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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工作微信号客户信息侵权

工作微信号中的客户信息，属于商业秘

密吗？

在上述“工作微信号案”中，深圳某家政

服务公司从某家政服务平台获得客户需求

信息后，由业务员使用工作微信号添加客户

联系人，并根据客户需求组建由业务员、家

政服务人员及客户为成员的微信群开展工

作。

2023年3月中旬，该公司原业务员陈立

忠离职时未按公司要求交还工作微信号，而

是将工作微信号交由公司同业竞争者张晋

（化名）使用，并允许其进行实名认证变更。

公司认为其行为导致公司失去对接客户的

主要渠道，客户流失、营业额下滑，遂以侵害

商业秘密为由将陈立忠诉至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公司主张保护的客户联系方

式等信息储存在工作微信中，不为公众所知

悉。该公司在陈立忠离职时要求其交还该

工作微信号，已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储

存在该工作微信号中的客户信息是家政公

司在经营过程中积累并支付相应经济成本

获取的非公开信息，对于家政服务业务开展

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因此，该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保护的经营

信息，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陈立忠

作为家政公司的前员工，对其因在公司工作

期间获取的涉案客户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其

将涉案工作微信号转借给公司同业竞争者

并允许其进行实名认证变更的行为，违反了

保密义务，导致公司的客户信息流入同业竞

争者手中，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不当披露。

最终，法院判令陈立忠将其手机保存的

微信号聊天记录删除、返还该微信号并赔偿

家政公司3万元的经济损失及5000元的合

理维权费用。

算法依法获得商业秘密保护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企

业对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的管理多已不再采

用传统的存储方式，而是普遍采用数据库、

计算机软件、云服务等数字化、网络化方

式。”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法官郭丹子介

绍，这增加了防范秘密泄露的难度，也给商

业秘密认定带来新的挑战。

深圳市某甲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互联

网高科技公司，主要业务为大数据智能挖掘

技术应用与移动互联网客户端开发。该公

司主要产品有“天某”手机APP。另一家移

动互联网乙公司开发的“学某某”APP，采用

了与甲公司实质性相同的智能检索算法。

那么，“智能检索算法”能否获得商业秘

密保护？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智能检

索算法本质是一种算法推荐，甲公司已通过

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

义务，对涉案技术信息采取合理保密措施。

另外，涉案算法可提供更为精准的检索信

息，为该公司带来商业收益和可保持竞争优

势，并不为公众所知悉且具有商业价值，相

关技术信息符合认定为商业秘密法定条件。

法院查明，两家公司的研发团队成员有

重合，乙公司对搜索算法构成实质性相同没

有提出合理抗辩理由。“学某某”APP中使用

的被诉侵权搜索算法与甲公司请求保护的

搜索算法构成实质相同，且其有渠道、有机

会获得甲公司案涉商业秘密。

因此，法院判决，乙公司立即停止侵犯

商业秘密的行为，下架侵权APP产品，并赔

偿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20

万元。

“算力、算法、大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基本要素，其中算法作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的关键基础，是开发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时间通过大数据不断地测试获得的劳

动成果，其研发成果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商业秘密。”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兰诗文表示，将算

法认定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体现了人民法

院审慎探索新型知识产权权益保障的有益

尝试。

防止滥用诉讼损害正常竞争

“商业秘密的三大构成要件，即秘密性、

保密性和价值性的审查标准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在个案中根据具体的商业环境进行审

查，还需要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背景进行全

面分析和判断。”郭丹子介绍。

关于如何平衡保护商业秘密与维护竞争

自由，郭丹子表示，一方面，商业秘密是可以

为经营者带来现实或潜在商业价值或竞争优

势的商业信息，为企业的创新和投资创造安

全和可信赖的法律环境，应加强商业秘密保

护；另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均是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竞争自由，需防止

滥用商业秘密保护诉讼损害正常竞争。

“并非所有的商业信息都可以作为商业

秘密保护。以客户信息为例，构成商业秘密

的客户信息，除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基础信息外，还应包括交易习惯、意向、价格

承受能力等深度信息，以区别于他人从公共

渠道获得的信息。”郭丹子说道。

最高人民法院在典型案例裁判中指出，

员工在工作中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

能，除属于经营者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外，构

成其人格的组成部分，是其生存能力和劳动

能力的基础，员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的自

由。“在排除离职员工对客户实施误导性或

目的性引诱的情况下，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

的信赖而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

在新单位进行交易的，不认定为侵害商业秘

密。”郭丹子如是说。

铁路进入“无纸票时代”

日均到发旅客超过50万人次的广州

南站人潮涌动，却不再有乘客排队打印车

费报销发票。而在过去，需要到专用机器

上打印报销凭证，人多时排队打印发票至

少需要10分钟。

数十年来，中国的火车票走过了从卡

纸车票、磁介质车票、

“刷脸”进出站到电子发

票的历程。随着2024

年 11月 1日全面推广

数字化电子发票，我国

铁路客运车票实现无纸

化。

乘坐火车出行的乘

客首次享受到车票全面

无纸化的春运旅程，不

断向前的铁路春运迎来

“无纸票时代”。

“如今，乘坐火车实现了网上购票、‘刷

脸’进出车站、网上打印报销发票，手持身

份证就可通行无阻，旅客出行更方便快捷

了。”广铁集团客运部新闻发言人彭翔说。

摩托大军“退场”

在广东佛山一家塑料厂务工的黄小艳

曾是摩托大军中的一员。前些年春运，她

几乎都是坐着丈夫的摩托车，大清早从佛

山出发，历时30多个小时，骑行1100公

里，回到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下雷镇的老家。

十几年前，浩浩荡荡的摩托大军从珠三

角地区出发，沿着国道向广西、贵州、云南等

地骑行返乡，曾是我国春运中的独特场景。

黄小艳说，那时候想省点钱，即使再辛

苦也得回家。“但近几年我都是坐小汽车回

家，我家的摩托车已经‘退役’了。”黄小艳

说，连续三年的春运，她都是坐弟弟的私家

车一起回家。她的弟弟也在佛山打工，3

年前购买了私家车。

据广东省交通运输部门统计，2013年

春运期间，摩托大军达到峰值约为110万

辆次，此后呈逐年明显下降趋势，高铁成为

不少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首选。

2017年春运，来自湖南省花垣县的农

民工石欣在广州踏上扶贫专列返乡。那一

年，他得到免费技能培训的机会，在广东佛

山的一家玩具厂干起了油漆工。2024年8

月，石欣在佛山买了一辆小汽车，并在春节

前开回了湖南老家。

C919“上岗”

今年春运，国航、南航、东航等三大航

空公司共有16架C919提供服务。其中，

国航和南航的C919飞机都是首次服务春

运。仅春运首日，南航C919运输的乘客

就超过1200人次。

货车司机周强在珠三角跑完春节前最

后一单生意，兴奋地登上从广州飞往成都

的南航CZ8233航班，他对首次乘坐国产

大飞机C919开始回乡之旅充满期待。

“乘坐体验很舒适，座椅间距大。”周强

说，今年是首次乘坐C919返乡。他在飞

机上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回家后和家人分

享这次美好的春运之旅。

出借工作微信号，为何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春运“三变”：

1月14日，在南航CZ8233广州—成都天府航班上，空乘人员开

展C919国产大飞机投入春运主题活动。王瑞平 摄

这是1月14日拍摄的广州南站候车大

厅。邓华 摄

新华社 田建川 王楚天 吴涛

后备箱是家乡，方向盘是远方。人们在春节团聚中积蓄了温暖的力量，踏上返岗之路。
在春运的大迁徙中，很多东西没有变：家的方向没有变，团聚的期盼没有变。很多东西又

在变：无纸化进站乘坐火车、摩托大军“退场”、C919上岗……

《工人日报》刘友婷

离职员工跳槽，将前公
司商业秘密透露给新东家；
潜入对家公司试图“偷师学
艺”；买通对方员工提供内
部信息……现实中，类似的
侵犯商业秘密案例屡见不
鲜。

前不久，广东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布一则案例：
基于家政服务工作需要，深
圳某家政服务公司为员工
陈立忠（化名）注册了工作
微信。该员工离职时，擅自
将工作微信号出借给他人，
导致公司客户信息被不当
披露给竞争对手。

涉案工作微信号保存
的客户联系方式是否构成
公司的商业秘密？随着微
信泄密、技术窃取等新型侵
权形式层出不穷，商业秘密
侵权正在变得更隐蔽、更复
杂，商业秘密保护也面临新
挑战。

无纸化进站
摩托大军“退场”
C919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