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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传统商标
应当具有显著特征的指引

商标作为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应当

具有显著特征。为帮助相关经营主体了解三维标志商标、

颜色组合商标、声音商标等非传统商标在显著特征方面的

要求，引导其正确申请注册和使用非传统商标，制定本指

引。

一、三维标志商标的显著特征

三维标志商标，区别于普通平面商标，是具有立体形

态的标志，可以仅由三维标志或者由含有其他平面要素的

三维标志构成。实践中，三维标志商标一般表现为商品自

身的三维形状、商品包装或者容器的三维形状或者其他三

维形状。

三维标志因其特殊表现形式，容易使相关公众将三维

标志视为商品的一部分、商品本身或者商品外包装等，导

致相关标志无法发挥商标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

基本功能。

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应当在申请书中予以声

明，说明商标的使用方式，并提交能够确定三维形状的图

样，提交的商标图样应当至少包含三面视图。

对相关标志是否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的判断适用

一般规则，并同时将结合商标本身构成、指定使用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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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服务、相关公众的认知习惯、所属行业的实际使用情

况以及标志构成元素、视觉效果、使用方式等进行综合考

量。

（一）缺乏显著特征的常见情形

1.仅以商品自身的三维形状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的，

易使相关公众将标志识别为商品外观、造型或者装饰等，

不易识别为指示商品来源的标志，难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

的作用，一般不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 ”
1
作为三维标志商标申请注册在

“钟表”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将该标志识别为商品外观

造型，不会将该标志理解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商标，

故该标志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2.以商品的部分外观形状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且

易使相关公众将标志识别为商品的组成部分，不易识别为

指示商品来源的标志，难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作用的，一

般不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1
为便于呈现和说明，本指引图例仅选取了三维标志商标图样中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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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作为三维标志申请

使用在“鞋”商品上，（图样中，鞋靴的主体结构用虚线绘

制，本案商标申请为环绕靴子鞋面边缘的黄色缝线），虽然

环绕靴子鞋面的缝线部分为明亮的黄色，且在表现形式方

面有一定特点，但其作为鞋类商品的必要组成部分，所占

比例较小，相关公众一般不会将该部分理解为区分商品或

者服务来源的商标，故应当以标志是否能起到识别和区分

商品来源的作用，对其显著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3.仅以商品包装或者容器的三维形状作为商标提出注

册申请的，易使相关公众将标志识别为商品外包装或者容

器外形等，不易识别为指示商品来源的标志，难以起到区

分商品来源的作用，一般不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 ”作为三维标志商标申请使用在“调味品”

商品上，由于该标志由调味品容器形状构成，相关公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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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将其识别为商品的容器，不会将该标志理解为区分商品

来源的商标，故该标志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4.以简单或者普通的三维形状或者起装饰性作用的三

维形状构成的标志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的，易使相关公

众将其识别为普通商品花纹或者装饰性外表等，不能起到

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 ”作为三维标志商标提出注册申请，易

使相关公众将其其识别为普通立体形状，难以作为区分商

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商标进行识别，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

征。

5.以服务行业为提供相关服务使用的通用或者常用物

品的三维形状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的，易使相关公众将

其识别为具体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等，不易识别为指示服

务来源的标志，不能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缺乏作为

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 ”作为三维标志商标申请使用在

“游乐园服务”上，该标志为摩天轮效果图，属于常见的

游乐园设备，易使相关公众将其理解为游乐园中提供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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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服务内容，难以作为区分服务来源的商标进行识别，缺

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6.以缺乏显著特征的三维形状和具有显著特征的其他

平面要素组合而成的标志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的，一般

来说，认为该三维标志商标在整体上具有显著特征，但申

请人应当主动声明放弃不具有显著特征的三维形状部分的

商标专用权，放弃说明会在商标公告及注册证上予以加注，

申请人不能仅就不具有显著特征的三维形状单独主张权利。

但对于平面要素在三维标志商标中所占比例过小或者

处于不易识别位置，或者对于整体上易被识别为包装装潢

或者商品的装饰外表等的，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难

以将其整体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进行识别的，

该标志整体不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 ”作为三维标志商标申请使用在“钢

笔”商品上，虽然该三维形状上有“MONTB0LANC ”、

“MEISTERSTUCK”“M”文字和“星形”及“圆环”图形，

但上述文字及图形在笔身上所占比例较小，以相关公众的

一般注意力易将其忽略或者作为笔类商品的通用形状等进

行识别，难以将三维形状整体识别为区分商品来源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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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标志整体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二）经使用取得显著特征

按照商标法相关规定，标志经过长期或者广泛使用，

能够起到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作用的，可以取得

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申请人在商标申请或者审查意见书

答复过程中，应当提交充分的使用证据，用以证明三维标

志商标的使用情况。

二、颜色组合商标的显著特征

颜色组合商标是指由两种以上颜色按照特定方式组合

构成的商标，其保护的范围限于以特定方式使用的颜色组

合本身，不包含具体形状，商标图样中呈现的形状不在保

护范围内。颜色组合商标可以用于商品或者商品包装的全

部或者部分，也可用于服务所需载体等。我国目前暂不接

受单一颜色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与颜色组合商标不同，常见的指定颜色的普通商标，

是指附着了特定颜色的普通文字或者图形商标，其保护范

围包含具有颜色的文字、图形及其他注册要素等。

将颜色组合使用在指定商品或者服务上，通常易使消

费者认为其是产品本身、包装或者服务载体的装饰或者装

潢设计等，而不易将其作为指示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

进行识别，因此，颜色组合缺乏作为商标的固有显著特征，

只有在通过长期或者广泛的使用，并使颜色组合与申请主

体产生稳定联系，才能具备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

以颜色组合申请注册商标的，申请人应当提交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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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图样。商标图样应当是表示颜色组合方式的色块，或

者是表示颜色使用位置的图形轮廓，该图形轮廓不是商标

构成要素，必须以虚线表示，不得以实线表示，同时，应

当在商标说明中说明颜色组合商标在商品或者服务上的使

用方式。

对颜色组合是否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的判断适用

一般标准，并同时将结合商标本身构成、指定使用的商品

或者服务、相关公众的认知习惯以及颜色组合的自身属性、

构成元素、使用方式、使用情况、同行业及同类颜色使用

情况及惯例、广告宣传情况及效果、相关公众知晓程度等

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颜色组合为申请人所独创或者最早使

用，并不能当然认为其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一）缺乏显著特征的常见情形

仅以指定使用的商品的天然颜色、商品本身常见颜色

组合形式、商品包装物的常见形式或者指定使用服务场所

的通用或者常见颜色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相关公众

在看到颜色组合后，易将其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表现

形式等进行识别，不能起到具有指示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

作用，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 ”作为颜色组合商标申请注册在

“电砂轮机”商品上使用，由于该颜色组合为电砂轮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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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颜色组合形式，相关公众不易将其作为识别和区分商

品来源的标志进行识别，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二）经使用取得显著特征

按照商标法相关规定，标志经过长期或者广泛使用，

能够起到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作用，可以取得显

著特征。申请人在商标申请或者审查意见书答复过程中，

应当提交充分的使用证据，用以证明颜色组合商标的实际

使用情况，及已与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之间建立的稳定联系。

三、声音商标的显著特征

声音商标是指以声音本身构成的商标，用以识别和区

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声音商标可以由乐曲等音乐性质的

声音构成，也可以由自然界中、人或者动物的声音等非音

乐性质的声音构成，还可以由音乐性质与非音乐性质兼有

的声音构成。

与较为常见的文字或者图形等商标不同，声音商标依

赖于声音播放载体，通过听觉实现认知。通常来说，消费

者易将其识别为商品本身产生的声音、背景音乐、广告宣

传用语等，而不易在听到一段声音后，将其作为指示商品

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进行识别，即使是独特的声音，也并

不当然具有作为商标的固有显著特征。因此，一般情况下，

将声音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需要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

经过长期或者广泛使用取得了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并能

够起到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

以声音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的，应当提交符合要求



- 9 -

的声音样本，并在商标图样中对申请商标进行描述，声音

商标描述与声音样本应当一致，同时，应当在商标说明中

说明声音商标在商品或者服务上的使用方式。

对声音商标是否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的判断适用

一般标准，并同时会结合商标本身构成、指定使用的商品

或者服务、相关公众的认知习惯以及听觉感知、声音效果、

使用方式、使用情况、同行业及同类声音使用情况及惯例、

广告宣传情况及效果、相关公众知晓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

考量。声音为申请人所独创或者最早使用，并不能当然认

为其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一）缺乏显著特征的常见情形

1.仅以直接表示指定商品或者服务内容、消费对象、

质量、功能、用途及其他特点的声音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

相关公众在听到上述声音时，易将其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

具体描述性内容进行识别，不能起到具有识别和区分商品

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钢琴弹奏声”指定使用在“乐器”商品上；

将“儿童嬉笑声”指定使用在“婴儿奶粉”上；

将“古典音乐声”指定使用在“安排和组织音乐会”

服务上；

将“狗吠或猫叫声”指定使用在“宠物饲养”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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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水开啦，水开啦的声音”指定使用在“电热水壶”

商品上等。

2.以商品使用或者服务提供过程中通常出现的声音作

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的，相关公众在听到上述声音时，易

忽略该声音或者将其作为常见声音识别，不能起到识别和

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开启酒瓶时通常会发出的“嗒”“嘭”等声音使用在

“啤酒”“红酒”等商品上；

将取款时验钞机点钞发出的“哗哗”声指定使用在

“银行”服务上等。

3.以行业通用或者常用的音乐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

的，相关公众在听到上述声音时，易将其作为常见的背景

声音等进行识别，不能起到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

的作用，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婚礼进行曲”的旋律指定使用在“计划和安排婚

礼服务”服务上等。

4.以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复杂的声音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的，相关公众在听到上述声音时，易将其作为简单音效或

者普通乐曲等进行识别，不能起到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

务来源的作用，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例如：

将“致爱丽丝”整首旋律指定使用在“幼儿园”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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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上。

5.以平常语调或者简单旋律直接唱出、读出、讲出或

者以其他方式呼叫出的文字短语等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

的，相关公众在听到上述声音时，易将其作为广告宣传用

语或者常见表达等进行识别，不能起到识别和区分商品或

者服务来源的作用，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以特定自

然人的特有音色唱呼文字短语等的声音并不因其音色的可

辨识度及独特性当然具有作为商标所需的显著特征，应当

以相关公众是否能将其作为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

的标志进行识别，对其显著特征进行判断。

例如：

以简单旋律唱出“恭喜你发财”；

以平常语调唱呼“来了，您呐”；

以平常语调呼叫“人行千里，声动我心”；

以平常语调呼叫“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等。

6.以其他不能起到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作用的声音

作为商标提出注册申请的，该声音缺乏作为商标的显著特

征。

（二）经使用取得显著特征

按照商标法相关规定，标志经过长期或者广泛使用，

能够起到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作用，可以取得显

著特征。申请人在商标申请或者审查意见书答复过程中，

应当提交充分的使用证据，用以证明对特定声音的实际使

用情况，以及已与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之间建立的稳定联系。

出所：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12/29/art_66_1894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