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8

26.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快审机制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

快审机制”，对案件类型和要素进行抽象和模板化归纳，形成

“两表指导、审助分流、集中审理、判决简化”为特点的要素

式案件审理流程创新；“集约化管理、专业化分工”为特点的

集约化案件管理机制创新；“标准化操作”为特点的案件质量

控制创新。

一、主要做法

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是指双方系争的法律关系、要件事

实以及证据大致相同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成都知识产权审

判庭针对当事人知识产权能力、诉讼能力薄弱，审判资源配

置不科学两大痛点，探索形成“两表指导、审助分流、集中审

理、判决简化、集约管理、标准操作”六大特点的快审机制。

目前快审机制在市场主体售假侵害商标权纠纷、KTV经营者

放映盗版歌曲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等商标、著作权类案中全

面推广。

（一）“两表指导”披露案件审理思路，完成初步诉讼指

导。

“诉讼要素表”以分解要件事实的方式披露案件审理思路，

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交由原、被告填写，完成案件事实梳理；

“应诉释明表”旨在向双方释明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披露常

见的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抗辩、质证方式，提升双方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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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有效性。

（二）以“审助分流”在庭前程序中完成调解分流和诉讼

预热。

合议庭委派法官助理主持庭前会议，组织双方先予调解，

若调解不成则召开庭前会议；庭前会议中核验“诉讼要素表”

的填写内容，针对当事人的疑问详细答疑、释明，最终确认

诉辩主张、无争议事实及争议焦点。

（三）以“集中审理”实现庭审优质化。

在“诉讼要素表”及庭前会议的基础上，庭审仅针对争议

点对多个案件集中合并审理，减少当事人无效发言，提升庭

审效率及针对性。

（四）以“简化裁判文书”与详细的宣判说理相结合，实

现当庭宣判。

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当庭宣判，并适用与该类型案件相

配套的“简化裁判文书模板”制作文书，大大缩短文书制作时

间及送达周期。“简化裁判文书”按照诉讼要素的顺序逐一认

定事实，增强文书的稳定性和可理解性，保障了案件审理优

质高效、快审快结。

（五）以“集约管理”快速推进审理流程。

快审机制由首席法官助理统筹整个审判团队的事务性

工作：一是由首席法官助理向团队内所有书记员统一分配事

务性工作，实现精细化分工配合，专人定岗、责任到人；二

是法官助理完成案件资料的形式审查、事务性工作检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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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释明、指导等庭前准备工作后，向法官汇报，法官可以在

开庭审理前才介入案件。改革后的案件管理方式，使法官能

够更专精于案件的适法裁判，实现审判组织管理能力的现代

化革新。

（六）以“标准操作”确保案件质量。

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在总结创新成果的基础上编撰了

《快审机制工作规范》和《法官助理工作手册》。《快审机制

工作规范》对快审机制的适用范围、审判流程、法官与法官

助理的职责、分工、配合方式等方面进行明确，并制定了类

型化案件各项配套文书模板及其使用说明；《法官助理工作

手册》详细说明了各类程序事务的处理方法、技巧和操作标

准，使新晋的法官助理也能按图索骥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掌

握快审机制的工作要求，并按照统一标准汇报工作和检查事

务性工作。

二、实践效果

（一）加强自贸试验区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升创新

主体维权质效。

1.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和时效性、增强司法

服务的便民性。落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

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要求，为自贸试验区营造良好的法治软

环境，有利于自贸试验区内科技创新和高技术服务业的聚集

发展。

2.为知识产权司法案件提供简便化操作的经验。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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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模式、管理方式、质量控制进行要素化提炼、模块化管

理、标准化验收，实现了庭审模式的类型抽象和模板优化，

为全国法院审理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以及其他种类简单案

件（如劳动争议案件、道交案件等）的繁简分流、审判流程

简化、优化提供了参考。

3.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快速处理探索了方向。知识产权

司法案件中提炼归纳出的裁判要素，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

流程优化、审查标准细化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为快速处理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探索了方向。

4.具有较强可复制推广性。根据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编

撰的《快审机制操作规范》、《法官助理工作手册》，全国各

地法院可在较短时间内全面掌握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快审

机制，也可以为自贸试验区内其他类型化案件优化审理流程

提供改革思路和借鉴，贯彻落实了自贸试验改革“小切口、大

成效”的理念。

（二）实践成效突出。

2017 年 5 月 19 日“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快审机制”被四

川省全创办确定为四川省第一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成果；同年 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将该机制确认为

全省扩大试点的改革举措之一。2018年以来，知识产权类型

化案件审理继续推行快审机制，并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速

裁团队 2名法官先后妥善审结了涉及贵州茅台、泸州老窖、

国窖 1573、中华铅笔、云南白药、奥飞动漫、小米等知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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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及涉及索尼音乐作品的类型化案件 2139 件，案件平均

审结时间 104天，较 2017年下降 15天，为权利人挽回损失

超过 1800 万元。四川省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

民法院积极推广快审机制，均取得良好的反馈效果。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依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推广“知识产权类

型化案件快审机制”，更大范围深化试点，持续优化流程。

（二）探索扩大快审机制适用范围，全面缩短知识产权

维权保护周期。

（三）探索建设与快审机制相配套的信息化案件管理平

台和智慧微法院，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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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快审机制流程图
案件立案受理后，根据其特征

确定是否适用快审机制。

向原告送达受理通知书时，一并送达

该类案件的“诉讼要素表”。

向被告送达该类案件的“应诉释明表”，以及原告填写完毕的

“诉讼要素表”；被告在开庭前完成“诉讼要素表”填写；如

有需要可在庭前会议中申请法官助理指导。

双方基于自愿达成和解。

案结事了。

法官助理主持召开庭前会议，按照“诉讼

要素表”的顺序，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的答辩意见，举证、质证，固定双方

无争议事实以及争议焦点。

庭审中，原告、被告仅围绕案件的争议焦

点发表意见；庭审中不再调查双方无争议

的事实和证据。

开庭当天送达该类案件的简化裁判文书。

原告在合理期限内，一般不超过 7 天，将填写完毕的“诉讼

要素表”交回合议庭；如有需要可申请法官助理指导。

法官助理核实、审查“诉讼要素表”的填写内容，决定是否

召开庭前会议，并组织调解；法官助理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对案件的审理思路、举证、质证要求等进行说明。

法官助理向合议庭汇报庭前准备工作的情

况及庭前会议的内容。

对事实已经清楚的案件，当庭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