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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要 

行政调解作为一项重要的非诉争议解决途径,在我国专利的行政保护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但在目前实践中,因调解效力有限,调解后的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

行力,不可避免的出现行政机关的调解职能被不断弱化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进

一步开发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制度潜力,提升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有

效衔接,规范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并对该制度进行改进以期充

分发挥行政调解的作用，实现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整合,完善我国专利侵权纠

纷解决机制。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发展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

制,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经过专利行政主管部门的调解，达成了专利侵权纠纷调

解协议后,为赋予该协议强制执行力而请求相应的人民法院对该调解协议进行审

查同时确认其效力，该司法确认过程是一种特殊的非诉特别程序。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是一种崭新的专利侵权纠纷解决机制，与传统的专利

侵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相比，它结合了两者的优势，符合现阶段“大调解”解

决纠纷的趋势也顺应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想要一个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

的效能，其程序构造的完善与否将直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建立起完善规范的专

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充分发挥这一制度优势的基础。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包含三章。第一章是对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

的发展及其对司法保护的影响的介绍，主要包括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

展路径与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对专利权司法保护模式的影响。第二章阐述我国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制度基础与制度障碍，主要分析当前该制

度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其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制度障碍。第三章是在第二章的基

础上试图厘清和消除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障碍，同时在该

制度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构建其具体的操作程序。 

 

关键词: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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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s an important non - 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our patent. However,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due to the limited effect of mediation, mediation after the mediation 

agreement lack of enforcement, inevitably appear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of the 

mediation function is weakened and so on. To this end, we need to further develop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potential, enhance the 

patent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of the effective convergence, 

standardize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judicial 

confirmation mechanism, and to improve the system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judicial resources, improve China's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Judicial confirmation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greement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developed in the people's mediation agreement judicial 

confirmation mechanism, refers to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through the pate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mediation, reached a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mediation agreement, to give the agreement enforcement force and request the 

corresponding of the people's court to review the mediation agreement at the same 

time to confirm its effectiveness,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ss is a special non- 

litigation special procedures. The patent confirmation mechanism is a new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tent 

infringement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it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big mediation" to resolve disputes, the 

trend also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needs. Want a 

mechanism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proper performance, the improvement of its 

procedural structure will play a decisive role directly,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dures,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is 

mechanism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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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contains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of China's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It mainly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of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of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o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mode of the patent right. The second chapter elaborate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 of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agre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greement of China's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mainly analyz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present mechanism and its existence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third chapter is based on the second chapter trying to 

clarify and eliminate the obstacle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echanism to build its specific operating procedures. 

 

 

Key Words: Disput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greement; 

Judicial 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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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目前，专利侵权纠纷的数量每年递增，且纠纷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也越来越强，

在专利的行政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理应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以此来应对连续增长的专利侵权纠纷给司法机关带来的诉讼压力。

但在实践中却不尽如人意，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未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调解制

度作出系统地规定，调解达成的调解效力有限。在理论上，出于对行政权过分扩

大的担忧，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改善也举步维艰，这些问题都极大地

限制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应用，违背了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法律效力

上，当事人达成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实践中经常出

现专利管理机关在调解过程中付出极大的努力促成调解后，当事人双方却经常因

为各种原因而拒绝履行调解协议书中的内容，而导致专利管理机关做无用功。由

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一有力武器，当事人双方可以不计后果地随时

“毁约”，长期以往，不仅当事人在面对专利侵权纠纷时不会选择行政调解作为

解决纠纷的方法，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削弱专利行政机关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该

制度的健康发展。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从 早提出到现在已发展了十几年了，

但是却根本没能发挥出这一制度应有的作用，地位处境比较尴尬，相比于人民调

解而言的专业性、较之于诉讼程序的高效性优势都没能发挥出来。 

我们应当看到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是有其存在的价

值和必要性的，而且在个别省份的实践运用中也得到了肯定。但在我国的法律制

度体系下，并没有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作出体统的规定，实践

中更多的是借鉴法律法规对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规定。在实践中，不可避

免的与现行的法律规范相冲突。 

因此，为了克服当下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面临的重重难

题，释放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应有的能量，推动我国专利权

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有效衔接，提出和论述本文所研究的主题“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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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展及其对司法保护的影响 

第一节 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展路径 

一、历史文本解读下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展 

（一）第一阶段：体现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到专利侵权纠纷的调整 
对我国专利权的保护 早由 1984 年制定的第一部专利法规定，其也是 早

体现出我国对专利权的行政保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 80 年代中国的

经济还是由计划经济主导的，政府无处不在，行政权的覆盖范围极广。当时的国

情不得不要求政府作为一只“大手”调整着方方面面，司法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

着行政权的身影，可以说当时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是密不可分的。基于这一社

会基础，也因当时我国对专利权的保护才刚起步，全部依靠人民法院来解决专利

权纠纷难度太大。因此，专利法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行政保护的内容，1984 年

的《专利法》第 60 条曾规定，①对于专利纠纷案件，纠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可

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为了更专业、更有效率的解决专利侵权纠纷，专

利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可以行使本来应该属于法院的司法权，如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主动作为，要求侵权一方当事人停止侵权，并赔偿因侵权

造成的损失。按当初的规定，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在解决专利侵权纠纷时的行政行

为为行政裁决，即主管部门拥有对侵权当事人下达处罚的权力。毫无疑问，专利

行政主管部门的这项权力在理论上是属于司法权的。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家政权架构和权力资源配置上采取的

是三权分立的模式，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以法律规定，将

这三种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部门行使。三权分立模式的宗旨是避免权力

的过度集中，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以寻求相互平衡、相互制约。三权分立模式

重点在分权，但想要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完全的分离开，各个部门仅仅行

使自己部门所具有的权力，而完全不触碰其它两项权力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第 60 条：对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时

候，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专利管理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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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地追求所谓权力的分配和制衡，将会导致政府活动出现断层。为了避免上诉

问题，而又不违背三权分立制度，司法机关往往通过委任司法这一途径，赋予行

政机关在日常处理一些特殊的民事纠纷中享有裁决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

展，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划分越来越精细，人们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专业，随

之而来的社会纠纷也会愈加复杂化。在这一背景下，法院的法官本来就面临着庞

大的诉讼压力，还要求法官必须深入各行各业去学习专业知识，方能跟上社会纠

纷的复杂化，才能裁判得当，很明显这对法官的要求过于苛刻了。相比而言，行

政机关在日常行使行政职能时，往往是第一时间紧跟社会发展的脚步，对一些纠

纷的处理更加专业，同时行政机关处理纠纷高效的优势也使得司法机关赋予其相

应的司法权限显得必要和合理。正如威廉·韦德所言，20 世纪的社会立法设立

裁判所仅仅是出于行政上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较为迅速、经济，也更

为便捷的公正裁判。为了节省国家和当事人的开支应当使争议得到迅速和经济的

处理。① 

与西方国家相比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家权力划分并不是依据三权分立学说。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政权相比于立法权和司法权而言，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有着 大的比重，国家通过行政权调解和监管着各行各业。

从《专利法》的第一次制定中就可以看出，专利权的行政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专利主管部门以行政行为的方式解决专利侵权纠纷的

权力。我国专利行政部门解决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权力的正当性，是由法律

赋予的，而无需通过司法部门授权这一途径获得。当然专利管理机关的行政裁决

权力也是要受法律约束的，当事人对专利管理机关的行政裁决不服时，可以通过

行政诉讼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二）第二阶段：从行政裁决范畴中分离出来的专利侵权纠纷的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

会发展的需求，国家行政机关的这一只“大手”对经济的调控和监管也愈加力不

从心。国家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

繁荣，政府除了重点监管、调控一些事关国家命脉的领域，其他行业领域则交还

给市场，任其自由发展。具体到专利权的范畴上，国家开始思考如何改善专利管

                                                        
①[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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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关的行政裁决权，以期在专利权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中寻得一个平衡点，

以此促进我国专利权保护的发展。对此，我国《专利法》2000 年第二次修改时

作出了回应，①与 1984 年的《专利法》相比，新修订的《专利法》缩小了行政裁

决权调整的范围，其仅适用于“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

侵权行为”这一范围，同时规定，“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

数额进行调解”。可以看出，在 2000 年修订的《专利法》中，将专利侵权纠纷行

政调解的内容独立出来单独规定。值得肯定的是，专利管理机关充分尊重专利权

私权的属性，并不主动进行干涉，仅在专利侵权损害到公共利益时才主动行使其

行政职权。一方当事人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属于私权领域，依据受害人的意思

自治，只有其提出请求时，专利管理机关才能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调解。②2000

年的《专利法》对专利权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范围进行了调整，顺应了社会的

发展，也有利于专利权的保护。2008 年《专利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对专利

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规定基本保持不变。从 2012 年起，我国开始了《专利

法》的第四次修法，在修法的过程中，如何完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是大

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③ 

（三）第三阶段：作为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调整 
可以看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是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变，随着国

家行政权的限缩而产生的，同时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

我国专利权制度的发展。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产生，丰富了我国专利权

行政保护制度的内容，同时我们也应当明确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在专利权

行政保护体系中的性质。目前，我国专利权的行政保护包括了违法行为的行政查

处、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和侵权纠纷的行政调解三种类型。④对于前两种类型，

专利主管部门发挥行政职权的主动性，及时行使行政职权对违法行为和专利侵权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0 年第二次修正）第 57 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

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

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

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②张耀明.专利法修改过程中的几个问题[J].科技与法律，2017. 
③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 60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第二稿）第 82 条，均涉及了完善行政调解的内容。 
④何炼红.论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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