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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销售活动的合规风控

（一）销售协议中的知识产权相关条款

销售行为通常以双方磋商贯穿始终，签署销售协议标志着双

方磋商的结束。签署销售协议的意义是将双方在磋商中约定的权

利和义务落实成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为保障企业在销售活动中获

得合理的知识产权归属、规避订单交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知识产

权风险、保障不对后续其他销售活动造成制约，企业特别需要注

意销售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的约定。

如果销售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签署不当，常会导致以下风险：

① 将所销售产品或服务附着的知识产权不当地归属给缔约相

对方，严重制约后续与第三方开展同类销售活动。

② 将所销售产品或服务附着的知识产权过度地许可给缔约相

对方，削弱与缔约相对方后续开展销售合作的议价筹码。

③ 对所销售产品或服务担保过高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风险

一旦发生将导致销售利润大幅减损。

④ 未向缔约相对方争取合适的知识产权侵权免责条件，导致

因缔约相对方责任产生的风险转嫁到本企业。

在确定销售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时，主要应注意约定以下五

个方面内容：

① 双方既有知识产权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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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合作中双方新产生知识产权的归属和申请分工。

③ 产品或服务销售方对知识产权风险的担保责任。

④ 产品或服务销售方对知识产权风险的免责条件。

⑤ 双方在知识产权风险发生后的通报机制和处理机制。

对开展此类工作的内部管理建议：制订本企业销售协议范本，

其中知识产权条款由法务或知识产权部门拟制或审批确认；销售

活动中优先使用本企业销售协议范本，如果不得不对销售协议范

本进行修改或者不得不使用缔约相对方提供的销售协议模板，则

涉及知识产权的条款务必经过法务或知识产权部门审批确认。

（二）销售活动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对

尽管前期已充分考虑知识产权风险，但在实际销售阶段，难

免还会遇到风险事件的发生。销售活动中可能会遇到的知识产权

风险包括：

① 因客户投诉或竞争对手中伤引发知识产权负面舆情。

② 货品因知识产权原因遭到海关查扣，推迟交付客户。

③ 原材料因知识产权原因遭到海关查扣，延缓生产进度。

④ 因知识产权原因在电商平台下架。

⑤ 因知识产权原因受到行政处罚。

⑥ 因知识产权原因收到法院诉前或诉中禁令。

⑦ 因知识产权原因被法院判决停止销售和／或侵权赔偿。

因此，企业有必要提前制订销售活动知识产权风险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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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活动中一旦出现知识产权风险，首先应当建立风险上报或同

步机制，及时向企业高层和相关业务部门通报风险及其影响。同

时，法务或知识产权部门作为风险责任部门应尽快牵头成立风险

应急小组，针对风险事件迅速开展调查，复盘风险成因。根据不

同的风险情形，风险应急小组负责制订应急处理方案，并尽快向

企业内部决策风险处置的高管和相关部门同步处理建议，推动企

业内部决策和落地执行。

风险发生后，企业需要明确与上游供应链、下游客户、销售

渠道、媒体、司法或行政部门等各相关方的对接责任人，主动做

好应急沟通以及资源协调工作。有时知识产权风险应急处理方案

会涉及大量预算的支出，因此对于知识产权风险频发的行业或技

术领域，建议市场部门和财务部门提前进行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准

备，预留风险处置费用并计入成本。

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负面舆情逐渐成为企业关注的新型风

险。负面舆情具有传播广、发酵快的特点，相比实体风险，可能

会给企业造成难以预计的业务伤害，企业应谨慎应对。如果销售

活动中出现知识产权舆情风险，建议企业在对具体情形进行认真

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明确应对策略，统一对外口径，选择合适时

机，由特定主体代表企业对外发声。在因不实舆情对企业声誉造

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法务或知识产权部门还可以考虑以名誉权侵

权为由向传播网站进行投诉，寻求对负面舆情下线屏蔽以降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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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行进出口相关风险的应对

平行进出口是销售活动中经常遇到的风险事件。以商标为例，

平行进口是指由商标权人投放海外市场的合法产品，由他人在未

经商标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进口到本国市场的行为。由于这种未经

许可的进口往往与正式许可的进口平行，故被称为平行进口。因

市场营销策略 （如扩大市场份额）的需要，商标权人出售给海外

经销商或者海外被许可使用商标的生产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可能

低于本国市场，这些产品平行进口后，可能会对商标权人的本国

市场造成一定冲击。

平行出口是与平行进口相对的概念。国内较多企业会遇到平

行出口情况。通常而言，企业会对销售代理商的销售区域以及销

售价格作出区隔，但是有些代理商会出于某些商业目的越界销售。

若企业已在中国海关开展知识产权备案，遇到这种情况后海关会

以商标疑似侵权发给商标权人进行确认。但根据大多法律实践，

该平行出口的货品属于 “正品”货物，如事前未在代理销售协议

作出明确的销售区域限制和惩罚约定，则很难以商标侵权为由限

制代理商的出口行为。

目前在我国尚没有明确规制平行进出口问题的相关法律条文，

从企业角度出发，有效的处理方式包括：

１优化销售协议

企业应在代理销售协议中明确代理商销售区域的范围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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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并建立产品平行进出口情况监测机制。

２强化海关备案与管理

企业应将知识产权在海关进行备案，如海关执法发现疑似侵

权货物，企业需对货物进行排查，查明货品流向，判定是否为正

品货物。目前科技产品可以使用产品序列号、防伪溯源等方式进

行排查。如果货品是假冒商标的 “假货”，企业有权向该货品的报

关单位和出口单位发起诉讼，同时要求海关对该侵权货物进行销

毁；如果货值较大，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３优化售后服务协议条款

企业也可以通过设计售后服务协议条款规制平行进出口秩序，

主要是约定售后服务协议中关于质保和维修的条件等。企业应综

合考虑产品的全球营销策略和全球知识产权策略，制订符合当前

发展阶段的售后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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