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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80_E8_AE_BA_E6_c122_484569.htm 近两年,笔者承办了

几起因职工跳槽引发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在办理这类案件

中,笔者感受到,无论是诉讼程序上,还是实体处理上,都有新问

题值得商榷和探讨。 一、职工跳槽案是否均应经过劳动争议

仲裁程序 当前，一般掌有商业秘密的企业（以下称权利人）

都与职工签有劳动合同、保密合同和竞业禁止合同。权利人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商业秘密不因职工

跳槽所带走。因此，当职工跳槽后，权利人往往会依据上述

合同请求法院追究职工的侵权责任，职工则会以双方的争议

应由劳动争议仲裁机关处理而不应法院受理为由进行抗辩。

那么，此时如何处理这类案件，笔者认为，应坚持以下两点

原则： （一）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关于在职工跳槽引发

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是由劳动争议仲裁机关处理还是法院受

理这一焦点问题上，如何适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就是

看讼争的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关于选择争议的解决机

构是如何意思表示的。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争议发

生时，选择由人民法院管辖，那么就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

约定，由人民法院管辖。如笔者承办的一起某A公司诉李某

侵犯企业商业秘密案。一审的代理律师就曾提出该案签订保

密合同的主体是不平等主体，属于劳动合同范畴。故案件应

当由劳动争议仲裁机关处理为由抗辩，但一审法院判决没支

持一审代理律师的意见。笔者在二审接受李某委托后，阅卷

发现双方当事人在保密合同中约定了争议由人民法院管辖，



故就放弃了该抗辩理由，在二审代理时不再坚持该观点。 （

二）公正与效率的原则。 在商业秘密被侵害时，权利人可以

寻求民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等法律救济途径来保护其合

法权益。作为代理律师，也应当充分尊重权利人多元化的选

择法律救济途径。通过具体的案件事实证据，为其选择劳动

争议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来解决双方的争议，这就是公正。

如果我们在代理这类案件时，发现双方当事人选择解决争议

的机构可以是劳动争议仲裁机关，也可以是人民法院或者上

述合同中就没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时，那么笔者认为，此时我

们应当为当事人选择人民法院。这样会帮当事人减少诉讼成

本，缩短诉讼周期，这就是效率。司法审判实践也表明，人

民法院直接受理因劳动者未履行有关保密合同的约定，造成

用人单位商业秘密被侵害的案件，沿用的也是公正与效率的

原则。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讼争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

定了争议的解决机构是劳动争议仲裁机关，那么就应按照当

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代理当事人先到劳动争议仲裁机关立

案处理。 二、实体上的疑难问题 （一）职工跳槽带走客户名

单是否侵犯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1、商业秘密的法定概念及

其特征 商业秘密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10条第3款界定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

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

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11

月23日颁布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

以下称《规定》）第2条第1款也是这样界定的。 通过以上法

律、行政部门规章的界定，笔者认为商业秘密应同时具备以

下几个特征，缺一而不能称其为商业秘密： （１）新颖性：



商业秘密不能是公有领域的公共信息或公知技术，也不能是

同行业中现成的、普通的信息或他人已有的信息。 （２）价

值性：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指能给权利人带来现实或潜在的

有形或无形经济利益。 （３）实用性：商业秘密必须是具体

和确定的，可以转化为据以实用的方案或形式、并在工业、

商业等领域使用。实用性与价值性是相互关联的，实用性是

价值性实现的前提条件，价值性是实用性追求的最终结果。 

（４）秘密性：商业秘密必须是经权利人采取了合法的保密

措施，且不为公众所悉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 2、客户名

单的概念界定及其一般特征 笔者认为，客户名单是指与企业

有比较固定的业务往来的法人、公民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名址

及其相关经营信息内容载体的明细表。它的一般特征是：第

一、时效性。客户名单的时效性，是指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

的法人、公民和其他经济组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于

某个时间、空间阶段而固定的。第二、交叉性。客户名单的

交叉性是由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性所决定的，客户为了获得更

优惠的价格和服务，在某项具体业务上会同时主动与好几家

企业联系，比对质量、价格。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客观现象

，某客户在某一时间段既是A公司的客户名单，同时又是B公

司的客户名单。这就是交叉性。第三、公有性。客户名单在

某一时间段应当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信息范畴，比如，我们可

以通过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电话号码本，互联网就可以了解

的客户名址及其该客户的产品，销售价格，服务网点等商业

信息。 3、如何界定客户名单属于商业秘密 客户名单作为经

营信息中的一个种类，也属商业秘密。（详见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布的《规定》第2条第5款）因此，界定为权利人的



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也应具备商业秘密的一般特征，如新

颖性、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但在律师实务中如何界定

客户名单属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

面去掌握。 首先，看了解客户名单的难易程度，以判断其是

否具有秘密性。一般说来，很容易了解到的客户名单是不能

认定为商业秘密的。比如笔者承办的李某上诉A公司侵犯商

业秘密案，原审原告A公司诉称李某跳槽带走了A公司的五家

客户名单，泄露了A公司与这五家客户的价格信息。但笔者

在二审代理时发现，这五家客户的名址及其与A公司的价格

信息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从A公司自身的销售点了解到。因此

，笔者认为李某跳槽带走的这五家客户名单不能认定是A公

司的商业秘密，笔者的观点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 其次，看

客户名单的具体信息内容，以判断其是否具有新颖性。一般

具有新颖性的客户名单是权利人通过其专门的人员经过一定

时期的跟踪、收集、积累、制作等特殊劳动才形成的，并对

权利人的经营有特定需求的客户群体信息。因此，它不仅仅

是客户名址、联系方法、价格信息的简单列举，而应该包括

大量的如客户需求的产品类型，需求的交易习惯，需求的价

格范围，需求的售后服务标准，需求的技术与质量等等客户

需求的综合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内容是相对固定、有序的。 

再次，看权利人对该客户名单是否采取了合法有效的保密措

施。以判断客户名单是否具有价值性。一般说来，能给权利

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客户名单，权利人都会采取合法有效的保

密措施。如制订保密制度，与相关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派专

人保管客户名单档案，等等。权利人没有采取合法有效的保

密措施或者权利人自己公开抛售的客户名单均不能认定为商



业秘密。 （二）跳槽的职工是否均应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 竞

业禁止,又称竞业限制。它是指公司的职员(高级职员、科技人

员）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兼职于竞争公司或兼营竞争性业务，

在其离职后的一定时间内也不得从业于竞争公司或进行竞争

性营业活动。在当前市场经济竞争越演越烈，职工频繁跳槽

的客观背景下，竞业禁止确实是权利人采取的一种对其商业

秘密予以保护的有效措施。 如何判断跳槽的职工应当负有竞

业禁止的义务呢？通过律师实务的实践，笔者认为应当把握

如下三点原则。 1、义务法定原则。所谓义务法定，指某人

负有某种义务是基于国家的法律、法规或地方立法条例的规

定而产生的。如我国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

法、深圳市和珠海市的《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就对负有

竞业禁止义务的人群作了特别的规定。这些人就负有法定的

竞业禁止义务。如公司法第60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

事和经理，合伙企业法第30条规定的合伙人，等等。 2、义务

约定原则。所谓义务约定，指某人负有某种义务是基于与他

人签订合同、协议条款而产生的。按我国的法律、法规与部

门规章及一些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权利人为了保护其商业

秘密有权与其职工签订竞业禁止合同或在劳动合同、保密合

同中约定竞业禁止条款。凡与权利人签订了这种合同条款的

人，就负有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 3、公平原则。案例1：某

大学计算机系的硕士生刘某于1998年被B公司录用。B 公司主

要从事财务软件的开发。1999年刘某为B公司开发一套用于财

务管理的软件。2000年6月双方就保护该软件的秘密签署了一

份竞业禁止协议。规定刘某在职期间或离职后两年内，不得

将该软件带入他公司或在与B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兼职



。2000年10月由于市场竞争加剧，B公司效益下滑，导致刘某

从2000年11月至2001年4月连续半年没有足额领工资和补偿费

。2001年5月经B公司批准刘某离职。之后刘某到C公司从事

与B公司相同的工作。B公司得知后遂于2002年元月以刘某违

反竞业禁止协议为由，向大连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起申诉，要求刘某按协议规定支付B公司违约金8万元。笔者

接受刘某委托参与仲裁。在仲裁庭上，笔者认为，刘某不应

负有原协议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理由一是，B公司违约在先

；理由二是， B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公平原则。笔者的观点得

到了仲裁庭的支持。最后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依法驳回了B公

司的申诉。 （三）职工跳槽与竞业禁止协议效力认定 案例2

：大连某Ｄ所与其卖货的员工陈某签订了一份技术保密合同

，在合同第９条双方约定了竞业禁止条款。该条款规定陈某

在离开Ｄ所后承担保密义务，且三年内不得到与Ｄ所生产同

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兼职，担任技术

指导，提供技术咨询，否则应当向Ｄ所支付违约金２0万元

。2003年２月陈某离开Ｄ所到一家与D所生产同类产品的Ｅ公

司担任销售工作。2004年12月，D所以陈某违反合同约定的竞

业禁止义务为由，向大连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某支付

违约金20万元，并停止侵权。 笔者依法接受陈某的委托，参

加诉讼。开庭时，原、被告双方就保密合同中的竞业禁止条

款效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原告代理律师认为该合同的

竞业禁止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愿表示，因此是有效的

。笔者不同意此观点，认为该竞业禁止条款违反法律和法规

的规定 ，应当是无效的。笔者提出了两点理由：（一）陈某

不是签订保密合同的义务主体，因为陈某只是D所卖货的一



位员工，其在D所的地位就是一般劳动者，且文化程度低，

无法接触D所的商业秘密。事实上陈某也没有掌握其商业秘

密。D所与陈某签订竞业禁止条款没有必要：（二）是按照

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中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条规定和

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

见》第7条规定，凡与职工签订竞业禁止条款的，单位应当给

予职工一定的补偿费，没给补偿费或没约定给补偿费的竞业

禁止条款自动终止。本案中D所没有约定给陈某竞业禁止的

补偿费，实际也没支付这种补偿费，因此D所与陈某签订的

竞业禁止条款是无效的。陈某离开Ｄ所后不负有竞业禁止的

义务。原审法院支持了笔者的观点。 (四)跳槽职工竞业禁止

补偿费的确定原则 竞业禁止实质上是权利人通过协议的方式

对劳动者(跳槽职工)将来的劳动就业进行时间上和条件上的

某些限制.因此,负有竞业禁止义务的跳槽职工是以牺牲将来的

某些劳动权利(择业自由权和劳动就业权)为代价的。按照我

国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权利人必须以相应的经济

补偿作为对价来换取劳动者(跳槽职工)保守权利人的商业秘

密和竞业禁止的规定。 但在律师实务中,由于我国劳动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法规均没有对劳动者应获得的竞业禁止

补偿费作明确的数额规定。只有《深圳经济特区用人单位技

术秘密保护条例》第17条和《珠海市用人单位技术秘密保护

条例》第22条和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条例》第44条对负有

竞业禁止义务的劳动者应获得的补偿费有明确规定。如深圳

市的规定为年补偿费不得少于该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前最后

一个年度从该用人单位获得的报酬总额的2/3。北京市的规定

为，年补偿数额不得少于该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最后一年年收



入的1/2。从上述不同地方的规定看出，关于竞业禁止的补偿

费各地规定是不一样的。深圳市规定的是“报酬总额”的2/3

；北京市规定的是年收入的1/2。 笔者认为，保护跳槽职工劳

动就业权和择业自由权，不仅仅是维护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

权利，而且还是构造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为此，在认定权

利人应当付给跳槽职工竞业禁止补偿费的这一问题上，应当

把握以下几点原则： 1、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权利人让负有

竞业禁止义务的跳槽职工承受的义务越大，那么其应当给付

的竞业禁止补偿费就越多。 2、权利人支付补偿费在先原则

。也就是说只有权利人先行支付了相应的竞业禁止补偿费后

，跳槽职工才负有竞业禁止和保守秘密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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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