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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5年我国加入《巴黎公约》之后，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就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国商标局认定的第一个驰名商标是1987年必胜客公司的&ldquo;PIZZAHUT&rdquo;，自此驰名商标的
保护在立法和实践层面都拉开了序幕。
　  驰名商标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声誉，一方面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
很多不法商家会借助驰名商标的高商誉，实施搭便车行为。
搭便车行为一方面侵犯了商标权人的权利，一方面误导公众，侵犯公共利益。
驰名商标权人维护其权益，一方面通过控制不正当竞争的一种形式保护他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方面也
保护公众免于被欺诈或者混淆。
 为了有效制止搭便车行为，各国都会建立驰名商标制度。
驰名商标制度通过对未注册驰名商标提供同类保护和对注册商标提供特殊保护，可以有效的遏止搭便
车行为。
驰名商标制度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较高商誉的商标，驰名商标制度若能正常运行，则能为维护商标
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虽然已达30年，但是处在金字塔底层的中小企业在利益的追逐面前仍然表现的
极不理性。
在市场主体相对不成熟的情况下，驰名商标制度发生了严重的异化。
一些企业对驰名商标认定狂热追求，其申请驰名商标并不是为了保护商标的商誉不被侵犯，而只是追
求驰名商标带来的宣传价值。
地方政府往往也将其行政管辖区域内的驰名商标数量纳入政绩考核范围，鼓励企业申请驰名商标，甚
至对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进行奖励。
而驰名商标认定机关并没有认识到驰名商标泛滥的危害，在审查过程中降低审查标准，为驰名商标放
行。
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驰名商标制度变质走形：驰名商标满天飞和驰名商标不驰名。
驰名商标异化不仅误导公众而且严重阻碍我国本土企业的名牌建设。
立法者和学者已经认识到驰名商标异化的危害，纷纷提出对策使驰名商标走上正轨。
将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定性为事实认定，规定驰名商标只能&ldquo;按需认定、被动认定&rdquo;，规定
驰名商标只能&ldquo;个案认定、个案有效、它案参考&rdquo;。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工商总局开始考虑通过撤销机制来清退不再驰名的驰名商标。
　  我国的驰名商标被企业广泛宣传，一些已经不再驰名的驰名商标仍然以&ldquo;中国驰名商
标&rdquo;的名义进行宣传，所以驰名商标撤销机制的建设在我国有较大必要性。
但是国内学者对驰名商标撤销机制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关注驰名商标撤销机制的学者相对较少，发表
的理论成果也相对较少，只是有些论文试探性的进行撤销机制的探讨。
笔者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始探讨驰名商标撤销机制的相关理论。
　  在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驰名商标的基本理论，重点介绍了驰名的概念、立法脉络、法律效力；第
二部分，笔者重点论述了驰名商标异化的原因、表现。
第三部分，笔者对驰名商标撤销行为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提出了撤销驰名商标时的一些理论困惑，
并重点论证了驰名商标具有可撤销性；第四部分，提出了撤销驰名商标的标准，为了增强标准的可操
作性，对几种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五部分从主动撤销和被动撤销两个层面架构了驰名商标撤销的程序，以及驰名商标撤销后的效力。
本文根据以上结构，采用语义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法学方法对驰名商标
撤销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并对这一制度的建设提出自己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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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必须有一种制度建构，让那些已经“非驰”、“伪驰”的驰名商标有尊严地、体面地结束其法律
意义上的生命。
唯如是，中国驰名商标制度才会更显理性、完整性、真实性。
怎样判定“非驰”、“伪驰”？
又如何结束其生命？
这便构成了本书要回答的两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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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驰名商标的爆发式增长，规制驰名商标申请的法律规范也越来越严格，法律的出台频率也越
来越密集。
我国对驰名商标性质的认识也逐渐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多个司法解释、文件对驰名商标的认定进行严格管理。
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相继发生如下变化：驰名商标从资格认定变为事实认定，认定时要对驰名商标进行
备案，驰名商标由主动认定变为按需认定，加强对驰名商标认定尺度的统一。
　　（一）从资格认定变为事实认定　　200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
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
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做出认定。
”该规定对于已经异化的驰名商标制度有比较重要的意义：首次明确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驰名商标的
司法认定只是一种事实认定，不是一种资格认定。
　　但是随后依据最新修改的《商标法》而出台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有些地方仍然与“驰
名商标司法认定性质上是案件事实认定”相违背。
被学者们广泛诟病的是第14条：“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驰名商标加强保护，对涉嫌假冒商标
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移送。
”这就意味着，被法院认定为驰名商标之后，该商标就具备了某种特殊资格，从而可以受到有关主管
部门的特殊待遇——“加强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已
经确立了驰名商标的“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企业追求利益和社会公众对驰名商标本质存在误解的大环境中，这两份文件并没有很好地起到
阻止驰名商标异化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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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驰名商标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声誉，另一方面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
但在当前市场主体相对不成熟的情况下，驰名商标制度发生了严重异化。
怎样判定&ldquo;非驰&rdquo;&ldquo;伪驰&rdquo;？
又如何结束其生命?本书试图回答这两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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