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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审判新使命 创新引领新征程
——青岛市南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纪实

【案情简介】

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日本圆谷制

作株式会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关于“奥特曼”相关作

品和“奥特曼”系列商标的全权总代理。圆谷公司

对新创华公司的授权范围包含了“奥特曼”相关作

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放映权及“奥特曼”

系列商标的使用权和使用权的再许可权等。

新创华公司发现，青岛某探索中心在2021

年2月份开始举办的“英雄夜归来之奥特战士”

活动涉嫌侵权，活动内容包含舞台秀、小剧场、

手工制作等。新创华公司对展览、演出等活动

内容进行了公证取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费用。

【裁判结果】

本案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后，因双方公

司管理审批制度均较为严格，无法达成调

解。后法官与调解员共同联系，从双方利

益角度出发，建议双方在本次少量赔偿的

基础上，签订协议开展长期合作。经过调

解，探索中心支付了少量赔偿后新创华公

司申请撤诉，案件在进入审判程序前成功

化解。

【典型意义】

本案中，新创华公司享有“奥特曼”系列

作品和商标相关权利的再许可权，而探索中

心要长期开展活动，侵权问题无法回避。通

过探索中心向新创华公司支付一定费用获

得相关权利的方式开展合作，既解决了侵权

问题，探索中心又可以放心开展活动，让孩

子们尽情玩耍，也为新创华公司带来收益，

双方共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
是保护创新。近年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审
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优化创新、创造、创业法治环
境，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为服务辖区
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

市南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成立于1996年7月，
是山东省最早设立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审判庭的基
层法院，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确定的山东省内具
有知识产权案件一审管辖权的两个基层法院之一。

近年来，市南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呈现加速
上升趋势：2018年收案259件、2019年收案278件、
2020 年收案324件、2021年收案1304件。其中，
2021年收案数量较2020年同比增长302%。标的额
1万元以下的案件1032件，占比79.1%；标的额1万
元至5万元的案件222件，占比17%。著作权纠纷案
件1128件，占比89.9%。审结1278件，其中，调撤
结案1191件，占比93.2%。总体而言，案件呈现标
的额小、调撤率高、简单案件多等特点，图片、文章、
漫画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占多
数。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入推进，企业知识产
权意识日益增强，未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还将进一
步攀升、新类型案件也将不断涌现。

多年来，市南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的重要指示，牢牢抓住“非诉讼”和“诉讼”两

大化解矛盾手段，主动把司法工作融入社会

治理大格局，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全方位

推进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建设。同时，深挖传

统潜力，厚植内生动力，重新焕发知识产权审

判活力，成立更为专业、高效的“知识产权法

官工作室”，为市南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审

判力量。

市南法院联合青岛市版权保护协会和市南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了全市首家“知识产权

调解中心”，将知识产权案件委托给专业调解组

织，获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市南法院还与青岛市工商联建立了支持保

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协同合作机制，及时审结

涉及“酷狗”侵害作品传播权纠纷、“维多利亚”独

占商标权纠纷等案件，化解了一批侵害欧派家

居、好一家餐饮等知名商标案件，上述案件共计

345件，为依法妥善化解涉及产业调整、重大项目

建设的各类纠纷，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

环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市南法院通过联合信息化公司研究开发“E

调解平台”，强化健全各类调解组织，加强与人民

调解、行业调解等组织对接，进一步畅通线上线

下、非诉讼与诉讼平台实时对接等方式，实现了

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市南法院还与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调解中

心、青岛市银行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市南区总

工会、市南律师调解中心等12家单位签署调解协

议，建立线上线下并行、人工智能配合的递进式

案件“三级”过滤通道。配备专门程序分流员，设

置速裁法官或速裁团队，围绕知识产权案件办理

建立互联网调解、云端委派调解、专业化调解、简

案速裁和普案快审的一条龙处置机制，推进知识

产权案件集中办理，并通过“E调解平台”流转了

3607件知识产权案件，通过云端成功调解了涉及

“视觉中国”“Pop Mart”（泡泡玛特）等侵权纠纷

3226件。市南法院荣获“全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市南法院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抓住知识产权

宣传周等有力契机，不断树牢创新发展理念，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进

一步夯实创新驱动发展基础，强化知识产权成果

运用，通过线上线下、“引进来、走出去”等形式开

展知识产权专题普法活动30余期。

结合“五个一”活动方案，市南法院要求每名

员额法官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六进”活动，真正将

法律宣讲做到位，还推出“小马说知产”专栏，定

期推送典型案例和法官评析，让鲜活的案例成为

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市南法院还通过邀请企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知识产权审判技术咨询专家、科技创

新企业代表和专利代理机构代表观摩庭审等方

式，传递法治正能量，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

氛围。

近年来，市南法院研发打造了知识产权案件

智慧审判平台，构建了类型化知识图谱，创建了

要素化立案审判模式，重新构建了模式化“知识

树”，确定了著作权、商标权等多种案由的起诉

模板。

智慧审判平台能够自动整理当事人提交的

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借助OCR识别功能将案件基

本要素点全部提取出来，自动写入法官预设的审

理页面，让法官能够第一时间抓住案件焦点，简

化审理工作流程，确保庭审更加集中高效。

全时空交互机制是市南法院审理知识产权

案件的另一项创新，通过该机制实现了互联网异

步庭审。该机制引入人工智能和自动交流算法，

通过数据链接，将当事人和法官拉入到同一个对

话场景中，借助信息化手段，对审判环节的主要

流程、关键环节进行重设。所有诉讼参与人在规

定期限内按照各自选择的时间登录平台，以非同

步方式完成庭审程序，在确保庭审质量的前提

下，进一步提升了庭审效率。

借助深度学习算法和区块链技术，结合知识

产权案件大数据智能分析，市南法院对知识产权

案件的审理，已实现能够将两张图片或文章作比

对，进行特征相似度、整体相似度等多维度计算，

输出侵权比对总体相似度，辅助法官进行侵权事

实认定。面对如此精准的比对结果，多数被告会

当庭承认侵权事实，同意与原告协商侵权赔偿数

额。这种电子证据比对功能不仅进一步缩短了

案件审理时间，也大幅提升了案件审理质量，有

助于推动实现“案结事了”。

在知识产权案件智慧审判平台的基础上，市

南法院又创新引入AR虚拟场景技术，借助系统

AR虚拟场景引擎和AI抠图算法，对法官视频画

面深度解析，将法官背景替换为正式法庭虚拟背

景，打破了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无法开庭的限制，

在保证案件审理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开庭的严

肃性。

2021年 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周强，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干杰在市南法院金门路法庭调研时，对该平台予

以充分肯定。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

求。下一步，市南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和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健全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规则，完善专业化审判体系，推动健全全链条

协调保护格局，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努

力为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

供有力司法服务。

【案情简介】

周某系“85后”漫画家，以职场女性和年

轻妈妈的双重身份视角出发，绘制并发表了

《粥小玉孕记》《粥小玉坐月子》等一系列记录

新妈妈日常生活的漫画，引发读者共鸣，被广

泛传播。后周某发现，大量微信公众号未经

其授权允许，擅自在微信推送文章中引用其

创作的漫画。周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各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停止侵权行为、

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市南法院专门邀请调解员进行调解，联系

各侵权主体，成功在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前化解

100余件。剩余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官借

助知识产权案件智慧审判平台进行批量处理

和再次调解，又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近200

件。其余不同意调解或无法联系被告的案件，

判决结案32件。

【典型意义】

本案是市南法院知识产权智慧审判平台

上线后批量运行的第一批案件，通过该平台辅

助进行了批量立案和审判。以调解、撤案方式

结案的案件均在10天内结案，以判决结案的案

件在60日内审结，所有案件实现100%全流程

云端审理、100%判决在线生成，审判质效同比

提升50%，缩短庭审用时60%以上，跑出了知

识产权案件审判的“新速度”。

汇聚线下各方资源 构建协同联动机制

创建线上调解平台 实现案件云端调处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助推企业健康发展

科技赋能知产审判 创建知产审判新模式

案例一

网络漫画被侵权 智慧平台助维权

“奥特曼”来维权 法院调解促共赢

案例二

市南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智慧审判平台。

市南法院互联网调解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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