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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6_97_A5_

E6_9C_AC_E9_98_B2_E6_c36_328824.htm （１９３４年３月

２７日第１０号法律；同日施行，１９３８年第２号法律、

１９５０年第９０号法律，１９６５年第８１号法律，１９

７５年第４６号法律修改）第一条 〔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请求权〕（一）如果有人进行下列各项之一的行为时，因此

而使营业上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人可以请求制止这种行为

：（１）在本法施行的地域内，使用相同或类似于众所周知

的他人的姓名、商号、商标、商品的容器包装或其他表明是

他人商品的标记，或者贩卖、推销或输出使用了这些标记的

商品，以致与他人的商品发生混淆的行为；（２）在本法施

行的地域内，使用相同或类似于众所周知的他人的姓名、商

号、标章或其他表明是他人营业的标记以致与他人在营业上

的设施或活动发生混淆的行为；（３）在商品或其广告上，

或者用可以使公众得知的方法在交易的文件或通信上对原产

地作出虚假的表示、或者贩卖、推销或输出已经作了这种虚

假表示的商品以致使人对原产地产生错认的行为；（４）在

商品或其广告上，或者用可以使公众得知的方法在交易的文

件或通信上，作出可以使人错认为该商品是在出产制造或加

工地以外的地方出产、制造或加工的表示，或者贩卖、推销

或输出已经作了这种表示的商品的行为；（５）在商品或其

广告上，对该商品的质量、内容，制造方法、用途或数量作

出可以使人产生错认的表示，或者贩卖、推销或输出已作了

这种表示的商品的行为；（６）陈述虚假事实、妨害有竞争



关系的他人在营业上的信用，或者散布这种虚假事实的行为

。（二）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布鲁塞尔，１９１１

年６月２日在华盛顿，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６日在海牙，１９

３４年６月２日在伦敦，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在里斯本

以及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修改的关于

保护工业所有权的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巴黎条约的同盟国

（以下简称为同盟国）中，享有关于商标的权利（以相当于

商标权的权利为限，以下同）的人，对于作为其代理人或代

表人或曾任过代理人或代表人的人，在既没有正当理由又没

有得到关于该商标享有权利的人的承诺的情况下，即将相同

或类似于与该权利有关的商标使用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

者贩卖、推销或输出使用这种商标的相同或类似的商品的，

可以请求停止这种行为。但作为代理人或曾任代表人的人在

该行为开始日以前一年内已经不是代理人或代表人的，不在

此限。第一条之二 〔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

责任〕（一）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了前条第（一）款各项

行为之一的人，对于因此而在营业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应

当负损害赔偿的责任。（二）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了前条

第（二）款行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或者是在该行为开始日以

前一年内曾任过代理人或代表人的人，对于因此而在营业上

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享有关于同项商标的权利的人，负损害赔

偿的责任。（三）对由于前条第（一）款第（１）项或第（

２）项，或同条第（二）款的行为而妨害他人营业上信用的

人，或者对实施同条第（一）款第（６）项的行为的人，法

院可以依据被害人的请求，命令不赔偿损害或在赔偿损害的

同时作出恢复营业上信用的必要措施。第二条 〔对商品普通



名称的行使行为等的免除适用〕对于符合下列各项规定的行

为，不适用前二条及第五条的规定：（１）用通常作用的方

法使用商品的通常名称（以葡萄所生产之物的原产地的地方

名称已形成为通常名称者，不在此例），或在交易上通常惯

用于同种商品的标记的行为，或者是贩卖、推销或输出使用

了这种名称或标记的商品的行为；（２）用通常使用的方法

使用在交易上通常惯用于同种类营业的名称或其他标记的行

为；（３）善意地使用自己的姓名的行为，或者是贩卖、推

销或输出使用了这种姓名的商品的行为；（４）第一条第（

一）款第（１）项或第（２）项所列的标记，在本法施行的

地域内被公众共知以前就善意地使用与之相同或类似标记的

人，或已经和该人所经营的商业一起继承使用该项标记的人

使用该项标记的行为，或者是贩卖、推销或输出使用了这种

标记的商品的行为。（二）对于因实施前款第（３）项或第

（４）项所列行为而有可能使营业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人，

可以对实施该行为的人请求为了防止商品和营业上的设施或

活动的混淆而添附适当的标记。但对只是贩卖、推销或输出

商品的人不在此限。第三条 〔关于外国人的例外〕属于同盟

国人以外的外国人而在本法施行的地域内设有住所或营业所

的，除在条约或准用的条约上另有规定的以外，不可以提出

第一条，第一条之二和前条第（二）款的请求。第四条 〔关

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在公法方面的限制〕（一）相同或类似

于外国的国徽、旗章和由主管大臣指定的其他徽章，如果没

有得到该国主管官署的许可就不可以用作商标，或者贩卖、

推销已将它用作商标的商品。（二）前项国徽如果没有得到

该国主管官署的许可就不可以用对商品的原产地产生错认的



方法，将它使用于交易上，或者贩卖推销已使用了这种国徽

的商品。（三）相同或类似于外国官方监督用或证明用的图

章和主管大臣所指定的其他符号，如果没有得到该国主管官

署的许可就不可以用作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商标，或者是贩卖

、推销使用了这种图章或符号的商品。（四）已经得到主管

官署的许可而使用日本的国徽、旗章或其他官方监督用或证

明用的图章或符号时，则虽然相同或类似于外国的国徽、旗

章或其他徽章或者是官方监督用或证明用的图章或符号，也

不适用前三款的规定。第四条之二 〔对于国际机关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限制〕相同或类似于加入同盟国的政府间的国际

机构的徽章、旗章或其他的徽章、简称和主管大臣所指定的

名称，如果没有得到该国际机关的许可，就不可以用对该国

际机关有关的宗旨产生错认的方法将它用作商标，或者是贩

卖、推销已将它作为商标的商品。第五条 〔罚 则〕对有下列

各项行为之一的人、应处三年以下惩役或二十万日元以下罚

金：（１）在商品或其广告上，对于该商品的原产地、质量

、内容、制造方法、用途或数量作出使人产生错认的虚假表

示的；（２）以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实施符合于第一条第（一

）款第（１）项或第（２）项的行为的；（３）以不正当竞

争的目的实施属于第一条第（一）款第（３）项至第（５）

项之一的行为的；（４）违反前两条的规定的。第五条之二 

〔两罚规定〕法人的代表人或法人和个人的代理人雇佣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在有关该法人或个人的业务上实施了前条的

违法行为时，除了应当处罚行为人以外对该法人或个人也应

科处同条所规定的罚金刑。第六条 〔对行使无体财产权的行

为免除适用〕第一条第（一）款第（１）项和第（２）项以



及第（二）款、第一条之二、第四条第（一）款至第三款、

第四条之二和第五条第（２）项的规定，不适用于被断定为

是根据专利法、实用新设计法、意匠法或商标法而行使其权

利的行为。附 则本法施行日期以敕令定之（昭和九年〔１９

３４年〕以敕令第三百四十一号规定自昭和十年〔１９３５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