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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看来，最近发生的“潼关
肉夹馍”商标纠纷与此前的“逍遥镇胡
辣汤”事件有相似之处，理应叫停。对
此，中银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副主
任张菲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两
个案件有相似之处，但又存在本质不
同，“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是
两个不同性质的商标。那么，两个商
标之间有何区别？“地名+小吃名”是否
能注册商标？协会大规模诉讼维权，
究竟合法还是非法？

关注 1
“地名+小吃名”
是否能注册商标？

在“老潼关小吃协会”网站上，记者
找到一份 2018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对
违规、违法、侵权行为追贵的声明》显
示，“潼关肉夹馍”商标为该协会经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依法核准的
注册商标，该协会依法享有注册商标专
用权，注册号为第14369120号。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彭学龙认为，此类
起诉是否违法的关键在于，协会是否
拥有其所主张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只
要商标权合法、有效，两家协会维权就
是正当的。无论“潼关肉夹馍”，还是

“逍遥镇胡辣汤”，都只能注册为地理
标志商标，《商标法》对地理标志商标
注册有明确要求：标示某商品来源于
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
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
文因素所决定。这样，注册申请人就
必须证明潼关肉夹馍和逍遥镇胡辣汤
具有特定的质量或者信誉，且这种质
量或者信誉由潼关和逍遥镇的自然因
素或者人文因素决定。

彭学龙介绍，注册地理标识商标
需提交一系列文件，其中就包括地理
标志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

特征与当地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关系
的说明。还有地理标志申请人具备
监督检测该地理标志能力的证明材
料，应提交申请人所具有的检测资质
证书或当地政府出具的关于其具备
检测能力的证明文件，以及申请人所
具有的专业检测设备清单和专业检测
人员名单。

张菲菲则表示，“潼关肉夹馍”属
于典型的集体商标，其于2015年12月
14日获得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
是商标权人。按照《潼关肉夹馍地理
标志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非
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员，擅自在集体
商标商品项目上使用与该集体商标相
同或近似的商标的，潼关肉夹馍协会
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再看“逍遥镇胡辣汤”相关商标。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信息，河南
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早在 2003
年，就分别申请在第 29 类、第 43 类注
册“逍遥镇”“逍遥镇赵记”“逍遥镇赵
家”等商标，这些商标都属于普通商
标，并非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而西华
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据以维权的商标
为第3436143号“逍遥镇”商标。

“众所周知，逍遥镇属于西华县下
属镇的地名，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的
规定，虽然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在
两种情况下例外，一个是作为集体商
标或证明商标等地理标志的一部分，
一个是已经注册的商标继续有效。
显然，逍遥镇已经被商标局核准注
册。虽然地名不能单独构成集体商
标或证明商标，但是作为普通商标依
然具有专有使用权和禁止他人使用
权。”张菲菲说。

关注 2
协会大规模诉讼维权

合法还是非法？

即使协会注册了商标，是否意味

着相关协会可以向任何一个使用该商
标的商家发起诉松？

对此，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建指出，可以正当使用的商标在注
册前，存在社会公众合法使用权，此时
商户不是作为商标使用它，而只是为
了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的商品。在商标
的独特性与社会公共需要的普遍性产
生冲突时，根据商标的特性，应让位于
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也与《商标法》的
立法目的“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
者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相一致。

付建认为，先以懈怠的态度对待
侵权，再以“收割韭菜”的方式维权，潼
关肉夹馍协会有假借维权收取“会员
费”的嫌疑。因此，协会以商户侵犯商
标为由进行维权，是不能成立的。

关注 3
餐馆使用“逍遥镇”和“潼关”

究竟有没有错？

那么，商户在餐馆使用“逍遥镇”
和“潼关”，究竟有没有错？彭学龙指
出，若“潼关肉夹馍”地理标志注册商
标合法有效，即使是潼关本地的肉夹
馍店，如果并非该地理标志会员，亦未
获授权，只能在描述意义上使用“潼关
肉夹馍”5个字，但应尽量避免与所注
册的“潼关肉夹馍”地理标志图案相混
淆，避免消费者误认为其系“潼关肉夹
馍”地理标志注册者的成员或者会员。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西江则表示，“潼关肉夹馍”商标权
利人为潼关肉夹馍协会。除了是地理
标识商标外，该商标还属于集体商
标。集体商标使用权归属于一个团
体，但是注册商标由这一团体机构的
成员一同应用。因此，潼关肉夹馍协
会有权禁止团体组织成员之外的主体
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但根据《商
标法》的规定，在商标注册日之前的使

用行为可主张商标使用权。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该协会

的开庭公告已达 300 余条，且开庭时
间集中在最近半年。从开庭信息来看，
其中有342条系协会作为原告，起诉理
由主要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
权属、侵权纠纷”，被告遍及全国，涉及
广东、河南、吉林、天津、山西、安徽等
省市。但在已结案的 11 项中，有 8 项
均以潼关肉夹馍协会撤诉告终。

关注 4
协会起诉商户

对美食发展是利是弊？

此类维权引发公众热议的同时，
对小吃品牌的传播和小吃发展到底是
利是弊？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营销管
理系主任、副教授杜鹏认为，协会起诉
企业可以分两面看。目前，不少小微
商家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品牌意识，动
不动就山寨、抄袭、侵权，因为这样短
平快、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促进
了市场繁荣和品牌推广；但长期看一
定走不远走不久，各自为战、没有标
准、质量参差不齐、没有规模，最终损
害品牌价值。协会、行业想规范知识
产权和品牌意识，规范市场行为，从长
远看这个初衷是认可的，但实现手段
和方式一定会造成震荡，短期内会有
负面影响。

付建则认为，对小吃品牌的传播
以及影响力而言，此类维权弊大于利，
属于“恶意诉讼”或“滥诉”，应予以叫
停。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强化对地
方美食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引导，让产
品“走出去”。如果“肉夹馍”“胡辣汤”
这些传统的小吃品牌不允许被正当使
用，那么此类小吃影响力很难继续被
扩大推广，最终品牌也会被其他产品
取代市场。
综合极目新闻、《北京晚报》、中新网等

专家热议近期两起商标侵权热点事件：

商标保护的边界在哪里？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晨回应“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
“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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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杨仕成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
答记者问。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逍
遥镇”注册人不能据此收取所谓“会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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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者问：“逍遥镇”“潼关肉夹
馍”商标注册情况是怎么样的？如何
看待“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
事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答：经查，截至
目前，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有效注册

“逍遥镇”商标 3 件，分别为原国家工
商总局商标局 2004 年 6 月 21 日注册
的第 3436143 号“逍遥镇”、2008 年 2
月 28 日注册的第 3436141 号“逍遥
镇 ”、2009 年 4 月 7 日 注 册 的 第
4664367 号“逍遥镇及图”，核定使用
在第 29 类“胡辣汤”商品或第 43 类

“餐饮服务”上，均为普通商标。其中

第 3436141 号、第 3436143 号“逍遥
镇”商标，起初由个人注册，后逍遥镇
胡辣汤协会通过商标转让取得该商
标专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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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
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

“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
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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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 ，国
家知识产权局
已责成地方相
关部门深入了解事件进展，加强对各
方保护和使用商标的行政指导，积极
做好相关工作，依法依规处理有关商
标纠纷，既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又要

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处理好商标权利
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关系。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