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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王
虎羽） 两名员工从洁达公司离职后
创立了一家名为泰鼎丰的公司，并盗
用了洁达公司的发明专利。洁达公司
遂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将泰鼎丰公
司推上了被告席，并成功维护了公司
权益。

洁达公司是国内生产磨料丝、牙
刷丝、磨尖丝等刷丝产品的龙头企业，
其中牙刷丝占50%以上市场份额。

2004年3月1日，洁达公司总经
理马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
为“一种波纹丝的生产加工方法”的发
明专利，于2007年 1月 31日获得授
权，并以独占实施许可方式许可给洁
达公司实施该专利。该专利是连续生
产波纹刷丝产品的必须方法。

2007年7月，曾在洁达公司负责
销售的李某和负责技术的罗某辞职后
在深圳市开办泰鼎丰公司，使用洁达
公司的专利方法生产波纹丝，在国内
外市场与洁达公司展开低价竞争。经
过几年的经营，泰鼎丰公司成为国内
行业内市场占有率仅次于洁达公司的
企业。

泰鼎丰公司对生产车间采取了严
格的保密措施，与办公区域隔离，除了
泰鼎丰公司中股东李某和罗某的亲戚
员工外，其他员工、客户均不能参观生

产线。
2014年8月，泰鼎丰公司将涉嫌

侵权的波纹刷丝销售到宁波市鄞州
区。洁达公司便将泰鼎丰公司和其鄞
州区的买家孙某告上法院，请求判决
两被告停止侵权，销毁使用该专利方
法的模具、生产线，要求泰鼎丰公司赔
偿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合
计80万元。同时，申请法院对泰鼎丰
公司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和财产保全措
施。

因本案的专利是方法发明专利，
要认定是否侵权，还须查明被告的生
产工艺和生产方法、步骤。为此，宁波
市中级法院的法官远赴深圳市，对泰
鼎丰公司的生产线进行证据保全，同
时冻结了泰鼎丰公司银行存款80万
元。

2015年2月13日，宁波市中级法
院一审判决泰鼎丰公司侵权，销毁库
存的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
品，销毁使用该专利方法的设备，赔偿
洁达公司80万元。泰鼎丰公司不服
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起上
诉。2015年7月8日，浙江省高级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判决履行期届满后，洁达公司
立即申请强制执行，将80万元赔偿款
执行到位。

知识产权之窗
宁波样本

律师点评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
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
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
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

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
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
品。《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
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
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
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

员工离职创业，盗用原单位专利进行竞争

洁达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成功维权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
研究基地专家、宁波市律师协会知
识产权委主任、海泰律师事务所吕
甲木律师认为：通常而言，发明专
利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创造，而
方法专利是技术含量更高，同时也
是侵权判断最难的专利。如果是
一般的产品结构的发明或实用新
型专利，只要有被诉侵权的产品就
能进行侵权判断；而对于方法专

利，光有产品还不行，还需要查明
被告的生产方法、工艺、步骤，才能
进行侵权判断。因为，同一产品有
不同的生产方法，而对于不属于新
产品方法侵权的，作为原告维权就
必须举证证明被告的生产方法，否
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
涉嫌方法专利侵权的，申请法院对
被告的生产线、生产工艺、步骤进
行证据保全尤为重要。

●知识产权小贴士

1200余名“演员”准备了近一年

七十余年后，高桥会重现
昨天上午，时隔70年的“高桥会”重临高桥，海曙高桥镇所有的行政村、

社区、渔业社、文化产业园区、博物馆以及学校均参与其中，共发动33个方
队、84支表演小分队、1200多名群众，声势浩大。

中国民协会员、高桥会筹备委员会成
员傅瑞庭说，高桥会始于南宋。相传靖康
之变，金俘徽钦二帝，康王逃难到甬，金将
兀术遣兵追至宁波附近的高桥镇。当地
百姓纷纷支援宋兵，导致金兵大败，“宋高
宗为庆贺高桥抗金大捷，降旨建庙立祠。
当地士绅遂发起迎神赛会，以高桥‘宁德
观’为中心，成立高桥会。”

据史料记载，高桥会每年农历三月初
举办，会期三到四天，规模盛大，行会队伍长
数里，从高桥出发，先至望春桥，行至城区望
京桥折回，至凤岙过横街头返回。赛会时，本
乡和镇海、慈溪、余姚、奉化、象山各县及上
海、杭州等地观众常达十余万人，直到清朝

和民国时期，依然因范围广、会期长、会器精
而名震浙东。“高桥会年年举办，经宋、元、
明、清、民国，历时800余年，后来因为打
仗，直到1947年才再办了一次。”傅瑞庭
说，“原本是打算次年再办，无奈因打仗作
罢。此后也就再也没有举行过了。”

今年96岁高龄的戴承沽清楚地记得，
1947年农历三月初八，他一早就等在横街
大广场上。震耳欲聋的铳声和锣声由远及
近，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青年高举几十面红、
黄、蓝、绿的彩旗，然后是高跷队，再后面是
一扛抬阁，上面五六个小孩，扮成“抬阁娘
子”，水袖花衣……这支队伍之后还走遍了
横街、集士港等三四个乡镇。

去年，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高桥镇
决定重办高桥会。昨天上午，高桥会的锣
鼓敲响了，高桥镇所有的行政村、社区、渔
业社、文化产业园区、博物馆以及学校均
参与其中，共发动33个方队，1200多名
村民参演，现场有3000多人观看，通过网
络直播观看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高桥会始，炮铳声声震响，村民高举大
令挥舞，如航海风帆，一支支巡游方队从主
席台经过，每一支都代表着不同的民俗传
统。比如，梁祝村的方队，队首抬着梁山伯
先贤塑像，紧随其后的村民们表演着梁祝
化蝶的故事；江南村的方队，摆出十里红妆
的迎亲队伍再现古代婚嫁风俗；藕缆桥村

的方队，在五彩纱船上雕琢着思训堂，一群
采莲女子手持荷花莲叶翩然起舞……

旧时高桥会上的传统民俗表演，如舞
龙舞狮、抬阁纱船、高跷马灯、秧歌腰鼓、
大头娃娃，武术扇舞，还有现在很少能见
到的车子灯，都在现场一一重现。

高桥会给人印象最深的会器，名为抬
阁，远远望去，多名孩童身着戏服，站在亭
台楼阁、渔船花卉当中。事实上，抬阁是
一门集机关技巧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
工匠设计制造好木质框架，以规模及剧情
不同分为二层或三层阁，阁体外布置好场
景装饰，并用彩饰隐藏好支柱，表演的孩
子就或站或坐在这些支柱上。

曾经办了800多年

高桥会盛况重现
“为了这一天，大家准备了一

年！”石塘村方队的领队陈叶佩说，村
里准备了舞龙舞狮、马灯和大头娃娃
4项表演，她是女子舞龙队里舞龙尾
的。

“我们村可以说是全民动员了，
夫妻档很多，还有祖孙档的，爷爷舞
大令，孙女舞狮。舞狮队都是10岁
左右的小朋友，平时调皮捣蛋，但训
练起来很认真。”陈叶佩说，这一年，
大家都没怎么歇过。

高桥村组织起了206人的表演
方队，参演人数是全镇最多的，共计
编排了纱船、腰鼓、扇子舞、高跷、大
头娃娃、舞龙等9个节目。记者了解
到，该村用到的所有会器以及高桥会
的会牌，全部出自村里老人叶定康和

他的伙伴们之手。
代表高桥村的行会花车是一艘

龙头纱船，制作可花了大功夫。“查阅
史料、前期构思就用了大半个月，我
和几个师傅每天一早都到工作室报
到，直到傍晚才收工。”叶定康说，为
了使龙头纱船更有气势，他们将传统
龙船的规格扩大至长9.5 米、宽 4.5
米、高4米，可供8人乘坐表演。

“高桥会不但完成了老一辈人重
办高桥会的心愿，也是一次传统民俗
文化的觉醒，一次文化创新的实践。”
高桥镇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将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把这些民俗文化传统项
目继承和发展下去。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舒沁 郑轶文 张黎升

为了这一天，他们准备了一年

高桥会现场。 记者 王思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