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6 年 12 月 30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12 次会议

通过，根据 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23 次会

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

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十八件知识产权类司法解

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依法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

商品，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

人民法院认定知名商品，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

额和销售对象，进行任何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作为知名

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原告应当对其商品的市场知

名度负举证责任。 

  在不同地域范围内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

装潢，在后使用者能够证明其善意使用的，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

条第（二）项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后来的经营活动进入相同地域



范围而使其商品来源足以产生混淆，在先使用者请求责令在后使用者附

加足以区别商品来源的其他标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条 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

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特有的名称、包

装、装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认定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

称、包装、装潢： 

  （一）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

数量及其他特点的商品名称； 

  （三）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

商品形状以及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 

  （四）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前款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情形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

征的，可以认定为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

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

以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他人因客观叙述商品而正当使用的，不

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三条 由经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营业用具的式样、营业人员的

服饰等构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装潢”。 

  第四条 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包括误认为与知



名商品的经营者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应当认定

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

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品名称、包装、

装潢，应当视为足以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 

  认定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可以参照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断原则和方法。 

  第五条 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当事人请求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 第

（二）项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条 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

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

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

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 

  在商品经营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姓名”。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

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笔名、艺名等，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 第

（三）项规定的“姓名”。 

  第七条 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包括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

包装、装潢或者企业名称、姓名用于商品、商品包装以及商品交易文书

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应当认定为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使用”。 

  第八条 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可

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 第一款规定的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

为： 

  （一）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的； 

  （二）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

传的； 

  （三）以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品宣传的。 

  以明显的夸张方式宣传商品，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不属于

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

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进

行认定。 

  第九条 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

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 

  （一）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

惯例；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

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 

  （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 

  （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 



  （五）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 

  （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 

  第十条 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

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

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第十一条 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

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

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

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

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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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

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

内容； 

  （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 

  （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 

  （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 

  （五）签订保密协议； 

  （六）对于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

密要求； 

  （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第十二条 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

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

密行为。 

  前款所称“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

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当事人以不

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

合法的，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 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

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

关系的特定客户。 

  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

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

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

业秘密符合法定条 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

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中，商业秘

密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

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 

  第十五条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秘密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

被许可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在权利



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经权利

人书面授权，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

任时，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持续到该项商业秘密已为公众知悉时为止。 

  依据前款规定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如果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在依法

保护权利人该项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

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项商业秘密。 

  第十七条 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

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确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 、第十四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

行。 

  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

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

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

因素确定。 

  第十八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规

定的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

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已经批准可

以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继续受理。 



  第十九条 本解释自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