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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部分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珠海市知识产权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海市知识产权局、珠海市版权局、珠海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珠海市司法局、珠

海市农业农村局、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珠海国际仲裁院、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拱北海关综合业务处、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珠海鼎和质量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秋月、权超、强翼、陈明礼、潘澎、巫文辉、廖菲、李春贤、孙志、曾命辉、

唐楠、曾庆加、王凌、张从和、邹逸钒、赵同军、乔宝良、廖实玲、龚诗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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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十

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升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效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和创新

主体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于2022年4月启动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

工作，将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工作作为服务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珠海于2022年积极申报并获批成为全国首批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地区，试点工作旨在深化

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资源汇聚优势，协同多种保护渠道，建立知

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全流程提升纠纷处理效率。 

《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通则》就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给出了通用性要求，是知识产权纠纷处理

快速处理长效机制的标准化探索，该标准构建了服务纠纷快速处理的六项处理方式和七项机制，提出了

结合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信息技术的服务创新做法，实现“快速申请、快速咨询、快速调解、快

速受理、快速处理、快速反馈”六个环节的流程优化与加快。 

研究制定《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通则》，不仅是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工作的重要举措，

同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我市的创新创业和营商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知识产权强

国贡献珠海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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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处理对象、处理方式、工作机制、服务内容

及监督与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珠海市管辖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F/T 0083 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 

DB 4404/T 69 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知识产权纠纷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与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纠纷、侵权纠纷、权属纠纷等。 

 

一表申报 one-form request 

进行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时，通过申请人填写一张表单及一次性提供相关材料等的工作模式。 

4 基本原则 

客观性 

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进行快速处理。 

公正性 

遵循公正原则，保障相关方合法、合理权利，促进创新与发展。 

效率性 

在合法的基础上效率优先。  

便利性 

采取便利原则，方便当事人和相关方进行纠纷处理。 

5 处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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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申请或请求进行知识产权纠纷快处理，应满足以下条件： 

a) 请求人是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b) 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c) 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d) 属于珠海市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单位的受案和管辖范围； 

e) 当事人没有就同一纠纷向其他机关提起请求或起诉。 

处理类型 

下列知识产权纠纷可进行快速处理： 

a) 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的； 

b)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 

c) 由管理知识产权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判决的、或者仲裁机构作出裁决

的，被请求人就同一知识产权再次作出相同类型的违法行为，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

的； 

d) 当事人均同意进行快速处理的。 

6 处理方式 

事项窗口服务 

应设立线上线下服务窗口，申请人可通过一表申报等方式申请相关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请求，为多种

类型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提供咨询、调解、维权、支持等一站式服务。 

提供技术支撑 

在咨询、受理、调查、调解、案件办理等纠纷处理流程中，应为当事人及相关机构纠纷快速处理提

供知识产权专业相关技术咨询和支撑服务，便利和加快纠纷处理。 

开展快速调解 

应及时向当事人说明纠纷处理不同方式的利弊，营造良好沟通环境，并根据纠纷处理阶段及时引导

当事人采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方式加快纠纷处理。 

纠纷繁简分流 

应根据纠纷类型、事实及争议等情况，进行纠纷繁简分流，可优先采取快速程序和书面审理等方式

进行。 

优化程序时限 

6.5.1 处理流程有法定程序规定的，应缩减环节处理时限，如缩减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审核、决

定、送达等时限。 

6.5.2 处理流程没有法定程序规定的，应在保障程序公正要求下，进行流程优化或精简，提高纠纷处

理效率，加快纠纷处理。 

实现线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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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建设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线上平台，进行纠纷处理信息和数据共享，

可实现知识产权纠纷线上办理。 

7 工作机制 

协同联动机制 

应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定期召开协同保护工作会议，强化部门沟通协作。 

信息共享机制 

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信息数据互通，每月报送案件信息。 

快速受理机制 

应建立快速受理机制，当事人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或线下窗口提起纠纷快速处理申请；有关单位接到

知识产权保护咨询、寻求维权援助服务的，可引导当事人到受理窗口或通过线上平台申请办理。 

快速调解机制 

应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调解机制，知识产权相关管理部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时，除不适宜调解的

外，应先行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依法对知识产权纠纷进行人民调解或行政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的，积极推进纠纷调解结果司法确认，提升调解效力。 

诉调对接机制 

应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调解机构与司法部门、仲裁机构建立诉调对接快速通道，调解

机构根据委托委派开展诉前或诉中调解，支持简化审判处理流程，提高审判效率。 

行业协作机制 

应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行业协作机制，推动设立行业性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发挥行业协

会调解功能，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技术支撑机制 

应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技术支撑机制，加强信息技术平台和专业能力建设，协调建立多元化

技术支撑体系，为调解、仲裁、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8 服务内容 

快速申请 

申请人可通过线下窗口或线上平台，进行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相关业务申请。 

快速咨询 

应对申请人提出的知识产权相关咨询进行快速响应，提供相关指引，缩短办理时间。 

快速调解 

8.3.1 申请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的，应引导调解，并快速组织纠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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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人民调解工作应符合 SF/T 0083的相应规定，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应依照相关规定进行。 

快速受理 

8.4.1 申请进行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的，应进行快速受理，并快速提供或组织技术支持等专业支撑。 

8.4.2 进行知识产权纠纷窗口服务快速受理时，其服务应符合 DB4404/T 69的相应规定。  

快速处理 

应对通过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对接的相关案件，进行加快处理。 

快速反馈 

纠纷处理完毕后，应及时向当事人、协同保护单位等相关方进行反馈。 

9 监督与评价 

宜适时对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过程、效能进行检查与评价，并持续改进。 

应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激励机制。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