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 月， 漕河泾开发区一家品牌

裁床公司向徐汇警方报案， 称发现外省

有两家企业，打着“与该品牌公司裁床功

能水准完全一致”的旗号，对外销售号称

自行研发制造的自动裁床设备， 对公司

的日常经营产生了极大影响， 造成了上

亿元的经济损失。

“我们在市场上接到客户的反馈，说

有其他的供应商提供我们公司的裁床，

我们就很惊讶，因为我们的裁床是独家经

营的，没有授权其他公司去生产。 ” 报案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徐汇公安分局经侦支队随即对此开

展立案侦查。 经过外围调查发现，涉嫌侵

权的两名企业大股东之前均担任被侵权

公司的维保工程师。

原来， 公司的维保工程师在离职以

后，一直在为客户做维保服务，后为谋取

更大利益，盗取了原公司裁床软件操作系

统和主板，再通过零配件供应商，组装出

成品对外出售。

在初步掌握了两家侵权公司涉嫌犯

罪的证据后，2023 年 4 月 19 日， 徐汇警

方组织警力分赴外省开展抓捕，将张某、

唐某、周某等 8 名相关人员抓获，并由权

威鉴定部门从两家公司厂房内当场提取

其生产的自动裁床样机各一台。 7 月 13

日，侦查员根据案件最新调查进展，又抓

获了涉案技术人员吕某。

经查，截至案发时，两家涉案公司已

分别生产销售侵犯商业秘密产品累计达

1 亿余元与 300 余万元。 目前， 张某、唐

某、周某、曾某等 9 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近年来， 徐汇区通过多部门通力合

作，高效办理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力的案

件，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今年，徐汇区再次跨前一步，打造了“行刑

衔接”2.0 版。 区公安分局与区市场监管

局等多部门开展更紧密的协作。

此案涉及的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的一

部分， 作为上海市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建设

区，今年，徐汇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

公安分局、市场监管局和文旅局共同签署了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五方合作协议》，建立了

案件办理的信息共享、执法协同、案件线索

的移送和反向移送的机制。 同时，在长三角

地区也构建了知识产权协同执法的工作机

制，和苏州、杭州、宁波等地开展了执法协

同，参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协作，并

构建了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

保护的工作格局。 在已建立人才培养交流

机制、 知识产权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

基础上，今后各部门将凝聚知识产权保护的

整体合力，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闭环体系，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营商环境。

涉案金额超 1 亿元

工程师离职后“另起炉灶”却涉嫌侵犯商业秘密

记者 吴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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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从事品牌裁床维保的工程师辞职后， 为了谋取更大

利益，竟然走上了侵权犯罪的道路。 近日，徐汇警方在接到辖

区企业举报后，破获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抓获嫌疑人 9 名，

涉案金额超过 1 亿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记者 26 日从最

高人民检察院 获 悉 ，

2023 年 1 月至 6 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9400

余人，不捕 2 万余人，不

捕率为 67.9%。 同期，对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

逮捕 2.3万人。

据介绍， 检察机关

坚持依法惩戒和精准帮

教相结合， 最大限度教

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2023 年 1 月至 6 月，检

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作附条件不起诉

1.4 万人，促推专门学校

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

有效矫治教育罪错未成

年人。

在未成年人综合司

法保护方面， 检察机关

积极参与校园安全专项

整治，2023 年 1 月至 6

月， 共起诉校园暴力和

欺凌犯罪 120 余人，同

比下降 62.4%。针对网络

游戏、旅馆入住、烟酒销售等未成年人

保护重点领域，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6800 余件。

针对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家

庭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 检察机关持

续加强关爱救助工作，2023 年 1 月至

6 月， 共实际救助未成年人 6000 余

人，发放救助金 5000 余万元，有效助

其尽快摆脱阴影、走出困境，回归正常

的学习和生活状态。

此外，2023 年 1 月至 6 月， 检察

机关通过帮教回访、心理疏导、家庭教

育指导等形式对不批捕、不起诉、被判

处刑罚、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

处罚等未成年人开展特殊预防 2500

余次，开展法治巡讲 8800 余次。

最

高

检

：

最

大

限

度

挽

救

涉

罪

未

成

年

人

记

者

冯

家

顺

“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专项行动查处一批典型案例

近期，国家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优

化营商网络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

项行动，部署指导地方网信办积极受理处

置涉企业、企业家的不法信息，督促微信、

微博、抖音等网站平台快速核查处置涉企

投诉举报。 截至目前，重点网站平台清理

涉企虚假不实等信息 8.6 万余条，依法依

约处置账号 8425 个。

1.�坚决查处恶意集纳炒作企业负面

信息、谋求非法利益问题。 部分账号恶意

集纳企业过往负面信息，有的非法从事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以发新闻稿为由谋求

商业合作，有的发布涉企负面信息后以删

帖、消除影响为由索要财物。 对此，网信

部门高度重视，鼓励支持受害企业提供线

索、反映情况，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针对“全球电动车联盟”“电动车联盟网”

“电动车 717”“铑枪”“铑枪财经” 等账号

持续发布并集纳电动车企业、金融机构等

负面信息，要挟相关企业与其开展高额商

业合作的问题，网信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对涉及的账号均予以关闭，并将部分账号

主体纳入平台黑名单。

2. 严厉打击散布涉企虚假不实信息

问题。 部分账号持续捏造事实、传播不实

报道、恶意将行业负面信息与业内某一企

业进行关联炒作，或以“爱国”为幌子编造

涉企谣言信息。 对此，指导督促网站平台

严格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健全信

息内容审核机制， 加强信息内容审核把

关，严防账号蹭热点、造谣传谣等恶意传

播行为。 查处“拉上窗帘”“网易航空”“基

建不倒翁”“谭祖亮科技”“彧蔚”等账号捏

造、传播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攻击国

产大飞机 C919 等违规行为，以及“新铁

流”“铁君”“后视镜里 de 未来”“航空微

读”等账号蹭炒涉企热点事件、传播涉企

不实信息的问题。 对涉及的账号，采取禁

言、关闭等处置措施。

3.� 集中查处假冒仿冒他人企业名称

等问题。 部分账号在名称、头像、简介等信

息中， 违规使用与他人企业相同或相似的

名称标识或知名企业家姓名肖像， 极易误

导公众，侵犯相关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

对此，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互联网用户

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强化名称、头像等账

号信息审核，加大排查和整治力度，集中

处置假冒仿冒“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

烟草”“中国化工”“华润集团”“中国船舶”

“国家电网”“交大家教” 等账号 2800 余

个，集中处置假冒仿冒企业内设部门“瑞

幸咖啡加盟部”“小天鹅美的洗衣机直营

部”“广交会预定部”等账号 750 个，以及

盗用知名企业家肖像注册的账号 530个。

4.� 全面整治虚构企业家私生活话

题、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问题。 部分账号

为博眼球、赚粉丝、吸流量，热衷炒作所谓

企业家的情感经历、婚姻故事、家庭成员

和个人健康等话题，严重侵犯企业家个人

隐私。对此，要求网站平台加强巡查力度，

集中整治涉企业家个人隐私的话题，并清

理相关信息。 重点查处“嘉美化妆”“霍小

兵”“土豆丝”等账号持续炒作企业家婚姻

史、家庭成员信息等行为，以及虚构企业

家私生活话题、 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的

“铸帝”“逛街小蘑菇”等账号。 此外，对散

布可开展负面舆情公关、有偿删帖等涉企

网络黑公关、黑灰产信息的“明明不明事

理”“我爱吃玉竹”等一批账号予以关闭。

5.� 集中处置传播带有地域歧视、人

群歧视等标签式、污名化信息的问题。 部

分账号蹭炒热点事件，关联炒作、泛化抹

黑某一地区的企业， 带有明显的地域歧

视， 给相关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对此，指

导督促网站平台集中处置“随意文章”“创

业邦”“健识局”等一批散布地域歧视的账

号及其相关信息，并发布社区公告，明确

要求不得发布传播带有“XX 系”“XX 人”

等标签式、污名化信息，同时举一反三对

存量信息进行自查自纠。

下一步，国家网信办将持续聚焦网上

破坏网络营商环境的各类问题，进一步加

强涉企信息举报受理，督促网站平台拓宽

举报受理渠道，强化问题网站平台和账号

管理，为企业聚精会神干事业、心无旁骛

谋发展营造良好的网络营商环境。

（来源： 网信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