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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知识产权对企业重不重要? 即使每年的4月26日已经被定为“世界

知识产权日”, 但据笔者了解, 大部分企业对何为知识产权, 理解不

深, 更不明白知识产权对其自身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国家企业信用查询

系统已将企业的知识产权状况作了相关的链接, 一查询就会发现, 很多

企业在商标、专利、著作权信息中都是空白的, 如能发现有商标权的,

笔者都对这个企业刮目相看了, 觉得这个企业开始对自己的知识产权有

保护的意识了。因为一个企业即便无发明专利, 也会有自己的商标, 至

少自己的商标要申请注册保护吧, 这应是每个企业最基本的知识产权权

利保护需求。然而, 很多企业往往连这都忽略了。

平时与一些企业管理者商谈, 初始他们都觉得知识产权离自己很遥

远, 远不及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重要, 然而, 他们忽略了知识产权也是资

产啊, 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知识” (智力) +“产” (产出) +“权”

(权益), “知识产权”这四个字本身就告诉我们, 知识产权可以制造生

产力, 可以产出收益, 可以创造价值。知识产权运营, 其实就是告诉我

们, 运营知识产权可以运赢和运盈! 与一些企业家谈及知识产权的重要

性时, 他们才纷纷恍然大悟: 原来知识产权这么重要啊, 原来自己一直

使用的文字图案标识要注册商标后才能保护的呀! 更重要的是,当他们

得知, 即便是自己首先使用的商标、专利, 如果不做好保护, 被他人抢

注或抢先申请专利的话, 会被反告侵权时, 这些企业家额头立马冒出了

冷汗, 感到市场竞争的残酷, 唯有此时, 才意识到要注重一下自己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识。然而, 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复杂性, 并非一时半会儿



能明白的, 因为知识产权是个总体的概念, 其基本分为商标、专利、著

作权和商业秘密, 即便是专利, 也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

很多企业管理者单纯理解和区别这些名词概念,就已经晕头转向了, 更

谈不上相互之间的融合贯通。而且, 知识产权不仅是要理解这些名词术

语, 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的申请、维护、运营和保护, 单是申请,又分

商标注册申请、专利申请和著作权版权登记, 保护方面又分行政保护和

司法保护等, 司法保护又分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等, 当中如

再各自细分,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

如何让企业管理者能简易通俗地理解知识产权, 解决他们在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知识产权疑点、痛点和难点问题, 就是我们本书写作的初

衷。笔者将在律师从业中遇到的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归纳提炼, 并

以小案例、小故事的形式呈现,通俗易懂之余, 根据笔者服务企业的多

年法律经验, 很多企业管理者在经传业授道解惑之后, 必然要问一句:

怎么防范风险? 因此, 我们除了对每个案例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后, 还

着重分析了风险防范和建议, 希望大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少踩一点坑。

诚然, 本书也只是抛砖引玉, 归纳总结了大部分知识产权问题, 随着科

技技术的日新月异, 新的问题也会陆续产生, 这也是笔者会继续努力的

动力,继续努力将问题归纳提出并提供实务观点以供参考。

你有你的计划, 世界另有计划。在笔者孜孜不倦地为完成本书书稿

的同时,在大部分企业还在立足于如何保护自己知识产权之时, 外面的

世界已在发生变化:2018年3月17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

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提出, 将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职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管理职责、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整合, 重新组建国家知识

产权局,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这是我国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自

1980年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实质性机构调整和重组。 2018年11月9

日, 经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



同意, 《2018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

进计划》正式印发。该计划明确了6大重点任务、 15个重点部分, 共

109项具体措施。 2018年11月28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聚焦知识产

权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2018年10月

26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提

请审议的《关于专利等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 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 《决定》规定, 当事人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行政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 提起上诉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而在2018高考语文全国卷Ⅱ中出现了一道全部以知识产权为内容

的实用类文本阅读题, 分值高达12份, 如此直截了当、举足轻重地在高

考试卷中出现知识产权的试题, 在中国的高考历史上尚属首次。

无可厚非, 不管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 不管我们重视还是不重

视, 不管我们做还是不做, 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受到重视, 未

来的市场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在这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弄潮儿, 用好知识产权这

把利器,就能在这场科技革命中获其所得, 希望本书对大家有所帮助。

陈静艳



序二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知识产权日益成

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是知识产权资源的直接创造者、应用

者和管理者。从产品开发到产品销售, 从商标商号到技术成果, 这一系

列企业行为的背后都离不开知识产权的身影。

国家知识产权局2018年6月12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

状况评价报告》指出, 从2012年到2016年的5年时间内, 我国知识产权

发展的总体水平, 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运用水平快速提升, 但与世界

水平比较, 我国知识产权环境指标处于第29位, 知识产权环境仍然是我

国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掣肘, 大力改善我国的知识产权环境、提升我国

知识产权发展水平, 成为当务之急。此外,在我国, 经济较发达省份企

业与其余大部分省份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为

这些企业解决知识产权疑难问题提供帮助和有效的指引、建议,也是笔

者着手牵头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之一。

由于本书面向的是企业, 因此在写作过程中避免了一些专业性的理

论阐述,力图通过律师在知识产权保护实务中积累的“干货”经验, 使

非法律专业的企业界人士也能读懂, 特别是在实践中如何规避风险、遇

到问题之后如何寻求法律解决路径等。本书分别从商标权、专利权、著

作权、反不正当竞争这几大知识产权权利的保护着手, 每章结合典型情

景案例进行深入阐述, 不仅能让读者了解、熟悉相关知识产权知识, 而



且能够理解、解决实务中遇到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问题, 防控相关

风险, 具有较强的实操性。

商标专用权是法律赋予商标所有人的民事权利, 商标专用权一旦得

到正确使用和切实有效的保护, 将会成为企业开拓市场、参与竞争、发

展生产、提高效益的锐利武器。当某商标所指定的商品能满足人们的消

费心理和消费实际时, 就能实现较高的信誉价值, 使商品货畅其流, 给

商标所有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 笔者希望这部分的写作能帮助

企业作为商标注册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从过去被动式的保护向主动式

的保护转变, 商标专用权保护得越彻底, 商标的信誉价值就越高, 企业

的竞争实力就越强, 社会的生产力就越能得到发展。

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核心特征是赋予专利技术一定时期的实

施独占性,目的是保护企业通过技术建立竞争优势, 构成技术壁垒, 合

法地独占市场, 打击竞争对手; 此外, 拥有专利权还可以提高企业形

象, 获得资本的青睐和政府多种政策扶持; 专利权作为无形资产, 还可

以用于质押贷款。总之, 充分利用专利权的各项功能, 对企业的生产经

营融资等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著作权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组成部分之一, 它的宗旨在于保护各

种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 从而促进社会的精神文

明建设, 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关系密切, 一些涉及著作权的纠纷和事件亦经常见诸媒体。但是其规则

非常复杂, 与许多人的习惯做法和直观感受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笔

者希望通过不同的情景案例来激发读者探索的热情, 帮助广大读者正确

认识著作权的含义, 自觉依法保护著作权,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法治意

识。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12月1日实施以来, 对于鼓励和保护

公平竞争, 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保



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该法已成为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由于在该法制定之

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 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许多

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和暴露, 更难以反映到法律文本中去, 再加

上立法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该法修订完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

显。 《反不正当竞争法》由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日修订通过,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反

不正当竞争法》实施24年来的首次修订。 2019年4月23日由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再次修订通过。这对于完善我国

竞争法律制度、更好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等有着重要意义。在这部分写作中, 笔者尝试将律师职业生涯中在反不

正当竞争法领域的法律服务经验结合经典情景案例, 指出实践中的重点

和疑难点并进行深入剖析, 帮助读者对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有一个由浅入

深的认识。

希望本书能为读者提供参考、指导和启迪, 在了解每项具体知识产

权的基础上, 合理地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最后, 请允许笔者对创作团队的每位成员表示最由衷的感谢和最崇

高的敬意,因为你们的奉献和付出, 成就了本书! 感谢参与本书写作的

全体编委会委员; 感谢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及主任王志军先生给予的大

力支持, 感谢助理潘美玲、黄佳萍的辛勤付出。由于时间仓促, 本书写

作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 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徐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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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标法律问题

一、商标申请

1. 广告公司设计的LOGO无法申请商标, 怎么办?
2. 商标代理公司为什么不敢承诺商标一定能申请下来?
3. 法定代表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公司的商标吗?
4. 企业想到一个好名字后, 如何注册商标?
5. 一个LOGO有中文、英文与图形三个要素, 如何注册商标?
6. 注册商标可以随意使用字体吗?
7. 商标代理机构以“不能注册为由”恶意抢注商标, 如何维权?
8. 为保护主商标, 企业需要注册一系列与主商标近似的商标吗?
9. 商标类别确定后, 如何选择类别下面的商品/服务项目?
10. 《商标注册证》没有核定使用的商品,可以在商标名字右上角加®标

志吗?
11. 对商标局驳回申请的商标不服, 有什么法律救济途径?
12. 企业如何申请国外商标?
13. 注册商标时, 是交黑白稿还是彩色稿?
14. 商标是否可以随便起名?
15. 商标申请注册可否同时申请版权登记?
二、商标权属

16. 使用多年的商标被他人抢注, 怎么办?
17. 公司注销后, 商标归谁所有?

kindle:embed:0004?mime=image/jpg


18. 借朋友的公司注册商标, 商标权归谁所有?
19. 其他主体对商标权权属的合同约定能否对抗注册商标转让登记的公

示性和公信力?
三、商标效力

20. 中国注册的商标, 在国外有法律效力吗?
21. 申请中的商标具有法律效力吗?
22. 商标使用多年但没有注册, 受法律保护吗?
23. 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 是否会被撤销?
24. 商标申请部分被驳回, 还能使用吗?
25. 公司名称变更后, 以原公司名称注册的商标有效吗?
四、商标侵权

26. 企业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会有什么后果?
27. 销售的商品被起诉侵犯商标专用权, 销售者要承担责任吗?
28. 被他人侵犯商标专用权, 如何维权?
29. 其他行业的产品使用企业的注册商标, 构成侵权吗?
30. 将企业的注册商标用作企业字号, 可以起诉吗?
31. 商标侵权人已被工商局查处, 被侵权人还可以起诉吗?
32. 代工企业受托生产的产品侵犯他人的商标权, 责任由谁承担?
33. 如何确定商标侵权人的赔偿数额?
34. 商标侵权行为发生已超过两年, 还可以索赔吗?
35. 向法院起诉后, 对方仍然实施商标侵权行为, 怎么办?
36. 起诉前发现对方毁灭商标侵权证据, 怎么办?
37. 企业贴防伪标志可避免商标侵权吗?
38. 企业可以聘请律师打假吗?
39. 网络购买商标侵权产品, 可否在收货地法院诉讼?
40. 有人用我的注册商标名称做淘宝店铺名, 算侵权吗?
五、商标许可

41. 加盟商合同期限届满后, 继续使用企业商标怎么办?



42. 商标被许可人擅自将商标许可他人使用, 是否构成侵权?
43. 以商标权作价投资金额入股, 需要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吗?
44.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不备案, 有什么法律后果?
45. 注册商标转让前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 是否继续有效?
46. 商标许可要办理公证吗?
47. 企业如何通过“商标许可”获得收入?
六、商标转让

48. 商标转让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49. 注册商标被恶意转让, 应该怎么办?
50. 公司商标转让给公司外的第三方,需要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吗?
51. 商标受让人能否对商标转让前的侵权行为提出索赔?
52. 企业注销后, 商标还可以转让吗?
53. 商标转让需要交税吗?
七、法律责任

54. 在未注册的商标上加®标记, 有什么法律后果?
55. 对自己已注册的商标图形不满意,自行修改后再使用, 是否可以?
56. 产品包装字体和注册商标的字体不一样, 合法吗?
第二章 专利法律问题

一、专利申请

57. 自己将技术公开后又申请专利的, 可获得授权吗?
58. 企业如何到国外申请专利?
59. 申请人对驳回专利的申请决定不服, 怎么办?
60. 专利申请被驳回, 能否解除已订立的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61. 发明专利申请究竟多久才能授权?
62. 能否在竞争对手的专利申请授权之前阻止其授权?
63. 计算机程序可否直接获得专利保护?
二、专利权属

64. 专利受让人在办理更名手续后, 拒不支付专利转让款,后又将专利转



让给他人, 那专利权归谁所有?
65. 职务发明中, 专利权归企业所有吗?
66. 合作开发的发明创造, 专利权归谁所有?
67. 委托开发合同未约定开发成果的专利申请权归属, 怎么办?
68. 两人作出同样的发明创造, 专利权归谁所有?
69. 专利登记簿副本与专利证书, 哪个更重要?
70. 离职后所作发明创造专利权应该归谁?
三、专利效力

71. 不服专利复审委会员作出的专利无效审查决定, 怎么办?
72. 专利申请后不使用, 是否会被撤销?
73. 获得专利证书就等于获得有效的专利权吗?
74. 国外的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国内企业生产产品, 在国内销售,但在国内

有近似的实用新型专利, 如继续使用该技术方案生产产品是否存在侵权

风险?
四、专利侵权

75. 发现别人侵犯自己的专利权, 怎么办?
76. 假冒专利产品, 生产商、销售商是否可列为共同被告起诉?
77. 竞争对手正在生产企业的专利产品, 可以要求先行停止吗?
78. 竞争对手非法取得公司专利资料,但尚未生产出产品的, 构成侵权吗?
79. 对失效专利的使用, 构成侵权吗?
80. 企业应该向哪个法院起诉专利侵权?
81.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是多少年?
82. 申请专利后尚未得到授权时被山寨怎么办?
83. 擅自制造侵犯专利权产品并全部出口到国外, 构成侵权吗?
84. 销售商搭送的赠品侵犯他人专利权, 构成侵权吗?
85. 销售商因不知情销售了侵犯专利权的产品, 构成侵权吗?
86. 将侵权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并销售,构成专利侵权吗?
五、专利实施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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