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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商业秘密保护》

内容概要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商业秘密保护:以刑事保护为中心》内容简介：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须要结合民事、行政、刑事等多方面的法律保护手段进行，而刑事保护作为保护商业秘密的最后一
道防线，在整个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商业秘密刑事保护既是打击商业
秘密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也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
的趋势。《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商业秘密保护:以刑事保护为中心》从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政策学等角度出发，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理论基础、刑事保护的法律体系、
刑事保护标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行为类型、刑事保护的司法程序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对商业秘密
刑事法制体系重构之设想。在注重相关理论阐释的同时，精选了大量翔实的案例，并归纳整理了国内
外有关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收录了一些商业秘密保护的相关网站，以期对商
业秘密刑事保护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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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通常来说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即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被害人）是单位，所以在考量犯
罪结果地时需要与自然人被害人、无被害人的刑事案件有所区别。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受到我国法律保
护的财产，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及竞争优势。一旦该项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必
然会给被侵害单位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工厂停产、工人下岗等严重后果。而单位
不同于自然人，必须以一定的处所形式存在着，其中住所是决定和处理公司事务的机构所在地，也是
管辖全部组织的中枢机构，该中枢机构作为单位的象征和代表承受着犯罪结果。因此在侵犯商业秘密
案件中犯罪结果地应当包括权利人住所地。　　其次，从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来看
，第一种类型即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其来源必然是商业秘
密权利人处，而不像其他种类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购买实物样本或者公开观察等方式获取。而刑法规
定的第二和第三种类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实质是“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后的非法处分行为和合法
知悉商业秘密后的非法处分行为”，①前者是第一种类型的“自然延伸和补充”②，后者则是行为人
对职务行为的一种背叛（实践中多表现为跳槽职工带走并非法利用该商业秘密）。而刑法规定的第四
种类型即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更是以前三种行为类型为基础。因此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与被
害人的住所地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再次，传统的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普通刑事案件，
其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基本趋同，即使出现如杀人抛尸、异地销赃等情况，犯罪行为地也相对较
易确定。但是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无论是对于工艺配方等技术秘密还是对于客户资料等经营信息
而言，行为人在非法获取或者合法获取后进行非法利用的地点都是不固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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