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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名牌 优化营商环境

“感谢法院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食品名城的法治力

量让我们民营企业有信心发展得更好。”在4·26世界知

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卫龙公司相关负责人接过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王晓东回访赠送的《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一书，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一个多月前，卫龙公司收到该院的胜诉判决，得

到了一个“说法”。

卫龙公司发现，在召陵区某便利店内售卖的产品与自

家生产的“魔芋爽”文字标识相同，遂将该便利店、某某

食品生产厂家及委托生产方诉至召陵区人民法院。该院判

决委托生产方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某食品生产厂家

立即停止受委托生产案涉产品，召陵某便利店立即停止销

售案涉产品，委托生产方赔偿卫龙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5万元。随后，卫龙公司和委托生产方均提出上诉。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控侵权产品背部明确标

注委托方为委托生产方、制造商为某食品生产厂家，故委

托生产方和某食品生产厂家共同使用了与卫龙公司有一定

影响的“魔芋爽”产品包装名称，且共同完成了对被控侵

权产品的生产，构成共同侵权，两者应承担连带责任。虽

然卫龙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和

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但是案涉产品委托生产方为

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和案涉产品销售量不同于规模较小的

中小企业，且卫龙公司提供了本地区类案判决，一审法院

酌定委托生产方赔偿卫龙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5

万元不足以实现对卫龙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综合考虑

卫龙公司案涉产品知名度和销售量、公司规模大小、侵权

行为持续时间、本地区类案判决结果及卫龙公司维权合理

开支，遂改判委托生产方、某食品生产厂家立即停止不正

当竞争行为，并连带赔偿卫龙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0

万元。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双汇发展）作

为我市食品行业龙头，每年在我市提起的维权诉讼在58

件以上，胜诉率达100%。

2022年6月，双汇发展将平顶山市某肉类食品有限公

司起诉至召陵区人民法院，认为其生产的“开汇大块肉香

肠”侵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系大肉块香肠包装箱、包装袋的

设计使用人，使用时间在先，故对涉案大肉块香肠的包装

箱、包装袋的装潢享有权利；原告及其关联企业为宣传品

牌形象、提升产品质量及社会声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

得双汇品牌具有了较高的公众识别度和品牌影响力；原告

大肉块香肠销售时间长、销售区域和销售对象广、销售金

额大，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认定大肉块香肠作为双汇

肉制品系列之一，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有一定影响

的商品。通过比对原告双汇牌大肉块礼盒包装与被告开汇

大块肉香肠两种产品，两者包装箱和包装袋的名称、装潢

有近似之处，很容易混淆或者引人误会两公司存在特定联

系。遂判令平顶山市某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并赔偿原告30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司法实践中，我市两级法院严格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对故意侵权、

重复侵权和规模侵权行为依法从高认定赔偿数额，提高违

法成本，有力制裁假冒商标、“傍名牌”等违法行为，先

后审结澳的利饮料案、老婆烧鸡案、郎酒案等。其中，去

年审理的原告某饮品公司诉某集团公司商标侵权案，300

万元的赔偿判决让被告付出了巨大代价。

王晓东说：“通过依法严保护、强保护国内外知名品

牌，可有效净化市场竞争环境。”

4月23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社

会发布《2022年度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全市法院去年

共受理食品类知识产权案件 715 件，较往年同期增长

11%，其中一审617件、二审98件，结案率达99.16%，

为相关企业挽回直接损失达6300余万元。

“码”上办 提供优质服务

原告漯河某食品企业诉被告山东某公司侵害外观设

计专利权一案中，原告向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网上立案

后，通过智慧法院系统，利用手机扫码的方式，直达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总对总调解”端口。该案被分配至市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在调解员耐心调解

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共同向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司法确认。

为了让当事人少跑腿，我市两级法院积极探索智慧法

院建设，利用网络先后建立诉调对接、仲调对接、行刑对

接等行政与司法协作机制，利用行政资源介入法院民事案

件，对于侵权严重的依法立案，对于违法情节轻微、不能

立案的依法予以调解，达到双方满意、撤诉结案的目的。

我市两级法院定期发布涉食品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明确裁判规则，降低维权难度，优化举证规则，让索赔更

容易。权利人已尽其所能积极举证，能够合理推算出侵权

获利金额的，依法支持其索赔数额。被诉侵权人怠于举证

或举证不充分的，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无正当理由拒

不提供相应证据材料的情形，依法适用举证妨碍责任承担

制度计算损害赔偿。明确证据保全的适用标准，通过及时

恰当的保全措施，提升当事人举证能力。对完全以侵权为

业的侵权人，坚决适用以销售利润率确定侵权获利的具体

计算方式。对具有商业维权性质的系列案件，确立差别化

的侵权赔偿标准，依法由侵权产品生产商承担较重责任，

适当减少小商贩赔偿数额。

为保护我市食品企业的商标信誉，市中级人民法院还

搭建了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交流平台，邀请相关专家学

者举办研讨会，就如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

用、做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交流意见和看法，共同探

讨“发展创新和商标战略”问题，为新时代食品名城经济

发展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高标准提供司法服务，高质量回应司法需求。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探索中打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高地。邀请食

品企业法人旁听审判，使其现场受教，营造保护、运用知

识产权的良好氛围。组织法官在市区繁华路段开展打击假

冒侵权宣传，提高群众识辨“名优小吃”“老字号”能

力，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派驻“法治管家”深入食品企

业，掌握其在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把脉问

诊，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零容忍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郾城区的赵某伙同李小某、芮某、李国某，在未经授

权的情况下，在自家厂房生产印有“脉动”、“尖叫”、农

夫山泉“茶π”、“黑卡6小时”注册商标的饮料。我市公

安部门在生产现场查获“脉动”运动饮料2326箱、农夫

山泉“尖叫”饮料448箱、农夫山泉“茶π”饮料1162

箱、“黑卡6小时”饮料210箱。经查证，上述饮料均系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经鉴定总价值为204534元。

我市法院审理认为，赵某、李小某、芮某、李国某未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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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

罪。遂判处赵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至有期

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的刑罚，并均处罚金。

吴某在未获得“红牛”系列注册商标持有人授权的情

况下，为囤某提供假冒的红牛饮料外包装及假冒的红牛饮

料配方，并委托其在位于源汇区阴阳赵镇某村的漯河市某

宝食品有限公司内代加工生产假冒的“红牛”功能性饮

料。被查获的假冒“红牛”功能性饮料经评估鉴定，总价

值为67860元。案发后，吴某主动到案，赔偿“红牛”商

标权利人，并取得谅解。法院判决吴某犯假冒注册商标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

万元；囤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王军某经营漯河市某食品有限公司期间，未经“六个

核桃”注册商标所有人——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

司许可，在生产销售的“六个原浆核桃”植物蛋白饮料上

使用“六个核桃”注册商标。案发时，已销售5350件共

计人民币10.7万元，未销售3640件。法院判决被告人王

军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违法所得10.7万元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扣押物品依法予以销毁。

“食品安全重于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

苏建刚介绍，被告人故意制造假冒名牌商标的饮料并对外

销售，严重侵害了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存在较

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我市两级法院依法加大惩罚力度，净

化食品生产市场，彰显了司法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零容

忍态度。

实践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审判职能，组成

“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从生产源头、流通渠

道、消费终端多管齐下，依法严打商标专利侵权、假冒等

违法犯罪行为。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解释，知识产

权“三审合一”是指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民事、行政案

件均由一个审判业务庭进行审理。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类

案件统一归入该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知识产权合议庭）办

理。采用“三审合一”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一方面可以满

足知识产权刑事审判与行政诉讼审判的专业性需求，解决

“三审分立”带来的认识不统一乃至判决结果相矛盾的情

况，最大限度地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效率；另一方面，

可以集中追究知识产权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

政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有助于减轻当事人重复举

证的负担，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去年，我市法院审结

9件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判处

19名被告人最长4年的有期徒刑，罚金总额百万余元。

快餐行业商标侵权案也频频发生。曾经，林立街头

的仿冒“大脸鸡排”“周黑鸭”等商标的快餐店铺，如今

已消失不见。“这些小店铺都吃过官司，最终被判赔偿对

方损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刘继伟说，守护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司法介入责无旁贷。我市两级法院将

以法治力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捍卫食品名城的金

字招牌。

我市两级法院

精准司法精准司法 擦亮擦亮食品名城金字招牌食品名城金字招牌

漯河是第一个“中国食品名

城”，食品产业总规模超2000 亿元，

占全省的五分之一。快速崛起的食

品产业为漯河培育了一批诸如双

汇、卫龙、南街村、澳的利等知名食

品品牌——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个、

中国名牌产品4个、河南省著名商标

64个、河南省名牌产品27个……

长期以来，“傍名牌”、恶意抢注

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直困扰着

漯河的明星企业。为维护食品产业

生态，擦亮食品名城金字招牌，漯河

两级法院发挥优势、能动司法、积极

作为、精准服务，用法治力量捍卫一

方蓝天净土。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晓东带队走访企业

王晓东回访卫龙公司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研讨会法官街头讲解知识产权法律知识

知识产权案“三审合一”庭审现场

■宋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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