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營業秘密法規簡介 

法國於 2018 年 7 月通過實施歐盟 2016 年營業秘密指

令(Trade Secrets Directive)，並於同年 7 月 31 日公布，8

月 1 日施行，其係於法國商法典(Code de commerce)第一

部下增訂第五編，共 20 個條文，根據 WIPO 資料庫，最後

修正於 2018 年 9 月 22 日，摘要如下： 

一、 營業秘密之定義(§151-1) 

營業秘密係指符合下列三要件之資訊： 

(1) 對於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並非可輕易取得或廣泛  

   所知者； 

(2) 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3) 採取合理保密措施。 

此定義與我國營業秘密法相同。 

二、 侵害行為與例外 

(1) 侵害行為(§151-4〜§151-6) 

法國此次引入營業秘密相關規定，僅有民事責任之

規定(§152-1)，並無規範刑事責任。未經權利人同意，

而取得、使用及洩露營業秘密者，為侵害營業秘密之行

為。以下簡述侵害行為之態樣： 

1. 未經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同意，以下列行為取得營業秘

密者，為非法取得：(§151-4) 

A. 未經授權，存取、盜用或重製任何存有或可推斷



出營業秘密之文件、物體、材料、物質或電子檔

案。 

B. 其他任何在上述情形下，認係違背誠信商業慣例

之行為。 

2. 未經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同意，使用或洩露依§151-4

非法取得之營業秘密者，為非法行為，違反保密約定

或逾越權限使用營業秘密者，亦同。(§151-5) 

3. 知悉或可得而知非法使用營業秘密，而生產、提供或

上市，以及為這些目的之進口、出口或倉儲因非法使

用營業秘密而生之侵權產品。(§151-5) 

4. 取得、使用或洩露營業秘密時，知悉或可得而知該營

業秘密係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他人非法使用或揭露營

業秘密。(§151-6) 

(2) 侵害行為之例外(§151-7〜§151-9) 

取得、使用及洩露營業秘密，係因下列情形之一者，

非屬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 

1. 基於歐盟法、國際條約或協定，或國內法上之要求或

授權，尤其是司法或行政機關執行偵查、監理、職權

或制裁之公權力。(§151-7) 

2. 基於執行表達與溝通自由之權利，包括新聞自由和資

訊自由；基於揭露不法、企業透明化、反貪腐、現代

化經濟；以及維護歐盟法及國內法認定之正當合法利

益(公共秩序、安全及健康)。(§151-8) 



3. 基於勞工知與諮商之權利，合法正當必要行使權利之

揭露。(§151-9) 

三、 救濟措施 

營業秘密遭受侵害時，民事或商業法庭得核發禁制

令，受侵害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為侵害行

為發生後 5 年內(§152-2)。摘陳如下： 

(1) 禁制令(§152-3〜§152-4) 

營業秘密受侵害人得請求法院核發禁制令，排除或

防止營業秘密之侵害，禁制措可包括： 

1. 禁止使用或揭露營業秘密行為之持續或施行。 

2. 禁止因侵害營業秘密所生產品之生產、提供、販售

或使用，或基於上述目的之進口、出口或倉儲行為

等。 

3. 強制銷毀全部或部分的文件、物品、材料、成分或

包含(或可推斷的)營業秘密的電子檔案等。 

(2) 損害賠償(§152-6) 

1. 有關損害賠償之金額估算，第 152-6 條提供以下三

種評估基準： 

          A. 侵害營業秘密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B. 精神上的損害(moral prejudice)。 

C. 侵權者獲取之利益，包含具智慧上、物質上

及宣傳上投資之節省。 



2. 法院亦得依受害人之請求，核定等同於授權使用營

業秘密之價額，但此包含在精神損失之賠償中。 

四、 其他特殊規定 

(1) 第 152-7 條規定法院得命將非法取得、使用或揭露

營業秘密之情事，公開於報紙或媒體網路。 

(2) 為避免濫用或推遲程序，第 152-8 條規定了民事罰

金，罰金的金額為損害賠償額的 20%，或最高不得

超過 60,000 歐元。 

(3) 訴訟期間保密義務: 

第 153-1 條規定法官可自行或依據訴訟方(或第三

方)的請求，決定審判之證據由法院單獨檢視或限制其

公開僅限於特定部分或人士，法院並得決定辯論不公

開，任何可接觸含有或可能含有營業秘密文件之人，

訴訟期間均負有保密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