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网络平台所呈现出的
运营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
也导致我们司法实践中涉平台
侵害行为的表现发生了新的变
化。”在日前举办的网络知识产
权 司 法 保 护 热 点 问 题 研 讨 会
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
庭庭长刘军华表示，具体来讲，
主要体现在网络服务分类的复
杂化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判
断的复杂化。

刘军华认为，相较于现行法
律的规定，新时代网络平台所提
供的服务复杂很多。由于现行有
效的几部法律基本都能成为权利
保护的规范依据，因而厘清各自
适用的情形和规范要件，对于解
决网络平台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
新问题、促进网络平台自我治理、
合理平衡各方利益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当下，网络视听产业快速增
长。数据显示，2022 年，网络视
听产业规模破 7274.4 亿元，较
2021年增长 4.4%；用户规模已超
过即时通讯，成为第一大互联网
应用。在视听产业商业变现过程

中，也产生了诸多平台知识产权
法律问题。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
庭长王亦非表示，在涉视频平台、
网络直播、网络文学等新型案件
审理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过
错判断更加复杂。我们要充分考
虑技术发展背景，以权责一致为
原则，保护创新和发展为基点，用
规则之治促进各方主体多头共
赢，最终保障新兴产业的和谐健
康有序发展。

有关“网络虚假刷量”“关键
词隐性使用”以及“网络游戏规
则”等纠纷也是网络不正当竞争
案件规范的重点。全国审判业
务专家陈锦川表示，对于隐性
使用关键词的行为一般不应简
单以违反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
的理由而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
争，要综合考虑消费者、参与竞
争的市场经营者和权利人等各
方主体的利益。而对于游戏规
则、平台数据竞争，也应把握利
益平衡原则，结合客观的竞争
效果、社会背景、政策目标，将个
案中具体利益在平衡框架下进行
保护。 （穆青风）

涉平台知产侵权纠纷须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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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年 4月我国大疆公司与美
国徳事隆公司的专利官司败诉被判
赔 2.79 亿美元后，该纠纷继续升
级。近日，德事隆公司向德克萨斯
州法院提起请求，要求法院将 2.79
亿美元的赔偿增加至三倍（8.37 亿
美元），并要求大疆支付德事隆参与
诉讼的相关律师费用。

德事隆公司在申请中表示，鉴
于大疆在双方诉讼过程中“行为恶
劣”，有权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损
害赔偿。记者了解到，德事隆公司
给出的理由包括三项：一是大疆未
就侵犯德事隆的专利采取救济行
动；二是在法庭上对德事隆提起了
毫无根据的指控；三是大疆无视法
院要求其交出源代码的命令。其
中第三项是法院判决中的内容，要
求大疆交出证据开示过程中所要
求的源代码，迟迟不交出源代码被
德事隆公司认为给其公司经营造
成了经济损失。

对此，大疆科技公司回应，不会
接受徳事隆公司的非法指控，“这样
做可能会使其在国内遭受严厉的行
政或刑事处罚”。

东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洪
告诉记者，德事隆指控大疆侵权
的专利用于直升机的制造业务，
而大疆的主要经营领域在无人机
领域，因此不存在直接的市场竞
争 ，技 术 应 用 方 面 也 没 有 交 叉
性。知识产权法专家、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谢湘

辉也表示，德事隆对于大疆侵犯
其专利的指控不成立。大疆无人
机涉及的悬停功能技术和德事隆
的“飞机自动悬停控制”专利虽然
字面相似，但从技术层面来说，两
者截然不同。

“德事隆现在对大疆提出侵权
指控是一种不正当行为，目的是利
用专利制度阻碍、排除竞争对手，获
取非法的经济利益或市场优势，提
出高额的损害赔偿更是毫无依据
的。”朱洪表示，大疆公司作为中国
科技企业的代表，一直以来都在推
动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在全球范围
内，大疆无人机的销售和应用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我国优秀创新企业

出海过程中遭遇知识产权纠纷几乎
是绕不开的“暗礁”，要想继续在海
外获得长期发展，就要做好打持久
战的准备。

在这场较量中，大疆一直在努
力反击。有消息称，大疆已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对德事隆的中国专利提
出了无效请求。截至目前，大疆已
经对德事隆的至少4项美国专利提
起了侵权诉讼。

朱洪表示，目前来看，美国军
方关键供应商德事隆公司针对大
疆公司的种种行为并非简单出于
知识产权方面的考虑，而是企图通
过这样一系列手段对我国科技企
业的发展进行掣肘。德事隆公司

在我国也有着部分民用业务，从长
远来看，它企图限制中国企业的发
展，对双方的企业和行业进步都会
造成不利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
中企应尽快利用具备的环境和条
件，做好海外上下游沟通工作，补
齐知识产权方面的漏洞和短板，做
好长期抗衡的准备。

谢湘辉也表示，中国科技公司
除了加强其在海外的专利布局和维
权能力以外，也需要整体思考如何
对这样的打压采取有效的反制措
施，如何在当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
局势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不受损害，保持国际市场的竞争
优势和技术创新能力。

大疆与美企纠纷升级 被主张超8亿美元赔偿
■ 本报记者 钱颜

本报讯 以“知识产权促进
区域共同发展”为主题的中国—
中亚知识产权合作论坛日前在乌
鲁木齐举办。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
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此
次中国—中亚知识产权合作论
坛，既是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
果和习近平主席见签的中乌、中
塔、中吉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的具
体行动，也是深化“一带一路”知
识产权合作，加快建设新疆丝绸
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打造
中国—中亚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样
板的重要抓手。中国愿同中亚五
国一起携手努力，持续深化知识

产权领域务实合作，为促进区域
繁荣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
—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知识产权
力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
表示，我们将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全面优化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切实加强与中亚国家知识
产权重点领域合作，加快新疆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着力打造
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希望与中亚国家知识产权部门携
手并进，与兄弟省区市加强合作，
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合力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大贡献。 （朱颖）

中国—中亚知识产权合作论坛举办

本报讯“法耀大运”国际体育
赛事法律事务主题沙龙活动第三期
日前举办。

贸仲仲裁员、最高人民法院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卢松从
体育纠纷入手，阐述了体育纠纷
产生的原因、类型和特点。针对
体育纠纷的特点，他介绍了国际
体 育 仲 裁 院 的 概 况 、管 辖 与 程
序。他还讨论了中国体育仲裁的
发展，并结合新《体育法》修订的
具体条文，进一步肯定了新《体育
法》修订对中国体育仲裁事业的
积极作用与深远意义。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黄勇以“借鉴国际体育仲裁规则，建
设成都世界赛事名城”为主题，结合
国际相关体育赛事合同和国际体育
仲裁院的仲裁规则，分析了成都相
关国际赛事合同协议对争议解决的
约定，并从成都国际赛事合同的仲
裁内容中延伸探讨了国际体育仲裁
院的仲裁范围。

在沙龙的讨论环节中，贸仲仲
裁员张萌结合其在体育产业与经济
贸易纠纷解决方面的经验，分析了
商事仲裁和调解在体育相关争议解
决中的作用。她表示，体育相关争

议是个庞大的体系，多元化的纠纷
解决途径相结合能够更好、更高效
地解决体育相关争议。

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黄志华
表示，中国的体育仲裁事业正在蓬
勃发展，他通过对比新《体育法》关
于中国体育仲裁的相关规定与国际
通行制度，进一步提出中国体育仲
裁制度与规则已经制定，需共同努
力去贯彻与落实。

成都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立
法咨询专家介绍了《体育法》的立法
历程。他表示，体育仲裁的立法走
过了一段漫长的路，新《体育法》为

体育仲裁制度奠定了基础，中国体
育仲裁将逐步发展与完善，与国际
接轨。

成都市律师协会理事唐海涛从
体育仲裁的机制与人才角度进行了
分享。他表示，中国体育仲裁中的

仲裁规则解读、专业仲裁员发展、仲
裁裁决执行、体育法律专业人才培
养等具体实施问题仍需要各界继续
努力并加以完善。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

探讨体育仲裁 护航体育赛事

俄罗斯是欧亚专利组织的成
员国，因此俄罗斯的发明专利申请
可以通过俄罗斯国家申请和欧亚
专利组织申请两种方式进行。俄
罗斯是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和
海牙协定的成员国，对于俄罗斯国
家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可以
通过巴黎公约途径、专利合作条约
途径和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直
接申请途径进行；工业外观设计
可以通过巴黎公约途径、直接申
请途径和根据《海牙协定》指定在
俄罗斯进行生效。尽管美国和欧
洲与俄罗斯在政治上交锋激烈，
但是从专利申请量来看，美国和
欧洲仍然视俄罗斯为重要的专利
布局市场。

2020年 7月 31日，俄罗斯总统
签署第 262-FZ 号联邦法律，修订
了此前民法典中有关发明和实用新
型专利实质审查的部分条款，此次
修订的大部分内容于 2021年 8月 1
日生效。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

括：申请人可以向俄罗斯知识产权
局认可的任何学术或研究所请求对
专利的可专利性进行初步检索和出
具专利性报告。俄罗斯知识产权局
可以使用该检索结果和报告来对专
利申请进行审查，且仅收取50%的审
查费；如果专利权人在提交申请的同
时，签署了在市场条件下向任何有兴
趣的国家居民出让所授予的专利的
义务，依旧需要支付一笔官方费用；
民法典第1378条增加在提交实质审
查请求时进行主动修改的机会。

俄罗斯发明专利的申请和审查
程序与我国大同小异，包括形式审
查和实质审查阶段。提交的申请首
先经形式审查，在形式审查合格后，
申请将在申请日起 18 个月内公
开。申请人应在申请日3年内提交
实审请求。在实审阶段，专利局发
出审查意见，申请人应在发文日起
3 个月内答复审查意见，专利局在
收到答复后发出授权通知或者驳回
决定。

在收到驳回决定（发文日起）7
个月内，申请人可以向专利争议委
员会上诉，经听证程序后，专利争议
委员会发出最终决定。在收到最终
决定（发文日起）3 个月内，申请人
可以向法院起诉，进入诉讼程序。

俄罗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专利的申请和审查程序与我国的
最大区别在于，俄罗斯实用新型和
外观专利采用实质审查制。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通过形式审
查后，继续接受实质审查。与发明
申请类似，经审查意见和答复后，
专利局发出授权通知或者驳回决
定。同样，申请人后续可以发起上
诉和起诉程序。

中俄专利审查高速路（PPH）
试点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启动，双方
申请人可以向中俄两局提出 PPH
请求。2023 年 5 月 24 日中俄会谈
后在北京签署了一揽子文件，其中
包括关于延长《俄罗斯联邦知识产
权局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
专利审查高速路试点计划》的意向
性联合声明。根据所签署的文件，
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两部门间的

《专利审查高速路试点计划》无限
期生效。

俄罗斯民法典第 1359 条规定
了不属于专利侵权的情况：临时过
境；科研或实验；在非常情况下（自
然灾害、惨祸、事故）实施发明创
造，在最短时间内告知专利权人，
并随后支付相应补偿；为满足个
人、家庭、居家或其他非经营目的
的使用；按医生处方在药房应用发
明一次性地配制药品；权利用尽情

况下的使用。
除此之外，民法典还规定了对

专利权的几项限制：国防安全需要
使用；在先使用；强制许可。关于国
防安全需要使用，民法典规定，俄罗
斯政府可以为国防安全需要，不经
专利权人同意而使用发明、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但应及时通知权利
人并给予相应补偿。

作为俄罗斯专利申请途径之
一，《欧亚专利公约》签署于1994年
并于 1995年 8月 1日生效。根据协
议，1996 年成立了欧亚专利组织，
为在缔约国生效的欧亚发明专利实
行统一的法律保护。

尽管同为区域性专利合作组织
申请途径，欧亚专利申请与欧洲专
利局（EPO）专利申请并不完全相
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欧亚专利
在授权之后无需经过生效程序，而
自动在各个成员国获得保护，专利
权人只需缴纳相应国家的年费即
可，程序更为简单。

中国与俄罗斯专利制度的主
要区别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职务
发明创造。中国专利法在职务发
明创造的界定主要基于“执行职
务”和“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条件”这
两个原则，而俄罗斯民法典对于职
务发明创造的界定完全遵循“执行
职务”原则。对于职务发明创造权
利归属问题，俄罗斯民法典的归属
模式是“约定优先”，由此，俄罗斯
民法典的规定则更加注重保护公
民的智力成果和合法权益，更能够
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传
统上，中国专利法的归属模式是

“雇主优先”，由此，中国专利法的
规定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发明单位
的利益，并保证技术能够迅速投入
市场，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在第四
次专利法修改中，修改了关于职务
发明创造的法条。

二是当然许可与开放许可。俄
罗斯民法典规定了当然许可制度。
当然许可，是指由专利权人向专利
主管部门提出许可任何人实施专利
并支付相关费用申请的一种许可制
度。当然许可制度可以构建资金和
技术的对接机制，促进专利的转化
和实施。在第四次专利法修改之
前，中国专利法中并没有当然许可
制度。第四次修改时，引入了“开放
许可”相关规定（第 50-52条）。当
然许可和开放许可实质上都是促进
专利实施运用，推动专利权经济价
值实现的制度。中俄开放许可/当
然许可制度的运行模式和原理大体
相同，在开放许可/当然许可的申
请、使用费、撤回条件等细节上存在
一些区别。

三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审
查。中国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只在事后救济的时候才进行实质审
查，而俄罗斯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实行实质审查制。因此，在中
国的有效专利构成中，处于不稳定
状态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占多
数，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占少数。相
对而言，在俄罗斯的有效专利构成
中，发明的比重远远大于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

（作者单位：中国贸促会专利商
标事务所）

俄罗斯专利制度及其与我国的区别
■ 张博媛

欧亚经济联盟继续
对华彩涂板征收反倾销税

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
护司日前发布公告称，依据欧亚
经济委员会现行反倾销税不变，
有效期至 2028 年 7 月 17 日。涉
案产品为厚度介于 0.2 毫米和 2
毫米之间，宽度超过 50 毫米，聚
合物预涂层的冷轧钢板及冷轧镀
锌钢板。

2022年 12月 2日，欧亚经济
委员会将中国大陆彩涂板反倾
销税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3 年 9
月15日。2023年6月15日，欧亚
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发
布对中国大陆彩涂板第二次反
倾销日落复审终裁披露，建议维
持第 49 号决议的有效性，将涉
案产品现行反倾销税的有效期
延长 5年。

马达加斯加对进口意面
作出保障措施终裁

WTO保障措施委员会近日
发布马达加斯加代表团于7月20
日向其提交的保障措施通报。马
达加斯加调查机关对进口意大利
面作出第一次保障措施日落复审
终裁，建议以配额形式继续实施
为期 4 年的保障措施，进口配额
为 15000吨/年，对配额内的涉案
产品不征收保障措施税，对超出
配额的涉案产品以到岸价征收保
障措施税，具体如下：2023年8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为 27%、
2024年 8月 1日至 2025年 7月 31
日为26%、2025年8月1日至2026
年 7月 31日为 25%、2026年 8月 1
日至2027年7月31日为24%。

泰国对涉华特种铁管和钢管
作出反倾销终裁

泰国倾销和补贴审查委员会
近日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和
韩国的特种铁管和钢管作出第
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
裁，决定继续对上述国家的涉案
产品基于到岸价征收为期5年的
反倾销税，其中中国为 3.22%至
66.01%、韩国为3.49%至53.88%

（本报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延期发布
钢托盘货架反倾销终裁

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日前
发布公告称，延期发布对进口自
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钢托盘货架反
倾销日落复审调查的基本事实报
告和终裁建议。预计澳大利亚委
员会将不晚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
发布基本事实报告，不晚于 2023
年11月9日向澳大利亚工业科技
部部长提交终裁建议。

山东临沂从事汽车贴膜业务的临沂新理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近日被理想汽车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由，起诉索赔共计120万元，其中涉及经济损失100万元，同时还要支付20万元的取证费。 （陈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