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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在 这 里

全国人大代表刘廷安：

建议重视通用名称注册商标及其适用性
避免“青花椒案”再现

阳春三月，气温回暖。在资阳市乐
至县东山镇，上千亩的青花椒产业种植
基地里一片葱绿。花椒树枝条上大多
已长出了米色的小花苞，一朵紧挨着一
朵，一团团、一簇簇挂在枝头。

作为日常餐桌上的一味调料，
青花椒因涉及商标诉讼案，前段时间
在全国“闹”出了名。去年下半年，四
川成都、遂宁、眉山等地多家餐饮企
业，店面招牌、菜谱因为带有“青花
椒”字样，被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告上了法庭，引发社会热议。
其中，2021 年 9 月，上海万翠堂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以“侵害商标权纠纷”
为案由将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
店告上法庭。2021年 11月26日，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温江五阿
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停止在店招上使用

“青花椒”字样的标识，赔偿上海万翠堂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5000元
及合理开支 5000 元，共计 30000 元。
该火锅店不服，随后向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今年1月13日，这起备
受关注的“青花椒”商标维权案在成都
二审宣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
一审判决，驳回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一
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判决温江五阿
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对“青花椒”字样
的使用系正当使用。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除了青花椒，像逍遥镇胡辣汤、潼
关肉夹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在京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全国人
大代表、资阳市副市长刘廷安建议，要
重视商标权利的保护，在保护商标专用
权的基础上，兼顾考察商标的通用性、
显著性以及他人的合理使用因素，在依
法维护商标私权的同时，考虑公共利益
和社会效果。

一个疑问
通用名称注册商标

公共性如何界定和维护

记者梳理发现，除“青花椒”外，“潼
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五常大米”
等商标侵权纠纷也屡次引发关注。这
一系列诉讼案引发关注的同时，不少人
也在思考：通用名称注册商标后，公共
性如何来界定和维护？

对此，最高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
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冯晓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
例称，“青花椒”商标专用权人行使权利
有其合法边界，不能针对他人正当使用
行为提出权利主张，更不得滥用其权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一条
规定，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
号，或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
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
点，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
标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
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
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
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
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
正当使用。

关于通用名称公共性该如何界定
和维护的问题，冯晓青曾表示，尽管通
用名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
早有体现，但仅仅是说明了通用商标
在注册商标中的法定禁止性。对于包
含通用名称的注册商标，至今缺少系
统的概念。

他的建议
建立“恶意诉讼企业黑名单”制度

严惩恶意诉讼的商标权人

在资阳乐至县，青花椒是当地十大
特产之一，产品畅销川渝两地，部分制
品远销海外。

“‘青花椒案’不仅将对经营商家产
业产生深远影响，对种植者也是同样
的。”在刘廷安看来，青花椒不仅是川渝
两地火锅鱼商户必备调料之一，也经常
出现在老百姓日常餐桌上。“如果说店
招用了‘青花椒’三字就是侵权的话，那
什么叫合理使用呢？”

刘廷安认为，有关部门应当重视持

有通用名称注册商标证书，及其通用性
的有关问题。他提出，商标证书的取
得，意味着商品商标理应受到司法保
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商标在通用性
上的适用问题，尤其是合理使用以及善
意使用者的反向保护方面。

他举例说，比如，司法系统在对此
类事实的判决认定时，应结合商标本身
的显著性、涉案商标的使用地域、具体
使用方式、地域性使用特点、行业使用
习惯以及消费者识别习惯等因素，在合
理范围内，认定其属于正当使用，避免
权利滥用。

同时，刘廷安建议，要加大“青花
椒”等各类大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打造和
建设，强化此类品牌申请地理标志商标
力度，将其纳入地理标志保护范畴，严
禁不合理使用、滥用。

对于参与恶意诉讼的商标权人及
法律代理人，刘廷安认为应予以严惩，

“除了必要的经济处罚以外，或可参考
建立‘恶意诉讼企业黑名单’制度。一
旦上了‘黑名单’，扣除其有关信誉份
额，在市场准入、资质资格等方面予以
限制，让恶意诉讼者付出沉重代价。”

知识产权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刘廷安还建议，要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加强市场有关参与者个人素质、商标意
识、法治意识等方面的能力提升，切实
全面提高老百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也希望针对此类情况，出台更为细致
的条款，使依法保护商标和民事权利不
滥用之间得到平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远扬 戴竺芯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发展对
充换电基础设施提出更大挑战。去年
国庆节大假期间，新能源汽车集中上
路，长途驾驶“充电难”和车主“里程焦
虑”及续航痛点暴露无遗。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致
公党中央委员、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
提出：应推动建立电池标准，开发共享
电池包，推行电池租赁；加强换电技术
创新与标准化支撑，建设适配换电站，
探索共享换电模式；成立行业联盟，打
造行业生态系统。

行业痛点
换电模式尚无国家标准

“从数量上看，我国的充电基础设
施基本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
展。然而，充电桩发展存在结构性难
题。尽管行业前景看好，但充电、换电
运营企业眼下仍然深陷盈利困局。”曾
勇认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经过“政策驱
动的起步阶段”“政策市场双驱动的过

渡发展阶段”，伴随着新的变化，面临新
的挑战。

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促进联盟的数据，2021年我国新增充
电桩93.6万台，同比增长193%；2021
年我国公共及私人充电桩保有量
261.7万台，按同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784万辆，桩车比1：3。从数量上看，
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基本能满足新能
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然而，充电桩的

发展存在结构性难题，表现在：公桩与
私桩比例不平衡，共享私桩数量少、

“快充”的直流充电桩低于“慢充”的交
流充电桩、公共充电桩的使用在时空
上均呈现不均衡状态、公共充电桩建
设分布不均衡。

曾勇分析，从充电模式来看，根据
相关机构测算，充电桩盈亏平衡利用率
为8%至9%，2021年全国公共充电桩
平均日有效利用率为6%，大部分充电
桩运营商盈利困难，行业整体处于亏损
阶段；从换电模式来看，截至2021年
11月，我国共有换电站1192座，分析
机构认为，乘用车换电站盈亏平衡点对
应在20%左右的利用率，而目前已投
运的换电站利用率普遍达不到。此外，
换电技术还涉及专利，换电模式尚无国
家标准，换电站的规模化商业运营推广
条件还不成熟。

他的建议
政企联合推动建立电池标准

“建议政府和具备行业资源整合能
力的企业联合，推动建立电池标准，实
现电池的兼用性和安全性；开发共享电

池包，消费者可根据出行里程需求灵活
匹配电池数量。”曾勇提出，电池成本占
新能源整车成本的35%至40%，建议推
行电池租赁，降低购车成本；推广“电池
租赁+电池更换+电池升级”的组合模
式，既可降低前期购车成本，又可按需
更换电池。

同时，他建议加强换电技术创新与
标准化支撑，建设适配换电站，探索共
享换电模式。“标准化可以推动产业发
展，但换电技术的标准化面临诸多障
碍，需要电池规格和更换方式两方面的
一致。全球主要动力电池生产商，材
料、排列、能量密度等不同，统一标准要
求改变已有的生产投入和生产方式。
不同车型换电方式也不同，统一标准则
需对车身及底盘结构进行改造。”曾勇
调研发现，换电标准化涉及多方利益，
建议政府主导，从企业标准、行业标准、
国家推荐性标准到国家强制性标准逐
步过渡，联合汽车生产商、电池生产商
和换电运营商，在统一电池标准上加以
引导、循序渐进。同时，加大测试技术
和仪器装备的研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委 员 在 这 里

全国政协委员曾勇建议：

开发共享电池包 缓解新能源车“里程焦虑”

曾勇(资料图片)

刘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