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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赵治海、邹宁，全国政协委员魏青松共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让“真创新”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严保护”
本报记者 马 欣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兴仁市屯
脚镇鲤鱼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田锦华：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做好创新这
篇大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以严格公正司法“强
保护”，以健全制度机制“增激励”，为护
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

阔步新征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
作如何砥砺前行、再上新阶？全国人大
代表赵治海、邹宁，全国政协委员魏青
松日前接受记者采访，为守护创新建言
献策。

●加大对科技创新成果的
保护力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4 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我国拥有 26
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位居世界第
一，我国创新发展正展现出强大动能和广
阔前景。

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关种业
科技创新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全国人
大代表、张家口市农科院首席专家、河
北省杂交谷子技术创新中心主任赵治海
深耕谷子研究多年。他指出，近年来人
民法院重视农业科技成果保护，重拳出
击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行为，成
绩斐然。“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
意见》，里面提到要加强对农业生物技术
等农业科技成果司法保护，积极推动构
建多元立体的种质资源综合法律保护体
系。我们种业工作者很欣慰、很安心。”
赵治海说。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潍坊科技学院
特聘教授、无土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院院
长邹宁是一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学者。
谈及人民法院对科技创新的保护，邹宁连
连称赞。他建议人民法院多宣传科技创新
保护方面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引导全
社会增强对科技成果、创新理念的认同
感。他还建议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其他行政
机关的衔接协作，形成保护合力，做深做
实“抓前端、治未病”，促推知识产权纠
纷的社会治理。

“ 科 技 兴 则 民 族 兴 ， 科 技 强 则 国 家
强。近年来，人民法院在科技创新成果保

护方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为科
研人员、创新企业撑起了‘保护伞’。” 全
国政协委员、纽思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魏青松对记者说道。魏青松关注到，2023
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AI 生成图片
著作权侵权第一案”。他认为，该案突破性
地明确算法创新可作为商业秘密得到保护，
彰显出人民法院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主动作
为的姿态，也为后续类似纠纷提供了裁判依
据。此外，在执行层面，人民法院的跨区域
协作执行专利侵权赔偿，以及对软件著作权
侵权行为的快速禁令裁定，都让侵权者无处
遁形，切实保障了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引导新领域新业态规范
健康发展

AI 生成的作品著作权归谁？“魔改”作
品的侵权边界在哪里？近年来，涉 AI 侵权
等新领域新业态纠纷明显增多，对司法裁判
提出了新挑战。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的广泛发展与应用，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加速更新迭代。如何进一步完
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司法，以回应新
需求、回答新问题，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课题。

魏青松观察到，AI 技术引发的法律问
题呈现出三个特点：技术黑箱性 （如算法歧
视难以溯源）、主体多元性 （生成式 AI涉及
开发者、运营商、用户多方责任）、损害扩
散性 （AI 侵权可瞬时波及百万用户）。对
此，他建议人民法院从三方面破题：一是构
建“技术+法律”复合型裁判规则，广泛吸
纳外部技术专家作为智囊团，确保裁判结果

既合法又贴合技术实际；二是联合工信部、
科技部等权威 部 门 共 建 算 法 备 案 数 据 库 ，
借助多方力量打破证据调取的壁垒，让隐
藏在技术背后的侵权证据无处遁形；三是
针 对 AI 训 练 数 据 合 法 使 用 边 界 、 深 度 伪
造 （Deepfake） 侵 权 等 当 下 热 点 焦 点 问
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制定发布司法解
释，为同类纠纷提供化解思路。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服务保障新业
态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力度不断加大，
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纠纷得到实质化解。邹
宁和魏青松都提到，针对新业态新领域存在
的疑难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要及时发布
司法解释，为裁判提供指引和依据。

“另外，我建议法院多做一些这方面的
普法活动，比如线下讲座、线上直播等，提
高 全 社 会 对 知 识 产 权 、 对 创 新 的 保 护 意
识。”邹宁补充道。

人民法院通过公正审理一系列新型知识
产权案件，明晰了保护规则，明确了权利边
界，引导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法治轨道上
健康有序发展。“法院还建立了‘全国法院
技术调查人才库’，以确保一些新领域技术
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质量。希望今后在涉
种业纠纷的处理上，能够有机会协助处理一
些技术问题，为法治事业贡献力量。”赵治
海笑着说。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影响力

2024 年 4 月 24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国家知识
产权局、康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蒲贵
云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两案。

庭 审 持 续 了 三 个 多 小 时 ， 争 议 一 一

厘 清 ， 各 方 当 事 人 诉 讼 权 利 都 得 到 了 充
分保障。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公信力和国际影
响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选
择到中国法院解决纠纷。

邹宁表示，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我们要一
如既往地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公平公正审理每一起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以
展示大国的自信与开放。

一花独放不是春。为进一步开拓国际视
野，人民法院不断加大司法国际交流合作力
度。对此，赵治海建议：“法院要继续拓宽
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渠道，为全球知
识产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2024 年国际保护知
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的贺信中强
调，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深入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
产权发展之路。

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提升
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当下，我国知识产
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受到世界瞩目。如
何通过法院工作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的国际影响力？魏青松认为，一是要积
极分享中国经验、讲好中国司法故事，让
世界看到中国法院在复杂知识产权问题处
理方面的成熟理念与有力举措；二是要整
理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创新性的知识产
权审判案例，彰显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
工作成效；三是要为外国当事人提供便捷高
效的诉讼服务，提升其对我国法院的信任
度、满意度，从而助力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的国际形象。

本报讯 （记者 姜佩杉 沈重阳）“近年
来，人民法院以定分止争为目标，主动融入基
层治理格局，为乡 村 振 兴 和 社 会 稳 定 提 供 了
有力司法保障。作为基层工作者，我深切体
会到人民法院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
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中的重要作用。”近日，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田锦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田锦华举例说：“比如，法院设立巡回法
庭等，将司法服务延伸至村寨，定期进村开展
法律咨询、调解培训，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
组、大事不出村’。”

“这种‘预防为主、调解优先’的模式 ，
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让村民们感受到司法服
务就在‘家门口’。”田锦华高兴地说。

“法院依托‘移动微法院’‘云上调解’等
智慧平台，打通了线上解纷渠道，村民们可以
通过线上调解的方式让一些跨省纠纷得以快速
化解，避免了矛盾激化。”田锦华补充道，“这
些实实在在的举措，都彰显了人民法院司法为
民的温度与效率。”

田锦华希望，人民法院在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中能够进一步融合民族特色，将法治
思 维 与 民 族 习 惯 相 结 合 。“ 比 如 ， 通 过 聘 请

‘双语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注重民族议事传
统、探索‘法理情’相融的工作模式等，做到
既维护法律权威，又传承民族文化，激活多元
共治‘新动能’。”田锦华期待，人民法院未来
继续深化创新，进一步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保驾护航。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百货大楼
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商场品类销售
一部资深主管龚定玲：

做实为人民司法 守护万千“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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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何雨潇 通 讯 员 袁
显 张志清）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百货大楼
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商场品类销售一部资深主管
龚定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4年她曾受邀
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合川区人民法院
调研家事审判工作。

调研过程中，龚定玲对人民法院在家事审判
中秉持司法为民情怀、将工作主动向前端和后端
延伸、推动家事纠纷实质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等表示充分肯定。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龚定玲表示，重
庆法院在家事纠纷化解工作中，注重矛盾纠纷的
多元化解，引入人民调解员、基层干部等解纷力
量，并适时对当事人开展心理疏导，消除对立情
绪，修复受损的家庭关系，既解开了“心结”也解
开了“法结”。

龚定玲告诉记者：“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教育
缺位等问题，人民法院及时发出《关爱未成年人
提示书》等，积极开展家事案件诉后修复，让妇女
儿童充分感受到司法温暖。如重庆一中院打造
的‘紫薇花开’未成年人审判品牌，将审判职能和
法治教育深度融合，工作成效显著。”

龚定玲认为，家事纠纷实质化解中应当将未
成年人权益保障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并建议人民
法院结合审判职能，进一步延伸司法触角，加强
与妇联、民政、教委等部门的协作，形成更加完善
的家事纠纷诉前、诉中、诉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
工作机制，实现全链条保护，以法治力量呵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图①：3 月 4 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图为会议开始前，部分江西代表团代
表走向人民大会堂。 本报记者 屠少萌 摄

图②：3 月 4 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图为会议结束后，身着民族服饰的贵
州代表团代表付庆梅、赵子铱步出会场。

本报记者 屠少萌 摄

图③：3 月 4 日中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新闻发布会期间，一名中阿卫视记者接受中国记者
采访。谈及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 时，他用中文
说了好几遍“喜欢”，并表示会在自己的国家宣传这
部电影。 本报记者 姜佩杉 摄

图④：3 月 4 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图为会议结束后，代表们步出会场。

本报记者 屠少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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