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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实质审查中公知常识举证以及
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获取方式

苏文涛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北京 100160）

摘　要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创造性法条是运用频率较高，审查难度较大的一个法条，而公知常识历来是创造性

争议的焦点，本文从最新的关于公知常识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时机出发，分析了公知常识举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并对公知常识证据的载体以及检索数据库进行了介绍，最后对机械领域如何检索和获取公知常识性证据进行了归

纳总结，以期对公知常识性证据的高效率获取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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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创造性法条是运用频率较高、

审查难度较大的一个法条，在创造性审查的过程中，

判断方法通常采用“三步法”，“三步法”步骤（3）

的判断过程中涉及公知常识的使用，因为公知常识可

以通过列出证据的方式给出，也可以不通过列出证据，

而以说明理由的方式来替代，因此当不给出相关的证

据，而以说明理由的方式出现时存在较多的争议，因

此，公知常识是在判断创造性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因此，创造性的审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

及公知常识的使用。公知常识的使用恰当与否直接影

响创造性的结论，下文将对公知常识举证的相关规定、

公知常识证据载体形式、公知常识证据的检索方式进

行分析说明，旨在为提高公知常识举证的认识以及丰

富公知常识证据获取手段提供借鉴。

1　公知常识举证的必要性

为了规范公知常识的使用，《专利审查指南》（2023

版）于实质审查程序中指出：审查员在审查意见通知

书中引用的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应当是确凿的，如果申

请人对审查员引用的公知常识提出异议，审查员应当

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或说明理由。在审查意

见通知书中，审查员将权利要求中对技术问题的解决

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认定为公知常识时，通常应当提

供证据予以证明 [1]。修改前的专利审查指南并未区分

说明理由或举证的顺序，因此存在实质审查阶段对公

知常识均采用说理的方式。此次修改明确了审查员在

回应申请人对公知常识的异议时需要优先采用举证的

方式而非采用说理的方式，同时审查员对于涉及“发

明点”需要引入公知常识的时候，应当在可能的情况

下提供证据。《专利审查指南》（2023版）作出上述

修改后，可以促使审查员对于公知常识的认定以证据

优先的意识，尽可能避免断言式的论述，同时在公知

常识证据的获取过程以及对公知常识的辨析中会促进

审查员更加趋近所属本领域技术人员，从而获得更加

客观公正的判断，作出能够使得申请人 /代理人更加

信服的结论。

2　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载体

通过《专利审查指南》（2023版）在实质审查程

序部分、前置审查意见以及复审审查程序部分的内容

可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可以用于作为

所属技术领域的公知常识证据，其中技术词典、技术

手册同时属于工具书 [2]。由此可见，公知常识证据的

一般载体为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或教科书，

但是公知常识证据的证据形式是否只能采取上述载体

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直存在争论 [3]。对

于计算机、通信等领域，技术更新速度较快，存在一

些所述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的技术知识没有来得及进入

工具书、教科书的现象，也就有了新的公知常识证据

的形式，即通过多份期刊文献或者多份专利文献等进

行证明 [4]，但是证明的效力就需要视具体的情况进行

判断，通常情况下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或教科

书的证明效力比较高，也容易令申请人 /代理人更为信

服，其他形式的证明效力则相对较弱，容易引起争议。

3　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获取

在实际审查实践中，通过学习、阅读、检索等方

式积累所属领域的标准书籍的方式作为公知常识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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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例如机械领域中机械设计手册、工业炉设计手册等，

但是由于技术领域分支越来越繁杂，涉及的专业技术

内容也越来越多，积累的方式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此通常需要借助检索手段帮助我们定位相关技术内

容。对于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或教科书的检索，

一般选取超星读秀学术、CNKI工具书总库等作为检索

数据源 [5]，其中 CNKI工具书总库可以对书籍名称以及

书籍的摘要、关键词进行检索，无法对书籍全文内容

进行检索，而超星读秀学术中包括知识、图书、学位

论文、会议论文、词典等条目的检索，其中图书栏目

只能针对书名、作者、主题词、丛书名、目次进行检索，

知识栏目中可以对图书、教科书、学位论文、会议论

文等的全文内容进行检索，显然超星读秀学术能够检

索的内容更为丰富，因此审查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检索

数据源为超星读秀学术。

关于超星读秀学术的检索，图书栏目和知识栏目

的检索字段和检索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两种方式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均会涉及，但是虽然图书栏目检索字段

多并可以构建复杂的检索式，但是无法检索图书全文，

而知识栏目虽然检索字段少，但是可以检索图书全文，

实际使用时，更多的场景是基于全文获得相关技术内

容，因此知识栏目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图书栏目。

以下分别介绍图书栏目和知识栏目的检索方式和

相关技巧：

图书栏目可以针对书名、作者、主题词、丛书名、

目次等进行关键词检索，并且提供了高级检索和专业

检索模式进行检索，高级检索模式下给出了包括书名、

作者、主题词、年代、图书的中图分类号、ISBN、出

版社等条目的检索方式，专业模式下提供了字段以及

布尔逻辑运算符，其中逻辑运算符以“* ”代表“并

且”，以“|” 代表“或者”、以“-” 代表“不包含”，

检索年代是可以使用“=”、“>”（代表大于等于）、

“<”（代表小于等于）限缩范围，还可以通过“（）”

来限定运算的优先级别，显然专业模式适合对检索相

对精通的人员，能够更为精准地获取想要获得的书籍。

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用到图书栏目的检索的情况包

括根据所要获取的知识的内容可以确定大致的书籍，

只需对关键词、书名、目录进行检索获取到书籍，进

而对相关具体内容进行阅读，或者知道书名、页码，

查找页码具体内容的情况。对于后一种情况，在搜索

到所需图书后想阅读具体页码内的内容时可以采用以

下两个检索技巧：（1）采用超星读秀提供的“图书馆

文献传递”的方式，可以咨询不超过 50页的内容；（2）

浏览图书的具体目录，将目录对应的标题内容在“知识”

栏目进行搜索即可，但是浏览的页码只涉及 3—5页，

而且存在如果标题内容过于宽泛无法准确定位所需图

书的情况。

知识栏目可以使用关键词对全文内容进行检索，

关键词采用完全匹配的方式，多个关键词之间采用空

格来表示逻辑与的关系，并可以在初步检索的情况下，

以“在结果中检索”的方式进行进一步的限定。对于

公知常识性证据的检索，知识栏目使用频率相对较高，

由于只能使用关键词进行检索，使得检索噪声比较大，

因此选取合适的检索思路，合理调整检索策略，提高

检索效率显得更为重要。希望能够通过以下几个典型

案例的检索过程，为开拓检索思路、调整检索策略提

供借鉴意义。

3.1　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准确的术语

工具书、教科书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使用

的部件基本全部是业内的技术术语，得到了准确的技

术术语对于检索会事半功倍。获取准确的业内术语，

一个渠道是通过咨询行业内专家以及平时的检索学习

和积累。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丰富的互联网资源，例

如百度搜索、bilibili网站等。

案例：该案涉及一种树脂浸渍设备，争议焦点为“在

第二辊子的表面上相对于第二辊子的旋转轴对称地设

置两个形状相同的槽，每个槽沿着平行于第二辊子的

旋转轴的方向从第二辊子的一个端部延伸至相对的另

一端部，并且在第二辊子的垂直于第二辊子的旋转轴

的横截面上，每个槽具有两个直边，其中，第一直边

从第二辊子的表面沿着第二辊子的径向方向向内延伸

一定距离，并且第二直边与第一直边连接并延伸到第

二辊子的表面，第二直边与第一直边垂直”。

检索过程：通过上述结构对应的附图可以得出这

是一个涉及缺口的辊子，并且依据附图浏览可以迅速

定位该技术，因此在读秀中初步用辊、缺口进行检索，

得到的信息一类是辊子中部设置缺口，作用是为了进

给纸张，与目标相去甚远，另一种涉及的是刮刀，形

状上与本申请差别比较大，但是从用途来说具有相似

之处。基于最新获得的刮刀、辊在读秀中继续检索，

发现文献量非常大，也无法得到有效信息。此时陷入

一个检索的困境，对此，笔者认为刮刀、辊有可能是

一个突破口，但是可能行业内未必是上述术语，而读

秀的关键词匹配采用的是完全匹配，百度等搜索工具

则采用模糊匹配的方式，同样会存在相关配图进行说

明，因此转向利用辊、刮刀在百度中搜索，通过简单

浏览即可获得与本案图片基本相同的装置，并获得该

装置业内使用的属于为“逗号式刮刀”。至此，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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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继续用逗号、刮刀，即可检索出公知常识性证据

（《印后加工技术》，高波编著，第 108页，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2013年 7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图 7—

13 逗号式刮刀涂布原理）。该案的检索过程通过检索

过程中不断调整关键词，并充分利用了百度搜索工具

的大数据融合、模糊匹配以及图片浏览速度快的优势，

最终获得了业内的准确术语。

3.2　分析结构特点，定位关键构件

案例：该案涉及一种注塑模具，争议焦点在于熔

融的塑料从模具的周向旁边进入模具，模具的中部形

成半球状，在模具的中部的下侧设置排气部件，通过

真空泵对模具中的气体抽真空。

首先对该结构进行初步分析，选用模具、真空、

排气作为关键词可以浏览到一些技术知识：熔融的塑

料进入注塑模具所形成的腔体时，腔体内的气体如果

不能及时排出，会导致制件出现缺陷，因此需要相应

设置排气设计，对比本案的模具，其采用侧浇口注入

熔体，通过中部的排气镶件进行排气，排气镶件同时

成为形成型腔的部件，因此该排气镶件即为该模具的

关键构件，通过简单检索即可获得排气镶件的业内术

语为多孔金属块即，进而检索到公知常识性证据（《塑

料成型模具（第三版）》，申开智编著，第 117-118页，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 03月第 3版第 1次印刷）。

在检索中调整的过程中，即为逐渐接近技术核心的关

键的步骤，在使自己成为内行的过程。该案的检索过

程通过定位关键构件，以点带面，可以有效提高检索

效率。

3.3　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扩展领域

案例：该案涉及一种汽车内饰件，其带有凹凸木纹，

该内饰件从上到下包括图案层和表皮层，其中木纹图

案层通过水转印的方式形成，表皮层具有凹槽纹路和

木纹纹路，热压辊在表皮层进行滚压形成带有凹槽纹

路的表皮层。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表皮层具有凹槽纹

路和木纹纹路。

检索过程：基于该案的技术领域以及技术内容，

在汽车内饰件对相关技术进行检索，并未发现有效信

息。在检索过程中发现，上述内饰件起到的是装饰作用，

而装饰作用的表皮层不只存在于汽车领域，在其他领

域应有涉及，因而，检索中对于技术领域不再具体限制，

检索方向针对具体的材质以及木纹纹路进行，利用 PVC

的中文名称聚氯乙烯、木纹作为入口即可检索到公知

常识性证据（《家具木工工艺》，《家具木工工艺》

编写组 编，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03月第 1版第 1

次印刷）。该案的检索过程中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

对目标技术的领域进行了分析猜测，最终通过适当的

扩大检索范围最终得到了目标证据。

3.4　结合生活领域，定位检索方向

案例：该案涉及一种挖土机，争议焦点在于为了

避免挖掘速度过快越过挖掘目标面，在离挖掘目标面

一定距离时即提醒操作人员。

现有技术文件中存在在挖掘时设置目标面以对操

作人员进行提醒，但未涉及在离目标面一定距离提醒

操作人员，综合考量，挖掘机械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并不能想到该提醒功能的设置以及用于提醒的技术手

段，但是在挖掘机械领域寻找证据存在难度，说理也

不知如何展开，此时，可以考虑是不是该技术手段在

生活领域中是否经常遇到或者使用。对于本案来讲，

生活领域中汽车倒车雷达辅助倒车时对于障碍物的提

醒过程以及汽车驾车导航时对于驾驶员需要从出口驶

离当前道路的语音引导提示均与本案的技术手段类似，

因此定位上述两种方式在说理时辅以公知常识性证据，

从而增强信服力。该案的检索过程中结合生活领域，

定位公知常识性证据的方向，从而获得目标证据以增

强公知常识的说理。

以上几个案例通过不同角度来反映如何开拓思路，

提升公知常识证据检索的效率，但是对于具体的技术

内容的获取来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检索手段，只有

通过积极思考、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结合检索经验才

能水到渠成。

4　结束语

在审查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应不断树立证据意

识，丰富公知常识性证据获取的技能，在检索过程中

快速、准确地命中目标，才能够更好地服务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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