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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专利权行为的刑事责任探讨

◆丁长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光电部测控室, 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我国引入专利制度已有三十余年.伴随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专利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成就

的取得殊为不易,专利制度成功在我国的土壤扎根.但是,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侵犯知识产权的事

件也层出不穷.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知识产权发展的未来,必须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进行有效遏制.目前,

侵犯专利权行为主要有三类:非法实施他人专利行为、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他人专利行为.这三种行为两两之间

具有互斥性.目前我国刑法仅规定假冒他人专利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另外两种行为仅需要承当民事责任即可.

但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实施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的危害不可忽视,但是否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学界

对此有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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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成果和工商标记依法产生的权

利的统称”。 最主要的三种知识产权是著作权、专利权和商

标权，其中专利权与商标权也被统称为工业产权。 同时，

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专有性和无形性的特征，蕴藏一定

经济价值，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是维护市场秩序平稳运行

的重要保障。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推

广，侵犯知识产权类的犯罪影响辐射更广，社会危害性的严

重程度更加难以判断。

一、侵犯专利权行为概述

(一)非法实施他人专利行为

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侵犯专利权行

为体现，主要表现为没有获得专利权人的许可，以生产经营

为目的，对专利产品进行制造等，亦或是未经许可非法实施

他人合法的专利权保护的方法。 对于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

行为，不同地区和国家处于各自实际情况，对其是否承担刑

事责任有着不同的规定。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利法中，多

数将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英美法系的大

多数国家对这种行为则不实行刑事制裁。

(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侵犯专利权行为体

现，主要表现为在没有获得专利权许可，将非专利产品冒充

专利产品的行为。 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侵害了专利权人的专

利标记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规定了五种假冒

他人专利行为的具体形式。 因此，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就是

上述五种行为或其行为组合。

(三)冒充专利行为

冒充专利，也是一种典型的侵犯专利权行为体现，主要

表现为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

方法的行为。 冒充专利的行为虽然在实际上不对其他合法

专利权的侵犯，但侵犯和扰乱了国家专利管理制度。 因

此，冒充专利有一个根本特征，即其所冒充的专利根本不存

在，或者是伪造的专利号，或者是已经被驳回、视为撤回或

者撤回的专利申请号，或者是无效的专利号等，因而不发生

对他人专利权的侵犯，它是对消费者的欺骗行为，是一种不

正当竞争行为。

二、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犯罪行为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

情节严重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假冒专利罪属于行政犯，具体犯罪构成要件需要参

照相关法律、法规才能确定，对于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应

当结合《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确定。

假冒专利罪是我国《刑法》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专利进行

刑事保护的唯一犯罪罪名，学界对假冒专利罪所侵犯的客体

有不同学说，主流学说是超越个人法益的复杂客体，即假冒

专利罪侵犯的客体是专利权和国家专利管理秩序。

首先，假冒专利罪侵犯了国家专利管理制度，同时侵犯

了专利权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例如：知情权。 其次，假冒

专利犯罪的违法层面是行为人实施了假冒他人专利的非法行

为，同时此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再次，假冒专利归

类于故意犯罪，过失地假冒专利不可能构成假冒专利罪。

同时从目的方面考虑，不以要求以非法盈利为目的，只要行

为人实施了假冒专利行为，不论此行为是否实现盈利，达到

情节严重的程度都能够以假冒专利罪予以处罚。 最后，假

冒专利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 在司法实践

中，自然人假冒专利通常很难达到情节严重，但是单位拥有

人力、物力的优势，在实施假冒专利犯罪时具有优势。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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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司法实践中单位通常是此罪的主要犯罪主体。

三、侵权专利权行为的非犯罪行为

(一)非法实施他人专利行为犯罪化问题

我国不论是刑法立法，还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都没有将

专利权人的专利权纳入刑法保护。 分析我国有关专利保护

的制度，多数学者认为依据我国目前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将

专利侵权行为固定为犯罪是不合时宜的。 其主要原因

如下：

１．刑法保护不是促进专利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专利制度的实质在于利用公开从而换取国家以强力手段

对专利的保护，进一步推广其专利的应用和鼓励技术的不断

创新进步，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热情、科技水平。 但

是，刑法保护制度对于专利权的保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

多的还是行政保护制度，并且由于刑法保护的特殊性，其作

用会有正面或负面的双重效果。 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最显

著表现是专利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一点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

言是有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积累相对落后。 与此

相反，发达国家在具有明显技术优势，如果过多的采用国家

力量进行技术保护，可能会对企业造成技术壁垒，不利于整

体创新。

２．侵犯专利实施权的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但相比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未取得专利权人许可，非法实施

他人专利的行为并不直接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损。 非法实

施他人专利的行为本质是以违法的方式实现专利权成果的转

化和推广应用，对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应当追究法律责

任，但更多应当以行政处罚为主，配合民事责任，没有十分

的必要给予刑罚处罚。

３．比较分析世界各国专利刑事立法，专利侵权行为犯罪

化并非唯一选择

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在其立法层面认为非法实施他人专

利的行为扰乱了市场环境，严重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 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的专利制度对非法实

施他人专利的行为不实行刑事处罚，认为其本质上不存在侵

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形，没有对社会公众进行欺骗，仅仅是

损害了专利权人的商业利益，属于民事纠纷，是通过民事赔

偿方式能够解决的。

４．从立法过程看，未将专利侵权行为入罪是立法机关的

慎重选择

从我国立法层面看，人大法制工作委员对于非法实施他

人专利的侵权行为，认为通过民事赔偿制度能够解决此类纠

纷，没有将非法实施他人专利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仅规定

了假冒专利罪。

(二)增设“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罪”的讨论

在学界，有学者认为，对专利权派生出的专利标记权给

予刑法保护，似乎导致应保护程度更强的专利权不予保护，

而应保护程度弱的专利标记权却保护，刑罚处罚与社会危害

性大小失衡。 因此建议将专利侵权行为，至少将严重侵犯

发明专利权的行为纳入刑法保护范围。

通过现实实践来看，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虽然没有

直接侵犯消费者或者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但是其产生的损

害结果却是比假冒他人专利犯罪行为要高。 并且从司法实

践统计，非法实施专利行为案件的数量，相较于假冒他人专

利的侵权行为案件数量多出很多。 因此加大对非法实施他

人专利犯罪的打击，将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纳入刑法的规制迫

在眉睫。

从法益侵犯的角度看，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侵害了

多种法益。 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分析，应该将非法实施他人

专利的行为纳入犯罪予以规制。 与侵犯有形财产的犯罪相

比，非法实施专利行为造成的损害通常无法通过直观统计获

得，行为具隐蔽性，侵权的损害结果难以估计。 因此，从

其危害后果的严重性来看，需要将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

纳入到刑法予以规制。 最后，刑法对专利权犯罪的遏制范

围扩大时还需要防止犯罪滥化现象，在考虑市场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要考虑刑法的谦抑性、补充性和协调性，从而防止

造成刑法打击范围的过度扩大化。

(三)冒充专利行为犯罪化的问题

冒充专利行为就是故意将非专利产品或技术通过标注专

利标识、编造专利文书等手段，使他人误认为是专利产品或

专利技术的行为。 我国目前刑法并没有将冒充专利行为纳

入到刑法予以规制，但学界中将冒充专利行为犯罪化是多数

学者所持观点。

１．“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都侵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

“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都侵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 假冒他人专利是将自身产品标注为他人专利

号的产品，冒充专利是纯粹虚构专利号用于自身产品。 冒

充专利行为比于假冒他人专利具有同样程度的危害性。 在

我国目前刑法框架下，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需要承担刑事

责任，但冒充专利行为却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２．冒充专利行为入罪可以有效解决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定

罪的困惑

司法实践中，很难找到证据达到确然性高度的证明标

准，认定虚构不存在的专利号具有故意假冒他人专利的故

意。 导致司法审判阶段，达不到假冒专利罪定罪量刑的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认定犯罪的标准。 因此，假冒专

利罪作为刑法罪名，实际打击的犯罪范围很小。 因此，如

果将冒充专利行为纳入到刑法予以规制，也可以解决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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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无效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

３．冒充专利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国家

中，对两者同样对待

使用他人的专利标志或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为专利产品，

会在公众层面误导或欺骗消费者。 因此，实行专利保护制

度的地区和国家都规定，假冒专利、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相

比侵犯专利权行为承担更多责任。 但是，绝大多数地区和

国家主要针对的是在产品上标注已经申请或获得专利，但没

有专利权或申请专利的标志的行为，而不是标注他人的专利

号和标注伪造的专利号。 因此，“假冒专利”包括“假冒专

利”和“冒充专利”，将这两种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范，可

以有效打击假冒专利行为。

四、结束语

专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专利权的保护对于

鼓励新发明、新创造，推动科技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

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专利纠纷及专利侵权犯罪行为

日益增多，过度依赖传统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无法有效遏制

其发展势头，必须加强刑法保护，完善刑事立法。 我国三

度修改专利法，但刑法中关于专利犯罪的规定没有改变，造

成我国制裁专利犯罪相对滞后，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弱等

不足，需要有针对性地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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