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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 

1.引 言  

    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无效宣告案件

审查实践，制定本章。 

无效宣告程序中有关证据的各种问题，适用本指南的规

定，本指南没有规定的，可参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

定。 

 

2.当 事 人 举 证  

 

2.1 举 证 责 任 的 分 配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无效宣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在依据前款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

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以及

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2 证 据 的 提 交  

证据的提交除本章规定之外，应当符合本部分第三章第

4.3 节的规定。 

 

2.2.1 外 文 证 据 的 提 交   

条例 3 当事人提交外文证据的，应当提交中文译文，未在举证期

限内提交中文译文的，该外文证据视为未提交。 

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提交中文译文，未以书面方式提交

中文译文的，该中文译文视为未提交。 

    当事人可以仅提交外文证据的部分中文译文。该外文证据

中没有提交中文译文的部分，不作为证据使用。但当事人应专

利复审委员会的要求补充提交该外文证据其他部分的中文译文

的除外。 

对方当事人对中文译文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指定的期限

内对有异议的部分提交中文译文。没有提交中文译文的，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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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议。 

对中文译文出现异议时，双方当事人就异议部分达成一致

意见的，以双方最终认可的中文译文为准。双方当事人未能就

异议部分达成一致意见的，必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委托

翻译。双方当事人就委托翻译达成协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

以委托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翻译单位进行全文、所使用部分或者

有异议部分的翻译。双方当事人就委托翻译达不成协议的，专

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自行委托专业翻译单位进行翻译。委托翻译

所需翻译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承担 50％；拒绝支付翻译费用

的，视为其承认对方当事人提交的中文译文正确。 

 

2.2.2  域外证据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的证明

手续 

域外证据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该证

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

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

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但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对上述两类证据，当事人可以在

无效宣告程序中不办理相关的证明手续： 

（1）该证据是能够从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的国内公

共渠道获得的，如从专利局获得的国外专利文件，或者从公共

图书馆获得的国外文献资料。 

（2）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该证据真实性的。 

（3）对方当事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的。    

 

2.2.3  物证的提交 

当事人应当在本部分第三章第 4.3 节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

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物证。当事人提交物证的，应当同时提交

足以反映该物证客观情况的照片和文字说明，详细说明依据该

物证所要证明的事实。 

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物证的，应当

在举证期限内书面请求延期提交，并仍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

足以反映该物证客观情况的照片和文字说明，详细说明依据该

物证所要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最迟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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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证。 

经公证机关公证封存的物证，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内仅

提交该公证文书而不提交公证封存的物证，但应当在口头审理

辩论终结前提交该公证封存的物证。 

         

3.专 利 复 审 委 员 会 对 证 据 的 调 查 收 集  

    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不主动调查收集审查案件需要的证

据。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应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的申请，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确有

必要时，可以调查收集。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实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也可以委托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职能部门调查收集有关证

据。 

应当事人的申请对证据进行调查收集的，所需费用由提出

申请的当事人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承担。专利复审委员会自行

决定调查收集证据的，所需费用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承担。 

 

4.证 据 的 质 证 和 审 核 认 定  

 

4.1 证 据 的 质 证  

  证据应当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依据。 

  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

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和辩驳。 

 

4.2 证 据 的 审 核  

合议组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逐一进行审查和对全部

证据综合进行审查。 

合议组应当明确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

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

合法性： 

（1）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3）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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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 

（1） 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

原物是否相符； 

（2） 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3） 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 

（4） 证据形成的原因和方式； 

（5） 证据的内容； 

（6） 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4.3 证 据 的 认 定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

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

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

的证明力。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

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

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专利

复审委员会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判定。  

 

4.3.1 证 人 证 言  

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

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与案件的

利害关系以及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

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进行处理。 

证人应当出席口头审理作证，接受质询。未能出席口头审

理作证的证人所出具的书面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席口头审理作证的除外。证人确

有困难不能出席口头审理作证的，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前款的

规定对其书面证言进行认定。 

 

4.3.2 认 可 和 承 认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一方当事人明确认可的另外一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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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交的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予以确认。但其与事实明

显不符，或者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反悔

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另外

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予以确认。

但其与事实明显不符，或者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

者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另一方当事人既

未承认也未否认，经合议组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

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无效宣告程序的，代理人的承认视

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是，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

直接导致承认对方无效宣告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

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进行口头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在口头审理辩论终结前，没有

进行口头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在无效宣告决定作出前撤回承认并

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

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专利复审委员会

不予确认该承认的法律效力。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

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无效宣

告程序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4.3.3 公 知 常 识  

主张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对其主张承

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或者未能充分说明该技术

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并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合议组

对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主张不予支持。 

当事人可以通过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

记载的技术内容来证明某项技术手段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4.3.4 公 证 文 书  

一方当事人将公证文书作为证据提交时，有效公证文书所

证明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如果公证文书在形式上存在严重缺陷，例如缺少公证人员

签章，则该公证文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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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证文书的结论明显缺乏依据或者公证文书的内容存

在自相矛盾之处，则相应部分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例如，公证文书仅根据证人的陈述而得出证人陈述内容

具有真实性的结论，则该公证文书的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            

 

5.其 他  

 

5.1 互联网证据的公开时间 

公众能够浏览互联网信息的最早时间为该互联网信息的

公开时间，一般以互联网信息的发布时间为准。 

 

5.2 申请日后记载的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开 

申请日后（含申请日）形成的记载有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

开内容的书证，或者其他形式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专利在申请

日前使用公开或者口头公开。 

在判断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时，形成于专利公开前（含公开

日）的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形成于专利公开后的证据的证明

力。 

 

5.3 技术内容和问题的咨询、鉴定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单位或者专家对案

件中涉及的技术内容和问题提供咨询性意见，必要时可以委托

有关单位进行鉴定，所需的费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专利复

审委员会或者当事人承担。 

 

5.4 当事人提交的样品等不作为证据的物品的处理 

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当事人在提交样品等不作为证据的物

品时，有权以书面方式请求在其案件审结后取走该物品。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取走物品的请求，合议组应当根据案件

审查以及后续程序的需要决定何时允许取走。允许当事人取走

物品时，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提交该物品的当事人，当事

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取走该物品。期满未取走

的，或者在提交物品时未提出取走请求的，专利复审委员会有

权处置该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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