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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令 （第１７９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总理 李鹏 

１９９５年７月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促进对外经

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与进出

境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

产权，包括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专利权。 第三条 侵犯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以下

简称侵权货物），禁止进出口。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对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行使《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法》规定的有关权力。 第五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或者出口货物的发货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以下统称收货人

或者发货人）应当按照海关的要求，向海关如实申报与进出

口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状况，交验有关单证。 第六条 知识产

权权利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以下统称知识产权权利人）要

求海关对其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的，应当

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备案，并在其认为必要时向海关提出采

取保护措施的申请。 第七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时，应当

保守有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章 备案 第八条 知识产权

权利人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应当向海关总署提交

书面申请。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知识产权权利



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注册地或者国籍、住所、法定代表人、

主要营业场所等； （二）注册商标的注册号码、内容及有效

期限，专利授权的号码、内容及有效期限，或者有关著作权

的内容； （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货物的名称及其产地； （

四）被授权或者许可使用知识产权的人； （五）与知识产权

有关的货物的主要进出境海关、进出口商、主要特征、正常

价格等有关情况； （六）已知的侵权货物的制造商、进出口

商、主要进出境海关、主要特征、价格等情况； （七）海关

总署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情况。 提交书面申请时应当附送下

列文件：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身份证件的复制件或者登记

注册证书的副本或者经登记注册机关认证的复制件； （二）

注册商标的注册证书复制件，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的公

告或者备案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复制件；或者专利证书的复

制件，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的专利转让合同副本，专利实施

许可合同副本；或者著作权权利的证明文件或者证据； （三

）海关总署认为需要附送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 海关总署应当

自收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３０日内通知申请人是否准予备

案。海关总署准予备案的，发给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证书

；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

案自海关总署准予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７年。 在知识

产权有效的前提下，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在知识产权海关保

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６个月内，向海关总署申请续展备案。

每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为７年。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

期届满而不申请续展或者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法律

保护期届满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随即失效。 第十一条 

备案知识产权的情况发生变更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自知



识产权主管部门核准变更之日起１０日内向海关总署办理备

案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三章 申请 第十二条 在海关总署备

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境的，可以

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出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 第

十三条 请求海关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应当提交书面申

请。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保护的知识产权

名称、海关备案号； （二）侵权嫌疑人名称、住所、法定代

表人、主要营业场所； （三）侵权嫌疑货物名称、规格等有

关情况； （四）侵权嫌疑货物可能进出境的口岸、时间、运

输工具、收货人或者发货人等有关情况； （五）有关侵权的

证据； （六）请求海关采取的措施； （七）海关认为需要提

供的其他内容。 第十四条 申请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的，应当向海关提交与进口货物到岸价格或者出口货物离岸

价格等值的担保金。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对其

未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采取保护措施的，应当在向海

关总署提出申请的同时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向海关总署

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 第十六条 申请人提出的采取知

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不符合本章有关规定的，海关不予接

受。 第四章 调查和处理 第十七条 海关应知识权权利人申请

，决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制作海关扣留凭单，送达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

认为其进出口货物未侵犯申请人知识产权的，应当自海关扣

留凭单送达之日起７日内向海关提出书面说明。收货人或者

发货人未提出异议的，海关经调查，有权将被扣留的侵权嫌

疑货物按侵权货物处理；提出异议的，海关应当立即书面通

知申请人。 申请人自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



１５日内，有权将侵权争议提请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海关发现进出境货物有侵犯

在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嫌疑的，海关有权予以扣留。海关扣

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制作海关扣留凭单，送达收货人或

者发货人，并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权利

人自通知送达之日起３日内提出知识产权保护书面申请的，

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

认为其进出口货物未侵犯申请人知识产权的，在向海关提交

相当于进口货物到岸价格或者出口货物离岸价格二倍的担保

金后，可以请求海关放行有关货物。 第二十条 海关依照本条

例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自扣

留之日起１５日内开始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及有关情况

进行调查；但是，侵权争议的有关当事人已将侵权争议提请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除外。 海

关认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移交有关机关进行调查。 第二十

一条 海关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及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时，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二十二条 被扣留的

侵权嫌疑货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可以放行： （一）经

海关或者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调查后排除侵权嫌疑的； （二）

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排除侵权嫌疑的； （三）有关当事人

未在规定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

理，或者人民法院未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的； （四）知识产

权权利人在规定时间内不予回复或者放弃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的。 第二十三条 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经海关、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法院确定为侵权货物的，由海关予以没收

。 第二十四条 海关对被没收的侵权货物，应当区别不同情况



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对侵犯著作权的货物，予以销毁

。 （二）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货物，侵权商标无法消除的，

予以销毁；侵权商标能够消除并可以利用有关货物的，消除

侵权商标，有关货物只能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或者依法拍卖给

非侵权人自用。 （三）前二项以外的其他侵权货物，依照国

务院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海关决定、知识产权主管部

门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生效后，海关应当将有关

当事人提交的担保金扣除下列费用后，予以退还： （一）货

物的仓储、保管和处置等有关费用； （二）因申请不当给有

关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费用。 第二十六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

与收货人或者发货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由当事人依法选择司

法、仲裁或者其他方式解决，海关不予受理。 第二十七条 海

关接受知识产权保护备案和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后

，因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提供确切情况而未能发现侵权货物、

未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或者采取保护措施不当的，海关不承

担责任，由知识产权权利人自行承担责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明知或者应知其进口或者出

口货物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海关可以处以进口货物到岸价

格或者出口货物离岸价格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收货

人或者发货人未如实申报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状况

，交验有关单证的，海关可以处以进口货物到岸价格或者出

口货物离岸价格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海关的

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３０日内，

海关无法通知的，自海关的处罚决定公告之日起３０日内，

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或者上一级海关申请复议；有关海关

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９０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



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３０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也可以自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或者

自海关的处罚决定公告之日起３０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 进口或者出口侵权货物，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海关工作人员在实施知识产

权保护时，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

物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超出自用、合理数量，并侵犯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视为侵

权货物，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海关实施知

识产权保护，可以收取备案费和与扣留、处置侵权货物有关

的必要费用。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物

价主管部门规定。 第三十五条 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和

采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措施的具体规定以及有关文书格式，

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

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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