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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主席令第十号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不

正当竞争行为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

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

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

商业道德。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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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

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第

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

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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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条 国家鼓

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

监督。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五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

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 （一）假冒他人的注册商



标；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

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

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三）擅

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 （四）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

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第六

条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

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

竞争。 第七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

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

活动。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

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第八条 经营者

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

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经营

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

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

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帐。 第九条 经

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

、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

假宣传。 广告的经营者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代理

、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

手段侵犯商业秘密：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

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

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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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人明知或者

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

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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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

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销售鲜活

商品； （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

商品； （三）季节性降价； （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

降价销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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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