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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知识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概述

1.行为主体

2.行为表现

3.侵犯客体

4.行为人的主观要件

（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主体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主体的含义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主体是指侵犯商业秘密的人，包括经营者和非经营者。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主体的判断

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只要从事了市场交易行为）

非经营者，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职工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侵犯商业秘密，也要

承担法律责任。

（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主观方面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主观方面的含义

行为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具有主观的故意或者过失。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

故意侵权：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过失侵权：由于疏忽大意导致不经意间把商业秘密披露给了不相关的公众。

（四）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客体

指权利人对其商业秘密所享有的财产利益以及与此相关的商业自由和诚实竞争者的利益。

（五）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客观表现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客观表现的含义

指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以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客观表现的判断

关键是界定商业秘密本身以及不正当手段，并排除合法行为。

【知识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表现形式

（一）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

1.非法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的含义

指出于不正当的商业目的，采取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2.非法获取商业秘密行为的情形

①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的商业秘密。

②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非法获取他人的商业秘密。

③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仍然获取该商业秘密。

（二）非法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

1.非法披露商业秘密行为的含义

指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后，出于不正当目的，未经授权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2.非法披露商业秘密行为的情形

①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人将该商业秘密非法



披露给他人；

②从合法途径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将该商业秘

密非法披露给他人；

③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仍然将该商业秘密披露给他人。

（三）非法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

1.非法使用商业秘密行为的含义

指没有合法根据擅自使用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2.非法使用商业秘密行为的情形

①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人自己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

②从合法途径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擅自使用或

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如单位技术人员跳槽后将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带到新单位使用；

③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仍然使用该商业秘密。

【例题·多选】判断某项行为是否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犯，可以从以下（ ）方面进行分析。

A.是否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

B.是否符合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

C.是否侵害了权利人对其商业秘密所享有的财产利益

D.是否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E.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

网校答案：ABCD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构成要件。某项行为是否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犯，可以从行为主体、

行为表现、侵害客体和行为人的主观要件等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第三节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责任

【知识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类型及后果

（—）民事责任

1.民事责任的含义

商业秘密具有财产权的属性，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属于民事侵权，因此民事救济是商业秘密的首要保护方式。

2.民事责任的形式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责任形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

（1）停止侵害

禁止他人披露、使用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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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持续到该商业秘密已

为公众所知悉时为止。

（2）赔偿损失

①赔偿损失适用完全赔偿原则，即赔偿额等于损失额。

②按照“实际损失——侵权获利”的顺序计算赔偿数额。

③恶意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给予 1倍以上、5 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④提起侵权的主体：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

（二）行政责任

1.行政责任的含义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较为严重的侵犯商

业秘密行为，可以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

2.行政责任的形式

责令停止侵权、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可单独适用也可以同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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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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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刑事责任

有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3年

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

处罚。

“情节严重”：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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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万元以上的；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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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其他重大损失的。

“情节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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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万元以上。

【知识点】侵犯商业秘密的抗辩事由

（一）自主研发

1.自主研发的含义

开发者通过自身的投资和辛劳而开发研制出的智力成果。独立开发者如果研制出与商业秘密相同的智力成果，

属于善意巧合。

2.自主研发的认定

认定自主研发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

①自主研发信息所形成的文件资料，如设计草图、研发资料以及研发人员的证人证言等；

②证明自主研发成功的时间早于其接触到商业秘密的时间。

（二）反向工程

1.反向工程的含义

指第三人以合法技术手段取得载有商业秘密的产品，对其进行拆解、检验、分析，从而还原出商业秘密中的

技术信息。

2.反向工程的认定

反向工程是否合法，不在于反向工程行为本身，而在于反向工程是否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作为技术还原基础的产品或服务，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例如正规渠道购买、接受赠与）

（2）从事反向工程的技术人员与商业秘密权利人之间没有订立禁止反向工程的合同。

单位雇用有保密义务的人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产品，实施反向工程，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其他事由

1.从合法途径取得使用权

商业秘密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可以对抗侵权指控。

2.因权利人自身原因而获悉后使用

3.因公共利益限制而有权使用

【例题·多选】法院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需要审查的事实包括（ ）。

A.“商业秘密”是否属于从公共渠道不能获取

B.技术信息是否通过反向工程获取

C.客户信息是否具备合法来源

D.实施反向工程的员工是否与原单位签订保密协议

E.“商业秘密”是否向有关部门申请过“密级”

网校答案：ABCD

网校解析：商业秘密应为“不为公众所知”的具有商业价值并经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

息等商业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指的是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商业秘密。通过反向工程或者通过合法渠道



获取商业秘密不构成侵权。实施反向工程不一定免责，需要看实施者与原单位是否签订保密协议。密级的设

定属于商业秘密的管理与商业秘密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