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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R观察家

从音王的案子可以看出，商业秘密侵权案
件，无论司法、公安还是行政，取证和发现的过
程都十分困难。那么，未来，宁波企业和相关部
门保护商业秘密的道路要怎么走？这是大家共同
关心但也尚需探讨的问题。

企业方面，除了已经提到的若干需要改进和
关注的问题，薛胜利称：“法律保护是一个底
线，是一个托底的规则，它防的是人性恶的一
面。但我觉得企业还要结合一些正向的文化建
设、薪酬激励、股权激励等措施，去激发人性的
积极面，把‘托底’和‘拔高’结合起来。”

而相关部门方面，王建武介绍，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6年在全国率先开展商业秘密维权
示范点的创建，2017 年推动了标准化建设，
2018年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十区百县千企商业秘密
保护示范建设工程。到2020年底，全省已经有
1000多个示范基地，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商业秘密
保护规范，这一系列省级举措都促进了市级商业
秘密保护措施的推进。

去年12月，我市已成功在省内创建了3个商
业秘密示范保护区，包括宁波模具产业园、宁波
软件园、江北工业区。另有16家企业成为省级商
业秘密保护示范点。两者数量去年都居全省第
一。

今年，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管理
和反不正当竞争局还将有四大动作：一是将进一
步加大政府主导力度，探索设立商品保护工作专
项资金；二是继续把前端守牢，补上企业意识和
防范短板；三是将会同经信和金融等监管部门积
极创新一个抓手，可能依托保险公司，借鉴商标
保险的思路，推出针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商业保险。

宁波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吴伟强指出：“现
在商业秘密或者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还是主要依靠
市场监管部门，未来需要经信、金融、财政等各
方面联合发力，构建一个顶层设计的政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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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管理和反不正
当竞争局成立于2019年10月，是商业秘密行政执
法的主要部门。据该局副局长王建武介绍，由于商
业秘密的复杂性，总体上，宁波最终成功处罚的侵
犯商业秘密案件并不多，尤其是技术秘密方面。

在“十三五”期间，宁波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共
立案查处31起，案结25起，罚没款为165万余
元。在25起案结案件中，侵犯经营信息的案件包
括侵犯客户名单、销售渠道、财务信息等有 17
件，占比近70%；侵犯技术信息案件有5件，同时
侵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案件有3件。

同期，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共办理商业秘密侵
权案件104起，宁波接近全省数量的四分之一。从
2020年数据来看，宁波共成功查处商业秘密侵权
案件5起，罚没款100余万元。“这两项数据都在省
内数一数二。”王建武说。

而刑事方面，薛胜利说，他在研究了去年宁波
中院和浙江省高院所有已经公开的商业秘密侵权案
件后，发现当前宁波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有四个特
点：第一，总体数量非常少，比如去年判决公开的
案件只有15起；第二，侵犯技术信息的判决支持
比例高于侵犯经营信息，说明侵犯经营信息案件的
取证难度远大于侵犯技术信息案件；第三，赔偿金
额普遍较低，宁波中院只有一个案子判了约380万
元，其他案子均低于50万元；第四，对企业的保
密措施的标准和要求非常高，这也是大部分案子败
诉的原因。

对于第四个特征，陈金林称，目前，商业秘密
保护普遍存在的难点主要有二，都和企业或权利人
有关。一是，权利人本身说不清楚自己的权利是什
么，也就是不明确自己的密点是什么，缺乏知识管
理；二是，权利人缺乏权利意识，企业所有人自身
缺乏要把密点作为知识产权来保护的意识，没有清
晰划定权利界限并做出标识，造成员工意识模糊。

“商业秘密保护是企业一把手工程。”到场嘉宾
对此普遍认可，并“需要企业所有人首先树立保护
意识”。

但陈金林也提出，企业要谨慎思考怎样把企业
的知识产权和劳动者本人的知识技能及人脉进行切
分的问题，预防过度保护。过度保护往往会带来两
个方面弊端：一方面，劳动者可能在职时选择不把
自己知道或者新发现的知识告诉企业，而是跳槽单
干；另一方面，拥有某种技能的劳动者可能在一个
企业怀才不遇，离职后却也不敢去新的企业，造成
人才的沉默成本增加。两者最终带来的还是对企业
发展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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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此，我认为，商业秘密应该要严格按照法律来保

护。”陈金林强调。
此外，江伟峰还提到了商业秘密保护专业人才短缺的问

题。他说，当前企业里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大多由知识产权工
程师或者法务部来承担，像做知识产权保护整体设计的专业人
才在宁波甚至在国内依旧稀缺，这也让企业感到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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