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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在保障快速便捷交易的情况下，有效

保护知识产权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现状入手，分析电子商务平

台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完善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优化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

权保护的法律保障机制，以期推动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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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
tec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ase of ensuring fast and convenient transactions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to solve.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on e-commerce platforms, ana-
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discusses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nd optimize the legal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so as to promote its health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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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电子商务行业迅猛增长，给消费者带来了方便快捷的购物方式，并显著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体

验。然而，这种快速发展也使知识产权保护面临诸多挑战。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社会调查报告显

示，电子商务领域最普遍的知识产权争议集中在商品不合格和假冒伪劣问题上，有 70.6%的受访者反映

在电商平台上曾购买到劣质商品，但只有 12.1%的消费者能够成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知识产权侵

权问题频发已经成为阻碍电子商务平台健康发展的一大因素。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不仅关系

到企业的创新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及消费者个人权益[2]。因此，加强电子商

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现状 

2.1. 纠纷数量迅速增长 

电子商务平台交易具有跨时空、跨地域的特点，这使得在电商平台中侵犯知识产权的成本变低，但

是用户维权、相关单位进行治理的难度变大，导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屡禁不止。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近

几年，网购所引发的合同争议案例数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在食品和数码电器类商品的纠纷中，占比超过

了 60%。2020 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共 44.7 万件，2023 年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 49
万件，同比增长 1.8%，通过这些数据可知，全国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在逐年增加。2022 年，浙江新收和

审结涉网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18,505 件和 18,176 件，同比分别上升 26.13%、30.26%，全省涉大型电

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收案量 7085 件，同比上升 20.19% [3]。2023 年抖音电商发布《2023 抖音电商知识

产权保护报告》，报告中显示，2023 年平台风控模型主动抽检出 75 个盗版图书高危目标，向警方推送

有效线索 12 条，落案 8 起，抓捕犯罪嫌疑人 25 人，涉案金额 1500 余万元，平台主动识别并处理盗版短

剧资源商品超 1.5 万条，清退违规商家超 250 个，平台原创首发图片保护系统已删除盗图商品超 8 万件，

累计保护商品图片超 5 万张，保护相关订单超一千万笔，对应 GMV 超 13 亿元[4]。以上数据反映了司法

机关和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努力，也从侧面反映了电子商务平台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例数量逐

年增长。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将会成为知识产权审判的重点领域[5]。 

2.2. 恶性侵权屡禁不止 

电子商务平台具有匿名化和全球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侵权人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隐藏身份，跨

地域实施侵权行为，为追踪和打击侵权行为活动增加了难度。由于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成本低，利润大，

侵权者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侵权人不断以身试法，冒险实施侵权行为[6]。虽然法律法规在

不断的完善，电商平台也在采取各种技术手段来预防侵权行为，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电子商务平

台侵权行为查处难度大，电商平台上的商品信息是公开的并且可以跨地域进行流动，这导致侵权人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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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制造出盗版商品，这导致了权利人在进行侵权投诉时会涉及大量平台内甚至是跨平台的卖家，

使得权利人维权难度增大，持续时间增长，维权过程通常成本高昂、程序复杂，并且有可能获得的赔偿

不足以弥补损失，这就降低了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7]。 

2.3. 恶意投诉行为普遍存在 

恶意投诉在电商平台表现为投诉人明知自己无权投诉或者投诉依据不足，仍然发出投诉通知，从而

对被投诉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根据 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的指导意见》，在判断是否存在“恶意”行为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提供伪造或篡改的知识

产权证明文件；提供虚假的侵权鉴定意见或专家意见；在明知知识产权状态不稳固的情况下仍发出侵权

通知；在明知通知内容错误的情况下不及时撤回或更正；多次发出错误的通知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对于恶意发出错误通知导致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情况，恶意投诉人应承担

加倍的赔偿责任 1。目前，从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投诉的情况来看，恶意投诉主要有以下几种：1) 虚假知

识产权侵权投诉，也就是恶意投诉者可能会捏造或者夸大知识产权侵权的证据，对竞争对手的商品或者

内容提出虚假投诉，以期使竞争对手的商品下架或者影响其销售；2) 虚假商品质量投诉，也即是恶意投

诉者虚造竞争对手的商品质量出现问题，损害其商业信誉和销量；3) 投诉虚假的服务问题，比如虚假的

物流延迟、售后服务问题等，试图影响竞争对手的商誉；4) 恶意投诉者利用电商平台对投诉处理的规则

和程序，通过大量的无效投诉占用电商平台的资源，影响平台的正常运营；5) 恶意投诉者可能会提供伪

造的证据，比如修改过的照片、虚假的交易记录等，来支持其投诉。恶意投诉很有可能会导致电商平台

对被投诉人处以不正当的处罚，从而对被投诉人造成损害，《淘宝网关于出售假冒商品实施细则》的第

二十四条对出售假冒商品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商家一旦被发现售假，除了必须立即删除相关

商品信息外，还可能面临扣分、商品下架、删除商品、限制发布新品、冻结保证金、支付高额违约金，

甚至账户被查封等后果。这些处罚不仅意味着被投诉者无法继续销售涉事商品，更可能导致其无法进行

正常的经营活动，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8]。尽管被投诉者拥有申诉的权利，并有可能在申诉成功后

迅速恢复营业，但如果申诉期间恰逢销售旺季，如“618”“双十一”等大促时段，短暂的受限也会对被

投诉者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外，销量排名的下滑还可能导致未来潜在交易机会的流失，这样的损失

对被投诉者来说，无疑是难以挽回的。 

2.4. 新兴行业的发展不断带来新问题 

随着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等新型网络平台的发展，电子商务领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和动力。然而，

这种快速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新型电商知识产权问题的涌现。在社交电商和直播带货中，一些商家未经

品牌商家授权就擅自使用其商标，尤其是在直播过程中，利用知名品牌的商标进行误导性宣传，极易使

消费者产生混淆。此外，直播内容中可能存在未经授权的音乐、视频、图片等素材，这不仅侵犯了著作

权人的权益，直播过程中产生的原创内容也面临着被其他用户或商家未经许可使用的风险。 
直播等电商销售形式涉及主播、供应商和平台等多个主体，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时，如

何划分主播与平台之间的责任变得尤为复杂。目前，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尚未建立起像传统电商平台

那样完善的知识产权投诉和争议解决机制。因此，当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件时，被侵权人往往难以获

得及时有效的处理方案，这无疑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9]。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

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

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因通知错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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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问题 

3.1. 立法不健全 

国内针对电子商务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网络信息，对于电子商务平台

的商务行为，尤其是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问题立法还是不够完善。《电子商务法》作为电子商务

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法规，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很多重要问题未提及，且对涉及的问题细节未明确，

如在反通知权中未规定主体，致使实践中除平台经营者、知识产权权利人之外的第三人在遭受损害采取

措施的过程中反通知权运用困难。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避风港”制度非常重要，但是《电

子商务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人通知权产生时间”规定为权利受到侵害时，这一规定比较模糊不准确，

在实践中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三条，知识产权权利人在采取反通知措施之

后，可以寻求权利救济，具体途径包括向相关部门提出投诉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第六十条规定，电子

商务领域内的争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包括双方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或其他合法

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以及向相关部门投诉，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对于权利人是否可以

通过该条规定的争议解决渠道来进行调解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第六十三条也没有提及知识产权权利人

是否可以通过在线争议解决渠道来解决争议。有关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救济方面，立法还

存在漏洞，需要进一步完善。 

3.2. 责任界定不清 

在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电商平台和商家之间的责任难以明确划分。电商平台作为交

易的平台提供者，其责任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一方面，电商平台应当对平台内商家的行为承担一定的

监管责任，确保其平台上的商品和内容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这包括建立和维护一个有效的投诉处理

机制，以便权利人可以报告侵权行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同时电商平台应当定期审查商家上传的商品

和内容，以此确保其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也可能辩称自己只是交易平台，不直

接参与商家和消费者直接的交易，因此不应当对商家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商家有责任确保其销售

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果商品或服务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商家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实际操作中，电商平台和商家的责任界定可能会有重叠，电商平台可能会因未能有

效监管而承担一定的责任。此外，电商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合同条款也可能会影响责任的分配。消费者在

电子商务交易中，有责任辨别商品的真伪，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对于那些明显是侵权的商品，应当自

觉去抵制，如果故意购买导致出现纠纷，故意购买的消费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实践当中，如

何认定消费者明知是侵权商品而故意购买成为一大难题，让故意购买的消费者承担责任难度变大。 

3.3. 实践难度大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扩张，电商平台规模日益庞大，汇聚了海量的商家和商品。这种巨大的规模导

致平台难以对每一个商家和商品进行详尽的检查和审核，从而使得侵权行为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

给监管单位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电商平台上，侵权行为的发生往往非常迅速，侵权证据很容易在短时

间内消失，使得权利人难以及时核实和确认电子证据。即便能够获取到证据，对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和真

实性进行鉴定也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任务[10]。 
此外，由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具有虚拟性的特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地域分散性极强，如

果他们不使用实名制登录网站，那么获取其真实信息的难度将会非常大，导致很难准确确定侵权人。与

传统的侵权方式相比，电子商务侵权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往往涉及专业技术领域。因此，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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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鉴定过程中需要更长的时间，也需要权利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这进一步加大了电子商务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 

4. 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建议 

4.1. 健全相关法律和细则的规定 

对《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现有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增加

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规定，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例如，明确电子商务平台在知识产

权保护中的监管责任，包括对侵权行为的监测、投诉处理机制。《电子商务法》需要对平台内知识产权

侵权的认定、被告的确认、证据的审查和固定等方面进行明确和调整。鉴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需要

重新考虑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如何确定合适的管辖法院，例如，可以根据消费者的收货地址、卖家的

发货地址或平台运营商的居住地来选择管辖法院。如果这些标准仍然无法确定管辖法院，可以将原告所

在地的法院作为管辖法院。 
在《电子商务法》中，还需要明确哪些主体可以行使反通知权，赋予电子商务平台、平台经营者、

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其他受到损害的个体反通知权，以确保所有受影响的第三方都能有效行使这一权利。

同时，应当对知识产权权利人行使通知权的起始时间和具体条件作出合理规定。 
对于权利受到侵犯的当事人，除了投诉和诉讼外，还应当允许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和其他合法调

解组织介入调解侵权纠纷。鉴于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往往涉及跨地域，应当建立专门的在线

争议解决机制，通过在线审判来处理案件。这样，通过丰富权利救济渠道，可以减轻法院系统的压力，

并提高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效率。 

4.2. 明确责任划分 

明确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监管责任，包括对侵权行为的监测、投诉处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电商平台应当定期审查商家上传的商品和内容，以确保其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例如电商平台可以利

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上架的商品进行自动筛查，及时发现并下架侵权商品。商家应当进行尽职

调查，确保其商品的合法性，遵守平台的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平台和商家所签的合同中，应当明确各

自的职责，当侵权案件发生时，按照发生原因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有责任辨别

商品的真伪，避免购买到侵权商品，同时消费者也应当提高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自觉抵制侵权商品。如

果消费者明知某商品侵犯知识产权但仍然故意购买，这种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故意侵犯知识产权，在这种

情况下，消费者可能需要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此外消费者若未尽到应有的

注意义务，导致购买到侵权商品，也有可能承担一定的责任[11]。 

4.3. 提升司法处理能力 

在电子商务平台中，侵权证据往往是以电子形式存在，如商品图片、交易记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

应当明确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和认定标准，确保在司法过程中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例如，通过

法律规定电子证据的获取、固定和鉴定程序，确保电子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建立和完善证据保全机

制，允许权利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通过法律途径及时保全相关证据，例如，法院可以签发临时禁令，

要求电商平台暂停销售侵权商品，以便于被侵权人收集证据。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监管，可

以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执法工作，定期检查电商平台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并采

取相应的执法措施，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跨地域侵权的特点，

不同地区的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实现各区域部门之间的资源整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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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互通，提升执法效率。 

5. 总结 

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关系到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进行研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通过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细则规定、明确知识产权责任划分以

及提升司法处理能力等措施帮助解决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促进电子商务行

业的健康发展，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不断发展且复

杂的问题，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未来还需要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索，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电子商务平台的创新和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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