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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申请、审查与注册

【本章知识结构】

本章分值

约为 6-8 分
单选 多选 案例

4题 4分 1题 2分 1题 2分

第一节 商标概述

【知识点】商标的定义与特征

（一）商标的定义

商标是商品或服务的标志。世界贸易组织《TRIPs 协定》规定：任何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服务）与其他企

业的商品（服务）区分开的标记或标记组合，均能构成商标。

（二）商标的特征

1.商标是依附于商品或服务而存在的标志

我国商标法于 1993 年第一次修正时，将服务商标纳入注册保护。

2.商标是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



区别来源是商标的本质特征。只有生产经营者创设的，用来把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同类商品或服务相区

别的标志才是商标。

通用名称不具有区分来源功能，不是商标。

3.商标应当具有显著特征（商标应具备显著性）

商标的显著特征是指对于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区别能力应当突出醒目，便于识别和记忆。

4.商标是一种可以为人所感知的符号

商标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声音等，或者上述要素的组合构成。

精选例题

【例题·单选】关于商标的内涵，说法错误的是（ ）。

A.商标是依附于商品或服务而存在的标志

B.商标是区别商品或服务地理来源的标志

C.商标应当具有显著特征

D.商标是一种可以为人所感知的符号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任何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者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的标记或标记组合，均能构

成商标。商标是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的标志，不能直接标示商品或服务的地理来源。

【知识点】商标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商标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按照商标使用载体不同划分

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

（二）按照商标与使用者的关系及作用不同划分

1.普通商标

权利主体在其自己生产、制造、加工、经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上所使用的商标。

2.集体商标（新华书店、镇江香醋）

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

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意义在于向消费者表明其成员所生产或提供的同一商品或服务具有相同的质量和规格。

3.证明商标

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

商品或者服务，用于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

意义在于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或服务达到了规定的条件或标准。

（三）按照商标的构成要素不同划分

1.传统商标

由文字、字母、数字、图形等要素或其组合构成，用以区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生产、制造、加工、

拣选、经销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与他人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来源。

2.非传统商标

非传统商标构成要素以人的接触、感知为基础，按照构成要素不同可分为立体商标、听觉商标（声音商标）、

味觉商标（气味商标）以及触觉商标（接触性商标）、颜色组合商标等。

（1）立体商标

立体商标，是指仅由三维标志或者含有其他要素的三维标志构成的商标。立体商标可以是商品本身的形状、



商品的包装物或者其他三维标志。

（2）听觉商标

听觉商标又称声音商标，是指以音符编成的一组音乐或以某种特殊声音作为区分不同商品和不同服务来源的

标志。

（3）味觉商标（欧盟——新剪的青草味商标）（我国不保护）

味觉商标又称气味商标，是指以某种特殊气味作为区别不同商品和不同服务项目来源的标志。

（4）触觉商标（德国）（我国不保护）

触觉商标是指通过商标载体平整、光洁程度等区别不同商品和不同服务项目来源的标志。

（5）颜色组合商标

单一颜色一般不具有显著特征，不能作为商标注册和保护。我国目前只接受颜色组合作为商标注册，而不接

受单一颜色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单一颜色一般不具有显著特征。

【知识点】商标专用权

（一）商标专用权的概念

商标专用权，是指商标注册人独占性享有该商标的权利。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

“专用”强调的是独占性和排他性，并非仅针对使用这一行为。还包括禁止、许可、转让或者继承等权能。

1.使用权

使用权是指商标注册人有权在其指定的商品（服务）上使用被核准注册商标的权利。

2.禁止权

禁止权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与指定的商品（服务）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服务）上，禁止他人使用与

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权利。

3.许可权

许可权是指商标注册人通过签订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他人在指定的商品（服务）上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

4.转让权

转让权是指商标注册人依法将其注册商标转移给他人所有的权利。商标专用权作为民事财产可以依法继承。

（二）商标专用权的特征

1.专有性

商标注册人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上，专有使用核准注册商标的权利。

2.地域性



3.期限性

商标专用权的有效期限。我国商标专用权有效期限为 10 年，10 年到期前还可以续展。期满未办理续展手续的，

注册商标被注销。

（三）商标专用权取得的原则

国际上取得商标专用权的三种原则：

1.使用原则

在商标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时，以商标使用的时间先后来确定商标权的归属，最先使用商标的人获得商标权。

2.注册原则

商标只有经过申请注册，商标使用人才能获得商标权，商标权才受法律保护，即使是未使用过的商标，也同

样可以申请注册，获得商标权。我国以注册制为基础，兼顾使用。

3.混合原则

商标权需经申请注册才能取得，但是在核准注册后的一定时间内，给在先使用人以使用在先为由提出撤销在

同一种或类似商品（服务）上已注册的与自己在先使用的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机会。

精选例题

【真题·单选】根据我国《商标法》，不能申请注册商标的标志是（ ）。

A.声音

B.颜色组合

C.文字

D.气味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商标可定义如下：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服务）与他人的商品（服务）

区别开的标志，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商标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

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构成。

【知识点】我国商标法律制度

（一）我国商标制度的历史沿革

1.新中国成立前的商标法律制度

商标立法始于晚清，1904 年清政府颁布《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1923 年，北洋政府颁布《商标法》，成为中国近代史商标法律与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新中国成立后的商标法律制度

1950 年颁布《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及《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实行全国商标统一注册制度。它是新

中国第一部商标法规，商标注册采用自愿注册原则。

1957 年国务院发出《转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实行商标全面注册的意见〉的通知》，实行强制注册。

1963 年颁布《商标管理条例》仍实行全面注册原则。

1982 年 8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颁布，并于 198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它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

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

（二）我国商标制度的特点

1.商标法的立法宗旨

《商标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

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保护消费者利益并重是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的主线。

2.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1）自愿注册原则

指商标使用人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决定对其使用的商标是否申请注册以获得商标专用权的原则。

对极少数商标仍然要求强制注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必须申请商标注册，未经

核准注册的，不得在市场销售。（烟草）

2.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2）注册保护原则

在我国，申请注册是获得商标专用权的法定途径。

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规定以及对恶意注册商标等的无效宣告规定，为未注册但已使用商标者维护自身权利

提供了救济程序。

（3）申请在先原则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

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

予公告。

（以申请在先为原则，以使用在先为补充。）

（4）诚实信用原则

（5）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举

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请求管理商标工作的部门处理。

精选例题

【例题·单选】下列不属于我国商标法的基本原则的是

（ ）。

A.自愿注册原则

B.申请在先原则

C.国际接轨原则

D.诚实信用原则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从整体内容看，商标法体现了以下几个基本原则：自愿注册原则、注册保护原则、申请在先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举。

【知识点】《商标法》的四次修正

（一）1993 年第一次修正

1.将保护范围从商品商标扩大到服务商标（律师事务所、加油站）

2.增加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和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规定

3.增加了不当注册商标的撤销规定

4.增加商标使用许可行为管理规定（被许可人应标明真实生产者和产地）

5.增加商标侵权行为类型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销售商应该承担商标侵权责任。

（二）2001 年第二次修正

1.增加自然人可以申请注册商标的规定

2.增加立体商标和颜色组合商标的规定

3.扩大商标保护范围（地理标志可以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形式注册）

4.明确保护驰名商标（已注册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本类保护）

5.确立了商标确权司法终审原则

6.增加商标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

7.增加行政机关查处商标侵权行为的手段（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反向假冒）

（三）2013 年第三次修正

1.增加诚实信用原则

2.增加声音商标注册规定

3.实施了“一标多类”申请模式

4.明确商标电子申请的法律效力

5.加大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

6.增加驰名商标相关规定（个案认定、被动保护、不能做广告）



7.优化商标申请注册程序

（1）取消商标异议复审程序。异议成立，被异议人可以提起不予注册复审；异议不成立，商标核准注册。

（2）增加审查意见书制度。（商标局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商标设计意图和指定使用的商品）

（3）规定商标审限及后续救济。（申请审查的期限、商标驳回复审期限、异议审理期限和无效复审期限等作

出规定）

（4）区分撤销与无效宣告程序。

（四）2019 年第四次修正

1.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驳回

2.进一步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可以责令销毁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以及主要用于制造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材料和工具，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不得在仅去除假冒注册商标后进入商业渠道。

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赔偿数额计算倍数由“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提高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并

将法定赔偿数额上限从“三百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

3.增加了对商标代理行为的监管，增强了对恶意申请注册行为的打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