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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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

权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强调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

产权保护法治化。2016 年 11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

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有

关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如下意见。 

一、坚持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1.坚持平等保护。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对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确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

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注重对非公有制产权的平等保护。妥善审理各类涉外案

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 

2.坚持全面保护。既要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要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

各种无形财产权。通过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种审判及执行活动，依法明确产

权归属，制裁各类侵犯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利用公权力侵犯私有产权

的违法犯罪行为。 

3.坚持依法保护。结合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政策，准确把握立法精

神，严格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涉及产权保护的各类案件。结合案件审判和司法

调研，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推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二、准确把握、严格执行产权保护的司法政策 

4.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犯罪，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依法惩治

侵吞、瓜分、贱卖国有、集体资产的犯罪，促进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健全。



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依法惩治侵犯非公有制企业产权以及侵犯

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者、管理者、从业人员财产权益的犯罪。对非法占有、处

置、毁坏财产的，不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均依法及时追缴发还被害

人，或者责令退赔。 

5.客观看待企业经营的不规范问题，对定罪依据不足的依法宣告无罪。对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

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旧兼从轻等原则，

依法公正处理。对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不清的，应当

宣告无罪。对在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

确禁止的，不得以犯罪论处。 

6.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充

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严格区分正当融资

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

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

罪，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于各类经济纠纷，特别是民营企

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不论实际损失多大，都要始终坚持依法办案，排除

各种干扰，确保公正审判。 

7.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对涉案企业和人员，应当综合考虑行为性质、危害

程度以及配合诉讼的态度等情况，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

押、冻结措施。在刑事审判中，对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条件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中，确需采取查封、

扣押、冻结措施的，除依法需责令关闭的企业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

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

产。 

8.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处置，依法维护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严格

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对于经过审理不能确认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

缴或者责令退赔。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处理股东、企业经营管

理者等自然人犯罪不得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处理企业犯罪不得任意牵连股



东、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

产，处理涉案人员犯罪不得牵连其家庭成员合法财产。按照公开公正和规范高

效的要求，严格执行、不断完善涉案财物保管、鉴定、估价、拍卖、变卖制

度。 

9.依法公正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促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对因招商

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引发的纠纷，要认真审查协议不能履行的原

因和违约责任，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

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要坚决依法支持行政相对人的

合理诉求。对确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改变政府承诺的，要

依法判令补偿财产损失。 

10.依法公正审理财产征收征用案件，维护被征收征用者的合法权益。准确

把握立法精神，合理把握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范围，坚决防止公共利益扩

大化。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对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明显偏低的，

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公平合理补偿，充分保护被征收征用者的合法权益。 

11.依法制裁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按照“司法主

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本政策，加大保

护力度，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积极参与相关法律修订工作，推动完善知识

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适时发布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通过排除侵权证据

妨碍、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等途径，依法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依法审理商标侵权，加强品牌商誉保护。依法审理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破

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依法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加大对链条式、产业化知识

产权犯罪惩治力度。 

12.依法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申诉案件，坚决落实有错必纠的要求。建立专

门工作机制，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

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犯罪的申诉案件，经审查

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及时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

损失。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对存在违法审判情形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同时

完善审判管理，从源头上、制度上有效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 

13.提高审判执行效率，切实防止因诉讼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强化审限



监管，严格审限延长、扣除、中止等情形的审批，不断提高审限内结案率，切

实解决“隐性”超审限问题。持续开展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和久押不决刑事案件

专项清理工作，建立定期通报和督办机制。进一步完善繁简分流审判机制，对

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加大执行力度，提升执行速

度，及时有效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机制建设 

14.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参与产权保护协调工作机制。要主动向党委汇报加

强产权司法保护的各项工作部署，积极参与党委牵头，人大、政府、司法机关

共同参加的产权保护协调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加强与工商联、行业协会的沟通，确保产权司法

保护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15.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涉产权保护案件审判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对法律适

用难度较大的涉产权民刑交叉、民行交叉案件，统筹审判资源，组成民刑、民

行综合合议庭，确保理清法律关系、准确适用法律。充分发挥北京、上海、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知识产权派出法庭建设，探索设立知

识产权上诉法院，完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体制机制。推动知识产权民事、行政

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落实京津冀知

识产权技术类案件集中管辖，合理布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提升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16.做好司法调研，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司法政策。推进信息技术与审判业务

深度融合，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准确研判涉产权案件的审判

形势。深入调研涉产权审判执行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及时总结司法审判经验，

切实加强产权保护司法政策研究，不断健全产权司法保护规则。通过制定司法

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统一涉产权案件的司法尺度、裁判标准。 

17.强化法治宣传，推动形成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利用裁判文书上

网、庭审直播等司法公开平台，结合案件审判，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平等保护各

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

观念深入人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总结宣传一批依法

有效保护产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推动形成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氛



围。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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