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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标志具有突出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其“亲农性”特点在促进农业区域品牌化
发展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地理标志保护研究：基于农业区域品牌化发展视角的思考》拟着眼于“农业区域品牌化发展”的视
角，深入剖析美国与欧盟地理标志之争的根源，探讨其对东亚各国及地区的影响，进而充分阐释地理
标志的价值所在，此后，重点围绕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展开研究。
在详细介绍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最新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归纳、总结实践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最终指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绝非单纯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我国不仅应大力
挖掘潜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更应努力提高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水平，在追求数量规模的同时，
提升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市场价值，使其真正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区域品牌化发展、彰显地域特色的有效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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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根据《巴黎公约》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在工业产权保护领域，巴黎公约成员必须将
给予本国国民的保护同样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
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国民待遇原则的确立，将使得某一成员国的地理标志在其他成员国内也能受到
该国为其地理标志提供的保护。
然而，从实践中来看并非如此。
我国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地理标志保护领域，国民待遇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这是因为：（1）许多国家对本国地理标志的保护水平本身就低，即使适用国民待遇，外国的地理标
志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2）提供高水平保护的国家往往有一套严格的地理标志命名和管理规则，
外国的地理标志很难满足这些规则所确定的要求和条件，因此事实上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
”由此可见，《巴黎公约》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十分有限。
　　二、《制止产品来源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　　《马德里协定》制定于1891年4月。
后来历经多次修改，如1911年6月2日在华盛顿、1925年11月6日在海牙、1934年6月2日在伦敦及1958
年10月31日在里斯本修订，1967年7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补充。
截至2008年9月，《马德里协定》共有54个缔约方，它们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巴西、保加利亚、古巴
、捷克、多米尼加、埃及、法国、德国、匈牙利、伊朗、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黎巴嫩、
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摩洛哥、新西兰、黑山、葡萄牙、波兰、摩尔多瓦、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
洛伐克、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英国。
　　《马德里协定》针对《巴黎公约》的不足，作出了以下改进：　　1.扩展保护范围　　首先，与
《巴黎公约》相比，《马德里协定》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从禁止“虚假”货源标记扩展到了禁止“欺骗
性”货源标记，即规定成员国之间不仅应禁止“虚假”货源标记，还应禁止使用“欺骗”性货源标记
。
依据该协定，凡带有虚假的或欺骗性标志的商品，其标志是将本协定所使用的国家之一或其中一国的
某地区直接或间接标作原产国或原产地的，上述国家应在进口时予以扣押；在使用虚假或欺骗性产地
标记的国家或者在已进口带有虚假或欺骗性产地标识商品的国家也应实行扣押。
“虚假”与“欺骗性”标记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标注的是产品的非真实来源地，后者则可以是货物
来源地的真实名称，但其使用却具有公众误导性。
　　其次，《马德里协定》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从边境措施扩展至各种商业信息渠道。
1934年伦敦会议修订该协定时增加了一项规定，即“适用本协定的国家也承诺，在销售、陈列和推销
商品时，禁止在招牌、广告、发票、葡萄酒单、商业信函或票据以及其他任何商业信息传递中使用具
有广告性质并可能使公众误认商品来源的任何标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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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苏榆所著的《地理标志保护研究——基于农业区域品牌化发展视角的思考》着眼于“农业品牌化发
展”的视角，对地理标志保护问题进行再探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一手外文资料，深入剖析美欧地理标志之争的根源，探讨其对东亚各国及
地区的影响，进而充分阐释地理标志的价值所在。
此后，重点围绕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展开讨论。
从农产品地理标志地区分布、地理标志农产品结构、已开展的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等方面详细介绍我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最新发展状况，选取典型案例，提炼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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