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办理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1 

 
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是指在人民法院应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申请而采取临时措施之

后，因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2通常来讲，知识产权临时措

施主要包括：责令停止有关行为（行为保全）、财产保全、证据保全。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在证

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

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

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因情况紧急，在证据

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

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

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

保全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

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

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

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

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

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

定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

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

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

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

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利

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

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

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

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

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

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

执行。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

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

除保全。” 

上述都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保全、行 

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相关规定。对于申请知识

产权临时措施，在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和最高人民

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规定。 

例如：我国《专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专 

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

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

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

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

施。……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

的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

除该措施。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

人因停止有关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第六十七条第一

款：“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我国《商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商标注册

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

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

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

依法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

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第六十六条：“为制止侵权

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在起诉前向人

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著

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

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

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

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为

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

的情况下，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

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但知识产权权利人因申请上述临时措施导致

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权利人给予赔偿，也可以在权利人

提起的侵权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由人民法院

一并处理。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



 

 

 

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

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都有明确规定。 

针对除在专利、商标、著作权以外的知识产权

侵权诉讼中因申请临时措施而导致被申请人损害的，

也可以参照适用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由被

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当然，

根据《民事诉讼法》对临时措施制度设置的考虑，

临时措施并不局限于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使用，

还可以扩大至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及竞争

纠纷和反垄断纠纷等案件。 

另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因申请海关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而造成他人损害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也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

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

留侵权嫌疑货物后，海关不能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

疑货物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人民

法院判定不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知

识产权权利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针

对“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此三

级案由项下又列举了 5 类常见的因申请临时措施而

产生的损害责任纠纷作为第四级案由，即（1）因申

请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损害责任纠纷；（2）因申请

诉前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责任纠纷；（3）
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著作权损害责任纠纷；（4）因

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损害责任纠纷；（5）
因申请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损害责任纠纷。当然，

对于上述第四级案由中未列明的因针对其他类型知

识产权申请临时措施而造成的损害责任纠纷，可以

统一暂时适用第三级案由。 

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呈现多发态势，在知识

产权纠纷案件中，原告常常提出临时措施申请，以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不

当，导致损害责任纠纷也随之产生，原告常常因申

请临时措施错误而成为被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律师在代理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

纠纷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

管辖 
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的地

域管辖，可以是对该损害责任纠纷有管辖权的法院，

也可以在法院裁定采取知识产权临时措施后知识产

权权利人提起相应侵权诉讼的审理法院。因申请知

识产权临时措施继而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属于因侵

权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是侵权行为地法院

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此处的“侵权行为地”可以

理解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临时措施的行为所在地。 
 

二、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

诉讼时效起算点 
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自原告（被申请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关于诉讼时效的

起算时间，笔者认为，申请人败诉导致临时措施申

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害的，被申请人只有在案

件审理结束后，收到终审判决、裁定时才会知道或

应当知道。被申请人由此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的诉

讼时效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此前侵权诉讼终审判

决或裁定的结果时起算，而不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

采取临时措施时起算。 
 

三、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的承担不以

主观恶意为前提 
无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是知识产权各

专门法，亦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

涉及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损害责任承担时，均

不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存在主观恶意。司法实践中，

只要有证据证明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临时措施存在

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目前，我国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均未

对申请临时措施错误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笔

者认为，申请临时措施错误的情形主要有申请保全

对象错误，如申请保全的是案外人的财产或证据，

申请保全的财产金额超过其诉请金额，申请保全的

证据并非涉案侵权证据等。如果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没有获得法院支持或因权利基础不存在而撤诉或败

诉，则关于临时措施的申请也应认定为有错误，这

符合该项制度设立的本意。所以，申请人在申请知

识产权临时措施时，应当对案件的诉讼结果有基本



 

 

 

的判断并应对申请错误造成的后果有所预见。 
 

四、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造成损害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

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

“人民法院确定担保范围时，应当考虑责令停止有

关行为所涉及产品的销售收入，以及合理的仓储、

保管等费用；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

失，以及人员工资等合理费用支出；其他因素。”当

然，该条款并非针对申请临时措施造成损害的赔偿

范围，只是法院在确定申请人应当提供的担保范围，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旦申请错误导致被申请人损

失时，申请人应当给予赔偿的大致范围。 

笔者认为，因申请知识产权临时措施造成损害

的赔偿范围，主要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

对于直接损失来说，主要是指因临时措施造成的直

接损害，例如产品销售利润、合理的仓储、保管费

用、人员工资支出、保全金额的贷款利息与存款利

息差额等。对于预期可得利益，主要是指具有一定

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收益，即在正常情况下，当

事人能够预见，并且可以期待而必然得到的利益，

只是由于侵害行为的发生，才使这些利益没有得到。

当然，要证明符合预期可得利益的条件，是比较困

难的，司法实践中，这部分损失能够获得法院支持

的几率较低，需要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注意收集

相关证据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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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等同于法律意见，如需专项法律意见请咨询我公司专业顾问和律师。我公司电子邮箱为：

ltbj@lungtin.com，该电子邮箱也可在我公司网站 www.lungtin.com 找到。 

如需更详细的信息，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王小兵：执行主任、合伙人、律师、专利代理人：ltbj@lung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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