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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中國商標權保護的司法政策變化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院」)於 2011 年 12 月 16 日發佈《關於充分發
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
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筆者在上一期文章仲介紹了《意見》
在打擊惡意搶注和商標近似的判斷兩方面的政策調整。本期將介紹《意見》針對
類似商品的認定和知名商標權利人的侵權抗辯兩個問題所做的闡述。  

 
強調要尊重市場實際 

 
 《意見》主張「認定商品類似可以參考類似商品區分表,但更應當尊重市場實
際」,「主張權利的商標已實際使用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認定商品類似要充分考
慮商品之間的關聯性。相關公眾基於對商品的通常認知和一般交易觀念認為存在
特定關聯性的商品,可視情納入類似商品範圍。」商標知名度在類似商品的判斷
中成為一個考量因素。在商標侵權認定中,重視對在先知名商標權利人的保護。         
 《意見》支援遭到惡意起訴的知名商標權利人在商標侵權訴訟中以下述三種
理由提出抗辯:1、權利人的注冊商標屬複製、摹仿或者翻譯他人未在中國註冊的
馳名商標;2、權利人的注冊商標是搶注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標;3、權利人
以不正當手段搶注他人已經使用幷有一定影響的商標。    
 
 在上述三種情況下,被訴侵權人才是真正的權利人。以往被訴侵權人只能依據
《商標法》第四十一條請求商標評審委員會撤銷爭議商標,從而陷入漫長的商標
評審和商標行政訴訟程式,其生產經營行為必然受到影響。《意見》此次對司法政
策的調整,將大大縮短此類商標侵權案件的審理時間,提高審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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