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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

问：有些商标包含地名，这些
地名往往具有独特商业价值。取
得注册商标后能否禁止他人使用
商标中包含的地名？

这位负责人介绍，根据商标
法的规定，即便取得注册商标专用
权，权利人亦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
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他人正
当使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权
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的，
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此前，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是
以集体商标注册人的名义，在包
括山东在内十多个省市提起诉
讼，一些被告的小吃店经营者说，
这是逼他们入会、加盟。那么，地
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能否任意
许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商标？

这位负责人分析：“在地理
标志标示的地区范围内并符合
地理标志使用条件的，即便不申
请加入集体、协会或其他组织，
亦可依法正当使用地理标志；不
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或超出
地理标志标示的地区范围者，则
不能通过商标许可、加盟、入会
等方式，获得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使用资格。”

通过诉讼维权收取
所谓“加盟费”不予支持

问：行业协会或有关组织是
否可依据其注册的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通过诉讼要求他人支付加
盟费？

这位负责人强调：“相关组织
作为商标注册人通过诉讼收取所
谓会员费、加盟费以及类似费用
的，不符合商标法的规定，人民法
院依法不予支持。”

他表示，地理标志属于区域
公共资源，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
册人，应当是当地不以营利为目
的的团体、协会或其他组织，应做

到合法、合规、自律，维权时应依
法合理行使诉讼权利。“个别协会
和组织利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获取加盟费等，在商标法上没有
依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收取
加盟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
持。”

让恶意诉讼当事人
“偷鸡不成蚀把米”

问：当前还存在一些明知不
具备正当权利基础、谋取非法利
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损害他
人正当经营利益等“碰瓷”诉讼现
象，人民法院对此有何举措？

这位负责人说：“诚信诉讼是
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人民
法院按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目
标和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
施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
缩短诉讼周期、便利当事人举证，
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与
此同时，以鲜明的态度和有力举
措，坚决遏制恶意诉讼，陆续出台
了防范虚假诉讼及恶意诉讼的多
个司法解释。”

他提到了今年6月发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
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
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

“对于恶意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
依法请求该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
所支付的合理律师费、交通费、食
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
持。对于提起恶意诉讼的当事人，
人民法院还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
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总之，要织密制度
的笼子，让恶意诉讼的当事人‘偷
鸡不成蚀把米’。”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指
导全国法院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公正合理保护，既严格保护知识
产权，又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
新兼得，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和中
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据央视、新华社、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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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
元旦春节疫情传播风险大

1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
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表示，当
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高位
流行，病毒不断变异，境外疫情
输入我国的风险持续存在。“外
防”防住了，才不会有内部反弹。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疫情传播
风险较大。我们要在科学精准防
疫上下更大功夫，发现一起疫
情，就彻底扑灭一起，确保大家
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节日。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仍处于发展阶段，奥密克戎变异
株进一步增加了疫情不确定性，我
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总体
看来，近期国内疫情呈现传播链条
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特征
并存的情况。最近，已有多地发布
通知，倡导就地过年或者双节期间

非必要不离开当地。

上海：
元旦春节非必要不离沪

12月8日，上海市召开第109
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主任邬惊雷介绍，根据《上海市集
体类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指导意见》等要求，元旦春
节期间，上海市对举办文娱演出、
体育赛事、教育考试、活动庆典和
其他大型会议、论坛等集体类活
动，实施严格的分级审批管理。

邬惊雷表示，应坚持“非必
要不举办”原则，能取消的取消，

能延期的延期，能线上的线上。
确实需要举办的，应缩小规模，按
照“一活动一方案”，严格审批，制
订完善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
预案。上海市卫健委提醒各有关单
位，元旦春节期间尽量不要组织年
会、节庆等人员聚集活动。同时也
提醒广大市民，尽量不要去人员密
集的场所，不聚集、不扎堆，做好个
人防护。非必要不离沪。

河北张家口经开区：
党政机关职工等就地过年

12月9日，河北张家口经开区
最新通知：为切实管好“城门”、

守住“院门”、看好“家门”，保障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干部职工要率先垂范，
一律在本地过年，一律不出境，不
前往高风险地区，尽量不离开当
地，确有需要的要严格审批管理。

广东中山市三乡镇：
企业要鼓励员工就地过年

广东中山市三乡镇新冠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已于12月9
日向镇内企业发出倡议：广大企
业要鼓励异地员工就地过年，形
成“非必要不离广东”的共识。

三乡镇新冠疫情防控指挥
部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发生局部
聚集性疫情和散发病例，疫情防控
形势十分严峻。为巩固该镇疫情防
控成果，确保疫情不因春节人员流
动聚集而扩散，保障企业员工的健
康安全和企业生产的稳定有序，所
以发出了这则倡议。

广西凭祥市：
商铺人员倡导就地过年

12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凭
祥市已在《关于实施凭祥市门店、
商铺疫情防控“十个一律”的通知》
当中提到，门店、商铺人员一律倡
导就地过年、网络拜年。春节将至，
各门店、商铺倡导店员就地过年、
网络拜年，减少人员流动。市防疫
指挥部提醒，门店、商铺若违反“十
个一律”规定，首次发现违反规定
的责令整改；第二次发现违反规定
或拒不整改的，各行业主管部门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警告、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等处理。

据新华社、科技日报等

近期，内蒙古、上海市、浙江、江苏、黑龙江等地接连发现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受到各方关注。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11日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表示，元
旦、春节假期，疫情传播风险增大，更需精准防疫。记者注意到，为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目前已有多地发布通知，倡导就地过年或者双
节期间非必要不离开当地。

近日，“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取得
注册商标后，能否禁止他人使用商标中包含的地名？行业协会或有关组
织是否可依据其注册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通过诉讼要求他人支付加
盟费？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接受专访，就地理标志司
法保护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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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潼关肉夹馍”商标侵权纠
纷引发关注，全国多家使用“潼关肉夹
馍”字样的商户因商标侵权遭到起诉。
山东威海、青岛、烟台以及泰安等地肉
夹馍商户也收到了类似起诉，每户被
判赔偿一万多元。

7月初，威海一商户接到法院寄来
的庭前调解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潼
关肉夹馍协会委托当地律师，将威海
近10家带有“潼关肉夹馍”字样的商户
告上法庭，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商标侵
权，并赔偿4万到5万元不等的经济损
失。在山东，青岛、烟台以及泰安的部
分商户也收到了类似起诉。

经过多次庭前调解，双方未达成
一致。8月11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商户一审败诉，法院
认为这商户的门口招牌及商品包装袋
上的“潼关肉夹馍”字样与潼关肉夹馍
协会的注册商标相同，容易使公众产
生混淆，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有的要赔偿12000元，有的要赔
偿13000元。”一位商户表示，他们不
服，提起上诉。11月15日，威海中院宣
布维持原判。

据了解，2016年在陕西省渭南市
潼关县民政局登记的潼关肉夹馍协
会，近年来作为原告发起的侵害商标
权纠纷，涉及内蒙古、吉林、河南、浙
江、安徽、天津、贵州、广东、河北、上
海、辽宁、山东等多个省市。企查查显
示，潼关肉夹馍协会的开庭公告超过
300条。

潼关肉夹馍协会状告一些小吃店
未经授权或许可，擅自使用了他们注
册的商标，要求小吃店把店里所有打

着潼关肉夹馍字样的广告、店招撤下，
赔偿原告方损失，并支付诉讼费。各地
基层法院裁决结果不尽相同。

一些被告的小吃店经营者有些蒙
了，有没有商标不清楚，但是淮南牛肉
汤、单县羊汤、无为板鸭、老北京炸酱
面、天津大麻花、成都小吃，不都这么
叫吗？

无独有偶，河南知名小吃“逍遥镇
胡辣汤”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门
牌上写了“逍遥镇”三个字，河南省焦
作市的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商户突然收
到了法院传票，而起诉他们的，是河南
省周口市西华县的逍遥镇胡辣汤协
会。

逍遥镇胡辣汤，是起源于河南省
周口市西华县逍遥镇的知名美食。最
近，河南省焦作市多家胡辣汤店的老
板收到法院传票，起诉方均为西华县
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原因是“逍遥镇”
这三个字已经被协会注册了商标。

店主们找到法院询问，被告知可
以选择庭前调解，而调解的主要解决
方式，就是需要加入逍遥镇胡辣汤协
会，要想继续使用“逍遥镇”的牌子，每
年要向协会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
赔偿3万到5万元。

上述维权事件几经舆论发酵，引
发极大关注和讨论。此前，国家知识产
权局官方微博表示，陕西潼关肉夹馍
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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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事件推向新的高潮。

最高法对此事的回应，无疑给小
吃店的店主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晨

“潼关肉夹馍”商标侵权纠纷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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