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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30日

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即墨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

2022年3月至7月，王某、张某某在未经注册
商标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家中通过某短视频
平台对外销售假冒“始祖鸟”注册商标的服饰，销
售金额人民币33万余元。2022年7月21日，公安
部门将王某、张某某抓获，并现场查获假冒“始祖
鸟”注册商标的服装76件。经认定，价值10959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张某某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予惩处。在
共同犯罪中，王某系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
罪行处罚；张某某系从犯，予以减轻处罚。鉴于
王某、张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
愿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
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据此，即墨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一审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被告人
张某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7万元。

【法官说法】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电
商行业高歌猛进的同时，山寨假货也在线上
平台屡禁不止。线上销售门槛低、成本低，存
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让许多商家铤而走险制
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假冒侵权的行为不
仅对合法经营者的正当竞争造成冲击，也严
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对电商
行业的良性发展造成冲击。侵权人不仅要承
担民事责任，严重的可能还需要承担行政责

任甚至刑事责任。
目前，线上购物已逐渐成为许多消费者

的首选，但由于无法接触到实物，真假难辨。
对此，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应选
择信誉好、评价好的正规商家和平台进行消
费，并注意辨别商品的真伪，不要被“白菜价”
等宣传所迷惑。收到商品后应及时检查商品
的质量，如果发现是假冒伪劣商品，可以保留
有效证据向电商平台申请退货退款，或拨打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等向消费者协会
投诉，也可以向有关部门积极提供违法犯罪
线索。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安睿 张涛 孙波 彭博

今年4月26日是第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近
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发布了近年来审理的
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提醒市场经营主体
要依法经营，不可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也提醒广大
消费者要提高辨别商品真伪的能力，以免买到假
冒伪劣产品。本次典型案例的发布旨在充分发挥
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保护创新发展，服务新
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据悉，2021
年以来，即墨法院已累计发布典型案例20余个，
审理的“hair”假冒“Haier”注册商标犯罪案入选山
东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即
墨法院以护航创新发展为己任，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不断完善“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
的全链条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格局，努力营造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在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行为的同时，对企业的创新成果依法支持、保
护、引导，全力打造知识产权审判“司法名片”，以司
法力量护航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化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改革，严格选配业
务骨干组建专业化审判队伍，2021年以来，即墨法
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255件。

一是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打击震慑侵犯知
识产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判处侵犯青岛云路先进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商业秘密、给该公司造成1900余
万元损失的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管人员方某罚
金及有期徒刑，维护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营
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纠纷源头治理，主动延伸司
法服务，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原则，选择涉法
事务较多、司法需求较强的企业，建立直接联系制
度，通过“定制化”普法服务、设立“即法驿站”、确立
普法专员等方式，为企业在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过
程中提供更加便捷、精准的司法服务。

三是开展送法进企业、企业负责人座谈会、相
关产业防控风险座谈会等普法活动12次，深入企
业调研，积极回应企业司法需求，引导企业提升专
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保护意
识、保护能力。

四是深入推进商事纠纷多元解纷，即墨法院与
即墨区工商联建立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编发
《诉前调解要素指引》，提升商事纠纷诉前调解成
效。2023年以来，即墨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调解
撤诉率达73.94%。

【案情简介】

2022年12月至2023年7月期间，孙某伙同邹
某、林某等人购买丝网印刷机、贴标机，伪造“百
威”商标标识及纸箱等，从湖北省两家啤酒厂委
托加工生产“渊武骑士”啤酒、“梦小姐红樽”啤
酒，雇佣赵某、张某某等人采取印刷瓶盖、更换商
标等方式，假冒“百威”注册商标啤酒1.1万余箱，
后通过线上销售等方式对外售卖，销售金额共计
人民币566132元。

2023年7月，孙某主动投案。邹某、林某、赵
某、张某某等人均被另案处理。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该注册
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
假冒注册商标罪，依法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
中，孙某系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罪行处

罚。鉴于孙某系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可予以
从轻处罚。

据此，即墨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一审判
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
万元。

【法官说法】

商标是识别和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标记，
它承载了经营者的产品、服务质量、商誉和知名

度，体现了经营者的品牌形象。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是一种既侵犯权利人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又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为此，
法官提醒，商标权利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加
强市场监控，发现侵权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
报。消费者要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购买商品
时要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贪图便宜购买侵权商
品。如遇侵权行为要注意保留维权证据，一旦发
现制假、销假线索，请立即拨打12315进行投诉或
直接拨打110报警。

【案情简介】

2022年2月，陈某创作完成一幅美术作品，并
于当日发布在某网络平台上。后陈某发现，某服
装店在网上店铺中销售印有其创作的该美术作
品的T恤。陈某以该服装店未经许可擅自销售该
产品，侵犯其著作权为由，诉至即墨法院，要求判
令该服装店停止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和维权
合理开支。

被告该服装店辩称，其并无侵害他人著作权
的故意，该产品系自工厂采购所得，并非生产后
销售，其进货时已尽到注意义务，不存在主观故
意，且店铺销量较少，获利不高，另外，陈某作品
未经著作权登记，无法证明其权利。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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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
术作品。本案中，陈某主张的该美术作品系经过
艺术创作加工的卡通图案，具有较强的独创性，
应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美术作品”范畴，其所
属权利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了著作权的各种权利样
态，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
权、复制权、发行权等，其中将发行权解释为“以
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
复制件的权利”。本案中，通过比对该服装店所
售产品上印制的图案与陈某所享有的美术作品
可以看出，T恤上的图案整体上与该美术作品基
本一致，仅在细节及颜色上存在差别，与该美术
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该服装店销售涉案产品，
侵害了陈某美术作品的发行权，应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该服装店称，该美术

作品没有进行作品登记，未取得著作版权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的规
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作品实行
自愿登记。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
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根据上述规
定，该美术作品未进行作品登记并不影响认定原
告陈某系该美术作品著作权人，对被告该服装店
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据此，即墨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该服装店停止销售涉案商品，并赔偿原告陈某经
济损失和合理开支。

【法官说法】

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
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是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
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复制、发行等方式向公
众传播其作品的，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实践
中，商家生产或者销售印有图案的服装、书包及
其他商品的现象十分常见。在此，法官提醒，一
方面，广大商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遵守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生产厂家在印制图案时
不能一味地从网络上径自下载他人图片使用，销
售商在购进相关产品时应索要相关凭证，避免侵
权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在防止侵害他人权利
的同时要增强自己的权利保护意识，创作作品后
应保留好创作手稿或者创作过程等材料，及时进
行著作权登记，如果发现权利被侵犯，应做好证
据固定，为维权做好准备。本案中，原告陈某的
作品虽然未进行登记，但是其完成后就将作品上
传至网络平台，并保留了创作过程，对认定其系
著作权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案情简介】

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为华联系列商标权
利人，该系列商标包含文字及图片，该品牌在同
行业内享有较高知名度。某小超市未经华联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允许，在其经营场所的门店招
牌、地图定位、购物凭证、商品标价签等处使用上
述商标文字部分，后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侵
犯其商标权为由，将该超市诉至即墨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该超市在未获得
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店铺门头等处使用
了原告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中文字部
分。该文字部分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
易使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
误以为该超市与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存在某种特定联系，该行为构成对涉案商标

专用权的侵犯。
据此，即墨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该超市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华联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

生活中类似“小超市”蹭“大名头”的现象并
不少见，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意图通过悬挂与

知名品牌相同或相似的店铺招牌，借其品牌效
应吸引客流。这种“傍大牌”“蹭流量”的擦边
行为不可取，一旦被诉侵权，将面临承担赔偿损
失的民事责任，着实得不偿失。经营者切莫抱
有侥幸心理，对于自己所经营行业的品牌和市
场价值应当具有一定的认知，尽到合理审查和
避让注意的义务，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
德，在经营活动中公平竞争、合规经营，共同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

案例四：

线上销售假冒“始祖鸟”二被告人被判刑并处罚金

案例三：

擅自使用“华联超市”招牌 小超市被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案例二：

销售服装侵犯他人美术作品著作权 一服装店被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案例一：

线上销售假冒“百威”啤酒 男子获刑3年并处罚金15万元

即墨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刚（左二）一行与酷特智能创始人、酷特C2M产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右
一）张代理座谈交流。

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