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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贸易新形式的跨境电子商务正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紧

密地进行着贸易往来，跨境电子商务作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

跨境电商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面临着不断遇到的知识产权难题，令其“头疼”不已，对其运营产生

了不利的影响。跨境电商行业协会要在专业产权服务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企业本身也要加强自己

的产权规划能力，而政府也要积极地为其提供良好的产权制度环境。这三者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将

跨境电商企业的产权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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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border e-commerce, as a new form of trade, is developing rapid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the increasingly close trade among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 a new growth point of global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gradually becom-
ing a new growth poi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hen engaging in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 cross-
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are constantly fa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blems, whic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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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ly “headache” and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m.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association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s themselve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pabil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actively provide a g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environment 
for them. These three can form a synergy to minimiz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of cross-bor-
der-commerc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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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境电子商务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近几年不断上涨，如亚马逊、eBay、中国阿里巴巴国际站等许多

著名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深受各国的消费者喜爱。与传统外贸模式相比具有显著优势的跨境电子商务

作为新兴的贸易业态，其特点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参与门槛低，交易活跃性高。跨境电商已成为

中国稳定外贸和推动“双循环”格局建设的战略新通道，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主体通过跨境电商渠道拓展

市场、销售产品、创立品牌[1]。十多年来，我国跨境出口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总体风险呈波动上升趋势，

而关于我国出口跨境电子商的解决纠纷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我国目前跨境出口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

总体风险，在现实交易中屡有发生，我国出口跨境电商的解决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我国跨境电子商务

的跨境电子商务在解决纠纷方面的问题，受到这些现实困境的阻碍，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海外业务在目

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应对中国出口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的现实难题，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 

2.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现状 

中国跨境电商在欧美地区的占比持续上升，虽然对欧美地区的电子商务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

与此同时，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侵权纠纷频发，欧美等国家也加大了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的维

权力度，导致了相关案件的发生，涉及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惩处力度越来越大。2014~2019 年期间，许

多著名的品牌商通过美国地方法庭起诉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电商公司，这些公司涉及一百多个中国电

商公司。此外，在某品牌的一次反假冒诉讼中，中国境内的被告就有 1549 名(按网站和电商平台账户计

算)，法院缺席判决了 2 亿美元的赔偿金，在缺席判决之前的临时禁令(TRO,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中，12,800 个域名被冻结[2]。这表明，中美两国在涉及知识产权的跨国电子商务领域发生的争端，无论

从数量还是范围上都是惊人的。 
与中美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摩擦不断的情形类似，此次发起大规模知识产权维权行动，针对中国

出口的跨境电商企业，多家欧洲知名品牌也屡屡发声。如 2018 年至 2019 年(英国脱欧之前)，小猪佩奇商

标及著作权权利人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聘请美国律师采用“钓鱼取证”的方式，利用美国法院的 TRO，

使上千家中国出口跨境电子商户的 PayPal 账户被冻结[3]。近几年来，欧、美等国家对欧洲国家的贸易管

制越来越严，造成了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日趋严重。欧洲知识产权局在相关报道中指出，

从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向欧洲出口的假冒商品中，假冒商品占了很大比例。除了欧美等国频繁发生的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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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欧美等国的跨境电商往往面临着“TRIPS”禁令，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综上，我国出口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在欧美市场表现突出，当前电子商户面临的域外知识产

权侵权风险状况令人担忧，不能忽视我国出口跨境电商存在的域外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3.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成因分析 

3.1. 国家间法律制度存在差异 

知识财产权是一种地域性的法律制度。一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其所处的区域具有相对的统一性、

确定性和稳定性，这通常与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有关。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包括授权范围、授权标准、民事诉讼司法管辖中的侵权责任确定标准等。所

以，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间的区域差别，导致了我国的出口电子商务企业在体制上的混乱、

行为上的认识上的偏差、行动上的举棋不定，由此导致了知识产权的地域侵权风险。中美关于授权的立

法精神和细节规定有很大区别，如中美两国关于“取得显著性”的立法规定有很大差别，而中国《商标

法》则采取了肯定列举的方法，而没有列举的则没有。美国《商标法案》则恰恰相反，反向列举不适用的

情形，除明确列举不适用的情形外其他情形均可适用[4]。通过中美两国商标授权范围和授权标准的法律

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对国内外知识产权授权制度标准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很容易因为不知名的侵权行为而被卷入域外侵权纠纷，由此，中美两国关于授权的立法精神以及法律条

文的细化规定有着很大的不同。 

3.2. 电子商户域外侵权救济方式单一 

在面对域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时候，电子商户往往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传统的跨境诉讼中寻找律

师或退步解纷，甚至对缺席判决的消极反应和默不作声，甚至选择消极的判决结果。电商企业难以获得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而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手段过于单一，导致了电子商务纠纷频发。当前，

在我国的政府职能部门系统中，还没有设立一个专业的咨询与援助机构，而在跨境电子商务方面，合作

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伙伴关系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跨境电商产业的知识产权协会

也没有形成系统，也没有专门的行业组织来处理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侵权纠纷的处理，因此，

当遇到侵权纠纷的时候，电商商家很难向相关的行业组织求助。 

3.3. 中国出口电子商户风险意识不足 

知识产权价值的高低，往往呈现出与其投入和风险正相关的关系，知识产权价值的高低与知识产权

价值的高低往往呈正相关关系。很多中小企业都采用了成本低廉的方法，比如复制和借鉴，这些方法虽

然可以为企业带来一些利益，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在跨境电商中，侵权的种类主要是

商标、专利、图像、版权等，公司在选品过程中没有找到与之相似的产品，或者是只找到了商标，而忽略

了专利和版权，或者是直接用其他品牌的产品来销售，或者是直接对其他品牌的产品进行了微调。 
另外，在“鱼目混珠”的侵权诉讼中，商人们也抵挡不住诱惑。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在长久的发

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如商标、专利等。但是，在进行出口跨境电商的时候，他们

很容易忽略了对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主要的目标市场国家没有能够及时地进行登记，而被别的公

司抢先注册，当企业的产品被上架的时候，就会引起侵权投诉。所以，在出口跨境电商的过程中，当企

业的产品被放出来的时候，经常会导致被侵权投诉的企业，因为一些企业不得不花费大价钱将原本属

于他们的知识产权买回来。因此，导致侵权或者被侵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规划能

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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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应对策略 

4.1. 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健全，是造成网络交易中知识产权境外侵权的重要因素。因此，

我国在跨境电商领域的立法应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进行[5]。一方面，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的法

律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跨境电商相关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在跨境电商领域内积

极参与国际法律法规的制订，并通过签署相关的国际公约，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对跨境电商的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首先，我国《电子商务法》应进

一步明确跨境电商领域的有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其次，可以对跨境电商的知

识产权进行专门的立法，对进出口的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的合规性要求以及进出口的跨境电商的知识产

权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同时，由于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问题牵涉到国际贸易规则，因此，对其

进行专门的立法时，必须对国际公约和实践中的有关知识产权规则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迅猛的发展势头让世界很多国家都“虎视眈眈”，必须在“夹缝”中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积

极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签署，加强国际合作，经济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4.2. 建立多元化救济机制 

发展多元化救济机制，一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知识产权局的做法，借鉴已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网络

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建立境外知识产权援助机构，对跨境电商企业进行境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另一

方面，应当发挥行业协会救济力量。 
在机构设置方面，援助部门可在境内或境外建立总部或分部，特别要在重点目标市场(如欧美)建立办

事处，使法律援助更具针对性。其次，协助机构要做好境外法律资源的储备与衔接，主要有：建立专家

库，储备高质量的律所资源，与国际仲裁及其他相关的维权渠道相衔接[6]。再次，援助部门应为中小型

出口电商企业提供域外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费用补贴，要将补贴优先发放给未侵权而被恶意诉讼却无力应

诉的中小企业，鼓励此类企业积极维权、维护企业合法利益。 
跨境电商产业协会应积极发挥其在知识产权专业服务中的优势，在产权规划、风险识别和控制、侵

权诉讼救济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低价、便捷、专业的服务。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协会组建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队伍，此为首次提案。作为一个由行业自发组成的

跨界电子商务协会，其成立的目的就是解决在知识产权领域中频繁发生的“痛点”，组建一支专业的知

识产权服务团队。这就需要更高的价格和更高的产业组织产权服务来支持，因为他们不能自己承担更高

的风险管理成本，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的产权规划能力。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产业协会也应主动跟进和研究产业产权的动向。建议跨境电商协会发挥自身的

优势，主动对跨境电商产业的产权进行调查，并对典型的产权案件进行讨论，并主动组织企业之间的相

互沟通，促进企业之间的产权合作，提倡产业产权的自我约束，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合作，对产业产权

的发展状况进行密切的关注，定期发表有关知识产权的调查报告，并适时地将有关知识产权的建议、规

范、标准等内容进行整理和完善，为国家的有关产权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第一手的数据，向政府部门

反馈企业的建议、诉求，做好政府沟通的桥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信息，为企业的利益提供有力的信息。 

4.3. 提高电子商户风险意识与纠纷解决能力 

在美国发生的跨境电商案件中，大部分跨境电商公司都不知道自己的商品是不是侵犯知识产权的，

有些甚至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一无所知，以为根据买家的需求量身定做的商品并不属于侵权，或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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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审理案件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因此，对于自己的产品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即使是侵犯了

知识产权，也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大的罚款。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国在跨境电商过程中，对于知识产

权的不尊重、不熟悉美国的司法制度，造成了他们对知识产权法的不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知

己知彼，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才能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

保护自己的权益。一方面，通过普法宣传，充分发挥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方的服务型政府的作用，使与社

会生产和生活紧密相连的法律能够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这就要求政府守法。另一方面，中国跨境电

商也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普及，不再依赖仿制、仿造来进行生产，从而更多地追求创新。 

5. 结语 

为了防范侵权的风险，政府应该在国内营造注重知识产权的氛围，积极倡导营造注重知识产权的国

内环境，积极倡导培育和参与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与此同时，还要对跨境电子商务知识

产权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让企业的侵权成本更高。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的、低成本的、便利的、专业

的知识产权风险识别和侵权救济的协助，对中小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进行补充，让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协会

的作用得到更大的重视。企业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将长期的利益发展放在首位，在建立知识产权风险

辨识和预防系统、打造自有品牌等方面，强化对产权的投资和保护。要有效地提高企业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的能力，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企业的产权风险，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三方力量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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