创新。准

确把握信息披露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关系，依法保护中药因上市注册、补

充申请、药品再注册等原因依法向行政机关披露的中医药信息。妥善处

理中医药商业秘密保护与中医药领域从业者合理流动的关系，在依法保

护商业秘密的同时，维护中医药领域从业者正当就业创业合法权益。对

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

护，严惩窃取、泄露中医药国家秘密行为。 

  8.加强中医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保护。依法把握作品认定标准，加

强对中医药配方、秘方、诊疗技术收集考证、挖掘整理形成的智力成果

保护和创作者权益保护。依法保护对中医药古籍版本整理形成的成果，

鼓励创作中医药文化和科普作品，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加强中医

药遗传资源、传统文化、传统知识、民间文艺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利用。依法保护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等进行整理、

研究形成的数据资源，支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建设，推进中医

药数据开发利用。 

  9.加强中药品种保护。依法保护中药保护品种证书持有者合法权

益，促进完善中药品种保护制度，鼓励企业研制开发具有临床价值的中

药品种，提高中药产品质量，促进中药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10.加强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保护。准确把握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关系，依法保护以古代经典名方等为基础的中药新药研发，鼓励开展中

医药技术创新活动。准确认定中医药企业提供的物质基础、临床试验条

件与中医药研发人员的智力劳动对中医药技术成果形成所发挥的作用，

准确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法律界限，依法支持对完成、转化中

医药技术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权利，不断激发中

医药创新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11.加大对侵犯中医药知识产权行为惩治力度。依法采取行为保全、

制裁妨害诉讼行为等措施，及时有效阻遏中医药领域侵权行为。积极适



 

用证据保全、证据提供令、举证责任转移、证明妨碍规则，减轻中医药

知识产权权利人举证负担。正确把握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对于重复侵

权、以侵权为业等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支持权利人惩罚性赔偿请

求，有效提高侵权赔偿数额。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依法惩治侵犯中医药

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刑罚威慑、预防和矫正功能。 

  三、深化改革创新，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 

  12.完善中医药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有针对性地选任中医药领域专业

技术人员，充实到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不断健全技术调查官、技

术咨询专家、技术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员参与诉讼的多元技术事实查

明机制。建立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加快实现中医药技术人才在全国

范围内“按需调派”和“人才共享”。遴选中医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

与案件审理，推动建立专家陪审制度。完善中医药领域技术人员出庭、

就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并接受询问的程序。 

  13.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做好中医药领域不同知识产权保

护方式的衔接，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不断完善。深入推行民事、

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机制，提高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效

能。健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加强与农业农村部、

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版权局、林草局、中医药局、药监局、知

识产权局等协调配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协同，支持地方拓宽交流渠

道和方式，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支持和拓展中医药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

解决机制，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大力推进诉调对接，探索行政调解协

议司法确认制度，推动纠纷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14.提升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健全人才培养培训机

制，进一步提升中医药知识产权审判人才专业化水平。深刻把握新形势

新要求，积极开展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题的调查研究，研判审判

态势，总结审判经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法治宣

传，建立健全案例指导体系，积极发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通过典型案例的审判和宣传加强中医药知识传播，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



 

和支持中医药发展的良好氛围。 

  15.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提升中医药知

识产权审判信息化水平，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与专利、商

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平台的协同机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权属、登记、

转让等信息的查询核验。大力推进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应用，实现全流程

审判业务网上办理，提高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质效。 

  16.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涉外中医药知

识产权审判，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服务保障中医药国

际化发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中医药领域国

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推进中医药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

中医药走向世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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