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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注囤积 待价而沽
恶意抢注搅浑商标注册这潭水

商标法第32条规定，申请
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
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
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
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一条
被认为是为了维护诚实信用
原则， 制止恶意抢注的行为，
是对商标注册制度的有效补
充。

不过，张爱东在代理案件
中发现一些困境。有些权利意
识淡泊的商家虽然已经使用
商标了， 但没有及时注册，被
别人抢注。

“我们在办商标案件时有

一句话：恶意压倒一切。”赵虎
表示， 如果商标是恶意取得
的，比如其有抢注记录或者名
下有多个商标的，法院在判决
的时候会倾向于判定该商标
无效。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相
关负责人曾表示，面对商标恶
意注册行为日趋规模化、专业
化的形势，商标局通过优化审
查分文流程，对典型恶意申请
类型及相关案例进行梳理、汇
总。在审查环节，对认定具有
明显的主观恶意的商标申请
从严审查，主动予以驳回。

小猪佩奇商标遭抢注事件
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 其实类
似的案例很多， 商标抢注也不
是近两年才有的事， 事实上已
经成为了一门“生意”。

“商标抢注怎么能成为一门
‘生意’呢？”中华商标协会法律
部副主任张静玉感叹说：“商标
法的立法目的本是保护商标专
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
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
是为了国家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 而当前国内恶意抢注现象
非常普遍，问题严峻。”

不只是国内抢注傍国际大牌，国外也
抢注了我国很多企业商标域名，其中不乏
老字号。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曾有超过80个商标
在印度尼西亚被抢注， 有近100个商标在日
本被抢注。 有近200个商标在澳大利亚被抢
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注册在
先”的原则，即谁先在该国注册商标，谁就拥
有商标的专用权并得到该国的法律保护。

联 想“Legend”商标

2001年，联想开始全球化发展步伐，却
发现联想的英文名legend在全球竟被100多
家公司注册过商标，行业遍及娱乐、汽车等
等。据传，联想试着在欧洲买了两个回来，
但很快发现， 要和全球100多家公司去谈、
去买接近天方夜谭。2003年4月28日， 联想
宣布花费巨资更换“Legend”为“lenovo”。

王致和

2006年7月， 王致和集团拟在30多个
国家进行商标注册时，发现“王致和”腐乳、
调味品、销售服务等三类商标，已被一家名
叫欧凯的德籍公司于2006年3月在德国注
册。 而欧凯公司申请的商标标识与王致和
集团产品使用的商标标识一模一样。 欧凯
公司是柏林一家主要经营中国商品的超
市，其员工全部是华人。调查发现，欧凯公
司还曾抢注过“白家”、“洽洽”、“老干妈”、
“今麦郎”等众多知名商标。

狗不理

天津著名老字号“狗不理”的商标曾在
日本遭抢注，历时10余年的不懈努力，经过
多次的谈判与交涉， 天津狗不理集团有限
公司最终于在2007年9月拿回了遭抢注的
两个“狗不理”商标。至此，在海外漂泊多年
的“狗不理”商标终于回家了，这是我国老
字号企业在海外维权成功的经典案例。

■来源：新华网、京报网

“商标恶意注册， 是指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以攫取或不正当利用
他人市场声誉， 损害他人在先权
益，或者以侵占公共资源为目的的
商标注册行为。” 张静玉说，“抢注
国内外知名商标、商号、名人姓名
的，同一主体囤积几百枚甚至几千
枚商标，不使用、待价而沽的，抢注
者‘贼喊捉贼’恶意维权的，不一而
足。”

恶意注册情况严重，许多企业
的应对显得有些哭笑不得而又无
可奈何———它们不得不多类别甚
至全类别“山寨”自己的商标以“防
御”。

在前段时间的拼多多“山寨”
品牌事件中，创维发布品牌维权声
明， 指责拼多多平台所售创维先
锋、创维云视TV、创维e家等，涉嫌
假冒。而如果查询一下，会发现许
多知名企业已未雨绸缪。 比如，小
米公司把“大米”“虾米”“玉米”“爆
米花”“黑米”“米粉” 全部注册了，
阿里巴巴名下也有“阿里叔叔”“阿
里爷爷”“阿里奶奶”“阿里宝宝”
“阿里哥哥”等“阿里一家子”。

“尽管注册防御性商标在保障
企业权益方面作用明显，但也存在
困局。” 张静玉指出，“防御商标以
‘保护’ 为目的， 使用的可能性很
低，因此面临‘撤三’风险。”

张静玉说的“撤三”，指的是根
据商标法第49条规定，没有正当理
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
注册商标。也就是说，即使企业注
册了防御性商标，如果三年里没有
使用它们，后续可能面临被撤销的
风险。而实践中，为规避“撤三”风
险，一些企业又被迫每三年再申请
一次。如此循环往复，商标申请量
逐年膨胀，商标异议申请、无效申
请和行政诉讼逐年大增，造成了对
社会资源的浪费。

“抢注人最爱‘傍名牌’。”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知识产权律师赵虎告诉记者，
有些抢注者瞄准知名的商标，
会在其没有注册的品类上进
行抢注。名人姓名也是“重灾
区”。今年世界杯期间，新秀姆
巴佩的名字就成为商标抢注
的目标。 据媒体报道，7月1日
~7日， 在中国商标网上申请
注册“姆巴佩” 或“姆巴佩
MBAPPE” 商标的就已达
138个。注册该类商标的企业
五花八门，有肥料公司、马场、
网吧，甚至是鞋厂。

“一些恶意抢注者对知名
的商标就改一个字，或者在其
前后加数字，然后进行广撒网
式注册申请，批量‘碰瓷’。还
有一些商标抢注人发现境外
有些知名品牌尚未进入中国，
就会迅速抢注他们的海外商
标。” 广东深圳深南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爱东说。

张爱东代理过恶意抢注

行为导致的商标侵权和不正
当竞争案件。在他看来，“对于
职业商标抢注人来说，商标抢
注快，来钱也快，他们觉得有
利可图。而违法成本往往非常
低，即使抢注失败，也没有较
为严厉的法律惩罚。”

据了解，注册一个类别的
商标，费用只要1000多元，而
转让价格可达数百万元。

商标恶意注册已经成为
一门生意， 许多机构以此牟
利。中华商标协会每年都会举
办商标代理案例评选。张静玉
发现，这些年报送上来的案例
大都是恶意抢注商标的案例。

“一些人或机构把抢注商
标当成一种发财致富的途
径， 甚至还有人开讲座将商
标说成一种投资工具， 鼓励
大家恶意注册、 转让牟利。”
张静玉曾在网上看到， 某地
一商标事务所所长鼓励“商
标投资，转让获利”，她对此
感到难以理解。

我国企业商标
也屡屡被国外抢注

链接企业不得已“山寨”
自己的商标

抢注商标成为发财致富的途径

对恶意抢注行为重拳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