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爲了正確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依法保護經營者的合

法權益!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 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等法律的有關規定!結合審判實踐經驗和實際情况!制定

本解釋&

第一條 在中國境內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 爲相關公衆

所知悉的商品!應當認定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

定的)知名商品*& 人民法院認定知名商品!應當考慮該商品的

銷售時間$銷售區域$銷售額和銷售對象!進行任何宣傳的持續

時間$程度和地域範圍!作爲知名商品受保護的情况等因素!進

行綜合判斷& 原吿應當對其商品的市場知名度負舉證責任&

在不同地域範圍內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

名稱$包裝$裝潢!在後使用 者能夠證明其善意使用的!不構成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爲& 因後

來的經營活動進入相同地域範圍而使其 商品來源足以産生 混

淆!在先使用者請求責令在後使用者附加足以區別商品來源的

其他標識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條 具有區別商品來源的顯著特徵的 商品的名稱$包

裝$裝潢!應當認定爲反不正 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

)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認

定爲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

’一(商品的通用名稱$圖形$型號,

’二(僅僅直接表示商品的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

量$數量及其他特點的商品名稱,

’三(僅由商品自身的性質産生的形狀!爲獲得技術效果而

需有的商品形狀以及使商品具有實質性價値的形狀,

’四(其他缺乏顯著特徵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

前款第’一($’二($’四(項規定的情形 經 過 使 用 取 得 顯 著

特徵的!可以認定爲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中含 有 本 商 品 的 通 用 名

稱$圖形$型號!或者直接表示 商品的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

途$重量$數量 以及其他特點!或者含有地名!他人因客觀 叙述

商品而正當使用的!不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爲&

第三條 由經營者營業場所的裝飾$營業用 具的式樣$營業

人員的服飾等構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整體營業形象!可以認定

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裝潢*&

第四條 足以使相關公衆對商品的來源産生誤認!包括誤認

爲與知名商品的經營者具有許可使用$關聯企業關係等特定聯

繫的!應當認定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的)造

成 和 他 人 的 知 名 商 品 相 混 淆 ! 使 購 買 者 誤 認 爲 是 該 知 名 商

品*&

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視覺 上 基 本 無 差 別 的 商 品 名

稱$包裝$裝潢!應當視爲足以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

認定與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相同或者近似!可以

參照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斷原則和方法&

第五條 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屬於商標法 第十條第一款

規定的不得作爲商標使用的標誌!當事人請求依照反不正當競

爭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予以保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條 企業登記主管機關依法登記注冊的企業名稱!以及

在中國境內進行商業使用的外國’地區(企業名稱!應當認定爲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企業名稱*& 具有一定

的市場知名度$爲相關公衆所知悉的企業 名稱中的字號!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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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企業名稱$%

在商品經營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應當認定爲反不正當

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的’姓名(% 具有一定的 市 場 知 名

度)爲相關公衆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筆名)藝名等&可以認定爲反

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姓名(*

第七條 在中國境內進行商業使用& 包括將知名商品特有

的名稱+包裝)裝潢或者企業 名稱)姓名用於商品)商品包裝以

及商品交 易文書上&或者用於廣吿宣傳)展覽以及其 他商業 活

動中&應當認定爲反不正當競爭 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

規定的’使用$,

第八條 經營者具有下列行爲之一& 足以造成相關公衆誤

解的&可以認定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引人誤

解的虛假宣傳行爲-

!一"對商品作片面的宣傳或者對比的.

!二"將科學上未定論的觀點+現象等當作定論的事實用於

商品宣傳的.

!三" 以歧義性語言或者其他引人誤解的方式進行商品宣

傳的,

以明顯的夸張方式宣傳商品& 不足以造成相關公衆誤解

的&不屬於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爲,

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日常生活經驗+ 相關公衆一般注意力+

發生誤解的事實和被宣傳對象的實際情况等因素&對引人誤解

的虛假宣傳行爲進行認定,

第九條 有關信息不爲其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

容易獲得& 應當認定爲反 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 三 款 規 定 的

#不爲公衆所知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有關信息不構成不爲公衆

所知悉-

!一" 該信息爲其所屬技術或者經濟領域的人的一般常識

或者行業慣例.

!二"該信息僅涉及産品的尺寸+結構+材料+部件的簡單組

合等內容&進入市場後相關公衆通過觀察産品即可直接獲得.

!三"該信息已經在公開出版物或者其他媒體上公開披露.

!四"該信息已通過公開的報吿會+展覽等方式公開.

!五"該信息從其他公開渠道可以獲得.

!六"該信息無需付出一定的代價而容易獲得,

第十條 有關信息具有現實的或者潜在的商業價値&能爲權

利人帶來競爭優勢的&應當認定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三

款規定的#能爲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

第十一條 權利人爲防止信息泄漏所採取 的與其商業價値

等具體情况相適應的合理保護措施&應當認定爲反不正當競爭

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所涉信息載體的特性+權利人保密的意

願+保密措施的可識別程 度+他人通過正當方式獲得的 難 易 程

度等因素&認定權利人是否採取了保密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

的&應當認定權利人採取了保密措施-

!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範圍&只對必須知悉的相關人員

吿知其內容.

!二"對於涉密信息載體採取加鎖等防範措施.

!三"在涉密信息的載體上標有保密標誌.

!四"對於涉密信息採用密碼或者代碼等.

!五"簽訂保密協議.

!六"對於涉密的機器+廠房+車間等場所 限 制 來 訪 者 或 者

提出保密要求.

!七"確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第十二條 通過自行開發硏製或者反向工 程等方式獲得的

商業秘密&不認定爲反不 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一"+!二"項 規

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爲,

前款所稱#反向工程(&是指通過技術手段對從公開渠道取

得的産品進行拆卸+測繪+分 析等而獲得該産品的有關 技 術 信

息, 當事人以不正當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業秘密之後&又以反

向工程爲由主張獲取行爲合法的&不予支持,

第十三條 商業秘密中的客戶名單& 一般是指客戶的名稱+

地址+聯繫方式以及交易的習慣+意向+內容等構成的區別於相

關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戶信息& 包括彙集衆多客戶的客戶名冊&

以及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係的特定客戶,

客戶基於對職工個人的信賴而 與 職 工 所 在 單 位 進 行 市 場

交易&該職工離職後&能夠 證明客戶自願選擇與自己或 者 其 新

單位 進行市場交易的&應當認定沒有採用不正 當手段&但 職 工

!



與原單位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十四條 當事人指稱他人侵犯其商業秘密的" 應當對其

擁有的商業秘密符合法定條件#對方當事人的信息與其商業秘

密相 同或者實質相同以及對方當事人採取不 正當手段 的 事 實

負舉證責任! 其中"商業秘密符合法定條件的證據"包括商業秘

密的載體#具體內容#商業價値和對該項商 業秘密所採取 的 具

體保密措施等!

第十五條 對於侵犯商業秘密行爲" 商業秘密獨佔使用許

可合同的被許可人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排他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和權利人共同提起訴訟"或

者在權利人不起訴的情 况下"自行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 當 依

法受理!

普通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和權利人共同提起訴訟"或

者經權利人書面授權"單 獨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 法 受

理!

第十六條 人民法院對於侵犯商業秘密行爲判決停止侵害

的民事責任時"停止侵害的時間一般持續到該項商業秘密已爲

公衆知悉時爲止!

依據前款規定判決停止侵害的時間如果明顯不合理的"可

以在依法保護權利人該項商業秘密競爭優勢的情况下"判決侵

權人在一定期限或者範圍內停止使用該項商業秘密!

第十七條 確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規 定的侵犯商業秘

密行爲的損害賠償額"可以參照確定侵犯專利權的損害賠償額

的方法進行$確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四條規

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爲的損害賠償額"可以參照確定侵犯注冊商

標專用權的損害賠償額的方法進行!

因侵權行爲導致商業秘密已爲公衆所知悉的"應當根據該

項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値 確定損害賠償額! 商業 秘 密 的 商 業 價

値"根 據 其 硏 究 開 發 成 本#實 施 該 項 商 業 秘 密 的 收 益#可 得 利

益#可保持競爭優勢的時間等因素確定!

第十八條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

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民事第一審案件"一般由中級人民法院管

轄!

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本轄區的實際情况"經最高人民法院

批准"可以確定若干基層人民法院受理不正當競爭民事第一審

案件" 已經批准可以審理知識産權民事案件的基層人民法院"

可以繼續受理!

第十九條 本解釋自二!!七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