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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态势

公安部统一专项部署，重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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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专项行动

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公安部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牢记“国之大者”、紧盯“民之关切”，始终将严厉打击食药环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领域违法犯罪作为重要的“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连续第5年开展“昆仑”专项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北京市局“昆仑2022”专项行动
2022年以来，北京市局共侦破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800余起，刑

事拘留犯罪嫌疑人620余名。
综合2022年破获的知识产权领域案件情况分析来看：
从案件类型方面看，侵犯商标权案件占比最高，侵犯著作权类案件也相对突出；
从侵权假冒涉及的领域看，主要集中在酒水烟草、服饰箱包、图书音像、汽车配件

等日常消费领域，有向文创科创、数字金融等领域蔓延的趋势；
从违法犯罪表现特点看，不法人员涉网犯罪趋势突显，侵权假冒行为有从线下向线

上直播带货、电商平台转移的趋势。



二、机制

“N”机制一平台的知识产权共治体



➢ 2001年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第310号令）

➢ 201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

➢ 201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

➢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工作的意见>任务分工的通知》

➢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20年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第730号令）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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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三款 对于刑事案件中涉及的商标的使用、相同商标、同一种商品、假冒专利行

为等认定问题，公安机关可以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商标、专利侵权

判断标准等直接进行认定；必要时，可以商请同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供专业意见。同级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相关问题无法认定的，该部门应当逐级请示上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或者由公安机关逐级报食药侦局征求保护司意见。

第八条第一款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发挥各自优势，联合组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专家

组，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宏观战略的调查研究，分析研判重点行业领域侵权假冒违法犯罪

形势，排查可能影响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风险隐患，对法律理解适用等问题开展专

项调研和课题研究，推动法律政策完善，对疑难、复杂案件提供指导，服务支撑执法实践。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协作配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通知
（国知发保字〔2021〕12号）



专利刑事违法行为

专利行政违法行为

专利侵权行为



三、变化

聚焦新移送标准，寻求协同共治



新的移送标准

2020年1月，中美签订《经济贸易协议》，将知识产权作为开篇章节，并在第

1.26条规定中方应要求行政机关在发现存在犯罪的“合理嫌疑”（Reasonable 

Suspicion）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启动刑事侦查。

2020年8月，国务院发布修订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以下简称《国务院第730号令》）吸收了该规定，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规定了

“合理嫌疑”的移送标准。



《国务院第730号令》

第三条第一款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

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

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第三条第二款 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案件，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调查收集的证

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认为存在犯罪的合理嫌疑，需要公安机关采取措施进一步

获取证据以判断是否达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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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执法稽查局项目 结项证明 移送操作规程



基础理论 内涵阐释 证明逻辑 移送机制

两法衔接基础理论 合理嫌疑内涵结构 合理嫌疑证明要求 合理嫌疑移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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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战

市场监管局移送型：全新入罪模式的执法稽查补充



移送标准对应的规范结构模式

规范性文件 具体规定 对应模式

《国务院第730
号令》

第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
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
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
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
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
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案件，行政执法机关根
据调查收集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认为存在
犯罪的合理嫌疑，需要公安机关采取措施进一步
获取证据以判断是否达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

行政犯=行政违法+加重犯（情节
加重、结果加重或情节结果均加

重）



知识产权领域新的入罪模式

规范性文件 具体规定 对应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侵
犯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十三条、关于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
处罚标准问题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美术、摄影、
录像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
“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传播他人作品的数量合计在五百件（部）以上的；
（三）传播他人作品的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
（四）以会员制方式传播他人作品，注册会员达到一千
人以上的；
（五）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四）项
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行政犯=复数的（行政违法+情节）



合理嫌疑的实体判断

入罪模式一：行政犯=行政违法+加重犯（情节加重、结果加重或情节结果均

加重）

入罪模式二：行政犯=复数的（行政违法+情节）



入罪模式一：行政犯=行政违法+加重犯（情节加重、结果加重或情节结果均加重）

入罪模式二：行政犯=复数的（行政违法+情节）

行为要件、罪量要件、结果要件



四、实战

企业涉案线索移送型：公安线索经营思维的匹配



“情指勤舆”一体化合成作战平台

从销售渠道来看，制售假酒的案件制、
售分离，网络销售平台移送线索较多，多
以平台图片抓取销售信息的形式提供，但
线索转化率并不高。



前端
思维

末端
思维

从制售环节来看，制售假酒团伙涉及原
料采购、生产、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5
大环节。

网络平台：假酒销售端（末端思维）
公安侦查：包材销售端（前端思维）



欢迎批评交流！
20216930@pps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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