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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了格力与奥
克斯侵害发明专利权
纠纷案一审的民事裁
定书。奥克斯在提交
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
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
移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不过法院
对奥克斯的主张并不
予支持，同时认定京东
实施了销售被控侵权
产品的行为，与奥克斯
一 起 为 该 案 被 告 。

（王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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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外贸秘书处于《联邦政
府公报》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中
国的铝板产品作出反倾销肯定性
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产品的倾销
幅度为 59.17%，但不建议对中国
涉案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2020年 7月 29日，巴西外贸
秘书处于《联邦政府公报》发布
2020年第46号公告，对原产于中
国的铝板产品启动反倾销立案
调查。

2 月 23 日，WTO 保障措施
委员会发布印度尼西亚代表团
于 2 月 22 日向其提交的保障措
施通报。印度尼西亚调查机关
对进口服装及服饰配件作出保
障措施肯定性终裁，建议印度尼
西亚政府对涉案产品征收为期
三年的保障措施税，本案涉及 7
大类服装及服饰配件134个印尼
税号项下的产品。保障措施实
施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在其官
方公报发布的法令为准。

日前，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称，对进口自中国的三聚氰胺
作出反补贴第一次快速日落复
审肯定性终裁，裁定若取消中
国涉案产品的反补贴税，将导
致 涉 案 产 品 的 政 府 补 贴 以
154.00%至 156.90%的幅度继续
或再度发生。（本报综合报道）

贸易预警

巴西对华铝板产品
作出反倾销初裁

印尼对进口服装及服饰配件
作出保障措施终裁

美对华三聚氰胺作出
反补贴快速日落复审终裁

西门子商标
侵权纠纷案引关注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真品
旧货翻新销售行业的发展，一些
有关商标侵权的争议不断出
现。近日，西门子“SIEMENS”商
标侵权纠纷案引起了知识产权
行业的关注。

据悉，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曾依法对兴锐达公司
销售假冒“SIEMENS”商标的数
字输出模组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但认定销售翻新的“SIEMENS”
商标的控制模块不构成侵权。

随后，西门子公司向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

法院一审判决，厦门兴锐达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立即停止
销售侵犯“SIEMENS”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数字输出模组；立即停
止用电脑和标签打印机擅自打
印“SIEMENS”注册商标标识的
行为，并赔偿原告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

据悉，西门子公司、兴锐达
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
持了一审判决。 （张宇）

安吉白茶、保山小粒咖啡、赣
南脐橙等都是我国本土久负盛名
的优质产品。从 3 月 1 日起，这些
产品就可以贴上中欧双方认可的
地理标志，以受保护的身份在对方
市场上售卖。

3月 1日，中欧双方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
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生效实施。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中国与欧
洲国家经贸纽带紧密，2020年克服
疫情影响，展现强大韧性。中国与
欧盟贸易额增长4.9%，达6495亿美
元，中国首次跃居成为欧盟第一大
贸易伙伴。双方企业投资信心不
减，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57 亿美元，
中国对欧直接投资47亿美元。

据了解，欧洲被认为拥有世界
上最发达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而
中国也有国内层面的地理标志，由
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农业
农村部三个部门提出，对地理标志
进行注册、登记和管理。

“两国签署地理标志协定之后，
我国相关地理标志产品可以使用欧
盟的官方标志，这有利于我国产品
出口并获得欧盟消费者的认可，进
一步开拓欧盟市场。”启元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辛表示，同时可以帮助消
费者免受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因为
地理标志只能由任何在原产地按照
规定标准生产商品的人使用，不能
转让或许可给该地区以外的人或未
被授权的生产商。

根据这一协定，中欧双方各有
275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实现互
认。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正式与欧盟
互认后，产品进入欧盟的超市就像
进入国内超市一样高效便捷，并享
受与欧盟地理标志产品同样的优惠
政策。

协定互认的地理标志都是双方
久负盛名、家喻户晓的地理标志产
品，比如我国的绍兴酒、六安瓜片、
安溪铁观音、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
洲的香槟、巴伐利亚啤酒、帕尔玛火
腿、马吉那山脉橄榄油等。中方列
入协定清单的地理标志不仅涉及酒
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还涉及代
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宣纸、蜀锦等中
国特色地理标志。

陈辛介绍说，协定签署后，这
些地理标志将享受高水平保护，并
可使用双方的地理标志官方标
志。保护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各
100个地理标志将于协定生效之日
起开始保护；第二批各 175 个地理
标志将于协定生效后四年内完成
相关保护程序。

“遂宁矮晚柚”就是第二批得到
保护地理标志的特色产品之一，遂
宁市永红矮晚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彭永红对家乡有着浓厚的情感，希
望将企业生产的柚子打造成品牌
化、规范化的高端产品，被世界市场
所认可。

“矮晚柚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
华民族品牌的柚类新品种，有品质
佳、可反季节销售、独占市场等优
点，销往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彭
永红介绍说。

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将对“遂
宁矮晚柚”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企业开拓欧洲市场
将更加容易，“遂宁矮晚柚”这一地
方特色产品的知晓度和美誉度也会
得到提升。

很多消费者也向记者表示，对
获得中国地理标志的欧洲产品信任
度更高，在购买时会优先考虑。

王文涛表示，这是一份平衡、高
水平、互利共赢的协定，将为双方企

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打造更好
的营商环境，不仅有利于中国，有利
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与增长。

“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中欧合
作远大于竞争，双方要在合作中扩
大共同利益，在发展中破解难题。”
王文涛表示，中方愿与欧方继续加

强抗疫合作，共同推动中欧经贸、绿
色和数字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疫后世
界经济复苏。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
■ 本报记者 钱颜

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
发布10个典型案例

以高水平地理标志保护助推中欧贸易深化发展
■ 赵妍妍

地理标志是一种表明产品地
理来源的重要知识产权类型。其
将产品的质量、声誉和其他特性与
源于该产品产地的气候、土壤等自
然因素和生产、加工工艺等人文因
素相联系，在申请保护时必须经过
严格审核，满足相应产品的地理范
围、技术标准、产品与地理区域的
关联性和知名度等要求；在生产地
理标志产品和使用地理专用标志
时也必须满足相应的生产管理规
范和使用管理规则。获得地理标
志专用权，意味着对产品品质和信
誉有保障，在消费者中有较高的认
可度，对生产者开拓市场具有重要
意义。

我国和欧盟的地理标志资源
丰富，都十分重视地理标志产品的
保护和贸易。为深化合作，经过多
轮谈判和磋商，2020年9月14日中
欧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
作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
定》于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

《协定》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
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
双边协定，共有 14 个主条文和 7
个附录，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
则和地理标志互认清单等。具体
而言，《协定》确立的中欧地理标
志“互认互保”制度主要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一是互相认可法律法规。双
方互相认可对方的地理标志法律
法规，各自开展技术审查、公告、异
议处理等程序认可协定清单中的
地理标志，并承诺按照不低于《协

定》规定的保护水准对互认的地理
标志提供保护。

二是保护数量对等、种类丰
富。双方采用分两批对附录清单中
各275个地理标志进行保护，欧盟列
入清单的地理标志产品包括葡萄
酒、烈酒、肉奶、农产品等；中国纳入
清单的地理标志不仅涉及酒类、茶
叶、农产品等，还涉及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和工艺的宣纸、蜀锦、柳编等中
国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同时，《协
定》第一条第二款对附录七“中国手
工艺品”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意味
着随着《协定》生效，双方将考虑把
中国的陶瓷、漆器等手工艺品也列
入扩大保护范围。

三是采用更严格的高水平保
护。《协定》不仅对“在产品名称或
描述中使用任何方式指示或暗示
所涉产品源自非其真正产地的某
一地理区域，以此误导公众对该产
品地理来源的认识”予以打击；亦
禁止“任何使用地理标志指示并非
来自该地理标志所指示产地的某一
相同或近似产品的行为，即便已指
示了该产品的真实原产地或在使用
上述地理标志时运用了意译、音译
或字译，或同时使用了‘种类’‘品种
’‘风格’‘仿制’等字样”。即《协定》
不但禁止前种误导行为，也禁止后
种搭便车行为，坚决维护市场的公
平秩序。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
地理标志保护与世界贸易组织

《TRIPs 协议》规定的义务保持一
致，对明确造成消费者混淆的误导
行为给予相对保护，仅在特别法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

办法》第12条对葡萄酒和烈性酒地
理标志提供了与《协定》相同标准
的绝对保护。因此，《协定》的实施
提高了附录清单中欧盟地理标志
在我国的保护力度。

四是明确地理标志与商标的关
系。《协定》赋予了附录清单中地理
标志对抗在后普通商标注册的优先
权利，这一规定与欧盟的处理规则
相一致。目前在我国，地理标志产
品与商标发生冲突如何处理，尚未
有明确规定，《协定》对我国化解两
种权利冲突、确立国内立法方向，为
司法裁判提供法律依据具有一定参
考作用。

《协定》签署和实施在经贸上
为中欧深化贸易往来提供了新的
机遇和动能，在法律上为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增强贸易规则的透
明度、改善贸易环境提供了重要支
撑。欧盟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目
前欧盟已注册有约 3800 个欧盟内
地理标志产品，此外还有近1300个
非欧盟的地理标志产品通过如《协
定》的方式获得在欧盟的保护。同
时，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
计，截至 2020 年 11 月，累计批准
地理标志产品 2387 个，核准专用
标志使用企业 9333 家。由此可
见，中欧在地理标志贸易方面还有
巨大的提升空间。在《协定》实施
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中国地理标
志相关立法，加强地理标志知识产
权的保护与运用，将为中国企业和
消费者带来更多福祉。

（作者单位：中国贸促会专利
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 陈璐）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两周年工作
情况，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典型案例10个。

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自2019年1月1日成立以来，作出了
不少标杆性裁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周翔介
绍，10个典型案例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有效维护国
家利益、司法主权和企业合法权益。在华为公司诉康文森公
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三案中，法庭
作出了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首个“禁诉令”性质行为保
全裁定，并开创性地适用了“日罚金”措施，确保了行为保全裁
定的执行，为建立健全中国“禁诉令”制度作出了案例探索。

二是明确传递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强烈信
号。侵害“卡波”技术秘密惩罚性赔偿案，系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的首个惩罚性赔偿判决，该判决充分考虑了主观恶意、
举证妨碍、持续侵权等因素，适用法定的惩罚性赔偿最高倍
数顶格5倍计赔，判赔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又如，刚刚宣
判的侵害“香兰素”技术秘密高额赔偿案，在综合考虑侵权
人以侵权为业等侵权行为情节、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侵
权人拒不执行生效行为保全裁定等因素后，改判各侵权人
连带赔偿技术秘密权利人 1.59亿元，系我国法院生效判决
赔偿额最高的侵害商业秘密案件。

三是大力促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秩序。例如，在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中，依法平等
保护了外国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了诉讼参与人妨害证据
保全的后果，引导诚信诉讼。涉“天猫”反向行为保全案中，
法院仅用时 26小时即作出裁决，通过优质高效的裁判，尤
其是动态担保金的适用，较好平衡了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
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三方利益。再如，“砖瓦协会”垄断
案，明确了垄断民事救济的宗旨和导向。

四是积极发挥国家层面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
机制的统筹作用。在“访问门户网站方法”专利民行交叉两
案中，有效破解专利行政确权程序与民事侵权程序交叉进行
情形下的“一案等一案”问题和惯常的“先行裁驳、另行起诉”
处理可能引发的程序空转延宕问题，以及权利要求解释不一
致的裁判尺度问题，实现专利行政确权案件与专利民事侵权
案件审理的无缝衔接和结果协调。又如，在“自拍杆”实用新
型专利批量维权系列案中，积极推动溯源维权和诉源治理，
对于作为侵权源头的生产商，加大侵权惩处力度，鼓励专利
权人直接针对侵权产品制造环节溯源维权；对于被诉侵权产
品的零售商和使用者，实事求是依法确定其法律责任，有证
据证明侵权损害高于法定赔偿上限或者低于法定赔偿下限
的，可以在上限以上或者下限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五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保护和激励创新的工作要求。例
如，“二次锂离子电池”发明专利无效案，明确了以两组以上不
同数值范围共同限定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是否能够得到说明
书支持的判断标准，认定涉案专利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维
持该专利权有效。又如，“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侵权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专有权纠纷二审案件，厘清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行为
的性质，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独创性判断思路。

据周翔介绍，知识产权法庭正积极配合推动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性赔偿有关司法解释的起草与制定。

近日，有一用户以苹果公
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将
其告上法院，称苹果在 App
Store内存在收取高额佣金、强
制 搭 售 Apple Pay 等 限 定 交
易、拒绝交易行为，并提出赔
偿金10万元和公开道歉要求。

针对苹果的这种垄断行
为，《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了
中盈律师事务所律师郑诚。
他表示，作为跨国企业，在当
前国内反垄断风向趋严的情
况下，更应当遵守我国法律，
采取良性手段进行竞争。

该案的主要争议在于，消
费者在苹果应用市场中下载软
件，价格比安卓高出不少。原
告作为苹果手机用户，当他购
买爱奇艺App、喜马拉雅App、
网易云音乐App和懂球帝App
会员服务时发现，这几款数字
产品在苹果渠道的定价均高于
安卓渠道，且交易时只能选择
Apple Pay支付，无法兼容支付
宝或微信等其他支付手段。

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本原
因在于，因为App开发者需要
向 苹 果 公 司 支 付 交 易 金 额
30%的佣金，借助其完整地控

制应用程序、游戏、上架下架、
购买等多环节，开发者便把这
部分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
上，导致苹果系统内的数字产
品价格高于安卓系统。

据了解，欧盟委员会 2018
年7月对谷歌执行的反垄断处
罚中，认定安卓属于“可授权
的智能移动设备操作系统”，
以区别于苹果 iOS等“不可授
权 的 智 能 移 动 设 备 操 作 系
统”，两者属于不同的相关市
场。“这可为本次案件中苹果
iOS系统相关市场的判定作参
考。当苹果 iOS 等不可授权
系统被单独列为一个相关市
场时，根据我国法律，苹果 iOS
系 统 天 然 具 有 市 场 支 配 地
位。”郑诚表示。

2 月 7 日发布的《国务院
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
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
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
买商品。分析是否构成不公
平价格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因
素：该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

明显低于其他同类业务经营
者在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
下同种商品或者可比较商品
的价格；该价格是否明显高于
或者明显低于该平台经济领
域经营者在其他相同或者相
似市场条件下同种商品或者
可比较商品的价格；在成本基
本稳定的情况下，该平台经济
领域经营者是否超过正常幅
度提高销售价格或者降低购
买价格；该平台经济领域经营
者销售商品提价幅度是否明
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者采
购商品降价幅度是否明显低
于成本降低幅度。认定市场
条件相同或者相似，一般可以
考虑平台类型、经营模式、交
易环节、成本结构、交易具体
情况等因素。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禁
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从事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
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
品，苹果的行为可能涉嫌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苹果公司向我
国消费者销售产品，就应当尊
重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
承担责任。”郑诚表示。

郑诚介绍说，这不是第一
次苹果公司因手续费问题引
起争议。2019年，我国就有苹
果用户因手续费事宜向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过诉讼，但
该案在法院受理后没有进一
步进展，现已撤诉，苹果方也
没有作出过回应。

去年8月，Epic Games联合
Spotify、Tinder 等 13 家公司组
成应用公平联盟，将苹果和谷
歌一同起诉，主要诉求就是抗
议过高的佣金抽成。后苹果公
司作出让步，同意对受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的开发商暂缓收取
30%的佣金。11月 18日，苹果
又宣布了一项“App Store小型
企业计划”，对符合条件的开发
人员，抽成费率降低至15％。

去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
法委员会公布过一份调查报

告 ，提 及 亚 马 逊 、苹 果 、
Facebook 和谷歌的滥用市场
地位行为。其中涉及苹果的
部分，矛头直指“苹果税”。苹
果对此回应称，和其他应用商
店和游戏市场收取的佣金相
比，苹果的佣金率始终居中。

“当前，我国反垄断制度
日益完善，不仅给我国企业提
出了合规要求，也给国际企业
敲响了警钟。即使是跨国知
名企业，也不能无视法律法
规，肆意妄为。开发者在遇到
不公平规则时，可联合其他企
业进行申诉或收集相关证据
向法院提起诉讼，争取公平待
遇。”郑诚表示，该案件的出
现，反映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意识在不断提升，相信我国
企业在法律不断完善下会得
到更好的创新环境。

苹果多收手续费能否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本报记者 钱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