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知发办函字〔2021〕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局机关有关部门，商标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落

实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大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打击力度，决定自 2021年

3 月起，集中开展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现将《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1年 3月 15日 

 

 

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大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打击力度，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决定

自 2021年 3月起，集中开展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现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突出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导向，积极应对商标恶意抢注新趋势，回应社会关切，切实增强

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查、从政治上治的意识，严厉打击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背公序良

俗、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秩序以及易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典型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注重依法

依规、理法并重，注重部门协同、统筹推进，注重健全机制、源头治理，引导全社会进一步树

立正确的商标注册意识，促进商标申请数量平稳、质量提升，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二、工作重点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以下商标恶意抢注、图谋不当利益，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秩序，造成较大

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 



（一）恶意抢注国家或区域战略、重大活动、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大科技项目名称的； 

 

（二）恶意抢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

事件相关词汇、标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恶意抢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重大赛事、重大展会名称、标志的； 

 

（四）恶意抢注行政区划名称、山川名称、景点名称、建筑物名称等公共资源的； 

 

（五）恶意抢注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行业术语等公共商业资源的； 

 

（六）恶意抢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知名作品或者角色名称的； 

 

（七）恶意抢注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者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或者其他商业标志，损害他人在先

权益的； 

 

（八）明显违背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禁止情形以及其他违反公序良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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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重大消极、负面社会影响的； 

 

（九）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从事上述行为，仍接受其委托或者以其他不正当

手段扰乱商标代理秩序的； 

 

（十）其他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 

 

对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囤积商标注册申请的处置，已另行发文进行整治。 

 

三、任务措施 

 

（一）强化线索摸排。加强案件线索排查。各地区要充分考虑本地参与的国家重大政策落实、

承担的国家重大工程、存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举办的重大交流赛事展会活动等实际情况，

确定工作重点，建立工作台账。报送本地区受到恶意抢注案件线索材料应充分详尽，本地区涉

嫌恶意抢注行为的案件线索材料应全面完备。 

 

（二）强化精准打击。围绕商标注册全流程实施精准打击。加强恶意抢注行为监控，实现商标

注册、异议、评审和后续业务的协同，促进标准执行一致。对处于商标注册程序中的案件线索，

由商标局指导各地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依法处理，构成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启动快速驳回机



制。对处于商标异议、无效宣告程序中的案件线索，构成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采取提前审查

审理、并案审查审理和重大案件口头审理等措施，依法不予注册或者宣告无效。强化打击不以

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抢注，对于恶意抢注商标并转让牟利的，依法不予核准。充分运用信息化手

段，促进各审查环节信息共享。 

 

（三）强化部门联动。增强系统保护能力，加强商标注册、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有机衔接，

促进审查授权标准、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有机统一。综合运用商标注册程序内的规制

手段和商标注册流程外的行政处罚措施，形成全面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合力，加大打

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力度。严格适用法律，充分体现法律意图，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在法律

赋予的裁量空间内防范和遏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四）强化综合施策。综合运用法律惩戒、行政指导和信用约束等措施，规制、教育和引导并

重，有针对性地完善有效遏制的工作机制和从源头上防范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商标审查和审

理效能。密织规制恶意抢注法律网，推动将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依法依规纳入全

国公共信用信息目录，记入信用档案。在深入开展“蓝天”专项整治行动中，加大对商标代理

机构从事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打击力度，情节严重的，各地区应依法报请停止受理其办理商标

代理业务。规范平台型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于不规范经营行为及时约谈整改。坚决杜绝将商

标申请数量作为部门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不得相互攀比商标申请数量，不得以资助、奖励等

任何形式对商标注册（含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行为予以支持。加强督导检查，对于推诿

拖延、行动不力的地方，将视情取消各类支持政策及项目申请资格等。 

 

（五）强化宣传教育。将宣传发动工作贯穿专项行动始终，切实形成高压震慑。注重及时宣传

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曝光典型案例，公

布恶意商标抢注典型案例及违法个人、企业和代理机构，阐明立法本意，回应社会关切，震慑

违法分子，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开展创新和自觉抵制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营造良好的知识

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做好舆情导控，把握宣传口径和节奏，严防不良炒作。 

 

四、职责分工 

 

办公室负责组织专项行动宣传和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专项行动相关舆情的监测、研判和应

对引导。 

 

条法司负责在严厉打击恶意申请联合工作机制框架下，研究和指导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的法律适用。 

 

保护司负责指导各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根据已生效的行政决定、裁定及其相关司法判



决，以及局交办案件材料等，依法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行政处

罚；加强市场主体信用监管；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或社会普遍关注紧急事件等特殊情况，及时

通知商标局提供相关商标信息；推动将地方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检查考核。 

 

运用促进司负责组织指导各地区对商标代理机构参与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案件线索依法

依职责查处；加强商标代理机构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加强对商标交易与商标代理网络平台监管；

遇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或社会普遍关注紧急事件等特殊情况，及时通知商标局提供相关商标信

息；指导各地区优化调整知识产权资助政策。 

 

公共服务司负责推动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人信息互通共享。 

 

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根据职责权限负责对专项行动中履职尽责、秉公用权等情况进行监督

执纪，推动监管权力规范透明运行。 

 

商标局负责组织协调专项行动开展；建立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联合认定工作机制，组织对专

项行动重大、疑难案件线索的联合认定；对商标注册流程中的恶意抢注行为依法予以驳回等处

理，依职能主动宣告一批影响恶劣的商标无效，公开相关审查决定和审理裁定；对商标审查审

理中发现重大明显涉嫌恶意抢注行为需予以规范并查处的案件线索，依职责转交保护司、运用

促进司；对各地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各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摸排本辖区内受到恶意抢注和涉嫌从事恶意抢注行为案件

线索；组织对本辖区内从事恶意抢注行为的市场主体和商标代理机构依法予以查处；落实本辖

区内各类商标交易服务机构和平台属地监管责任；负责全面梳理本辖区涉及商标的指标设定、

资助政策等情况，查找存在的不足和突出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制定工作方案并进行优化调整，

并将相关情况及时报国家知识产权局。 

 

各地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负责收集本中心待审商标中涉嫌上述典型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

线索并汇总报送，在商标局指导下依法依规审查。 

 

五、进度安排 

 

分 3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3 月）。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进行动员部署，同时开展舆论宣传工作，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各地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要及时传达专项行动方

案，结合实际制定专项工作计划，明确工作重点目标和重点环节，明确具体责任人和工作联系



人，设立专班，积极开展案件线索摸排工作。各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收集本辖区内的案件线

索，由省（区、市）知识产权局汇总；各地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收集本中心待审商标中的线索，

上述线索于 3月 30日前报商标局。商标局对报送线索进行梳理，根据职责分工情况转办。 

 

（二）组织实施阶段。（4月—10月）。对处于商标注册程序中的案件线索，由商标局指导各地

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依法审查。对于处于商标异议、无效宣告程序中的案件线索，由商标局依

法审查审理并筛查一批典型商标予以无效宣告。对重大明显涉嫌恶意商标抢注行为的案件线

索，以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或社会普遍关注紧急事件涉及的相关商标信息，由保护司转交相关

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展工作。对于商标代理机构被生效的行政决定、裁定或者司法判决认

定从事上述典型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案件线索，由运用促进司转交各地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并

指导依法查处。各级地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根据上级转办的案件线索，集中开展专项整治。

对违法从事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案件查处情况和政策自查及调整情况及

时向上级机关反馈。 

 

（三）总结督察阶段。（11月—12月）。商标局对各地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进行检查。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对本辖区内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察，对转办、交办

的案件线索及查处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对本辖区开展专项行动情况进行总结，各地方商标审查

协作中心对本中心开展专项行动情况进行总结，于 12 月 10 日前报商标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及其效果进行评估，并予通报。 

 

本次专项行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

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职能，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将开展专项行动同日常授

权确权、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有机结合，提高政治站位，快速部署落实，有序开展，务求实

效。 

 

 

 

出所：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網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25/content_559575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