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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审判研究》

前言

　　2003年7月，我从大学到法院工作，先后担任广州中院和西安中院副院长，分管知识产权审判等工
作。开庭审理案件，参加合议庭、审判长联席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签阅裁判文书，参加法院系
统和学术界的研讨会等大致构成我工作的主要内容。将自己5年法官经历中的部分体悟加以梳理总结
，终成本书。基于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律专业背景和担任法院副院长职务的缘故，本书选择了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中的两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一是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思考，这是一个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观层面的问题。作为司法者，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是对现行法律的尊重和善
意的理解解释，而不能总是批评抱怨、指责非议，但这也不意味着应对法律制度包括审判制度的发展
趋势和内容修正视而不见，停止思考和探究的努力。事实令人鼓舞，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试点在全
国部分法院中已经逐步展开，并出现“广东模式”、“浦东模式”、“西安模式”和“武汉模式”等
一些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体现了法官们充分认识到了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需要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客观形势，以及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的“发挥司法保护知
识产权的芏导作用”，“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简化救济程序。研究设置统一
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工作，针对知
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等特点，建立和完善司法鉴定、专家证人、技术调查等诉讼制度，完善知识产权
诉前临时措施制度”等要求不谋而合。由于这些因地制宜的探索确实具有良好的初衷和制度创新的价
值，都被最高人民法院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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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审判研究》

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审判研究》由总论和分论两部分组成，总论阐述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创新的基本理论
及实践路径，分论研究了知识产权部门法法律适用的难点问题。作者扎实的法学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司
法实践经验，使《知识产权审判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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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海龙，男，1967年10月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法学教授。现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专职
审判委员会委员，曾任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挂职）、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知识产权法和现代司法，发表学术论著110余篇部，2005年
至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从事知识产权研究工作，2008年荣获“陕西省优秀中
青年法学家”称号。　　姚建军，男，1965年1月生，法律硕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副庭长，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西安市首届十杰法官、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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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理论基础考察：私法公法化与知识产权公权化　　关下私权和公权的界分标准，多数学者倾
向于认为“凡根据公法规定的权利为公权，凡根据私法规定的权利为私权”，即通过创设权利的法律
的性质来界定权利的属性。日本学者富井正章的《民法原沧》第二编“私极之本质及分类”的开篇之
语就是：“民法为私法之原则，即定生自私法关系之权利义务之地也，欲明其理，必先知私权之本义
，因民法全部皆关于私权之规则故也。私权对公权而言，二者区别之说甚繁。据余所见，则公私权之
区别即缘公私法之区别而生，由主观以说明公私法之结果也”。且不论这种由公法与私法的区别来推
导公权和私权的区别的论断在法律认知的逻辑顺序方面是否可行，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公法与
私法的区别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识别公权与私权的区别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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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审判研究》适用于法律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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