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为了规范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

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知识产

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的申请和审查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申请主体】 

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的当事人在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行为

保全措施，即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 

专利权人、商标注册人、著作权人等知识产权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知识产权侵权

纠纷行为保全。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知识产权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知识产权的合

法承受人等。在知识产权许可合同被许可人中，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

院提出申请；排他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权利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权利人不申请的情

况下，自行提出申请；普通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权利人明确授权，可以提出申请。 

 

第二条 【管辖法院 被申请保全行为 诉前保全移送】 

诉前申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应当向被申请保全行为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

具有相应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者具有本案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被申

请保全行为是指不采取保全措施会给申请人造成损害的被申请人的行为等。本案是指当事人

就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提起的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作出实体裁决的案件。 

一审判决作出后、二审法院受理上诉前，当事人申请行为保全，应当向一审法院提出。 

裁定采取诉前行为保全措施的法院与本案法院不一致的，裁定采取诉前行为保全的法院应

当将保全案件材料移送本案法院。诉前行为保全裁定视为本案法院作出的裁定。 

 

第三条 【申请书及载明事项】 

向人民法院申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如下事

项：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内容和期限； 

（三）申请的依据、事实和理由，依据指申请行为保全的权利依据，事实和理由包括被申请

保全行为的具体内容、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或者继续存在将会造成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

申请人其他损害、或者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等。 

 



第四条 【审查时限】 

人民法院接受行为保全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另一方案：人民法院接受行为保全申

请后，对于非紧急情况的，应当在接受申请后三十日内作出裁定。）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和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况紧急一般是指,由于被申请保全行为的性

质或者特定市场条件等原因不立即采取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第五条 【审查程序】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前，应当询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另一方案：听取申请人

和被申请人的意见），但无法及时通知被申请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听取被申请人意见可能严重妨

碍保全措施实现目的或取得效果等人民法院认为不适宜的情形除外。 

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应当在采取保全措施前向申请人、被申请人和协助执

行人送达裁定。如果向被申请人送达裁定可能影响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可以在采取保全

措施后五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裁定。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符合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条件的，可以口头通知申请人裁定驳回申请

并记入笔录。申请人请求作出书面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裁定书并送达申请人。 

 

第六条 【行为保全的内容】 

人民法院根据申请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内容和申请行为保全的目的，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

定行为或者禁止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 

 

第七条 【保全必要性考虑因素】 

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书、必要证据和被申请人提供的必要证据对知识产权与竞

争纠纷行为保全申请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判断是否有必要采取保全

措施： 

（一）申请人在本案中是否有胜诉可能性，包括作为申请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

人拥有的权益是否有效、稳定； 

（二）因被申请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是否可能造成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申请

人其他损害，或者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采取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明显超过不采取保全措施给申请人带来的损

害； 

（四）采取保全措施是否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 【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七条规定的难以弥补的损害是指被申请保全行为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通过金钱赔偿难

以弥补或者难以通过金钱计算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为属于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一）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或者持续，将抢占申请人的市场份额或者迫使申请人采取不可

逆转的低价从事经营，从而严重削弱申请人的竞争优势的； 

（二）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或者持续，将会导致后续侵权行为的难以控制，将显著增加给

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的； 

（三）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发生，将会侵犯申请人享有的人身性质的权利的； 

（四）被申请人无力赔偿的； 

（五）给申请人造成其他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认为不属于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一）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被申请保全行为的存在而不合理地迟延寻求司法救济； 

（二）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申请人无合理理由未使用或者实施相关知识产权且未计划使用或

者实施的； 

（三）被申请保全行为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比较容易通过金钱计算的； 

（四）其他不会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对于造成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申请人其他损害的认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对于难

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 

 

第九条 【担保】 

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确定的当事人提供的担保应当合法

有效。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被申请人的主张和必要证据确定合理的担保金额，以能够弥补

被申请人因申请保全错误而遭受的损失为限，但申请人无法预见的损失除外。 

人民法院确定的担保金额，可以作为确定申请人申请有错误而承担的赔偿数额的参考依据。

申请人有恶意的，可以超出担保金额确定申请有错误的赔偿数额。 

 

第十条 【追加担保】 

在执行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主张并能够证明其可能或已经

因被采取该项保全措施造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

不追加担保的，变更或者解除部分保全措施；因客观原因无法变更或者解除部分保全措施的，

解除保全措施。 

 

第十一条 【被申请人担保与行为保全的解除】 

根据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裁定所采取的保全措施，一般不因被申请人提供担保而

解除，但是申请人同意、申请人的保全请求能够通过金钱给付而达到目的、被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将因保全措施而受到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害等特殊情况除外。 

 

第十二条 【保全措施的效力期限】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行为保全措施的效力期限。

需要延长期限的，申请人应在期限届满前十日内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听取申请人和被申

请人的意见后根据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及追加担保的情况作出裁定。裁定延长期限的，不

得超过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申请人未在期限内申请延长的，期限届满后，保全措施自动

解除。 

人民法院也可以确定行为保全措施的效力维持至本案裁判生效时止或者申请行为保全的权

利依据消灭时止，以先到为准。 

 

第十三条 【复议】 

当事人对行为保全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一次。 

人民法院应当在十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另一方案：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查，并在十日内作出裁定）。裁定正确的，通知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作出新

的裁定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 

 

第十四条 【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的处理】 

被申请人拒不履行行为保全裁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案：被申请人拒不

履行行为保全裁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不提起本案之诉而解除保全】 

申请人在采取诉前行为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裁定采取诉

前行为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申请或者依职权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的起诉或者以驳回起诉、撤诉等方式裁定终结本案审理的，

应当在上述相关裁定生效时，裁定解除保全措施。被申请人于上述相关裁定作出后、生效前

申请解除保全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第十六条 【因变更情况而解除保全】 

申请行为保全的权利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争执的权利义务关系、保全必要性不复

存在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时，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或者本案法院应当依申请或者依

职权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第十七条 【申请人申请解除保全】 

申请人发现申请有错误，可以申请撤回保全申请或者解除保全，但是并不因此而免除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申请有错误】 

下列情形，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有错误： 

（一）因申请人不依法提起诉讼、申请仲裁而被裁定解除保全措施； 

（二）保全措施因自始不当而被裁定解除，自始不当包括申请人缺乏申请行为保全的权利依

据、不具备保全必要性等； 

（三）申请人在本案生效裁判中败诉（另一方案：申请人在本案生效裁判中与行为保全有关

的请求未得到支持）； 

（四）其他属于申请有错误的情形。 

申请人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撤回起诉、撤回仲裁申请、被驳回起诉或者被终结本案

诉讼、仲裁程序的，视为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但是，因与被申请人的和解而终结

本案诉讼、仲裁程序的除外。 

被申请人以申请有错误为由请求申请人赔偿，未启动本案诉讼的，应当向采取保全措施的

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已经启动本案诉讼的，应当向本案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另一方案：已经

启动本案诉讼的，可以向本案法院起诉请求赔偿，或者在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提出赔偿请求，

本案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第十九条 【不同类型保全的处理】 

申请人在申请行为保全的同时申请证据保全或者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

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分别审查不同保全申请是否符合条件，并分别作出裁定。为避免被

申请人转移证据或者财产等致使保全措施无法执行或者保全目的无法实现，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决定执行不同保全措施的顺序。 

 

第二十条 【起诉同时申请行为保全的处理】 

原告在提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诉讼的同时申请行为保全，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

为保证保全措施的目的或者效果，可以在采取保全措施的同时送达起诉状。 

 

第二十一条 【申请费】 

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申请人应当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交纳申请费。

无正当理由不按时交纳申请费的，视为撤回保全申请。 

 

第二十二条 【先前司法解释的废止】 

本解释施行之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同时

废止。（另一方案：本解释施行之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权行为的规定不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