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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9F_A5_E8_c122_479377.htm 2001年11月10日，中

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必须在WTO框架下履行对

《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即TRIPS协议)所作的承诺。为此我国作了积极的工作，在入

世前相继完成了《专利法》（2000年8月25日修改、2001年7

月1日生效）、《商标法》（2001年10月27日修改、2001年12

月1日生效）和《著作权法》（2001年10月27日修改并生效）

三部重要知识产权法律的修订，以与WTO及TRIPS协议的要

求相适应。此外，还先后颁布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

其它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

初步形成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国际经

济贸易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

赔偿案件的审判中，法官经开庭审理查明全案事实，依据侵

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及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等确定了侵权行

为人的侵权责任之后，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侵权行为人的

赔偿数额以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就需要有一定的准则有

所遵循和规范，这些准则就是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

。因此，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原则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事

实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认定，以及最终对侵权损害赔

偿数额的确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根据民法和

知识产权法律的有关规定及司法实践的需要，应当确立以下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原则： 一、全面赔偿原则 也称全部赔

偿原则，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赔偿原则，为各国侵权行为立

法和司法实践之通例。该原则的产生地是德国，德国学者最

先将全面赔偿作为原则提出，并成为德国民法典损害赔偿规

定的基础①。TRIPS协议第45条规定，"赔偿由于侵犯知识产

权而给权利所有者造成的损害"以及侵权者应向权利所有人支

付的费用"可以包括适当律师费"等，即是全部赔偿原则的体

现。全部赔偿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

以加害人侵权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

全部责任。也就是说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全部赔偿，

赔偿应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限。确立了全部赔偿的原

则，也就确定了全部赔偿范围的客观标准，即以受害人的全

部损失为准，少于或大于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

失，或是受害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护，都是不公正的。

当然，实践中受害人的全部损失常常不易计算，特别是对未

来的可得利益更是难以估算。正因如此，英国法官布瑞特认

为，"不应根据全面赔偿原则对金钱损害而给当事人以满额的

赔偿，他们所要考虑的是应根据具体情况而进行公平赔偿。"

②但全部赔偿原则毕竟给了我们确定赔偿范围、计算方法等

关键环节的可靠和客观的依托，使得在全部赔偿原则的理论

基础上解决侵权损害赔偿的其他问题，就像在牢固的地基上

建筑大厦一样。 目前，我国的立法修改已确立了全面赔偿原

则。如前述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

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

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

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2002年10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七条进一步明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

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

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

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体现了全面赔偿原

则。在赔偿范围上全面赔偿原则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

损失，其中间接损失指知识产权处于生产、经营、转让等增

值状态过程中预期可得利益的减少或丧失的损失，这种损失

是由于造成了权利人不能正常利用该知识产权进行经营活动

而遭受的，其特征在于这种损失的是一种未来的、具有实际

意义的可得利益，且这种可得利益必须是损害知识产权直接

影响所及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不能认为是间接损失③。 二

、法定标准赔偿原则 所谓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是指由知识产

权法律明文规定不法侵害知识产权造成损害，应赔偿损失的

具体数额(或数额幅度)。鉴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特殊性，

特别是其损害事实、后果的不易确定性，不少国家的知识产

权立法明文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定赔偿制度，

即规定实施某种侵权行为，应当赔偿的数额是多少。TRIPS协

议第45条中也有法定赔偿金(预先确定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

。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也确立了法定标准赔偿原则。如前述著

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

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此外，2001年6月19日发布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

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也规定："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



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

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一般在人民币

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

人民币５０万元。"对专利或著作权受害人符合上述情况的赔

偿要求，人民法院在确认侵权后均可直接在规定的数额幅度

标准内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三、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 

智力成果损害结果的不易确定性以及案情的复杂多样性，使

得对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不可能简单划一，如同套用数表。

无论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条款规定得多么严密

、具体(这实际上不可能作到)，无论是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还

是适用法定赔偿原则，都不能排除法官根据开庭审理查明的

案件事实，对法律的具体适用，以及在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

幅度之内，根据个案情况的斟酌裁量。斟酌裁量赔偿原则即

要求法官确定赔偿数额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依照民法通则和

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依靠法官本身的法律意识和审判经

验，仔细地分析和判断案情，反复斟酌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争

议的方案，最终公正、公平、合理，并精细、快捷地对案件

作出裁判，以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保护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如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

，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

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

。"即是该项原则的体现。 四、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原则 精神

损害赔偿限制原则，是指对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享有的知

识产权中的精神权益受到的损害，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



以适当赔偿。对侵害知识产权能否造成精神损害，造成精神

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和知识产权法并

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四种人身权）受

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规定中的"赔偿损失"应当解

释为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一般理解为我国精神损害赔

偿的法律依据。 现行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

和财产权，其中的著作人身权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

保护作品完整权。同时，著作权法在第五章侵权行为的具体

法律责任中（见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这就是说，侵害著作人

身权依法可以适用非财产的民事责任形式，如消除影响、公

开赔礼道歉等；也可以适用财产的民事责任形式，如赔偿损

失。侵犯著作人身权可能造成著作权人的财产损失，但主要

是造成著作权人精神利益的损害。如歪曲、篡改他人作品，

不一定必然引起作品报酬的减少，也可能会增加，但此种行

为却严重侵害了作者的精神利益。其他如商标、专利等知识

产权，虽同著作权有所不同，但侵权同样也会造成知识产权

主体的商誉、信誉、名誉等关于权利人名称权、名誉权的精

神利益的损害。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种精神利益的赔偿，

当属精神损害赔偿，知识产权(主要为著作权)的侵权损害赔

偿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

无限制的，它应当受到权利主体类型、受侵害权利类型、案

件具体情况以及其他民事责任形式适用情况等条件的限制

。2001年2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

赔偿的适用做出了明确界定，即：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自

然人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在内的人格权利遭

受非法侵害，并且只限于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此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

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以上四个原则，应当

成为指导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审判活动的一般准则。 

需要指出的是，在运用上述原则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

责任时，应当注意同时适用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有关的

其他民事责任形式，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等，

对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或将侵权消除在萌芽阶段具有意义。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6月5日通过的《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

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和2001年12月25日通

过的《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上述三项责任形式在知识

产权侵权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视案情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

依职权先行作出裁定。这意味着侵权者不仅要按上述原则赔

偿损失，同时还必须停止侵权行为，承担由此所造成的资金

、设备、人力等投资损失的不利后果，从而在经济上得不到

任何好处。（版权所有 lyg8@163.com） 注： ①②见《国际比

较法百科全书侵权行为责任之结果赔偿》第27页； ③见杨立

新编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司法事务》第42页。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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