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粒青花椒，在搅动餐饮行业神
经的同时，也在廓清商标维权的边界。

2021年底，发生在成都、广安等
地、围绕“青花椒”产生的系列商标侵
权案件，让青花椒从一种川渝地区盛
产且广受欢迎的调味品，成为一个法
治“注脚”，先后被写入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标志
性事件。

至今，该案带来的讨论和关注，仍
在继续。

“青花椒”一案的意义何在？又该
怎样夯实法治建设基础？近年来，在
法治建设方面，四川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了诸多先行先试、开拓创新的努力。

2021年2月5日，天府中央法务区
在四川正式启动运行，成为全国首家
从省级层面主导建设的法务集聚区。
2022年4月22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第
五巡回法庭成都审判点、成都国际商
事法庭、成都知识产权法庭在天府中
央法务区的揭牌，这一全国首个省级
层面主导建设的现代法务集聚区，正
在将立足四川、辐射西部、影响全国、
面向世界的一流法律服务高地的愿景
化作现实。

“青花椒”案的延伸

成都市温江区市民邹先生经营的
花椒鱼火锅店，已重新挂上带有“青花
椒”字样的招牌。

那面落款为“四川青花椒鱼火锅
被诉全体商家”的锦旗，至今还被人津
津乐道。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商家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新挂上牌匾的
感激和喜悦，同时也让“青花椒”案成
为法治宣传的活教材。

2021年年底，成都、广安等数十家
餐馆突然被一家远在上海的餐饮企业
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的店招里含有

“青花椒”3个字。在成都经营“温江五
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的邹先生就是
其中之一，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起诉侵犯其“青花椒”商标权并索
赔5万元。

法院一审判决邹先生败诉，赔3万
元，他不服，上诉。二审过程中，法官
审理认为，邹先生经营的火锅店店招
上的“青花椒”属正当使用，其使用行
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四川高院对该案当庭宣判，驳回上海
万翠堂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一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

至此，“青花椒”案在引发舆论广
泛关注的同时，也成为知识产权保护
领域的一个代表性事件。

该案先后被写入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明确，

“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

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今年4月19日，四川、重庆两地高

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两地
2021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在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1年四
川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
书中，“青花椒”一案再次被提及。

白皮书显示，该案的判决在充分
保护注册商标合法权益的同时，既强
调权利人的维权要有法定边界，对他
人的正当使用和诚实经营行为无权干
预和禁止，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又尊重人民群众的常识、常情和
常理，切实保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让“良法”更加“善治”。

商标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青花
椒”案的背后，也反映着伴随社会经济
发展，社会公众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的不断提高。事实上，根据四川法
院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7年至
2021年，四川法院知识产权收结案情
况均逐年攀升。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
件数量增长的背后，其实是因为知识
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的价值在增
强。仅2021年，四川法院共受理各类
知识产权案件23481件，审结21762件。

面对案件量的增长，四川法院在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回应知识产
权司法需求的同时，坚持开拓创新，不

断优化公正高效的审判机制。比如，
成都中院大力开展的繁简分流改革试
点工作就已初显成效，已形成了难案
团队、普案团队、简案团队的新模式，
审判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持续优化

“青花椒”案的改判以及写入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了“碰瓷式维
权”不受保护。而“碰瓷式维权”的背
后，正折射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中
的一块短板。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作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
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其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层面，最高
人民法院给予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
呈现大幅攀升态势。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人民法院新收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同比上升41.19%。
京沪苏浙粤五省市法院收案数量仍保
持高位运行。

而在四川，知识产权保护同样“任
重而道远”。

该如何优化？4月22日，成都知识

产权法庭在天府中央法务区揭牌，其
前身是2017年成立的“成都知识产权
审判庭”。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法庭深
化知识产权案件三级分流改革，将85%
的审判资源投入到技术类知识产权案
件审理。联合知识产权局、版权局、产
业园区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设立“知
识产权维权服务站”“知识产权巡回法
庭”，延伸司法保护链条，服务保障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在这之前，成都互联网法庭、大熊
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成都金融法庭、
成都破产法庭等相继入驻天府中央法
务区，随着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
庭成都审判点、成都国际商事法庭、成
都知识产权法庭的揭牌，一个更加完
备的司法审判平台初具雏形。

天府中央法务区的角色变迁

天府中央法务区到底是什么区？
运行一年多来，答案已不言自明。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
曾介绍，天府中央法务区是全国首个
省级层面提出和推动实施的现代法务
集聚区。

实际上，省委、省政府把天府中央
法务区的建设纳入全省改革发展大局
和依法治省全局统筹谋划，作为全省
重大原创性原动力改革部署推进。

换句话说，天府中央法务区已成为
新时代法治四川建设的一张重要名片。

对此，四川省委依法治省办主任，
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刘志诚做客省
政府网站时曾介绍，天府中央法务区
在设立之初，就目标鲜明提出打造立
足四川、辐射西部、影响全国、面向世
界的一流法律服务高地，形成集公共
法律服务、法治理论研究创新、法治论
坛交流合作、法治文化教育培训、智慧
法务、涉法务全链条服务等功能于一
体的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创新
聚集区。

“自去年2月5日启动运行以来，已
取得了‘建平台、聚资源’的阶段性成
效。”刘志诚说，天府中央法务区得到
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大力支
持，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
法庭审判点、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
中心局四川联络处、国家律师学院西
部分院等一批专业机构，还聚集了金
融法庭、破产法庭、互联网法庭、知识
产权法庭、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
等司法机关13个，引进了北京通商、泰
和泰、法证链等法务服务机构100余
家，打造了线上智慧法律服务平台
——“天府法务网”，初步形成了“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高端法律服务产业
发展带”+“法治文化交往节点”的“一
心一带多点”功能布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戴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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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2021年9月，省委印发了《法治四川建设规划（2021—2025年）》。规划明确，到2025年，党领导全面依法治省体
制机制更加健全，省委党内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等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
理体系更加健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有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法治化营商环境
更加优化，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取得新成效，各领域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建成西部法治新高
地，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四川、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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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中央法务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资料图）

天府中央法务区综合服务中心。

从破壳而出到羽翼渐丰
天府中央法务区的“腾飞”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