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规模庞大的模仿者，网红店鲍
师傅糕点走上了诉讼之路。日前，北京
鲍才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鲍
才胜公司”）已经将拥有“鲍师傅总部”微
博、微信账号的北京易尚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易尚”）诉至北京、南京、
杭州三地法院。鲍才胜公司起诉山寨加
盟商的案件已在南京开庭审理。

诉讼的产生是因为市面上存在着大
量无法分辨出真假的鲍师傅糕点店铺，
鲍才胜认为山寨企业侵害了自己品牌的
权益。而被告方易尚也公开声称是正宗
的鲍师傅糕点，并注册有相关商标。对
此，鲍才胜向媒体表示，2016年下半年就
开始进行维权了，但是效果并不好，小企
业主维权难度太大。

“鲍才胜公司法律意识不够，现在维
权有点晚了，鲍师傅这个品牌含金量已
经不高，再不抓紧诉讼，确实会存在很大
风险，一系列的商标官司要提上日程
了。”对此，京师律师事务所商标法律事
务部主任熊超说。

当致电易尚询问公司有多少商标等问
题时，对方承认是鲍师傅总部，但并不愿意
回答有关注册商标等问题，并表示官司的
问题由律师负责，随即挂断电话。

据了解，北京市工商局在接到鲍才
胜公司举报后，于3月15日对当地16个
区33家涉嫌侵犯“鲍师傅”注册商标的糕
点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多数门店均
在门店显著位置和所售糕点的外包装、
食品袋上使用“鲍师傅”字样，且不能提
供有效商标注册证及授权手续。不过，
目前并没有消息显示被检查门店与易尚
存在关联。

真假乱象

鲍才胜告诉记者，正品鲍师傅只做
直营店，目前在全国有26家直营店，北京
有14家。而全国山寨店约有1000家，易
尚公司就占约300家。其中，易尚在北京
一地的加盟店高达200余家。2017年5

月，易尚收购32类商标后，就开始向全国
招商，加速扩张，加盟费从几万到几十万
不等。

记者拨打了易尚公司的招商电话，
来电显示：“鲍师傅全国经营总部，总部
未设其他分部，其他均为假冒，请广大投
资商认准正宗品牌，以防上当。”

究竟鲍才胜的鲍师傅糕点是正宗
的，还是如易尚所言，自己才是正宗品
牌呢？

2004年，鲍才胜在中国传媒大学附
近开设面包房，2006年在雍和宫、长椿街
附近开店。直到2013年3月，北京电视
台美食频道报道了雍和宫鲍才胜的鲍师
傅糕点后，该品牌的糕点店就成了网红，
经常出现排长队购买的现象。也是在同
一年，经营近10年的鲍才胜才想到注册
鲍师傅糕点的商标。

“自己此前对品牌保护确实没概念，
法律意识薄弱，2004年开店，到了2013年
才想起注册商标。”鲍才胜告诉记者：“目
前，除了正品鲍师傅糕点的业绩受到影
响，由于顾客难辨识，工作人员还要花心
思用在解释上。

此后的2014年，鲍才胜在天津开店，
2016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店。鲍才胜告
诉记者，目前鲍师傅糕点共注册有三个
原创商标，最早的于2013年注册成功。
而易尚的相关“鲍师傅”商标最早于2015
年注册，其余均为2017年注册。在2017
年，易尚就申请注册了“鲍才胜”“鲍师傅
糕点”“鲍师傅小贝”等商标。

目前鲍才胜公司已经对易尚的行为
进行取证保存，向北京市丰台区科技法
院提起侵权诉讼，做出相应赔偿请求。
鲍才胜向记者强调，如果官司能够打赢，
所有的赔偿都会捐出去。鲍才胜已将以
“鲍师傅总部”的名义开展连锁加盟的公
司诉至北京、南京、杭州的法院，法院已
经受理。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加盟的鲍师傅
是山寨的。易尚的行为对加盟商、消费
者、正品鲍师傅都产生了伤害。”鲍才胜

告诉记者。
其实，记者在观察鲍才胜的鲍师傅

糕点的门店招牌时发现，其字体、排版并
不都统一，有的是宋体、有的是楷体，“糕
点”二字有的竖排，有的是横排。对于消
费者来说，仅从店面来看，很难辨识出正
宗和山寨。对于字体辨识度不够高的质
疑，鲍才胜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承认，这
里有历史遗留问题，鲍师傅糕点外地店
是很统一的，在北京都是小店，2018年四
五月份会进行统一。

维权VS违规

除了“鲍师傅”“鲍才胜”商标外，易
尚还注册有其他餐饮企业的商标，包括
注册了“沙县轻食”“原麦丰秋”“金拱门”
“脏脏包”“栗记”等商标。北京品源律师
事务所王金华律师提醒加盟商，加盟商
家在加盟时要仔细审查对方的资质，否
则加盟商仍然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
不正当竞争。

盈科律师事务所厦门分所知产部主
任王倩律师分析称，“山寨企业”并不等
于违法企业，对于有的打法律擦边球的
“山寨企业”，确实很难找到法律制裁的
手段。不仅如此，有的被抢注的原创企
业还会处于下风。这就必须在商标法、
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里
面找到法律依据。

“鲍才胜2013年4月在商标国际分
类的第30类挑选了糕点等10个商品申
请注册了商标并获得授权，但没有在餐
饮服务等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上申请商
标。2015年，易尚在第43类的餐饮服务
上提出了申请。鲍才胜想再申请第43类
的餐饮服务商标为时已晚。”王倩同时向
记者补充道，北京易尚的“鲍师傅”注册
的第43类餐饮服务是一种类似于星巴克
提供的服务，主要提供堂食服务，即便在
店里出售糕点，也应该是与堂食的餐饮
配套提供的糕点，而不是单独对外销售
成品糕点。

熊超告诉记者，确实存在先于原创
品牌之前注册该商标的企业，目前没有
特别有效的措施，它们之所以会存在就
是处于灰色地带，大家无法管理。而且
后续维权的法律程序启动成本特别高，
手续、时间等各方面都特别繁琐复杂。

不过，熊超也指出，对于企业的加盟
资质，国家是有完备的法律法规的。熊
超提到，加盟的授权方要确保是原创性
品牌。加盟方如果发现加盟的不是正宗
的品牌，要按照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和合
同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于易尚是否有特许经营资格等问
题，王倩律师在向记者解释到，法律上称
为“商业特许经营”，主要是根据《商业特
许经营条例》的规定进行规范。根据该
条例，特许方在进行商业特许经营时要
到商务部进行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备案，
备案的企业要提出自己的商标权和已经
拥有两个直营店并连续经营一年以上的
证明资料等等。

令人不解的是，多名律师在商务部
的平台上查询后，都没有看到易尚的备
案信息。王倩律师告诉记者，按规定，如
果商务主管部门发现未备案企业进行加
盟活动，不仅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备案，而且要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仍不备案的，处5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王倩律师告诉记者，易尚仅有提供
餐饮服务等的第43类注册商标，目前看，
如果北京易尚的直营店铺里面仅仅销售
成品糕点，而不是提供类餐饮服务，那就
很有可能侵犯了鲍才胜所注册的“鲍师
傅”商标在糕点等商品的第30类上的注
册商标权。

品牌营销专家路胜贞认为，企业维
权难度大可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加强自
身的品牌标识性的培育，强化自身品牌
的独特性，提高消费者的辨识。二是进
行连锁化管理，对某些跟风企业谈判，对
合乎要求的品牌观念相近的进行商业联
合。 （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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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市场上没有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如
今有了反季节蔬果，人们不禁要问“反季节的蔬菜
水果是否有害健康？”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沈立
荣教授表示，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不时不食”。也
就是说，食物得天地物候之气，它的性质与气候环
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应季食物，就没有该
季节的特性，食物的健康价值就会改变。

沈立荣说，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说，应季的
产品品质优于反季节产品。番茄长在冬天的
大棚里，其中维生素C的含量只有夏天露地种
植产品的一半；刻意选育和栽培的早熟果实，
口味和营养价值通常不如自然晚熟的水果。
但是，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确已
经被反季节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无法

离开它了。
北方从11月至次年4月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办

法种植应季的蔬菜和水果，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一
定要吃应季食物的话，有5个月的时间，只能吃豆芽
之类的芽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新鲜水果。人们靠
腌菜来维持生活，增加了亚硝酸盐的摄入量，维生
素C、B族维生素等营养素摄入普遍不足，不利于饮
食安全，更不要说实现食物多样化和美食的享受
了。另外，现在很多反季蔬果并不一定是大棚种植
的产品，其中也有来自南方的产品，甚至是来自国
外的产品。

相比之下，无论哪个季节，多吃点蔬菜水果，才
是最关键的。无数研究证实，蔬菜水果的摄入量越
大，罹患癌症、心脏病的危险就越小，青黄不接时吃
反季节蔬菜水果总比不吃要好。

真假鲍师傅：
正品鲍师傅只有26家 山寨店有1000多家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沈立荣教授：

反季节蔬果有害健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