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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带来了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的显著挑战。本研究揭示了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经营中可能遇到的文化敏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

复杂性。研究指出，尊重文化差异、深入理解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的复杂性，以及在设计创新与保护原创

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对于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应对这些挑战，研究建议加强国际
合作、利用先进技术增强保护效率，以及完善电子商务平台的自我监管机制。此项研究旨在为构建健康、

公平的全球电子商务环境提供策略建议，确保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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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as an important force driv-
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also brough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the pro-
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case studies,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plagi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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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panish fast fashion giant Zara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ultural sensitivi-
ties and complexit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a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ay en-
counter in their global operation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respec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un-
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ies of international IP law, and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design innova-
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originality are essential for IP protection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recommends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protection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the self-regulatory mechan-
ism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building a healthy and fair global e-commerce environment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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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带来了新的贸易模式——电子商务，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应用和深入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也实现了持续发展[1]。它为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扩展机会，同时

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为丰富和便捷的购物体验。然而，这种商务模式的全球化和虚拟化特征，也给知识

产权的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日益增多，不仅损害了权

利人的合法利益，也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成为国际贸易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面对跨境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侵权的复杂性，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存在差异，我国在文化产业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存在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暴露出我国法律层面工作的

不足[2]。互联网环境下的传统保护机制受到质疑，急需审视和改进现有法律框架。本文旨在探讨跨境电

子商务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责任与保护措施，分析国际间处理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与做法，评估

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并提出改进方案，以增强知识产权在跨境电子商务中的保护效果。 

2. 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对外国品牌开放度的增加，西班牙快时尚巨头 Zara 迅速抓住机遇，成为在华高度成功的外

国时尚品牌之一。然而，这一成功并非没有挑战。2018 年 3 月，Zara 的设计被指控“抄袭”中国品牌 SMTHOME
的旗袍，此事件成为了 Zara 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个转折点，揭示了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经营中可能遇到的文

化敏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重挑战。在更深入地探讨“美国 Zara 在中国的‘抄袭’事件”中的侵权问题核

心时，我们需要关注几个关键方面：文化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的复杂性。1 

2.1. 文化差异与尊重 

该事件核心之一是文化差异的理解与尊重问题。文化差异和尊重的问题触及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

矛盾：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创意灵感源泉；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

文化挪用的风险，尤其是当商业行为涉及到对特定文化符号和传统的使用时。Zara 案例中的争议反映了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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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市场上运营的企业可能会因对目标市场的文化缺乏深刻理解而陷入困境。在全球化经营的过程

中，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企业具备更高层次的文化敏感性和理解能力，这不仅涉及对传统符号的

表面认识，还包括对其背后深层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 

2.2. 知识产权法律的复杂性 

在全球化经济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法律体系和多元的地方法律规范。企业在全球

范围内运营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在不同法域的法律体系中找到共通点，同时又要尊重每个国家或

地区特有的法律要求。例如，版权保护期限、专利申请的要求及商标注册的标准等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显

著差异。Zara 的案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法律对传统文化符号保护的特殊规定，从而触发了法律争议。

这种全球与地方法律的冲突和融合，要求企业不仅要有全球视野，还需具备针对性的地方知识，以确保

全球业务的合规性。 
即便是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框架下，跨国法律的执行仍然充满挑战。不同国家的司法体系和

执行力度存在差异，导致即便成功主张知识产权保护权利，也可能面临执行难题。跨国诉讼通常涉及复

杂的法律程序和高昂的成本，对许多企业来说是一大负担。此外，跨国诉讼还可能涉及到文化和语言障

碍，增加了沟通和解决争端的难度。这要求企业在制定全球知识产权战略时，不仅要考虑法律风险，还

需考虑到跨国执行的实际可行性和成本效益。 

3. 跨境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侵权的现状 

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选择范围，同时也增加了知识产权

侵权的风险。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中，知识产权侵权的普遍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仿冒商品问题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尤为突出。这些仿冒商品通常模仿知名品牌的产品，从外观到

包装都力求与正品相似，但其价格却远低于正品。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这些仿冒商品，不仅损

害了正品品牌的商业利益，也可能对消费者自身的权益造成伤害。 
版权侵权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也十分常见。未经授权的音乐、电影、软件、电子书等数字产品的

销售非常普遍，这种行为侵犯了原创者的版权，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创作动力。 
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类型多样化，但容易引起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还有商标侵权[3]。商标

侵权在跨境电子商务中也十分普遍，包括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注册相似商标以混淆消费者等行

为。这不仅侵犯了商标所有者的权利，也误导了消费者，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专利侵权问题涉及到未经许可制造、使用、销售或进口他人专利保护产品或技术的行为。在跨境电

子商务中，由于监管的难度大，专利侵权行为更加难以被发现和制止。欧美等国家对于产品专利的法律

保护问题比较重视，对本国的产品专利保护力度大、法律政策完善。所以出口企业在与欧美等国家进行

跨境贸易时要特别注意所售商品是否侵犯专利权的问题[4]。 
由于跨境电子商务的特性，涉及到多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标准使得知识产权保护面临

挑战。当侵权行为发生时，责任主体的界定、法律适用、赔偿标准等问题复杂多变，使得权利人难以有

效维权。第六，跨境电子商务的跨国特性，加之互联网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得监管机构难以有效监控

和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正在加强合作，提高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4. 跨境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侵权的特点 

4.1. 匿名性 

互联网的匿名性，作为双刃剑，对知识产权保护构成了复杂挑战。一方面，这种匿名性为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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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遮蔽层，侵权者可以轻易地伪造身份、利用代理服务器隐藏其网络行踪，或通过技术手段掩

盖其真实的物理位置。这不仅降低了侵权活动的风险，使其在网络空间中肆无忌惮地蔓延，也极大地提

高了权利人在追踪和识别侵权者、进而追究其法律责任时的难度。侵权者可以在匿名的掩护下，不断地

复制和分发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侵犯他人的商标、专利权利，而不易被发现和制止。

另一方面，针对这一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通过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协调法律法规，

以及合作进行跨境执法活动。这样的国际合作能够促进各国监管机构和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信息流通，

增强对侵权行为的追踪和打击能力。同时，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可以提高识别侵权

者身份和追踪其行为的效率和准确性。这些技术不仅能够帮助分析和追踪数据流动，还可以揭示隐藏在

复杂网络操作背后的真实身份。此外，对于电子商务平台而言，建立严格的实名认证机制和商品来源审

查制度至关重要。通过要求用户进行实名注册，验证卖家的身份和商品的合法来源，可以有效减少平台

上的匿名交易和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平台的信誉和消费者的信任度，也为侵权行为

的追踪和取证提供了可能。同时，电子商务平台应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和权利人，建立

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现侵权行为，能够迅速采取措施，如下架侵权商品、封禁违规账号，以此减少侵

权行为对权利人和消费者的伤害。 

4.2. 跨国界性 

跨国界性的特点在于侵权行为的跨境特性，这意味着涉及的每个案件可能触及多个国家或地区，其

中每个参与国都拥有独立且可能差异巨大的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规范。这种法律体系的多样性为全

球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显著的挑战。具体来说，某一国家可能拥有较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而另

一国家的相关法律则可能较为宽松，甚至缺乏必要的法律框架来提供等效的保护。这种差异不仅为权利

人制定全球化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带来了复杂性，也使得跨境打击侵权行为、追求法律赔偿变得更加困

难和成本高昂。法律制度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侵权行为难以追究，赔偿难以执行，从而削弱了对知识产权

的全球性保护效力。 

4.3. 跨国诉讼的成本和复杂性 

跨国诉讼的成本和复杂性构成了知识产权权利人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涉及法律环境的多

元性和不确定性，还包括诉讼过程中需承担的高昂费用、长期的时间投入以及程序上的复杂度。由于跨

境电子商务出口公司以中小企业居多，大多企业不具备律师团队和专门的法律顾问，并且由于诉讼费用

高昂，因此这些企业一旦遭遇侵权的控诉和惩罚往往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要么被动接受处理决定，要

么由于无力承担高额的诉讼费用而放弃权利[5]。具体来说，跨国诉讼往往需要权利人聘请多国法律专家，

以确保对各国法律体系的充分理解和正确应用，同时还需应对翻译、文档准备、法律服务等多方面的费

用。此外，不同国家的法院系统在效率和处理速度上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权利人长时间等待判决，这期

间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经济损失和市场机会成本。 
鉴于跨国诉讼的这些困难和挑战，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成

为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选择。国际仲裁作为 ADR 机制中的一种，以其相对私密、灵活和专业的特点，被

许多权利人视为解决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的有效途径。国际仲裁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在一个中立的地点

由专业的仲裁员按照双方选择的法律进行裁决，能够显著减少语言和法律体系的障碍，同时仲裁裁决具

有国际广泛的执行力，为权利人提供了一个高效、可靠的纠纷解决方案。 
此外，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也是解决跨国知识产权纠纷的一个可行途径。许多大

型电子商务平台都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序和争议解决机制，允许权利人通过平台内部渠道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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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提交侵权投诉。这些机制通常设计有简化的投诉流程和快速反应措施，能够在短时间内移除侵权

内容或商品，从而为权利人提供一种成本较低、响应速度快的纠纷解决途径。 
针对跨境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侵权的这些特点，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技术、教育和国际合作等多种

手段，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解决策略，以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健康公平的市场环境。 

5. 跨境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责任 

5.1. 国际法律框架下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   

国际法律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是全球性努力的成果，旨在促进和保护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和创

造性劳动。通过多个国际条约和协议，这一框架为权利人提供了一套综合性的保护措施，确保其创作不

仅得到国内，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和保护。以下是几个关键国际文档及其对知识产权保护原则的贡献和

影响： 
《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关键国际协议。伯尔尼公约的一个核

心原则是作品自创作之时即受保护，无需进行任何形式的注册。这一原则简化了保护过程，使得创作者

能够自动享受到跨国界的版权保护，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作品的国际流通和分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这一条约针对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

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强化了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版权保护。通过适应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WCT 确保了版权法能够有效应对新兴技术挑战，保护创作在数字环境中的权益。 
《万国专利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PCT 简化了在多国申请专利保护的过程，通过提

交一份国际申请，创新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专利保护。这不仅为创新者提供了一种高效的专利申请

渠道，还加速了技术的全球传播和应用。 
《马德里协定》和《马德里议定书》：这两项协议为商标所有者提供了一种便捷的国际注册机制，

允许他们通过一项国际注册，在多个成员国/地区中寻求商标保护。这一体系简化了跨国商标保护的流程，

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建立和维护品牌识别度。 
《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TRIPS Agreement)：作为 WTO 框架下最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IPS

协议为成员国设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覆盖了版权、商标、地理标志、工业设计、专利等多个

领域。TRIPS 协议的实施促进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统一，为创新和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坚实的国际

法律保障。 
这些国际协议和条约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相互支持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仅为创作者和创新

者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护，也为全球文化和技术创新的繁荣做出了贡献。通过持续的国际合作和法律框

架的进一步完善，可以预期这一体系将继续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5.2. 不同国家/地区在跨境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责任规定 

由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各国的法律法规又不尽一致，导致跨境电子商务买

卖双方的国家在监管方面存在着一定困难[6]。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侵权认定的标准、赔偿机制的设计以

及处罚措施的实施等方面，反映了各自的法律文化、市场环境和政策取向。 
在美国，针对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制定了《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该法律为

在线服务提供者引入了“安全港”条款，旨在减轻服务提供者因用户上传内容导致的法律责任。通过明

确版权所有者的通知和反通知程序，DMCA 建立了一套处理在线侵权的有效机制，既保护了版权所有者

的利益，也为网络平台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空间。 
欧盟的处理方式则侧重于建立一套较为全面的法律框架。《电子商务指令》为在线平台和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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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定义了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限制，目的在于平衡创新与版权保护的关系。此外，欧盟通过《版权

指令》和《信息社会指令》等法律文档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推动

电子商务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跨境数据流动与个人隐私保护，旨在建立一个安全、透明的电商环境。 
相比之下，中国在应对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通过《电子商务法》《版权法》和

《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了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管理，明确要求这些平台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处于信息相对劣势的一方，因而《电子商务法》多从增加强

化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责任的视角规定了二者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而电子商务

平台的消费者和一般民事交易行为中的消费者一样，都要承担维护公序良俗的责任、自觉抵制假冒伪劣

商品的责任、投诉举报的责任以及依法维权的责任等[7]。中国法律还规定了一套快速反应机制，要求电

子商务平台在接到侵权投诉后，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如删除侵权内容或商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不同国家/地区在处理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措施，但

共同的目标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6. 跨境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改进措施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然而，这种增长同时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显著挑战。因此，这些挑战不仅涉及法

律和监管的不一致性，还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侵权手段，以及国际合作在实际执行中的困难。鉴于

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性改进措施，旨在通过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平台自律等手段加强跨境电子

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6.1. 国际法律标准的统一 

面对跨国界的电子商务活动，建立和维护一个统一的国际法律标准变得尤为重要。因此，通过国际

社会的共同努力，更新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如《伯尔尼公约》和《TRIPS 协议》，可

以为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通过国际组织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机

制，促进知识产权信息共享、执法协作和争端解决，将为国际社会应对知识产权侵权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例如，国际组织可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数据库，汇集各成员国的版权和专利信息，便于全

球范围内的快速查询和比对。同时，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可以建立一个全球争端解决机制，为知识产权

争议提供快速、高效和专业的解决途径。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数据库是提升国际知识产权管理效

率的关键举措。这个数据库将汇集各成员国的版权、专利、商标以及设计等信息，形成一个全面、更新

及时的全球知识产权资源库。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查询和比对的工具，便于追踪和识别潜在的侵权行为，

还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工具，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了解全球知识产权发展趋势和模式。 
此外，该数据库可以集成先进的搜索和分析工具，比如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大数据进行分析，以识

别侵权风险和模式，为政策制定和执法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这个数据库也可以为企业提供关键的市场

和法律信息，帮助他们规避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优化他们的创新和商业策略。 

6.2. 技术创新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 

技术创新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和智能合约功能，

提供了一种高效且可靠的方法来进行版权登记和追踪，同时简化版权交易和许可流程。此外，人工智能

技术，尤其是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已被广泛应用于自动检测网络上的侵权内容，极大提高了侵权

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物联网技术在产品的追踪和验证方面的应用，为防止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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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而大数据分析的运用则为市场监测和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数

据支持。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侵权检测的效率和精度，还改善了版权管理、数据安全、市场监测等

多个方面，为构建一个更加全面、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6.3.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自我监管机制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自我监管机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同样至关重要[8]。这包括建立细致的版权

入驻审核制度，确保商家背景和商品符合知识产权法律要求。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实时监测及

自动化侵权检测系统，平台可以快速识别并应对侵权行为。有效的投诉和申诉流程对于保障权利人和消

费者权益至关重要，确保对侵权投诉进行及时、公正的处理。平台还需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积极合作，共

享信息，共同监控和打击侵权行为。此外，提升消费者对知识产权的意识也是重要一环，通过教育和宣

传帮助消费者识别并避免购买侵权商品。定期的内部审计和合规评估也是必不可少，以确保平台的操作

持续符合最新的法律标准和行业最佳实践。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一个有效的自我监管体系，旨在保护知识

产权，同时营造一个健康、公平的电子商务环境。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和完善平台自律机制等多方面的努力，可以有效加强跨境电子商

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一个更加健康、公平的全球电子商务环境。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和

技术发展趋势，持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增强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将是未来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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