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标被抢注“董宇辉”背后藏着什么

搭上名人顺风车

注册“董宇辉”商标的人什么来头？

天眼查显示，本次注册“董宇辉”商标

的上海博润腾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

年12月1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田林超，经营状态为存续，经

营范围包括食品流通、食用农产品、日用百

货等，与董宇辉近期直播中常带货的农产

品相契合。

北京商报记者在天眼查搜索“楚克坤”，

其下关联公司则主要是山东菏泽市定陶区森

林电梯有限公司、山东菏泽市定陶区皓然装

饰装修设计中心和山东菏泽佰妍惠尔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共3家，其中电子商务则和董宇辉

直播带货有较大关联度。

抢注商标的事件为何频频出现？

名人、热点事件的流量热度，是商家抢

注商标能得到的直接利益。“抢注名人商标，

主要是抢名人的流量，其流量表现为影响

力，具体是知名度、美誉度，或者俗称‘热

度’。”全国消费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教授洪

涛指出。

所谓“抢注商标”，大体是指明知是他人

在先使用的商业标识，而以自己的名义抢先

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被抢注的对象包括但

不限于未注册商标，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特有

名称、包装、装潢和企业字号，知名人物的姓

名（包括艺名、笔名、译名）、肖像等。

谈及抢注商标的好处，北京卓纬律师事

务所律师孙志峰表示，商家可以利用被抢注

商业标识在抢注前的商誉或知名度积累，实

现攀附或搭便车的目的，由此可以缩短或减

少正常商业运作下的运营周期和运营成本。

同时，也有利用商标注册制的缺陷，通过囤积

商标资源，谋取转让暴利的现象。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王鹏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达了同样

的观点。

不过，虽然屡禁不止，商标抢注却没有那

么容易通过。3月21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刚

刚结束，国家知识产权局便对恶意抢注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吉祥物如“冰墩墩”、口号、运

动员姓名如“谷爱凌”、场馆名称等1270件商

标注册申请予以驳回。

驳回抢注商标有法可依。上海市华诚律

师事务所律师贾杰指出，商标申请的一般条

件要求不能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商标申请

注册也需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总体上

抢注名人商标属于不合法的行为。

贾杰认为，商标抢注既干扰市场竞争秩

序，也浪费稀缺的商标审查和保护资源，同时

还侵害他人在先的合法权益。

转卖商标的生意链

除了搭上流量的顺风车进行运营，商标

本身也是一大收入来源。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贾杰表示，

商标抢注有利可图，商家通过成功抢注有热

度的词汇等进行商标倒卖，可以赚取商标转

让费，也可以授权他人使用而收取商标许可

费，甚至还可以企图通过所谓的“维权”获得

有关的赔偿。

因商标抢注的经济成本比较低，每当热

点事件出现时，总有人选择“以小博大”。据孙

志峰介绍，如果以抢注最低成本来看，一个类

别的商标一次申请10个商品以内申请费270

元，但维权时每类申请费则要500-750元甚

至更多，如果加上律师代理费，可能要5000元

至数万元，时间成本则至少一年左右。而商标

许可费和转让费一般都高于申请费，商标交

易收益则从几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以比较典型的刘翔商标为例，刘翔的赞

助商耐克公司2006年申请注册“刘翔”商标，

却因1986年“上海刘翔实业有限公司”的存

在，国家工商总局商评会驳回了耐克申请要

求。耐克公司将商评会告上法庭，也最终宣告

败诉。不过，因该商标注册时，刘翔年仅3岁、

尚未成名，因此该商标算使用在先，不算商标

抢注。经此，相关品牌对“刘翔”相关产品宣传

均需注意与该公司商标有所区分。

在转让商标上，网红奶茶喜茶的故事则更

为典型。“喜茶”的原名叫“皇茶”，最初是从江

门发家，在东莞名声鹊起。但在注册商标时，因

“皇茶”商标已被他人注册，“喜茶”最终只能花

70万元购买了现在的商标“喜茶”并改名。

随着品牌意识的增强，许多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急需注册商标，一来保护自己的知识

产权，二来方便打响品牌。但一个商标从申请

到批复要耗时一年半左右，其间没有人对该

商标提出异议才能注册成功，否则就要再等

一年半，但到那时仍不排除申请被驳回的可

能。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有“职业注标人”靠

转卖商标致富。

抢注后维权难

诚然，随手抢注商标就可能获利颇丰，但

需要注意的是：抢注商标，涉嫌违法！

“我国虽然实行商标注册制，但是对于商

标抢注情况保持严厉打击的态势。将他人姓

名抢注为商标，违反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属于

违法行为。”孙志峰指出。

我国商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商标代理

机构因此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被责令改

正、警告，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今年4月18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

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蓝天”专项整治

行动的通知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代理非

正常专利申请、恶意商标申请、无资质专利代

理、伪造变造公文、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等

5类违法代理行为作为重点整治内容，组织各

地集中查处，并加大对重大案件直接查办和

督办力度。

对被抢注商标后如何维权事项，孙志峰表

示可以分为姓名权人和其他人两种情况考虑。

“根据《商标法》相关规定，作为姓名权

人，可以侵害他人在先商标权为由，对初审商

标提起异议或对已注册商标请求宣告无效。

如果被侵犯的商标权涉及公共利益，如涉及

航天员、奥运健儿或相关领导人，可能对社会

公序良俗造成侵害，任何人可以该商标容易

产生不良影响或属于不正当手段注册为由，

对初审商标提起异议或对注册商标请求宣告

无效。”孙志峰解释道，对于尚未初审公告、商

标局依职权进行审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违法

情形的，也会依据商标法相关条款驳回该等

注册商标申请。

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在先权利人

在应得商标异议或无效宣告后，直接以不正

当竞争为由，起诉抢注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案

例，也值得社会关注。

不过，孙志峰也提出，商标被抢注后维权

并不容易，除去经济、时间成本外，举证难度、

法律适用还不够统一、商标审查机关和司法

机关在适用法律上不一致、审查尺度不一致

等都给维权造成了一定难度。

洪涛提醒，“商家抢注商标后确实能给其

带来相应的利益，但是存在风险，许多商家在

大型比赛赛前抢注名人商标、赛后出现变化，

迅速热度变冷度。关键还是要有内容、有本

质、有内涵，否则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陆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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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轻食悄然兴起

6月29日，#中式沙拉上线3月销量翻4

倍#引发热议，北京商报记者也发现，在琳琅

满目的轻食市场出现了很多“另类”的商品。

以轻食外卖为主打的沙野轻食推出了三款

“轻食粥”，也有轻食餐厅推出了鸡丝荞麦凉

面。另外，盒马也推出了中式沙拉、魔芋凉皮

等中式轻食类商品。这些“中式轻食”的出

现，似乎正在掀起新的餐饮风口。

其中，盒马3R采购中心总监张千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式沙拉系列商

品是去年12月才上线的新品，但是上线仅3个

月的时间，销量就增长了4倍，并且在种草平

台也获得不错的反馈。这个时间段其实天气

仍然比较冷，并不是轻食沙拉的消费旺季，这

也让盒马看到了中式沙拉、中式轻食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目前，盒马又开始尝试研发低能

量的预制菜，目前已有三款低能量的焖菜在

盒马上海门店上线测试，通过测试后会考虑

将这个商品推广到全国盒马门店。

从数据上来看，尽管受疫情影响，国内餐

饮行业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轻食赛道

却仍能保持增长。据艾媒咨询数据，2021年国

内轻食代餐行业市场规模较2020年同比增长

95.6%。预计2022年中国轻食市场规模会达到

1200亿元。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也就轻食消费趋势

面向1000多名消费者做了市场调研。数据显

示，有近五成的受访者“一周多次”购买轻食，

这部分消费者已经养成了高频消费轻食类商

品的习惯。从数据上来看，这也说明轻食市场

需求旺盛，仍然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

产品角逐开场

2015年开始，国内轻食市场迎来资本的

狂热追捧，将轻食产业推向关注的顶峰期。

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8年轻食

市场至少有10亿元资本涌入。包括轻食网红

鼻祖甜心摇滚沙拉在内，至少10家独立轻食

品牌获得超千万融资。火热的另一面是从业

者黯然离场，就在去年，国内两大轻食代表品

牌wagas、新元素先后曝出寻求出售、破产的

消息。

为何在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下，轻食品

牌却难觅出路？

对此，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表示，

近年来轻食赛道受到关注，市场细分态势也

更加明显，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不过，由于部

分产品性价比不高，导致此类产品复购率也

不高。同时，随着消费者对轻食的认知不断

加深，市面上高度同质化的轻食产品已经难

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其实，在本次调研过程中也能得到印

证。根据此次北京商报调研数据显示，受访

者对轻食的顾虑主要包括“能够热食的轻食

商品太少”“吃不饱”“性价比太低”。这也说

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高度同质化的轻食类

商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文志宏表示，如今资本热度退却，轻食

市场产品能力的角逐才刚刚开始。中式轻食

的出现和热销，就说明已经有商家发现了轻

食市场中的新需求，为轻食市场注入了活水

和新的思路，而中式轻食本身乃至这条产业

链上也存在着很大的想象空间。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杨柳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轻食备受追捧，成

为很多人眼中的健康担当。打着轻食概念的

餐厅、外卖数不胜数，网上相关食谱、视频也

层出不穷。然而，真正清楚并吃对轻食的人并

不多，“轻食=沙拉”“轻食=日料”“轻食=无

肉”“轻食=无油”等错误观念广泛流行。

在杨柳看来，中餐中很多烹饪方式其实

都非常适合制作轻食，如蒸、煮、炖、焖、拌等，

不但有助减少油脂摄入，还能留住更多营养。

轻食并不一定要摆成一大盘子沙拉，或用西

式方法制作。标准的中式餐食也可以“轻”而

营养，虽然没有那么洋气，吃起来却可能让胃

肠更舒服，并且避免了微生物污染。

做好“大拌菜”不简单

健康科普平台丁香医生今年1月曾发文

称，“中式轻食”有非常大的潜力。中餐各大菜

系美食种类丰富，只要稍加改良，减油减盐减

糖，蔬菜肉类互相组合搭配，就是很完美的健

康餐。

在本次调研中，愿意尝试中式轻食的受

访者高达96.07%。但消费者对中式轻食也仍

有诸多顾虑，例如“中式酱料热量过高”“搭配

是否合理”“目前市面上相关产品太少”。而这

些顾虑对于正在兴起的中式轻食其实也正是

空间和商机。

张千表示，把中餐做成轻食确实存在很

多难点。以中式沙拉为例，其实在很多消费者

看来中式沙拉吃起来很像普通的“大拌菜”，

但其实中式沙拉在开发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

要均衡搭配，要在中餐常用食材中找到适合

的蛋白质、碳水、膳食纤维，还要注重这些食

材口味、口感的搭配。另外一个难点就是酱

汁，中式凉拌菜的酱汁热量普遍比较高，为了

做成中式沙拉，盒马与供应商共同研发了沙

拉酱汁，并且在研发过程中要注意减油、减

盐、减糖，在口味和营养健康中间寻求平衡。

文志宏表示，由于相关产品研发力度有

待提高，中式轻食市场的空间仍然很大。另

外，中式轻食不仅因目前市面上商品较少存

在空间，近两年大热的复合调味料、预制菜其

实都能朝着中式轻食的方向延伸，这样既可

以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于轻食产品的多样化需

求，也能开辟出新的产品研发思路和供应链

路，真正拓宽轻食市场的发展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郭缤璐张天元

又到“秀身材”的夏季，轻食成为众多爱美人士的心

头好。6月29日，#中式沙拉上线3月销量翻4倍#引发热

议。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同质化问题突出的轻

食市场的确开始出现新变化。轻食餐厅、生鲜平台开始

推出“中式轻食”类商品；大拌菜悄然变身成为中式沙

拉；外卖平台上也出现了“轻食粥”“爆炒鸡胸肉”等极具

中餐特点的轻食产品……这些中式轻食的出现是否能

成为破解轻食赛道产品同质化难题的钥匙？

选择轻食产品时你会顾虑什么

产品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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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方甄选知识式直播带货的走红，主播董宇辉也被更多人注意到。6月29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显示，“董宇辉”商标近日被上海博润腾实业有限公

司、自然人楚克坤申请注册，申请商标的类别包括咖啡、茶、米

面、巧克力、糕点甜食等，查询商标详情显示：此商标正等待受

理，暂无法查询详细信息。

抢注商标不是新鲜事，“星光大道”地板、“神舟五号”农作

物园艺产品、“中央一套”安全套、“五一节”电动车，商家抢注

的商标从名人到纪念品等不一而足。疯狂抢注商标背后，这些

商家究竟在抢什么？如何维权同样引人深思。

商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商标代理机构

因此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被责令改正、警告，处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办理商标事宜过程中，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文件、印章、签名的；

（二）以诋毁其他商标代理机构等手段招徕商标代理业务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

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的；

（三）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