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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主
要知识产权指标符合预期,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在专利方面,
我国发明专利授权53.0万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237.7万件,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73.2万件。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221.3万件。在商

标方面,2020年我国商标注册576.1万件,收到国内申请人马德里商标国

际注册申请7553件。 2020年,我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项目达12039项,
质押融资总额达2180亿元。1

随着我国高科技和知识产权事业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也

呈快速增长态势,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成为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11月
24日发布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提出完善知识产权仲

裁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仲裁机构。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进一步提出建立完善知识

产权仲裁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仲裁国际化水平。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

制,商事仲裁凭借其高度专业性、保密性、灵活性以及独立性等特点,在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仲裁中心、深圳仲裁委员会,曾用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华南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创立于1983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各省市设立的第一家仲裁机构,也是粤港澳地区第

一家仲裁机构。凭借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独



特区位优势,深圳国际仲裁院迄今为止已处理了大量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在知识产权纠纷仲裁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2021年4月,为落实中央赋

予的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深圳国际仲裁院经批准设立中国(深圳)知
识产权仲裁中心,旨在立足中国科技创新重点区域和前沿阵地,服务高新

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深度融合,提
升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国际化水平,打造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标杆城市和

国际高地。

为帮助业内相关人士了解知识产权纠纷仲裁案件的裁判要点,深圳

国际仲裁院系统梳理和筛选了近年来处理的代表性案例,在对当事人信

息进行脱密处理的前提下,组织了专家、学者等专业力量进行深度评

析。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当事人掌握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的裁判动

向,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和纠纷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引。

编 者

2021年11月1日

1 参见《中国质量报(数字报)》2021年1月25日,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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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仲裁中心、深圳仲裁委员会,曾用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华南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

2. 法律文件名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

3. 《合同法》 《民法总则》 《民法通则》已自2021年1月1日起废

止。

4. 除非另有注明,各案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

5. 《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简称《仲裁规则》,如无特别注

明,均指该案受理时适用的《仲裁规则》。

6.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

7.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简称《伯尔尼公约》 。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简称《商品房买卖解释》。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简称《著作权解释》。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简称《商标案件解释》。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简称《技术合同解释》。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已失效),简称《合同法解释(二)》。

14.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 。

1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简称《北京高院商标案件解答》。

1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北京高院特许经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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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著作权纠纷

案例1 编辑加工作品与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认
定

仲裁要点: 出版社在审阅作品时发现作品存在与中国法律和社会

公共利益冲突的内容,应通知著作权人,要求其与作者协商修改。未经著

作权人同意,出版社不得以“编辑加工”或“作品内容违反法律和社会公

共利益”为由自行对原作品内容进行修改,否则构成对著作权人“保护作

品完整权”权利的侵犯。

一、 案情概要

申请人A公司与被申请人B公司就在中国内地出版三本著作签署

《图书出版合同》,申请人授权被申请人在中国内地以图书形式出版发

行上述作品中文简体版的专有使用权,并在合同中约定:被申请人负责确

定根据本合同出版发行的作品不得违背中国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经

被申请人审定后之内容倘引起法律问题,责任一概由被申请人承担。被

申请人如需更动上述作品的名称,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

言、后记,应征得申请人同意,并经申请人书面认可。上述作品的最后校

样可由申请人审校。申请人应在收齐最后稿样15日内完成审校,签字后

把最后稿样退还被申请人。申请人未按期审校,被申请人可自行审校,并
按计划付印。



图书出版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经其同意,擅自修改作品并出版

发行,构成严重违约,遂根据《图书出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于2001年10
月30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并提出如下仲裁请求:

1. 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 。

2. 被申请人收回已经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三本著作。

3. 被申请人支付本案仲裁费用。

4.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本案律师费6万元。

二、 当事人主张

(一)申请人主张

1. 根据《图书出版合同》第10条的明确约定,被申请人如修改、删

节作品,应征得申请人同意和书面认可。双方此前也遵循此约定,对作品

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和删节,说明被申请人明确知晓自己只有在取得申

请人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够对作品进行修改。

2. 被申请人以“极个别的编辑加工”掩盖、回避违约行为。编辑加

工和修改、删节,在《著作权法》中是不同性质的概念和行为。即使作

品含有不适宜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用语和词句,被申请人也无权擅自修改

作品,而应当由申请人交由作者修改。申请人前期同意大幅度修改作品,
给被申请人以充足的提出修改意见的机会和空间,就是申请人尊重这个

客观情况的具体体现,被申请人没有理由再以作品含有不当之处而对作

品擅自进行修改。

(二)被申请人主张

1. 被申请人对三本著作所作的编辑加工,在总共30万字的作品中,只
占全书的极少部分,且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纯粹文字或表达方式上的编辑加工,如将“本世纪”改为“二
十世纪”、将“戴卓尔”改为“撒切尔”(仅仅是译法的不同),既没有歪曲原

书的内容,也没有篡改原书的意思,不构成对合同的违反,亦符合我国

《著作权法》第10条第(三)项、第(四)项1的规定。

另一种则是被申请人对原书的极个别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党

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符,或有违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的

内容进行的编辑加工,符合《图书出版合同》第3条的约定,也是有关法

律法规所要求的,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第4条第2款的规定2以及

《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3的规定,被申请人有义务保证上述作品的内

容不违反中国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被申请人作出的一些编辑加工,正
是为了依法、依约定履行图书出版者和编辑者的职责,不仅是合法的,也
是善意的。

2. 被申请人最后一次将审校后的稿样(此稿样中含有本案争议的个

别编辑加工)用特快专递寄给申请人的时间是2001年5月18日,此后申请

人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内未给被申请人任何答复。被申请人认为,根据

《图书出版合同》第12条的约定,申请人以自己的不行为默认了被申请

人的编辑加工,于是只好依据双方的上述约定,自行将书稿付印。被申请

人的行为符合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并未构成违约。

三、 仲裁庭认定的事实

1. 本案争议所涉的三本著作,作者已于1999年12月1日与本案申请

人签订《协议书》,将上述作品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

出版发行专有许可使用权授予申请人。该许可使用权有效期为自《协

议书》签订之日起5年。

2.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01年2月8日签订了本案争议的《图书出

版合同》。



3. 上述出版合同签订前后,双方当事人曾就作品在中国内地出版版

本的文字修改事宜多次交换意见,并由作者本人对书稿作出修改或修改

确认。但被申请人于2001年5月18日寄给申请人书稿中提出的修改建

议,并没有得到申请人或作者的同意或修改确认。

4. 2001年7月,被申请人将未经申请人同意的、其单方面修改过的

上述作品在中国内地以中文简体版出版发行。作品中由被申请人单方

面修改的内容共为14处,其中属技术性修改的有3处,其余11处均为文字

内容的修改(含三本著作)。

5. 申请人于2001年7月7日致函被申请人称:“收到贵社寄来作

品……三本书之内容改动均未得到本公司同意,贵社已违反双方于2001
年2月签订之《图书出版合同》第10条。现特通知贵社停止该三本书之

一切出版、发行及销售活动。”

申请人于2001年7月9日又致函被申请人称:“有关三本著作简体字

版,因内容有未经本公司同意之改动,现特通知贵社于三天内将所有已发

行之上述三本书回收,并勿汇来版税。”

6. 就上述作品未经申请人同意修改的问题,被申请人负责出版上述

作品的策划编辑曾先后于2001年5月29日、2001年7月11日和2001年7月
17日致函申请人总编辑,作出如下解释:由于内地出版政策,对于需要调

整、修改的几处内容,实在没有办法,请理解……内地任何一家出版社都

不可能不加改动而直接出版。 (2001年5月29日函)我们一直……认为这

些微小的改动不会触及合同的约定和作品的实质……我们确实未曾想

到会违反合同第10条。按照内地的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内容或实质内容

的变动才需经著作权人同意,对基于不同地域的不同语言习惯及非实质

用词的合理改动,是不包括在内的。 (2001年7月11日函)敝社领导对作

者异议表示理解……他立即下令……先暂停发行……我立即去发行协



 

 



调,但他们已经发货,只剩下1563套。现在,我遵照领导意见转达给发行

部,请他们先暂停所有相关活动。

7. 被申请人于2001年2月26日、2001年8月17日将上述作品的预付

版税1609. 74美元、7109. 71港元汇付申请人。申请人于2001年8月30日
致函被申请人称:“本公司已于2001年7月9日通知贵社勿再汇来三本著

作简体字版之版税。现请即告知贵社之账户资料,以便将本公司于2001
年8月17日收到之7109. 71港元版税退回。”

8. 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已由被申请人于2001年6
月10日向版权管理机关申报,并作“出版香港图书合同”登记。

四、 仲裁庭意见

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之内容并不违反合同中

约定适用的法律——中国内地有关法律的规定,依法为有效合同,对双方

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依照《图书出版合同》第10条之约定,被申请人如需更改上述作品

的名称,对作品的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应征得申请人同

意,并经申请人书面认可。但本案事实表明,被申请人在其出版的上述作

品中,对作品的文字内容进行了修改,而这些修改并没有获得申请人的书

面认可。被申请人在答辩中将其对作品的修改称为“极个别的编辑加

工”,仲裁庭认为与事实不符。

被申请人在致申请人的函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基于不同地域的语

言习惯,编辑可以对作品中用词的表述作出与该用词本意不相违背的、

非实质性的改动。这一观点并没有错误,在本案中,被申请人对作品的修

改有若干处属于该种情况(如将“戴卓尔”改为“撒切尔”、将“本世纪”改
为“二十世纪”)。申请人在开庭时也表示该种情况的修改属于不需经其

同意的、合理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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