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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逄政 楚楚

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要放置到涉外法治建设层面进行探讨。 202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 指出， 要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完善跨境司

法协作安排， 加强防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国际合作。 严格依法办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 平等保护外

国权利人合法权益。 作为上海基层检察机关， 探索如何落实涉外知识产权检察工作， 有利于提升一线办

案人员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素能， 培养国际视野与国际规则意识； 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结合区

域特点形成可复制、 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有利于形成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协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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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实践路径
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

办理涉外案件素能

涉外知识产权检察办案队伍需

要在具备专业素能的同时具备涉外

案件处理能力。

一方面要提高办理知识产权案

件的涉外意识， 基于“知产案件多

涉外” 的属性， 重点挖掘知识产权

案件中的涉外因素。 程序上， 充分

尊重不同国家、 地区的文化、 法律

差异， 善于借助翻译专家库、 外语

学院、 AI 涉外翻译助手等资源，

依法平等保障外籍犯罪嫌疑人诉讼

权利和外籍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

权利， 及时上报涉外案件诉讼进

展。

实体上， 严格审查知识产权案

件证据材料， 对案卷中经公证、 认

证的授权书等域外证据材料重点审

查有效期、 签章等涉及证据效力的

内容， 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通

过检察官联席会议、 公开听证等方

式形成审查意见。

二是熟悉了解国内法律和国际

规则。 加强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法》 《引渡法》 等法律条文学习运

用， 依据属地、 属人、 保护管辖规

定应当由我国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

行为， 根据两国之间的引渡条约提

起引渡请求。 在提出引渡请求时，

需要符合政治犯例外原则、 双重犯

罪原则、 罪名特定原则。 双重犯罪

原则需要承办人对本国及被请求国

的刑法制度都足够了解， 确保准确

选定罪名予以请求。 同时， 因同类

型知识产权犯罪罪名间存在吸收、

包含关系， 检察人员要着重审查请

求引渡罪名与移送审查起诉罪名是

否一致、 审查起诉罪名与判决罪名

是否一致， 确保不违反罪名特定原

则。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非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 机构、

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

料。

三是提升涉外案件审查能力。

检察机关对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

查， 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域外证据转

化、 合法性审查以及是否符合国际

条约、 双边公约承诺义务等方面。

对于缔约国司法机关明确要求不得

将通过执法合作获得的证据材料作

为证据用于刑事诉讼的材料， 应依

法排除。 对未经法定程序或不符合

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约定程序收集的

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四是探索建立涉外案件办理工

作机制， 引导检察人员规范办理涉

外知识产权案件。 近日， 上海市

M 区检察院在梳理总结近年涉外

知识产权案件特点基础上出台涉外

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 指引明确

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范围、 案卡填

录、 请示上报等要求， 强调案件中

外籍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保障措

施， 包括保障嫌疑人获得翻译、 领

事探视、 认罪认罚告知等权利， 规

范被害单位告知、 公开听证程序等

平等保护外国权利人实质性参与刑

事诉讼的各项权利， 落实涉外知识

产权案件办理全流程规范化要求，

全面提升办案质效。

拓展办案思路， 注重

案件办理社会效果

目前，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名规

定在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中，说明

对知识产权类犯罪行为的惩治要考

虑对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影响。 具

体来说， 检察机关办理涉外知识产

权案件时要注重预防和惩治相结

合， 重视案件的警示、 教育作用。

一是灵活运用自由刑、 罚金

刑、 从业禁止等多元的刑罚措施，

做好案件办理的“后半篇” 文章，

切实预防再犯罪的可能性。 例如，

上海市 M 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杜

某某等 3 人侵犯著作权罪案， 建议

对被告人在相关领域适用从业禁

止， 并对涉案网络平台制发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 实现一案到一域的治

理效果。

二是充分保障涉外主体诉讼权

利。 一方面， 办理涉外知识产权案

件过程中注重向外籍犯罪嫌疑人普

及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制度和刑

事司法政策， 将释法说理工作贯穿

于履职全过程； 另一方面， 充分保

障外国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权

利， 探索送达除中英对照外符合本

国日常用语习惯的第二外语版本法

律文书。

三是注重纠纷实质性化解和案件

追赃挽损， 引入专业知识产权调解机

构， 推动知识产权权利人与被告人在

刑事案件中“一揽子” 解决侵权赔偿

问题， 弥补权利人经济损失。

四是探索建立区域性的涉外权利

人信息库， 联合公安局、 市场局、 文

旅局等多家单位建立共享知识产权权

利人基本信息和权利信息库， 收录资

金来源情况、 国内子公司设立情况、

商标、 著作权等权利状态， 节约重复

确权、 审查资源。

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国

际惩治合作

基于知识产权案件跨地域作案日

趋频繁、 犯罪行为向网络空间迁移、

犯罪手段逐渐隐蔽等特征， 检察机关

需要充分探索运用数字技术， 开展国

际合作， 一体深度打击跨境知识产权

犯罪。

一是提升数字打击能力， 完善网

络空间追踪知识产权犯罪的技术支

撑。 美国针对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犯

罪的执法取证， 设立国际计算机黑客

和知识产权协调计划， 专项部署调取

电子证据、 追查起诉网络知识产权犯

罪等事项。 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侦

查监督协作平台和大数据法律监督作

用， 通过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 加强

网络空间知识产权犯罪领域数据比对

和综合研判运用， 对涉及盗版、 假货

等侵权问题密集的线上平台进行重点

资金监控和可疑犯罪线索识别， 开展

专项行动。

二是开展跨境知识产权犯罪司法

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联合惩治跨国、

跨境知识产权犯罪， 充分利用现有的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平台， 如联合国刑

事警察组织、 欧洲刑事警察组织、 中

缅泰联合行动等， 了解学习边境交织

地区在知识产权国际执法司法、 跨境

打击犯罪行为领域动态及创新治理制

度， 在信息管理、 经验交流、 审理各

方面加强协作配合与经验交流。

互鉴先进经验，完善司

法协作机制

针对跨境型涉外知识产权案件，

检察机关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运

用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及规则， 提高办

案质效。

例如与缔结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

建立涉外检察交流机制， 搭建涉外司

法合作平台， 通过人员交换、 国际论

坛、 实地考察等方式， 强化双向沟通

交流， 奠定刑事司法协作实践基础。

此外， 合理借鉴他国经验， 例如

为解决刑事司法协助周期与刑事诉讼

案件办案时效之间的矛盾， 越南刑事

诉讼法规定在法定侦查期限内， 向外

国提出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没有得到

反馈， 侦查机关可决定中止侦查， 直

至收到外国反馈结果后恢复侦查。 这

一规定解决了办案人员因提起刑事司

法协助而超过诉讼时效的担忧。 我国

刑事诉讼法未规定类似的衔接制度，

但侦查机关、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及时

上报机制、 重大敏感案件层报制度，

就是否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或继续

取保候审进行个案研判， 合理延长办

案期限， 查清案件事实。

2025 年是 AI 智能体爆发元年，

技术与文化的奔涌再一次拉进全球居

民的时空距离， 也对司法工作者办案

工作带来新挑战。 而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城市定位， 与近两

年知识产权刑事审判职能回归基层法

院对上海基层检察机关、 检察人员在

涉外知识产权履职能力上提出更高要

求。 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具有天然涉外

属性， 该类案件的复杂性、 权利交织

性、 主体复合性、 办案人员的实践经

验及国际视野等， 均成为影响涉外知

识产权检察工作的重要因素。 检察机

关应当充分履行新时代法律监督工

作， 提升涉外案件办案人员认知维

度、 办案素能， 注重涉外案件经验总

结交流， 加强检察涉外法治理论与实

践研究， 提升检察环节涉外司法效

能。

未来检察机关也需要积极参与国

内涉外立法， 发挥检察机关在法律监

督中的重要作用， 做好国际法、 国际

规则与国内司法的制度衔接， 不断提

升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的国际影响力、

吸引力。

（作者简介： 逄政， 上海市闵行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

委员； 楚楚，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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