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中国选举    中国治理    人大聚焦    党的建设    国外选举与治理    制度创新    法律法规    学术与争鸣    图书资料 

 最近更新    |    查询图书        检索 高级检索

你现在位置：首页>>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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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05】【字号：大 中 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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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2004年11月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1次会议、2004年11月11日由最高人民

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 

                          二00四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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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1次会议、2004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

察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4]19号）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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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

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

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

标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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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或者非法

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或

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十万件以上，或者非法

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五万件以上，或

者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假冒他人专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

重”，应当以假冒专利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二）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

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违法所得数额在

三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应

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

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一千张（份）以上的； 

  （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

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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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

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五千张（份）以上的； 

  （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 

  第六条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第七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

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八条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

者与被假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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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

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

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 

  第九条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

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 

  （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的； 

  （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 

  （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第十条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一）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 

  （二）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

是他人专利技术的；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

的； 

  （四）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第十一条 以刊登收费广告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的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

定的“以营利为目的”。 

  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指没有得到著作权人授权或者伪造、涂

改著作权人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的情形。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

品的行为，应当视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 

  第十二条 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

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

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

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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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解释第三条所规定的“件”，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 

  第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十四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

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

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十五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

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 

  第十六条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

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七条 以前发布的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

后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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