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 黎 奥 运 会 已 经 圆 满 落 下 帷
幕。运动员同款穿搭和配饰成了电
商平台热销的时尚单品，有的商家
还看上了仿制奖牌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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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电商
平台上，搜索“巴
黎奥运金牌”等
关键字，即可看
到诸多仿制金牌
在售，售价在100
元至400元不等。

公开资料显
示，巴黎奥运会金
牌由523克银和6
克金组成，同时奥
运奖牌上还有一
块来自埃菲尔铁
塔的旧铁件。正
在电商平台售卖
的“奖牌”尽管价
格不等，但页面显
示的商品规格大
同小异，描述的参
数重量为340克，
直径8.5厘米。

据某店铺商
家透露，其售卖的

“奖牌”与奥运金
牌大小差不多，采
用锌合金材质，具
备耐磨耐腐蚀的
特点。

某电商平台
页面显示，一件

“奥运奖牌”纪念
品已超 800 人下
单购买，同时超1
万人收藏。另一
个电商平台上也
显示，标注“1：1
复刻”的“巴黎奥
运奖牌”有超过
400人想要，且超
3万人浏览。

为什么会有
人买仿制奥运金
牌？有人是为了
收藏，有人则希
望通过“金牌效
应”激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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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金牌可以随便仿制吗？答案是不能。
法律人士指出，部分奥运周边商品需要

有特许经营资质才可售卖，如果没有特许经
营许可私自售卖，存在违法风险。

北京恩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卢鑫蕊接受采
访时表示，奥运奖牌上的奥林匹克标志均受
到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保护。在未
经权利人许可的前提下，任何主体不得以商
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电商仿制、销售
这些奥运奖牌，无疑侵犯了奥林匹克标志权
利人专有权。

同时，奥运奖牌的图案和外观设计可能
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商
家擅自仿制并销售等行为，可能侵犯了著作
权人的复制权、发行权等，构成著作权侵权。

目前，可能被侵权的奥林匹克标志包括：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奥林匹克五环图案标
志、奥林匹克旗、奥林匹克格言、奥林匹克徽
记、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奥林匹亚、奥林
匹克运动会及其简称等专有名称；中国奥林匹
克委员会的名称、徽记、标志；中国境内申请承
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机构的名称、徽记、标志；
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称及
其简称、吉祥物、会歌、火炬造型、口号、“主办
城市名称+举办年份”等标志，以及其组织机
构的名称、徽记；《奥林匹克宪章》和相关奥林
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中规定的其他与在
中国境内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标志。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财经评论
员孟博指出，根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侵犯奥林匹克标志
专有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
院提起诉讼，也可以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处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
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
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
为商业目的擅自制造奥林匹克标志的工具。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
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并处25
万元以下罚款。”孟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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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除了仿制金牌外，
还有一些奥运周边商
品也存在仿制销售的
情况。

卢鑫蕊举例说，奥
运会吉祥物作为奥林
匹克标志，受到相关
法律法规的保护，其
形象和相关设计不能
用于商业目的，仿制
吉祥物还有可能涉嫌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

此外，恶意以奥运
健儿的名字抢注商标
的行为属于恶意抢注，
侵犯了运动员的姓名
权。这种行为不仅损

害了运动员的个人声
誉和权益，也干扰了他
们对自己名字的合法
使用权。

“商标的非法抢注
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使
他们误以为这些商标
与运动员本人或官方
赛事有直接关联。因
此，运动员和相关权益
方应通过法律手段保
护自己的姓名权。同
时，商家在商标注册和
使用过程中应遵循诚
实守信原则，避免侵犯
他人的合法权益。”卢
鑫蕊说。

据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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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侵权了

商家卖仿制“奥运金牌”合法吗？

制图 郭可馨

巴黎奥运会
吉祥物“弗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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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商平台在售的仿制“奥运奖牌”。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