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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专利授权确权制度的近百件典型案例，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角度探讨我国授权确权法
律制度的原理与实务；对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确权制度的专门问题进行讨论，解读相关制
度法律适用中的特点；对于专利授权确权制度的制度优化加以全面梳理，探究制度构建的完善方向。
本书是专利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专利服务机构、创新主体及相关从业人员深入解读相关法律问题的
参考工具书。

《专利授权确权制度原理与实务》读者对象：知识产权法领域的从业人员、研究人员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专利授权确权制度原理与实务>>

作者简介

张鹏，男，1981年出生，山东省莘县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吴汉东教授。

自2004年8月以来，曾供职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行政诉讼处、研究处、业务协调处和专利
局审查业务管理部综合处，承办专利复审无效案件、专利行政诉讼应诉案件数百件，被指定承担我国
首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专利行政诉讼案件等重大、疑难案件的应诉工作，参加规范性法律文件的
修改撰稿工作，兼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人民陪审员并参与专利侵权案件审判工作。
获得2008～2009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2009年度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
局法律事务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近三年来，在《知识产权》《专利法研究》《计算机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参与编著《专利名案解读（二）》（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专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
究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专利行政诉讼概论与案例
精解》（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优秀专利调查研究报告集（VI）》（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政策研究处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版）、《无线移动互联网：原理、技术与应用》（崔勇、张鹏编著，高等院校计算机精品教材系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作4部。
主持和参与“基于审查资源为战略性新兴行业培育提供的服务研究”、“专利审查工作‘十二五’规
划基础研究”、“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及其与无效程序的关系”、“外观设计专利性审查标准实务研究
”等十余项课题研究。
所著论文获得“第六届全国知识产权优秀调研报告暨优秀软科学研究成果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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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判断发明创造性时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并非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
也就是说，并非只有在该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技术难题”“克服了
技术偏见”“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或者“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才具备创造性。
如果该发明并未“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技术难题”“克服了技术偏见”“
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或者“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但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的区别特征在
现有技术中并不存在技术启示，同样具备创造性。
亦即，如果能够证明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技术难题”“克服了技术
偏见”“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或者“在商业上获得成功”，那么无需使用“三步法”进行判
断即可认定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
　　二、审查实践及司法实践的解读　　【案例3】在“芒硝开采方法”发明专利无效纠纷一案中，
独立权利要求为：“一种芒硝开采方法，包括下列步骤：①钻进一个目标井（1）；②钻进一个连通
井（2），该连通井（2）的上段为直井，中段为造斜井段，下段为水平井段，所述的水平井段位于芒
硝矿层内，并且所述的水平井段与所述的目标井（1）连通；③向连通井（2）内注射清水和油，所述
的油用于保护所述的芒硝矿层的顶板，从而使得所述的清水向两侧进行溶蚀，以扩大清水的溶蚀范围
；以及④从目标井开采芒硝。
在所述的第①步骤中还包括利用向目标井注入清水而在目标井的井底形成溶蚀腔的步骤。
目标井（1）的最佳深度为矿层垂向中心，并根据其所形成的溶蚀腔中心确定斜井段终止点的深度与
位置。
”请求人主张上述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对比文件3为刊登在《中国井矿盐》杂志上的题为“采卤对接井钻井技术及在
井矿盐开采中的应用”文章，其中第17页文字描述公开了下述内容：对接井的单井分为三个井段，即
上部为垂直井段，中部为造斜井段，下部为水平井段。
用钻井技术使两井在地下对接有两种形式，其中第二种为打一口中半径水平井与一口直井对接。
该页图2给出了该对接形式的示意图。
此外，该对比文件还公开了下述技术内容：“即使是精密度最高的仪器，测量误差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新打的两口井不可能在靶点处直接对接（但可直接打入老卤井溶腔内），但误差可在3米以内。
”“为使两井连通，在注水井下人中心管，采用正循环注水建槽，数小时两井就能连通。
”“由试采期转入采卤期时间为3个月或更长时间，中心管可以拔出来。
”“采卤时，可以实行从两口井分别轮流注水的方法，防止高浓度卤水在管内再结晶。
”上述内容实际上包括两个方案，一是打两口新井的方案，二是对老卤井改造的方案。
　　将对比文件3公开的打两口新井的技术方案与该权利要求进行对比，对比文件3中的“被对接的一
口直井”对应于本专利的“目标井（1）”；对比文件3中“对接井”对应本专利中的“连通井”，对
比文件3中对接井的“上部垂直井段”“中部造斜井段”及“下部水平井段”分别对应于本专利中连
通井的“上段直井段”“中段造斜井段”及“下段水平井段”；对比文件3在对接两井过程中在直井
下建的槽与本专利目标井下的溶蚀腔相对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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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专利授权确权制度原理与实务》引述百余件典型的专利授权确权纠纷案件以及专利行政诉讼案
件，对我国专利授权确权制度运行中反映出的热点和难点法律问题加以阐释，从多个角度探讨，并针
对上述法律问题进行法理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和审查实践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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