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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为知识产权
撑起“保护伞”

浙江知识产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

前列，但同样也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频发地区。

多年来，浙江在保护知识产权方

面不遗余力。公证因为具有证明事

实、固定证据、预防纠纷、减少争

议、化解矛盾的独特职能优势，已经

成为我省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利器，

并在惠企便民专项活动中，不断发挥

着重要作用。

杭州国立公证处曾经就凭借一纸

公证书，为一家公司成功维权。前来

申请办证的是A公司，早先曾授权B

公司在一年内独占许可使用其商标。

但后来授权已过期，B公司仍在销售其

商品并使用其商标。多次制止无果

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A公司向公

证处申请对B公司的销售店铺、店铺外

挂的商标以及内部摆放销售的商品进

行证据保全。证据在手，最终A公司

与B公司达成和解。

与杭州国立公证处不同，宁波永

欣公证处则通过提存公证，保护了公

司的商业秘密。宁波某公司与S小姐签

订劳动合同，并签订了一份商业秘密

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之后S小姐

带着商业秘密跳槽，该公司向S小姐提

出履行商业秘密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

协议，并支付保密及竞业限制补偿

费。但是，S小姐拒领该补偿费。无奈

之下，该公司将这笔“封口费”交公

证处提存。在见到公证书之后，S小姐

不得不来到公证处领取公司的提存

款，停止侵权，公司也顺利保护了自

己的商业秘密。

类似的案例在浙江不胜枚举。经

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省共办理知

识产权保护公证5.3万余件，覆盖知识

产权创造设立、运用流转、权利救

济、纠纷解决、域外保护等各个环节。

“互联网+”
孕育知识产权保护新利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兴

起，知识产权保护再次迎来新挑战。

“互联网上，法律文书和法律行为

都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而电子数

据易丢失、易被篡改，使得举证难上

加难。”省高院知识产权庭相关工作人

员通过审理的案件，对其中难处深有

体会。

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处长杜归真

表示：“现实生活中，权利人借助公证

保全证据，固定权利状态或侵权事

实，为知识产权加一道‘安心锁’，互

联网上这一法律需求如何满足，是摆

在公证行业面前的现实挑战。同时，

作为现代法律服务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之一，公证与百姓的距离最为贴近，

也是企业最为需要的法律服务。如何

进一步发挥公证职能优势，其破题也

是公证服务与时俱进、不断助力“打

造最佳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

于是，由浙江省公证协会自主研

发的互联网证据存储平台——“智慧

浙里存”应运而生。

该平台是公证行业的官方存证平

台，包括智慧存证、智慧取证两个方

面的服务。具体来说，“智慧存证”就

是用户通过互联网将文字、图片、视

频、语音、网页、电子邮件等电子数

据材料实时上传、保存，确保存储的

电子数据信息真实、完整、不被篡

改。“智慧取证”则是根据需要，将存

储的数据转变为公证证据。

记者注意到，用户登录浙江公证

服务平台网站 （http://www.zjgzf-

wpt.com），进入“智慧浙里存”，必

须经过实名认证才能使用。实名认证

要上传证照、人脸识别，并与公安部

门信息比对核验，极为严格。

平台上线后，不仅能为广大知识

产权持有人提供服务，还将与相关法

院无缝衔接，为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审

判提供电子公证书。

“随身公证员”
让知识产权保护更便捷

记者实际操作之后发现，“智慧浙

里存”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便捷。

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使用电脑、手机、PAD等工具，

实时获取电子数据，或对电子数据进

行公证存储，不再需要按照传统方式

跑到公证处办理电子数据的存储和取

证。智慧存证、智慧取证可以实现每

时每刻在线操作，打破了时空限制，

相当于随时随地有个公证员在你的身

边，为你提供电子数据的存储和取证

服务。

平台进行试运行的时候，很快就

有了第一批注册用户。温州的余律师

正是其中的受益者。余律师是温州某

媒体的代理人。如今，互联网自媒体

竞争激烈，一些APP为吸引流量，未

经授权就擅自刊登当事媒体的新闻稿

件。为了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余律

师都要及时办理公证，赶在证据灭失

之前留下侵权“铁证”。

相较于以前到公证处挨个截取网

页的做法，余律师表示，公证网上存

证平台非常便捷、高效，“只需要在我

自己的电脑上登录系统、输入网址，

就可以保存网页内容，操作简单，取

证及时。”如今，余律师都养成了习

惯，定期检索涉嫌侵权的自媒体，并

登录平台保存证据。如果需要，他只

需跑一趟公证处领取公证书，实现

“最多跑一次”。

记者了解到，平台上线后一个月

内，将免费为个人用户提供智慧存

证、智慧取证服务。活动结束后，智

慧存证、智慧取证的费用也非常低

廉，根据电子数据的类型，每份甚至

只要几毛至几元钱。

此外，除了推出公证网络存证服

务平台，为迎接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到

来，公证协会还将评选十大公证保护

知识产权案例，为我省知识产权保护

提供更多“示范”。

全国首个省级公证网络存证服务平台今上线
“智慧浙里存”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随身公证员”

本报记者 丁田醒 陈赛男

4月26日是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经商标、版权、知识产权等管理部门共

同参与审定的全国首个省级公证网络存证服务平台——“智慧浙里存”正式上线。

这意味着，今后，浙江知识产权保护再添新利器。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吴巍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在为人

们带来信息“共享”便利的同时，也逐渐

成为知识产权侵权的“温床”。在第十

八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杭州互

联网法院对外发布《网络著作权司法保

护报告》白皮书（2017-2018）（以下简

称白皮书），并选出了网络著作权十大

典型案件。

白皮书记载了杭州互联网法院自

试点管辖涉网著作权案件以来的网上

知识产权保护之路。据统计，去年5月1

日至今年4月，该院共受理侵害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纠纷2736件，其他网络著

作权权属、侵权纠纷90件，侵害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占知识产权案件总

数的83%。

“互联网的无边界性，促使纠纷主

体纵横广布，不过相对集中在互联网产

业和技术发达地区。”杭州互联网法院

常务副院长王江桥介绍，从行业分布来

看，案件主要分布在文化、体育和娱乐

行业，涵盖电商平台、网络服务平台、网

络音乐平台等众多平台，涉及当事人为

互联网企业的案件数量多。

白皮书显示，侵权行为涉及文字、

摄影、美术、影视、音乐等众多类型，其

中网络文字作品、摄影作品占比最多。

截至今年4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受理涉

及文字作品、摄影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

占总收案数的65%。此外，知名影视作

品案件不断增多，占总收案数的18%。

涉案影视作品中既有《捉妖记》《欢乐

颂》等知名影视剧、动画片，也有《奔跑

吧！兄弟》等高收视率的真人秀电视综

艺节目。去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挂

牌成立后审理的第一案，就是《甄嬛传》

作者起诉网易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

昨天，杭州互联网法院还对外公布

了网络著作权典型案件，其中不乏新类

型作品侵权案件。如就影视作品截屏

后取得的单张图片主张信息网络传播

权、在线听书服务中将朗读的声音进行

录制形成的录音作品著作权权属的认

定、网络游戏形象商品化的著作权权属

认定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网站、微

信公众号已成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主要载体，为了内容推广、获取

流量，运营方未经作者同意，擅自对他

人创作的作品进行转载使用的现象突

出，案件占比达43%。

王江桥介绍，网络著作权案件的

纠纷主体纵横广布、权利类型广泛多

样、侵权手段隐蔽专业、证据认定难

度大、法定赔偿适用泛化，这些都是

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新

难点。

杭州互联网法院的信息大数据中

心在其中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借

助充分智能化的诉讼模式，形成了网络

著作权司法保护信息化、多元化、协同

化的新格局。

创新驱动需要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离不开司法保护。杭州互联网法院探

索构建了全国首个电子证据平台，打通

了金融机构、公证机构、第三方存证机

构各个电子数据来源，将电子数据格

式、接入、传输、存取都标准化、格式化，

通过“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实现电

子证据的无缝流转。

该院还探索实现枫桥经验的“IP

版”，通过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百度

人民调解委员会、阿里巴巴人民调

解委员会等第三方平台调解，增设

强制调解程序、诉中引入专职调解

队伍调解“三道过滤网”，化解网络著

作权纠纷。

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白皮书

文字摄影作品侵权案特别多 网站微信擅自转载现象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