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发布第28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入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左尚明舍家居用

晶(上海)有限公司诉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南京梦阳家具

销售中心侵害著作权纠纷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案例 157-162 号),

肀,"^

人民法院

法〔2021〕182 号

作为第 28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在审判类似 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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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 157号

左尚明舍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诉

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南京梦阳家具销售中心
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 曰发布)

关键词民事/侵害著作权/实用艺术作品/实用性/艺术性

裁判要点

对于具有独创性、艺术性、实用性、可炱制性,且艺术性与实用

性能够分离的实用艺术品,可以认定为实用艺术作晶,并作为美术

作晶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晶畴须具

有艺术性,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而非实用性。

相关法条

《中华入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条、第 4条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原告左尚明舍家居用晶(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左尚明舍公司)设计了一款^称为"唐韵衣帽间家具"的家具

图。同年7月,左尚明舍公司委托上海傲世摄影设计有限公司对

其制作的系列家具拍摄照片。 20n 年9月、10月,左尚明舍公司

先后在和家网、搜房网进行企业及产晶介绍与宣传,同时展示了其

生产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产品照片。 2013年12月10 0,左尚明

舍公司申请对"唐韵衣帽间组合柜"立体图案进行著作权登记。

被告南京梦阳家具销售中心(以下简称梦阳销售申ω为被告

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公司)在南京地区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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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销商。左尚明舍公司发现梦阳销售中心门店销售晶牌为"越

界"的"唐韵红木衣帽闻"与"唐韵衣帽间组合柜"完全一致。左尚

明舍公司认为,"唐韵衣帽间组合柜"属于实用艺术作品,中融公司

侵匏了左尚明舍公司对该作品享有曲复制权、发行权;梦阳销售中

心侵犯了左尚明舍公司对该作品的发行权。 2013年 n 月29 Ξ

至 20H年1月13 0,左尚明舍公司对被诉侵权产品申请保全证

据,并提起了本案诉讼。

将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与被诉侵权产晶"唐韵

红木衣帽间"进行比对,二者相似之焚在于,整体均呈 L形,衣柜

门板布局相似,配件装饰相同,板材花色纹路、整体造型相似等,上

述相似部分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不同之焚主要在于L形拐角角

度和柜体内部空间分隔,体现于实用功能方面,且对整体视觉效果

并无影响,不会使二者产生明显差异。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H 年12月16 口作出

(2仉0宁知民初字第 126 号民事判决,驳回左尚明舍公司的诉讼

请求。左尚明舍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于 2016年8月30 曰作出(2015)苏知民终字第 00085 号民事

判决,-、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仉Φ宁知民初字第

126 号民事判决;二、中融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左尚明舍

公司"唐韵衣帽闻家具"作品著作权的产品的行为;三、梦阳销售中

心立即停止销售侵害左尚明舍公司"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著作权

的产品的行为;四、中融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曰起十口内赔偿左尚

明舍公司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30 万元;五、驳回左尚明舍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中融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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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入民法院于 2018年12月29 曰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 60觎

号裁定,驳回中融公司的冉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入民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

-、关于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是否构成受我国

著作权法保护作晶的问题

《中华入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X以下简^叙实施条例》)

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晶,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

有独创性并能以某耕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实施条例》第四

条第八项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

者其他方式构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

品。"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

不保护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本身。实用艺术品本身既具有实用

性,又具翥艺术性。实用功能属于思想范畴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受到保护的仅仅在于其艺术性,即保护实用艺

术作品上具有独创性的艺术造型或艺术图案,亦即该艺术品的结

构或形式。作为美术作晶中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除

同时满足关于作品的一般构成要件及其美术作品的特殊构成条件

外,还应满足其实用性与艺术性可以相互分离的条件。在实用艺

术晶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不能分离的情况下,不能成为受著作权法

保护的美术作晶。

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具备可燹制性的特点,双

方当事人对此并无争议。本案的核心间题在于"唐韵衣帽间家具"

上是否具有具备独创性高度的艺术造型或艺术图案,该家具的实

用功能与艺术美感能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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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左尚明舍公司是否独立完成"唐韵衣帽间家具"的

问题。左尚明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设计图稿、版权登记证书、

产晶照片、销售合同、宣传报道箨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

以证明该公司已于 2009年独立完成"唐韵衣帽间家具"。中融公

司主张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系抄袭盲他人的配件设

计,并使用通用花色和通用设计,因其未提交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

据,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左尚明舍公司完成的"唐韵衣帽间家具"是否具肩

独创性的问题。从板材花色设计方面看,左尚明舍公司"唐韵衣帽

间家具"的板材花色系由其盲行设计完成,并非采用木材本身的纹

路,而是提取传统中式家具的颜色与元素用抽象手法重新设计,将

传统中式与现代风格融合,在颜色的选择、搭配、纹理走向及深浅

变化上均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造型或艺术图案;从配件设计方面

看,"唐韵衣帽间家具"使用纯手工黄铜配件,包括正面柜门及抽屉

把手及抽屉四周镶有黄铜角花,波浪的斜边及镂空的设计。在家

具上是否使用角花镶边,角花选用的图案,镶边的具体位置,均体

现了左尚明舍公司的取舍、选择、设计、布局等创造性劳动;从中式

家具风格看,"唐韵衣帽间家具"右边呆用了中式一一对称设计,给

人以和谐的美感。因此,"唐韵衣帽间家具"具有审美意义,具备美

术作品的艺术创作高度。

最后,关于左尚明舍公词"唐韵衣帽间家具"的实用功能是否

能与艺术美感分离的问题。"唐韵衣帽间家具"之实用功能主要在

于柜体内部置物空间设计,使其具备放置、陈列衣物等功能,以及

柜体L形拐角设计,使其能够匹配具体家居环境进行使用。该家

具的艺术美感主要体现在板材花色纹路、金属配件搭配、中式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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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计上,通过在中式风格的基础上加入现代元素,产生古典与现

代双重审美效果。改动"唐韵衣帽间家具"的板材花色纹路、金属

配件搭配、中式对称等造型设计,其作为衣帽间家具放置、陈列衣

物的实用功能并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唐韵衣帽间家具"的实用

功能与艺术美感能够进行分离并独立存在。

因此,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作为兼具实用功能

和审美意义的立体造型艺术作品,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

μμ 0

二、关于中融公司是否侵害了左尚明舍公司主张保护涉案作

晶著作权的问题

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构成侵害他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

品,应鬟从被诉侵权人是否"接触"权利人主张保护的作品、被诉侵

权产品与权利人主张保护的作晶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两个方

面进行判断。本案中,首先,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申融公司

提供的相关设计图纸不能完全反映被诉侵权产品"唐韵红木衣帽

间"的设计元素,亦缺乏形成时间、设计入员组成等信息、,不能充分

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由其盲行设计且独立完成。左尚明舍公司的

"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形成及发表时间早于中融公司的被诉侵权

产晶。中融公司作为家具行业的经营者,具备接触左尚明舍公司

"唐韵衣帽间家具"作品的条件。其次,如前所述,对于兼具实用功

能和审美意义的美术作晶,著作权法仅保护其具有艺术性的方面,

而不保护其实用功能。判断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间家具"作

晶与中融公司被诉侵权产品"唐韵红木衣帽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

似时,应从艺术性方面进行比较。将"唐韵衣帽间家具"与被诉侵

权产晶"唐韵红木衣帽间"进行比对,二者相似之焚在于,整体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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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形,衣柜门板布局相似,配件装饰相同,板材花色纹路、整体造型

相似等,上述相似部分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不同之灸主要在于L

形拐角角度知柜体内部空间分隔,体现于实用功能方面,且对整体

视觉效果并无影响,不会使二者产生明显差异。因此,中融公司的

被诉侵权产品与左尚明舍公司的"唐韵衣帽河家具"作品构成实质

性相似、中融公司侵害了左尚明舍公司涉案作晶的著作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秦元明、李嵘、吴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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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 158号

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诉李坚毅、

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 曰发布>

关键词民事/专利叔叔属/职务发明创造/有关的发明创造

裁判要点

判断是否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

与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

创造"时,应注重维护原单位、离职员工以及离职员工新任职单位

之间的利益平衡,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作出认定,一是离职员工在原

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具体内容;二是涉案

专利的具体情况及其与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相互关

系;三是原单位是否开展了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研发活动,或者

有关的技术是否具有其他合法来源;四是涉案专利(申请)的权利

入、发明入能否对专利技术的研发过程或者来源作出合理解释。

相关法条

《中华入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Ⅷ盼第 12条

基本案情

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邦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医院静脉配液系列机器人产品及配液中心相关配套设备的研

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的高科技公司。 2010年2月至 2016年

7月期间,卫邦公司申请的多项专利均涉及三动配药设备和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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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其中,卫邦公司于 2012年9月4日申请的 10器盯473A 号

专利(以下简称 473 专利)主要用于注射科药液自动配置。

李坚毅于 2012年9月24 口入职卫邦公司生产、制造部门,

并与卫邦公司签订《深圳市劳动合同X员工保密合同》,约定由李

坚毅担任该公司生产制造部门总监,主要工作是负责研发"输液酡

药机器人"相关产晶。李坚毅任职期间,曾以部门经理^义在研发

部门采购申请表上签字,在多份加盖"受控文件"的技术图纸审核

栏灸签^,相关技术图纸内容涉及"沙窝复合针装配""蠕动泵输液

针""蠕动泵上盖连接板实验""装配体""左夹爪""右夹爪""机械手

夹爪 r'"机械手夹爪 2"等,系有关自动配药装置的系列设计图。

此外,卫邦公司提供的工作邮件显示,李坚毅以工作邮件的方式接

收研发测试情况汇报,安排测试工作并对研发测试提出相应要求。

且从邮件内容可知,李坚毅多决参与研发方案的会议讨论。

李坚毅与卫邦公司于 2013年4月17 三解除劳动关系。李

坚毅于 2013年7月12 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老称为"静脉用

药自动配制设备和摆动型转盘式配药装置"、专利号为

201310293690.X 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李坚毅为涉

案专利唯一的发明人。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采用机器

入完成静脉注掰用药配制过程的配药装置。李坚毅于 2016年2

月5口将涉案专利权转移至其控股的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公司)。李坚毅在入职卫邦公司前,并无从事

与医疗器械、设备相关的行业从业经验或学历证明。

卫邦公司于 2016年12月8 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

确认涉案专利的发明专利权归卫邦公司所有;2.判令李坚毅、远程

公司共同承担卫邦公司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30000元,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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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承担诉讼费。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6月8 三作出(2仉6)

粤 03 民初 2829 号民事判决,-、确认卫邦公司为涉案专利的专

利权人;二、李坚毅、远程公司共同向卫邦公司支付合理支出 3 万

元。一审宣判后,李坚毅、远程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入民法院于 2019年1月器三作出(2018)

粤民终 22髂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坚毅、远程公司

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入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

30 口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勰42 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坚毅弈远

程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入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专利是否属于李

坚毅在卫邦公司工作期闽的职务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

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

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

款第三项进一步规定'"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入事关系终

止后 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

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是复杂的智力劳动,离不开嵝要的资金、技术和研发

入员等资源的投入或支持,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在涉及与离职员

工肩关的职务发明创造的认定时,既要维护原单位对确属职务发

明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享有的合法权利,鼓励和支持创新驱动发

展,同时也不宜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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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发明创造"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导致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或者竞业限制协议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不适当地限制研发入员

的正常流动,或者限制研发人员在新的单位合法参与或开展新的

技术研发活动。因此,在判断涉案发明创造是否属于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有关的发明创造"时,应注重

维护原单位、离职员工以及离职员工新任职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

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离职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原

单位分配的任务的具体内容,包括工作职责、权限,能够接触、控

制、获取的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信息等。二是涉案专利的具体

情况,包括其技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发明目的和技术效果,权

利要求限定的保护范围,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的"实质性特

点"等,以及涉案专利与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任务的相互关系。

三是原单位是否开展了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研发活动,或者是

否对有关技术具有合法的来源。四是涉案专利(申请)的权利人、

发明人能否对于涉案专利的研发过程或者技术来源作出合理解

释,相关困素包括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复杂程度,需要的研发投

入,以及权利入、发明人是否具有相应的知识、经验、技能或物质技

术条件,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开展了有关研发活动等。

结合本案一、;审法院查明的有关事实以及冉审审请入提交

的有关证据,围绕前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就本案争议焦点认定如

下.

首先,关于李坚毅在卫邦公司任职期阆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

配任务的具体内容。第一,李坚毅于卫邦公司任职期间担任生产

制造总监,直接从事配药设备和配药装置的研发管理等工作。其

在再审申请书中,也认可其从事了"研发管理工作"。第_二,李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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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邦公司任职期间,曾以部门经理老义,在研发部门采购申请表

上签字,并在多份与涉案专利技术密切相关且加盖有"受控文件"

的技术图纸审核栏奂签字。第三,李坚毅多次参与卫邦公司内部

与用药胄动配药设备和配药装置技术研发有关的会议或讨论,还

通过电子邮件接收研发测试情况汇报,安排测试工作,并对研发测

试提出相应要求。综上,根据李坚毅在卫邦公司任职期间承担的

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其能够直接接触、控制、获取卫邦公司内

部与用药盲动配制设备和酡药装置技术研发密切相关的技术信

息、,且这些信息并非本领域普通的知识、经验或技能。因此,李坚

毅在卫邦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与涉案专利技术密切

相关。对于李坚毅有关其仅仅是进行研发管理,没翥参与卫邦公

司甫关静脉配药装置的研发工作,卫邦公司的相关证据都不是真

正涉及研发的嵝要文件等相关申请冉审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涉案专利的具体情况及其与李坚毅的本职工作或

分配任务的相互关系。第一,涉案专利涉及"静脉用药自动配制设

备和摆动型转盘式配药装置",其针对的技术间题是,"1.药剂师双

手的劳动强度很大,只能进行短时间的工作;2.由于各药剂师技能

不同、配药地点也不能强制固定,造成所配制的药剂药性不稳定;

3.化疗药剂对药剂师健康危害较大。"实现的技术效果是,"本发明

采用机器人完成静脉注射用药的整个配制过程,采用机电一体化

来控制配制的药剂量准确,提高了药剂配制质量;医务入员仅需要

将预先的药瓶装入转盘工作盘和母液架,最后将配制好的母液瓶

取下,极大地减少了医务人员双手的劳动强度;对人体有害的用药

配制(比如化疗用药),由于药剂师可以不直接接触药瓶,采用隔离

工具对药瓶进行装夹觯取出,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化疗药液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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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健康损害。"在涉案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 1中,主要包括

底座、转盘工作台、若干个用于固定药瓶的药瓶夹、具座、转盘座、

转盘传动机构弈转盘电机、近后侧的转盘工作台两边分别设有背

光源和视觉传感器、机器人、夹具体、输液泵、输液管、针具固定座、

针具夹头、前后摆动板、升降机构等部件。第二,卫邦公司于 2012

年9月4 口申请的 473 专利的^称为"自动化配药系统的配药方

法和三动化配药系统",其针对的技术问题是,"医院中配制药物的

方式均通过医护入员手工操作。-^操作时医护人员工作强度

高,而且有的药物具有毒性,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有着较大的威胁。"

发明目的是,"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耕自动化配

药系统的配药方法和官动化配药系统,其可实现盲动配药,医护人

员无需手动配制药液,大大降低了医护入员的劳动强度,有利于保

障医护入员的健康安全。"实现的技术效果是,"提供一种自动化配

药系统的配药方法和胄动化配药系统,其可快速完成多组药液的

配制,提高了配药的效率,大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有利

于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473 专利的说明书中,还公开了"药

液输入摇匀装置""卡夹部件""输液软管装填移载及药液分配装

置""用于折断安瓿瓶的断瓶装置""母液瓶夹持装置""母液瓶""可

一次容纳多个药瓶的输入转盘"等部件的具体结构和附图。将涉

案专利与卫邦公司的 473 专利相比,二者解决的技术问题、发明冒

的、技术效果基本一致,二者技术方案高度关联。二审法院结合涉

案专利的审查意见、引证专利检索,认定473 专利属于可单独影响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或创造性的文件,并无不当。第三,在

卫邦公司提供的与李坚毅的本职工作有关的图纸中,涉及"输入模

块新盖""沙窝复合针装配""蠕动泵输液针""蠕动泵上盖连接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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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装配体""左夹爪""右夹爪""机械手夹爪ν'"机械手夹爪 2"等

与涉案专利密切相关的部件,相关图纸上均加盖"受控文件"章,在

"审核"栏灸均有李坚毅的签字。第四,在李坚毅与卫邦公司有关

工作人员的往来电子邮件中,讨论的内容直接涉及转盘抱爪、母液

上料方案、安瓿瓶掰断测试等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密切相关的研

发活动。综上,涉案专利与李坚毅在卫邦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或

分配的任务密切相关。

再次,卫邦公司在静脉用药盲动配制设备领域的技术研发是

持续进行的。卫邦公司成立于2002年,经营范围包括医院静脉配

液系列机器入产品及配液中心相关配奈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

售后服务。其在 2010年2月至 2016年7月期间先后申请了 60

余项涉及医疗设备、方法及系统的专利,其中"项专利是在李坚

毅入职卫邦公司前申请,且有多项专利涉及口动配药装置。因此,

对于李坚毅主张卫邦公司在其入职前已经完成了静脉配药装置研

发工作,涉案专利不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的相关申请冉审理由,本院

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李坚毅、远程公司能否对涉案专利的研发过程或者

技术来源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涉案专利涉及"静

脉用药盲动配制设备弈摆动型转盘式配药装置",共有 13 页附图,

约鼢个部件,技术方案复杂,研发难度大。李坚毅作为涉案专利唯

一的发明人,在离职卫邦公司后不到 3个月即以个人^义单独申请

涉案专利,且不能对技术研发过程或者技术来源做出合理说明,不

符合常理。而且,根据二审法院的认定,以及李坚毅一审提交的专

利搜索网页打印件及自制专利状况汇总表,李坚毅作为发明入,最

早于 2013年7月12 曰申请了涉案专利以及 201320舡6724.5 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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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用药自动配制设备和采用视觉传感器的配药装置"实用新型专

利,而在此之前,本案证据不能证明李坚毅具有能够独立研发涉案

专利技术方案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综上,综合考虑本案相关事实以及李坚毅、远程公司再审中提

交的有关证据,-、二审法院认定涉案专利属于李坚毅在卫邦公司

工作期间的职务发明创造并无不当。李坚毅、远程公司的申请再

审理由均不能成立。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杜微科、吴蓉、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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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 159 号

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

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 曰发布)

关键词

裁判要点

1.如果被诉侵权行为入以生产经营为冒的,将专利方法的实

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

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

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胄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

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入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

的权利。

2.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笄损害赔偿数额且对侵权规模

事实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

权规模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墓础事实

无法确定的,对被诉侵权人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

的贡献度的抗辩,入民法院可以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X2020年修正)第 1条、第 n 条第 1

款、第 64条第 1款(本案适用的是 20勰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第 1条、第 n 条第 1款、第 59 条第 1款)

基本案情

民事/侵害发明专利叔/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侵

权损害赔偿计算/举证责任/专利技术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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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骏公司)诉称,深圳

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未经许可制造、许

诺销售、销售,济南历下弘康电子产晶经营部(以下简称弘康经菅

部)、济南历下昊威电子产晶经营部(以下简称昊威经营部)未经许

可销售的多款商用无线路由器(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晶)落入其享

有的毛称为"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专利号

为 ZL02123502.3,以下简称涉案专利>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保护范

围,请求判令腾达公司、弘康经菅部、昊威经菅部停止侵权,赔偿损

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共计500 万元。

被告腾达公司辩称,1.涉案专利、被诉侵权产品访问任意网站

时实现定向的方式不同弄剜可的过程亦不等同,腾达公司没有侵害

敦骏公司的涉案专利权。并且,涉案专利保护的是一种网络接入

认证方法,腾达公司仅是制造了被诉侵权产品,但并未使用涉案专

利保护的技术方案,故其制造并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并不构

成专利侵权,2.敦骏公司诉请的赔偿数额过高且缺乏事实及法律

依据,在赔偿额计算中应当考虑专利的技术贡献度、涉案专利技术

存在替代方案等。

弘康经营部、昊威经营部共同辩称,其所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

是从代理商免合法进货的,其不是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不应承

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敦骏公司明确以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和

2 为依据主张权利,其内容为,1.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菅商门户网

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焚理步骤,A.接入服务器底层硬

件对门户业务用户设备未通过认证前的第一个上行 HTTP报文,

直接提交给"虚拟 Wob服务器"丹纩'虚拟 Wob服务器"功能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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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服务器高层软件的"虚拟Wob服务器"模块实现;B.由该"虚拟

Web服务器"虚拟成用户要访问的网站与门户业务用户设备建立

TCP连接,"虚拟 Wob服务器"向接入服务器底层硬件返回含有

重定向信息的报文,冉由接入服务器底层硬件按正常的转发流程

向门户业务用户设备发一个重定向到真正门户网站 P0扰豇_SOW、

豇的报文;C.收到重定向报文后的门户业务用户设备的浏览器盲

动发起对真正门户网站 Pon豇_S窜"豇的访问。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A,由门户业务用户在浏览器上输入任何正确的域毛、

IP地址或任何的数字,形成上行 IP 报文;所述的步骤B,由"虚拟

Wob服务器"虚拟成该 IP报文的 IP地址的网站。

敦骏公司通过公证购买方式从弘康经营部、昊威经营部购得

"Tond0路由器 W15E'"'Tond0 路由器 W20E 增强型"各一个,并

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对"T咖曲路由器W15E"访问网络运营商门

户网站的过程进行了技术演示,演示结果表明使用"Υ铷d0路由器

W15E"过程中具肩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和 2 相对应的方法步

骤。

被诉侵权产品在京东商城官方旗舰店、"天猫"网站腾达旗舰

店均有销售,且销量巨大。京东商城官方旗舰店网页显示有"腾达

(T铷dωW15E"路由器的图片、京东价 199元、累计评价 1万十,

"腾达(T铷da)W20E"路由器、京东价 399元、累计评价 1 万十,

"腾达(T铷dωG1"路由器、京东价 3鹃元、累计评价 1 万十等信

息、。"夭猫"网站腾达旗舰店网页显示有"腾达(TondωW15E"路

由器的图片、促销价 179元、月销量 433、累计评价勰甏、安装说

明、技术支持等信崽、。

18



2018年12月13 0,一审法院依法作出通知书,主要内容为

限令腾达公司 10 口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盲 2015年7月2 三以来,

关于涉案"路由器"产晶生产、销售情况的完整资料和完整的财务

账簿。逾期不提交,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至二审判决作出

时,腾达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5月6 口作出(2018)

鲁 01 民初 14舡号民事判决,-、腾达公司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

售、销售涉案的路由器产晶;二、弘康经菅部、昊威经营部立即停止

销售涉案的路由器产品;三、腾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口起十三内赔

偿敦骏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500万元,四、驳回敦骏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46800元,由腾达公司负担。

宣判后,腾达公司向最高入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6 三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 M7 号民事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关于被诉侵权产品使用过程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

首先,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中的"第一个上行 HTTP报文"不

应解释为用户设备与其要访问的实际网站建立 TCP"三次握手"

连接过程中的第一个报文,而应当解释为未通过认证的用户设备

向接入服务器发送的第一个上行HTTP报文。其次,根据对被诉

侵权产晶进行的公证测试结果,被诉侵权产晶的强制 Port豇过程

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和 2所限定步骤方法相同,三款被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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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晶在"Wob认证开启"模式下的使用过程,全部落入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 1和 2 的保护范围。

二、关于腾达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针对网络通信领域方法的专利侵权判定,应当充分考虑该领

域的特点,充分尊重该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规律,以确保专利权人的

合法权利得到实质性保护,实现该行业的可持续创新和公乎竞争。

如果被诉侵权行为入以生产经营为冒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

圉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

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也即终端用

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盲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

的,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入

的权利。本案中,1.腾达公司虽未实施涉案专利方法,但其以生产

经菅为冒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具备可直接实

施专利方法的功能,在终端网络用户利用被诉侵权产晶完整再现

涉案专利方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2.腾达

公司从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被诉侵权产晶的行为中获得不当利益

与涉案专利存在密切关联。3.因终端网络用户利用被诉侵权产品

实施涉案专利方法的行为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专利

权人创新投入无法从直接实施专利方法的终端网络用户梵获得应

有回报,如专利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补偿,嵝将导致研发创新活动

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腾达公司却因涉案专利获得了原

本属于专利权入的利益,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有失公乎。综合以上

因素,在本案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腾达公司制造、许诺销隹、销售被

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具有侵权性质并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

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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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专权利人主张以侵权获利确定赔偿额的,侵权规模即为损害

赔偿计算的基础事实。专利权人对此项基础事实承担初步举证责

任。在专利权人巳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鬟理由拒不

提供有关侵权规模墓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对其提出

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率等抗辩理由可不予考

虑。具体到本案中彐.敦骏公司主张依照侵权人因侵权获利计算

赔偿额,并在一审中提交了腾达公司分别在京东网和夭猫网的官

方旗舰店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数量、售价的证据,鉴于该销售数量和

价格均来源于腾达公司三己在正规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数据

较为可信,腾达公司虽指出将累计评价作为销量存在重复计算和

虚报的可能性,但并未提交确切证据,且考虑到敦骏公司就此项事

实的举证能力,应当认定敦骏公司已就侵权规模的墓础事实完成

了初步举证责任。2.敦骏公司在一审中,依据其已提交的侵权规

模的初步证据,申请腾达公司提交与被诉侵权产品相关的财务账

簿、资料等,一审法院也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依法责令腾达公司提

交能够反映被诉侵权产晶生产、销售情况的完整的财务账簿资料

等证据,但腾达公司并未提交。在一审法院因此适用相关司法解

释对敦骏公司的 500 万元高额赔偿予以全额支持、且二审中腾达

公司就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其仍然未提交相关的财务账簿等资

料。由于本案腾达公司并不存在无法提交其所掌握的与侵权规模

有关证据的客观障碍,故应认定腾达公司并未就侵权规模的基础

事实完成最终举证责任。3.根据现肩证据,有合理理由相信,被诉

侵权产晶的实际销售数量远超敦骏公司所主张的数量。综上,在

侵权事实较为清楚、且已有证据显示腾达公司实际侵权规模已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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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敦骏公司所主张赔偿的范围时,腾达公司如对一审法院确定

的全额赔偿持有异议,应先就敦骏公司计弊赔偿所依据的基础事

实是否客观准确进行实质性抗辩,而不能避开侵权规模的基础事

实不谈,另行主张专利技术贡献度等其他抗辩事由,据此对腾达公

司二审中关于一审确定赔偿额过高的各项抗辩主张均不予理涉。

(生效裁判审判入员,朱理、傅蕾、张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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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 160号

蔡新光诉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器曰发布)

关键词

裁判要点

1.授权晶种的繁殖材料是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晶种

权人行使排他独占权的墓础。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不限于申请品

种权时所采取的特定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即使不同于植物新品

种权授权阶段育种者所普遍使用的繁殖材料,其他植物材料可用

于授权品觯繁殖材料的,亦应当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2,植物材料被认定为某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必须同时满

足以下要件,属于活体,具有繁殖能力,并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

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植物材料仅可以用作收获材料而不能

用作繁殖材料的,不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范围。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 28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晶种保护条伊岭第 6条

基本案情

蔡新光于 2009年Ⅱ月10 曰申请"三红蜜柚"植物新晶种权,

于 2014年1月1 口获准授权,晶种权号为 CNA20090677.9,保护

期限为 20年。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作出的《农业植

民事/侵害植物新品种叔/保护范围/繁殖材料/收获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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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新品种 DUS测试现场考察报告》载明,晶种暂定^称三红蜜

柚,植物种类柑橘属,品种类型为无性繁殖,田间考察结果载明,申

请品种的白皮层颜色为粉氦,近似品种为白,具备特异性。考察结

论为该申请品种具备特异性、一致性。所附照片裁明,三红蜜柚果

面颜色暗红、白皮层颜色粉红、果肉颜色紫,红肉蜜柚果面颜色黄

绿、白皮层颜色白、果肉颜色红。以上事实有《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植物新晶种权年费缴费收据、《意见陈述书X品种权申请请求

书X说明书X著录项冒变更申报书X农业植物新品种 DUS测试

现场考察报告》等证据予以佐证。

蔡新光于 2018年3月23 口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主张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平公司)连续大量销售

"三红蜜柚"果实,侵害其获得的品种^称为"三红蜜柚"的植物新

品种权。

润平公司辩称其所售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有合法来源,提供了

甲方昆山润华商业肩限公司广州黄埔分公司(以下简称润华黄埔

公司)与乙方江山市森南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南公司)签订

的合同书,润华黄埔公司与森南公司于 2017年7月18 口签订

2017年度商业合作条款,合同有条款第六条第五款裁明,在本合

同签订曰,双方已合作的有 6 家门店,包括润平公司。 2018年1

月80,森南公司向润华黄埔公司开具发票以及销售货物或者提

供应税劳务、服务清单,清单载明货物包括三红蜜柚勰0公斤。森

南公司菅业执照副本裁明,森南公司为肩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年2月22 H,注册资本 5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批

发、零售,永杲、蔬菜销售。森南公司《食晶经菅许可证》载明,经营

项冒为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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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10 曰。

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9年1月3 口作出(2仉8)粤 73 民初

732 号民事判决,驳回蔡新光诉讼请求。宣判后,蔡新光不服,向

最高入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入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10 三作

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 14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问题为润平公司销售被诉

侵权蜜柚果实的行为是否构成对蔡新光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

侵害,其中,判断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本案的焦

点。

本案中,虽然蔡新光在申请三红蜜柚植物新品种权时提交的

是采用以嫁接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枝条,但并不意味着三红蜜柚

植物新晶种权的保护范围仅包括以嫁接方式获得的该繁殖材料,

以其他方式获得的枝条也属于该品种的繁殖材料。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不同于植物新晶种权授权阶段繁殖材料的植物体也可能

成为育种者选用的种植材料,即除枝条以外的其他种植材料也可

能被育种者们普遍使用,在此情况下,该种植材料作为授权晶种的

繁殖材料,应当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原审判决认为侵

权繁殖材料的繁育方式应当与该品种育种时所使用的材料以及繁

育方式一一对应,认为将不同于获取品种权最初繁育方式的繁殖

材料纳入到植物新晶种权的保护范围,与权利入申请新品种权过

程中应当享南的权利失衡。该认定将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时的繁育

方式作为授权品种保护的依据,限制了植物新晶种权的保护范围,

缩小了植物新品种权人的合法叔益,应当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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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规章对繁殖材料迸行了列举,但

是对于某一具体品种如何判定植物体的哪些部分为繁殖材料,并

未明确规定。判断是否为某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在生物学上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属于活体,具有繁殖的能力,并且繁殖

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

否为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不仅需要判断该果实是否具有繁

殖能力,还需要判断该果实繁殖出的新个体是否具有果面颜色暗

红、果肉颜色紫、白皮层颜色粉红的形态特征,如果不具有该授权

晶种的特征特性,则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权所保护的繁殖材料。

对于三红蜜柚果实能否作为繁殖材料,经审查,即便专门的科

研单位,也难以通过三红蜜柚果实的籽粒繁育出蜜柚种苗。二审

庭审中,蔡新光所请的专家辅助人称,柚子单胚,容易变异,该晶种

通过枝条、芽条、砧木或者分株进行繁殖,三红蜜柚果实有无籽粒

以及籽粒是否退化具有不确定性。综合本案晶种的具体情况,本

案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籽粒及其汁胞均不具备繁殖授权品种三红

蜜柚的能力,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被诉侵权蜜柚果

实是收获材料而非繁殖材料,不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范围。

如果冒前在本案中将收获材料纳入植物新晶种权的保护范围,有

违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

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千规定》的相关规

定。

另外,植物体的不同部分可能有着多种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作

繁殖目的进行生产,也可用于直接消费或观赏,同一植物材料有可

能既是繁殖材料也是收获材料。对于既可作繁殖材料又可作收获

材料的植物体,在侵权纠纷中能否认定为是繁殖材料,应当审查销

26



售者销售被诉侵权植物体的真实意图,即其意图是将该材料作为

繁殖材料销售还是作为收获材料销售;对于使用者抗辩其属于使

用行为而非生产行为,应当审查使用者的实际使用行为,即是将该

收获材料直接用于消费还是将其用于繁殖授权品种。

综上所述,蔡新光关于被诉侵权蜜柚果实为三红蜜柚的繁殖

材料、润平公司销售行为构成侵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

回。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周翔、罗霞、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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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伽n舡号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诉加多宝(中国)

饮料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器曰发布)

关键词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认定广告是否构成反不正坐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

行为,应结合相关广告语的内容是否有歧义,是否易使相关公众产

生误解以及行为人是否有虚假宣传的过错等因素判断。一方当事

人基于双方曾经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以及胄身为提升相关商

标商誉所做出的贡献等因素,发布涉案广告语,告知消费者墓本事

实,符合客观情况,不存在易使相关公众误解的可能,也不存在不

正当地占用相关商标的知^度和良好商誉的过错,不构成反不正

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

相关法条

《中华入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X2019年修正)第 8条第 1

款(本案适用的是 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 9 条第 1款)

基本案情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集团)是第能矶55 号、

3980709 号、90959如号"王老吉"系列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上述

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种类均为第 32类,包括无酒精饮料、果汁、植

民事/反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广告语/引人误解/

不正当占用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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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饮料等。 1995年3月28 Ξ、9月14 0,鸿道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道集团)与广州羊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食晶饮料

分公司分别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补充

协议》,取得独家使用第铑缸霭号商标生产销售带有"壬老吉"三

个字的红色纸包装和罐装清凉茶饮料的使用权。 1997年6月14

0,陈鸿道被国家专利局授予ψ}观设计专利证书》,获得外观设计

^称为"罐帖"的"王老吉"外观设计专利。 2000年5月2 Ξ,广药

集团G午可入)与鸿道集团(被许可人)签订《商标许可协议》,约定

许可人授权被许可人使用第 626155 号"王老吉"注册商标生产销

售红色罐装及红色瓶装王老吉凉茶。被许可人未经许可人书面同

意,不得将该商标冉许可其他第三者使用,但属被许可人投资(包

括全资或合资)的企业使用该商标时,不在此限,但需知会许可

人;许可人除胄身及其下属企业已生产销售的绿色纸包装"王老

吉"清凉茶外,许可人不得在第 32 类商品(饮料类)上使用"王老

吉"商标或授权第三者使用"王老吉"商标,双方约定许可的性质为

独占许可,许可期限胄 2000年5月2 口至 2010年5月2 三止。

1998年9月,鸿道集团投资成立东莞加多宝食晶饮料有限公司,

后更^为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

公词(以下简称加多宝中国公司)成立于 2004年3月,属于加多宝

集团关联企业。

此后,通过鸿道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长期多渠道的营销、公益活

动和广告宣传,培育红罐"王老吉"凉茶品牌,并获得众多荣誉,如

罐装"王老吉"凉茶饮料在 2003年被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定为知^商品,"王老吉"罐装凉茶的装潢被认定为知^商品包

装装潢;罐装"王老吉"凉茶多次被有关行业协会等评为"最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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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晶牌";根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的证明,罐装"王老

吉"凉茶在 2007-2012年度均获得市场销量或销售额的第一^等

等。加多宝中国公司成立后开始使用前述"王老吉"商标生产红色

罐装凉茶(罐身对称两面从上至下印有"王老吉"商标)。

2012年5月9 0,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广药集团

与鸿道集团之间的商标许可合同纠纷作出终局裁决,(一X严王老

吉"商标许可补充协议》殚《关于"王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补

充协议》无效;(二)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2012年5月25 H,广药集团与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健康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大健

康公司使用第鹗80709 号"王老吉"商标。大健康公司在 2012年

6月份左毒,开始生产"王老吉"红色罐装凉茶。

2013年3月,大健康公司在重庆市几焚超市分别购买到外包

装印南"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虐加多宝"字样广告语的"加

多宝"红罐凉茶产品及标有"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加多

宝"字样广告语的手提袋。根据重庆市公证奂(2013)渝证字第

17516 号公证书载明,在"WWW. womoi.Φm"中粮我买网网站上,

有"加多宝"红罐凉茶产品销售,在销售页面上,肩"全国销量领先

的红罐凉茶改^加多宝"字样的广告宣传。根据(2013)渝证字第

203勰号公证书载明,在央视网广告频道VIP 品牌俱乐部中,亦印

有"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加多宝"字样的"加多宝'孳工罐凉

茶产晶的广告宣传。 2012年5月16 0,人民网食品频道以"红罐

王老吉改^'加多宝'配方工艺均不变"为题做了报道。 2012年5

月180,搜狐新闻以"红罐王老吉改虐加多宝"为题做了报道。

2012年5月23 0,中国食晶报电子版以"加多宝就是以前的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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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为题做了报道;同口,网易新闻也以"红罐'王老吉,正式更毛

'加多宝萝为题做了报道,并标注信息来源于《北京晚报》。 2012

年6月10,《中国青年报》以"加多宝凉茶全国上市红罐王老吉正

式改^"为题做了报道。

大健康公司认为,上述广告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使消费者形

成错误认识,请求确认加多宝中国公司发布的包含涉案广告词的

广告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系虚假宣传,并判令

立即停止发布包含涉案广告语或与之相似的广告词的电视、网络、

报纸和杂志等媒体广告等。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年6月26 三作出(2仉3)渝

五中法民初字第 00345 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

发布的包含"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加多宝"广告词的宣传

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虚假宣传行为;二、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立

即停止使用并销毁、删除和撤换包含"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

毛加多宝"广告词的产晶包装和电视、网络、视频及平面媒体广告;

三、被告加多宝中国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口内在《重庆口报》上

公开发表芦明以消除影响(卢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四、被告加多

宝中国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口内赔偿原告大健康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如万元;五、驳回原告大健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加多宝中国公司和大健康公司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于 2015年12月15 曰作出(2仉0渝高法民终字第 00318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加多宝中国公司不服,向最高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年5月28 三作出

(2仉7)最高法民冉 151号民事判决,-、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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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 00318 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 003孀号民事判决;三、驳回

大健康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全国销量领先的红

罐凉茶改^加多宝"广告语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需要结合具

体案情,根据三常生活经验,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判断涉案

广告语是否片面、是否有歧义,是否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

首先,从涉案广告语的含义看,加多宝中国公司对涉案广告语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加多宝"的描述和宣传是真实和符

合客观事实的。根据查明的事实,鸿道集团盲 1995年取得"王老

吉"商标的许可使用权后独家生产销售"王老吉"红罐凉茶,直到

2012年5月9 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广药集团与鸿

道集团之间的商标许可合同作出仲裁裁决,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

老吉"商标,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内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作为"王老吉"商标的被许可使用入,通过多年的广告宣传和使用,

已经使"王老吉"红罐凉茶在凉茶市场具有很高知^度和美誉度。

根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的证明,罐装"王老吉"凉茶在

2007-2012年度,均获得市场销量或销售额的第一^。而在"王

老吉"商标许可使用期间,广药集团并不生产殚销售"王老吉"红罐

凉茶。因此,涉案广告语前半部分"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的

描述与统计结论相吻合,不存在虚假情形,且其指向性也非常明

确,指向的是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生产和销售的"王老

吉"红罐凉茶。 2012年5月9 Ξ,"王老吉"商标许可协议被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无效,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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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开始生产"加多宝"红罐凉茶,因此在涉案广告语后半部分宣称

"改毛加多宝"也是客观事实的描述。

其次,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虚假宣传的目的看,反不正当竞

争法是通过制止对商晶或者服务的虚假宣传行为,维护公平的市

场竞争秩序。一方面,从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角度分析,侵权人通

过对产品或服务的虚假宣传,如对产地、性能、用途、生产期限、生

产者等不真实或片面的宣传,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和市场机会,损害

权利入的利益涝一方面,从消费者角度分析,正是由于侵权人对

商晶或服务的虚假宣传,使消费者发生误认误购,损害权利入的利

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虚假宣传立足点在于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如果对商品或服务的宣传并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

则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上规制的虚假宣传行为。本案中,在商标

使用许可期闻,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通过多年持续、大规

模的宣传使用行为,不仅显菪提升了王老吉红罐凉茶的知^度,而

且向消费者传递王老吉红罐凉萘的实际经营主体为加多宝中国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由于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商标许可

使用期间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已经具有很高知老度,相关公众

普遍认知的是加多宝中国公司生产的"王老吉"红罐凉茶,而不是

大健康公司于 2012年6月份左右生产知销售的"王老吉"红罐凉

茶。在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不再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

后,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实际上是向相关公众行使告

知义务,告知相关公众以前的"王老吉"红罐凉茶现在商标已经为

加多宝,否则相关公众反而会误认为大健康公司生产的"王老吉"

红罐凉茶为原来加多宝中国公司生产的"王老吉"红罐凉茶。因

此,加多宝中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不存在易使相关公众误认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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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可能性,反而没有涉案广告语的使用,相关公众会发生误认误

购的可能性。

再次,涉案广告语"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加多宝"是

否不正当地完全占用了"王老吉"红罐凉茶的知虐度和良好商誉,

使"王老吉"红罐凉茶无形中失去了原来拥有的知^度和商誉,并

使相关公众误认为"王老吉"商标已经停止使用或不軎使用。其

-,虽然"王老吉"商标知^度殚良好芦誉是广药集团作为商标所

有入和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共同宣传使用的结果,但是

"王老吉"商标知老度的提升和巨大商誉却主要源于加多宝中国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商标许可使用期间大量的宣传使用。加多宝中

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即便占用了"王老吉"商标的一部分商誉,

但由于"王老吉"商标商誉主要源于加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的贡献,因此这种占用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二,广药集团收回"王

老吉"商标后,开始授权许可大健康公司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

这种使用行为本身即已获得了王老吉商标商誉和美誉度。其三,

2012年6月大健康公司开始生产"王老吉"红罐凉茶,因此消费者

看到涉案广售语客观上并不会误认为"王老吉"商标已经停止使用

或不再使用,凝结在"王老吉"红罐凉茶上的商誉在大健康公司生

产"王老吉"红罐凉茶后,三然为大健康公司所享有。其四,大健康

公司是在商标许可合同仲裁裁决无效后才开始生产"王老吉"红罐

凉茶,此前其并不生产红罐凉茶,因此涉案广告语并不能使其生产

的"王老吉"红罐凉茶无形中失去了原来拥有的知虐度和商誉。

本案中,涉案广告语虽然没有完整反映商标许可使用期间以

及商标许可合同终止后,加多宝中国公司为何使用、终止使用并变

更商标的相关事实,确有不妥,但是加多宝中国公司在商标许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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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终止后,为保有在商标许可期间其对"王老吉"红罐凉茶商誉提

升所做出的贡献而享有的权益,将"王老吉"红罐凉茶改老"加多

宝"的墓本事实向消费者告知,其主观上并无明显不当;在客观上,

基于广告语的简短扼要特点,以及"王老吉"商标许可使用情况、加

多宝中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提升"王老吉"商标商誉所做出的巨

大贡献,消费者对王老吉红罐凉茶实际经营主体的认知,结合消费

者的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加多

宝中国公司使用涉案广告语并不产生引人误解的效果,并末损坏

公乎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构成虚假宣传行为。

即便部分消费者在看到涉案广告语后有可能会产生"王老吉"商标

改为"加多宝"商标,原来的"王老吉"商标已经停止使用或不再使

用的认☆」也属于商标许可使用关系中商标控制人与实际使用人

相分离后,尤其是商标许可关系终止后,相关市场可能产生混淆的

后果,但该混淆的后果并不必然产生反不正当竞争法上时吲入误

解"的效果。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艳芳、钱小红、杜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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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 162 号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诉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重庆市江津酒厂(集团)

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21年7月23 曰发布)

关键词行政/商标叔无效宣告/经销关系/被代理人的商标

裁判要点

骘事入双方同时签订了销售合同殚定制产晶销售合同,虽然

存在经销关系,但诉争商标图样、产晶设计等均由代理入一方提

出,且定制产晶销售合同明确约定被代理人未经代理人授权不得

使用定制产品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在被代理入没有在先使用

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诉争商标为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的"被代

理人的商标"。

相关法条

《中华入民共弈国商标法》第 15 条

基本案情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小白公司)与国家知识

产权局、重庆市江津酒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津酒厂)商

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中,诉争商标系第 10325554 号"江小白"

商标,于 20n 年12月19H 由成都格尚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注

册,核定使用在第勰类酒类商品上,经核准,权利人先后变更为四

川新蓝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蓝图公司)、江小白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糖酒有限责任公司(包括江津酒厂等关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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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蓝图公司(包括下属各地子公司、办事焚等关联单位)于 2012

年2月20三签订销售合同和定制产晶销售合同。定制产品销售

合同明确约定授权新蓝图公司销售的产品为"几江"牌系列酒定制

产品,其中并未涉及"江小白"商标,而且定制产晶销售合同第一条

约定,"甲方(江津酒厂>授权乙方(新蓝图公司)为'几江牌,江津老

白千'清香一、;、三号'系列超清纯系列、年份陈酿系列酒定制产

品经销商"。第六条之2 明确约定,"乙方负责产品概念的创意、产

晶的包装设计、广售宣传的策划彝实施、产品的二级经销渠道招商

和维护,甲方给予全力配合。乙方的产品概念、包装设计、广告图

案、广告用语、市场推广策划方案,甲方应予以尊重,未经乙方授权,

不得用于甲方直接销售或者甲方其它客户销售的产品上使用"。

2016年5月,江津酒厂针对诉争商标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在诉争商标申请三之前,江小白公司对

江津酒厂的"江小白"商标理应知晓,诉争商标的注册已构成 2001

年修正的商标法(以下简称 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的不予

注册并禁止使用之情形。故裁定对诉争商标予以宣告无效。江小

白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7年12月25 曰作出(2017)京 73 行

初 1213 号行政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

〔2016〕第 n70勰号关于第 1032勰54 号"江小白"商标无效宣告请

求裁定;二、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江津酒厂就第 10325554 号"江小

白"商标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江

津酒厂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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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年 n 月22 曰作出(2仉8)京行终 2122 号行政判决,-、撤

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 73 行初 1213 号行政判决;二、驳回

江小白公司的诉讼请求。江小白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冉审。最高入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26 口作出(2019)最高法行

再 224号行政判决,-、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仉8)京行终

2122 号行政判决;二、维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仉7)京 73 行初

1213 号行政判决。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商标的申

请注册是否违反20仉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20仉年商标法

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入或者代表人以盲己的^义将被

代理入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

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代理入或者代表人不得申请注

册的商标标志,不仅包括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入商标相同的标

志,也包括相近似的标志;不得申请注册的商晶既包括与被代理人

或者被代表人商标所使用的商品相同的商品,也包括类似的商品。

本案中,江津酒厂主张,新蓝图公司是其经销商,新蓝图公司是为

其设计诉争商标,其在先使用诉争商标,因此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

违反了20仉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

首先,江津酒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先使用诉争商标。

江津酒厂主张其在先使用诉争商标的证据绝大多数为诉争商标申

请口之后形成的证据,涉及诉争商标申请三之前相关行为的证据

有江津酒厂与重庆森欧酒类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欧公司)的

销售合同、产晶送货单、审计报告。江津酒厂与森欧公司的销售合

同已经在诉争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提交,因未体现森欧公司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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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缺乏发票等其他证据佐证而未被商标评审委员会采信。江津

酒厂在本案中提交的销售合同虽然有森欧公司的公章,但该合同

显示的签订时间早于工商档案显示的森欧公司的成立时间,而且

江津酒厂也认可该合同签订叶间系倒签。根据江小白公司提交的

再审证据即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笔迹鉴定意见寻雾聿酒厂

给森欧公司送货单上的制单人笔迹真实性存在疑点,且没有发票

等其他证据佐证,故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江津酒厂在先使用诉争商

标。江津酒厂在一审法院开庭后提交了审计报告作为在先使用证

据。但在缺少原始会计凭证的情况下,仅凭在后受江津酒厂委托

制作的审计报告中提到"江小白"白酒,不足以证明江津酒厂在诉

争商标申请口前使用了"江小白"。此外,江津酒厂提交的其于

2012年2月15 三与重庆宝兴玻璃制晶有限公帚签订的购买"我

是江小白"瓶的合同金额为 69 万元,远高于审计报告统计的销售

额和销售毛利,也进一步表明无法认定审计报告的真实性。

其次,虽然江津酒厂与新蓝图公司存在经销关系,但双方的定

制产品销售合同也同时约定定制产品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权

利归新蓝图公司所有。在商标无效宣告和一、二审阶段,江津酒厂

提供的证明其与新蓝图公司为经销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双方于

2012年2月20 三签订的销售合同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定制产

品销售合同明确约定授权新蓝图公司销售的产品为"几江"牌系列

酒定制产品,其中并未涉及"江小白"商标,而且定制产品销售合同

明确约定,乙方(新蓝图公司)的产品概念、包装设计、广告图案、广

告用语、市场推广策划方案,甲方G工津酒厂)应予以尊重,未经乙

方授权,不得用于甲方直接销售或者甲方其它客户销售的产品上

使用。综上,应当认为,江津酒厂对新蓝图公司定制产品上除"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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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外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内容不享有知识产权,亦说明新蓝

图公司申请注册"江小白"商标未损害江津酒厂的权利。本案证据

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是江津酒厂的商标,因此仅根据上述证据尚

不能认定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

定。

最后,江津酒厂与新蓝图公司合作期间的往来邮件等证据证

明,"江小白"的^称及相关产品设计系由时任新蓝图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陶石泉在先提出。根据江小白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

能够证明"江小白"及其相关产品设计是由陶石泉一方在先提出并

提供给江津酒厂,而根据双方定制产晶销售合同,产品概念及设计

等权利属于新蓝图公司所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新蓝图公司是

为江津酒厂设计商标。

综上,在诉争商标申请口前,"江小白"商标并非江津酒厂的商

标,根据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江津酒厂对定制产品除其注册商标

"几江"外的产晶概念、广告用语等并不享有知识产权,新蓝图公司

对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并未侵害江津酒厂的合法权益,未违反

20仉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秦元明、郎贵梅、马秀荣)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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