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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A_AF_E5_95_86_E4_c122_483239.htm 近几年，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

烈，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越来越多，侵犯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侵犯手段越来越恶劣，严重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

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维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法保护商业

秘密。 一、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

《刑法》均明确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

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

息和经营信息。”由此可见，商业秘密的范围包括技术信息

和经营信息。但是，并非一切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都是商业

秘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要成为商业秘密，必须具备以下

五个构成要件： 1.秘密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既然是商

业秘密，客观上就应该不被社会普遍知悉或者从公开渠道获

得，是处于保密状态的尚未公开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

业秘密的秘密性是相对的，而且不具有排他性，某项商业秘

密可能也同时为另外的经营者所拥有，只要是予以保密没有

使其进入社会公知领域，就应是商业秘密。 2.新颖性。“不

为公众所知悉”要求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具

有新颖性。新颖性强调的是技术水准，着眼的是作为商业秘

密保护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与众所周知的信息的差异性。

但是，与取得专利权的发明、实用新型所要求的新颖性相比



，商业秘密的新颖性的要求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只要与公

众普遍知悉的信息有一定的区别或者新意，即必须具有最低

限度的“不相同性”，就可以看作是具有新颖性。新颖性要

求将商业秘密的各个组成部分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

将商业秘密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那么，离开整体的各个部

分都不具有新颖性。但只要把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就会具有

新颖性。因此，对商业秘密的新颖性应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

。 3.价值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

和经营信息，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

，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可将其许可他人使用，获得相应的收益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指商业秘密通过现在或者将来的使用

，既能够给所有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价值，也可依

赖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因此，价值性商业

秘密最本质的体现。 4.实用性。实用性是指商业秘密的客观

有用性，即通过运用商业秘密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出经济上的

价值。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应当具有确定

的可应用性，能在生产中应用。商业秘密不是一种抽象的思

维，而是能够在生产中实施应用的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知识

。商业秘密只有具备确定的可应用性，才能具有价值性，并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和实用性密切

相关，相互依存，实用性是价值性的基础，价值性是实用性

的结果。 5.管理性。世界各国和我国立法都要求商业秘密必

须“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例如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

密制度等。商业秘密的这种性质，可以称为管理性。如果权

利人对其商业秘密不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任何人都比较容易

知悉，成为在公众中广为传播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那么



这样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就不能成为商业秘密。因此，权

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不仅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能否

成为商业秘密的条件，而且是其寻求法律保护的前提。商业

秘密的管理性要求权利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将技术信息和经

营信息作为秘密进行保护的的意愿，并且在客观上采取了相

应的保密措施，通过保密措施将其控制起来，使之成为独占

状态，这样法律才能够给予保护。 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相

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在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中，秘密性是

商业秘密的本质特征；新颖性是作为商业秘密的信息与公众

知悉的信息的最低限度的区别；价值性和实用性是最重要的

，它们体现了商业秘密的经济价值；保密性或管理性是商业

秘密权利人寻求法律保护的必备要素。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

的认定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国家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

规，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增加的罪名。侵犯

商业秘密罪是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前提的，它与侵

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行为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必须注意

区分犯罪与侵权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侵

犯商业秘密罪具有以下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既包括商业秘密权利人享有的合法权益，又包括国家对商

业秘密的管理制度。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人所侵犯的权利人

的合法权利，是指侵犯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专有权，使权利

人丧失在竞争中的优势，经济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这是本罪

的直接客体。同时，国家为了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必

然要对商业秘密进行有效的管理。而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侵



犯了国家对商业秘密的管理制度，这是本罪的间接客体。 2.

本罪在客观方面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行为人实施了《刑法》

列举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1）盗窃、利诱、胁迫

行为；（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前款手段获取权利

人商业秘密的行为；（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

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

商业秘密的行为；（4）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

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实施的上述

行为必须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行为人虽

然实施了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但并未因此给权利人

造成重大损失，不能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只能按一般民

事侵权行为处理。但是，“重大损失”的标准是什么？刑法

及相关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重大损失可以是由

行为人泄露、公开商业秘密造成的，也可以是行为人使用或

者允许他人使用造成的。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

；既包括有形损失，也包括无形损失。商业秘密的研制和开

发需要成本，商业秘密的使用可以产生现实的经济价值，保

持商业秘密可以使权利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而商

业秘密的被侵犯将会使权利人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或者开发

成本付诸东流。因此，在计算侵犯商业秘密所造成的实际损

失时，既要考虑权利人研制该项商业秘密的成本和因侵权行

为而造成的损失，也要考虑权利人使用该项商业秘密而获得

的现实和预期的经济利益，还要考虑侵权人非法使用该项商

业秘密所获得的利益等等。根据刑法规定，无论是行为人直

接实施，还是教唆、指使、帮助他人实施前述任何一种行为

，并且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都构成本罪。 3.本罪的主



体为一般主体，即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任何年

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本

罪的主体。自然人是指知悉商业秘密的人，包括商业秘密所

有者单位内部职员和外部人员，以及因工作关系掌握商业秘

密的专业技术人员。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我国司

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主体有：（1）商业秘密权利人的竞争对

手；（2）负有保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4.本罪在主观方面必

须是出于故意。行为人明知或者应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权利

人的商业秘密，会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后果，并且希望

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态。因过失获取、披露、使用权

利人商业秘密的，不构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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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