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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协会无权收取加盟费

针对近日广受关注的“逍遥镇”“潼关肉
夹馍”商标纠纷，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
权局回应：“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
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依据是《商标法》《商标
法实施条例》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
管理办法》。经查，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于
2015年12月14日核准注册第14369120号“潼
关肉夹馍”图形加文字商标，核定使用在第30
类“肉夹馍”商品上。原商标注册人为老潼关
小吃协会，2021年1月27日，公告核准变更商
标注册人名义为潼关肉夹馍协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潼关肉夹馍”注
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
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
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6日下午，潼关肉夹馍协会发布致
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并承诺
会立即停止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
宜积极妥善处理。

烟台商户：
刚接到延期开庭通知，接着又撤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联系到烟台4
家被起诉的商户，其中3家来自烟台福山
区，1家来自龙口市。烟台福山区商户于建
明说，11月26日上午11点左右，他接到了烟
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电话，

“是我店里员工接的，法院说暂停开庭，开
庭时间另行通知”。

于建明说，他所开店铺的招牌使用了“潼
关肉夹馍”字样。今年9月底和11月上旬，他两
次收到法院寄来的材料，包括调解通知书、民
事起诉状、公证材料以及应诉通知书，“原告
要求我赔偿6万块钱”。

本来是12月14日开庭，但11月26日上
午，于建明忽然接到法院电话，通知延期开
庭。

烟台福山区另一被告商户表示，他11月
26日下午也接到了法院延期开庭的通知。

11月2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联
系到潼关肉夹馍协会在烟台的代理律师。
他表示，烟台被起诉的商户有十几家，律师
也接到了法院撤诉通知，“但这个事我做不
了主，还得看原告的意思。”11月26日下午4
点半左右，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原
告刚刚撤诉。

协会与律所约定分成？
烟台一律师：不清楚，还没拿到钱

据《华商报》报道，在一份商户提供的《潼

关县肉夹馍协会侵权处理办法》中，有该协会
与律所约定的侵权案件利益分成比例：

1 .单个案件获得赔偿款，对方先行扣除3
万元办案费用后，按照甲方40%，乙方60%的
比例进行收益分配；2 .如案件已取证，甲方要
求和解的，甲方需支付1万元给乙方作为办
案费用；3 .若案件已立案，甲方要求和解的，
需要支付2万元给乙方作为办案费用；4 .如
案件已判决，甲方要求和解的，乙方收取办案
费用不少于和解金额的80%。

关于此事，记者询问该协会在烟台的代
理律师，对方表示并不清楚此事，“我现在还
没拿到一分钱，他们还没给我们律所钱。”

二审败诉的咋办？
律师：建议尽快提请再审

看到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致歉信，商丘及
烟台的案子相继撤诉，二审败诉的6位威海商
户很是着急，“我们的案子怎么办呢？”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烟台的代理律师认
为，“逍遥镇胡辣汤”是普通商标，“潼关肉夹
馍”是集体商标，二者性质不一样。该律师认
为，商户侵权是存在的，“如果随便一个路边
摊，上面写有‘潼关肉夹馍’字样，没有经过授
权或者培训，肯定会对正版产生影响”。

对于二审败诉的商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律师钟兰安建议，他们可以在接
到二审法律文书后的六个月内向当地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再审申请。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案情
事实，纠正下级法院适用法律的错误，以维护公
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若商户超过六个月未能
提出再审申请，则无权提出再审。因此，建议商户
及时提出再审申请，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注册集体商标是为保护品牌实现共赢
单县加速布局羊肉汤产业，不会增加商户费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首席记者 郭春雨

近日，地域性小吃商标的归属问题成为热
议焦点。在山东，单县正在布局羊肉汤产业，先
是注册了“单县羊肉汤”集体商标，再由县属国
资企业探索连锁店模式运营，以期在全国进行
复制和推广。“单县羊肉汤”是否也会进行类似
潼关肉夹馍的商标维权？当地又是如何看待地
方小吃品牌保护和推广的？

“我们不会用‘单县羊肉汤’商标去维权。
我们成立协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也不是
为了加盟收费，而是为了推动保护‘单县羊肉
汤’品牌的发展。”单县长寿食品文化协会会长
时群超表示。

在时群超看来，“单县羊肉汤”此前就已
声名远播，注册集体商标对这一地方名吃有
良好的推动作用，作为管理协会，“我们的目
的是为了产业振兴，不会以维权之名，利用品
牌谋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单县正
在布局羊肉汤产业，目前已注册了“单县羊肉
汤”集体商标，并由县属国资企业探索连锁店
模式运营，目前已在济南开了两家店，运营情
况良好。

开羊汤店的有很多，打“单县羊肉汤”招牌
的小店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三四万
家。对此，时群超表示，即便是经营“单县羊肉
汤”的商家不加入协会，不成为会员，也可以正
当使用“单县羊肉汤”这一集体商标里的地名，
继续打“单县”的招牌，“我们协会成立的初衷
就是为了保护品牌，推动单县羊肉汤产业振
兴，因此我们要保障品牌的公益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单县羊
肉汤最早可追溯到1807年，经过两百多年传
承和发展，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在单县的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羊肉汤店，其中不乏三义
春、三盛和、头一锅等老店。这些年，单县羊肉
汤一直向外寻求扩张，但并没有像沙县小吃、

兰州牛肉拉面、杭州小笼包等地域美食那样，
在全国遍地开花。

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单县正加速布局羊肉
汤产业。此外，单县副县长桑娜在接受采访时
称，羊肉汤产业的发展，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真正的运营还要靠市场说话。政府主要是建
立平台，出台系列支持政策，帮助单县的老字
号、商户，给他们提供资金、政策等支持，帮助
他们发展壮大，带动全产业发展。

“‘单县羊肉汤’是一个集体商标，它不仅
限于一个公司、一个门店使用，之所以注册这
个商标，是为了保护好这个品牌，让它走得更
远，而不是把品牌放到自己篮子里，不让别人
去动这块蛋糕。”桑娜介绍，符合单县羊肉汤标
准的老字号和门店，都可以申请使用该商标。

“单县羊肉汤”由国资企业运营，目的就是为了
把单县羊肉汤品牌打响，企业未来更倾向于公
益化，吸纳加盟商，考虑的是双方共赢，而不是
额外增加费用，与民争利。

这几天，“潼关
肉夹馍”“逍遥镇胡
辣汤”甚至“库尔勒
香梨”“阿克苏苹
果”的经营者们都
面临着“被维权”。
他们搞不明白，祖
祖辈辈经营的地域
特色产品，怎么就
侵犯别人权利了？

“授权使用”
“缴费可授权”，这
些字眼困扰着从业
者们，到底缴不缴
加盟费，这是个问
题。面对“逍遥镇胡
辣汤”商标持有人的
维权，从业者们一边
抗议，一边无奈更改
招牌，“逍遥胡辣汤”

“消镇胡辣汤”“逍遥
街胡辣汤”“逍遥真
胡辣汤”全出来了，
在这颇具喜感的场
面背后，却让人感到
针扎般的疼痛。不少
从业者掩面而泣，他
们不知道自己用了
几十年的牌子，怎么
就碍着别人的事儿
了？正如一位从业者
所说，“别人地里种
的庄稼，你空着手来
就想收走？”

北京的张新年
律师指出，“胡辣汤
协会、肉夹馍协会存
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任由这些
协会胡闹，滥用诉权，小商家成了
鱼肉，法院也将不堪其扰。”

查询得知，潼关肉夹馍协会
2016年才成立，法定代表人是王
华峰，注册资本5万元。注册信息
上明确写着，是潼关县民政局发
的行政许可。通过查询，以这家协
会为原告的开庭公告竟然达到

“100+”，被起诉对象遍布全国。不
少人质疑，潼关肉夹馍作为地方
美食，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一个
2016年才成立的协会，凭啥妄图
把所有的使用权揽在自己怀里？
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最近，单县羊肉汤也注册了品
牌，但与“潼关肉夹馍协会”不同的
是，单县羊肉汤是集体商标，对所
有人开放，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推广单县羊肉汤的品牌。

知识产权是什么？用张新
年律师的话说，“一言以蔽之，
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
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公共资
源。”而某些协会所谓的“挖到
锅里的菜”，本来就是大家的，
你凭啥画个圈就变成你自己
的？这样做，早已背离了知识产
权保护的初衷。打击假冒伪劣，
为正当的品牌保驾护航，才是
协会应该做的工作吧？

从相关报道来看，这些协
会最关心的就是钱。如果让“潼
关肉夹馍协会”们大行其道，伤
害的何止是从业者，还有千千万
万消费者。

11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明确表态“逍遥镇”“潼关肉夹馍”
无权收加盟费，这一闹剧终于收
场。这份声明对“潼关肉夹馍协
会”们是一个警示：作为协会，多
抬轿子，少举镰刀才是正道。政府
让你存在的意义，绝对不是为了
收钱，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地域
美食的发展。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 李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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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肉夹馍协会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全国多家商户一事仍在发酵。11月26日，潼关肉夹
馍协会发布致歉信，表示会立即停止维权行为。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回应，“潼关肉夹馍”注册人无权收取加盟费。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了解到，该协会目前已在河南商丘和山东烟台等地相继撤诉。

“潼关肉夹馍”近期风波不断，地域性小吃商标归属问题成为大众热议焦点。

河南商丘商户王先生告诉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他11月25日下午从法官处得知，
原告潼关肉夹馍协会已经撤诉。

王先生说，他从2018年开始，在河南省商
丘市民权县经营一家小吃店，门店招牌和菜
单上使用了“潼关肉夹馍”字样。今年10月20
日，他忽然收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
院寄来的民事起诉状和公证材料。

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王先生的店铺商标
侵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11月2日，法
院开庭审理。王先生说，跟他一起遭到起诉的
商户共有6家。商丘市宁陵县的苏先生也因门
店招牌中有“潼关肉夹馍”字样被起诉，他的
案件跟王先生一起开庭。

庭审结束后，11月25日上午，苏先生搜集了
一些材料，发给审理案件的法官，“上午11点多，
法官微信回复我，说案件撤诉了。”苏先生赶紧
告诉跟他一起被起诉的另外5家商户。

王先生说，虽然原告撤诉了，他还是决定更
换招牌和菜单，去掉“潼关”字样，“这么做是为了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折腾了。”11月26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联系到负责审理苏先生等商户案件的法
官。法官表示，原告潼关肉夹馍协会在商丘起
诉了20多家商户，目前暂时全部撤诉。

“他们在全国起诉了一千多家。”法官建
议，为了避免麻烦，商户最好在这段时间内整
改，因为不排除原告再次起诉的可能，“国家
知识产权局回应说不允许收加盟费，但并没
说不构成侵权。”

法官提醒商户整改：

虽撤诉并不等于不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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