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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撑起专利保护伞
本报记者 韩 霁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魅力四射。球迷们约上三

五好友，边看球边开怀畅饮，大杯小酌，指点球

场。每一场名为看球的聚会，或多或少都会演变成

酒精的战场。于是乎，看球与喝酒仿佛成了世界杯

衍生的一对孪生兄弟。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字显示，世界杯开赛

11 天，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查处酒后驾驶 1.1 万

起，醉酒驾驶 870 起，刑事拘留 400 余人。而每

一个被查到的酒驾司机都无尽悔恨，而解释也同

样是看世界杯球赛。要知道，酒驾背后隐藏的交

通事故，是那些受害家庭的血泪。对照 2010 年

南非世界杯期间的数据看，全国酒后驾驶造成交

通事故 225 起，死亡 91 人、受伤 247 人。可谓触

目惊心。

对酒驾的球迷来说，过度狂欢总是要付出沉重

的代价的。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大家平时都懂

的道理，却在世界杯的借口下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唯有逝去的人用血淋淋的生命在痛诉，为什么酒驾

之痛总伴着世界杯之乐。

其实，亲朋好友聚会喝酒看球，本无可厚非。

但前提是，不能酒后驾驶，至少要保证司机没有饮

酒。其实，即便是酒后出行，还可以选择代驾。尽

管代驾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但与酒驾的高代价相

比，孰轻孰重不言而喻。酒后出行的办法很多，给

自己的亲人、伴侣、好朋友打个电话求助，让亲朋

来接，或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如今，现代化的交

通出行工具可供选择的方式很多，公交、地铁、出

租车都很方便。

还是那句话，为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切

记“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警示。要自觉做

到不抱侥幸心理，抵制酒驾和疲劳驾驶，快乐看

球、守法驾驶。

酒驾，别拿

世界杯当借口
席 悦

取证难、耗时长、成本高，是专利
维权路上的“三道关”。专门从事专利代
理的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孙纪泉说，“专利侵权与商标和版权侵权
不同，判定侵权的专业性非常强。例如
要判断芯片集成电路这样的产品是否侵
权，我们要委托其他的机构，把电路图
画出来，再根据专利文件比较，这是很
复杂的过程”。

维权难首先是取证难。广东华帝燃
具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较
为突出，但华帝燃具的技术中心总监
易洪斌却一直为企业遭遇侵权难于取
证而头痛。他说，“专利侵权行为一般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侵权单位大都是
流动性的空壳公司，而且部分侵权行
为发生在网络上，这给取证工作带来
了很大难度”。

“如果侵权产品是核心部件，不在市
场上销售，而是直接销售到工厂的，就
很难取证；如果遇到侵权方的产品只是
用于外销的，那么取证就更难了。”浙江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
宁薇持同样观点。

维权周期长，也是难以逾越的维权
障碍。虽然取证难，但还是有不少企业
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权。可是，权利人
往往发现，司法保护也并不容易。在专

利侵权诉讼中，一般情况下被告方都会
提起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在此情况
下，法院可能中止诉讼程序，等待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专利是
否有效的决定后，再继续进行专利侵权
诉讼程序。而专利侵权诉讼的最终结果
确定，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可能需
要两三年的时间。官司即便胜诉了，等
专利侵权诉讼最终裁决下来，相关的产
品可能已经不再受市场欢迎，“赢了官
司、输了市场”对于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的企业来说很常见。

面对这样的专利维权效果，不少企业
都感到“伤不起”，因此有的企业、尤其
是实力不强的企业，面对侵权选择放弃维
权。根据统计，我国有 30%的专利权人
遭受过专利侵权，其中仅有 10%的人选
择维权，其他 90%的专利权人则选择放
弃。这样的结果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
积极性。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知识产权保护
的“双轨制”，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
政保护并行的途径。知识产权民事诉讼
是权利人采取的主要维权手段，其采取
的是被动保护原则；行政保护具有行政
管理机关主动出击、权利人维权方便快
捷的优势，维权成本相对较低、效率较
高，受到专利权人重视。

“当我们企业在市场上发现被侵权的
问题时，难以取证，就及时向专利行政
管理部门提出调处请求。经过行政调
处，对方企业停止了专利侵权，挽回了
直接经济损失 100 多万元。”曾经有过被
侵权遭遇的辽宁恒星泵业有限公司，采
取了行政执法的途径，看重的就是其快
速解决问题的优势。

曾因“中国专利侵权赔偿第一案”
获巨额赔偿的正泰集团积累了丰富的维
权经验，公司副总裁徐志武认为，与司
法保护途径相比，专利行政执法具有处
理纠纷时间快、固定证据迅速、权利人

付出成本小等优点，所以企业一般都喜
欢 通 过 行 政 执 法 手 段 来 达 到 维 权 的
目的。

“专利行政执法人员大多专业素质较
强，这也是行政部门执法的一大优势。”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李
红艳认为。

最近的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
调查报告》 显示，当权利人面对专利
侵 权 行 为 时 ， 选 择 行 政 途 径 的 占 到
43.4%，协商解决的占 39.50%，司法途
径占到 13.6%；另一组数据则呈现出知
识 产 权 行 政 执 法 逐 年 加 强 的 趋 势 ：
2013 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执法的办案
总 量 达 到 了 16227 件 ， 同 比 增 长 了

79.8%。
中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执行副院

长何炼红分析认为，专利保护的需求因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地域差异。“东
部地区主要选择司法途径保护知识产
权；中部地区对行政保护的依赖性比较
强；西部整体保护需求都比不上东部和
中部。”

除了区域差异，企业的创新能力不
同，对专利保护的需求也不一样。何炼
红指出，那些创新能力强、经济实力强
的企业，大多有能力选择司法保护。但
是，对中小型企业来说，由于人才不
足、资金有限，更需要通过行政执法来
维护权益。

实践中，专利行政执法手段相对有
限，执法力量相对较弱，大大制约了行
政执法效力的发挥。“由于没有对侵权单
位采取措施、没收侵权产品、罚款、销
毁相关产品等配套强制措施，停止侵权
的禁令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执法机关难
以操作，使行政执法成了‘搞活动’。”
何炼红指出，“在实践过程中行政主管机
关没有调查取证权，没有查处权，执法
力度很弱。”

企业、专家、执法部门、中介机构
纷纷建议，国家应从立法层面，赋予专
利行政执法部门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加
强专利行政执法资源的配置，加强基层

专利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立跨部门跨
地区的专利联合行政执法机构。

有专家建议，专利行政执法机关对
专利纠纷的损害赔偿并没有直接的裁定
权，但是可以对专利纠纷的损害赔偿数
额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协议能够通过司
法确认，就可以获得司法意义上的强制
执行力。

温州的亚龙公司近年来维权成功的
案例大多是得到了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的
支持。“但我们在其他地区的专利维权则
比较困难，应当从国家层面上组织各省
市知识产权部门联合执法，采取行之有
效的措施消除侵权现象。”董事长陈继

权说。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行政执法更

加“给力”。奇瑞汽车董事会秘书、法务
部部长徐晖建议，应从立法层面加强专
利行政执法部门对企业出口环节的专利
保护，适度增加相关职能，如下达临时
限令等，以有效支撑企业“走出去”
战略。

针 对 重 复 性 、 群 体 性 恶 性 侵 权 行
为，专家建议应加大侵权惩处力度，建
立专利诚信档案，完善专利信用公示
制度。

此外，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主任音
邦定则深感基层专利管理工作部门的机
构性质有待明确，法定职权有待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
建顺认为，应从法规上进一步明确行政
管理部门的职责，使行政机关充分发挥
作用，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的有机
衔接和良性互动。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在 6月 27
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授权“两高”

《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
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这一授权，首次
开创了在司法领域进行“试验性立法”的
先河。

根据决定，将在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沈阳、大连、南京、杭州、福州、
厦门、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
广州、深圳、西安等共 18 个地区试行刑
事案件速裁程序，试行期 2年。

“进一步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是当前司法实践的迫切需
要，也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期
盼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
示，建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有利于及时惩
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解决司法实
践中案多人少的矛盾；有利于贯彻宽严相
济、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教育矫
治犯罪人。“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
裁程序试点工作，可以为进一步完善刑事
诉讼法积累实践经验。”周强说。

根据决定，试点案件限于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对适用法律

没有争议的盗窃、危险驾驶等依法可能判
处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
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主要是简化细化相
关诉讼程序。根据决定，在简化庭审程序
方面，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拟对开庭通
知时间不作限制，法官当庭确认被告人自
愿认罪、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同意适用
速裁程序的，可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
论，并适当缩短办案期限，但必须听取被
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在增加不公开审理情形方面，适用速
裁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要充分尊重、保

护被告人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同时，对
于被告人以名誉保护、信息安全等正当理
由申请不公开审理，公诉机关、辩护人员
没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可以
不公开审理；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合法权益方面，拟在法院、看守所建立法
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申请提供法律帮助的，应当为其指派法
律援助值班律师，保证认罪的自愿性，确
保其充分了解适用速裁程序的法律后果。
适用速裁程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
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

司法界首创“试验性立法”

“两高”被授权试行速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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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给力”执法效果

行政执法快捷实用

不可忽视专利维权不可忽视专利维权

6 月 19 日，云南临沧边防支队勐董边防派出所

民警深入驻地村寨、学校开展“珍惜美好青春、远离

合成毒品、拒绝毒品、健康人生”为主题的禁毒宣

传。图为民警向群众讲解禁毒知识。

（陈志勇 金 凤摄）

说起国外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大家也许不熟悉，但是说到令我国企
业苦不堪言的美国“337”调查，应该
不会陌生，而“337”调查正是美国频
频使用的行政执法手段。事实上，行
政执法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灵活的
专利保护手段，在各个国家都受到重
视，主要发达国家在加强专利司法保
护的同时，更是不断加强行政保护，
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有些经验非常值
得借鉴。

这些国家十分注重强化专利行政部
门的职能。日本设立了特许厅执法事务
局、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委员会，通过行
政手段介入知识产权保护之中；美国则
通过商标专利局对包括专利在内的专利
纠纷进行行政处理，国际贸易委员会则
通过《美国关税法》第337条的规定行
使管辖权。

加强专利行政执法部门的协调与协
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经验。英国通过制
定打击英国国内知识产权犯罪战略计
划，将商标持有人、警察局、贸易标准
部、海关及国家税务局等政府部门联合
起来抵制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

充实专利行政执法力量，强化执
法力度。日本将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
才作为知识产权战略的四大支柱之
一；美国专利商标局国际部下设执法
维权处，其职能是在世界范围内维护
美国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韩
国专利厅注重加强对警察、海关、地
方政府、知识产权局等行政执法人员
培训提高他们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知
识和技能。

行业协会在保护权利人利益方面也
发挥了独到作用。美国商会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强化专利权保护，与美国海关边
防局合作，以更加准确、快速地锁定涉
嫌侵权货物，在某些侵权案件中，自己
雇佣调查人员协助执法、提交资料、提
出建议等；在欧盟，行业组织或者权利
人对侵犯专利权性质的确认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种确认，案件会因缺乏关键
证据而被撤销。

全国公安边防部队

边检勤务改革创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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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改革方向, 在进一步突出司法

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同时,行政执法作为专利保护的有效手段同样应该加强

行政执法

在国外

他 山 之 石

本报讯 全国公安边防部队边检勤务改革创
新现场交流会近日召开。据了解，2013 年以来，
全国现役制边检机关坚持创新勤务组织模式，加
强信息化专业化建设，努力破解警力不足困局，
边检勤务改革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去年以来，全国 227 个现役边检站把信息化
作为勤务改革创新的重要手段，坚持向科技要警
力，部署研发“边检勤务综合指挥系统”，启用电
子证件数字安全服务器，先后投入近 1.1 亿元，
为基层执勤一线，配备了智能验证台、文检仪、
生命探测仪、涉爆 （毒） 物品检测仪、车体检查
系统等先进查验设备，解放了警力，提高了效
率。各边检站还把岗位技能练兵作为推动边检专
业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加强教育培训，强化业务
练兵。截至目前，共有 14 个边检站获得物证文检
鉴 定 机 构 资 质 ， 90 名 同 志 获 得 文 件 检 验 鉴 定
资格。

据统计，2013 年以来，全国现役边检站共检
查出入境人员 1.2 亿人次、交通运输工具 1200 余
万辆 （艘、架、列） 次；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
5000 余人次，涉枪涉爆案件 25 起 25 人，缴获毒
品 51.74 千 克 。 先 后 圆 满 完 成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年
会、中国—东盟博览会、APEC 框架内系列会议
等重大活动边防检查任务。

（马坤鹏 刘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