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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6_B3_95_EF_c36_170272.htm 最高人民法院15日发

布《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

司法保障的意见》。意见提出，要依法严惩知识产权犯罪，

通过采取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销毁侵权产品、责

令赔偿损失等措施，从经济上剥夺侵权人的再犯罪能力和条

件。 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职能作

用，依法运用各种刑事制裁措施，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知识

产权犯罪的功能。对假冒、盗版等涉及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

，进一步完善和统一定罪量刑标准，规范缓刑适用，根据犯

罪情况和危害后果，依法从严惩处；在依法适用主刑的同时

，加大罚金刑的适用与执行力度；注意通过采取追缴违法所

得、收缴犯罪工具、销毁侵权产品、责令赔偿损失等措施，

从经济上剥夺侵权人的再犯罪能力和条件；切实保障被害人

的刑事自诉权利；在民事、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涉嫌刑

事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类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判的基本定位，

意见提出，依法审理专利等技术性知识产权案件，合理适度

保护创新成果，加大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突破性带动作用、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的保护力度；依法审理商标

等标识性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格规范市场竞

争秩序；依法审理作品等表达性知识产权案件，促进版权相

关产业健康发展；依法审理网络和新技术等知识产权纠纷，

促进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依法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平



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积极保护传统知识、遗传资

源和民间文艺，保护持有者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权益。 最

高人民法院负责人表示，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

激励创新，也会限制自由竞争。意见不是只强调对权利人的

保护，而是要求在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必须准

确界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权利界限，禁止知识产

权权利滥用。 此外，在司法为民方面，意见要求，要加大知

识产权案件调解力度，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

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

高度重视在诉前临时措施案件中的调解。要增进当事人参与

诉讼的能力，编制知识产权诉讼指南，坚持公开审判制度，

全面实行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实施诉讼风险提示制度

，探索当事人举证指导制度。要试行调查令制度，对于属于

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当事人无法自行取得的证据和当事人确

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探索由法院授权

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进行调查取证。要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

经济确有困难的知识分子和特困、濒临破产企业，减免诉讼

费。要强化审限意识和效率意识，严格审查决定中止诉讼，

避免造成当事人的诉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