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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标志的国际法律保护虽然已有百余年历史，但对其国际保护的研讨和修订并未如商标、专利
等领域那样快速发展；同样，其国家保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也只在欧洲国家受到重视。
真正使地理标志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研究视野的转折点，是乌拉圭回合中
有关地理标志保护的艰难谈判，而最后形成的TRIPS协议中独立成节的地理标志保护条款，以及新一
轮世贸谈判中的地理标志议题，不仅促进了地理标志保护的学术研究，也推动了WTO成员自身国家保
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在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竞争中尚显弱势，
但在地理标志方面我国却拥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
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广袤的地理资源，以及勤劳的炎黄子孙，创造并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地理标志
资源。
地理标志产品大多与农产品或传统产品有关。
我国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然而却未像法国那样率先建立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我国历史上既没有地理标志概念，也没有地理标志保护的制度安排。
虽然我国1984年加入巴黎公约后曾以行政文件的形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保护成员国原产地名称的义务
，但这只是个案的行政保护，并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保护制度。
直到WTO运行前后，我国才真正开始实施对地理标志的商标法保护，即自1995年3月1日起，国家工商
局商标局正式受理原产地名称的证明商标注册申请。
加入WTO前后，我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开始建立。
此后，地理标志问题开始成为我国学界尤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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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一个地理标志资源大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在TRIPs协议缔结以后开始建立。
本书系统梳理了地理标志概念演进历史，厘清了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和货源标记三者之间的历史和
逻辑关系，分析了地理标志的权利归属与判定因素，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研究了地理标志保护的构
成要件，从制度变迁、制度内容和案例分析等方面对目前世界上三种主要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进行
了比较研究，对我国现有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理性反思，并结合国情对我国地理标
志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书中收录了我国有关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国际公约。
本书适合广大知识产权界业内人士、各级领导干部、政府部门管理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科研
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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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地理标志的法律性质　　一、问题的提出　　由前述地理标志相关概念被使用的国际公约
，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地理标志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之一。
首先，从国际公约的规定看，《巴黎公约》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货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是工业产权的
客体之一；TRIPs协议第一部分第1条第2款指出，该协定的“知识产权”包括了第二部分第1～7节所有
类别的知识产权，而第二部分第3节专门针对“地理标志”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显然表明地理标志
属于知识产权范畴。
其次，从国际公约的管理看，地理标志所适用的《巴黎公约》《马德里协定》和《里斯本协定》都是
由WIPO管理的国际公约，惟一不由WIPO管理的国际公约TRIPs协议也是由WTO知识产权理事会负责
管理。
因此，在国际法上，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属性显而易见。
在国内法上，许多国家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体系或提供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制度设计，也体
现了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属性。
此外，在学界，有关知识产权的著述不是将地理标志编排在商标章节下，就是将其归入与版权、专利
和商标并列的其他知识产权类别。
鉴于此，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属性似乎是一个无需证明的论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国际多边条约的签署往往是谈判各方利益相互博弈、最终妥协的结果，这一点在乌拉圭回
合关于TRIPs协议的谈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将地理标志纳入知识产权保护则成为TRIPs协议谈判中
争议最激烈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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