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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形资产体现企业价值大小的时代已经过去，无形资产逐渐代替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
驱动因素。
市场竞争也不再是传统的规模经济，企业发展核心能力的基石，已转换为无形资产的创立，并贯穿于
企业知识经济的创造、传播与应用的整个过程。
企业家们越来越意识到无形资产的巨大潜力和威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努力“从有形资产的经营提
升到无形资产的经营”。
但是，由于无形资产的形态特殊性，企业对它的认识和把握还常常出现偏差，对它的管理、计量、确
认、评估等实际工作还经常出现误操作，企业因此遭受意外甚至是巨大损失的事例屡见不鲜，大大阻
碍了它对企业价值驱动作用的发挥，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实力。
可见，为适应企业全球性竞争主题变革的需要，对无形资产实践现实问题的总结和研究显得必要且紧
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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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驰名商标作为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各
种途径来确立这一权利。
近年来中国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数量突飞猛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已认定的1000多件驰
名商标中，行政认定800多件、司法认定200多件。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集中在最近几年，2004年仅有20件，2005年就激增至68件，2006年再次跃升为80
件。
在一些地方，通过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数量甚至超过行政认定的数量。
比如在浙江省义乌市，截止到2007年年底，共有驰名商标35件，其中通过法院认定的高达32件。
这种现象已经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1月出台的《驰名商标备案制度》明确指出，对于刻意制造纠纷以获取驰名商标
认定，经最高法院核查属实的，将依法审判监督，甚至撤销原判决和对驰名商标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就此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把此项备案制
度落到实处，待条件成熟时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使司法认驰更具可操作性。
　　1-中国商标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某些企业为了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采用十分极端的手段
，同时也暴露了中国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存在的漏洞和一些潜在的问题。
　　（1）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不“驰名”，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大量泛滥之后，使司法认定的许多驰名商标不“驰名”，直接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
。
当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或产品，通过一定的手段，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时，驰名商标就发生了贬值
。
因此导致了司法公信力降低，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2）为认定驰名商标而进行虚假诉讼。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泛滥和一些企业为了司法认定驰名商标而制造虚假诉讼已经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
特别是2006年“康王”驰名商标案和2007年“史翠英”驰名商标案发生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巨大。
虽然最终安徽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康王”驰名商标成为第一个被司法认定后又被司法撤销的
驰名商标，但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制造虚假诉讼的手段已经达到顶峰。
侵权网站是原告自己注册的，被告是原告的代理人找的，被告的代理人也是原告的代理人找的，整个
诉讼过程中，被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甚至都不知道诉讼这回事，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虚假诉讼。
　　（3）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背后的司法腐败。
在驰名商标虚假诉讼的背后存在有司法腐败。
2009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辽宁多名法官陷入驰名商标假案，“驰名”背后有猫腻》的报
道，让驰名商标司法认定背后的腐败终于大白于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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