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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形资产三十六忌》所采用的典型案例是在无形资产发展史的客观存在，涉及到一些企业或个
人，作者只是根据客观存在的案例加以分析，对他们没有任何不敬之意，敬请鉴谅。
这些企业或个人相当一部分是无形资产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因为某方面的原因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同时，他们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无形资产三十六忌》的案例涉及无形资产企业名称、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
、技术秘密等要素，涉及到无形资产开发设计、投资、转让以及人力资源等诸多的经营与管理的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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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吉祥，无形资产学创始人、无形资产产业奠基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高级会计师、中
国注册会计师。
天津无形资产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1984年开始研究无形资产问题，近二十年间就中国无形资产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广泛、系统的研
究，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无形资产进行不懈的努力。
中国新华通讯社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多次在内参加有关报刊上报道他向国家提出的发展中国无形资产的
建议，并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
1994年创建首家无形资产综合服务机构。
1995年创建新兴的“无形资产学”。
1996年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等单位发起“全国首届无形资产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1996年在全国高等院校中首开“无形资产学”课程。
 1997——1999年在天津市“无形资产学师资班”任主讲教师。
1998年发起“中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现状调查”。
1999年参与创建全国首家无形资产综合研究机构--天津无形资产研究开发中心。
首倡“无形资产经营”，现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无形资产经营顾问”和“无形资产执行总监”。
2000年倡导并开拓全新的“无形资产产业”，主持开发全球第一套无形资产软件。
2001年开通第一条无形资产咨询热线，开通全球第一个无形资产专业网站（WWW-.WWW.com.cn
）2001年与农业部等单位联合发起“首届全国农业无形资产创造、管理与应用高级研讨会”。
2002年担任江西省乐平市无形资产战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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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1世纪无形资产学丛书总前言：21世纪是无形资产的世纪无形资产36忌前言：完善自我 控制自我 战胜
自我 超越自我第1忌 不把厂商名称当“资产”第2忌 开发购置无形资产不查询第3忌 高新技术无专利保
护第4忌 发表论文葬送无形资产第5忌 破坏“新颖”丢专利第6忌 商标不申请注册第7忌 侵犯别人专利
权的技术开发第8忌 剽窍、复制他人作品第9忌 商标标志出岐义第10忌 商标无创意第11忌 放弃无形资
产涉外权益第12忌 私自繁育、假冒他人植物新品种第13忌 侵犯他人有形资产的广告第14忌 秘密信息不
设“秘”第15忌 胡乱抢注商标第16忌 寄生不自立第17忌 恶意抢注域名第18忌 万物皆有利第19忌 模仿
他人商标第20忌 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的商标第21忌 难以形成无形资产的广告第22忌 迷信拍卖第23忌 商
标通用化第24忌 商标不续展第25忌 专利不缴纳年费第26忌 商标过度延伸第27忌 无形资产评估误入岐
途第28忌 忽视人力资源对无形资产的贡献第29忌 无形资产无管理第30忌 携带无形资产跳槽第31忌 将
单位无形资产据为己有第32忌 国有无形资产不评估第33忌 上市公司把“壳”当成无形资产第34忌 无形
资产无成本第35忌 虚拟“商誉”代替一切无形资产第36忌 把无形资产当成“筐”附录 无形资产信息
港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形资产36忌--无形资产失败案�>>

章节摘录

书摘　　这两个“爆肚冯”，一个位于老北京小吃的聚集地——前门大栅栏“爆肚冯”，直接打着“
爆肚冯”的招牌。
而另一个位于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字号叫做“金生隆爆肚冯”。
　　前门大栅栏“爆肚冯”创始人冯立山，自清光绪年间在北京后门桥经营爆肚至今已达百年之久。
1958年后由于某种原因还歇业多年。
直到1985年冯家的后人冯云亭继承祖业，申请个体营业执照，继续经营“爆肚冯”。
20世纪90年代在第42类服务项目上申请注册了“爆肚冯”的服务商标，1997年经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批
准，获得“爆肚冯”的商标权。
　　东直门内大街有一个“金生隆爆肚餐厅”，名称下有一行小字“原东安市场爆肚冯”，在店内也
挂出有关“爆肚冯”的标志。
前门大栅栏“爆肚冯”发现后，就投诉到东城工商分局，要求“金生隆爆肚冯”立即拆除店堂内有关
“爆肚冯”牌匾和宣传品，并赔偿经济损失。
　　经工商人员调查，  “金生隆爆肚冯”现经营者冯国明，经营的爆肚冯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
第一代“爆肚冯”叫冯天杰，祖籍山东临清，1894年，冯天杰来到北京，在东安门大街摆摊专做爆肚
，亮出“爆肚冯”的幌子。
几年以后，东安门大街改造，街面上的摊商小贩均迁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八旗练兵场，即后来的东
安市场。
从此，“爆肚冯”在老东安落了脚，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至于这“金生隆’的字号，据冯国明讲，因为父亲叫冯金生，所以以他的名字起了个字号叫“金生隆
”。
如今传到自己这辈，已经是第三代了。
lOO多年了一直经营爆肚，但就是没想到商标注册。
　　法律是无情的，前门大栅栏“爆肚冯”经营者，拥有了“爆肚冯”的商标权，商标一经注册就是
独占的权利，“爆肚冯”这块老招牌毕竟只能有一个商标，工商局决定依据《商标法》判定金生隆爆
肚冯侵犯了大栅栏爆肚冯的合法权益，并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拆除侵权商标，同时罚款9200元
。
④　　都是有百年的历史，而侵权者还一直在经营着爆肚，而注册者中间还歇了业，按说一笔写也不
出两个“冯”字，而“500年前都又是一家人”，但在无形资产产权占有上，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没有注册商标者，只能暗自伤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谁的无形资产意识强，谁就是赢家。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成名的商标可以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已是尽人皆知。
然而，在我国，不少企事业单位还没有把商标作为无形资产经营与管理，更缺乏靠无形资产扩张的意
识。
比如，河北冀州暖气片厂是我国大型暖气片生产厂家之一，其“春风”商标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但当企业发展成为中国春风集团，生产范围由暖气片扩展到电子、铸件、电池等产品后，这些产品的
“春风”商标却已被其他企业率先注册，所以无法再借助其著名商标“春风”进行市场扩张。
一次讨论会上意外得以解决。
　　863计划中民口6个领域的230个专题研究方向，国家资助的项目6900多项，获得国内外专利仅2000
多项，发表论文达4．7万多篇。
我们并不否认有些基础科学方面通过专利难以保护，有些基础科学是要通过发表论文来显示水平，有
些要保密不申请专利(但一发表论文就无密可保)，但多数的技术是要靠申请专利来保护。
863计划发表论文是获得专利的24倍，简单的算下来一个项目平均一个专利都没有申请，这悬殊的比例
应该让我们反思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科技人员对世界贡献最大，每年几万件国家级的科研成果(如果再算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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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的就更多了)，供全世界无偿使用，但无人赞赏我们。
因为我们的做法不符合技术、经济规律，反被人耻笑为不懂无形资产的基本知识。
　　纳米科技是影响未来人类生活的世界三大新科技之一，是与生命科学、信息技术、能源科学并重
的21世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
5年来，我国在纳米研究方面发表论文数为1707篇，名列世界第三，仅位于美国、日本之后。
而纳米应用方面的专利却少的可怜，全部仅有几百项纳米专利。
而国外为了抢占市场的制高点，大量申请专利，仅一项纳米材料就有上千项专利。
　　现在应该着手搞无形资产评价(不是无形资产评估)，看看这些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中有多少是葬
送专利权、技术秘密等无形资产。
实际上由于这些另类“知识产权”的破坏，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竞争力有较大幅度下降，由第29位
降至第38位。
由于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就影响了专利的发明、申报，更影响了商业应用的积极性。
　　将发明变成论文，除了国家在对科技人员的业绩考核方面的宏观政策影响外，还有就是恐怕我们
的科研人员对这样一个基本常识还不太了解：版权只保护形式，而不保护思想，更不能控制市场。
　　同一个发明选择不同“知识产权”形式出现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如果将技术发明写出一篇
论文，无论是否发表自然都会拥有了版权(著作权)。
若先拿出去在杂志上作为作品发表，可以得到一笔微薄的稿费(但有时为了发表不但没有稿费，还要支
出版面费)。
其身份是著作权人，著作权人可以拥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
、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
、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等一系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但就是没有阻止其他人实施自己发明的权利。
因为版权仅保护形式，而不保护思想。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指出：“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
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
”　　由于论文的发表，同时也使独特的技术失去了申请专利的条件——“新颖性”。
中国专利法规定：“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
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向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
一旦丧失新颖性，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更形不成垄断。
　　同样的发明先去申请专利，发明者首先是专利权人，当他将专利申请书递交到国家专利局后，选
择适当的时机他仍然可以再去发表论文，宣传自己的技术。
他同时也是著作权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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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萌发创作本书的想法，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动手创作中国第一部无形资产综合专著《神
奇的财富：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学导论)》时。
有的朋友建议最好搞一本专门的无形资产案例方面的书，但由于当时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只能把部分
案例放在《神奇的财富：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学导论)》书中，作为该书组成部分。
　　从第一部无形资产综合专著的问世，至今已经8年多了。
8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仅是短暂的一瞬，但这8年世界飞速发展，无形资产理论与实践不断完善。
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作者在无形资产学教育体系、无形资产咨询顾问业、无形资产信息产业方
面做了大量的探索，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和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无形资产学理论获得了充足
的“营养”，经过社会大学的培育，时间与实践的累积，使本人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8年来，我时时刻刻在提醒着自己，尽快完成一本无形资产失败案例专著。
特别是在开通了全国第一条无形资产咨询热线后，接到了众多受过MBA教育的高级人才的电话，就无
形资产问题进行咨询。
我发现，被尊为以案例教学见长的MBA竟然没有系统的无形资产理论和案例，那么，这些职业经理人
，怎么能在21世纪经营好无形资产?管理好无形资产?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教育  (不仅是中国，包括MBA
教育的创始国)的缺憾。
MBA与否，并不是管理企业的先决条件，但企业没有无形资产、没有无形资产管理，就难以发展，注
定要失败(本人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将会出现INBA，即无形资产MBA)。
　　本人更感到完成无形资产失败案例专著的紧迫，这也是社会大学给我的使命!本人比较愚笨，手也
比较慢，搞了20年的无形资产研究与实践到现在只出了2本书。
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性格，但却非常认真，总是想把“最好”作品奉献给读者。
本人更鄙弃并受害于那种“剪刀加糨糊”、用计算机复制、用扫描仪扫描的“文贼”和公开抢夺别人
无形资产的“文盗”(不仅是低级的“写手”，也有披着教授外衣和戴着博士高帽的人)。
　　“写”书，实际上是向社会、向历史交上一份答卷。
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这本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年卉始，断断续续“写
”了10几年，其间主题也在不断的校正，有人建议我搞成案例“大全”或“全书”之类的书。
本人能力有限，不想搞无形资产的“豆腐渣工程”，也不想搞无形资产的“注水书”。
只想向读者和社会拿出负责任的作品，展示自己真实的研究成果。
也没有找几个人快速地在短期内攒出几本书或“无形资产大全”来装饰门面念头。
绝不是本人没有合作精神，因为我只能保证我自己文责自负，不去侵犯别人的“无形资产”。
无法控制其他合作者的行为。
我怕万一合作者中出现了侵权行为，一并被别人请上法庭当被告岂不悲哀?号称“最新无形资产”的书
，却剽窃别人的“无形资产学”岂不滑稽?　　我决定当务之急还是搞无形资产失败研究的这个专题，
因为“成功”的前提是要认识“失败”。
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失败”的根源、“失败”的结果，就会有人不断重复他人的失败，那就会造成
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此期间，我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的推倒重来，不断的补充完善，才磨出了今天的《无形资产36忌
——无形资产失败案例分析与研究》这本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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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所采用的典型案例是在无形资产发展史的客观存在，涉及到一些企业或个人，作者只是根据
客观存在的案例加以分析，对他们没有任何不敬之意，敬请鉴谅。
这些企业或个人相当一部分是无形资产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因为某方面的原因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同时，他们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本书的案例涉及无形资产企业名称、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技术秘密等要素
，涉及到无形资产开发设计、投资、转让以及人力资源等诸多的经营与管理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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