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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考察和比较研究
，并在研究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实践数据和综合考虑司法审查资源的配置以及案源的基础上，借鉴
域外成功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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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华俊，江苏泰州人，法学博士，上海嘉之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曾在长春工程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学习，具有法学和工学双重教育
背景，同时具有律师执业证和专利代理人执业证。
曾主办或参与处理了百余起知识产权案件，参与了上海市知识产权（版权与新闻出版）领域的多项法
律规范的起草工作。
曾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参与了多部著作的写作。
并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过宝钢股份科研项目，项目完成后的第一年度创造经济效益91万元；参与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重大项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建设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我国证券群体诉讼的模式选择与制度构建》以及《出版物、印刷品内容禁载制定制度比较研究》
、《版权行政执法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问题研究》、《国际大都市中的学校与社区——构建上海市学
习型社区的对策研究》、《上海市推进终身教育的路径和机制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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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商标评审委员会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设立负责商标评审的专门行政执法机构，依法
对商标评审异议行使裁决权，也对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的注册商标过程中是否存在恶意行
为进行裁决，或是对不符合商标法有关规定的商标进行裁定，对是否撤销注册商标作出决定。
当事人若是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仍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
济，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涉及对权利效力存在异议的，司法机关不是最初的审核主体，异议需要提交给
行政专管部门进行初次认定。
对初次认定不服的，由法院最终审查。
因此，知识产权诉讼中，常涉及行政机关裁定知识产权权利有效性的行政程序。
 四、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体的问题 （一）过多的部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容易造成司法不统一 部分
知识产权案件案情复杂、专业性强，其最终审理法院包括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非常少，大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由地方法院终审。
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在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由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初审法院的级别越低，终审法院的级别也相应降低，这样的情况必然导致
在不同地区相似的知识产权案件出现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况发生。
针对有的案件，甚至会出现对于事实的认定，结果完全相反的情况。
按照我国目前的发展趋势，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司法不统一的态势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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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研究》是在作者（刘华俊）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全书共六章节，内容包括知识产权诉讼的基本理论、域外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我国知识产权诉讼
制度的现状与问题、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
《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研究》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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