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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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遇到的

新情况、新问题，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

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侦查、起诉、审判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侵权产品制造地、储存地、运输

地、销售地，传播侵权作品、销售侵权产品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

或者管理者所在地，侵权作品上传者所在地，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对有

多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地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多个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地的公安机关对管辖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需要提请

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受理。 
 
  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犯罪团伙跨地区实施的涉及同一批侵权产品的制造、储存、运输、

销售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符合并案处理要求的，有关公安机关可以一并立案侦查，需

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受理。 
 
  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行政执法部门收集、调取证据的效力问题 
 
  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

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

事证据使用。 
 
  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作为刑事

证据使用的，应当依法重新收集、制作。 
 
  三、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抽样取证问题和委托鉴定问题 
 
  公安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抽样取证，或者商请同级



行政执法部门、有关检验机构协助抽样取证。法律、法规对抽样机构或者抽样方法有规定的，

应当委托规定的机构并按照规定方法抽取样品。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对于需要鉴定的事

项，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听取权利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对鉴定结论的意见，可以要求鉴定机构作出相应说明。 
 
  四、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自诉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

在提起自诉时能够提供有关线索，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 
 
  五、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同一种商品”的认定问题 
 
  名称相同的商品以及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可以认定为“同一种商品”。“名称”

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在商标注册工作中对商品使用的名称，通常即《商标注册

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中规定的商品名称。“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是指在功能、

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一

种事物的商品。 
 
  认定“同一种商品”，应当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和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

品之间进行比较。 
 
  六、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认定问题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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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注册商标之间仅有细微

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

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的； 



 
  （四）其他与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七、关于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产品价值是否计入非法经

营数额的问题 
 
  在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侵权产品价值时，对于已经制作完成

但尚未附着（含加贴）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含加贴）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如果有确实、

充分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八、关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案件中尚未销售或者部分销售情形的定罪量刑问

题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

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已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五万元、二十

五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各法定刑幅度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

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或者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九、关于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犯罪案件中尚未销售或者部分销售情形的定

罪问题 
 
  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

五条的规定，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尚未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六万件以上的； 
 
  （二）尚未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三万件以上的； 



 
  （三）部分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已销售标识数量不满二万件，但

与尚未销售标识数量合计在六万件以上的； 
 
  （四）部分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已销售标识数量不满一

万件，但与尚未销售标识数量合计在三万件以上的。 
 
  十、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问题 
 
  除销售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 
 
  （一）以在他人作品中刊登收费广告、捆绑第三方作品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或者利用他人上传的侵权作品，在网站或者网页上

提供刊登收费广告服务，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的； 
 
  （三）以会员制方式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收取会员注册费或者其他费用的； 
 
  （四）其他利用他人作品牟利的情形。 
 
  十一、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认定问题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一般应当依据著作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著作权认证机构出具的涉案作品版权认证文书，或者证

明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伪造、涂改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的证据，结合其他证

据综合予以认定。 
 
  在涉案作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上述证据确实难以一一取得，但有证据证

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的，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

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以认定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放弃权利、

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或者著作权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的除外。 
 
  十二、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发行”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发行”，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 
 



  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权构成犯罪的，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犯罪。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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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额或者数量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五倍以

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十四、关于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累计计算数额问题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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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

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 
 
  二年内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未经行政处理，累计数额构成犯罪的，应当依

法定罪处罚。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适用刑法的有关规定，不受前述二年

的限制。 
 
  十五、关于为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原材料、机械设备等行为的定性问题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辅助

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标签标识、生产技术、配方等帮助，或者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代收费、费用结算等服务的，以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 
 
  十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竞合的处理问题 
 
  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依照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中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