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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历史中孕育的“金字
招牌”，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
和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和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也有
丰富的文化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不可或
缺，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
发了《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对中华老字号的示范创建提出了四项
基本条件：品牌创立时间在50年（含）以上；具有
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面向居民
生活提供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较高的产品、技艺
或服务；在所属行业或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引领
性和示范性，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动态管理确保“金成色”

目前，我国有中华老字号1128家、地方老字
号3277家。其中有701家中华老字号创立至今
超过100年，历史最悠久的北京便宜坊到今天已
经走过607年的岁月。从行业看，这些老字号广
泛分布在食品加工、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20多
个领域，既有柴米油盐，也有琴棋书画。

从规模看，全国老字号年营业收入超过2万
亿元，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文化引领、民族自
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国际上看，重视对
老字号的保护支持也是普遍做法，日本仅2022年
就有1300多家企业迎来了“百年生日”，入选2022
年《财富》世界500强的德国企业中，有一半发展
历史超过百年。

关于老字号的认定，商务部从2006年以来，
分两批认定了1128家中华老字号，社会反响总体
良好。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老字号的认定条
件、组织方式、管理体制等需要进一步完善。为
了解决上述问题，此次《办法》从三方面来破解。

首先是形成部门联合推动的工作合力。《办
法》由商务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文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组织实施，将

更好兼顾老字号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属
性，更有利于对老字
号文化遗产、历史网
点、知识产权的保

护，形成保
护和促进老
字号发展的

合力。
其次是将可持续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相比此前要求中华老字号必须是创立在
1956年以前的“门槛”，《办法》对此调整为品牌创
立时间在50年（含）以上。

对此，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李刚解释
说：“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根据企
业发展规律，一般存续周期在20至30年，超过50
年的就可以称得上‘长寿’，而且50年的设计也可
以与此前的工作更好衔接。另一方面，明确50年
的‘时限’，而非1956年这个‘时点’，充分体现出
动态可持续的工作原则。可以预见，除了在历史
上家喻户晓的这些老品牌，将来还会有更多大家
现在耳熟能详的新品牌会成为中华老字号，真正
实现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办法》还建立了“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
制。“中华老字号的荣誉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能
躺在功劳簿上‘摆资历’‘吃老本’。我们在继续
开展认定的同时，也建立了动态调整的管理机
制。同时持续加强监测跟踪，加大管理力度，对
于拒不履行相关义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商
务部门将分门别类采取约谈整改、暂停权益直至
移出名录的管理措施，来确保中华老字号‘金字
招牌’的成色。”李刚说。

依法合规是发展底线

老字号的优势在于“老”，老品牌、老技艺、好信
誉、好口碑。但老字号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也源于
“老”，可能存在观念老化、机制老化等问题，特别是
在年轻群体中的接受程度不够高，难以满足当前消
费升级和时代发展需要。停滞不前、墨守成规，只
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守正创新发展，才是老字号的
出路所在。为此，当前很多老字号也在寻求转型。

对此，商务部采取了很多“接地气”的措施来
帮助这些老字号企业：比如把电商、金融、传媒、
高校、智库等优质资源“聚起来”，为老字号创新
发展赋资、赋能、赋智、赋力；把专家、学者和老字
号优秀掌门人、传承人等智囊“用起来”，一起为
老字号发展想法子、找路子、出点子；组织知名专
家、网红主播、探店达人等进行老字号打卡、暗
访，既要把好产品、好场景、好体验传播出去，吸
引消费者种草、带货，也要给老字号做做体检、挑
挑毛病，督促企业整改提高。

近年来许多老字号发展势头良好，但也有
部分老字号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被诟病“倚老

卖老”“价贵难吃”。针对
这些问题，商务部采取了
一系列必要的监管措施：
比如建立老字号大数据监
测平台，密切跟踪企业经
营情况，实时监测社会舆
情反应，对出现问题的及
时预警，果断采取措施，引
导老字号健康发展。

同时督促企业规范经
营，依法合规是中华老字

号 企 业 发 展 的 底

线。商务部门对那些扰乱市场
秩序、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进行约谈
和整改。凡是越过法律法规“红
线”的坚决淘汰掉。对那些严重损害消费者权
益、不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都要坚决调整出去。

坚持质量第一，才能打造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品牌。据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蕾
蕾介绍，市场监管总局作为全国质量工作的重要
职能部门，将大力推动老字号企业建设全员、全
要素、全过程、全数据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引导
老字号企业积极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不断增强质
量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坚持强化企业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狠抓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工业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强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
警，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严厉打击侵权
假冒等违法行为，维护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让包
括老字号在内的更多诚信守法的企业品牌获得
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知识产权保驾护航创新

商标是老字号的重要法律载体，老字号的创
新和发展也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办法》在加
强老字号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采取了很多
创新性举措。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副司长王晓
浒说，国家知识产权局非常重视加强老字号保护
的法治建设工作。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前
期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商标法新一轮修
改准备工作，通过加强商标领域诚信建设、严格商
标管理，强化商标专用权和驰名商标保护等方式，
营造良好的商标注册使用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为老字号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目
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发布《商标侵权判
断标准》《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及其理解与适
用，制定完善相关执法标准。2022年，国家知识
产权局对各地在执法办案中的商标地理标志等
疑难问题作出40件行政答复，其中，多件答复意
见为行政执法中首次明确有关法律适用。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全面加强驰名商标
保护。老字号商标因其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
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良好的信誉，获得社会
广泛认同，许多老字号商标同时是驰名商标。国
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等部门，
从审查授权、企业登记、行政执法、外资并购等环
节加强协同配合，强化驰名商标保护。同时，要求
各地对驰名商标予以及时保护和重点保护。

“2022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
到81.25分，整体进入良好阶段，有力营造了良好
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老字号等民族企业创新
发展。”王晓浒介绍说。

（万静）

老字号要把“金字招牌”
擦得越来越亮

中华老字号的荣誉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摆资历”“吃老本”。对于
老字号拒不履行相关义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商务部门将分门别类采取约谈整改、暂
停权益直至移出名录的管理措施，来确保中华老字号“金字招牌”的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