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字号品牌承载着悠长历史和独特
商誉，长期以来，不少企业靠打“擦边球”
试图与老字号品牌产生联系进而牟利。
同时，在新兴业态冲击下，部分老字号企
业也面临经营困难、品牌衰落的困扰。
如何有效维权并逆势“突围”，成为当前
一些老字号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

未注册的“老字号”成网红餐厅

在北京，很多消费者对西四包子铺
并不陌生。尤其经过近两年的营销和推
广，俨然已成为时下“网红”餐厅。在“大
众点评”App上，西四包子铺名列北京市
西城区小吃快餐热门榜第一名，6000多
条来自网友的评论称该店“老网红”“打
卡地”“儿时的味道”。

然而，记者从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
司了解到，现在的“网红”西四包子铺和
老字号二友居的西四包子铺没有任何关
系，“网红”西四包子铺挪用了二友居的
品牌历史和故事，并用这种打“擦边球”
的方式误导消费者和投资人。

华天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已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由于历史原因，华
天集团并未注册“西四包子铺”商标。而
记者检索中国商标网发现，目前还有华
天集团在内的8家公司正在申请注册
“西四包子铺”商标。

饱受“套牌”侵扰的还有庆丰包子
铺。庆丰包子铺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针对庆丰包子铺的侵权行为增多，有
的是门店，有的是展会摊位，有的甚至是
小早点摊。侵权行为地分散、侵权主体
规模较小，导致企业的维权成本较高。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
黄秋平认为，商标注册是商标权最明晰
的起点，尽早注册既可防止他人抢注，亦
可避免诉讼中的举证难题。对于已经被

抢注的商标，应当及时从申请撤销和主
张无效的角度采取措施，积极向商标行
政管理部门提交证据。

业内人士指出，针对“网红”餐厅
“傍名牌”反而更受消费者认可的现象，
老字号也应当进行反思，如何利用新经
济和新业态来推广发扬老字号的历史
文化积淀。

拥抱新业态探索新发展

事实上，众多老字号企业已经开始
新业态的转型。记者采访发现，疫情期
间，由于线下门店客流量锐减，更多老字
号将目光投射到线上。

为保障疫情期间人们的用餐安全、
丰富用餐选择，京东、盒马、每日优鲜等
平台纷纷向老字号抛出橄榄枝。广州
酒家、杏花楼等百余家餐饮企业纷纷加
入京东生鲜发起的“餐饮零售发展联
盟”倡议，为老字号餐饮企业线上转型
提供帮助。

为解决企业复工后团体用餐问题，
在团餐配送方面，北京市东城区商务局
与饿了么合作，通过“安心卡”实现餐点
从制作到配送全流程可追溯，通过“无接
触式配送”“企业点位优化”等方式确保
用餐安全。

记者了解到，类似“宫保鸡丁、烧茄
子、炒油菜”这样一套工作餐，东城老字
号便宜坊3公里内免费配送，价格仅为
35元。此举可使便宜坊在方便周边居民
和企业的同时，增加门店收入。

同时，北京便宜坊集团专门购买保
温箱，保证菜品出锅后不降温。为了保
证送餐及时，便宜坊成立送餐队，保障一
条龙服务。此外，南门涮肉也首次尝试
上门送餐，包括小料、凉菜、羊肉类、牛肉
类、鲜菌类、豆制品类、蔬菜类等7个大

类、30多种菜品，很多菜品价格均低于店
面日常售价。

多家老字号餐厅还利用疫情契机，
线上探索“云转型”。直播镜头前，峨嵋
酒家川菜烹饪技艺传承人毛春和身穿白
衣、头戴高帽，一边烹制，一边将川菜的
特色娓娓道来：“火候把握在刚断生、正
好熟之间，上浆码足底味……”隔屏飘
香，把直播观众“看饿”。

北京华天相关负责人介绍，华天每
周都会定期汇总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
上旗下各企业评价情况，并进行针对性
分析和改进。同时，每个月还会根据各
店评分情况进行排名，以提高各企业对
消费者反馈的重视程度，提高消费者满
意度。

擦亮老字号金招牌还需解决
多个问题

老字号源远流长，各关联企业在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使用老字号商
标，之间关系盘根错节。多名专家和业
内人士表示，要实现老字号的长足发展，

还需解决商标注册、运营，侵权保护，以
及创新服务产品等多方面问题。

——商标注册不及时，权利边界模
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庭
长助理高斐表示，部分老字号企业缺
乏对自身知识产权的战略规划和管理
制度，固守着广大消费者对其品牌既
有的认可，对于宝贵的无形资产没有
积极进行发掘、整理、保护和宣传，带
来一些老字号被抢注为商标时的维权
困境。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
元田表示，在没有注册商标的时代，老
字号企业的经营范围并不会受到品类
服务的限制。但在现代商标法实施以
后，老字号企业仍难以摆脱经营惯性，
虽注册商标但忽视权利边界，在经营过
程中超越核准范围使用老字号、不规范
使用老字号。

金招牌“躺在权利上睡觉”。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刘虹蕴表
示，现实中，部分老字号企业在将老字号
注册为商标后没有进行实际使用，甚至
仅仅为应付使用义务而进行象征性使用
等，“躺在权利上睡觉”，存在极大风险易
导致商标被撤销。

而在实践中，部分老字号企业未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未对自身享有权利的
商标进行规范性使用，突破了既定的市
场格局，也造成了消费者的混淆，极易使
自身陷入侵权涉诉的困境之中。

互联网时代创新产品和服务。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王
锐认为，过去一些老字号企业习惯守在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吃老本”，如今在激
烈市场竞争带来的危机感之下，越来越
多的老字号企业开始主动转型创新，适
应新一代消费者的需求。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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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1.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
学家表示2.7亿人面临饥饿风
险。尽管各国政府已投入约11
万亿美元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
中央银行也提供了约6万亿美元
增加流动性，但2020年全球仍有
2.7亿人面临饥饿风险。世界粮
食计划署直接援助人数较去年
增加40%，达到1.4亿人。据国际
劳工组织估计，全世界4亿人因
封锁失去工作机会，93%的工人
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2.澳大利亚全国农业总产
值预计将达到610亿澳元。澳大
利亚农业部表示，尽管农业受到
了新冠疫情及本财年早期干旱
的影响，但得益于近期天气状况
的改善，预计本财年农业总产值
将达到610亿澳元，连续三年超
600亿澳元。

3.哈萨克斯坦拟拨款15亿
坚戈用于蝗灾防治。哈农业部
第一副部长表示，防治蝗灾和其
他有害生物是确保今年农作物

收成的主要任务。截至7月8
日，蝗虫入侵面积14.9万公顷，
预计今年群居蝗虫危害面积为
55.4万公顷，散居蝗虫危害面积
为26.6万公顷。政府将拨款15
亿坚戈（2544万人民币）用于蝗
灾防治，将确保提供足够数量和
种类的化学杀虫药剂。

4.德国联邦内阁批准成立未
来农业委员会。德国总理默克尔
和联邦农业部长与40个农业协
会组织共同成立“未来农业委员
会”，办公室设在农业部。委员会
成员由农业行业协会、科学家和
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各利益相关方
代表组成，目的在于就如何将动
物福利、生物多样性、气候和环境
保护与粮食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目标有效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
建议，以帮助解决粮食生产与气
候和环境保护，以及食品价格与
消费者期望值之间的矛盾。

5.美国农业部6月调查数据
显示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增加。

大豆种植面积达到8380万英亩，
同比增加了10%以上。玉米播种
面积达到9200万英亩，同比增加
3%。小麦种植面积为4430万英
亩，同比减少2%。棉花种植面积
为1220万英亩，同比减少了11%
以上。

6.菲律宾2020年香蕉出口
预计下降15%。菲律宾香蕉种植
者和出口商协会（PBGEA）表示，
今年菲律宾最重要的出口农产
品香蕉的出口额将下降15%至
16.5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将下
降20%至5870万盒。

7.印度秋季播种面积同比
增长44%。截至7月10日，印度
秋季作物播种面积达5802万公
顷，较上年同期增长44.1%；秋季
总播种面积已过半。其中，水稻
播种1208万公顷，豆类643万公
顷，油籽1394万公顷，杂粮1048
万公顷，甘蔗509万公顷。豆类
和油籽同比增长显著，分别为上
年的162.4%和85.2%。

农业农村部：

境外涉农信息快报 为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感，很多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
会作出“假一赔五”“假一赔
十”甚至“假一赔百”的承诺。
但在发生纠纷时，消费者和经
营者往往会对“假一赔X”的
条款产生争议。近日北京互
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依
法判处商家向消费者进行“假
一赔五”的5倍赔偿。

据悉，消费者在网店购
买了一个水槽，原因是商品
页面特别标注了“220mm加
深槽身”“再一次刷新深度”
等广告语，而且还标注了
“假一赔五”。然而消费者
收货后发现该水槽深度竟
然不足210mm，于是消费者
起诉商家，要求其履行“假
一赔五”的承诺。

这一案例之所以受关
注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
“假一赔X”的承诺在现实
中很常见，但往往做不到，
受伤害的都是消费者。其
二，“假一赔X”的“假”一般
被认为是假冒商品，而北

京互联网法院认定商家虚
假宣传也是造假。其三，
依法判处商家对消费者5
倍赔偿，这一结果刷新人
们对“假一赔X”的认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了“假一赔
三”；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
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
照约定履行义务，比如经营
者承诺“假一赔五”就该履
行“赔五”。另外，《食品安
全法》有“假一赔十”的规
定，这些“假一赔X”的规定
可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此次北京互联网法院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
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
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认为该商家的不
实宣传同样属于造假，继而
判决“假一赔五”，可以说至
少有三方面的积极意义。

>>>下转13版

“假一赔X”判案的启示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