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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商标侵权乱象丛生

凝聚品质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细胞，人才则是企业发展的动

力，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企业选好、用好、育

好企业所需要的高品质人才，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不可

估量，人才培养成为企业当前的首要战略任务。

伊利凭借在人才培养上的卓越贡献，受到业内外

广泛认可，并在今年5月斩获“全球人才发展卓越实践

奖”，成为国内唯一获得该奖项的健康食品企业。“通

过全面推动和落实人才赋能项目，伊利培养了一批覆

盖全产业链的专家人才，实现了人才发展与企业发展

的双向赋能，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益，更帮助员工实现

自我价值。”伊利集团代表在峰会专题分享时说，伊利

将“伊利即品质”的企业信条贯彻落实到每一项工作

之中，将团队视作企业发展和增长的核心，全力激活

核心人才团队的积极性，将资本存量变为资本增量。

伊利的亮眼业绩进一步展示了重视人才培养的广

阔空间和美好前景。伊利财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伊

利实现营业总收入逾450亿元，再创亚洲乳业新高；实

现净利润近40亿元，稳居亚洲乳业第一。其中，净资产

收益率多年位居全球乳业第一，远超行业其他企业。

打造人才高地，赋能产业链共赢

伊利在促进人才发展时也高度重视产业链人才

的共同培养。在人才赋能项目推进的六年中，伊利引

入全球领先的质量改善方法论，培养全产业链品质改

善人才近1800人，启动品质改善课题总数1128个，创

造直接收益近1.2亿元人民币。

伊利近年来还成立了“牧场合作伙伴发展学院”、

“供应商发展学院”和“经销商发展学院”，不断帮助合

作伙伴培养品质人才，既满足了伊利全产业链发展的

需求，也为行业和社会贡献了一份力量。

“远见成就未来，合作方能聚力，互惠即为共赢。”

在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下，伊

利一直非常重视全产业链人才培养，这也是伊利能够

发展成为亚洲最大乳企并跻身全球乳业第一阵营的

重要原因。未来，在推进“全球健康生态圈”的进程中，

伊利将持续推动和落实人才赋能项目，培育更多高素

质人才，推动伊利向“五强千亿”的目标加速迈进，实

现“让世界共享健康”的梦想。

激活品质人才新动能 助力伊利冲刺“五强千亿”

·资讯·

国内外优秀企业和人才发展领域专家齐聚“ATD2019中国峰会”AT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Tony�Buckingham在峰会上发表演讲

金秋十月，伴随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召开，全球互联网进入“乌镇时间”，

这座古镇再掀新“网事”。在本届大会上，

中国乳业龙头伊利便秀出了“数字化成

果”，在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不创新，无

未来”理念的引领下，提出了乳业产业转

型升级新思路———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

产业链各个环节，打造智慧乳业，共建“全

球健康生态圈”，引领中国乳业的智能化、

数字化建设攀上新高度。

屡见不鲜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许多中小食品企业都

通过抢注的方式，获得知名商标以求短时间内提升销

量。抢注的范围涉及商品名、电影名、人名等。

以“味多美”为例，在2019秋季糖酒会上，浙江大

好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好大”）推出“味多

美”产品，这是大好大于2018年完成注册的商标。该

商标与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味多美”）的“味多美”三个字一致。

对此，北京味多美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对大好

大推出的“味多美”商品进行调查，并采取合法手段

维护自身利益。

不仅知名食品商标时有抢注事件，优秀电影IP也

成为众多食品企业抢注的目标。据了解，《哪吒之魔童

降世》于7月26日上映，自此以后申请与“哪吒”相关的

29类、30类商标就达24个。其中，仅有两个为“北京光

线影业有限公司”申请，其余申请企业均为食品行业

相关企业。

将名人姓名注册为商标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成都

一男子曾将“林书豪”三个字申请为商标，且已收到受

理通知书。该人共挑选了食品、饮料、酒类等7个品类

和10个小类进行申请。中国商标网显示，在29和30品

类中，共有21个商标，其中仅有4个为林书豪自己申

请注册。

事实上，中小食品企业“蹭热度”的行为，最终将

导致没有赢家的局面。在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

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看来，食品行业模仿、抢注问题

时有发生，导致出现山寨食品，例如粤利粤饼干、小白

兔奶糖、豆禾豆豆奶等。这些产品往往存在安全隐患，

不仅损害了原商标持有人的利益，也导致自身发展难

以持续，进而影响食品行业发展。

违规成本低

对于侵权食品问题，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表示，食品领域抢注和仿冒的成本低，回报高，且被抢

注的企业意识不强，在注册商标过程中存在疏忽，加

之消费者对这些品牌的认知度不够，导致了食品行业

商标乱象层出不穷。

注册商标费用不高，收益很大，给一些企业和个人

抢注知名商标带来了“商机”。据了解，抢注一个商标的

费用只要1000多元，如果抢注一个知名商标再转让的

价格可达到数十万甚至更高。例如，北京一位工程师花

1000元随意注册了“莫言醉”白酒商标，因莫言获得诺

贝尔奖，这枚商标卖出超过1000万元。

“就食品行业而言，门槛低、地域性明显的特点也

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之一。企业很容易进入，并在小范

围内形成稳定产业链条。”业内人士透露。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造成知名商标被抢注的现

状，与很多食品企业采用代工模式不无关联：市面很

多产品均采用授权模式经营，一些食品加工企业为品

牌持有者代工。这些小品牌不用建设重资产的生产

线，大大降低了进入食品行业的门槛。

此外，对于食品侵权行为的惩罚也不高。自2019

年开展打击防控“山寨”食品工作以来，河北省市场监

管系统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0万余户次，捣毁

制假售假窝点19个，查处相关案件363件，共计罚款

130.56万元，平均每户处罚不过3600元。

“对于被抢注企业而言，商标被抢注也是自身意

识不强所导致的。‘味多美’29类中文商标被大好大抢

注，就是北京味多美疏忽所致”，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有的企业商标被抢注后，维权成本高，审理

周期长，企业并非选择法律手段进行维权，为了避免

投入大量精力，一般就出钱回购商标。

重拳整治

食品行业成为商标行业的重灾区，但随着11月1

日新《商标法》的实施，食品行业商标乱象有望减少。

据了解，本次《商标法》的修订，对恶意抢注行为

加强了行政处罚和司法处罚力度。第四条增加了“不

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对此，处罚办法为“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节

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但在原来的《商标法》

中，并无进一步的规制，处理方式仅仅是商标被驳回。

在司法处罚方面，根据新修订的《商标法》，对恶

意提起商标诉讼的，过去只是不予以支持，现在可以

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

事实上，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相关监管趋严，而

企业也应该加强自身防范。从一些跨国企业的经验

看，提前注册并成立相关部门，可以有力地保护企业

利益。一家在中国经营数十年的跨国食品企业负责

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成立了防侵权相关部

门，在线上，公司还与阿里、京东平台合作。为了防范

商标侵权事件发生，仅在30类，该企业就申请超过80

个商标。

国内的企业也在积极行动，2018年中央电视台

一天之内注册120个与春晚有关的商标，包括

“CCTV春晚”、“春节联欢晚会”、“春晚”、“央视春晚”

等。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商标注册的申请数量超过

了700万件。

朱丹蓬表示，模仿和抢注的产品很难在一二线城

市立足，主要市场在农村，且这些地区的市场需求很

大，但大企业的定位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所以，侵

权的企业应该转换一下思路，发展培养自有品牌，深

耕这些市场，而非战战兢兢模仿他人。

北京商报记者 李振兴/文并摄

推万元羽绒服

波司登冲高端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白杨）10月30日，波司
登全球首发全新“登峰系列”羽绒服，该系列产品共

分7款，售价在5800-11800元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登峰系列”羽绒服也是国家登

山队所认可并选择的。如今，波司登已经进入美国、

法国、意大利等72个国家，成为全球超2亿人次的选

择。据国际市场调研机构益普索数据显示：“波司登

在消费者中达成97%的品牌认知度。”

事实上，波司登如今可以在羽绒服行业中成

为龙头企业，也是由于此前提出“聚焦主航道、聚

焦主品牌、收缩多元化”的整体战略。波司登已对

主品牌进行品牌重塑，发力羽绒服主业，对波司登

男装、居家、童装业务进行全面整合，收窄多元化

服装业务。2018年，波司登品牌羽绒服、贴牌加工、

女装、多元化服装的营收占比分别约74%、13%、

11%、1.5%。

聚焦主业的战略规划也使得波司登业绩向好。

2018/2019财年报告显示，波司登实现营业收入

103.84亿元，同比增16.9%，其中羽绒服全渠道收入

同比增35.5%，占总收入73.7%，女装收入同比增

4.2%，贴牌加工收入同比增46.1%；经营利润同比

增48.4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59.4%。

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高德

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公司依然会聚焦羽

绒服的主航道，包括产品品质、设计、营销都要往

高走。”

雀巢嘉宝泡芙

中国工厂投产

北京商报讯（记者 李振兴）10月31日，雀巢在
哈尔滨双城工厂举办了雀巢嘉宝泡芙工厂开幕仪

式，首批国产嘉宝泡芙系列产品正式投入生产。这

是雀巢旗下婴幼儿辅食领导品牌———嘉宝泡芙系

列产品本土化的新里程碑。雀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

裁严可斌表示，雀巢嘉宝泡芙投产后，也将努力实

现果蔬泥的国产化。

据了解，嘉宝品牌1927年由一对美国夫妇为解

决自己宝宝辅食所需而创立，1997年，嘉宝进入中

国开始生产米粉。2008年雀巢完成对嘉宝的收购。

2018年，雀巢将嘉宝果蔬泥产品引入中国。目前，嘉

宝旗下拥有米粉、果蔬泥、健康零食等多个子品类。

数据显示，嘉宝在中国泡芙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50%，近几年的年均增长超过60%，除米粉和果蔬

泥产品外，此前嘉宝的其他辅食产品通过跨境电

商，触达中国母婴市场。

此次双城工厂生产的泡芙类产品包括梨桃子、

苹果香蕉、菠菜番茄、苹果草莓和香蕉橙子5个口味。

2020年后，雀巢嘉宝还将推出3款有机泡芙产品。

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士德介

绍称，“此次全新的嘉宝泡芙生产工厂总投资约1亿

元，采用英国、美国和瑞士的全自动化工艺罐装和

包装生产线。该厂年产量约1400吨，主要供应中国

市场”。

中国服装行业知识产权

首部白皮书将于明年4月发布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李濛）10月30日，由影
儿时尚集团推动和发起的中国服装行业知识产权

保护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同时宣布，影儿时尚集团

联合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北

京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会、深圳市服装行业协

会、深圳市知识产权联合会，将于2020年4月共同

发布《中国服装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以

下简称《白皮书》）。据悉，这是中国服装行业知识产

权的第一个白皮书。

《白皮书》将由北京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会

的专家智库领衔撰写，以人民法院已公开的服装行

业相关的知识产权司法诉讼文书数据为基准，结合

公开信息，从数据分析的角度，解析近年来我国服

装行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状况，同时对未来服

装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作出预测，以期对服装

行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的不断发展提供数据

参考，为政府及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决策

依据。

深圳市服装行业协会会长沈永芳则对服装行

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相关建议，服装行业应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培训，保护商业秘密，并引进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同时还提出整合社会知识产权

资源服务；积极客观应对知识产权事件等建议。

继此前北京商报记者报道大好大与北京味多美的商标之争后，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

深入调查，发现在食品行业商标模仿乱象横生，抢注泛滥。味多美出果干、康帅傅方便面、

豆禾豆豆奶……这些看着似曾相识的产品，其实都是“蹭热度”、打“擦边球”的产物。在业

内人士看来，我国食品行业之所以成为侵权行为的重灾区之一，主要由于食品企业侵权成

本不高，被侵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且消费者对于商标认知不全面，维权困难所

致。对于企业而言，随着国家相关政策法规逐渐完善，违规成本加大，若要持续生存，规范

发展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年）》（以下简

称《商标法》）于11月1日正式实施，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