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络域名的注册、使用等行为引起的争议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

I. 域名争议的司法解决

任何机构或个人认为他人注册或使用互联网络域名的行为与其合法权益相冲突的，均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依据

对于涉及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的民事纠纷案件，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1年 6月 26日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自 2001年 7月 24日起施行。

司法管辖

涉及域名的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审理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时符

合下列各项条件的，被告注册、使用域名等行为构成对原告的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

1. 原告请求保护的民事权益合法有效；

2. 被告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对原告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或者与原告的注册

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误认；

3. 被告对该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权益，也无注册、使用该域名的正当理由；

4. 被告对该域名的注册、使用具有恶意。

根据该司法解释，所谓“恶意”是指被告具有下列行为之一:

1. 为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

2. 为商业目的注册、使用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的域名，故意造成与原告提供

的产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其他在线站点的；



3. 曾要约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4. 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

5. 具有其他恶意情形的。

但是，被告举证证明在纠纷发生前其所持有的域名已经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且能与原告的注册商

标、域名等相区别，或者具有其他情形足以证明其不具有恶意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认定被告具有

恶意。

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涉及的注册商标

是否驰名作出认定。

判决

人民法院认定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

域名，或者依原告的请求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害的，可以判令被告

赔偿损失。

II. 域名争议的行政解决

任何机构或个人认为他人注册或使用互联网络域名的行为与其合法权益相冲突的，均可以向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授权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投诉。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CNDRP）适用于因互联网络域名的注

册或者使用而引发的争议。所争议域名应当限于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负责管理的“.CN”、“.
中国”域名。但是，所争议域名注册期限满两年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不予受理。

争议解决机构

目前共有两个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授权的民间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处理“.CN”、“.中国”域名争

议：

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和设在香港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法律依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制订并于 2002年 9月 30日施行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

决办法》构成域名持有人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之间的域名注册协议的一部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制订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制订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补充规

则》。

受案范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CNDRP）适用于因互联网络域名的注

册或者使用而引发的争议。所争议域名应当限于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负责管理的“.CN”、“.
中国”域名。但是，所争议域名注册期限满两年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不予受理。

争议解决程序

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实行专家组负责解决争议的制度。专家组由一名或三名专家组成。争议解决机

构通过在线方式公布可供投诉人和被投诉人选择的专家名册。专家在案件程序进行期间，应当始

终保持独立与公正，不得作为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1. 投诉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交投诉书；

2.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向所涉域名的注册/持有人发出投诉通知，并

转去投诉书副本；

3. 域名注册/持有人提交答辩书；

4.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根据案件情况，确定一名或三名专家组成专

家组,专家组负责进行相关行政程序，并就所涉争议作出裁决；

5. 专家组就所涉争议做出裁决；

6. 如果专家组裁决要求将所涉域名予以注销或转移，裁决即应得到执行。

争议程序得以进行的条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投诉应当得到支

持：

1. 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2. 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3. 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请注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的规定，为使行政争议解决

程序获得成功，投诉人必须证明以上三种情形同时具备。

根据该解决办法，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1. 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2. 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

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3. 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

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4. 其他恶意的情形。

恶意情形是否存在，由各案专家组在最终裁决中予以裁定。

裁决

1. 如果专家组认为投诉的争议不属于其管辖的范围，应加以说明。

2. 如果专家组经审阅当事人提交的文件后认定投诉具有恶意，专家组可以在裁决中直接宣布该

投诉构成对域名争议解决程序的滥用。

3. 专家组认定投诉成立的，应当裁定注销已注册域名，或者裁定将注册域名转移给投诉人。

4. 专家组认定投诉不成立的，应当驳回投诉，裁定所涉域名的持有人有权继续拥有该域名。

5. 专家组裁决既不涉及金钱赔偿，也不涉及任何费用，包括律师费。

争议解决途径的选择

在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授权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投诉之前，争议解决程序进行中，或者专家

组作出裁决后，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均可以就同一争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基

于协议提请有关仲裁机构仲裁。

如果在争议解决程序正式开始之前或进行的过程中，当事人一方就该域名争议启动了司法程序或

仲裁程序，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或专家组有权决定中止或终止程序，或继续程序，直至作出裁决。

当事人一方如果在争议解决程序进行期间就该域名争议启动了任何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应当立

即通知专家组和域名争议解决机构。

与司法程序相比，通过行政程序解决域名纠纷的优点在于程序快捷、费用低。



裁决的执行

如果专家组裁定将某一域名注销或转移给投诉人，该域名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应当在裁决公布之

日起满 10日后执行该裁决。但是被投诉人自裁决公布之日起 10日内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有管辖

权的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已经受理相关争议的，专家组的裁决暂停执行。其后，域名注册服务

机构视情况采取如下行动：

1. 有证据表明，争议双方已经达成和解的，执行和解协议；

2. 有证据表明，有关起诉或者仲裁申请已经被驳回或者撤回的，执行专家组的裁决；

3. 有关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作出裁判，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该裁判。

裁决的公布

除非专家组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争议的具体情况另有决定，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应当将裁决的全部

内容在公开网站上公布。

III. 域名争议的仲裁解决

基于域名争议双方的协议，可以将域名争议提请有关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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