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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报一起案例，员工王某以冒名顶替
的方式将公司的合作项目悄悄转移至自己与朋友共同经营的公司，让
合作方误以为与其合作的前后两家公司有关联关系。王某离职后，
老东家发现其中的猫腻，将王某及其经营的公司诉至法院。
　　据了解，王某离职前一直负责对接所在公司与另一家公司的
合作，任职期间，王某与所在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之后，王某
告知所在公司，合作项目终止。但王某离职后该公司却发现原
来合作公司的业务并未停止，合作方已变更为另一家新公
司。王某仍是该合作项目的联系人，并在名称后冠以该公司
的字号进行合同审批。而新的合作公司实际由王某和其朋
友张某共同经营。王某的老东家认为，王某违反保密义
务，擅自将其掌握的特定重要客户信息披露给其与朋友
新成立的公司。于是将王某及其新成立的公司诉至
法院。
　　庭审中，王某表示，老东家提出的客户信息不
是商业秘密，未采取任何保密措施；所谓的客户
信息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且没有潜在价值；王
某不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副庭长董林明告诉记者，在“冒名顶替”原
单位签约类侵害商业秘密案件中，员工获
取、披露商业秘密后，合同相对方完全陷
入误认，这一违背诚信原则的经营行为
应予规制。
　　法院认为，王某知晓公司的商业
秘密以及双方对于商业秘密的约
定，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及诚实信
用原则承担保密义务，其欺骗公
司合作已经终止，该行为具有
隐蔽性，造成公司利益损失。
　　最终，法院认定王某及
其经营公司的行为共同侵
害了王某原来所在公司的
商业秘密，判决停止侵
权行为，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并赔偿损
失350万元及合理开
支5万元。

冒名顶替，违背诚信不可取

　　“实践中，有的企业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并
未明确自身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在商业秘密无
法限定的情况下，仅采取单一、笼统的保密措施，这样
就给商业秘密维权带来较大风险。”董林明说。
　　在另一起涉及商业秘密被侵犯的案件中，原告某商贸
公司诉称，其与周某自2017年8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存在劳
动合同关系，周某担任公司销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
有明确约定“竞业禁止”条款，客户资料、进货渠道、公司
成本等均属于商业秘密，周某必须遵守保密规定，未经同意，
不得对外透露。周某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不得自营或者到与商贸公司经营同类产
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
　　2019年10月，周某从商贸公司离职。后商贸公司发现，周某及其配偶于2006年
共同成立某销售公司，周某离职后向该销售公司提供在商贸公司任职期间获得的客
户信息。于是商贸公司将周某和销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
45000元。
　　法官审理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
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
商业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
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
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中，原告商贸公司想要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经营信
息范围并不明确，被告销售公司成立在周某入职商贸公司前，而且原告
商贸公司的保密措施仅有劳动合同中“竞业禁止、保密”条款。综合
考虑以上因素，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保密协议太笼统，泄密风险大增

　　“司法实践中，由于一些员工(包括离职员工)有充足
的机会及便利条件接触和获取企业商业秘密，故跳槽员工

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侵权纠纷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中占
有较大比重。”董林明说。

　　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呢？
  董林明告诉记者：“法院在判定员工是否侵害企业商业秘

密时，遵循‘构成商业秘密+接触可能性+实质性相同-合法来
源’的认定规则。侵害商业秘密的手段，多集中在以盗窃、贿赂、

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对于‘不正
当手段获取’的认定，某些领域的行业规范至关重要。如果未按照行

业规范正当经营，而是以不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要承担停
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商业秘密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是维持企业竞
争优势、促进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审理过多起涉企业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法官刘义军建议，企业经营者应

该依法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设定商业秘密等级，明确规定不同级别、
不同岗位员工接触相应等级商业秘密的范围和权限，在企业涉密载体上

附加保密标识；全流程强化内部商业秘密保护
措施，在劳动合同中与员工明确约定保密条

款，对新入职员工进行保密制度教育，
与离职员工进行工作交接时，逐项明
确涉密文件资料的交接情况等。他也
同时对员工一方提出建议——— 无论是

在职时、离职时还是离职后，都应
当 遵 守 法 定 和 约 定 的 保 密

义务。

侵犯商业秘密要担责

 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者保守用人单
位的商业秘密的规定。

 噪第二十三条【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
事项。

  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
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

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
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

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噪第二十四条【竞业限制的范围和期限】竞业限制的人

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
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
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
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

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
限，不得超过二年。

  第九十条【劳动者的赔偿责任】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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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掌
握公司关键信息
后另起炉灶，设立同类
型公司，成为“老东家”的竞争
对手；销售人员离职后又入职同行业公
司，前公司以竞业限制为由起诉其侵权……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选择与劳动者签订保
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来保护本单位商业秘密。
然而，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起诉劳动者跳槽后
违反劳动合同保密或竞业限制义务的劳动争议案
件也时有发生。那么，合理的人才流动和员工侵

犯商业秘密如何区别？劳动者离职后，什
么秘密该坚守？什么秘密能转化为

自己的工作经验再择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