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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与科
技和经贸活动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商标专用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各类商标申请总量和商标注册申请量已连续四年
居世界第一，大力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加大保护商标专用权力度，已成为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共识。
.　保护商标专用权是商标行政执法工作的核心。
实践证明，立足我国国情的商标权行政保护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它适宜尽快查处侵权假冒案件，及时控制和缩小侵权行为对商标权利人的损害后果，补偿被侵权人的
损失。
近年来，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商标行政执法部门，充分发挥程序简便、主动灵活、行动迅
速的行政执法优势，突出执法重点，强化执法力度，以保护驰名商标、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为重点
，深入开展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行动，严厉查处以侵犯食品、药品商标，涉农商标和以企业名称侵犯
高知名度商标权益等为主的各类商标侵权行为，为建立和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扩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国际影响做出了积极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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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冒注册商标行为与一般商标侵权行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者的相同之处是都构成商标侵权行为；区别则有两点：一是使用的商标不同，前者使用的商标与注
册商标相同，后者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近似；二是商品不同，前者使用的商品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
的商品相同，后者使用的商品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似；责任不同，前者除承担行政责任、民
事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后者一般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目前在对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认定上存在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商标完全相同，即认为假冒的商标与注册商标完完全全相同，包括大小、字体、排列、组
合、颜色甚至商标标识的制版、印刷、质地以及使用位置等都相同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
误区之二：商品完全相同，即使用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完全相同，如该核
定使用的商品为药皂，他人在消毒皂上使用，则认为二者不是相同商品。
再如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劣次，一些观点就认为该商品与被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不相同。
误区之三：假冒注册商标的同时必须同时假冒企业名称，实际上，确实有一些侵权人不仅假冒他人的
注册商标，而且同时假冒他人的企业名称，但冒充他人企业名称并非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构成要件。
误区之四：对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范围理解不完整，假冒注册商标行为不仅包括生产假冒注册商标商
品行为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还包括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和销售伪造、擅自
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行为。
误区之五：假冒注册商标行为一定构成犯罪，构成商标犯罪的要件除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
标相同商标外，还须考虑情节因素，如非法经营额是否特别巨大、行为人是否累犯、所侵犯的商标是
否为驰名商标等。
如果没有这些情节因素，只需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下面笔者谈一下假冒注册商标行为认定的原则和标准。
1.关于相同商标的判断原则和标准。
一是整体视觉原则，即假冒商标只需在整体上、主体上与注册商标相同即可，不必考虑极细微的区别
如字体、颜色、排列、大小等。
二是多数认同原则，即以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认知结果为判断标准。
三是第一印象原则，简单地说如果某商标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第一眼看上去与注册商标无区别，则可以
认定为相同。
四是前后混淆原则，即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在市场上看到假冒商标而忘记了先前看到的商标注册人的商
标，则此事实可以作为判断两者为相同商标的依据之一。
五是“添加不影响属性”原则，简单地说，如行为人将他人注册商标与自己的注册商标组合使用，如
果他人的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明显高于自己的注册商标，则仍然可以认定组合使用的商标与他人的
注册商标为相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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