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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通过调查近三年佛山市商标数据可以发现，佛山市企业的商标注册数量和商标

侵权案件的审理数量都在逐年增长且每年都居于全省前列。与此同时，目前佛山市企业商标的保护工作

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权利人自我维权意识不足、海外商标抢注问题较为突出、商标侵权案

件的处理周期较长等三大方面。针对现存问题，建议完善《商标法》在企业商标保护方面的不足、加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强化商标权利人的维权意识、防范商标海外抢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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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emarks are intangible assets of enterprises. By investigating the trademark data of Foshan 
City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trademark registr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cases in Foshan City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province every yea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
tection of enterprise trademarks in Foshan City, mainly focusing on the lack of self-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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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of rights holders, 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overseas trademark squatting, and the 
long processing cycle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cas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t is sug-
gested to improve the deficiency of ‘Trademark Law” in the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 trademarks,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trademark rights holders, and prevent the risk of overseas trademark squat-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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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商标作为企业品牌的核心资产，关系到消费者的权益和市场秩序的稳定。佛山市作为中国的一个重

要城市，其商标的管理和保护在近年来逐渐得到重视。本文意在对佛山市企业商标的注册和保护现状加

以分析，并就如何加强佛山市商标注册、管理等提出具体建议。 

2. 佛山市企业商标注册和保护现状 

2.1. 佛山市企业商标注册情况分析 

为更全面地了解近年来佛山市企业商标注册情况，本文选取 2021~2023 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根据

佛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公布的统计数据，2021 年，佛山累计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181 家、广

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393 家，数量均排名全省首位。佛山市累计有效注册商标 526,169 件，数量位居

全省前列，比上年同期增加有效注册商标 102,831 件，增长 24.29%。从有效注册商标持有量看，佛山市

商标持有量最多的注册人为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有效注册商标 5351 件。有效注册商标持有量

前十的注册人，主要从事家电、建材、陶瓷、食品、服饰等行业。佛山市累计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828
件，比上年同期增加 82 件，增长 10.99%。其中，国际注册量最多的指定国家为俄罗斯，共 423 件。2021
年，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为 53.33 亿元，同比增长 21.35%1。 

2022 年，佛山市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2022
年，佛山市累计注册商标总量突破 60 万件。商标新申请总量为 107,887 件，排名全省第三位。其中，商

标有效注册量为 609,619 件，比上年同比增长 15.21%；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累计 910 件，比上一年同比

增长 9.90%；中国驰名商标 163 件，数量为全国地级市第一。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佛山受理

窗口受理商标业务 2101 件，累计商标质权登记 3 单，质押登记金额 1715.84 万元 2。 
2023 年，佛山市实现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示范全市五区全覆盖，累计有效注册商标 65.8 万件，马

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1029 件，中国驰名商标 163 件；新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件，累计 10 件；拥有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7 个。佛山市专利及商标质押 455 笔，质押金额 304.20 亿元，同比增长 65%，创历史新高，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南方网。十大亮点！佛山发布 2021 年度知识产权工作蓝皮书，2022-05-07，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54a44f01a2/8376dcfda3.shtml。 
2数据来源：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图读懂|2022 年佛山市知识产权工作白皮书，2023-04-27， 
https://www.foshanplus.com/news/300055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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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标质押 31 笔，质押金额 106.79 亿元，居全省首位。在 2022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绩效

考核中排名全国第 7，佛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 2022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绩效考核中

排名第 3，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佛山分中心作为唯一获评优秀的地级市地方分中心，知识产权全

链条保护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3。 
通过近三年佛山市企业商标的注册数量的逐年增长，我们可以看出佛山企业对自身品牌的保护意识

增强。同时，马德里商标注册数量的增加，我们也看出佛山市企业在利用商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佛山

市政府也对商标作出积极的管理和保护，佛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一直在逐步完善，包括设立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站、推出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以及强化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这些举措为佛山企业“走

出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佛山市企业对品牌保护的意识提升与佛山市产业结构的高附加值服务业转型

的趋势相契合，政府和佛山市企业的相互配合，我们相信佛山市的商标管理和保护会越来越完善。 

2.2. 佛山市企业商标保护现状分析 

佛山市对企业商标的保护主要通过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这两种手段。行政保护是基于职权而行使的

权利；司法保护是应请求的被动保护，它遵循“不告不理”原则。近三年来，佛山市对企业商标实行行

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双重保护。 
在行政保护方面，自 2021 年以来，佛山市积极部署开展专利、商标、著作权、地理标志、商业秘密、

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等领域专项行动并取得积极成效，共查办各类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 283
宗，向公安部门移送涉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8 件 5；办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1016 件，约占全省案件数量

的 15%，其中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 109 件，出具裁决书 15 份，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形成了强

大的震慑力 6。商标行政保护成效明显，在之后的 2022 年，佛山市的商标注册数量快速增加，审理的案

件数量也成倍增长。为应对此情况，佛山市设立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快速试点、办理知识产权行政案

件 1400 多件，其中办理商标行政处罚及查处假冒专利案件 318 件，案件总值 931 万元，罚没金额 430 万

元，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禅城区人民法院首创调解和审判深度融合的“知识产权纠纷调审一体化处理”

机制。2022 年调解案件 533 宗，调解成功率达到 45%，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佛山分中心

建设，发送海外预警信息 892 条，提供对应指导 18 宗，服务企业 77 家次 7。佛山市对商标案件的管理速

度和质量兼顾，是各城市的优秀示范，因此在 2022 年入选了国家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快速试点。在

2023 年，商标侵权案件数量稳定了下来，只有少量增加。市场监管、文广旅体、农业农村、海关等行政

执法部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 1600 多宗，2 宗商标侵权行政调解案获禅城区法院司法确认 8。 
在司法保护方面，2020~2022 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罪审查逮捕案件 357 件 640 人，

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343 件 609 人、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涉知识产权类犯罪案件 168 起，捣毁窝点 130 个，

打掉 27 个团伙 9，这对商标侵权者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2021 年，佛山法院共新收商标及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件 1682 件，其中商标权纠纷案件 1507 件，审结 1557 件 10。这些案件呈现出与佛山市产业结构及

行业分布密切相关的特点，制造业领域案件占比较高，其他还涉及食品饮料、出版著作等多个行业。在

 

 

3数据来源：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 年佛山市知识产权工作白皮书》，2024-05-23， 
https://fsamr.foshan.gov.cn/gkmlpt/content/5/5972/post_5972041.html#34578。 
4同 2。 
5数据来源：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佛山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成绩优异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表扬，2022-06-20， 
https://fsamr.foshan.gov.cn/zwdt/sjdt/content/post_5292239.html。 
6同 1。 
7同 2。 
8同 3。 
9同 2。 
10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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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 2022 年，全市法院系统共收知识产权案件 10,123 件 11。法院受理的案件和行政保护处理的案件数

量情况一样，都比上一年增加了好几倍。 
不难看出，在佛山市企业商标注册数量增长的情况下，佛山市能如此迅速地统筹商标管理，佛山市

法院和检察院能兼顾速度和质量完成案件的审理，离不开佛山市政府的努力。佛山法院立足佛山地区企

业特点，通过优化知识产权管辖布局、统一裁量标准、完善内外部沟通协作机制、加强审判力量等举措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同时加强与行政管理部门的协作，积极打造诉调对接、立案信息查

询、取证调查等绿色通道，不断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的有机衔接，构建起资源优化、运行科学、公

正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审判体系 12，以此更好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效能。 

3. 佛山企业商标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商标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不仅是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识，更是企业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健全的商标保护体系，特别是强化监管制度，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鉴于企业商标保护工作涉及法律规范、行政监管与企业

自身保护等不同方面，本部分分别从现行《商标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企业自身三个层面分析佛

山市企业商标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3.1. 现行《商标法》在企业商标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 

我国对商标及其相关方面进行保护的法律规定虽然已相对完善，但依旧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尤其

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着许多衍生问题需要解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企业商标恶意诉讼的相关问题。

近年来，随着商标恶意诉讼案件的占比逐年上升，关于商标恶意诉讼司法实践适用等相关问题也受到了

极大的关注，但从立法层面上来看，现今关于此问题的基础性立法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仍处于空白状

态。普遍认为，恶意诉讼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而非特殊侵权行为，因而《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都没

有对其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司法实践对恶意诉讼也缺乏全面认识，例如在“歌力思”商标侵权案、

“TELEMATRIX”商标侵权恶意诉讼纠纷案中，针对恶意诉讼的构成与认定均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可见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恶意诉讼的认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1]。2023 年 1 月 13 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布《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明确该次修订将更加注重规制商标权利的滥用行为。该

征求意见稿对此前规定过于原则性的恶意诉讼条款进行了细化，引入了恶意诉讼反赔制度：“对恶意提

起商标诉讼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赔偿数额应当包

括对方当事人为制止恶意商标诉讼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为更好地打击权利滥用行为、强化商标正当使

用导向提供了法律依据[1]。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草案明确表明了立法者对于引入恶意诉讼反赔制度

的积极态度，但由于目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对于商标恶意诉讼的概念界定和构成要素尚未达成共识，

对于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处罚程度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和标准，因此该草案对

于处罚基础、处罚依据以及处罚程度也均未给出具体规范，从规制企业商标恶意诉讼行为和保护企业商

标免受侵害的角度而言，依然有较大的提升和完善空间。 

3.2.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商标保护监管不足 

我国大部分商标侵权案件的处理都是在侵权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虽然

我国《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主要的处理程序与步骤方面已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在实际处理商标

侵权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工商行政部门难以做到精确有效的行为监管，也缺乏落实到位的监管制度，难

 

 

11同 2。 
12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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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对与日俱增的商标侵权案件[2]。由于商标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复杂性和跨地域性，加之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执法人数有限，对侵权行为的监管往往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和深入细致对侵权行为的监管。尤其是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商标侵权违法者的侵权手段越发科技化与隐蔽化，这也为行政监管部门的

违法查处带来更多无形的阻力。另外，缺乏落实到位的监管制度也是制约商标侵权有效治理的一大瓶颈。

尽管相关法律法规对商标保护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如何细化监管措施、明确监管责任、建

立高效的监管机制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例如，对于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和惩

戒机制尚需加强，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力。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商标法律法规体系，但在实际

操作层面，如何将这些法律法规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监管措施仍面临挑战。例如，对于不同类型的商

标侵权行为，如何精准识别、快速响应、有效处理，尚缺乏详细的操作指南和流程规范。应当注意到的

是，高效的监管机制是实现商标有效保护的关键。然而，当前行政管理机关在监管手段与技术支撑、数

据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短板，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对商标侵权行为的实时监控、预警和精准打击，为商标

侵权者提供了实施侵权行为的可乘之机。 

3.3. 企业在商标自我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 企业对于商标的自身权利意识淡薄 
根据佛山市检察机关所办理的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案件特点，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注册商标所

有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品牌意识并未随着商标经济价值的增加而提升，同时缺乏利用法律手段积极主张

和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3]。现今，许多企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商标的价值，尤其是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

烈的背景下，商标不仅是企业品牌的象征，更是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后，

未能及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维护，导致商标被他人侵权，从而损失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机会。值得

注意的是，在商标侵权行为发生后，部分被侵权人因为欠缺法律维权意识或主观上认为维权过于繁琐而

放弃维权。同时，商标侵权活动所带来的维权时间和金钱成本往往也是企业在决定是否进行维权时需要

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些企业在权衡利弊后，可能会选择放弃维权，从而使得原本可以挽回的损失继续扩

大化，不仅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企业海外商标被抢注的问题较为突出 
近些年来，佛山市外贸出口势头强劲，诸如陶瓷、建材、服饰等传统制造企业成为佛山品牌出口海

外的主力军。但伴随着强劲出口势头所带来的是商标海外易被他人抢注的问题。由于佛山市大多数的企

业缺乏“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的知识产权布局意识，使得佛山企业商标在海外被抢注的现象频发 13。

在整个商标注册的过程中，被侵权的企业往往难以及时在公告期内提出商标异议，这也进一步导致被抢

注的商标成功注册 14。对此情形，被侵权的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维权时间和维权成本，迫于维权时间和

维权金钱成本的双重压力下，企业难以利用本属于自身的商标进行商业活动，同样会对企业商品或积累

的商誉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针对此问题，佛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启动常态化商标海外监测预警

工作，可以为企业提供监测服务。但对于作为商标所属主体的企业来说，企业自身缺乏实时监测渠道，

同时可能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足够庞大的数据系统与足够的精力作为支撑来开展自身的常态化商标海外

监测工作。综合来说，企业自身的监测能力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15。唯有不断鼓励和引导企业自身开展商

标侵权预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预防意识和能力，才能进一步达到预防预警和保护的目的，促进

企业商标的良性使用。 

 

 

13发送上千条预警信息！佛山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打好企业商标海外守护战，2023-08-06， 
https://www.foshannews.net/h/175/20230802/639193.html。 
14同 13。 
15同 13。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8374
https://www.foshannews.net/h/175/20230802/639193.html
https://www.foshannews.net/h/175/20230802/639193.html


孙铭斯 等 

 

 

DOI: 10.12677/ds.2024.108374 228 争议解决 
 

4. 佛山市企业商标保护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商标法》在企业商标保护方面的不足 

针对企业商标恶意诉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商标恶意诉

讼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同时，在《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中，进一步细化恶意诉讼的条款，明确恶

意诉讼的具体表现形式、处罚依据和处罚程度，确保法律条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其次，最高人

民法院还应该加强司法实践的规范化，建立健全的商标恶意诉讼案例指导制度。比如通过发布典型案例，

为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提供参考和借鉴。除此之外，我国还应该着重完善恶意诉讼反赔制度。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该在《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恶意诉讼

反赔制度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包括对方当事人为制止恶意诉讼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并且加大对恶意诉

讼行为的执行力度，确保赔偿判决得到有效执行，对恶意诉讼者形成有效震慑。除此之外，我国还可以

借鉴国外在打击商标恶意诉讼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推动我国在商标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4.2. 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 

针对难以全方面监管侵权行为的问题，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对商标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监测，提高对商标检测监管的精准度和效率。同

时，还可以建立一个商标数据库和监测平台，对商标注册、使用、转让等环节进行动态监控；并通过数

据分析识别出潜在的商标侵权风险和热点区域，为监管工作提供精准指导。此外，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市场趋势、消费者需求等进行深入分析，为商标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

科学依据。更重要的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推动佛山市各部门之间、地

区之间的商标监管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提高商标监管工作的整体效能[4]。 

针对缺乏落实到位的商标监管制度，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建立快

速响应机制，来集中整治商标侵权高发领域和重点区域，并对发现的商标侵权行为进行迅速立案、调查

和处理。同时，佛山市司法机关加强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方能形成有效

的震慑力。 

4.3. 提高企业商标保护意识 

1) 强化商标权利人的维权意识 
佛山市政府或者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一些公众教育活动，比如举办商标保护知识竞赛、讲座、展

览等，吸引公众参与，提高商标权利人对商标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其次，还可以与消费者协会、行

业协会等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商标保护宣传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商标保护的良好氛围。此外，政

府或监管部门还可以定期组织佛山市企业管理层参加商标法、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或者

邀请法律专家、知识产权顾问到企业进行专题讲座，以此来提高商标权利人的维权意识。 
商标侵权不仅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也是对自己品牌的潜在伤害，商标权利人应充分认识到商

标保护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并亲自参与商标保护工作的规划和决策。商标权利人应

该更积极地参与商标法律的培训和学习，以提升整个企业管理层的商标保护意识。同时，佛山市企业应

向员工强调商标保护的重要性，让员工了解商标侵权行为的危害和后果；还可以建立商标保护激励机制，

对在商标保护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表彰和奖励，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商标保护工作，共同维护企业

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5]。 

2) 防范商标海外抢注风险 
首先，佛山市企业应该对公司形成和使用的所有商标进行及时的注册，确保商标的专用权得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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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不仅要在国内进行注册，还要关注国际商标注册，这才是防范商标被抢注的强有力手段之一。其

次，佛山市企业还要在与主商标类似或非类似商品类别上分别进行防御注册，以防止他人在不同类别的

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商标的保护范围，还能够增强商标的防御能力。此外，

佛山市企业还应该密切关注国家注册商标动态，了解国家工商局颁布的每一期《商标公告》，掌握国家

商标主管机关对商标注册、变更、转让、许可、撤销等内容。如果发现与自己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

商标被商标局初步审定公告时，可以及时向国家工商局提出异议。 
当企业发现自己的商标遭受侵害时，既可以向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请求处理；也可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了迅速、有效地制止商标侵权行为，佛山市企业应该定期进行市场调研，了

解竞争对手的商标使用情况和市场动态；提前建立商标侵权风险预警机制，制定好商标侵权应急预案和

应对措施。此外，企业还应密切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权威机构发布的政策文件和指导方案，及时调整

和完善自身的商标保护策略。 

5. 结论 

佛山市近年来商标注册数量的持续增长，不仅体现了企业创新和竞争的活跃，也突显了佛山市商标

保护工作的紧迫性。虽然佛山市在商标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机制上已有一定成效，但在预防监管和企业维

权能力方面仍存在不少挑战。面对商标侵权的复杂性，佛山市需要进一步完善落实《商标法》的保护条

款，为商标保护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进一步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以提

升商标监测和监管效率，建立更为严密的商标保护网络。总体而言，佛山市在商标保护领域还有广阔的

提升空间。我们相信通过科学立法、有效监管和企业自身的努力，佛山市能够构建强有力的企业商标保

障体系，吸引更多投资、提升品牌竞争力，为佛山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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