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
2025年4月24日

编辑/孟绍群 李东霞
校对/张学军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２ 电话中继线:８４７７２２８８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２０１７０１０６号 零售:每份壹元肆角 昨日本报(北京版)开印时间０３时００分 印完时间０４时２０分 印刷质量服务热线：（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５５　举报电话：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６１　邮箱：fzrb_jw@１２６.com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和最高
检党组工作要求，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知识产权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4月
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知识产权检察
工作白皮书（2024）》（以下简称《白皮书》），
及9个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引
领知识产权检察案件的专业化、规范化
办理。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透露，
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13486人，受理审查起诉33805
人，同比分别上升5.9%和10.2%。案件类型相
对集中，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标权类犯罪占
比81%，侵犯著作权类犯罪和侵犯商业秘密
类犯罪数量持续增加，增幅较大。共同犯罪
特征明显，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
犯罪中共同犯罪占比均在80%左右。

聚焦高质效办案

　　《白皮书》显示，过去一年，全国检察机
关对知识产权民事生效裁判提出抗诉和再
审检察建议546件，对民事执行活动违法情
形提出检察建议205件。知识产权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案件量持续增长，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的案件中，权利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1085
件，同比上升70.6%，2021年以来，年均增长约
3.9倍，有效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
　　“在民事行政检察办案过程中，调查核
实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实现监督职能的
一种公权力，对于知识产权检察监督尤为重
要。检察机关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中，不断
强化调查核实权的运用。”最高检经济犯罪
检察厅（知识产权检察厅）副厅长刘太宗举
例说，最高检在办理一起商标权撤销复审行
政纠纷案中，与北京、山东检察机关一体履

职，通过向税务部门调查核实等方式，认定
沂某公司为证明诉争商标使用的商品销售
发票复印件系虚假证据，其他证据也不足以
证明其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业使用，原审判
决确有错误，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再审改判
并作出司法制裁决定，对提交虚假证据的沂
某公司予以罚款。
　　据刘太宗介绍，检察机关认真落实“三
个善于”工作要求，通过依法追诉追漏、开展
自行补充侦查等方式，切实提高案件办理质
效。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张某、孙某侵
犯著作权案是数字版权领域新类型案件，涉
案作品众多、金额特别巨大，检察机关精准
认定行为人采用“盗链”方式传播作品，侵犯
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以侵犯著
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办理同类案件具有
参考价值；吴某烽、石某园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案涉及中医药网络售假行为，检察
机关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强化电子证据
的收集与审查，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
意、侵害法益等因素准确认定罪数、适用罪
名；郝某旺侵犯商业秘密案的行为人以不正
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后作为论文主要内容
并公开发表，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立案，认定
犯罪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根
据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实施商业秘密的收
益等因素，综合确定犯罪数额。

服务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的前沿在哪里，司法保护的力
量就在哪里。
　　过去一年，全国检察机关聚焦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等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服
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受理审查起
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163件385人，案件数同
比上升12.4%。加强技术类案件权利基础审
查，提升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质效，推动提高

知识产权创新创造质量。
　　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方面，全国检察机关
2024年持续加强刑事保护和民事行政监督力
度，共受理审查起诉侵犯著作权类犯罪3266
人、起诉2090人，同比分别上升18 . 9%和
27.4%。稳妥探索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履职范围，
加强文化领域公共利益保护，助力赓续中华文
脉。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创新工作机制，深化综合履职，以高质量检察
产品和服务供给，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宫鸣表示，为加强民生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检察机关聚焦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播
带货等新业态新领域，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持续做实检察为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社
会关注度高的食品药品、日化用品、医疗器
械、种子化肥、图书阅读等重点民生领域，综
合履行“四大检察”职能，兼顾保护知识产权
和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保障和改善
民生构筑坚实的法治屏障。
　　值得关注的是，检察机关依法有效平等
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对侵犯各种所
有制知识产权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加
强对涉企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监督，依法
惩治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实施的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
度。深化推进恶意诉讼专项监督，积极参与
对恶意抢注、囤积商标、滥用诉权、虚假诉讼
等突出问题的共同治理。

聚司法保护合力

　　在广东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陈某文等三
人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被告人开发利用“爬
虫”软件采集权利人公司计算机系统中存储
的客户信息和交易邮件数据327万余条，用
于经营同类业务。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近年
来，利用深度链接、网络“爬虫”、架设游戏私
服、电子侵入等新技术手段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不断出现。对此，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侦查

监督与协作配合、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等
机制作用，加大对新类型犯罪的打击力度。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坚持与相关部门同
频共振、同向发力，以机制共建、信息共享、
问题共商、社会共治等形式深化协同联动，
汇聚工作合力，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和保护能力现代化建设。
　　北京市检察机关创建京津冀跨区域全
链条打击盗版等办案机制，构建版权协同保
护“大格局”；与市版权局、文化执法总队等
建立涉刑重点线索联合研判机制，形成跨区
域“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与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会签合作备忘录，强化网络数据知识产权
保护。与北京、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建立知识
产权协同保护机制，强化对链条化、跨区域
侵权假冒犯罪案件的协助调查。
　　技术事实复杂、专业难度高，加强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前提是“打铁还须自身硬”。
　　《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不断优化人才
队伍结构，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进知识产
权检察专业化建设，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最
高检重新确定并扩充全国知识产权检察人
才库至132人，夯实人才基础。增加全国知识
产权检察办案联系点至80个，加强联系指
导。最高检建立知识产权检察技术调查官制
度，并聘任首批60名技术调查官。积极落实
人才强检战略，通过案例指导、业务专家巡
讲、高校学者挂职、东西部对口帮扶等系列
举措，提升综合履职能力水平。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
是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一年。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强专业化建设，
完善综合履职机制，常态化开展恶意诉讼专
项监督，深化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凝聚知
识产权保护合力，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保障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宫鸣说。

　　本报北京4月23日讯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张伟 徐千惠

　　“德国总部发来电子邮件，感谢检察机
关保护外国公司的商标权，这样良好的营商
环境，更坚定了我们在中国发展的信心。”近
日，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回访中外合资企业A公司时，企业负责人激
动地展示着感谢信。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世界贸易摩擦交
织的背景下，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国际
合作的“法治基石”。梅县区检察院作为全市
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单位，通过制定《关
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协作配合机制的
意见》等制度机制，深入践行“三个善于”的
工作理念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
值追求。
　　这封跨越万里的邮件，见证着一起涉外
商标侵权案的成功办结，既彰显了法律威
严，又传递了司法温度，更折射出检察机关
以法治之力护航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责任

担当。
　　A公司是德国某公司控股的高新技术
企业，其持有的德国注册商标“W”在中国享
有独占使用权。然而，2021年9月，河北石家
庄的B公司未经授权，生产标有“WN”标识
的同类商品并远销海外。看似细微的字母差
异，背后却链接着价值数百万元的商标侵权
纠纷。
　　案发后，公安机关很快锁定犯罪嫌疑
人。至2022年9月21日，B公司董事长甲某、国
际销售部经理乙某及员工丙某3名犯罪嫌疑
人先后被抓获归案。
　　“我们是按境外客户要求生产的产品。”
面对指控，甲某竭力辩解。“WN”与“W”究
竟是相同商标还是相似商标？B公司生产
行为属于恶意假冒还是涉外定牌加工？这
些法律争议成为横亘在办案检察官面前的
“拦路虎”。
　　“办理知识产权案件，要善于从纷繁复
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透
过现象看本质，抓住案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梅县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罗
钰莹告诉记者，梅县区检察院迅速启动侦查
监督与协作机制，主动引导公安机关开展
侦查。
　　办案团队抽丝剥茧，从海量聊天记录中
捕捉交易细节，在员工证词里寻找关键线
索，最终锁定B公司安排设计假冒商标CAD
图的证据链，成功揭开恶意侵权的真相。
　　逮捕令下达后，检察官在审查案卷时发
现了案件的另一面：B公司作为当地安置就
业大户，为100多名员工提供了工作，且大部
分业务合法合规。为全面了解企业实际情
况，检察官远赴1800公里外的石家庄，深入
公司车间厂房开展亲历性调查。
　　“公司犯错不能让全体员工一起遭殃，
很多家庭指着这份工资维持生活。”一名员
工的话触动了检察官的心弦。
　　秉持司法为民理念，梅县区检察院一直
为实现最好的社会效果而努力。承办检察官
既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打击侵权行为；
又充分考量企业实际情况，注重对创新主体

的保护，促进科技创新。
　　结合走访情况，检察机关启动知识产权
纠纷检调对接机制。检察官化身“调解人”，
穿梭于当事双方之间。一方面向侵权方释明
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引导受害方理性维权。
　　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后，2022年11月，B公
司赔偿A公司200万元且公开致歉，取得了A
公司的谅解，既为受害企业挽回了经济损
失，又帮助侵权企业保留了“造血”能力，实
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察官办案
团队反复梳理在案材料、全景还原犯罪过程
后，敏锐地发现，B公司假冒注册商标的犯
罪行为属于单位意志，应当认定为单位
犯罪。
　　2024年9月，梅县区检察院依法对B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检察
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判处B公司罚金30
万元，分别对主要负责人甲某、乙某判处有
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被告均服判未上诉。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考虑到普通员工丙某
在犯罪中所起作用轻微，检察机关依法作出
不起诉决定。
　　“随着司法保护协作机制的不断完善，
检察蓝正成为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亮眼
底色，为中外企业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梅县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南京4月23日电 记者丁国锋 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举行服务保障新质
生产力发展十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新闻发
布会，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
　　过去一年，江苏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32097件，新收一审技术类纠纷3555件，
其中专利权属及侵权纠纷1786件。新收一审
涉互联网平台知识产权纠纷8941件，涉及不
同类型互联网平台，以及游戏代练、竞价排
名、“数据搬家”、网络测评“有踩有捧”等多
种新型侵权行为的认定。

　　据江苏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汤茂
仁介绍，江苏高院与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出台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规范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与产权归属行为，推动数
据流转、使用产业化。与省人民检察院、南京
理工大学共建“数智化知识产权创新实验
室”，共同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前沿技术在现
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应用。此外，分别在南京、
苏州、无锡设立数据资源法庭。审结“数据搬
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有力保护电商平
台基础数据资源权益和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4月23日讯 记者徐伟伦 记者
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4年北京法院系统审结各类知识
产权案件67075件，其中涉关键核心技术、重点
领域、新兴产业的专利案件3514件，专利一审
案件审判效率位居世界前列，服务首都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北京法院用足用
好惩罚性赔偿制度，去年适用该制度的案件
量同比增长76.9%，判赔数额最高达7056万元，
显著提高了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
　　据北京高院副院长任雪峰介绍，2024年
北京法院依法审理了一批疑难复杂、新类型
及社会广泛关注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全国首
例涉及确认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效力的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首次阐明数据知识产
权登记证书对权益主体和来源合法性的初

步证据效力，为我国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实践
提供了有力司法支撑。
　　围绕服务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建设，发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加快建
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提供司法保障
2024年相关任务分解》，在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设立数据权益巡回审判庭，实现北京科
技创新主平台巡回审判全覆盖。此外，北京
法院不断加大行政司法协同保护力度，与国
家知识产权局完善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商标
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一审收案月均下降
12.5%；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总队构建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协同衔接机制，及时将案件审理中发
现的侵权违法线索向相关部门移送查处，增
强市场竞争活力。

　　本报石家庄4月23日电 记者李雯 记
者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4年，河北法院始终坚持
执法办案第一要务，不断统一裁判标准，持
续提高审判质效，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
识产权案件。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
15216件，审结15249件，同比分别上升13.28%
和16.94%。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
件14712件，审结14974件，调撤率高达82.37%，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取得较好成效。
　　据介绍，2024年，河北法院立足全省知
识产权审判实际，着力破解知识产权审判难
题，积极探索审判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知识

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不断加强
对关键领域创新成果、知名商标、传统品牌、
老字号的司法保护，落实加大侵权赔偿举
措，有效发挥惩罚性赔偿威慑力。进一步强
化著作权保护，严厉打击盗版、抄袭等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增
强市场竞争活力。持续推进简单知识产权案
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从立案、送达、庭审、
裁判文书制作等各个环节进行优化，大幅缩
短简单知识产权纠纷耗时。不断完善工作机
制，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持续提升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能力和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整体效能。

　　本报天津4月23日电 记者范瑞恒 记
者今天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天津各
级法院2024年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737
件，同比下降39.7%。
　　案件数量下降的背后，是天津法院实质
性化解知识产权纠纷力度的显著提升。近年
来，天津法院着力加强批量诉讼审理工作，通
过精细化审理、打造示范性判决带动类案批
量化解，新收案件数量实现连续三年下降。
　　在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天津法院
充分发挥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集中审理优
势，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的
全链条全周期司法保护，妥善审理涉智能科

技、生物医药、现代化工等新兴产业领域案件
253件，依法支持科技创新市场化应用，强化科
研人员利益保护，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市场环境。出台《关于为天开高教科创园
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的措施》《关
于为天津市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
务和保障的措施》，不断强化创新保护导向。
　　同时，天津法院修订并正式施行《技术
调查官管理办法》《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
动工作规则》《技术类案件咨询费用管理办
法》，不断增强保护效果；加强京津冀地区的
司法协作以及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协同
衔接，凝聚保护合力。

　　本报讯 记者韩宇 通讯员由好 王
璐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召开
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
会，通报2022年至2024年大连中院知识产权
审判工作总体情况、主要特点、创新举措，
并发布9个典型案例。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大连中
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051件，其中，著作权
纠纷最多，商标权纠纷次之，案件呈现非技
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商业维权占比高、技术类
知识产权案件审理难度持续加大、新类型网
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不断涌现等特点。大连
中院以司法服务保障创新理念为引领，聚焦
“三合一”审判实质化运行，持续优化审判机
制，简案占比提升至60.28%，调撤率从2022
年的47.74%稳步攀升至2024年的73.48%，实
现跨越式增长，审判质效位居全省前列。
　　据介绍，2022年至2024年，大连法院共
受理知识产权执行案件641件，收案态势呈
波动增长态势，纠纷类型集中化、批量化趋
势明显，案件执行质效稳中向好，执行效率
与创新并进，知识产权执行案件申请执行
标的额总体增势明显，执行标的额呈现小
额化趋势；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和
执行方式多样，商标权侵权纠纷、著作权侵
权纠纷占六成以上。

关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讯 记者张昊 4月2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耀公司）、
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皇家KPN公司（以下简称KPN公
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据悉，本案是最高法知识产权法
庭今年“4·26”知识产权宣传周公开开庭活动之一。
　　该案涉及KPN公司享有的专利号为201080013541.8、名称为“在网
络中管理关联的会话”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由最高法知识
产权法庭副庭长周翔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魏磊、刘炫孜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
　　2023年6月26日，荣耀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本专利权全
部无效。2024年1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566356号无效宣告请求
审查决定（即本案被诉决定），在KPN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提交的修改
后的权利要求1-12的基础上维持本专利权有效。荣耀公司不服该决定，
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荣耀
公司的诉讼请求。荣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法提出上诉，请求撤
销一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专利技术方案涉及独立信令会话、多媒体会话关联管理等高度
专业化内容，相关技术细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专利文件表述晦涩，
部分术语的具体含义、对比文件是否公开相应技术特征等问题尚存
理解分歧。合议庭成员庭前反复研读专利文件、对比文件，针对案件
核心争议组织两次深入的庭前合议。
　　庭审中，合议庭围绕三个核心争议焦点展开调查。权利要求1中
“合成会话”的表述是否清楚，本专利是否具有新颖性，是否具备创造
性。围绕这些争议焦点，合议庭深入细致询问，具体涉及对“合成会
话”的理解、对比文件是否公开相关技术方案等诸多问题。
　　此次庭审中，法庭采用多媒体演示等方式，将“合成会话”“独立
信令会话”等专业术语转化为直观可视的技术逻辑，既保障了当事人
的诉讼权利，也提升了司法透明度。庭审持续近四个小时。
　　据了解，作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构，最高法知产法
庭始终以统一裁判尺度、强化创新保护为使命，通过公开审理此类专业
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既展现了司法审判对前沿技术的精准把
握，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了解、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生动实践。
　　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高校知识产权专业研究生
等现场旁听了庭审。

最高检发布《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

以检察综合履职全面支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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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院去年审结知识产权案件67075件

天津法院去年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同比下降39.7%

河北法院持续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

江苏高院发布服务新质生产力知产典型案例

大连中院三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051件

  4月23日，山东省枣庄市政法机关联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举办知识产权主题宣传活动，增强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图为法官向
群众普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法律知识。 

       本报通讯员 吉喆 摄  

广东梅县检察加强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高质效办案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