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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知识产权审判和知识产权法官而言，我们需要仰望星空，但只仰望星空是不够的，还需要脚踏实
地。
我们既要仰望天空，有理想主义的追求，对于知识产权的理念、政策和思路要远瞩高瞻，对于这项事
业有科学的宏观把握；又要具有现实主义的情怀，脚踏实地和立足实际，从世情国情和客观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推进具体实践
“仰望星空”故事的不同演绎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记载了泰勒斯的一个故事。
泰勒斯是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伊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古希腊有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哲学家
。
他几乎涉猎了当时人类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领域，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尊称为“希腊七贤之首”。

实际上，希腊七贤之中，只有他称得上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其余的都是政治家。
他早年是商人，后来从事政治、工程、数学、天文学研究，晚年转向哲学研究。
古希腊哲学家多是富人，至少是生活优裕或者衣食无忧的人，是有钱有闲的人。
那时，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则是精神上的贵族。
他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得到
满足。

据说有一次，泰勒斯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一个水坑里。
一个婢女嘲讽道：“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天上的事情。
”对此，泰勒斯一时竟无法反驳。
事实上，泰勒斯后来以实际行动驳斥了那个婢女。
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
果不其然，他的知识没有欺骗他，橄榄丰收了。
他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
当然，这则故事还有一个版本。
泰勒斯一天晚上走路，仰望星空，看出第二天有雨。
但他忘了看路，一不小心，一脚踏空，掉进了泥坑。
第二天果然下了雨。
有人讥笑哲学家知道天上的事，却看不见脚下的路。

对于这则“仰望星空”的故事，后人各取所需，做了很多的演绎和解读。
两千多年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诠释这个故事时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
不会掉进坑里。
”“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那是没有未来的
。
”
“人间未有无现实的理想，亦未有无理想的现实。
”对于知识产权审判和知识产权法官而言，我们需要仰望星空，但只仰望星空是不够的，还需要脚踏
实地。
我们既要仰望天空，有理想主义的追求，对于知识产权的理念、政策和思路要远瞩高瞻，对于这项事
业有科学的宏观把握；又要具有现实主义的情怀，脚踏实地和立足实际，从世情国情和客观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推进具体实践。

司法哲学和司法政策是架设司法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基本桥梁，而定位和运用好司法哲学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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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常常考验我们的智慧。
诚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所说：“智慧非常重要。
思想者和实践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思想者讲彻底、超前，实践者讲现实条件和妥协。
完全不妥协、不懂得妥协、不知道怎么妥协是不行的，当然妥协要有一个度。
”司法经常意味着妥协，即在理想与现实、立法与实际等之间进行妥协，既追求理想，又不罔顾现实
；既遵从立法，又恰当地和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其间司法哲学和司法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司法哲学确定着我们的基本司法立场和态度；司法政策指引着我们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的价值
取向，实现最好的裁判效果。

如何协调宏观思维与个案裁判
处理好宏观思维与个案裁判的关系，当前尤其要注意加强司法哲学的锤炼和指引，加强对于国情和世
情的把握，加强司法政策的调控，以及加强对事物本质的把握。

一、加强司法哲学的指引。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本来应该在法律适用中能够做到得心应手，能够清楚地认识问题，能
够恰当地裁判案件，能够不为任何疑难复杂问题所惑。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恰好相反。
在职业生涯中我经常陷入“这也困惑，那也困惑”的境地。
裁判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可能存在模糊性，都可能有难以取舍的利益平衡，法官经常需要在旗
鼓相当的不同选项之间进行取舍和选择。
这些难题并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累积和视野的开阔而能够轻易地克服，有时还会因此而
加重。

在案件裁判和法律适用中，哲学问题并不是盘旋于云端，哲学是能够降落到地面的。
法官的裁判归根结底是受司法哲学指引的，司法哲学在引导法官进行包括自由裁量、价值判断和利益
衡量等在内的所有裁判活动中，具有基础性和驾驭性的作用，许多疑案的破解归根结底取决于法官有
意无意秉承的特定司法哲学。
司法哲学是一种形而上的理念、意识或者思想，是司法中的“道”。
它如影随形地融会于法律适用的过程之中，成为法律适用的灵魂和主导。

正是在司法哲学指挥棒的导引下，法官们破解一个个纷繁杂陈的司法难题，作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裁
判，也在裁判中享受孤独之美，体验高层次的裁判之乐。
可以说，司法哲学的素养，决定着法律适用的水准和高度。

良好的司法哲学是通过系统、长期的学问积淀、法学研习和经验累积而逐渐形成的。
当然，悟性在司法哲学的形成和运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司法哲学本身又具有锻造法官悟性的作
用。
司法哲学体现的是悟性的提高，而不是知识的增长。
知识的增长属于“学”的范畴，它常常是悟性提高的准备和基础。
作为或者追求成为一个高水平的法官，既要把握和奉行职业群体的共同哲学，又必须努力锻造自己的
司法哲学。

二、加强对国情世情的准确把握。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这就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的“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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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审判与国内外大局密切相关，受到了国内外的较高关注，需要服务好国内外大局。
例如，国外对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持续性高度关注，从司法政策到个案裁判都予关注。
因此，只有仰望好“星空”，才能服务好大局，办好案件以及适用好法律。
只有把这些大局工作做好，才能够“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做好各项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

三、加强司法政策的调控。
司法政策是知识产权审判中“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重要结合点。
司法政策既来源于国情世情的需要，又来源于法律精神、理念和规则。
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用以指导实践。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梳理专利、商标、著作权、竞争法等各领域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以司
法政策指导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司法政策对于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当然，个别人对于司法政策有错误认识，认为司法政策弹性较大，降低了法律规则及其适用的可预期
性。
这是对于司法政策的误解。
司法政策用于指导法律适用和正确裁判，而并不替代法律标准。
法律适用本来就是复杂的，司法政策就是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中的难题，确保法律正确适用。
司法政策不是降低了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而应当是提高了其准确性和可预期性。
司法政策的存在，也对提高法律适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加强对事物本质的把握。
我们的有些法官习惯于满足知其然，习惯于别人告诉具体答案。
对于这些法官而言，尤其要强化知其所以然的意识和能力，尤其要学会独立思考，尤其需要仰望星空
。
只有同时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才能够有科学和系统的思维，才能够举一反三，才能够处乱不惊和应
对复杂局面。

法律适用之所以疑难，往往是由于多种选择之间难以取舍，或者案件类型前所未有，需要开辟新路，
或者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
案件涉及的因素越复杂，就越需要以辨证的方式对待和处理。

对于这些疑难复杂的新问题，需要从本质上进行认识，需要探索相关的理论。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认识清醒，才能增强我们决策的科学性，才能保证我们行动正确。

(本文节选自《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绪论)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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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知识产权地域性是维护创新和市场竞争安全的篱笆。
针对当前风起云涌的专利国际诉讼大战，有人评论道：“根据现行知识产权领域的有关国际协议，知
识产权制度保持了其地域化的特点，专利审查、授权、司法审判某些规则可由各国自行确定。
此次苹果三星大战，如果说美韩法院对苹果三星专利之争的不同判决可以理解为国家保护本土企业‘
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政策的话，那么，在多个国家多个法院互有胜负，就彰显了两公司根据专利制
度的地域特点和企业在各个国家的专利布局而选择了不同专利、不同法院维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
各国法院根据本国专利法、竞争法等给出的不同判决从总体上维护了市场的正当竞争秩序。
”除信守条约义务和履行国际责任的需要外，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些规则是超国界和一体遵行的，不
能患知识产权保护的“幼稚病”，而要在利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仍然是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架构。
我们要注意运用好这种制度架构，为我国创新和发展营造宽松良好的制度空间，积极促进我国的创新
驱动型发展。
 再次，要充分注意在维护本国利益之下的域外考量。
国内司法都是坚持知识产权保护地域性的，但通常出于保护本国利益，有时也管辖一些发生在国外的
行为。
在解决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境外因素的考虑随之增多。
例如，美国专利法坚持地域性原则。
“通常，美国专利赋予的排他权利，仅排除美国境内的活动。
也就是说，内国专利法无法适用于纯粹境外活动。
”例如，1984年以前，企业可制造并向海外出口未组装完成的、受专利保护组合物的构成物，这并不
构成专利侵权。
如在Deepsouth Packing Co.v.Laitram Corp.（U.S.518（1972））案中，最高法院允许被告可继续在美国境
内制造受专利保护的虾壳器的所有构成物，并可以未组装的形态将之输出海外，进行组装和使用。
最高法院指出：“法条清楚地表示，在美国境外制造或使用受专利保护的产品，不构成侵权。
”1984年生效的专利法第271条（f）款部分推翻了这一见解。
1988年以前，在美国境外制造后输入美国境内的产品，并不侵害美国专利，即方法专利不能排除在海
外操作的制程，即使该制程所制造的产品随后进口到美国。
专利法第271条（g）款改变了该规则。
“市场全球化及企业转移海外的趋势，已影响这一通常规则。
”美国通过修改法律和改变判例，管辖部分发生在国外而被认为损害其国内专利权的行为。
随着我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参与的增多，以及经济科技发展的相互交融，我国司法对于境外因素的考虑
有所增加。
例如，加大对于国外知名商标等商业标识的保护力度，降低保护门槛和适当考量其境外知名因素。
由于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境外设立的网站实施的侵权行为损害到我国著作权，我国司法也予以管辖。
当然，这些考虑必须以有利于维护我国利益为重要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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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司法哲学、司法政策与裁判方法》概括了，在司法实践中从来都是力
倡司法哲学和司法政策重要性的，并身体力行地参与和引导知识产权司法政策的总结、提炼和实施，
知识产权司法政策迄今已初具规模，在有些方面堪称蔚为大观，这本身显然不是因为外国人已经怎么
说或者怎么做了，而是深感于司法实践强烈而迫切的需求。
《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司法哲学、司法政策与裁判方法》中之所以经常援引外国同行的类似
见解，更多的是表明我们在所涉主题上具有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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