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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责任专题

【知识点】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及行政责任

一、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

【注：著作权行政违法行为听老师念一遍后放弃，着重记忆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以下著作权民事侵权行为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构成行政违法：

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著作

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②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③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著

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④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法》

另有规定的除外；

⑤未经许可，播放、复制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视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⑥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

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

务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⑦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 变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或者广播、电视上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广

播、电视上的权利管理信息未经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仍然向公众提供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

⑧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除上述《著作权法》中明确列举的行为之外，下述行为也构成行政违法：

①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

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规定

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

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②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

准支付报酬，或者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

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

③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

地址等资料的；

④其他有关著作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二、行政责任

对于构成著作权行政违法的行为，著作权主管部门可以采取警告，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主管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等。（警告+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复制品+罚款）

对于构成著作权行政违法的行为，著作权主管部门可以采取警告，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没收、

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 备等，并可处以罚款。违法经营

额在 5 万元以上的，著作权主管部门可处违法经营额 1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经营



额难以计算或者违法经营额在 5万元以下的，著 作权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 重”：

①违法所得数额（即获利数额）在 2 500 元以上的；

②非法经营数额在 1.5 万元以上的；

③经营侵权制品在 250 册（张或份）以上的；

④因侵犯著作权曾经被追究法律责任，又侵犯著 作权的;

⑤造成其他重大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知识点】专利行政纠纷

一、专利行政纠纷特点

1、纠纷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定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一方必定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另

一方则是作为行政管理中的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双方之间存在特定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而

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专利行政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是恒定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只能

作为被告，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定是原告。

2、纠纷的争议事由源于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专利行政纠纷的争议事由必定产生于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行政

管理行为，而且必须是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3、纠纷的解决途径法定。专利行政纠纷的解决途径通常只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两种，不适用自行

协商。而专利行政纠纷的解决途径不由当事人自行选择，由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

二、专利行政纠纷类型

下述专利行政纠纷类型同学们仅作一般了解即可，望文生义。现概括如下：

1、绝大多数对专利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都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有特殊：

（1）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不服。专利申请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申请的决定

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复审。专利申请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

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2）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可

能会作出处理决定书，认定侵权行为成立时可能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1、对专利行政处理决定不服

对专利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引起专利行政纠纷的情形，具体包括以下六种。

（1）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不服。

（2）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决定不服。

（3）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实施强制许可决定不服。

（4）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不服。

（5）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不服。

（6）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不服。

2、对专利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当事人不服专利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包括以下两种。

（1）当事人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假冒专利行为时作出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2）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惩戒决定不服的。

【补充专利工作部门的行政处罚，21 年有变动，提高了处罚的力度，故很重要】

根据专利法规定：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认定假冒专利成立时，可以处以违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 5万元以下的，可以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专利行政处罚是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专利法律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

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当事人不服专利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形包括以下两种：

（1）假冒专利。

当事人对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查处假冒行为时作出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不服的。当事人对处罚

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惩戒决定不服的。

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师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会负责查处，可能作出

撤销专利代理机构、吊销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等惩戒决定，专利代理机构或专利代理师不服决定的，可以自

收到惩戒决定书之日起 2 个月内依法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对专利行政复议决定不服

当事人可以申请专利行政复议的事项包括以下六种。

（1）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假冒专利行为时作出的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2）对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假冒专利行为时作出的财产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不服的。

（3）认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专利执法过程中侵犯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4）申请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履行专利执法法定职责，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没有依法履行的，主要包括请求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而未受理或驳回请求的，或者举报假冒专利行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不予立案处理的。

（5）认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执法信息公开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申请执法信息公开，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应公开而不公开或逾期不答复的。

（6）认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例如，专利代理机构或者专利代理师

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21 年教材变动表达更简洁）

【知识点】商标侵权行为行政责任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如果行政机关进行立案查处的，侵权人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应承

担行政责任，主要包括停止侵权、警告、罚款等。

行政机关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

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 5 万元的，可以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5 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管理商标工作

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计算上述“违法经营额”时，可以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①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

②未销售侵权商品的标价；

③已查清侵权商品实际销售的平均价格；

④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

⑤侵权人因侵权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⑥其他能够合理计算侵权商品价值的因素。

【知识点】作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保护

一、监控制度

以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使用由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人实施监督控制。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人没有对该商标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致使该商标使用的商品达不到其使

用管理规则要求，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相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

【知识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而承担的）行政责任

1、行政责任特点

行政救济是以国家公权力制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具有高效、便捷、低成本等特点。

2、行政责任的形式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行政责任形式主要包括：责令停止侵权、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既可以单独适用其中

一种，也可以合并适用其中几种。

【法条原文】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以及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侵犯



商业秘密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侵权物品可以作如下处理：

①责令并监督侵权人将载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及其他有关资料返还权利人。

②监督侵权人销毁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流入市场将会造成商业秘密公开的产品。但权利人同意收购、

销售等其他处理方式的除外。

当事人对行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