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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林风韵是海南风情的生动写照，椰果产业也是海南当地最具特色的

优势资源和支柱产业之一。2006 年 3 月，时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的钟春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细菌纤维素凝胶面膜”

发明专利申请（下称涉案专利），并于 2008 年获得授权，2011 年 11

月海南省椰果产业协会（下称海南椰果协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审委）提起专利无效请求。专利复审委经审

理作出决定，宣告维持“细菌纤维素凝胶面膜”发明专利有效。 

   

  涉案专利涉及以废弃椰子水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细菌纤维素凝胶

面膜，对椰子产业进一步升级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在该案无效宣告

过程中，涉案双方曾就海南椰果协会是否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展开激烈

争论。这在以往的案件中，并不多见。 

   

  变废为宝获专利 

   

  椰子可谓全身是宝，椰壳可用来做活性炭、椰衣是椰棕床垫的主

要原材料、椰肉则可以用来做各种食品。然而，椰子一旦被剖开，椰

子水失去了椰壳的保护，极易受到腐败菌的污染而变质。此外，椰子

水对温度也很敏感，这些特点使得椰子水在应用加工方面一直未能有

所突破。 



   

  面对这一难题，钟春燕开始了摸索研究，先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提交了“将椰子水发酵制作的食用纤维及其生产方法”“细菌纤维素凝

胶面膜”等专利申请，并获得授权。如果说前一件专利改变了椰子水

被废弃的历史，缔造出了全新的椰果行业，那么后一件专利则是对椰

果行业的一次重要升级。据悉，“细菌纤维素凝胶面膜”曾荣获第十一

届中国专利优秀奖，并被列入当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然而，这件市场前景被普遍看好的发明专利，于 2011 年 11 月被

海南椰果协会以说明书公开不充分以及不具备创造性为由，向专利复

审委提起专利无效请求。 

   

  据悉，这起专利无效请求并非双方的首度交恶。早在同年 3 月，

海南椰果协会便针对“将椰子水发酵制作的食用纤维及其生产方法”

这一专利，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指责专利权人恶意申请专利并

利用媒体进行夸大宣传，试图以此达到在市场竞争中拖垮竞争对手、

套取高额政府科技发展资金资助或者牟取商业利益的目的。海南椰果

协会认为，上述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椰果协会提无效 

   



  据了解，涉案专利是以椰子水为主要原料，由木葡糖酸醋杆菌在

经过处理的椰子水中静置培养产膜，所得到的膜经过热碱水处理、酸

中和后，洗涤得到细菌纤维素凝胶。该面膜呈白色凝胶状，纤维纯度

很高，替代了原有的用纤维织物或纸做成的面膜，不仅与皮肤相容性

好，还可以多次使用。 

   

  然而，在海南椰果协会看来，这件专利并不应该被授权。海南椰

果协会认为，涉案专利未给出实验数据来证明采用木葡糖酸醋杆菌能

够培养产膜，因此，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面对海南椰果协会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钟春燕认为，根据其提

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木葡糖酸醋杆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生产纤维素膜

属于公知技术，而通过实践证明采用涉案专利的木葡糖酸醋杆菌能够

培养产膜。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涉案专利公开的内容完全可

以实施本发明，符合专利法的规定。 

   

  “对于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一般理解为如果本领域技

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和说明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实现所述技术方

案，并且解决所述技术问题和产生预期效果，则应当认为该说明书公

开充分。”本案主审员王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案中，虽

然没有记载木葡糖酸醋杆菌是属于葡萄糖杆菌属的内容，但是根据木

葡糖酸醋杆菌的命名，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预期其只可能归属于醋酸



菌属或葡糖杆菌属。同时，由于这两种菌属的菌株均能够产生细菌纤

维素，因而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期木葡糖酸醋杆菌能够通过产生细

菌纤维素，进而形成细菌纤维素膜，因此根据现有技术和说明书的记

载，木葡糖酸醋杆菌能够培养产膜并不需要实验数据来证明。 

   

  针对海南椰果协会提出的“木醋杆菌和木葡糖杆菌同为醋酸杆菌，

具有相同的理化性质，实现等同替换为公知技术常识”这一观点，钟

春燕表示，两种菌种及培养基不同，导致细菌纤维素凝胶材料与海南

椰果协会提供的证据中公开的材料存在明显区别，而且涉案专利能够

缩短培养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其次，两种菌种在培养的过程中步骤

并不相同，涉案专利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专利

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中规定的创造性。 

   

  本案合议组认为，细菌纤维素凝胶材料与海南椰果协会提供的证

据中公开的材料存在明显区别，两种菌种及培养基不同，处理步骤不

同，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证据并不认为二者可以实现等同替换。 

   

  综上，合议组对本案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海南椰果

协会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均不成立，涉案专利予以维持。 

   

  主体资格成焦点 

   



  涉案专利虽然经过审理被维持有效，但是记者了解到，钟春燕在

进行口头审理之前提出的一个理由突然将涉案双方的争议焦点由专

利本身转移到了请求人的主体资格上。 

   

  钟春燕认为，海南椰果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根据海南椰果协

会的主管单位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称海南省工信厅）出具的“关

于海南省椰果协会不能作为细菌纤维素凝胶面膜专利无效请求人的

函”，可以证明海南椰果协会未履行事先报告制度，且无效宣告请求

的提出并不是整个椰果产业协会共同的决议，因此关于提出无效宣告

请求的决议无效。另外，其指出，海南省工信厅已经对海南椰果协会

发出整顿整改公告，限制其以法人名义作出的一切活动，因此无效宣

告请求人主体资格不合法。 

   

  为支持该主张，钟春燕当庭请求允许证人出庭作证对有关事项进

行说明，并提交了有关海南椰果协会的相关材料等，以此证明其所作

出的决议不符合海南椰果协会的规定。 

   

  对此，海南椰果协会认为，钟春燕提交的有关请求人不具备诉讼

主体资格的证据材料时间超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一个月的期限，不应考虑。另外，海南椰果协会自 2007 年 8 月 24

日成立，有效期至 2012 年 8 月 24 日，有独立的社团法人登记证书，

具备提起专利无效的资格，其发证机关海南省民政厅在海南椰果协会



没有违反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对其活动不得干涉，海南省工信厅所

出具的函件不具备相应法律效力。综上，海南椰果协会具备无效请求

宣告主体资格。 

   

  经审理，合议组认为，海南椰果协会在其存续期间，作为社会团

体法人具有法律赋予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可从事与其能

力相适应的民事诉讼活动，因此，从形式上来看，海南椰果协会提交

的无效宣告请求书、授权委托书均加盖有“海南省椰果产业协会”的公

章，海南椰果协会作为请求人符合审查指南关于无效宣告请求人资格

的规定。而协会登记部门或主管部门对有关决议的处理决定不能影响

海南椰果协会作为独立社会团体法人的基于其民事诉讼能力所作决

定的成立，因此，钟秋燕的主张不能成立。 

   

  决定具有典型性 

   

  就本案中出现的对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的情况，

记者致电多位专利代理人，均表示未曾遇到过此类情况。王冬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以往的案件中，对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主体资

格提出异议的情况并不多见。” 

   

  一位资深专利代理人认为，钟春燕提出此理由不失为一种策略，

因为对于专利无效案件而言，涉案双方多是把精力和焦点放在专利本



身，而放松了其他的准备工作。“本案的特点在于双方的争议焦点不

仅围绕涉案专利，还涉及到了海南椰果协会是否具有主体资格，即不

光是技术问题，还包括法律问题。”该代理人表示，合议组在审理本

案时做到抽丝剥茧，灵活运用相关法律及审查指南，作出的决定令人

信服。 

   

  “由于审查指南中并未对‘民事主体资格’作进一步解释，合议组主

要是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考虑海南省椰果产业协会是否具

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对照有关法律定义，海南椰果协会属于‘经民

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只要其在社会团

体登记证载明的有限期内是合法存在的，就可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

相应地也就具备无效宣告请求人的资格。合议组在决定中比较充分地

说明了对专利权人主张不予接受的理由，这一处理体现了合议组处理

疑难问题的水平和能力。”王冬表示，本案的典型性不仅在于涉案专

利对海南椰果产业具有重要影响，更是由于本案的处理结果对今后案

件中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提供了比较具体可行的分析思路，可供作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