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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的活动与历史 

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1  

 

1. 序言  

 

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以下称“知产中心”）是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以下称

“日辩联”）2中旨在推进知识产权的确立、普及等的知识产权领域的专门特别委员会34。 

知产中心是由知识产权制度委员会与知识产权政策推进本部经发展合并后于 2009 年

6 月 1 日成立的、堪称掌舵日辩联知识产权政策的组织，其谱系如后文详述。知识产权制

度委员会是有着与日辩联历史相匹敌的传统的组织，而知识产权政策推进本部是在 2002

年 2 月 25 日小泉内阁召开“知识产权战略会议”，决定设置以总理大臣为本部长的知识

产权战略本部5的背景下，于同年 6 月 22 日设置在日辩联内部的组织，本部长由日辩联会

长担任。 

下文将介绍知产中心的组织概要及沿革。 

 

2.知产中心的组织概要 

 

（1） 目的 

知产中心旨在“增进知识产权的确立、普及以及全民性认识，通过对争议解决制度等

司法相关事项的有关政策进行建议等，力图更好地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并致力于为会员参

与知识产权业务策划措施方案等的活动”（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设置要纲第 2 条）。 

 

（2） 任务 

知产中心为达成前款目的开展下列活动（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设置要纲第 3 条）。 

①关于知识产权的调查、研究及建议 

②关于知识产权相关立法及制度的起草及建议 

③关于知识产权相关立法及制度与政府、审议会、相关各类团体等之间的协商及交流 

④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专家培养及会员培训相关事项 

⑤知识产权相关的有助于扩大会员业务的活动 

⑥其他维护与发展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所必要的活动 

 

（3）委员的构成  

知产中心委员人数规定在 85 名以内，由东京都、大阪府、爱知县等大都市（多数律

师会员所属的单位会（各都道府县的律师会））的会员按规定人数担任委员，为反映其他

全国各地区的意见，从各地区（北海道律师联合会等以高裁（高级法院）所在地为单位组

织的各地律师会联合会）的会员中选任 2 名以上委员。知产中心委员由日辩联理事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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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及单位会的推荐选任，任期为 2 年，可连任6。2013 年度7由全国各单位会推选出包

括委员长在内的 76 名委员。知产中心委员多就任于政府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经济产业

省的产业构造审议会及专利厅的各种研讨会、文部科学省的文化审议会等，其中诸如牧野

利秋（第一）是曾在东京高裁、知产高裁等裁判所（法院）知识产权专业部门任职、具有

丰富执业经验的退休法官，其他还有曾被特聘到外务省及经济产业省工作过的委员，可谓

人才济济，质量兼具，阵容强大。  

 

（4）管理职 

知产中心管理职有：委员长81 名，副委员长若干名，其任职人员由委员进行互选决定。任

期为 1 年，可连任。 

2009 年 6 月知产中心创设以来直至本年度的委员长为下列人员。 

2009 年度 饭田 秀乡（东京9）   2016 年度 辻居 幸一（第二）  

2010 年度 片山 英二（第一）     2017 年度 城山 康文（第一） 

2011 年度 末吉 亙（第二）       2018 年度 村田 真一（第二） 

2012 年度 松本 司（大阪）       2019 年度 宮川 美津子（第一） 

2013 年度 林 izumi（东京）      2020 年度 平野 惠稔（大阪） 

2014 年度 伊原 友己（京都）     2021 年度 服部 诚（第一） 

2015 年度 早稲田 祐美子（第二） 2022 年度 矢部 耕三（第一） 

 

（5）事务局 

知产中心内设置由委员律师构成的事务局，选任事务局长 1 名以及事务局次长（副局

长）1 名。 

 

（6）干事 

知产中心除委员外设置干事10。干事的职责为“秉承会长或委员长的意旨，进行委员

会议案的起草、整理、资料收集及调查、研究等工作”（特别委员会规则第 10 条第 4 款）。 

2013 年度被委任为干事的有：吉原省三（东京）、竹田稔（东京）、中山信弘（第一）、

小林十四雄（第二）、久保利英明（第二）及古城春实（第二），均为知识产权界权威人物。

当然，我们期待干事们基于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及时适当地在知产中心的运营及意见形

成过程等中给予建议11，并不要求其进行议案的起草、资料的收集整理等事务性工作。此

类工作则由正副委员长及事务局成员负责。 

 

3.知产中心的活动形态 

 

（1） 全体会议 

全体委员参加的会议（以下称“全体会议”）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当天下午 1 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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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 3 点，在位于东京霞关的律师会馆召开会议。为方便起见，较远地区的委员可以利用

zoom 会议参加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在事务局长的议程推进下，各项目团队（PT）的活动案

件、审议回应公开征集意见等的法律制度改革相关议案（制作以日辩联名义提出的意见书

等的草案）、知产培训等活动相关议案（企划、准备、执行）、律师业务议案、与裁判所及

专利厅等知产相关国家机关及知产相关行业团体等国内外的知产相关团体进行意见交流

与合作的相关议案等以及各项审议事项，并就报告事项进行汇报。 

 

（2） 项目组（PT）等的设置 

知产中心有 80 名左右的委员，人员众多，如果总是通过全体会议审议，无法进行深

入讨论，因此，考虑到各委员的专业性，出于分组讨论的目的，根据不同领域分别组织了

项目组（PT）。2022 年度设置了 5 个 PT，分别为专利 PT（座长（组长）相良由里子）、外

观设计、商标与不正当竞争 PT（座长宮川美津子）、著作权 PT（座长市村直也）、国际 PT

（座长平野惠稔）、培训与事业扩展 PT（座长杉山一郎）。 

知产中心的各委员至少选择一个 PT 加入并开展活动。各 PT 就各自的处理事项（委员

长和全体会议委托的个别议案的调查及准备活动等），大多在全体会议当天下午 3 点到 5

点的时间段召开 PT 会议进行讨论，除此以外，也会根据情况临时召开会议，或者利用各

PT 分别设置的邮件列表随时进行热烈讨论12。其后，各 PT 将预先讨论的事项向全体会议

提出，展开进一步讨论后，制定知产中心的方向性内容。 

此外，区别于该 PT，知产中心有时还根据不同课题横向设立研究组。在 2013 年度，

成立了知产审判制度研究组13（初代座长：林 izumi），在 2014 年度，成立了日本内容调查

研究组14（初代座长：三尾美枝子），2017 年度成立了农林水产法务支援组15（初代座长：山
口裕司），各组进行了调查研究。 

 

（3） 正副委员长、事务局会议16 

一般来说，在全体会议召开日下午 12 点 30 分至下午 1 点 10 分之间，由正副委员长

和事务局召开正副委员长、事务局会议，就当日全体会议上的审议事项等预先商量。该会

议也只是就全体会议的审议顺序、时间分配及报告人进行确认等的事务性会议，而实质性

的审议拟在全体会议上进行。 

 

4.知产中心的活动内容 

 

（1）日辩联意见 

日辩联就内阁和其他政府机构提出的新的法律、法规和指导方针的制定或修订发表意

见书或发布会长声明。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知产中心准备意见书或会长声明，但须经理事

会最后审查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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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知产高裁及东京地裁、知识产权部的意见交流会 

知产中心从 1999 年起，每年就知识产权诉讼相关事项，与知产高裁、东京地裁的知识产

权部17一同举办 1 次意见交流会，2000 年度至 2012 年度的意见交流会内容公布在《判例

TIMES》上（《判例 TIMES》第 1051 号、1095 号、1124 号、1160 号、1177 号、1179 号、

1207 号、1240 号、1271 号、1301 号、1324 号、1348 号、1374 号、1390 号、Law & Technology 

No.65）。2014 年度以后公布在 Law & Technology 別册《知识产权纠纷最前线》（Law & 

Technology 別冊《知识产权纠纷最前线》1 号-8 号）。这被公认为是法院实践的重要信息

来源。 

（3）国际交流  

① 支援国际会议的举办及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意见 

国际法律专家协会（IBA〔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18的日本大会预定于

2014 年召开，其前期活动计划在 2013 年 11 月举办。目前，知产中心正在准备介绍日本

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方案。 

此外，自 2017 年以来，国际知识产权司法研讨会（JSIP）每年举行一次，由最高裁

判所（法院）、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法院）、法务省、专利厅和律师知识产权网络联合举

办，为了解国际法律制度和运作的差异和课题提供了机会。 

 

② 支援中小企业的海外业务 

日本中小企业在海外设立工厂、事业所或进行国际贸易时需要在掌握该国的法律制度

及法律习惯等基础上开展经营活动。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中小企业往往缺乏获得法律专

家咨询意见的渠道。鉴于此，知产中心努力搭建获得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渠道，帮助中小

企业开展海外业务。 

 

③ 开展与外国知产律师的意见交流会 

为了比较和研究日本最近在审判 IT 化的情况，开展与推进审判 IT 化的外国的律师间

的意见交流会19。 

 

（4）与各种团体开展协商与交流 

根据需要会举办与知识产权相关团体的意见交流会，代表日辩联进行理事或讲师的推

荐等活动，实现信息的共有及讨论的深入。 

例如，日辩联与日本知识产权协会（JIPA）的协商会议通常每年举办 1 次，作为知产

法律专家认真听取并充分回应和解答产业界的希望与疑问。在 2022 年度，与一般社团法

人大学技术转让委员会（UNITT），就产学合作中数据交易的法律问题开展意见交流会。 

此外，在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AIPPI Japan），代表日辩联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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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知识产权中心委员长的一人被任命为理事之一，同时还帮助推荐判例研究会的讲师等。 

 

（5）开展知识产权法法律培训 

作为日辩联研修之一，为培养知识产权专业律师，自 2003 年起，每年由知产中心主

要实施知识产权法的培训，都负责从课程编排（选定讲师及主题）到实际运营20的一系列

工作。 

知识产权法的培训内容十分广泛，除了涉及最近的法律修改等动向，还会从相关行业

邀请律师以外的讲师介绍知识产权业界的全貌。 

 

（6）与相关省厅的合作活动 

必要时与相关省厅开展合作活动，近年来，分别于 2022 年 3 月开展了农林水产知识

产权活动，2022 年 9 月开展了水产知识产权活动，提供农林水产知识产权领域的最新信

息，并分享在各地区提供农林水产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服务的观点。 

 

 

5. 知产中心的沿革 

（1）工业产权制度修改委员会的谱系 

① “工业产权制度修改委员会” 

1963 年 2 月 19 召开的日辩联全体理事会经审议决定设立工业产权制度修改委员会。

（首届委员长是长井亚历山（第二））21 

此前，虽然日辩联曾临时组建过修改调查委员会来大规模修改工业产权法制22，但对

于常设委员会的设置，这还是首次。日辩联讨论设置该常设委员会，其契机源于 1962 年

12 月 12 日，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在其内部设置了“工业产权制度修改审议

会”23，1962 年 12 月 19 日福田一通商产业大臣向该审议会会长咨询工业产权制度基本事

项的修改事宜24。鉴于此，日辩联为应对工业产权制度的修改问题，也决定组织该领域造

诣颇深的几位（10～15 名左右）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委托其进行研究，并将日辩联的意

见反映给审议会。 

② “无形财产权制度委员会” 

“工业产权制度修改委员会”在 1972 年 2 月 19 日的日辩联理事会上更名为“无形

财产权制度委员会”（当时的委员长是光石士郎（第二））。考虑到此前对著作权领域的应

对不足，委员会决定增加 5 名以内的著作权领域专家以加强该领域的应对能力。学术上，

著作权法不属于工业产权法，所以外延更广的“无形财产权”被认为更贴切，至此更名。 

 

③ “知识所有权委员会” 

“无形财产权制度委员会”在 1989 年 2 月 17 日的日辩联理事会上更名为“知识所

有权委员会”（当时的委员长是本间崇（东京））。这是因为当时媒体报道等使用“知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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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比“无形财产权”更为普遍。更名的同时，日辩联还完善了特别委员会的设置要纲，

改变了过去根据理事会决议设置委员会的模式。 

 

④ “知识产权制度委员会” 

“知识所有权委员会”在 2003 年 9 月 20 日的日辩联理事会上更名为“知识产权制

度委员会”（当时的委员长是小松阳一郎（大阪））。政府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在同年 7月

8 日公布的《关于推进知识产权的创作、保护及运用的计划》中提出，今后应尽可能将法

律法规、条约等中使用的“知识所有权”这一术语统一成“知识产权”。为响应该意见，

日辩联进行了更名。知识产权制度委员会的宗旨与任务是，“1 知识产权的调查与研究；

2 知识产权相关立法及制度的起草；3 将日辩联关于知识产权的见解反映给各种审议会和

其他政府相关机构”（知识产权制度委员会设置要纲第 2 条）。委员人数不超过 35 名。 

 

（2）“知识产权政策推进本部”的谱系 

如上所述，小泉内阁为早日确立并推进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于 2002 年 2 月 25 日设 

立“知识产权战略会议”，由内阁总理大臣在首相官邸举办。同年 7 月 3 日，该会议公布

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为灵活应对上述变化，日辩联在 2002 年 6 月 22 日的理事会上决定设立“知识产权政

策推进本部”，日辩联会长担任本部长（参见知识产权政策推进本部设置要纲第 2 条，当

时的本部长是本林徹会长）。该机构的目标是，在知识产权国家战略涉及的司法问题领域

（知识产权相关争议处理程序、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专家培养问题、律师培训及其他事项），

加强与政府及相关团体的协商和交流，献言献策，与此同时，积极应对自身应解决的问题，

包括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专家培养等。 

该本部的委员人数不超过 50 名。日辩联会长在考虑地域差异的基础上委托精通知识

产权诉讼实务的人员（律师）担任委员。 

 

（3）“知识产权制度委员会”与“知识产权政策推进本部”的合并及发展 

如上所述，自 1963 年以来（如果包括临时委员会，则自 1951 年以来），“知识产权

制度委员会”侧重于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对工业产权与著作权法制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知

识产权政策推进本部”的工作以提供知识产权领域政策建议为目标，二者各有谱系，分别

开展着活动。然而，法学理论研究调查和政策建议等并非毫无关联，事实上两者互为表里，

且工作内容有所重叠。鉴于此，日辩联认为将这两个组织合并起来开展工作更合理，于是

在 2009 年实现了发展性合并，并改名为“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该中心是比日辩联其

他委员会具有更大规模的知识产权领域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人数在 85 名以内。 

 

6 “律师知产网络”的创立 

“律师知产网络”是在上述日辩联“知识产权政策推进本部”活动过程中诞生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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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25 

律师知产网络是于 2005 年 4 月 8 日随着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的设置而建立的全国规

模网络。律师知产网络旨在培养专门人才，奠定司法服务的基础，从而在知识产权业务方

面不断充实与扩大律师的司法服务，使其渗透到各个地区（首届理事长是曾任日辩联事务

次长的蓝谷邦雄（第二））。日辩联是联合会性质的团体，不便于直接受理外部咨询或委托

的知产相关业务，因此日辩联以知识产权法造诣深厚的律师为核心设立了知识产权精英团

队，作为日辩联的“别动队”解决这些问题。律师知产网络将全国划分为 8 个区域（北海

道地区会、东北地区会、关东甲信越地区会、中部地区会、近畿地区会、四国地区会、中

国地区会、九州与冲绳地区会）分别开展活动，使其能够更加灵活地解决更大范围的业务，

同时也能根据地区需求与特色提供深入地方的知产法律服务。知产中心的多数委员兼任律

师知产网络的理事，两组织互为条理，持续开展活动。2021 年度，对律师知产网络的网站

进行了大幅更新，推出了《知识产权 Q&A》、《商业秘密电子杂志》、《知识产权谈天说地》

等版块，进行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还受文化厅委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事务

局，负责“文化艺术领域合同咨询窗口”的建立和运作。此外，还按行业部门组织活动，

如农林水产法律支援组和日本内容组，以及进行全国各地的区域协会的企划。例如，在2022

年度，东北地区协会开展了“考虑食品生产和制造业的高附加值化的专题讨论会--参考秋

田的 GI 产品熏腌白萝卜”。 

7 知识产权仲裁中心的活动 

 

日本专利代理人会（日文为“辩理士会”）与日辩联于 1998 年 3 月共同设立了名为

“工业产权仲裁中心”的 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目的是解决工业产权（产业财产

权）领域的纠纷（同年 4 月 1 日开始运营）。此后，“工业产权仲裁中心”的受理范围扩

大到知识产权的所有领域，名称也于 2001 年 4 月起变更为“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 

日辩联为“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的运营及支援工作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即“‘日

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事业相关委员会”（委员人数为 40 名以内）。该委员会的许多委员

兼任知产中心的委员。另外，“日本知识产权仲裁中心”除东京本部、关西支部、名古屋

支部外，还设置了北海道、仙台、广岛、高松、福冈 5 处分所，律师知产网络各地区会的

成员作为骨干参与各分所的设立与运营。 

 

8 结语 

面对全球化环境下变得越来越激烈的产业竞争，以及如 AI、IoT、以 iPS 细胞为开端

的再生医学进步的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法是一个无法摆脱其直接影响的法律领

域。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对象是无体物，其性质还表现为容易发生侵权行为，例如，在互联

网环境中未经授权复制和传播作品的发行版本以及未经授权使用注册商标的现象迅速扩

大，已成问题。因此，往往从维护和提高日本产业和个人竞争力的角度，从加强知识产权

的保护和独占权的片面价值观来审视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许多公民是著作物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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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商业秘密的保护和选择职业的自由问题，或者职务发明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知识产权的

所有权和奖酬问题，与公民的生活直接相关。知产中心始终谨记“尊重基本人权与实现社

会正义”（律师法第 1 条）的律师使命，日后将更加锐意进取，构建与法律整体秩序相协

调的知识产权法制并运用于实践，承担起法律职业人肩负司法制度的使命。 

  

 

 

 

1 文责：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委员长、律师矢部耕三及该事务局长、律师重冨貴光 
2 日本辩护士联合会（日辩联）是由全国 52 个律师会（基本上以都道府县为单位各有一

个律师会，但东京有“东京律师会”、“第一东京律师会”及“第二东京律师会”3 个

会，北海道有“旭川律师会”、“钏路律师会”、“札幌律师会”及“函馆律师会”4

个会。此外，各地区的律师会也有称为“单位会”的。）、律师及律师法人等作为成员构

成的法人，全日本所有的律师及律师法人在加入各地律师会的同时必须在日辩联进行登

记。日辩联是 1949 年 9 月 1 日根据律师法设立的法人（战后，在制定日本国宪法的同

时，日本还开展了司法制度改革，制定律师法就是其中一环）。截至 2023 年 4 月 1 日，

共有 44,961 名律师。 
3 日辩联内部设有法定委员会（资格审查会与惩戒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人权拥护委

员会与司法制度调查会等），同时还设有特别委员会等（根据不同目的而设立的），日辩

联知识产权中心属于特别委员会之一。各特别委员会等并非全部使用“○○委员会”名

称，有时也会适当使用“中心”、“总部”、“会议”、“协议会”、“工作组”等名

称。 
4 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的设立依据是 2009 年 2 月 19 日根据日辩联理事会决议制定的

《日辩联知识产权中心设立要纲》。 
5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的沿革，参照下列 URL。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enkaku.html 
6 不仅是知产中心，其他日辩联设置的特别委员会的相关事项均依据特别委员会规则

（1968 年 7 月 20 日规则第 22 号〔最终修改 2001 年 11 月 20 日〕）。 
7 日辩联的年度为 6 月 1 日至次年的 5 月 31 日。 
8 也称“中心负责人”，正式称谓为“委员长”。 
9 姓名后记载的都道府县名是指所属的单位会，“第一”、“第二”分别指“第一东京

律师会”、“第二东京律师会”。 
10 依据特别委员会规则第 10 条。干事可从委员中选任（该条第 2 款），也可经日辩联会

长同意，委托委员以外的人员担任（该条第 3 款）。知产中心的干事选任属于后者。 
11 就特别委员会规则第 10 条第 4 款的条文解释来看，属于“进行……研究等”的“等”

所包含的内容。 
12 除正式所属 PT 外，制度上允许各委员任意加入其他 PT 邮件列表，且可加入多个 PT。 
13 2014 年度改名为“知产司法制度研究组”。2022 年度座长：村田真一 
14 2018 年度改名为“日本内容组”。2022 年度座长：松井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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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 年度座长：末吉亙 
16 有关日辩联意见书等详细内容，请参照日辩联网站。 

http://www.nichibenren.or.jp/activity/document/opinion/category/intellectual.

html 
17 在东京地裁，民事第 29 部、民事第 40 部、民事第 46 部、民事第 47 部是只处理知识产

权案件的知产专业部门。在大阪地方法院，第 21 民事法庭和第 26 民事法庭是专门的知识

产权法庭，只处理知识产权案件，这些法庭、大阪高等法院第 8 民事法庭（知产集中部）

和大阪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之间的会议也单独举行，虽不是由本中心组织的，但许多

与会者是本中心的成员。这些会议的结果也在《Law & Technology》上发表。 
18 世界各国约有 3 万法律专家、195 个法律专家团体加盟，是世界最大的法律专家团体。 
19 截至 2023 年 3 月，与韩国、中国、美国和德国的知识产权律师开展意见交流会。 
20 日辩联内设日辩联会长直接管理的“综合培训中心”，负责研修事务。知产中心与“综

合培训中心”合作实施知产培训。 
21 第一届成员除委员长之外，松本重敏（东京）和鹈泽晋担任副委员长，委员有川口庄藏

（东京）、穴道进（东京）、和久井宗次（东京）、永田大二郎（第一）、松方正广（第一）、

内田护文（第二）、石黑淳平（大阪）、野间正秋（京都）、佐治良三（名古屋）、三原道也

（福冈）。委员长长井亚历山（“Alexander”。据说其母亲是德国人，在家中用德语交流。）

担任过外交官，是著名的涉外律师。他是发现并提取出治疗哮喘、感冒等药物成分麻黄素

并被称为日本近代药学开山鼻祖的药学家长井长义的长子。 
22 为了配合专利厅修改审议工业所有权制度（具体背景是，1950 年 7 月 31 日通商产业省

内设立了“工业所有权制度修改调查审议会”作为通产大臣的咨询机关，同年 12 月 20 日

专利厅长官向日辩联提交咨询书，题为“有关工业所有权制度修改的建议”，要求日辩联

在 1951 年 3 月底前向该审议会提出意见，进行配合。），根据 1950 年 12 月 23 日的理事会

决议，“工业所有权制度修改调查委员会”予以设立，并 1951 年 3 月 5 日正式组建。该

委员会有 10 名委员，第一届委员长是中松润之助（第二）。第一届委员会决定了有关专利

审判和诉讼的意见书并向日辩联会长作出了报告。1957 年，东京高裁长官询问“修改专

利法第 128 条之 4 第 2 款规定的材料（专利厅拒绝查定不服上诉审判案件的记录）的处理

方法一事”，在决定了对此的意见后，“工业所有权制度修改调查委员会”因其任务完毕

而废止。 
23 举办审议会的宗旨是“随着自由化的发展，能否研发出划时代的技术深刻影响着我国

产业的长期发展。特别是近年，在巨额研究经费的投入下，科学技术发展步伐越来越快。

无论是站在企业的角度，还是国家经济的立场，通过工业所有权制度将发明等研究成果明

确权利化并迅速公开的必要性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参照外国经验并同时立足

本国现实，为适应工业所有权制度的新时代，充分实现制度目标，应当从根本探讨理想模

式。基于以上考虑，决定举办工业所有权制度修改审议会，广泛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以

此探讨工业所有权制度的理想状态。”该宗旨意味深远，虽在 1962 年提出，但其内容放

在今天依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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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咨询内容是“为适应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要求，充分达成工业所有权制度

的目的，就修改制度的基本事项征求贵审议会的意见。” 
25 关于律师知产网络的详细内容，请参照网站 http://www.iplaw-net.com。另外，网站

管理、组织运营的事务工作得到了拥护设立宗旨的民事法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律师知产网

络是仅靠会员年费来运营和进行活动的非盈利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