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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已有的驰名商标理论研究成果，通过建立驰名商标概念新的内涵，运用比较分析、分
类分析、举证分析、归纳与综合、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力争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有所创新。
首先。
在研究方法上，以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视角探讨认定驰名商标的规范原则与模式。
这是本书区别于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这一视角之上的研究成果对今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具有参考价值
。
其次，本书揭示了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着力分析其内在
成因，从剖析矛盾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最后，本书进一步深化了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基本理论研究，完善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理论体系，特别
是为完善我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统一驰名商标认定的标准。
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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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在全国性中文核心期刊和本专业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30余篇；撰写的
论文曾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参与或主持并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知识产权重点调研课题三项，其中
参与并完成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度重点调研课题《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主持并完成司法部2009年
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课题《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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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联合建议》对驰名商标概念的理解，即在相关公众中享有较高
知名度的商标（商品商标及服务商标），该商标的知名度可以是通过实际使用取得，也可以是通过非
实际使用取得。
这个概念看起来和TRIPS协定很接近，这和《联合建议》本身许多地方就是TRIPS协定的细化有关，但
在地域范围和相关公众这两个方面的规定上较TRIPS协定又迈出了一大步。
　　三、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驰名商标的理解　　目前，许多国家的商标法中都没有明确地对驰名商标
的概念进行界定，只是在本国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条件有明确规
定。
通过一些国家和地区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来看，对于驰名商标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经长期
使用而被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如英国；二是为公众所知并享有卓越声誉的商标，如法国、德国；三是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为公众所知的商标，如台湾；四是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该商标不
一定在本国驰名，如日本。
美国也没有明确的驰名商标概念，其主要是通过具体的判例来体现法院对驰名商标的理解，其对驰名
商标概念的大致理解是：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该商标不一定要在美国使用过从以上
这些国家的理解来看，总的说来，与《联合建议》很近似，即驰名商标是指在相关公众范围享有较高
知名度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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