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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

《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

策部署，加强商标执法指导工作，统一执法标准，提升执法水平，

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根据《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的有

关规定，制定《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各

地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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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第一条 为加强商标执法指导工作，统一执法标准，提升执

法水平，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

称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商标执法相关部门在处理、查处商标侵权案件时适

用本标准。

第三条 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一般需要判断涉嫌侵权行

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

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容器、服务

场所以及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

商业活动中，用以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行为。

第四条 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

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商标附

着在商品、商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或者使用在商品附加标

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价目表等上；

（二）商标使用在与商品销售有联系的交易文书上，包括商

品销售合同、发票、票据、收据、商品进出口检验检疫证明、报

关单据等。



— 3 —

第五条 商标用于服务场所以及服务交易文书上的具体表

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商标直接使用于服务场所，包括介绍手册、工作人员

服饰、招贴、菜单、价目表、名片、奖券、办公文具、信笺以及

其他提供服务所使用的相关物品上；

（二）商标使用于和服务有联系的文件资料上，如发票、票

据、收据、汇款单据、服务协议、维修维护证明等。

第六条 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具

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商标使用在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体中，或

者使用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或者使用在广告牌、邮寄广告或

者其他广告载体上；

（二）商标在展览会、博览会上使用，包括在展览会、博览

会上提供的使用商标的印刷品、展台照片、参展证明及其他资料；

（三）商标使用在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社交网络平台、应

用程序等载体上；

（四）商标使用在二维码等信息载体上；

（五）商标使用在店铺招牌、店堂装饰装潢上。

第七条 判断是否为商标的使用应当综合考虑使用人的主

观意图、使用方式、宣传方式、行业惯例、消费者认知等因素。

第八条 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的情形包括未获得许可或者

超出许可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类别、期限、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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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同一种商品是指涉嫌侵权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

名称与他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名称相同的商品，或者二者

商品名称不同但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象、

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一事

物的商品。

同一种服务是指涉嫌侵权人实际提供的服务名称与他人注

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名称相同的服务，或者二者服务名称不同

但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提供者、对象、场所等方面相同

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一供给的服务。

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名称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

注册工作中对商品或者服务使用的名称，包括《类似商品和服务

区分表》（以下简称区分表）中列出的商品或者服务名称和未在区

分表中列出但在商标注册中接受的商品或者服务名称。

第十条 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

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一定共同性的商品。

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提供者、对象、

场所等方面具有一定共同性的服务。

第十一条 判断是否属于同一种商品或者同一种服务、类似

商品或者类似服务，应当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

服务与涉嫌侵权的商品或者服务之间进行比对。

第十二条 判断涉嫌侵权的商品或者服务与他人注册商标

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是否构成同一种商品或者同一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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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商品或者类似服务，参照现行区分表进行认定。

对于区分表未涵盖的商品，应当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

综合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象、

销售渠道等因素认定是否构成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

对于区分表未涵盖的服务，应当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

综合考虑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提供者、对象、场所等因素

认定是否构成同一种或者类似服务。

第十三条 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是指涉嫌侵权的商标与

他人注册商标完全相同，以及虽有不同但视觉效果或者声音商标

的听觉感知基本无差别、相关公众难以分辨的商标。

第十四条 涉嫌侵权的商标与他人注册商标相比较，可以认

定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情形包括：

（一）文字商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文字构成、排列顺序均相同的；

2.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文字横竖排列，与注

册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3.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与注册

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4.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5.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等缺乏显

著特征内容，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二）图形商标在构图要素、表现形式等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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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图形组合商标的文字构成、图形外观及其排列组

合方式相同，商标在整体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

（四）立体商标中的显著三维标志和显著平面要素相同，或

者基本无差别的；

（五）颜色组合商标中组合的颜色和排列的方式相同，或者

基本无差别的；

（六）声音商标的听觉感知和整体音乐形象相同，或者基本

无差别的；

（七）其他与注册商标在视觉效果或者听觉感知上基本无差

别的。

第十五条 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是指涉嫌侵权的商标与

他人注册商标相比较，文字商标的字形、读音、含义近似，或者

图形商标的构图、着色、外形近似，或者文字图形组合商标的整

体排列组合方式和外形近似，或者立体商标的三维标志的形状和

外形近似，或者颜色组合商标的颜色或者组合近似，或者声音商

标的听觉感知或者整体音乐形象近似等。

第十六条 涉嫌侵权的商标与他人注册商标是否构成近似，

参照现行《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关于商标近似的规定进行判断。

第十七条 判断商标是否相同或者近似，应当在权利人的注

册商标与涉嫌侵权商标之间进行比对。

第十八条 判断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时，应当以

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和认知力为标准，采用隔离观察、整体比

对和主要部分比对的方法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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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在商标侵权判断中，在同一种商品或者同一种服

务上使用近似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或者类似服务上使用相同、

近似商标的情形下，还应当对是否容易导致混淆进行判断。

第二十条 商标法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包括以下情形：

（一）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涉案商品或者服务是由注册商标

权利人生产或者提供；

（二）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涉案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与注

册商标权利人存在投资、许可、加盟或者合作等关系。

第二十一条 商标执法相关部门判断是否容易导致混淆，应

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商标的近似情况；

（二）商品或者服务的类似情况；

（三）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四）商品或者服务的特点及商标使用的方式；

（五）相关公众的注意和认知程度；

（六）其他相关因素。

第二十二条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或者将多件注册商标组合

使用，与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上的注册商标相同的，属于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或者将多件注册商标组合使用，与他人在

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的注册商标近似、容易导致混淆

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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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上，将企业名称中的字

号突出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

一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将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突

出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商标法第

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第二十四条 不指定颜色的注册商标，可以自由附着颜色，

但以攀附为目的附着颜色，与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

务上的注册商标近似、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

第二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注册商标知名度较高，涉嫌侵权人与注册商标权利人处于同

一行业或者具有较大关联性的行业，且无正当理由使用与注册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标志的，应当认定涉嫌侵权人具有攀附意图。

第二十五条 在包工包料的加工承揽经营活动中，承揽人使

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

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附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商品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商标法第六十条第

二款规定的“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一）进货渠道不符合商业惯例，且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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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拒不提供账目、销售记录等会计凭证，或者会计凭证

弄虚作假的；

（三）案发后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明、虚假情

况的；

（四）类似违法情形受到处理后再犯的；

（五）其他可以认定当事人明知或者应知的。

第二十八条 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说明提供者”

是指涉嫌侵权人主动提供供货商的名称、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

准确信息或者线索。

对于因涉嫌侵权人提供虚假或者无法核实的信息导致不能

找到提供者的，不视为“说明提供者”。

第二十九条 涉嫌侵权人属于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

的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对其侵权商品责

令停止销售，对供货商立案查处或者将案件线索移送具有管辖权

的商标执法相关部门查处。

对责令停止销售的侵权商品，侵权人再次销售的，应当依法

查处。

第三十条 市场主办方、展会主办方、柜台出租人、电子商

务平台等经营者怠于履行管理职责，明知或者应知市场内经营者、

参展方、柜台承租人、平台内电子商务经营者实施商标侵权行为

而不予制止的；或者虽然不知情，但经商标执法相关部门通知或

者商标权利人持生效的行政、司法文书告知后，仍未采取必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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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制止商标侵权行为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商

标侵权行为。

第三十一条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

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或者服务交易的电子商

务，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

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第三十二条 在查处商标侵权案件时，应当保护合法在先权

利。

以外观设计专利权、作品著作权抗辩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若注册商标的申请日先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或者有证据证

明的该著作权作品创作完成日，商标执法相关部门可以对商标侵

权案件进行查处。

第三十三条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有一定影响

的商标”是指在国内在先使用并为一定范围内相关公众所知晓的

未注册商标。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认定，应当考虑该商标的持续使用时

间、销售量、经营额、广告宣传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使用人有下列情形的，不视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

（一）增加该商标使用的具体商品或者服务；

（二）改变该商标的图形、文字、色彩、结构、书写方式等

内容，但以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区别为目的而进行的改变除外；

（三）超出原使用范围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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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内实施两

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指同一当事人被商标执法相关部门、人民

法院认定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政处罚或者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年内又实施商标侵权行为的。

第三十五条 正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审理或者人民法院诉讼

中的下列案件，可以适用商标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关于“中止”

的规定：

（一）注册商标处于无效宣告中的；

（二）注册商标处于续展宽展期的；

（三）注册商标权属存在其他争议情形的。

第三十六条 在查处商标侵权案件过程中，商标执法相关部

门可以要求权利人对涉案商品是否为权利人生产或者其许可生产

的商品出具书面辨认意见。权利人应当对其辨认意见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商标执法相关部门应当审查辨认人出具辨认意见的主体资

格及辨认意见的真实性。涉嫌侵权人无相反证据推翻该辨认意见

的，商标执法相关部门将该辨认意见作为证据予以采纳。

第三十七条 本标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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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0年 6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