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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白酒类商标侵权案件占65%

■ 记者 贾华

保护创新 激励创新
——省高院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实录

■ 记者 龙立琼

涉商标类案件占比66.4%

《白皮书》显示，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播州区人民法院共受
理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557 件，审结
337 件。从案件占比情况看，知识产权案
件占民一庭案件 33.7%，占民事案件 5%，
占全院案件 3%。从知识产权案件在全院
14 个民事审判团队中的收结案情况看，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收案量位列第 6，相当
于中大型法庭规模；从全省一般知识产
权民事案件的情况看，播州区人民法院
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量位列全省 9 家
对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基层法院
之首。

从案由分布来看，涉著作权类案件132
件，占比 23.8%；技术合同案件 14 件，占比
2.5%；涉商标类案件370件，占比66.4%，其
中商标侵权案件366件，占比66.1%；不正当
竞争案件36件，占比6.5%；专利权转让合同
案件1件，占比0.17%。其中，著作权侵权案
件中，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97件，占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总数的 17.54%，占涉著作
权类案件的73.48%。

这种多发、批量的著作权侵权维权现
象的发生，体现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诸如
互联网点播行为等新的侵权行为对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提出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在商
标侵权案件中，涉白酒类商标侵权案件约
240 件，约占比 65%，充分体现了遵义作为
中国酱香白酒酿造核心产区的地域特点；
在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仿冒企业名称的案
件 26 件，占比 72%，凸显了个体经营、小商
品经营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不合规、规
范意识不强、尊重知识产权意识有待提高
等问题。

从结案方式来看，审结的 337 件案件
中，以判决方式结案133件，占比39%；以调

解方式结案 57 件，占比 17%；以撤诉方式
（含按撤诉处理）结案145件，占比43%。

案件审理呈现5大特点

经播州区人民法院综合分析，总体来
看，播州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
理呈现以下五大特点：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体量大、类型全，已
形成较大且稳定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规
模。无论是从全省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情况来看，还是从知识产权案件在该院民
商事案件的占比情况来看，播州区人民法
院的知识产权案件都已形成较大且稳定的
规模。另外，播州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
产权民事案件案由类型齐全，几乎囊括了
所有的知识产权二级案由和大部分三级案
由。在案件业态上，既有传统的知识产权
民事案件，如著作权侵权中的侵害发行权、
复制权、署名权等案件，商标权侵权案件中
的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仿冒
企业名称、侵害商业秘密等案件。同时，也
有新类型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计
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等案件。

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具有突出
的地域特点。播州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案件管辖的赤水河流域是中国酱香白酒
核心产区，该产区的酱香白酒产能占到全
国的 80%以上。基于繁荣的酱香白酒生
产、交易、物流等上下游产业，涉及白酒类
知识产权案件在播州区人民法院受理的
知识产权案件中占比达 65%。从案件发
生的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赤水河流域的
仁怀市、习水县两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
征。另外，遵义还是中国重要的茶叶产
区，遵义东部的湄潭县是“贵州茶叶第一
县”，凤冈县素有“东有龙井，西有凤冈”的
美誉，因此涉及茶叶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发

生在湄潭、凤冈两地。最后，遵义还是著
名的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特
别是红军长征时期著名的“四渡赤水”战
役，为遵义、仁怀、习水等地遗留大量的红
色遗迹，涉及红色资源方面的知识产权案
件均发生在上述地域。

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随着网络信息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行为人的侵权行为
也逐渐与新型网络媒介相结合，具有更高
的隐蔽性和对法律规范的逃逸性。如播州
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北京紫精灵影视公司起
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系列案中，经
营酒店的市场主体在其酒店内提供投影
仪、电视机等观影设备供入住客人在互联
网上点播影视作品的行为即对法院认定其
构成“传播”构成了新的挑战。市场经济的
高度发展促使部分民事主体一般人格权有
逐渐商品化的趋势。在播州区人民法院受
理的案件中，出现了如何评价在公司的商
业秘密形成过程中，侵权人（员工）“人设
IP”起到重要作用的，应当如何认定其侵权
损害赔偿的问题。这些新类型的案件在证
据认定、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对知
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审判能力现代化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电子证据的适用程度高。近年来，随
着电子取证方式的出现，诸如时间戳、区块
链等取证方式越来越普遍地应用在知识产

权案件中。由于微信记录、网络购物信息
等具有不易保存、容易篡改和在庭审中缺
乏物质呈现介质的特点，对于该类证据当
事人越来越多地采用公证等形式予以保
全。新类型的取证方式对于法院审理知识
产权案件过程中对证据认定提出了新要求
和更多的挑战。

知识产权案件的纠纷实质化解初显成
效。播州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诉源治理机
制作用，对知识产权案件实现了诉调对接
和繁简分流，大幅提升知识产权案件调撤
率。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比较充分、法律
适用比较简单的商标侵权案，调撤率高达
60%。充分发挥诉前调解机制，委托调解知
识产权案件约300件。

行政审判以判决结案

据统计，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
20 日，播州区人民法院共受理并审结知识
产权行政案件4件，均以判决结案。

从案由分布情况来看，4件知识产权行
政案件均涉及白酒类商标侵权行政处罚。

播州区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的审理
中，一方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大对
商标侵权行政违法的惩戒力度；另一方面，
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有
力支持行政机关合法行政。

参观部分涉案物资。

本报讯（记者 贾华）近日，遵义市播州
区人民法院召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闻
发布会，发布《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
书》），介绍了播州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现状和典型案例。

播州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友
军介绍了《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新闻发布
会由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麻伟主持，该院
审委会专职委员、民一庭庭长刘正艳介绍
了典型案例。

据悉，2022 年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
案件管辖若干规定》，指定遵义市播州区
人民法院自 2022 年 5 月 1 日开始，集中管
辖遵义市标的额低于 100 万元的一般知
识产权案件。播州区人民法院是遵义市
基层法院中唯一一家管辖一般知识产权
案件的法院。

《白皮书》指出，从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止，播州区人民法
院共受理一般知识产权案件 557 件，其

中民事案件 553 件，行政案件 4 件，位居
全省 9 家对一般知识产权有集中管辖权
的基层法院之首。播州区人民法院受
理 的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呈 现 体 量 大 、类 型
全、案件业态丰富的基本特点。

《白皮书》从司法统计学的角度，详
细、系统地对播州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基本态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播州区
人民法院的经验做法，客观分析了播州区
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知识产权案件存在的
问题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提出了知识产

权审判的新目标、新构想。
播州区人民法院适时发布《白皮书》，

彰显了播州区人民法院党组积极主动服
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鲜明政治品格和
严厉打击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行为、切实保
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健康有序市场
秩序的能动司法态度。在下一步工作中，
播州区人民法院将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播州区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

在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近日召开的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知识产权案件的审
理情况呈现出五大特点。其中，在商标侵权案件中，涉白酒
类商标侵权案件约240件，约占比65%，充分体现了遵义作为
中国酱香白酒酿造核心产区的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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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省高院与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合签署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
行政执法有效衔接框架协议”，接下来
如何推进这项工作的落实？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总监
熊欢咏：省高院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签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
有效衔接框架协议”，是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
举措，是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年）》《“十四五”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国务院关于支
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
的意见（国发〔2022〕2号）》等知识产权
保护文件精神的具体落实，是构建知识
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
工作格局的重要抓手，对保护创新、激
励创新，推动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今后工作，我们将在四个方
面下功夫，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建立定期会商机制。通报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行政执法工作情况，针对
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普遍性、疑难
性、新类型问题，共商对策，凝聚共识，
形成全力。

强化信息共享。对各自知识产
权保护中的相关信息，及时沟通，互
通信息。建立重大信息快速通报机
制，对知识产权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及时进行信息共享，加强发展
态势研判。

协同开展专项活动。对全省统一
部署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各司其职、共同发
力，形成打击合力。

构建多元解纷模式。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择优推荐知识产权调解组织和
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资
源共享，促进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开展。
同时，加大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完
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全面
贯彻落实《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行政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积极开展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推
动行政调解工作顺利实施。

记者：去年贵州法院受理知识产
权案件4684件，共审结4033件，请谈谈
去年知识产权案件具体审理情况以及
具有哪些特点？

省高院副院长刘力：2022年，全省
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4684 件，共
审结 4033 件，同比分别下降了 18.18%
和 29.53%。其中一审案件受理 4036
件 ，审结 3409 件 ，同比分别下降了
24.29%和 36.03%；二审案件受理 648
件 ，审 结 624 件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了
64.47%和58.38%。

在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民事
案件4563件，同比下降了17.78%，其中
一审3940件，二审623件，同比分别下
降了24.06%和增长了72.1%；刑事案件
共 115 件，同比下降了 33.14%，其中一

审 94 件，二审 21 件，同比分别降了
33.3%和32.26%；行政案件6件，其中一
审2件，二审4件。

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2022年全
省法院受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数从
2021 年的 5725 件，下降至 2022 年的
4684件，下降18.18%，这既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随着国家各层面不断加大对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各类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得到有效阻遏，也
充分说明全省法院在各级党委领导下
推动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促进
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取得了
显著成效。

案件类型较为集中。2022年全省
法院一审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主
要集中在侵害商标权纠纷和侵害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两类案件占一
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63.68%。刑事
案件类型更为集中，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占全部

一审刑事案件的 94.68%，其中又以白
酒商标侵权为主，侵犯茅台酒商标的
案件最为突出。

案件审判质效持续向好。2022年
全省法院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法定审限
内的结案率达86.08%，一审服判息诉率
达到91.84%，审判质效持续保持良好态
势。我省法院推荐的某商业诋毁纠纷
案获2021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
权案例，审理的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获
评第四届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

记者：2022年，贵州法院在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省高院民三庭庭长杨方程：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事关民生安全、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大局，对于维护社会公平
竞争、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2022 年，贵州法院主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聚焦群
众反映强烈的侵权假冒问题，严格依
法审理涉疫药品、防护用品、白酒等重
点领域，以及农村、城乡接合部等重点
区域侵权假冒违法犯罪案件，进一步
规范市场秩序，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
我省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强化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加
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市场监
管部门等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的
沟通交流，健全工作机制，搭建沟通平
台，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信息共享，推
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形成司法
打击与行政监管的工作合力。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充分利用官
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平台，
及时曝光打击侵权假冒典型案例，积
极开展“以案释法”，大力宣传打击侵
权假冒案件工作成效，引导各类市场
主体尊重创新、公平竞争、诚信经营。

本报讯（通讯员 周尧）近日，贵阳市开阳县人民法院花
梨法庭凝聚“乡庭所”合力，组织20余名人民调解员到田间地
头“集中充电”，成功调解南龙乡土香村一起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纠纷案，通过现场调解案件，对20余名人民调解员进行
现场培训，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能力和基层调解水
平。

案件成功调解后，花梨法庭庭长周昌华以此次调解为
点，给人民调解员们分享了如何有效调处矛盾纠纷的6个建
议：摸清情况，了解矛盾的起因和双方的焦点；主动调查，掌
握第一手资料和真实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倾听陈述，耐心
听取矛盾双方的述说，而当双方各执一词时，要认真仔细听
取双方每一句话的含义，加以鉴别；认真分析，分析矛盾存
在的问题所在和解决的办法，适用法律法规的可行度；协商
调处，根据矛盾纠纷的具体情况，运用灵活的矛盾处理办
法，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单独协商，求同存异，达成一致的
处理意见；调解过后提议双方当事人积极到法院进行司法
确认，日后再起争端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减少程序上的麻
烦。

近年来，开阳县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努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基
层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持续推进诉源治理、执源治理，促进
矛盾纠纷由“化讼止争”向“无讼无争”转变，推动自治、法
治、德治、数治“四治融合”。该院按照“支部建在庭上，影
响带动村上”的理念，法庭支部与村级党组织成立联动支
部，联合农村党员、民调干部、驻村律师等社会资源，了解
收集分包村群众各类司法需求，通过巡回办案、庭外调解
等方式，因案制宜，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动协同
治理。坚持乡、庭、所联动，畅通基层法庭与各乡镇(街道)、
司法所、派出沟通联系机制，不定期对辖区民事纠纷类型、
潜在群体性纠纷进行汇总研判，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稳
控，降低万人成讼率，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开阳法院着力提高

人民调解员业务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罗敏）为全力打造“执行+公证”执行模
式，着力执行前端源头防控，依法及时高效兑付当事人胜诉
权益，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于日前举行公证司法辅助中
心挂牌签约仪式。

据悉，按照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安顺市求实公证
处司法辅助工作合作协议，设立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
证司法辅助中心，安顺市求实公证处派驻人员参与执行，
开展执行前和解、调查、送达相关工作，提升生效法律文书
自动履行率；协助人民法院搜集核实执行线索、查控执行
标的，出具法律意见书，辅助执行工作高效运行；执行过程
中协助清点和管理查封、扣押财物；协助矛盾纠纷化解、矛
盾风险排查，积极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避免群体性
或信访事件发生。

近五年来，西秀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受理数量爆炸
式增长，收案数占该院收案总数 40%以上、占安顺市执
行案件总数 40%以上，2022 年法官人均收案超 1000 件，
人案矛盾愈发突出，影响该院执行工作质效提升。为缓
解这一问题，西秀区人民法院 2023 年积极探索“执源治
理”执行机制，用 3 个月时间试点“执行+公证”模式。安
顺市求实公证处入驻法院以来，协助法院调解处理办结
案件 59 件、执行完毕 47 件，执行到位 63 万元，做到件件
有交代、件件有落实。

“执行+公证”模式是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执行机制
的有益尝试，可以进一步缓解人案矛盾，平衡执行高效化
和规范化要求，实现诉源治理和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
执行难长效机制建设的衔接。下一步，西秀区人民法院
将持续推进“执行+公证”的模式走深走实，多措并举，综
合运用各种制度、机制、手段，鼓励或促成部分案件执行
前和解、自动履行、当事人自愿自行处置财产，实现执行
前端源头防控、实质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案件增量，助推
诚信社会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西秀区法院公证司法

辅 助 中 心 挂 牌

日前，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2年贵州
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在发布会上，省高院与贵
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执
法有效衔接框架协议》，并共同回答记者现场提问。以
下为现场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