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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调查+技术咨询

当好法官技术参谋

今年 31岁的王传极， 是和张银超一起被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录用的聘任制技术调查官，

但他是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的“老

人”。

上海知识法院成立后， 专门设立技术调

查室， 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技术调查官， 协

调联系技术咨询专家、 技术鉴定专家， 建立

专家资源库， 为法官办案提供技术支持。

2016 年，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聘任了首批技术

调查官， 其中就有王传极的同事张颖， 他们

都来自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一项新生事物， 技

术调查官的来源是个难题。 为此， 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积极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

委员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公安部第

三研究所、 上海科委等单位的支持， 建立较

为固定的合作机制， 采取了交流任职以及兼

职的方式， 聘任了一批技术调查官。” 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政

治部副主任吴登楼如是说。

吴登楼曾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

室副主任， 对于技术调查官工作， 他提供了

这样一组数据———参与审理案件 455 件， 出

庭 170 次， 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 280 份， 辅

助开展证据保全、 现场勘验 217 次， 为法官

提供技术咨询超过 1000次。 这些数据背后是

全体技术调查官的付出， 也反映出了知识产

权案件审理中对技术调查官的切实需求。

王传极在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时负责计算

机司法鉴定。 2016 年该所与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建立了交流合作， 他是第二批受委派来到

法院担任交流技术调查官的， 参与计算机软

件案件的技术事实调查和咨询等工作。

在一起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中， 因为担

心侵权方在法院开展取证工作前删除电脑中

的盗版软件， 因此， 在前往侵权公司进行证

据保全前， 法官与王传极进行了沟通， 商量

证据保全方案。 王传极提出， 软件即便被删

除， 在系统盘中也能找到它的缓存记录日志。

方案确定后， 王传极立即联系申请保全的公

司， 了解涉案软件的性质。

后来在现场取证过程中， 果然遇到了软

件被删除的情况， 因为有了事先充分准备，

在证据保全过程中顺利找到了日志， 其中清

晰记录了软件删除时间———就在王传极等法

院保全人员到达侵权公司后的短短几分钟内。

后来这份记录关键的删除时间节点的缓存日

志， 成为了证明侵权责任的铁证。

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实复杂， 查明手段

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调查， 同时还需要技术咨

询、 技术鉴定等多种手段。 技术调查官还可

以在复杂的技术案件中， 发挥桥梁或者技术

“翻译” 的角色。

“技术调查官通过介入案件技术事实调

查， 协助法官明确涉案技术问题、 固定技术

争点， 形成调查材料， 协助法官与其他技术

专家进行专业问题沟通， 做好技术调查与其

他技术事实查明方式之间的衔接， 提高技术

事实查明的准确性。”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

何渊表示， 他在日常工作中就经常要请技术

调查官协助， 对一些技术问题探讨， 有时需

要联系技术专家， 查明技术争议事实。

“技术人”+“法院人”

法院首次招录聘任制技术调查官

知识产权案件往往存在技术事实难以查

明的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技术调

查官制度应运而生。 2014 年底，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

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颁布实施， 在我

国确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

正是考虑到技术调查官队伍的特殊需求

和来源困难， 中办、 国办 2018 年印发的 《关

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

的意见》 提出， 探索在编制内按照聘任等方

式选任、 管理技术调查官。 这就为解决技术

调查官来源问题打开了另一个通道。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大幅增长，

尤其是技术类案件的快速增长对技术调查官

提出了更大的需求,因此， 需要有更多的技术

调查官来满足工作的实际需求。” 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技术调查室主任管弦表示。

2020 年 4 月， 经上海市公务员局批准，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向社会公开招录计算机软

件专业和机械专业技术调查官各 1 名。 这是

全国法院首次在编制内招录具有聘任制公务

员身份的技术调查官。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聘任的首批技术调

查官涵盖了计算机软件、 材料、 机械、 化工、

电子、 通信、 网络和光电等专业技术领域。

这批技术调查官在案件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为法官查明技术事实提供了重要帮助。”

吴登楼告诉记者， “考虑到是初次尝试招录

聘任制技术调查官，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选择

了案件数量最多的两个专业领域： 计算机软

件和机械专业。 聘任制与交流和兼职的技术

调查官互为补充， 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技术

调查官的作用。”

不过， 新招录的技术调查官由“技术人”

转变为“法院人”， 适应法院案件审理工作还

需要一个过程。

王传极已经熟悉了这项工作， 在谈到刚

交流到法院从事技术调查官工作时的感受时，

他感慨到， 最大的挑战是要适应法院办案的

思路。 “技术调查官的工作是在法官的指导

下开展， 是辅助法官对案件相关的技术争议

事实的查明。 技术判断是独立的， 但是工作

的所有程序是依附于法官办案的。” 王传极已

经对此深有体会。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伴随着知识产权法

院的设立而建立的。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积极

探索在编制内按照聘任方式选任、 管理技术

调查官， 走出了技术调查官制度发展的一条

新路， 有利于技术调查官队伍的稳定， 有利

于更好发挥技术调查官在协助法官查明技术

事实中的作用。”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

淑兰表示。

技术语言+法律思维

练好技术调查官的“内功”

在成为一名技术调查官前， 张银超是上

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

曾参与单位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

对他而言， 自主研发设计的产品如同亲子，

尤其是涉及专利核心， 张银超明白了专利不

仅要用好， 更要管好、 保护好。 正是这个

“保护” 的念头， 让他选择了报考技术调查

官。

今年 10 月 19 日正式入职后， 张银超对

技术调查官的工作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

是 11月 9日第一次独立参加庭前会议时却还

是遇到了不少的难题。

这次庭前会议让他感慨道： “人力毕竟

有限， 无法穷尽浩如烟海的专业知识。 我所

能做的就是在熟悉的领域做强做深， 涉及无

法独立解决的问题， 则需要向领域内专家请

教。”

为了适应知识产权诉讼场景下的技术需

求， 张银超要求自己在机械技术方面的专业

不能懈怠， 同时加强对法律和专利领域方面

知识的学习， 多与法官交流， 早日适应“法

言法语” 型沟通方式。 张银超透露， 他报考

了今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专利代

理人考试。

如何保持客观中立， 则是新岗位带给张

银超的另一挑战。 技术人员由于在某一领域

深耕， 所以会对熟知或者感兴趣的技术内容

具有倾向性。 技术调查官提供的专业技术

意见对法官裁判案件具有影响。 为了司法

公正， 张银超明白需要在技术调查官的岗

位上， 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措辞， 保持客观中

立态度。

张银超表示： “成为一名聘任制技术调

查官， 是一种人生的机遇。 把自己的工作融

合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个人价值才能够体

现出来。”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 国家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加强。 成为技术调查

官， 或许是他把自己融入创新型国家建设所

做的努力。

管弦表示， 法院会为技术调查官提供法

律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 未来还会加强专业

技术领域的培训， 既要做到让技术调查官适

应法院工作， 又要确保技术调查官在专业领

域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专家眼中的技术调查官：

中立、客观、科学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针对技术类知识产

权案件的特殊性所设立的一项专门的制度。”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法学院院长许春明认为，

“设立该制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技术类知

识产权案件当中对技术事实的理解和认定，

来协助法官能够更准确地去认定事实、 适用

法律， 所以技术调查官其实是法庭上的‘翻

译官’。” 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引入技术调

查官， 对于事实的认定和案件的审理有着积

极意义。

近年来， 上海法院涉及高新技术领域的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不断出现， 知识产权领域

前沿问题也不断涌现， 技术调查官与法官的

强强联合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营

造对智慧成果保护更到位的大环境， 并促进

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委员

会主任刘峰认为， 技术调查官的作用与意义

很大程度上是使得案件的技术事实认定更加

中立、 客观和科学， 所以不仅是个人专业素

质方面的提升， 更需要在制度的设计和细化

上加以完善。

刘峰表示： “单人角度的判断可能会存

在疏漏或者局限， 也可以考虑在一个案件中

同时引入多个技术调查官进行协助。 这样对

于事实的认定会更加全面客观。”

他建议， 可以在制度设计上应当保证技

术调查官的专业水平以及出具技术调查意见

的科学性。 “比如将和法官的沟通情况、 法

官对于技术调查的感受反馈、 出具技术审查

意见的质量和数量等多个因素纳入考核范围，

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技术调查官在技术调查

和事实认定方面的专业能力。”

在未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将按照建

设国际一流知识产权法院的要求， 在先行先

试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机制、 总结经验， 为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调查官制度提

供实践样本， 为提升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水平作出贡献。” 黎淑兰总结

道。

B3 案件写真 2020 ?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法庭上来了新的“技术参谋”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走出技术调查官制度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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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一起涉及 “一种太阳能电池板高效边框涂胶机” 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正在召开庭前会议， 庄严的法庭上， 除了法官和法官助

理， 在 “技术调查官” 席位上坐着一位身着西装、 戴着口罩的男士。 这是记者日前走进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他叫张银超， 这是他入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后第一次参与案件审理。 不过， 他的另一个身份更加吸引记者的注意， 他是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最新招录的首批 2 ?聘任制技术调查官之一。

众所周知， 较高的专业性和较强的技术性是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 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技术背景的知识产权法官来讲,?何准确而

快速了解技术要点,查明技术事实， 是一个挑战。 从 2014 ?我国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以来， 已经走过了 6 ?。 记者注意到， 目前全国法

院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已经有多地探索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 但是大多采用交流任职或者兼职的方式聘用技术调查官，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在 2020 ?开创先河， 招录了聘任制技术调查官。

作为知识产权法官的 “技术参谋”， 技术调查官在法庭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聘任制技术调查官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记者

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进行深入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