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商业秘密权与劳动权的法律保护平衡机制 

文/胡良荣 

   一、商业秘密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商业秘密作为财产权，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产权意味着
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产权界定越明确，财产被无端占有的可能性就越小，它的价值就越大。反之，
如果权利的范围不能准确地度量每一个劳动者的贡献大小，付出的劳动得不到等量的回报，其结果
必然是谁也不会去加工、处理信息，谁都会去偷懒、搭便车。如果资源是无主的或公共的，人们就
会对现有的资源过度使用，竭泽而渔，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谁也无法保障未来的成果专属于自
己。其次，商业秘密权是信息创新的激励机制。信息的关键不是存量，而在于如何创造性地收集、
加工和处理，信息若不加以适当的创新将毫无价值。知识资产的特点：加工生产成本高、风险大，
一旦形成，利用这些资产的边际成本却很低，甚至等于零，因为过去为获得这些资产已经支付了成
本。商业秘密极具扩散性，由于传递费用低，使用者可以在不分担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坐享他人成
果，任何人都可通过泄密成为信息的搭便车者，变成商业秘密所有人的竞争对手。其结果必然是，
需求者不会谋求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独立开发，而是寄希望于他人不正当的转移，以便低代价或无代
价地占有商业秘密。因此，对商业秘密财产权的确认和保护，旨在对创新的成本和收益做出回应，
鼓励人们承担知识开发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将资源配置于最高价值的用途上。再次，商业秘密财产
权的确立，排除了他人无偿分享成果的可能，激励着持有人考虑信息开发的成果和收益，将财产用
于能带动更高价值的信息用途，它将产生鼓励研究和革新而带来的技术和经营信息总量的扩展，丰
富社会的知识宝库，并促进信息的利用效能。 
   劳动财产权为商业秘密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洛克在其著名的《政府论》中指出：
“既然劳动是劳动者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
享有权利。”劳动财产权观念构成了商业秘密权来源的正义基石和道德基础。商业秘密是对现有一
般信息进行加工、筛选、储存和处理的结果，商业秘密所要求的“秘密性”折射出人们不断创新、
努力拓展未知领域的劳动追求；商业秘密所要求的“价值性”体现了人类结合经济工具和智力活动
凝聚成劳动结晶的实在价值。商业秘密的开发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承担不可确定的风险，一旦失
败，先前的付出将毫无所获。商业秘密的开发具有经济属性，它存在成本和收益的实在关系，面临
一个如何平衡风险的问题，需要用商业秘密的收益抵消错误和无知引发的风险，用可能取得的成功
抵消可能失去的收益。法律制度的公平性理应在劳动付出和收益之间谋求某种均衡和协调，从劳动
创造中客观地、合理地决定其权利的“疆域”。作为知识产权的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对劳动的激励
和回报，应被视为一种收益的权利。 
   商业秘密保护法的对象是商业秘密所有人的权益。在劳动关系中，由于绝大多数商业秘密都
归属于用人单位，因此商业秘密保护法的重心更倾向于保护用人单位。这既是维系诚实信用原则的
需要，也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客观要求。商业秘密是其所有人通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所获得的信
息，其目的是为了借此获得维护竞争的优势地位。市场竞争法律制度对于获取商业秘密的此种努力
以及此种努力的结果是持鼓励态度的，因为这种状况是有利于市场竞争健康发展的。如果雇员以及
其他人可以违背商业秘密所有人的意思，随意侵害其商业秘密，甚至用该商业秘密与所有人进行竞
争，从道德上讲是不劳而获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的；从竞争秩序上讲，不利于市场竞争的
正常开展。因此，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是一种违反商业道德和危害竞争秩序的行为，是与诚实信用
原则格格不入的。在知识经济社会用法律保护商业秘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美国学者L.J古泰
指出：“美国商业秘密法的基本着眼点，不是为了解决知识和智力成果在社会发展和推广中的应用
问题，它的基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商业规矩的标准。”  
   法律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实质上是允许商业秘密所有人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进行事实上的独
占，以此体现对其劳动成果的承认和尊重，并鼓励人们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合法经营其发明创造等获
取竞争优势。反之，如果谁都可以通过投机取巧等方式轻而易举地取得他人的创造成果，则会挫伤
或打击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必然会妨碍市场经济的活力，妨碍技术和经营的进步。因此，“对
商业秘密权的充分保护体现了对商业道德的尊重，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禀承，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和对
新技术研发的鼓励。”健全商业秘密法律制度，不仅是保护用人单位利益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商业秘密权与劳动权的利益冲突与平衡保护的法律机制 
   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既是利益矛盾的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保护劳



 

动者与保护用人单位并非只有冲突而无一致。在一定意义上说，保护劳动者就是保护用人单位。这
是因为，劳动者是劳动力资源的载体，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是利润的源泉，并且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其利益贡献率越来越高。因此，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实际上是保护劳动力资源，保
护投资者和企业的利润源泉。保护劳动者与保护用人单位是“一个硬币两个方面”的关系。 
   劳动权和商业秘密权保护问题是围绕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利益的一场博弈。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在利益目标上存在固有的冲突，前者追求工资福利的最大化，后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双
方之间的对抗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确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商业秘密权利边界时，必须既能对商业
秘密提供足够保护，又不妨碍劳动者的正常流动和谋生权利。一方面，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博
弈”中，资本的逻辑决定了用人单位强调对商业秘密产权的确保。忠诚、合理注意、保守秘密、
“竞业禁止”是劳动者最基本的道德义务与法定义务，泄密、偷窃和滥用等不正当行为，既要受道
义的谴责，也为法律所不容。另一方面，因为劳动者的合理流动，有效地传播了技术和信息，推动
着竞争，促进社会福利。因此，公共利益依然要求保护劳动者以其才智和经验谋生的自由，用人单
位对商业秘密的维护和保障不得以牺牲劳动者谋生的权利与手段为代价。在劳动关系中商业秘密的
法律保护上，涉及到前述两种对立理念的冲突。如果侧重于用人单位的利益，将可能使劳动者的生
存权与自由择业权受到侵害，而如果侧重于劳动者利益则可能使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
影响到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法律是人们探讨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法律实践活动就是一个
蕴含着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张力结构。在对商业秘密权实施保护的同时，必须面对一系列的价值冲突
和权利冲突。对商业秘密权实施弱保护，不仅危及技术开发者的权益，阻碍科技进步，也与TRIPS
协议的要求不符，违背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应承担的义务。对商业秘密权实施强保护，如果保护水
平过高，相关价值冲突和权利冲突将更加激烈，可能违背法律对商业秘密权实施保护的初衷。问题
的关键在于对商业秘密权的法律保护究竟应该控制在怎样一个“度”上。事实上，用人单位的利益
也并非总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悖，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受到保护在客观上也会刺激其加大技术投资，
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发展，劳动者也会在社会发展中受益。因此，如果法律过于偏向劳动者利益也是
没有充足理由的，特别是对那些恶意的跳槽劳动者，就不应迁就其本已得到满足的劳动权，助长其
不惜损害用人单位的利益而追求一已私利。 
   明确商业秘密的权利，实际上是要明确在知识的归属上，什么知识可由劳动者带走，什么知
识必须留下。确定非此即彼的界限决非易事。但在实践中通常可考虑以下相关因素：一是劳动者知
识产生的方式，如知识的产生是否是努力探索的结果，谁是真正的知识创造者，劳动者先前的专业
领域，该信息能否与劳动者可以自由使用的其他信息区分开来；二是具有保护资格的秘密必须具备
一定的“品质”，包括：信息在特有人以外的知悉程度，竞争对手是否试图对同样的信息予以保
护，信息开发的投入、竞争优势是否因“跳板”而丧失；三是针对劳动者与一般公众，用人单位是
否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劳动权和商业秘密权之间存在矛盾性的一面之外，还存在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在一定意义上
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又是一种利益伙伴关系，彼此利益相互依存，甚至有的利益目标，如劳
动者的就业保障目标与用人单位的发展目标之间，具有相对一致性。在劳动关系中，对抗性与非对
抗性处于此消彼长的不断变动状态，对抗性表明协调劳动关系的必要性，非对抗性表明协调劳动关
系的可行性。法律制度是协调和实现各种利益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劳动关系中涉及商业秘密的法
律保护上，应充分认识到两种利益冲突的存在，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衡平双方的利益。具体而
言，在法律理念上，既要重视对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保护，又要兼顾劳动者生存和自由择业的需
要。强调商业秘密的保护体现了对财产权的尊重，只有尊重和保护权利人合法财产，人们才能产生
创业的信心，投资的信心，置业的愿望，社会的财富才能得以增长，科技水平才能得以提高。而对
劳动者利益的保障体现的则更多是一种社会实质正义，是对社会关系中处于弱者一方基本权利的保
证，是社会公序良俗的需要。因此，在处理商业秘密纠纷情况时，更多应借助当时当地的公平、正
义观念对两种利益进行权衡。一般认为，劳动者享有旨在谋生而使用和利用其在以前受雇佣期间获
得的所有技能，经验和知识，甚至借助商业秘密的基本权利，用人单位不得限制劳动者将来的专业
能力。劳动者对于其在工作中获得的仅为增长个人知识、技能、经验以从事其职业的信息，不负保
密的义务，雇员的“竞业禁止”义务要受到职务性质、时间、区域、业务范围的诸多限制【基金
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6SJD820016）。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法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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