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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解释》”）开始施行。这是自1993年12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以来，最高人民

法院首次就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出具司法解释。 《解释

》结合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以来的法院审判经验，对一些

难点、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重要解释。《解释》共19条，其

中就有9条是关于商业秘密的，并有1条专门就“商业秘密中

的客户名单”作出解释。本文将结合新司法解释，从经营者

的角度，对如何保护客户名单进行法律分析和解读。 什么是

“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 《解释》对“商业秘密中的客

户名单”做了专门的、较为复杂的定义：“一般是指客户的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

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

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 在

理解这个定义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要点： 1、客户名单是

一种特殊客户信息。 在一些客户名单侵权诉讼中，被告经常

用“客户在原告的网站等公开宣传资料上公开、没有秘密可

言”作为抗辩。过往业界也存在一种观点，即：“如果客户

名单本身是公开的，但是原企业与该客户的交易价格、客户

的需求状况等则是保密的，不应以客户名单作为商业秘密来

主张权利，可以以侵犯企业的其他经营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加

以保护”。 此次的《解释》对客户名单的外延和内涵作出了



明确的界定－客户名单不仅仅是客户的名称，它是由除客户

名称以外的客户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

容等构成的客户信息。如果将商业秘密划分为技术秘密和经

营秘密，经营秘密又划分为内部管理秘密和外部营销秘密的

，基本上可以将客户名单理解为“外部营销秘密”。 2、 客

户名册是客户名单的一种载体，但不等同于客户名单；特定

客户也是客户名单。 根据《解释》，客户名单包括客户名册

。客户名册是经营者经过加工、整理，汇集和记录客户信息

的载体，可以书式形式、电子文档等方式存在。 《解释》明

确将“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定性为客户名单

。笔者的理解是，某个客户或者某些客户（客户信息）也是

受到法律保护的客户名单。 在以往的侵权案例中，比较常见

的是跳槽员工将客户名册非法占有，一旦被非法占有的客户

名册被调查发现，权利人就能打赢官司。但是近期的案例显

示，侵权人的反调查能力不断增强，不再非法使用客户名册

，而是只针对重点客户进行不正当竞争。《解释》的出台，

将有助于权利人维权。 3、 客户名单应当具有区别于公知信

息的特殊性。 客户名单不容易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它包含的一些信息（如客户的名称和地址）公知性较强，

秘密性弱。因此，要想使自己的客户名单成为受法律保护的

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就需要具有区别于公知信息（如公

开出版的黄页、企业名录）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主要是通

过客户名单中所包含的秘密性较强的要素（如）来实现。客

户的交易习惯、具体交易内容（如价格、品质要求、技术标

准、需求类型和需求量等），经营者掌握了这些就可以大大

增加交易机会，减少开拓成本，是体现客户名单商业价值的



重要因素。 “不设防的秘密就不是秘密” 客户名单要成为商

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并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必须同

时符合3个法定条件。第一是要属于区别于公知信息的特殊客

户信息，即“不为公众所知悉”，“公开的事实永远不能成

为秘密”，这在本文前面已经介绍了。其次是具有商业价值

，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这也不需要多加解释。最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采取保密措施。如果指称他人侵犯客户名单，

权利人必须负责对客户名单被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举证。 《

解释》明确要求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应当采取与其商业价

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

取了保密措施： （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

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 （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

加锁等防范措施； （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

； （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 （五）签订保

密协议； （六）对于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

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 上述保密措施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经

营者，法院也会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对保密措施的合理性进

行判断。但是，笔者认为，签订保密协议是几乎所有需要保

护自己商业秘密的经营者所应当采取的措施。 是否需要对《

保密协议》“另有约定”呢？ 在职工跳槽、客户流失的案例

中，被告方经常强调的一个抗辩理由是，客户之所以与原公

司交易，完全是因为离职职工的个人因素，所以客户会在职

工离职后与职工的新公司交易，不存在使用不正当手段挖客

户。此次的《解释》对此种情形应如何处置作出了明确的解

释：“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



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

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

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个规定的关键词是：

客户对个人的信赖，自愿选择，另有约定。这个规定实际上

是在职工的个人价值、客户名单对经营者的商业价值和客户

的自由交易权之间进行平衡：客户的自由交易权不应受到不

合理的限制，客户有权自愿选择交易对象；如果职工的个人

价值在客户选择交易对象时具有决定作用，那么就应当认可

其个人价值，认定不存在不正当手段和不正当竞争。在尊重

客户的自由交易权和职工个人价值的同时，“另有约定”则

为经营者保护自己的客户名单留有机会。 根据《解释》，如

果离职职工的新单位在与原单位的客户交易之前，由客户出

具一份自愿选择交易对象、无不正当手段的确认书（最好公

证），那么职工的原单位就无计可施了，除非事前早就在保

密协议中“另有约定”。 如果你的公司已经与职工签订了保

密协议，需要根据《解释》的新变化，决定是否对保密协议

进行修改，作出特别约定。 在决定是否采取“另有约定”来

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时，经营者还需要根据职工的重要性和

双方的地位来考虑职工的能否接受。 不论如何，笔者认为，

经营者都有必要对是否需要修改保密协议作一番深入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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