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反不正当竞
争法律制度



经济竞争

v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是市
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生产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强烈愿望，为此各国都普遍重视竞
争法律制度的建设。我国经济竞争法包括反
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出台为维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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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

v 1、我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规定

v 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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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2、《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公约》的规定

v 凡在工商活动中违反诚
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
成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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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

v 1、它是一种竞争行为。 

v 2、行为主体是违法竞争经营者。
�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盈利性服务的法
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v 3、它是一种违法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其他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v 4、它是一种侵权行为。 

第4页,共63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v 1、行为主体为经营者。
�经营者是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
织和个人。这里所说的经营者强调的是从事了经营活动
的主体，而不论其是否有法定资格或能力。这里所说的
主体包括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后者包括非法经营者和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v 2、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v 3、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v 4、行为主体存在主观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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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垄断行为
v 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垄断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大的分类来看，垄断行
为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垄断行为都是对公平自
由竞争的限制。但垄断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性，法律对二者的否定程度也
有所不同，从而使之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区别开来。

v 第一，主体不同。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是一般经营者，而垄断行为的主
体却不是一般的经营者，而是垄断企业。能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
众多，而能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却较少。

v 第二，行为方式不同。不正当竞争行为所采用的是欺骗、胁迫、利诱及
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而垄断行为所采用的是卡特尔、托拉斯、
辛迪加、康采恩等方式。不正当竞争行为方式五花八门，而垄断行为方
式却有一定的规律性。

v 第三，目的不同。不正当竞争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竞
争，以获取不当利益；而垄断行为本质上就是独占，是限制竞争，为了
获取垄断利润。

v 第四，法律否定程度不同。由于能实施垄断行为的企业一般来说都具有
相当的市场优势，因此，垄断行为不会被一概否定，一般都规定有适用
除外；而不正当竞争行为却为法律所绝对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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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垄断

v 垄断的经济学定义：是指少数企业凭借雄厚的经
济实力对生产和市场进行控制，并在一定的市场
领域内从实质上限制竞争的一种市场状态。或者
为少数大公司大企业或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
和市场。

v  法律上的垄断：是指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或协同性行为，或者通过
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其他正当的经济
活动，在一定的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内实质上限
制竞争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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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v （一）垄断协议
v 垄断协议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包括行业协会等经营者团体)，通过协议
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实施固定价格、划分市场、限制产量、排挤其他竞争对
手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v 反垄断法第十三条： 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
为。 

v 1.横向协议 

v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v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v 　　（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 

v 　　（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v 　　（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v 　　（五）联合抵制交易； 

v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v 2.纵向协议 

v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v 　　（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v 　　（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v 　　（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v 3.通过同业公会的联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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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v（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又被称为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是企业获得一定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后滥用这种地位，对市场的
其他主体进行不公平的交易或排斥竞争对手的行
为。 

�主要表现为：1、不正当的价格行为；2、差别对
待；3、强制交易；4、搭售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
件；5、掠夺性定价；6、独家交易；7.拒绝交易 
；8.限制转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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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v （三）经营者集中
v 是指经营者之间合并，或者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影响力。如果经营者结合
后对竞争的秩序产生效果，如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损害竞争的垄断结构出现，
就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调整。1 经营者集中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有利于发挥
规模经济的作用，提高经营者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过度集中又会产生或加强
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损害效率。 

v 主要情形
v 　　1、经营者合并。它主要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合并，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经营者吸收其他经营者，被吸收的经营者主体资格消灭，即吸收合并，如
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兼并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另一种是两个以上的经营者
合并后成为一个新的经营者，合并各方主体资格都不再存在，如1995年日本三
菱银行与东京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成为当时最大的银行。 

v 　　2、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经营
者通过取得其他经营者的股份（资产）进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其他经营者的行
为，这是借助了股东的地位，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的行为。 

v 　　3、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
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经营结合是通过订立经营合同的方式实现对其他经营者的控
制权，彼此之间形成了人力、业务、技术等的相互配合，通过经营权的制约形成
了事实上的集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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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v （四）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政垄断）

v “行政垄断”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在标准经济学中，只
有两个术语，一个是“政府垄断”，一个是“政府授予垄断
”。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比如酒类专卖、烟草专
卖），后者是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一个企业。中国所说
的“行政垄断”实际上就是包括了经济学的“政府垄断”和
“政府授予垄断”。

v 行政垄断在我国当前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
行业垄断即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
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地方保护主要
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
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为一个个
狭小的地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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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v 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该法于1993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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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列举规定了11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四种属于限制竞争
行为，另外七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分别
包括市场混淆、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低价倾销、违反规定
的有奖销售、商业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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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一）混淆行为

v混淆行为是指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以
种种不实手法对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作虚假表
示、说明或承诺，或不当利用他人的智力劳
动成果推销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使用户或者
消费者产生误解，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同业
竞争者的利益或者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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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 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 

v 《商标法》第第5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
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
品又投入市场的；

�（五）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v 司法实践中，若不能适用商标法制裁，而行为人确实对他人
注册商标造成损害的，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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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 2、与知名商品相混淆。

v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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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商品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v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7月6日发布《关于禁止仿冒知
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
定》，对保护知名商品作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定。所谓“知名
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
的商品。所谓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是指知名商品独有的与
通用名称有显著区别的商品名称。

v 特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应当依照使用在先的原则予
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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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老干妈”诉湖南“老干妈
”案

v 贵州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老
干妈”）诉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老干妈
”）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历经一审、二审而尘埃落定。但是
由于该案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损害赔偿的计算、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抗辩事由、权利与利益的冲突等多方面的问
题，而使得该案显得尤为复杂。

v 该案的关键所在还是在于权利冲突的问题。此案的权利冲突
涉及两个外观设计之间的权利冲突，也涉及著作权与外观设
计之间的冲突，还涉及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之
间的冲突。但是由于此案的案由是不正当竞争，因此，权利
冲突主要体现在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上，而不是其他两
种权利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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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老干妈”诉湖南“老干妈
”案

v 《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的制定机关，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反不正当竞争处认为：
“促成商品知名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很难说清楚
是由哪些因素决定商品知名的。商品的种类数以万
计，不同的商品所处的市场领域和竞争状况不尽相
同，从质量、销售时间、销售地区、销售量、广告
宣传等商品在市场上的实际状况来规定适合于各类
商品知名的具体标准，也是难以做到的，更不可能
量化。即使规定出具体标准，也难免有失科学与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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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老干妈”诉湖南“老干妈
”案

v 因此知名商品的认定，实际上采用的是反推原则，
即只要有擅自使用他人相同或者近似的商品名称、
包装、装潢的行为，即可认定被擅自使用的商品属
于知名商品。对此，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把握的。
如有法官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
以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他人的‘知名商品’进行了侵
权，主要采用‘反推原则’，即只要证明行为人确
实擅自使用了与他人商品相同或者近似的名称、包
装、装潢，即可认定行为人实施了侵犯他人‘知名
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至于该‘知名商品’所
得的有关奖励，可作为该‘知名商品’知名程度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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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 4、伪造、冒用各种质量标志和产地的行为。
v 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规章的规定，我国质量标志主
要包括产品质量认证标志及名优标志。

v 产品质量认证标志，是指企业通过申请，经国际国
内权威认证机构认可，颁发给企业的表示产品质量
已达认证标准的一种标志。使用认证标志，可提高
商品的竞争力，增强用户的信任度。

v 名优标志是一种荣誉性质量标志。目前国家给予产
品的名优标志有金质奖章荣誉标志、银质奖章荣誉
标志、“优”字标志三种。只有按照法定程序，经
专门机构认定，方可获得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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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 产地名称是表示某项产品来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说明性标
志。当产品质量、特点与其产地存在某种固定联系时，产地
名称所反映的不仅是产品与其产地之间的外部联系，同时还
揭示出产品质量与产地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时产地名称对产
品质量而言不仅具有象征性意义，还具有区别功能，因此受
到法律以及国际公约或者条约的保护，如《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公约》关于原产地名称的规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议》中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等。

v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4项禁止“伪造产地”中“产地”一
词，其外延显然大于“原产地名称”而更接近“地理标志
”。实践中，如果伪造产地的行为不能依照产品质量法、工
业产权法有效制止的话，应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制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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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简要介绍
v 　　达芬奇家具是国际高端品牌的品牌授权者和经销商，本身不生产任
何产品，都是授权中国广东东莞长丰家具公司[1]生产。生产好后再从深
圳出口到意大利，到意大利后，换包装后再出口到中国上海。再从上海
销往中国内地。 

v 发展历程
v 　　1994 年，达芬奇家具在新加坡开设了首家零售店，迄今为止，达芬
奇家具已扩展到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及中国主要城市（北京、
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中国香港），透过与经销商的
合作连续开设了7 家超级商店。 

v 涉嫌造假
v 　　2011年7月10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达芬奇天价家具“
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据了解达芬奇公司销售的这些天价家具，并
不像它们宣称的那样是100%意大利生产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达芬奇
公司宣称的名贵实木白杨荆棘根，而是高分子树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
板。经过检测，消费者购买的达芬奇家具甚至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达
芬奇家具方面通过微博表示，达芬奇在国内销售的意大利品牌家具，均
为在意大利生产并原装进口至国内。达芬奇家具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其在国内的运营以及销售情况。 

达芬奇家具造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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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家具造假案
v 达芬奇引发品牌危机
v 　　当达芬奇事件曝光后，有业内人士告诉新浪家居记者，
类似的现象在业内其实早就不足为奇，其中涉及的品类不仅
仅局限于家具，还渗透到地板、陶瓷卫浴、软装配饰等。有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还向记者爆料，目前国内市场中
的“进口”美式家具“假洋品牌”现象尤为严重。 

v 　　为此，7月11日下午，记者还来到北京高端进口家居用
品的集中地之一的中粮广场·家居花园。记者所到之处，无
不是霍霍有名的国际品牌，迪信、美国金可儿、瑞士弗兰卡、
德国威勒、芙莱莎等等。据悉，类似的高端进口家具销售地
在北京不在少数，如东方新天地、金融街购物中心、泛CBD
区域、建材经贸大厦、居然之家家之尊等等。 

v 　　记者随机走访了几个品牌的专卖店，看到所有品牌的产
地几乎都标注来自“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
当记者问及如何证明产地的真实性，导购员都表明公司能出
示海关入关证明。当记者表明想看看海关出具的证明时，导
购员一致称需要购买该产品才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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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 （二）商业贿赂行为 

v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
易对方有关人员或者其他能影响交易的相关人员以
财物或其他好处的行为。

v 商业贿赂的形式不胜枚举。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以回扣、折扣、佣金、咨询费、介绍费等名义
争取交易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如何判断其是否违
法，我们必须以法律为标准，分析其实质特征，从
而得出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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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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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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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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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v （三）虚假宣传行为
v 虚假宣传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对
产品的质量、性能、成分、用途、产地等所作的引
人误解的不实宣传。

v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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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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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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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虚假广告招数 

v 恒大地产集团是中国具领导地位的大型住宅物业开
发商，连续四年荣登中国房地产企业10强，为广东
地产“五虎将”之一，1996年开始进军房地产业务，
主要专注于广州业务的开发，现开发有金碧花园、
金碧华府、金碧新城、金碧海岸花园、金碧天下等
30多个楼盘。经过10年的发展，恒大地产集团已形
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基础，以钢铁冶金为龙头，以
能源、交通为两翼综合发展的现代化大型集团产业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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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虚假广告招数

v在房地产销售中，广告和销售宣传资料对购
房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预售阶
段，购房人将要购买的房产仅是在建工程，
他们据以决定是否买房的依据就只有广告。
但是由于目前市场监督机制还不到位，法律
规范还没有完善，再加上一些市场主体的法
制意识不强，虚假广告在房地产行业肆意泛
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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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虚假广告招数

v 招数一：夸张宣传用语”
v     “当初买恒大绿洲的房子，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强势
的宣传，但后来发现，其广
告词不仅涉嫌虚假宣传，很
多地方还涉嫌违规。”王先
生向导报记者表示。在其销
售人员提供的宣传资料中，
导报记者发现，类似“世界
级”、“顶级”等夸张的宣
传用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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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虚假广告招数

v 招数二：违规使用“顶级”
字眼

v     在其大幅宣传彩页中，
导报记者一眼就看到了“世
界级皇家园林融汇欧陆经典、
伊顿国际双语幼儿园，世界
级的起跑线”等宣传语，而
在其宣传主打的装修方面，
恒大绿洲更是将夸张手法用
到了极致，“顶级名牌荟萃、
行业领先设计、超豪华材料
”等语句频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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