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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商局关于认定2008年度四川省著名商标意

见的通知  

 
(川办发［2009］5号) 

  

  省工商局《关于认定2008年度四川省著名商标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认定2008年度四川省著名商标的意见 

  实施品牌战略是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自《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强力推进

工业品牌战略实施意见〉的通知》（川府发〔2007〕38号）下发以来，各地结合实际把实施品牌兴省

（市、县）战略作为促进我省经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抓手，着力构建以市场

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品牌战略推进机制，在品牌培育和发展上实现总体规划、梯

次培育、目标明确、措施到位，增强了企业的品牌意识，申请认定四川省著名商标的积极性高涨。 

  2008年各地加强了对企业申报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的培育、指导和推荐工作。从2008年4月起，省

工商局依据《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组织开展了2008年度四川省

著名商标的受理、审查、考察和认定工作。 

  全省共有284家企业自愿提交了认定四川省著名商标的申报材料。省工商局受理了其中184家企业

认定著名商标的申请，并按照《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审查工作规程（试行）》、《四川省著名商标认

定审查标准（试行）》（川工商办〔2007〕122号）的规定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 

  2008年11月24日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查认定“金路”等86件商标为四川省著名

商标，并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初审公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公告期为1个月。截至2009年1月8

日公告期满未收到异议，四川省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关于“金路”等86件商标认定为四川省著名商标

的决定正式生效。 

  在2008年度四川省著名商标组织认定工作中，对省政府确定的“三个百亿工程”项目、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业和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企业申请认定的商标

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并向认定委员会优先推荐；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以及节能降耗能力

差、环境污染大的企业认定著名商标的申请不予受理；对产品质量不合格和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实行

一票否决。较好地保证了著名商标认定质量。 

  企业获得著名商标认定，有利于加强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有利于企业巩固和拓展市场，有利于促

进企业加快品牌建设进程，要把争创著名商标作为企业加快品牌经济发展的内容之一。各级政府要按

照省政府强力推进实施品牌战略的部署进一步做好品牌建设规划，积极构建品牌培育、激励、保护和

发展的机制，吸引更多企业积极参与品牌建设，强化企业品牌意识，提升企业品牌理念，提高企业品

牌运作水平，增强企业品牌宣传推广能力，打造和叫响一大批“四川造”，并依托知名品牌发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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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以自主品牌为核心竞争力的、具有凝聚功能、整合功能、规模效应、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国

内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把握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各级工商部门要认真履行商标管理职能，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积极指导企业提高内

部商标管理制度化水平，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商标管理制度，增强企业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大力

推动驰名、著名商标企业实施商标许可使用制度，使驰名、著名商标企业在帮助中小企业借船（驰

名、著名商标）出海、迅速消除商品进入市场障碍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低成本扩张和集约化经营，促进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加强对驰名、著名商标的培育，积极指导自主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

发展后劲足、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申请认定驰名、著名商标，使企业打造驰名、著名商标的过程进一

步成为企业强管理、树形象、增实力并通过品牌建设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过程；积极探索构建企业

自主保护、行政和司法保护、社会监督保护“三位一体”的驰名、著名商标专用权保护长效机制，加

强省内地区间、部门间的密切配合，提高省际间的协作水平，严厉打击侵犯驰名、著名商标专用权的

违法行为，全力为实施品牌战略保驾护航，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附件：2008年度四川省著名商标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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