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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食品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与案例分析
文 /刘 蕾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食品行业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食品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后疫情时

代，食品企业充分保护和利用好知识产权资产，不

仅可以阻止他人盗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还可以

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食品的

外包装、装潢，食品企业的字号、地理标志以及老

字号的传承、权利归属等都是食品企业关注和保护

的重点和热点话题。

一、关于地域和通用名称的话题

商标是帮助消费者来辨认相关商品或者区分服

务的特定来源。根据商标的显著性程度、知名度大

小等确定保护强度和范围，从而有利于鼓励正当竞

争，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培育知名品牌和提

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因此，企业常规的手法都是将

自己的商标申请登记注册。

1、商标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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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保护具有强烈的地域性。通常是指经中

国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受法律保护，而在域

外，包括港澳台等地区未在中国大陆地区注册，无

法受到法律的保护（驰名商标除外）。

在佛山市合记饼业有限公司（简称合记公司）与

珠海香记食品有限公司（简称香记公司）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中，合记公司以香记公司未经

许可，在生产销售的饼类商品外包装上注明“盲公

饼”，并且在饼身上印有“盲公饼”，侵犯其“盲

公”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诉讼。香记公司提供

的澳门中华商会证明书、澳门香记公司委任书及授

权书等证明香记公司在澳门生产、销售盲公饼的情

况。法院认为：我国商标法实行的是注册主义，即

只有注册商标才能取得商标专用权，内地和澳门属

于不同的法域，香记公司在内地不享有“盲公”商

标的使用权。在合记公司拥有“盲公”注册商标，且

香记公司的使用行为可能误导公众的情况下，香记

公司投资人在澳门使用的商品名称和标识，不能在

内地使用，更不能当然地构成合法的权利。

2、商标的通用名称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注册商

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

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

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

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商品通用名称

是指为国家或某一行业中所共用的，反映一类商品

与另一类商品之间根本区别的规范化称谓，其源于

社会的约定俗成，主要用来区别不同种类的商品。

同样，以“肓公饼”为例，香记公司认为：肓

公饼系商品名称，香记公司有权使用该名称。法院

认为：禁止别人未经许可使用，有利于保持产品的

特点和文化传统，使得产品做大做强，消费者也能

真正品尝到产品的风味和背后的文化；相反，如果

允许其他厂家生产制造“肓公饼”，一方面权利

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可能切断了该产品

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破坏了已有的市场秩

序。因此，在未有证据证明该等食品已经成为商品

名称的前提下，主张该食品为通用名称很难得到法

院的支持。

司法实践中明确以全国通用为原则，以特定情

形下的通用为例外，例外主要包括 : 一是由于历史

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相关市场较为

固定，只要在相关市场内通用即可以认定为通用名

称，这主要是一些地方土特产。二是仅在相关市场

中的部分区域，防止申请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将部

分区域内通用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为商标，从而妨

碍其他同业经营者正当使用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申请了通用名称，即使注

册也难逃被撤销注册商标的命运。四川省宜宾杞酒

厂注册的第 683437 号“杞”商标，1995 年 8 月 21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经评审作

出终局裁定，认为：“杞”为植物名，一指“枸杞”，另

一指“杞柳”，但该字用在滋补酒上，只能使消费

者想到“枸杞”而不是“杞柳”；一般消费者也

不会了解到被申请人用“杞”作商标，实则是因厂

旁遍生杞柳之故。所以，用“杞”作商标，直接表

示了本商品的主要原料（主要原料不指含成分的多

寡，而指起主要作用的原料）。据此， 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杞”字商标的决定。

二、食品企业关于包装所产生的法律问题

在食品企业中，外包装、装潢产生的法律问题

和争议是最多的。主要的争议集中在：

1、商品经营者在自己的店面、广告牌、商品

标签、包装袋等处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

装、装潢等引起的纠纷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经营者不得实

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

人存在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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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如在著名的罐装饮料王老吉外包装纠纷中，虽

然纠纷本身肇始于双方之间曾经存在的商标许可使

用关系，但在解决包装装潢的权益归属这一本案中

的核心法律问题时，仍需回归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关

于特有包装装潢保护制度的法律规定本身。

所谓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是指知名商品

之上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包装装潢形

式。在确定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归属时，既要在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鼓励诚实劳动，也应当尊

重消费者基于包装装潢本身具有的显著特征，而客

观形成的对商品来源指向关系的认知。

2、在字号、外包装等处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

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

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二），擅自

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

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

笔名、艺名、译名等）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3、食品外包装的肖像权问题

产品包装上的插图、人物形象以及以书面形式

呈现的食谱等会涉及到著作权，甚至是肖像权的保

护问题。如“真功夫”案件中就涉及到李小龙的肖

像权的使用问题。

真功夫首款形象图标为一个身着黑黄连体衣的

短发男性人物，下方同时配有“真功夫”三字。李

小龙之女李香凝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美国李小龙公司

要求真功夫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龙形象，并请求判赔

经济损失 2.1 亿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 8.8 万元，同

时在媒体连续 90 日公告澄清。 

4、外包装与著作权的法律问题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著作权法

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

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在洪福远、邓春香与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

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洪福远创作的

《和谐共生十二》画作属于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衍

生作品，是对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传承与创新，符

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特征，在洪福远具有独

创性的范围内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在五福坊公司生

产、销售涉案产品之前，洪福远即发表了涉案《和

谐共生十二》作品，五福坊公司有机会接触到原告

的作品。据此，可以认定五福坊公司在生产、销售

涉案产品包装礼盒和产品手册中部分使用原告的作

品，侵犯了原告对涉案绘画美术作品的复制权。 

 

三、民事侵权赔偿

以汇源果汁案为例，汇源公司核定使用商品为

第 32 类，主要是果汁和果汁饮料等。经过大量使

用和宣传，具有较高的市场声誉，并经国家工商管

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侵权人某公司在其

生产销售的三种水果罐头商品上使用与汇源果汁相

近似的商标。本案中，汇源公司请求之一为赔偿经

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 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确定商标侵权损害

赔偿责任时，应综合考虑案涉商标的知名度、侵权

产品的类型与产量、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侵权产品

的生产销售范围以及相关公众造成实际混淆的后果

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赔偿额仅考虑了水果罐头的

生产和销售量，而没有考虑某公司还生产冰糖山药

罐头和八宝粥等两种侵权产品，且某公司在主观上

具有攀附汇源公司涉案商标声誉的意图，客观上易

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误认，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及公认的商业道德，其行为构成对汇源公司的不正

当竞争。根据汇源公司所提交的某公司销售额以及

获利情况的 / 证据，酌定某公司赔偿汇源公司经济

损失 1000 万元。

法律规定，在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损害赔偿

经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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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当事人可以采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

获利、许可使用费、法定赔偿的方式提出具体的赔

偿方法。原告可以针对同一行为同时提出多种计算

方法，也可以针对不同行为分别计算。同时，当事

人在举证时既可以证明具体金额，也可以证明一个

合理区间。对于侵权人获利的确定，一般以营业利

润为准，但对于以侵权为常业的被告，也可以根据

其销售利润确定。 

司法实践中“维权成本高，侵权代价低”系当前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为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产权意见》明确要求：“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惩治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探索

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

由侵权人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

支，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近年来，最高人民法

院也通过制定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性案

例、典型案例等形式，不断倡导采用裁量性赔偿、合

理开支单独计算等方式提高商标侵权等知识产权案件

赔偿数额。在汇源果汁案中，人民法院在现行法律中

并未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情况下，采用裁量性赔偿

方法，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力度，对于处理同

类案件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2020 年 4 月 21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

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

标准》。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在知识产权类案件中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仅限于侵害商标权纠纷以及侵害

商业秘密纠纷。根据《 商标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

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许可使用费

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但何

种情形构成恶意，缺乏更细化的规定，而《指导意见》

中列举的情形对于权利人在案件中主张惩罚性赔偿

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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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量刑情节 刑期

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
二十万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
五十万元

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
二百万元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
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

假冒注册商标罪

量刑情节 刑期

有 下 列 情 节 之 一 的， 属 情
节 严 重 ∶（ 一） 非 法 经 营
数 额 在 五 万 元 以 上 或 者 违
法 所 得 数 额 在 三 万 元 以 上
的，（二）假冒两种以上注
册 商 标， 非 法 经 营 数 额 在
三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
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三）其
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情节
特 别 严 重 ∶（ 一） 非 法 经
营 数 额 在 二 十 五 万 元 以 上
或 者 违 法 得 数 额 在 十 五 万
元以上的 ;（二）假冒两种
以 上 注 册 商 标， 非 法 经 营
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
法 所 得 数 额 在 十 万 元 以 上
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
重的情形。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量刑情节 刑期

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
的，属 " 数额较大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
的，属 " 数额巨大 "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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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究刑事责任

目 前 我 国 的 食 品 领 域 基 本 实 现 了 立 体 式 保

护。《刑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从不

同角度对消费者及权利人进行了保护。

常见的刑事罪名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

冒注册商标罪、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实

践中，上述罪名往往存在交叉竞合的情况，从而

发生认定困难，并导致处理上的分歧。因此，准

确定罪是刑事案件的首要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

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涉案商品是否合格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涉

案商品的“伪劣”，即刑法规定的“掺杂、掺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实践中普通存在“假而不劣”的情况。

以酒类为例，若犯罪分子将低档白酒灌入高

档白酒酒瓶，冒充高档白酒销售，但低档白酒本

身符合白酒国家标准，是合格产品，这种情况下

就不应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若犯罪分

子用酒精、香料、色素等自行勾兑酒液灌入酒瓶，勾

兑酒液本身不符国家标准，那么就有可能认定为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判断酒类是否“伪劣”的标准通常是各酒类

所对应的国家标准。例如洋酒类别中白兰地的国

家标准为 GB/T 11856-2008、威士忌的国家标准

为 GB/T 11857-2008、伏特加的国家标准为 GB/

T 11858-2008；葡萄酒类别中葡萄酒的国家标准

为 GB15037-2006，山葡萄酒的国家标准为 GB/

T 27586-2011、 冰 葡 萄 酒 的 国 家 标 准 为 GB/T 

25504-2010；白酒根据香型不同也有各自对应标

准，浓香型白酒（五粮液、泸州老窖）的标准为

GB/T 10781.1-2006；酱香型白酒（茅台、郎酒）的

标准为 GB/T 26760-2011，此外还有清香型、特

香型、米香型等。涉案酒类若未达到相应国家标

准，通常可认定为“伪劣”。 

2、处罚的轻重和对罪名的影响 

《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

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

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

是处理此类情况的一般规则。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假冒注册商标罪这

两个罪名的量刑比较，从法条上就可以看出，涉

案金额不同时量刑处罚会出现差异。比如，如果

涉案金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最高可以判 2 年有期徒刑，但假冒

注册商标罪最高就可以判到 3 年，这时假冒注册

商标罪就重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按照假

冒注册商标罪定罪；但如果涉案金额很大，比如

涉案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假冒注册商标罪最高

刑期也只是 7 年有期徒刑，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最高甚至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这时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就要明显重于假冒注册商标罪，应

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 

3、具体情节对罪名的影响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重点在于假冒商标，即未

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的重点在于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实践中往

往 出 现 这 种 情 况， 行 为 人 既 假 冒 他 人 注 册 的 商

标，又销售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对于这种

情况，应依照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的原则处理，即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的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吸收销售这些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的行为，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处罚。如果

行为人既假冒某注册商标又销售其他的假冒注册

商 标 的 商 品， 其 行 为 已 经 独 立 地 构 成 不 同 的 罪

名，行为人实际上分别实施了假冒注册商标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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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两种犯罪行为，应当分别

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实现数罪并罚。 

4、不同罪名对案值的认定标准

生 产、 销 售 伪 劣 产 品 罪 的 案 值 是 按 照 销 售

金 额 和 货 值 金 额 来 认 定 的。 根 据《 关 于 办 理 生

产、 销 售 伪 劣 商 品 刑 事 案 件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第 2 条之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

售 者 出 售 伪 劣 产 品 后 所 得 和 应 得 的 全 部 违 法 收

入； 货 值 金 额 以 违 法 生 产、 销 售 的 伪 劣 产 品 的

标 价 计 算； 没 有 标 价 的， 按 照 同 类 合 格 产 品 的

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假 冒 注 册 商 标 罪 的 案 值 是 按 照 销 售 金 额

和 非 法 经 营 金 额 来 认 定 的。 根 据《 关 于 办 理

侵 犯 知 识 产 权 刑 事 案 件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第 9

条、 第 10 条 之 规 定，“ 销 售 金 额 ”， 是 指 销

售 假 冒 注 册 商 标 的 商 品 后 所 得 和 应 得 的 全 部 违

法 收 入。“ 非 法 经 营 数 额”， 是 指 行 为 人 在 实

施 侵 犯 知 识 产 权 行 为 过 程 中， 制 造、 储 存、 运

输、 销 售 侵 权 产 品 的 价 值。 已 销 售 的 侵 权 产 品

的 价 值， 按 照 实 际 销 售 的 价 格 计 算。 制 造、 储

存、 运 输 和 未 销 售 的 侵 权 产 品 的 价 值， 按 照 标

价 或 者 已 经 查 清 的 侵 权 产 品 的 实 际 销 售 平 均 价

格 计 算。 侵 权 产 品 没 有 标 价 或 者 无 法 查 清 其 实

际 销 售 价 格 的， 按 照 被 侵 权 产 品 的 市 场 中 间 价

格 计 算。 多 次 实 施 侵 犯 知 识 产 权 行 为， 未 经 行

政 处 理 或 者 刑 事 处 罚 的， 非 法 经 营 数 额、 违 法

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 

综上，食 品 企 业 应 当 注 意 到 保 护 自 己 知 识

产 权 的 重 要 性， 并 建 立 一 套 完 整 的 适 合 自 己 企

业 的 保 护 模 式， 从 而 在 市 场 竞 争 提 高 品 牌 竞 争

力， 防 止 他 人 假 冒 和 侵 犯， 让 企 业 在 法 律 的 保

护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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