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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

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自 2001 年 12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的决定》施行以来，人民法院开始依法受理和审理利害关系人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

审委员会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异议复审、商标争议、商标撤销复审等具体行政行为的商

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对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审判经验。为

了更好地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明确和统一审理标准，最高人民

法院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和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相关法院、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对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对审理此

类案件提出如下意见： 

 

    1、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对于尚未大量投入使用的诉争商标，在审查

判断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等授权确权条件及处理与在先商业标志冲突上，可依法适当从严掌握

商标授权确权的标准，充分考虑消费者和同业经营者的利益，有效遏制不正当抢注行为，注重

对于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显著性的在先商标、企业名称等商业标志权益的保护，尽可能

消除商业标志混淆的可能性；对于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相关公众群体的

诉争商标，应当准确把握商标法有关保护在先商业标志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相协调的立法精神，

充分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业标志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

的市场秩序。 

 

    2、实践中，有些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虽有夸大成分，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或者相关公众的

通常认识等并不足以引人误解。对于这种情形，人民法院不宜将其认定为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

性的标志。 

 

    3、人民法院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



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

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

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 

 

    4、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一般不得作为商

标注册和使用。实践中，有些商标由地名和其他要素组成，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商标因有其他

要素的加入，在整体上具有显著特征，而不再具有地名含义或者不以地名为主要含义的，就不

宜因其含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而认定其属于不得注册的商标。 

 

    5、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应当根据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

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对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进行审查判断。标志中含有的描述性要素不影

响商标整体上具有显著特征的，或者描述性标志是以独特方式进行表现，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

别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 

 

    6、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时，应当根据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审

查判断诉争外文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诉争标志中的外文虽有固有含义，但相关公众能够以

该标志识别商品来源的，不影响对其显著特征的认定。 

 

    7、人民法院在判断诉争商标是否为通用名称时，应当审查其是否属于法定的或者约定俗成

的商品名称。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

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 

 

    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一般以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判断标准。对于由于历史传

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形成的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在该相关市场内通用的称谓，

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 

 

    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其申请注册的商标为部分区域内约定俗成的商品名称的，应视其申请

注册的商标为通用名称。 

 

    8、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

为准。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

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

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 

 

    9、如果某标志只是或者主要是描述、说明所使用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

量、数量、产地等特点，应当认定其不具有显著特征。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暗示商品的特点，

但不影响其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不属于上述情形。 

 



    10、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九条、第十

条等相关规定。 

 

    11、对于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在不相类似商品上确定其保护范围时，要注意与其

驰名程度相适应。对于社会公众广为知晓的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在不相类似商品上确

定其保护范围时，要给予与其驰名程度相适应的较宽范围的保护。 

 

    12、商标代理人、代表人或者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未经授

权，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进行注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代理人、

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被代表人商标的行为。审判实践中，有些抢注行为发生在代理、代表关

系尚在磋商的阶段，即抢注在先，代理、代表关系形成在后，此时应将其视为代理人、代表人

的抢注行为。与上述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有串通合谋抢注行为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可以视其为代

理人或者代表人。对于串通合谋抢注行为，可以视情况根据商标注册申请人与上述代理人或者

代表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等进行推定。 

 

    13、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得申请注册的商标标志，不仅包括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

相同的标志，也包括相近似的标志；不得申请注册的商品既包括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

所使用的商品相同的商品，也包括类似的商品。 

 

    14、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判断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可以参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15、人民法院审查判断相关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

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

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商品和服务之间是否具有较大的关联性，是否容易使相关

公众认为商品或者服务是同一主体提供的，或者其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商标注册用商品

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 

 

    16、人民法院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

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等因素，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

断标准。 

 

    17、要正确理解和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关于“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

利”的概括性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时，对于商标法

已有特别规定的在先权利，按照商标法的特别规定予以保护；商标法虽无特别规定，但根据民

法通则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属于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该概括性规定给予保护。 

 



    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一般以诉争商标申请日为准。

如果在先权利在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已不存在的，则不影响诉争商标的注册。 

 

    18、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人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

商标。如果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予以抢注，即可认定其采

用了不正当手段。 

 

    在中国境内实际使用并为一定范围的相关公众所知晓的商标，即应认定属于已经使用并有

一定影响的商标。有证据证明在先商标有一定的持续使用时间、区域、销售量或者广告宣传等

的，可以认定其有一定影响。 

 

    对于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不宜在不相类似商品上给予保护。  

 

    19、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撤销注册商标的行政案件时，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以其他

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要考虑其是否属于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

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对于只是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

形，则要适用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及商标法的其他相应规定进行审查判断。 

 

    20、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撤销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注册商标的行政案件时，应当根据商标法

有关规定的立法精神，正确判断所涉行为是否构成实际使用。 

 

    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属于实

际使用的行为。实际使用的商标与核准注册的商标虽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

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没有实际使用注册商标，仅有转让或许可行为，或者仅有商标注册信

息的公布或者对其注册商标享有专有权的声明等的，不宜认定为商标使用。 

 

    如果商标权人因不可抗力、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等客观事由，未能实际使用注册商标或

者停止使用，或者商标权人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并且有实际使用的必要准备，但因其他客

观事由尚未实际使用注册商标的，均可认定有正当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