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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 

正文 

 

第一条 为加强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下简称双方）的协作与配合，严厉打击侵犯商标专

用权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根据《刑法》、《商标法》、《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双方加强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工作的衔接配合，包括通报重大涉嫌犯罪线索和会商

打击策略，依法移送和接受涉嫌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案件，相互通报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活动的

情报信息，共同开展保护商标专用权领域的宣传和国际交流等事项。  

   

第三条 双方在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工作中的衔接配合，由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和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商标管理部门归口管理。  

   

第四条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以下简称经侦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

以及各省级、地市级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商标管理部门应建立打击侵犯商标专

用权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查处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

案件部门的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县级公安机关应与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建立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衔接配合机制，并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形式和参加单位。  

   

第五条 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由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轮流召集，轮值方负责会议的组织

和筹备工作。如遇重大、紧急情况或需联合部署重要工作，可召开临时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衔接配合工作情况，制定工作措施和计划，研究重大案件的办理工作，交

流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工作的情报信息。各级联席会议决定的有关事项，应报送双方上级主管机

关。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重大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线索，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公

安机关。  

  公安机关对于在工作中发现的商标侵权违法案件线索，应及时通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向公安机关通报案件线索时，应当附有下列材料：  

  （一）案件（线索）通报函；  

  （二）侵权物品的商标、标识等材料；  

  （三）商标注册证等有关证据、文件的复印件；  

  （四）其他有关材料。  

   

第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依法对所通报的案件线索

进行审查，并可商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认为有犯罪事实，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决

定立案，书面通知通报线索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应由权利

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通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于有必要和有条件

进行侦查经营的，公安机关可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同商定工作方案，部署查处工作。  



      

 
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接受公安机关通报的违法案件线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依法对所通报的案

件线索进行审查，认为存在商标侵权等违法事实的，依法决定立案，书面通知通报线索的公安机关；认为

不存在商标侵权等违法事实的，不予立案并书面通知通报线索的公安机关。  

   

第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立案查处商标案件过程中，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依照国务院《行政

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移送案件，原则上应一案一送。如果拟移送的案件数量较多，或案情复杂、案件性

质难以把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与公安机关进行讨论、会商。决定移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制作《涉

嫌犯罪案件移送书》，连同有关材料汇总移送公安机关。  

   

第十条 对于工作中发现的重大案件线索，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召开临时联席会议，必

要时邀请其他执法机关代表参加，共同会商、研究案情和决定打击对策，开展联合打击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接到重大案件线索举报，或者在执法现场查获重大案件，认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立

即通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派员到场，共同研究查处工作。双方认为符合移交条件的，应当立即交由

公安机关处理。  

  联合打击工作应以“精确打击”和“全程打击”为方针，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查明涉及的生产、销

售以及制造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等各个环节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摧毁整个犯罪网络。  

  “重大案件”是指社会危害巨大、社会反映强烈、涉案价值较大、涉及跨国跨境犯罪团伙或其他双方

认为应联合打击的案件。  

   

第十一条 在公安机关决定立案通知书送达后 3 日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向公安机关办理有关侵

权货物的移交手续，并将货物移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要求到场查验有关货物或收集必要的货物样品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予以积极协助。  

  公安机关不能及时接收移交货物的，经协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可依照《商标法》第五十三条之规

定处理。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就有关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问题需要咨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意见的，应当向同

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书面提出认定要求，并应附送侵权嫌疑货物的照片、文字说明等材料。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应当在收到函件后 15 个工作日内答复，案情复杂的除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认定意见仅作为公安

机关办案的参考。  

  对于案情重大、复杂，就有关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问题需要咨询商标局意见的，地方公安机关应当

先将有关情况上报经侦局，由经侦局向商标局征求意见。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在办理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可以就商标专用权存续状况向所在

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书面查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收到函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公安

机关根据需要可以商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派人协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双方对工作中发现的有关侵犯商标权犯罪活动的重要情报，应随时相互通报。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发现有关人员和单位屡次从事假冒商标活动，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同级公安

机关。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执法过程中加强相互支持协助，并可根据实际需要，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共同开展专项行动。  

  双方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共同组织开展培训、宣传、表彰等活动。在国际执法合作中要密切配合，

共同参与有关国际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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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经侦局、商标局对双方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联合监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

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本辖区内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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