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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思普
• 2012年成立，提供大中華地區（中國大陸及港澳台）以及東南亞（越南，泰
國，新加坡等）知識産權服務。

• 在北京、上海及香港設有分支機構。

• 專業的法律服務團隊以及調查團隊。

• 服務衆多知名跨國企業。

• 多次被ALB，WTR1000等行業調查認可爲第一梯隊知識産權服務機構。

• 近期與中國國內知識産權服務領先企業新诤信（Sinofaith）合並，提供從調
查到訴訟到知識産權智能監測的全方位知識産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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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怡婕小姐曾爲多家知名跨國公司提供有關品牌保護策略、商標申請注
冊、商標爭議、維權打假、海關知識産權保護、商標及著作權侵權訴訟、
不正當競爭訴訟等咨詢服務，並代表客戶在中國國家知識産權局、工商
行政管理機關、海關處理過多件商標案件，以及參與關于商標權利和不
正當競爭的商業談判和維權打假調查。

趙怡婕小姐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律碩士學位，外交學院國際法碩士學
位，四川大學法律學士學位。趙怡婕小姐爲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並具
有中國法律職業資格。在加入思普之前，趙怡婕小姐供職于英國鴻鹄律
師事務所。

趙怡婕, 知識産權顧問
yijiezhao@sips.asia
Tel: +852 6732 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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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元素可以申請商標？

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維標志、顔色組合和聲音，以及
上述要素的組合。

• 如何取得商標專用權？

經國家知識産權局審查後獲得注冊。注冊後有效期10年，可續
展。需指定特定的商品和服務。

 符合《商標法》相關規定（絕對理由審查）。

 與他人在先權利不存在衝突（相對理由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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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商標保護制度特點：

確權：原則上以申請時間爲准

維權：以注冊商標專用權爲限（沒有注冊商標的情況下，可依據
《反不正當競爭法》維權，前提：“有一定影響”）

• 核心原則：早申請，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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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在中國市場面臨的兩大問題

商標搶注

商標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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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搶注
 在中國大陸申請商標的特點：成本低廉，程序簡單，不要求提供在先使用證據

 專業商標搶注人屢見不鮮

 目的：囤積、倒賣商標以牟利，或利用搶注商標從事非法經營以及不正當競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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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搶注行爲特點
 搶注他人已經投入使用並獲得消費者認可但尚未在中國申請注冊的商標。

 在核心商品/服務之外的相關類別上搶注商標。

 搶注相近、類似、易引起消費者混淆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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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正品牌所有人的影響
 阻礙真正品牌所有人在相關産品和服務上就自己的商標取得注冊。

 阻礙真正品牌所有人對商標的使用，甚至反過來對真正品牌所有人采取維權行動。

 搶注商標投入使用，引起消費者混淆和誤認，占領本屬于真正品牌所有人的市場份額，影響
品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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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策略
 早申請，早布局

在品牌誕生之初就進行商標申請。

全面覆蓋核心類別以及所有相關類別。

例如，在第5類商品（藥品，保健品）上提出申請之余，可考慮同時覆蓋第3類（個人護理産品）、第10類（醫
療器械）、第35類（廣告、商業管理）、第44類（醫療保健服務）。

 緊密監測，及早采取行動

技術手段的采用。

在搶注商標的申請審查階段就及早介入，向國家知識産權局申請駁回搶注商標。

依據搶注商標狀態的不同：可以通過商標異議、商標無效宣告、撤銷三年不使用注冊商標等不同方式挑戰搶注
商標。

 權利基礎的補充

利用其他類型的權利布局應對商標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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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行動的依據 -利害關系人

在先商標

商標構成混淆性近似

指定商品/服務構成類似

其他在先權利（著作權，商號權，姓名權等）

在先使用

法律規定：

第32條：不得以不正當手段搶先注冊他人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

第15條：與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基于合同、業務往來關系或者其他關系
而明知該他人商標存在，不予注冊並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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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行動的依據 –任何人均可采取行動

惡意申請人（國家知識産權局越來越嚴格的審查標准）

法律規定：

第4條：不以使用爲目的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應當予以駁回。

第44條：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應當宣告無效。

違反禁止性規定

法律規定：

第10條：具有不良影響的商標

第11條：缺乏顯著性的商標

第19條：代理機構申請本身服務以外的商標

注冊後滿三年未進行實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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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侵權（維權打假）
商標專用權以核准注冊的商標及商品或服務爲限。

未經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標，或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
商標近似的商標/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容
易導致混淆的。

生産、銷售行爲均可能構成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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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權方式
海關知識産權備案（針對進出口貨物）

警告信

優勢：成本低，快速。

劣勢：威懾力不足。實踐中大多數情況下侵權人會忽略警告，繼續從事侵權行爲。

電商平台投訴

阿裏巴巴、淘寶、京東、拼多多等大型電商網站均設有知識産權保護平台。權利人可以通
過平台備案權利、提交投訴。由平台審查後下架商品並對侵權人進行一定的處罰。

優勢：效率高，可能使得侵權店鋪永久關停。維權成本相對較低。

劣勢：無法根除（可通過其他途徑銷售）。侵權人可以采取避免使用商標全稱等規避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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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權方式
行政投訴及刑事舉報

優勢：威懾力強。對于醫藥、保健食品等關系到大衆安全及健康的産品，行政機關更加願意采
取行動。

劣勢：前期可能需要進行調查取證，成本較高。

醫藥産品的特殊性：《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一百四十二條規定生産銷售假藥、劣藥罪在沒
有注冊商標的情況下追究侵權人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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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權方式
民事訴訟

優勢：權利人可獲得賠償。賠償計算依據：權利人遭受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許可使用
費。情節嚴重的，可獲得懲罰性賠償（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以上難以確定的，法院根據情節
給予五百萬元以下的賠償。

劣勢：周期長。但可通過請求凍結財産等，迫使侵權方進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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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維權實踐中的積極進展
賠償額的提高

案例1：跨國知名IT設備品牌。品牌方提交了在侵權人處公證購買數百塊筆記本電池的相關證據，
著重強調侵權人采用貨標分離的方式實施侵權行爲。一審判賠六十萬，二審法院考慮到被告采
用貨、標一體或貨、標分離的方式生産了大量侵權産品，尤其相較一般侵權行爲，貨、標分離
的手段更加隱蔽、危害性更大，同時考慮品牌方維權成本等因素，判賠一百二十萬。

案例2：知名美國搏擊比賽品牌，在中國遭遇惡意搶注。惡意搶注人同時實施商標侵權（在其
網站上使用品牌名稱）和不正當競爭行爲（注冊包含品牌名稱的域名，微信公衆號等）。一審
判賠三十萬，二審法院綜合考慮本案事實，特別是被告的大量搶注行爲以及品牌方的維權成本，
將判賠金額提高至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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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維權實踐中的積極進展
失信懲罰機制的引入促使侵權人主動履行判決

強制執行（唯一住房、工資收入、養老金、配偶財産、未成年人子女來曆不明巨額財産）

特殊行爲禁止（禁止上高速、禁止駕駛行爲、凍結駕駛證）

全方面限制措施（限制高消費、限制從事特定行業、限制網絡支付工具和授信）

其他措施（手機號標注、失信人彩鈴、公告懸賞財産線索）

追究刑事責任

實踐中，侵權人的行爲有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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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制定行之有效的維權策略
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更加有效地打擊目標，保護企業知識産權？

第一步，初步調查及數據收集，明確侵權主體和侵權規模。利用技術手段進
行線上調查和統計。

第二步，開展取證工作。綜合采取多種手段，例如公證購買，公證下載，時
間戳取證等。必要時，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以確定工廠、倉庫方位以及從侵
權人處取得有力證據，從而開展下一步的行動（訴訟、行政投訴）。

第三步，區分首要目標和次要目標，分別采取行動。考慮因素包括侵權範圍，
銷售數額，銷售能力，以往的侵權及被訴紀錄等。例如，針對生産商可以采
取更加嚴厲的手段，從而遏止侵權産品的源頭。針對分銷商和小規模零售商，
可以通過警告信、線上投訴等切斷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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