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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 ??对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走私犯罪的立法建议 近年来，随

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量的不断扩大，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侵权活动也日益泛滥，如伪造商标、假冒

商品、技术贸易中侵权等已逐渐演变为国际贸易中突出的问

题。据估计每年全世界假冒货物产值占世界贸易额的5％，约

达1000至1200亿美元。侵权行为既损害了制造商、进出口商

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加严重的是，假冒的伪劣产品已经

渗透到航天、航空、汽车、食品、药品的制造和流通领域，

对国家安全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巨大的损害和威胁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履行国际义务，知识产权的

刑法保护显示出其局限性，因此有必要修改、完善使其发挥

更大的作用，可以说，如何使立法适应WTO规则以及加

入WTO后的形势变化，是我国刑事保护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 一、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口假冒货物犯罪概念和特点 伪报

知识产权犯罪的概念是指当事人在进出口环节为逃避海关监

管将侵犯他人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专利权的假冒货物、

物品申报成正品并进出口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需要向海关申报知

识产权状况的，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及其代理人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提交合法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

文件。第9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出口侵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的，由海关依法没



收侵犯货物，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该罪具有如下特点： 1、货物数量、价值较大 2、侵犯的对

象主要是商标专用权 3、严重损害国家形象 4、隐蔽性强 5、

制售假冒货物行为向跨国性、有组织性发展 二、伪报知识产

权犯罪的构成特征 （一）主体特征 伪报知识产权犯罪的主体

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其中自然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伪报

知识产权状况进出口假冒货物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

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关于自然人主体，《刑法》没有规

定身份限制，司法实际中查获的案件表明进出口货物的收发

货人实施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出口假冒货物犯罪的比例较

高。关于单位主体，《刑法》也无性质限制，属于一般单位

主体。在理论上拥有进出口经营权限的外贸企业和没有进出

口权的生产企业都可能成为犯罪主体。在司法实际中，占绝

大多数的主要是企业、公司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例如2003年

青岛关区查获的33起侵权案件主体均为法人，侵权企业为山

东省企业的有24家，占总数的73％，是其他省份侵权企业有9

家。上述案件中被侵权的权利人共有15家，其中权利人为山

东省的企业有4家，其他省份的企业有8家。山东省内企业之

间相互侵权的案件有7起，占总数的21％。 （二）罪过特征 

伪报知识产权进出口假冒货物犯罪是故意犯罪，过失不构成

本罪。其主观方面是当事人故意实施违犯《刑法》、《海关

法》禁止的行为，造成国家或其他权利人利益损失的结果。

意图欺骗海关将假冒、侵权货物进出口关境，牟取非法利益

，是伪报行为的动因和目的，对自己欺骗行为的违法性和危

害性具有认识，并追求欺瞒结果的发生，是其主观方面的重

要特征。首先，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在实施伪



报知识产权行为时，行为人对自己所填报的知识产权状况申

报单的内容具有确定性的认识，即知道所申报的进出口货物

是侵权的假冒货物，同时向海关提供虚假的知识产权证明文

件。严格地讲这里包含有两个行为，一个行为是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这应等同于销售行为。另一个行为是

伪报行为，行为人要想达到使假冒货物外销的目的，必然先

要通过海关，在通关环节势必采取伪报出口产品的知识产权

状况，以此来欺骗海关蒙混过关。因为要冒用他人商标，对

于行为人来说需要实施冒名顶替行为，而实施上述行为的本

身就证明了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程度即明确认识，这是

此种犯罪认识因素的特点。其次，在意志因素上，由于伪报

知识产权进出口假冒货物走私犯罪认识因素达到明知程度，

属于明知故犯，行为人往往具有明确的犯罪目标和详细的行

为计划，他们希望犯罪得逞，实现将“冒牌货”进出口去蒙

蔽消费者，进而达到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无论是假冒他人

注册商标，还是向海关虚假申报进出口货物的知识产权状况

，行为人追求犯罪结果发生实现犯罪目的的心理不仅是积极

的而且是强烈的。 （三）行为特征 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出口

假冒货物走私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走私犯罪，其行为的表现

方式，不仅与知识产权自身特点有关，而且与进出口通关环

节的特点有关。 首先，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出口假冒货物走

私犯罪以伪报活动为载体。在此种犯罪中，事实的虚构和真

相的隐瞒都发生在通关环节。其次，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出

口假冒货物走私犯罪以伪报单据和虚假证明文件为犯罪工具

。实践中查获的案例表明，虚假的报关单据是行为人用来实

现犯罪目的的工具。行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将假冒货物通关进



出口，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除了将假冒货物及包装、标识伪

报成真货模样外，主要是向海关提供虚假的知识产权证明文

件和伪报知识产权状况来欺骗海关以达到犯罪目的。第三，

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出口假货的犯罪的行为方法在于对货物

标识真相的隐瞒和对知识产权身份的虚构。 （四）结果特征 

从刑法理论上推导，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出口假冒货物犯罪

属于行为犯，如同其他行为犯罪一样，是以行为人实施了《

刑法》规定的申报欺诈性知识产权状况报关单据行为为犯罪

既遂标志。在刑法理论上，行为犯是以法定行为的实施作为

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不需要行为结果的出现即可以认定为

既遂。走私罪的本质是逃避海关监管，《海关法》明确规定

，需要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及

其代理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提交合法使

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如果当事人明知自己进出口的

货物是侵权的假冒货物，但是故意隐瞒真相向海关伪报知识

产权状况，把别人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专利权说成是自

己的或提供虚假的使用这些权利的证明文件，数额较大的行

为，即构成走私罪。 三、伪报知识产权进出口假冒货物犯罪

的司法认定 对伪报知识产权犯罪认定主要应注意区分罪与非

罪的界限，对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考察行

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 伪报知识产权进出口假冒货物犯罪在

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海关

法规，逃避了海关监管规定或者疏忽大意而该报未报或漏报

或其他原因导致错报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同样，如果行为

人受外商委托加工商品并按照外商提供的商标标识出口，后

经发现是侵权货物，也不应作为走私处理。如：2003年8月，



中山某进出口公司受中山某电器厂委托向拱北海关申报出口

“EVERNAL”牌落地扇7200台，价值人民币43.5万元，涉嫌

侵犯权利人中山市家用电器总厂在海关总署备案的

“EVERNAL”商标专用权。经确认，拱北海关于8月29日将

上述货物扣留，并依据相关规定对该案进行调查。该进出口

公司向拱北海关提出异议，认为：该批被扣留的货物没有侵

权，因为生产厂家是根据国外客户要求而生产的，该

“EVERNAL”商标已由印度尼西亚的某公司在印尼雅加达注

册，并向海关提交了该商标在印尼雅加达的注册证书和该商

标的使用授权书。 拱北海关认为，中山市家用电器总厂在海

关总署备案的“EVERNAL” 注册商标依法受到保护，注册人

享有商标专用权，有权排斥其他人擅自在同类商品上使用相

同或近似的商标。中山某电器厂、中山某进出口公司未经权

利人中山市家用电器总厂许可而生产、出口带有“EVERNAL

”标志的电风扇，已经侵犯了权利人的商标专用权。因当事

人没有主观故意，所以不构成走私犯罪，海关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没收上述货

物。 （二）区分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走私罪与一般走私普通货

物、物品行为的界限 构成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走私犯罪首先在

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即必须是数额较大。因为此罪的特点

是吸收犯，即行为人在向海关申报进出口假冒货物状况企图

通关之时，也同时构成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根据我国《刑

法》第214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

额数额较大的，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而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侵犯知识产权



的货物应当按照《刑法》第153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

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是以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为追诉条件，而走私普通货物、

物品罪是以偷逃应缴税款较大为特征。前者是销售数额，后

者是偷逃税款额。从理论上，进出口假冒货物（特别是出口

）通常是和销售该货物紧密相关的属于销售过程中的一个环

节。如果行为人在明知自己所进出口的货物是假冒的侵权货

物，因而在通关过程中没有申报其知识产权状况（这种情况

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如果其进出口假冒货物超过一定数额

（个人销售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销售数额在50万元以上

的），行为人则构成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罪，可适用《刑法

》第214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假冒货

物，而在通关环节上伪报知识产权状况，并出具虚假的证明

文件且货物数额较大，则行为人构成走私罪和侵犯知识产权

罪两个罪，根据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可考虑以走私罪定罪处

罚。 对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出口假冒货物走私犯罪，偷逃税

款的计税方式应加以确定，是以被假冒的货物、物品来计税

，还是将其作为实际进出口货物、物品来计税，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2002年《关于办理走私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并未具体明确，这使实践

中难以把握。笔者认为，实践中发生的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进

出口假冒货物走私犯罪，多数不具有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

其目的在于以假充真，谋取其他非法利益，因为行为人在向

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时，是以被侵犯原商品知识产权的注

册商标，专利状况申报的，而且有的以按该货物、商品的税

率正常交了税款。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以偷逃应缴税



款为特征。行为人之行为虽是伪报品名但其不以偷逃税款为

目的，不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因而难以对其以偷逃应缴

税款计税追究刑事责任，应以其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作为追究

的标准，即个人销售数额（进出口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单位销售数额（进出口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予以追诉。 

四、立法建议 笔者建议结合WTO有关规定，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的刑事立法，进一步细化侵犯知识产权的罪名，即在《刑

法》走私罪中增设伪报知识产权状况走私进出口假冒货物走

私罪。具体内容为：（1）个人向海关申报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货物、物品，非法经营进出口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2）单

位向海关申报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货物、物品，非法经营进出

口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3）申报进口假冒他人驰名商标货

物、物品或者人用药品商标货物、物品的；（4）虽未达到上

述数额标准，但因申报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货物、物品，受

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申报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货物、物

品的。（5）向海关申报并进出口销售假冒注册商标货物、物

品的，个人销售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销售数额在50万元

以上的，应予追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知识产权采取

什么样的法律保护，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及经济发展

水平。目前我国各类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和对他人知

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仍然较差，无法面对加入WTO后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要求。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深刻认识有关知识

产权协议的内容和其蕴涵的法律理念，并根据知识产权的特

殊法律性质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手段的复杂性、多样性，在

与WTO的接轨中进一步完善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

从根本上解决追究刑事责任认定难、操作难的问题，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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