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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一所收费高昂的
国际学校给孩子提供霉变和过
期食品被曝光后，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教育部迅速要求相关部门
立即开展核查处置工作，依法严
肃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要求全国各地全面排查校
园食品安全风险，切实做好校园
食品安全工作。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一些地
方发生劣质“营养餐”和学生食
物中毒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校园食品安全年年抓，制度
不可谓不完善，通知不可谓不具
体，各地监督检查不可谓不频
繁，但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得
不让人深思。

就在今年开学之前，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刚就加强秋季
开学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部署了一次全面监督检查，而
最近的一些事件，就发生在检
查人员离开之后。而且一些
食品安全问题要么是家长发

现，要么是孩子们身体出现状
况才被揭开，充分说明我们的
监管存在执行不到位、没有常
态化的情况。

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必须严
字当头，责任到位、监管到位、
问责到位，持之以恒才能收到
成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近
日明确要求各地要强化风险
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和制度，依法依规快速开展应
急处置，及时妥善回应社会关

切。对引发食源性疾病的供
餐单位和承包公司实施联合
惩戒。各地要把这样的部署
真正落到实处。

严管的同时，还必须严惩，
才能产生威慑力。解决校园
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出重拳、
出连环拳。对破坏食品安全
的企业，除了行政处罚、采取
经济制裁和市场禁入等手段
之外，也应扬起刑法利剑。近
年来，社会上一些食品安全犯

罪入刑，起到了很好的震慑和
教育作用。对出现问题的学
校、监管人员等相关责任人也
应严查背后有无渎职、贪腐行
为，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和依法严惩。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教育是
社会的良心，而安全是教育的底
线，没有安全感，何来美好生
活？严管和严惩必须相结合，才
可能杜绝危害孩子生命健康的
事件再次发生。

校园食品安全必须严管
□ 裘立华 周琳

□ 丛立先

北稻与苏稻围绕“稻香
村”文字标识的商标大战，是
企业之间在传统老字号商标
保护上的核心利益之争，不仅
涉及企业核心知识产权价值
的实现，还涉及消费者利益的
保护。妥善解决此类传统老
字号商标权保护问题，需要从
历史变迁、现实状况和未来选
择三个方面慎重考量，最终秉
持商标法的宗旨和规则解决
问题。

最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
法院关于苏州稻香村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稻）诉北
京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稻）一案的判决下达，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案判
决北稻须停止在生产销售的
糕点商品包装上使用“稻香
村”文字标识并赔偿损失，这
与一个月前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在北稻诉苏稻一案判决中
的苏稻停止使用“稻香村”文
字标识并赔偿损失的判决，形
成了表面看起来截然相反的
结果。

因两个案件的诉讼主体
和诉讼标的有所不同，各自形
成判决在程序法上并没有什
么问题，而且两案实体判决依
据似乎也各有理由，但两案在
讼争实质结果方面的巨大差
异仍值得作更深层次的专业
辨析。

北稻与苏稻围绕“稻香
村”文字标识的商标大战，是
企业之间在传统老字号商标
保护上的核心利益之争，不仅
涉及企业核心知识产权价值
的实现，还涉及消费者利益的
保护。妥善解决此类传统老
字号商标权保护问题，需要从
历史变迁、现实状况和未来选
择三个方面慎重考量，最终秉

持商标法的宗旨和规则解决
问题。

从历史变迁角度考量，北
稻和苏稻均与“稻香村”这一
传统老字号有着确定性的历
史传承，并且都形成了各自
的商标权利。传统老字号的
商标权，可能并不为单一权
利主体所拥有。诸多先例可
见，一个传统老字号因历史
原因形成一脉相承之下多个
老字号经营主体并存的情况
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经营主体都不具有恶
意，形成的商标权利基础具
有正当性，保护此种特殊情
况下的商标权利共生共存是
商标法的应有之义。

从现实情况角度考量，
“稻香村”商标在市场上已经
形成了很高的知名度。从业
界角度看，北稻的“稻香村”和
苏稻的“稻香村”都很知名，但
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看，往往
只认为“稻香村”很有名，并不
能很好地分清楚“此稻彼
稻”。所以，“稻香村”商标的
现实状况是商标已然驰名，但
消费领域的具体商标认知却
纷乱复杂，此时需要司法机构
按照商标法厘清相关权利主
体的权利边界，以避免消费者
继续混淆。

从未来选择角度考量，应
该实现品牌利益、企业利益、
消费者利益等多方利益的一
荣俱荣，而不是一损俱损。
“稻香村”这一极具价值的传
统老字号，在北稻和苏稻的
共同作用下，品牌价值极高，
既有的和潜在的消费者数量
巨大，北稻和苏稻应该着眼
于品牌及其利益更加广阔的
未来，以智慧的妥协精神实
现双赢式协作发展；司法机
构则需要按照商标法并兼顾
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促成

和促进这种多赢局面的形
成，而不是相反。

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
专用权，促使生产者、经营者
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
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
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是我国商标法开宗明义的立
法宗旨。“稻香村”商标之争，
科学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商
标专用权保护不仅要尊重和
认可历史上的权利传承，还
要对现实纠葛不清的商标混
淆现状加以厘清，让商标信
誉与商品来源标识形成特定
指代关系，不仅让生产者、经
营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更要
让消费者知晓有两个有名的
“稻香村”，弄清楚自己消费
的是哪个“稻香村”。

和则利、斗则败，是商场
的一般法则。“稻香村”两家
企业要有做大做强的气魄和
思路，本着互不干扰的原则，
将真正属于自己的“稻香村”
商标做出更大成就。裁判机
构要在尊重商标法基本规则
的基础上，适当发挥司法能
动性，在保护既有市场秩序
和保护以消费者利益为代表
的公共利益两大商标法原则
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保护北
稻和苏稻既有商标权利，又
厘清彼此的商标权利边界，
让攀附者不能攀附，让消费
者不再混淆。也就是，真正
落实好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前
“稻香村”授权确权案中已经
明确判决的“稻香村”市场规
矩：应对“稻香村”商标作区
分使用，并分别增加区分标
识，任何一家均不可突出使
用“稻香村”这三个字的文字
标识。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

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字号商标保护
应兼顾历史和现实

中餐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文
明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绵长。
广袤的土地、多样的水土、丰富
的资源，酝酿出无数独具特色的
中华美食。几乎每个中国人，都
有一道日思夜想的家乡菜；几乎
每一次旅途，分享彼此的家乡美
食都是大家乐此不疲的环节。

然而，中餐并非一成不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守正创新始
终是中国餐饮的基因。据资料
记载，到唐宋时，南食、北食已
各自形成体系。到南宋时期，
南甜北咸的格局业已形成。发
展到清代初期，鲁菜、川菜、粤
菜、苏菜，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
地方菜，被称作“四大菜系”。
而到清末时，浙菜、闽菜、湘菜、
徽菜四大新地方菜系也分化形
成，“八大菜系”共同构成了中
国餐饮的基础。

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成立
后，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国餐
饮也随之迎来了一波全新的发
展。烹饪工具的进步、铁路交
通的发展等因素，催生了许多
全新的特色餐品，塑造了中国
人全新的饮食习惯。

比如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
武汉热干面，就是20世纪30年
代的发明；郑州的特色食品河
南烩面，则是1956年左右发明
的。这些“新饮食”的共同特
点，就是都诞生在近代铁路枢
纽城市。对于20世纪的中国，
铁路是主要的交通方式，铁路
能够带来现代社会和流动人
口，所以铁路枢纽最容易诞生
符合现代人口味的美食。与热
干面、烩面类似，柳州螺蛳粉、
德州扒鸡、河南道口烧鸡这些
耳熟能详的“名吃”，也是中国
铁路时代诞生的食品。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
中国迎来了公路建设的大发
展。中国餐饮也随着中国进入
公路时代而体现出了新特征，
那就是新菜品中蔬菜比例的提
高。铁路只能沿着固定的线路
走，没法及时搜集分散生产的
蔬菜，而公路恰好能弥补这一
不足。因此这一时段就出现了

以新疆大盘鸡为代表的新美
食，在传统的面与鸡肉之外，又
添加了青椒、土豆、洋葱、辣椒
等更多样的元素。

最关键的是，人总是要先吃
饱再谈口味的。随着改革开放
解决了中国人“填饱肚子”的基
本需求，让中国人民逐渐富裕起
来，对美食的品鉴和消费才真正
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一过程中，中国餐饮一度
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要么是
高档的“鲍参翅肚”海鲜大酒楼，
要么是有某门“绝活儿”的深巷
小馆，处于中等位置的家常炒菜
馆则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中国
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反“四风”
建设的推进，中国餐饮出现了
“两头向中间集中”的趋势。高
档饭店纷纷推出亲民产品，深巷
小馆也开始向精品店转型。中
国餐饮开始懂得“得中产阶级者
得天下”的道理。

而这一餐饮转型的背后，既
有中产阶级消费观念的变化，也
有互联网产业思维的影响。相
比传统消费者追求“物美价廉”
的高性价比产品，互联网时代的
中产消费者更接受优质高价的
商业逻辑。从原先只在意食品
的口味，发展到服务、口味、环境
的综合评比。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诞生了诸如海底捞、西贝莜
面村、外婆家、牛三哥等一大批
新兴餐饮企业。他们以传统的
可口菜品为基础，在服务、口味、
环境上大胆创新，创造出了既有
地方特色、又符合主流消费人群
消费偏好的新餐饮业态。

当然，中国餐饮市场在业
态、质量、地域平衡方面还存在
着许多问题。整个餐饮产业链
发展不够完善，缺少享誉全球
的餐饮品牌企业。不过，想必
每个中国人都曾闪过一种念
头：如果把只有在自己家乡才
能吃到的特色小吃，开到北上
广深等大城市来，绝对能大受
欢迎。这至少说明，我们的餐
饮行业还有许多可以发掘的空
间。也许，我们与下一代美食
之间，只差再动点脑子的距离。

（人民日报海外版）

守正创新是中国餐饮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