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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章学习要点 1、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重点） 2、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次重点） 3、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调整对象（一般） 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一般） 二、本章学习提要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构

成要件（重点） 1、我国法律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是指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

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2、我国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

成要件 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经营者是指从事

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②不

正当竞争行为责任人的主观方面是以故意为主。 ③不正当竞

争行为侵害的客体具有双重性：一是侵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二是侵害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 ④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不诚实、不善良的行为。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次重点） 序号行为类型主 体

主 观方 面客 体客 观方 面1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经营者故意经

营者和个人的民事权利、国家对质量管理的正常秩序以及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定国家和特定地区的名誉假冒他人注册

商标、商品主体的混同行为、营业主体的混同行为、商品质

量的原产地的虚假表示行为2商业贿赂行为从事市场交易的经

营者故意竞争对手的正当商业利益，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以

及受贿人员所在单位的合法利益违反国家有关财务方面法律



、法规3虚假宣传行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广告

主属于故意，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国医和过失均构成

违法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市场交易

的正常秩序利用广告的方法和其他方法两类4侵犯商业秘密行

为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没有合同关系的经营者，也由于权利人

有合同关系的经营者和个人，还有第三人故意也有过失权利

人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以及公平竞争的秩序非法窃取、非

法泄露或公开，非法使用5降价排挤行为在市场交易中处于销

售者地位的经营者故意同业竞争对手的利益和社会的正常竞

争秩序经营者实施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6搭售

行为经营者故意购买者的合法权益，限制市场的正当竞争，

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经营者利用其经济优势，违背购买者意愿

，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7不正当奖售行为经营者故

意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扰乱社会经

济秩序有奖销售这种促销手段对市场竞争秩序有着双重的影

响8诋毁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行为经营者故意损害竞争对手的

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捏造、散布虚伪事实9串通投标行为招标

者和投标者故意①招标者与投标者的合法利益②招标、投标

的正常秩序我国投标、招标中常见的两种类型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10限购排挤行为①公用企业②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

经营者故意①妨碍用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②排斥其他经

营者的正常竞争③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限定他人购买其指

定的经营者的商品11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

争行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故意①剥夺了经营者交易自由的合

法权利②损害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③自由竞争的原则受到

破坏，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受到抑制滥用（三）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调整对象 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国家机关、经营者、消

费者相互之间因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产生的社会

关系。 （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一般） 民事责任

：①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②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

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

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费用 行政责任：形式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

。行政处罚主要针对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责令改正、消除影响以及吊销营业执照、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等形式。行政处分主要针对与不正当竞争

行为有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

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不经过复议，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对违法行为进

行的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适用于那些对其他经营者、消费

者和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严重、情节恶劣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追究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责任的程序：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行政责任的追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刑事责任的追究：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对构成犯罪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及时送交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检察机关对构成犯罪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应按各自权限，积极立案侦查、起诉。人民法院对构成

犯罪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使审判职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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