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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易 文

6 月中旬，一则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法庭的 115 页判决书在汽车市场内外引发

广泛关注：判决书显示，国内两家知名车企之

间，因大量员工“跳槽”引发的新能源汽车底盘

技术秘密侵权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侵权

人赔偿合计约 6.4 亿余元（包括 6.37 亿元赔偿

金及 500 万元维权合理开支），创下我国知识

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额历史新高。

至此，这起历时 6 年之久，吉利诉威马商

业秘密案，终于落下帷幕。

21亿元天价索赔案

事实上，该案所称的“国内两家知名车企”

早已不是秘密，原告为吉利集团，被告为威马

汽车。

裁判文书显示，吉利集团下属的成都某

汽车公司近 40 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先后离职，赴威马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工作，其

中 30 人于 2016 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 年，

吉利集团发现威马集团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

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

触、掌握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

及其中的 12 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

的技术信息（以下简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

了 12 件实用新型专利，且威马集团及其关联

公司在没有任何技术积累或合法技术来源的

情况下，在短期内即推出威马 EX 系列型号

电动汽车，涉嫌侵害吉利方技术秘密。吉利

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马停止

侵害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

21 亿元。

引人注意的是，按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2年9月5日所做一审判决认定，虽也判决

吉利集团胜诉，威马系多家公司需支付的赔偿

总额为 700 万元（包括经济损失 500 万元和维

权合理开支 200 万元）。双方均不服一审判

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正当

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

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二审如此盖

棺定论。判决直接将赔偿金额提高了 90 余

倍，合理开支亦增至原来的 2.5 倍。这标志着

这起国内索赔金额最高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同时成为截至目前国内判赔金额最高的知识

产权侵权纠纷。

6.4亿元如何认定

吉利方提出 21 亿元赔偿的依据是什么？

最高院最后判赔的 6.4 亿元是如何计算出来

的？这起案件中，这两个问题无疑是话题焦

点。

判决书显示：吉利方起诉时提出，威马

方公开信息称已获融资 526 亿元，按照研发

成本占比 4%计算，威马方因侵害涉案技术

秘密节省了研发费用，不当获利约为 21 亿

元。

在二审中，最高法基于威马方的侵害事

实，以“侵权人获利”的方式确定赔偿额，即威

马通过窃取吉利的底盘技术秘密，获得了多少

利益。

法院根据侵权的 EX 系列销量、销售价

格、利润率、涉案技术秘密的贡献率，得出威马

通过侵权的实际获利。再加上惩罚性赔偿、维

权合理开支，为最终赔偿额。

最为引发热议的是，二审判决赔偿金中占

比最大的部分为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

项目带来的罚款 4 亿余元，约占整体赔偿金

的 2/3。法律界人士解释，2019 年，中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完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条例

修改，增加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惩罚性赔偿项

目。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考虑到威马方

具有明显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

严重等因素，本案以 2019 年 4 月修正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日为界，对

该日期之后的侵权获利适用 2 倍惩罚性赔偿，

而之前的侵权获利只计算补偿性赔偿数额。

经计算，威马方应赔偿吉利方经济损失及维权

合理开支约为6.4亿元。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意义深远

现如今，作为被告方的威马汽车，早已不

复往日风光，从 6 年前如日中天的造车新势力

明星，到负债203亿元，门店关闭，走向了前途

不明的预重整之路。

业内人士预测，吉利拿到这笔赔偿金的可

能性很小，大概率会转化为破产债权。

而这起“创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

额历史新高”的技术秘密纠纷最终落槌，对促

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及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具有长足意义。

创纪录！判赔6.4亿元赔偿金
新能源汽车技术知识产权第一大案终审落槌

余家进 文

为了适应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

能源车的车船税政策迎来调整。近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官方发布公告，自 2024 年 7 月 1 日

起，享受车船税优惠的节能、新能源汽车需达

到新的技术标准。其中，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

乘用车的纯电动续驶里程条件提升至不低于

43 公里，而纯电动客车（慢充类）的续驶里程

需达200公里以上。如果续航里程低于标准，

不再享受车船税优惠。

新政怎么调整

车船税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资源短缺和保

护环境，以及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用以道路

建设、维护等。

车船税一年缴纳一次，可以由保险公司代

缴，也可以由车主到当地税务部门直接缴纳，

车主通常习惯于跟交强险一起缴纳。车子年

审时也会查车船税，需要车主在年审前把费用

缴清。

前些年，我国为了大力推广新能源车，给

电动车和插混车提供了各种政策上的绿灯，包

括购车可免缴车船税。但随着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成熟，如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不

再需要靠免税的方式强行推广，优惠政策也相

应开始调整。

其中，在新能源汽车产品方面，插电混动

式和增程式乘用车纯电动续驶里程应满足有

条件的等效全电里程不低于43公里。纯电动

客车（不含快充类纯电动客车）续驶里程不低

于 200 公里。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客

车纯电续驶里程不低于50公里。纯电动货车

续驶里程不低于80公里。

插电混动和增程式乘用车在保持一定电

量的情况下，燃料消耗量也有新要求。具体来

说，整备质量在2510公斤以下的车型，需要比

传统车型的燃料消耗量限值低 60%；整备质

量在 2510 公斤及以上的，需要低 65%。这是

个硬指标，不达标的车型无法享受优惠。简单

来说，插电混动式和增程式乘用车要比纯电动

乘用车更省电，才能享受优惠。

新政影响哪些人

与之前的一刀切免税政策相比，新政策的

标准提高了不少。

但对于大多数插混车主来说，新政造成的

用车影响不大，因为他们的车型一般都能满足

这个续航标准。真正影响到的，是一批低价位

的插混车主，以后年审就要交税了。

新政冲击最大的车型是氢燃料车，纯氢续

航必须超过 300 公里才能免除车船税。事实

上，目前市面上多数氢燃料车的续航里程都在

300 公里以下。“不过总体来看，氢燃料车的市

场保有量不算高。”业内专家指出。

据介绍，新政落地不是一蹴而就，从今年

7 月 1 日开始，新申请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

车型才需要按照新政要求执行。在这之前已

经申请并列入优惠目录的车型，可以继续享受

车船税优惠福利。

车船税如何收费

作为消费者，大家关心的是以后购车需要

缴纳多少车船税。目前新能源车的车船税缴

纳数据没有出炉，参考燃油车的收税方式，车

船税的费用多少主要取决于汽车排量和所在

地区的定价，车船税并不是全国统一标准。

按照常规的车船税计算公式，应纳税额=

年应纳税额÷12×应纳税月份数。而车船税

是按照汽车排量计算的，燃油车的税费方面，

1.0L—1.6L 排量车型，每年税额是 300 元，

1.6L—2.0L 排 量 车 型 ，每 年 税 额 为 360 元 ，

2.0L—2.5L 排量车型，每年税额为 720 元。新

能源车的车船税如何计费，还需要进一步的执

行细则。

一直以来车船税基本来自传统燃油车，但

是在新能源车冲击下，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

不断收窄，不少省份的新能源车渗透率甚至已

经超过 50%。伴随着燃油车缴纳的车船税费

减少，新能源车开始收税也是顺势而为。

市场人士认为，此次车船税政策调整也将

鞭策企业加大对新能源车技术的投入和完善,

让消费者享有更好的产品体验。从产品角度

看,续航里程一直是困扰新能源车发展的痛

点,如果能借助政策利器推动技术进步，对整

个行业发展将是一大利好。

7月1日起 这些新能源车将征收车船税7月1日起 这些新能源车将征收车船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