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典：最高人民法院の HP より引用（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35071.html）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依法保护电子商务平台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正确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指导意见。 

  1.人民法院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应当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依法制止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假冒、盗版等侵权商品的行为，积极引导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正当

行使权利。妥善处理知识产权权利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促进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活动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2.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因从事电子商务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电子商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知识产权

纠纷，可以参照适用本指导意见。 

  3.人民法院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应当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的规定，认定有关

当事人是否属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或平台内经营者。 

  人民法院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实施的涉案行为属于提供平台服务还是开展自营业务，可以考

虑下列因素：商品销售页面上标注的“自营”或“他营”信息；商品实物上标注的销售主体信息；发票

等交易单据上标注的销售主体信息等。 

  4.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根据受侵害权利的

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采取的必要措施应当遵循合理审慎的原则，包

括但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下架措施。平台内经营者多次故意侵害知识产权的，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有权采取终止交易和服务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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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违反公平、自愿原则，通过签订服务合同、设定交易规则或利用技术手

段，对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销售对象、销售地区等进行不合理的限制。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通过订立限制竞争协议、设定交易规则或利用技术手段，限制、排除平台内

经营者参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织的经营活动，平台内经营者以上述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

垄断法规定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6.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根据知

识产权权利类型、商品或服务的特点等因素，制定平台内通知与声明机制的具体执行措施。但是，有关

措施不能对权利人依法维护知识产权的行为设置不合理的条件或障碍，也不得影响通知与声明的有效

性。 

  7.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出的通知一般包

括：知识产权权利证明及有效的权利人信息；能够实现准确定位的被诉侵权商品或服务信息；构成侵

权的初步证据；要求电子商务平台采取的具体措施；通知真实性的保证等。通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通知涉及专利权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交技术特征或设计特征对比

的说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等材料。 

  8.人民法院认定通知人是否具有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恶意”，可以考量下列因素：

提交虚假权利证明；提交虚假侵权对比的鉴定意见、专家意见；明知通知错误后仍不及时撤回等。 

  平台内经营者以错误通知、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其损害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以与

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并审理。 

  9.平台内经营者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交的不存在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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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声明一般包括：有效的平台内经营者信息；能够实现准确定位、要求终止必要措施的商品或服务

信息；包括正当使用等在内的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终止的具体措施；声明

真实性的保证等。声明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声明涉及专利权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要求平台内经营者提交技术特征或设计特征对比的

说明等材料。 

  10.人民法院认定平台内经营者发出不侵权声明是否具有恶意，可以考量下列因素：通知附有认定

侵权的生效裁判而仍然发出不侵权声明；明知声明内容错误后仍不及时撤回等。 

  11.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将平台内经营者提交的不侵权声明转交知识产权权利人后，在 25 个工

作日内未收到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交的人民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受理通知书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下架措施。 

  12.知识产权权利人因情况紧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立即采取商品下架等措施将会使其合法利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平台内经营者因情况紧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立即采取恢复商品链接

等措施将会使其合法利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均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零一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应当

予以支持。 

  13.人民法院应当考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主观状态、是否在合理期限内采取必要措施、损害后

果以及平台内经营者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形等因素，综合确定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 

  14.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但未采取必要措施，或者

在收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通知后，仍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就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全部损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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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且未采取必要措施，在收到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通知后虽然采取了必要措施，仍应当就采取必要措施前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损失，与侵

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在收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

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或者采取的必要措施不合理，造成损害扩大的，

应当就损害扩大的部分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15.人民法院判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否合理，可以考量下列因素：侵权成立的

可能性；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是否存在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情形；防止损害扩大的有效性；对平

台内经营者利益可能的影响；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能力等。 

  平台内经营者有证据证明通知所涉专利权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据此暂缓采取必要措施，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16.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

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未审核平台内标注“旗舰店”

“专营店”字样经营者的权利证明；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对包含“高仿”“假货”等字样的侵权商品

链接、投诉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权商品链接进行过滤和拦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