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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共同构成竞争法,与此同时,与知识产权法紧密相联。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看待竞争的视

角以及调整的方式有所不同,存在潜在冲突；但在创新的推动,经济的繁荣,公平合理的竞争的保护方面相互补充,具有同一性。

因此,竞争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依据不无道理。 

[关键词] 竞争；反不正当竞争；垄断；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 认识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 

保护竞争是竞争法立法旨意的体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

反垄断法采用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这种特定方式来实

现其基本价值,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然而,两法的侧重点

有所不同,反垄断法重在保护竞争自由,反对排除、限制竞争,

解决的是市场中有没有竞争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重在保

护竞争公平,反对不正当竞争,解决的是市场中的竞争是否

公平有序的问题[1]。 

知识产权法则是调整民事主体对知识财产的支配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要想对知识产权法形成全面清晰的认

识自然离不开对知识财产、知识产权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掌

握。知识财产是一种无形状态的财产,其本质就是知识,知识

产权的存在则是赋予知识财产的主体一定的权利,体现了对

知识的尊重保护。于是,知识产权法就成了调整知识产权的

认定及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 

2 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联系与冲突 

从上述认识中,可以得知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联系

密切。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与竞争的基本关系之中,知识产

权在形式、微观和静态上表现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在本质、

宏观和动态上体现为竞争的促进[3]。 

知识产权作为权利的一种,具有法定的对世性和排他性,

因此,对权利人的保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定时间和地域范

围内的垄断。然而,这样的规定是符合法理的,可以从经济学

角度进行理解,知识的创造,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是需要耗费

巨大成本的,如果研发知识,结果不能因此垄断它,而且获利,

会极大挫败研究者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整个社会

的发展。知识在一定时间内的垄断,可以帮助想要往这方面

研究的人节约成本,这叫彰显特异性,避免低效和浪费。同时

经营者能够事先根据法律将会赋予的独占程度,比较确定地

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

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释放其竞争潜能,从而更好

地促进竞争的发展。 

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的有限补充,这里要注意并非兜底

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是人们在发现著作权、商标权与

专利权这三种权利有着某种共同属性后,抽象而成的一个法

学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涌现出新的问题,而法律具有

稳定性,三大知识产权法现已固化,于是将新的现象发展,纳

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范调整。就好比法律条款里的兜底

条款,立法采用列举式,但不可能穷尽其允许的内容,于是就

有立法采用反向规定,或是正面列举完后附一个兜底性条款,

以期达到规范全部的行为。同样的思维模式,为了能全面地

规范和保护竞争行为,在运用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保护时,若

感到力不从心,可选择竞争法进行保护。 

以高通公司滥用知识产权垄断案予以说明[4]。在CDMA、

WCDMA和LTE无线通信技术标准中,高通公司合法持有数量不

等的无线标准必要专利。经查明高通公司在无线标准必要专

利许可市场和基带芯片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其却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

费；还要求被许可人将专利进行免费反向许可；以及在无线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无正当理由搭售非无线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当事人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

营者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的规定和第五项关于禁止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的规定。 

原根据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无线通信终

端制造商使用当事人的无线标准必要专利应当支付公平、合

理的专利许可费,但高通公司却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强迫潜

在被许可人签订包含不合理条件的专利许可协议,将不接受

当事人不合理专利许可条件的潜在的或者实际的被许可人

挤出市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高通公司

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知识产权所有者

滥用知识产权法赋予其权利时,反垄断法会出现,对知识产

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加深了竞争法作为知识产权

法补充地位的理解。 

3 竞争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依据  

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专门法的任务是保护知识产权,其

实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在

早期的时候,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就是为专利法和商标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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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补充。虽然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关注的对象已远不限于知

识产权保护,而涉及整个市场竞争领域,但由于历史原因,对

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无疑仍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项非常

重要和基本的任务。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是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基本使命,而保护知识产权正是其完成该使命的具体

表现。当经营者采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对手的知识产权进行

竞争,扰乱公平竞争秩序,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进行调整,客

观上必然会产生保护知识产权的效果。 

除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进入深入细致的保

护以外,需要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提供补充保护的原因还在于

这些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不可否认地存

在局限性。要求严格的授权条件和保护程序的知识产权法,

限制了其保护的范围,使得很大一部分本应受到某种保护的

客体却被排除掉,此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确定性”特点

便可发挥“补漏”的作用。例如,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如专利

法(“三性”要求)、商标法(“识别性”要求)、著作权法(“独

创性”要求),是某种相对的“强保护”,但从范围上看,这些

保护要件限制了客体的范围,决定了它们均属于某种“窄保

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某种“弱保护”,但从范围上则

属于“宽保护”。 

以意大利费列罗公司诉蒙特莎(张家港)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元行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为例[5]。原告意大利费列罗公司一开始运用知识产权法进行

诉称：被告蒙特莎(张家港)食品有限公司仿冒原告产品,擅

自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相同以及近似的包

装、装潢,使消费者产生混淆。然而,被告蒙特莎公司却辩称：

原告认为自己产品的包装涵盖了商标、外观设计、著作权等

多项知识产权,但未明确指出被控侵权产品的包装、装潢具

体侵犯了其何种权利,其起诉要求保护的客体模糊不清。故

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天

津师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被告的辩称,判令驳回费列罗

公司对蒙特莎公司的诉讼请求。后费列罗公司改变诉讼策略,

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维权,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其诉讼请求得到支持。 

鉴于上述案例,我们不仅要看到同一个案件事实援用不

同的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其能否得到支持的结果是截

然不同的,更重要的是探究这背后的原因,该案件很好地说

明了不同的法律规范保护的客体不同,其调整方式也有所区

别,但 终殊途同归。对此,有一个比较形象并广为引用的比

喻：如果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这类知识产权单行

法比作冰山,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如冰山下使其赖以漂

浮的海洋。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不同的角度出

发,相互扬长避短,共同对知识产权提供程度不同但均为必

要的保护。 

4 结语 

尽管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因具体调整的对象和内

容不同而不可避免存在内在矛盾,但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我们

所能理解并接受的。且并不影响竞争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律体

系的有效补充,二者共同致力于竞争的促进和保护。我们应

该正确认识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透过现象看本

质,感受其背后蕴含的价值,正确地评价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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