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与运用 

左涵湄 

             欧夏梁电子报在 2017 年分别刊登了三篇文章，讨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与专利相关的指导性案例，即指导案例第 83 号1
 、指导案例第 84 号2和指导案例第 85号

3
 。本篇文章将进一步介绍指导性案例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性质与效力，并说明如何在中国的法

律实践中运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除了针对具体法律问题提供司法解释之外，还会确定并发布对全国法院的审

判和执行工作具有指向作用的指导案例。这些指导案例是从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各级地方人民法院

审判的案件中选出的。为了选定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通常选出其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案例，

例如今后的案件可能具有类似问题的情况。具体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

规定》第二条规定，指导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且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案

例： 

(1) 社会广泛关注的。 

(2) 相关法律规定有原则性的。 

(3) 具有典型性的。 

(4) 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 

(5) 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自 2011年 12月截至 2018年 7月，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了 18批 96 件指导性案例，涉及知

识产权的案例有 20 件，其中 10 件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是在 2017 年第 16 批指导性案例所公布，

足见近年知识产权案件所受到的重视。由于知识产权领域疑难复杂案件数量的上升，最高人民法

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就非常重要。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及时的指导案例，为全国各级

人民法院提供参照，也显得特别重要。在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未能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立即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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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种及时发布就尤其重要。 

除了指导性案例外，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形成的案例指导制度体系内容还包

括：知识产权年度十大案件、知识产权年度五十件典型案例、知识产权案例年度报告。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知识产权案例年度报告收录于每年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指导》

（下称《案例指导》）一书中。例如，该书归纳和总结了每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

的总体特点和趋势，还对所涉及的相关案例的典型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整理和归纳，并附整理后的

判决书全文。因此，《案例指导》与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公布的知识产权指导案件一样，对各级法

院具有指导作用。 

  中国的指导案例与英美法系（例如美国的法律体系）的判例法虽然都为下级法院提供基础

逻辑和法律原则，但两者性质与效力却大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是法律规范的一部

分，法院受到判例法的拘束。相反地，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人民法院的判决应以法律、行政

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因此，指导案例仅为参考意见，并不具有如英美法系判例法一般的拘束

力。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

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案例指导工作实施细则》第十条则规定：各

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

判依据引用。因此，在中国，人民法院应当首先适用法律，其次是行政法规，最后是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可视为成文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补充。若出现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

解释均未规定的事项，人民法院一般会参照同类型的指导案例中的判决思路对案件进行处理，律

师在诉讼中也会提交相关的指导案例供人民法院参考。简而言之，指导案例为人民法院与法律从

业者提供了重要且及时的方向，特别是针对复杂度高、涉及新型问题的知识产权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