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发布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SPC SPP） 

分类 司法解释 

颁布编号 法释〔2020〕10 号 

发布日期 2020-09-12 

生效日期 2020-09-14 

法案条例出处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93ef0f1a051ed6ecbb
0b7a1c269c7c.html 

 

  



 

为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现就办理侵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

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商标之间

基本无差别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

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五）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 

（六）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第二条  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作品、录音制品上以通常方式署名

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推定为著作权人或者录音制作者，且该

作品、录音制品上存在着相应权利，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在涉案作品、录音制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有证据证明涉案

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

人、录音制作者许可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经录音制作者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

放弃权利、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或者录音制品的有关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

护、权利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的除外。 



 

第三条   采取非法复制、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等方

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盗

窃”。 

以贿赂、欺诈、电子侵入等方式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

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倒闭的； 

（三）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其他重大损失的。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二

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

果”。 

第五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

得数额，可以按照下列方式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

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

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

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

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

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

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的，损失数额

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

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

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综合确定； 

（六）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

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

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

理利润确定；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

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和每件

产品的合理利润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

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

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

利人造成的损失。 

第六条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案外人书

面申请对有关商业秘密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商业信息的证据、材料采取保密措



 

施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等必要的保密措

施。 

违反前款有关保密措施的要求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义务的，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擅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接触、获取的

商业秘密，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品、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注册商标标识

或者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和工具，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和销毁。 

上述物品需要作为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使用的，经权利人申请，可以在

民事、行政案件终结后或者采取取样、拍照等方式对证据固定后予以销毁。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一般不适用缓刑： 

（一）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的； 

（二）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 

（三）在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假冒抢险救灾、防

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商标的； 

（四）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一）认罪认罚的； 

（二）取得权利人谅解的； 

（三）具有悔罪表现的； 

（四）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

人使用的。 



 

第十条  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

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侵权假冒物品数量及社会危害性等情

节，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违法所得数额无

法查清的，罚金数额一般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确定。

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查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单处罚金的，一般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判处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 

第十一条  本解释发布施行后，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

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