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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丛书”之一。
    本书作为“商标侵权专题”卷，是专门针对商标侵权诉讼理论与实务的深入研究。
本书专论部分设有“商标侵权判定”、“商标侵权表现及法律规制”、“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与相关问
题研究”、“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与保护专题”等栏目，论述的问题大部分是紧密结合现实中国内外典
型案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分析、研究与思考。
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部分则设有“商标侵权判定”、“商标侵权表现及法律规制”、“未注册驰名商
标保护”、“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等栏目，选取现实中国内外发生的典型、疑难或具有重要影响的商
标侵权纠纷案例进行重点研讨，同时秉承丛书研究特色和定位，辐射了众多同类商标侵权纠纷案例。
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不仅可以获取商标侵权诉讼实务方面的很多经验和信息，而且可以在商标法理论
上有所增益。
    本书作者大部分是来自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法官，也有部分是来自于高校的知识产权法学
者和其他实务部门的作者。
具体而言，来自于人民法院的作者单位包括(排名不分先后，下同)：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
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来自于人民检察院的作者单位是莆田市人民检察院；实务部门作者单位还有上
海市知识产权局；来自于高校的作者单位包括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北京化工大学人文学院、湘潭
大学法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等。
上述范围广泛的作者队伍保障了本书理论、实务研究的高度结合与研究水准的较高品味。
    本书是学习和研究商标侵权诉讼理论与实务的良师益友，尤其适合于法官、律师、政法院系师生、
与商标侵权纠纷案件有关的当事人以及对商标侵权理论或实务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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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晓青，男，湖南长沙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无形
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大学法学博士(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访问学者
。
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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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商标侵权判定　　我国商标侵权判定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商标侵权中类似商品的司法判断规
则初探　　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司法判断　商标侵权表现及法律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及其完善 　 反向混淆问题初探——从“蓝色风暴”一案说起  　商标反向混淆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贴
牌产品仅供出口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商标侵权中的“淡化”行为——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透视  　
网络商标侵权问题研究  　网上搜索引擎商标侵权探析  　搜索引擎服务商商标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
—兼评“大众搬场”诉“百度网络”商标侵权纠纷案　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与相关问题研究　　商标侵
权损害赔偿问题研究——对“家家”商标侵权纠纷案的思考  　商标侵权纠纷案件销售者承担赔偿责
任的条件及证明责任  　论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销售者诉讼地位之独立性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与保护
专题 　 关于驰名商标司法保护价值取向及制度设置的思考  　试论以混淆侵权标准整合驰名注册商标
司法保护  　驰名商标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广东省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调查与思考  　
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误区、迷津及其出路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标准与程序  　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
规制    ——兼谈职权主义的运用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与保护若干问题研究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　商标
侵权判定  　引起消费者混淆是判断商标侵权的重要标准——陈某诉成都某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
纷案  　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构成商标侵权——某粮油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诉北京某葡萄酒有限公司、南昌某糖酒副食品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纠纷案  　  商标侵权纠纷案
件中如何判断商标相同或近似——何某诉福建省晋江磁灶某食品饮料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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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对商标侵权判定理论的反思：弊端分析现行《商标法》以混淆理论作为侵权判定的理论基础，在
保护商标权上也日显不足，不适应现实中对商标权人保护的强烈需求，也不适应国际上商标侵权判定
理论的发展趋势。
（一）是否混淆属于法官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的标准判定商标侵权以是否会造成混淆为标准，其最
大缺陷在于对是否混淆的判定属于法官主观判断的范畴。
从司法实践看，原告方即通常是商标权人在提起侵权诉讼中提供造成误认或混淆的证据极少，对此，
只能由法官理性地对相关公众是否会造成误认做出判断，而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人都只能考察有限的领域，认识有限的需求的迫切性，无论他的兴趣是以他
本人的物质需求为中心，还是热衷于他所认识的个人福利，他所能关心的种种目标对于所有的人的需
求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法官在审判庭内，不可能身临其境体会消费者面对购买各类商品时的判断、感受，故对是否真正会造
成混淆的结果，法官不一定能够准确判断。
（二）采用混淆理论不适应对知名商标尤其是驰名商标的保护驰名商标的保护是跨类的，亦即将与驰
名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用于非同类产品或服务，仍可认定为构成对驰名商标权的侵权。
对此，以混淆理论来保护就显得极为牵强，将与普通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用于同类或类似产品
或服务上，易使普通消费者产生混淆，而将他人的商品或服务误认为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但将与
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用于（如复制、摹仿、翻译）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则
不一定（有时是完全不会）会使相关公众对二者商品或服务产生混淆。
如将可口可乐商标用于家具上，普通消费者不会将家具与可口可乐饮料相混淆，该买家具还是会买家
具，该买饮料还是会选择饮料。
但从我国现行的《商标法》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限立法条文看，也属于以是否造成混淆作为判定标准
。
司法实践中表明，审判实务中较多地出现了要求保护驰名商标的案件，这时法官自觉适用混淆理论欠
妥，已多在判决文书中使用了“搭便车”、“淡化”等词语。
（三）国际上对商标权的保护已发展到反淡化理论，仍以混淆理论来保护已明显滞后反淡化是针对淡
化而言的，淡化指的是减少、削弱驰名商标或其他具有相当知名度商标的识别性和显著性，损害、玷
污其商誉的行为。
反淡化就是对上述损害、玷污驰名商标商誉的行为认定为侵权、予以制止从而保护商标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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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标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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