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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太白酒厂、陕西省太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陕西圆缘园餐饮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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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西民四初字第139号

原告陕西省太白酒厂（以下简称太白酒厂）、陕西省太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酒业公司）与被告陕西圆缘

园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缘园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本院2006年6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06

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白酒厂委托代理人叶静、霍飞，酒业公司委托代理人武斌，被告圆缘园公司法定

代表人赵逢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白酒厂、酒业公司诉称，太白酒厂是1956年在太泉、溢成海、福长号、德胜茂、义永丰、裕德海等6家私竹

作坊的基础上组建成公私合营的眉县太泉酒厂，1964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宝鸡专区太白酒厂，1968年更名为地方国营眉县

太白酒厂，1991年更名为陕西省太白酒厂，主产“太白”系列酒。经过50多年的发展，太白酒厂已是驰名全国的酿酒行

业百强企业。1981年太白酒厂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了 、 等56件“太白”系列商标。“太白”系列商标1992年至2006

年被评为陕西省著名商标、中国知名品牌、全国白酒质量优秀产品。企业连续荣获全国食品行业及全国轻工业质量效益

型先进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酿酒行业百强企业、全国商业百名信用企业、全国食品行业“诚信企

业、放心食品”、中国商业名牌产品重点培植企业、中国酒业明星企业、陕西省优秀企业、陕西省文明单位、陕西白酒

质量信得过企业等六十多项荣誉。太白酒厂的商业品牌和商业标志已被国家和广大消费者知晓和信赖。因此中文 、 商

标已符合驰名商标的构成要件，客观上已达到驰名状态。2006年6月酒业公司发现圆缘园公司利用“世界杯”大肆宣传

销售“太白”醪糟。“太白”醪糟包装醒目标示完全摹仿原告的中文 、 商标。醪糟和酒虽然按照国家商标局发布的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不属同类商品，但在销售渠道、功能用途等多方面有较大程度的交叉、消费群体近似，易导

致消费者发生混淆、误认，从而对原告的市场销售造成冲击，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构成不正当竞

争。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的中文 商标（注册证号537373）、 商标（注册证号117363）为驰名商标；

2、被告立即停止侵权销售、销毁侵权标志、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被告赔偿损失10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支付。  

被告圆缘园公司辩称，太白商标不是太白酒厂独家占有的商标；酒与醪糟不属同类产品，二者在功能、用途、生产

方式、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也非类似产品，被告不存在商标侵权的行为；原告“太白”商标并

非驰名商标，不能获得扩大保护；原告的请求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并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太白酒厂、酒业公司与圆缘园公司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酒与醪糟是否类似的商品；中文 

商标、 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被告的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损失的赔偿依据。  

原告太白酒厂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81年注册的 商标注册证（注册号：第117363号）、1995年 商标注册证（注册号：

第537373号）及原告近年来陆续注册的与“太白”相关的27件商标注册证书。以期证明太白酒厂的诉讼主体资格及自

 



1981年起太白酒厂就享有“太白”文字及图形注册商标共27件，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  

2、太白酒厂的荣誉证书。以期证明原告太白酒极负盛名，受到国家和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认可，同时也证

明了太白酒在全国各阶层中知名度很高，在全国有很高的声誉。  

3、陕西眉县县志及档案馆资料。以期证明“太白”商标自1957年7月开始使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被广大消费者

所知晓和信赖；“太白”商标在产品上已得到广泛、醒目使用。  

4、太白酒厂2003年至2005年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他票据、相关合同。以期证明

太白酒厂的销售额、利润、销售区域；太白酒厂为中国名牌企业；太白酒列为中国名酒，销售量居同类产品前列，销售

面积覆盖国内十四个省市及地区；“太白”已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为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所熟知。  

5、太白酒厂的广告代理合同及票据。以期证明原告近年来广告宣传区域和力度；原告在产品上长期大量地使用

“太白”商标，为扩大消费者对“太白”商标的知晓程度，原告每年采用强大的广告攻势，借助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

视台、其他地方台、公交车体、多类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牌、展览会等各种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宣传“太白”商

标。  

6、冒充“太白”商标的假冒产品材料。以期证明“太白”酒市场占有率和品牌效力的逐年提高，侵权、傍名牌、

搭便车、假冒“太白”酒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不同类别商品上模仿、复制、使用与“太白”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现象

也大量出现，致使消费者产生混淆和误认，这些商标侵权行为的数量越来越大，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使“太白”商标的

品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给消费者的利益带来极大的危害，干扰和破坏了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大量侵权现象的发生，

从反面也证明了“太白”商标知名度很高，是模仿和造假的主要对象。  

7、各种含有“太白”的礼品、纪念品等。以期证明原告为更好的宣传“太白”商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能接

触到的日用品、娱乐工具上显示宣传“太白”商标。  

8、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陕工商字（2006）6号文件及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工商字（2006）4号文件。以期证

明“太白”商标知名度很高，在不同类似产品上已遭受到侵犯；陕西省工商局、西安市工商局已认定“太白”商标是驰

名商标。  

9、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及质量认证书。以期证明国家质检总局已对太白酒实施原产地域保护并授予原

产地域产品专用标志荣誉。  

10、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公证处公证书。以期证明被告擅自在其经营场所大门、场地内大量突出使用“太白”商标

进行广告宣传，侵犯了原告商标专用权。  

被告经对原告太白酒厂提供的证据质证后，对太白酒厂提交的证据1、2、3、4、5、6、7、8、9均无异议；对证据

10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  

原告酒业公司对太白酒厂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酒业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以期证明酒业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对“太白”33

类商标具有排他使用权。  

被告经对原告酒业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后，对酒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太白酒厂对酒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被告营业执照。以期证明其经营合法。  

2、“太白”在国家商标局注册的信息。以期证明被告醪糟产品和原告受保护的产品非类似产品，原告不具有“太

白”商标的专有使用权。  

原告太白酒厂、酒业公司经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后，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经合议庭对太白酒厂、酒业公司、圆缘园公司提供的证据评议后，认证如下：  

对太白酒厂提供的证据1、2、3、4、5、6、7、8、9圆缘园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圆缘园公司对真

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因与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认定。  

对原告酒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太白酒厂、圆缘园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对圆缘园公司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太白酒厂、酒业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其证明醪糟和原

告受保护的产品非类似产品，因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原告不具有“太白”商标的专有使用权，因与法

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太白酒厂、酒业公司、圆缘园公司提供的证据和各自发表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1981年5月1日陕西眉县太白酒厂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核准，获得 注册商标专用权，

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6类（现为《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核定使用商品国际分类第33类）的“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



外）”等商品。商标注册证注册号第117363号。1990年2月15日经商标局核准变更注册人为陕西省太白酒厂。2002年1月

24日商标局核准第117363号商标续展注册，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03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1990年12月20日国营陕

西省眉县太白酒厂又经商标局核准，获得“ ”商标，核定使用商品33类，商标注册号为第537373号。1995年8月7日经

商标局核准变更注册人为陕西省太白酒厂，2000年12月21日商标局核准第537373号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00年12月20日

至2010年12月19日。2006年5月16日太白酒厂和酒业公司签定了商标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约定太白酒厂将其注册的太白

文字及图形商标许可酒业公司自2006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5月20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太白酒厂是酒业公司的股东。  

另查明，太白酒厂是1956年在太泉、溢成海、福长号、德胜茂、义永丰、裕德海等6家私营作坊的基础上，组建成

公私合营的眉县太泉酒厂，1964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宝鸡专区太白酒厂，1968年9月更名为地方国营眉县太白酒厂，1991

年更名为陕西省太白酒厂，主产“太白”系列酒。2003年至2005年太白酒厂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45299719.89元、

168289734.43元、198122367.05元；主营税金分别为12971199.98元、22688743.34元、17888409.31元；销售面积覆盖

了陕西、甘肃、北京、湖北、山东、福建、浙江、广东、四川等省市。  

1988年7月7日眉县太白酒厂的“太白”商标经陕西省首届商标评奖展览评委会评定荣获三等奖。1988年12月27日

“太白”牌55度太白酒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名、特、优、新产品的评选中获得博览会金奖。1989年7月太白酒厂展出

的60度特制太白酒荣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银奖。1989年10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对太白酒厂生产的太白酒颁发了银质奖

章。1992年9月15日“太白”牌白酒被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陕西省首届著名商标。1995年12月“太白”牌白酒被

陕西省人民政府认定为陕西名牌产品。1999年12月3日“太白”牌白酒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认定为国家质量达标食品。

2001年11月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向太白酒厂颁发了国家权威检测合格产品。2003年3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太白酒厂生

产的太白牌系列白酒为全国食品行业“诚心企业、放心食品”称号。2004年3月太白酒厂荣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

发的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同时经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对2003年白酒工业企业进行综合实

力评价，太白酒厂名列“中国白酒工业百强企业。”2004年4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太白牌系列白酒为陕西省名牌产

品。2004年12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授予太白牌系列白酒“中国白酒质量优秀产品”称号。期间太白酒厂

还获得了中国方圆标志认证委员会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质量体系认证书。  

2000年以来太白酒厂先后在《陕西旅游》、《消费者导报》、《西安晚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宝鸡电视台、

《经理日报》、《中国旅游报》、《中国食品质量报》、登机牌等媒体进行了广告宣传。2005年12月23日太白酒厂委托

北京绎龙中视广告有限公司在中央电视台安排广告播出事宜，同时在《环球旅游》杂志上赠送6期内页整版“太白酒全

国招商”广告。2006年酒业公司委托陕西正远广告有限公司代理发布秋季全国糖酒会户外广告。太白酒厂为上述广告支

出了相当数额的费用。另外太白酒厂为扩大宣传，制作了各种纪念品，在杯子、打火机、钥匙扣、扑克牌等日常用品

中，醒目标志太白字样，并将这种标有太白字样的促销品、赠品大量投入社会。  

2003年至2005年陕西省宝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侵犯“太白”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人进行了多次行政处罚。2005年4

月15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2005年第59号公告自即日起对太白酒实施原产地域保护。  

2006年1月16日陕西省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西工商字（2006）4号签发了“关于‘太白’图形商标申请中国驰名

商标的报告”，内容载明：同意太白酒厂在酒（饮料）、果酒（含酒精）、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商品上申

请 、 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并请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报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定。2006年1月17日陕西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以陕工商字（2006）6号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了“关于认定‘太白’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的请

示”，请求认定 、 商标为驰名商标。  

再查明，2006年6月酒业公司发现圆缘园公司在其店内外宣传“太白冰醪糟”，使用了 、 商标。2006年6月20日酒

业公司诉至法院。2006年7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公证处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南路89号启光大厦的“馨泽茶苑”

的“太白冰醪糟”的宣传横幅和店门口和店内张贴的广告宣传画进行了拍摄。2006年7月10日太白酒厂以原告的身份申

请参与诉讼。“醪糟”按《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为第三十类，本类主要包括日用或贮藏用的来自植物内的食品，以

及调味佐料。“醪糟”属于该类别中3007方便食品群组中的一种。太白酒厂、酒业公司在审理期间称仅起诉商标侵权，

并放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请求。太白酒厂未能提供请求圆缘园公司赔偿损失10000元的充分证据。圆缘园公司也未

能提供销售商品的合法来源。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关于太白酒厂、酒业公司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排他使用许

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人依约定

可以使用该注册商标但不得另行许可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发生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时，排他

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商标注册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本案中酒



业公司以商标侵权纠纷将圆缘园公司诉至法院后，因其与太白酒厂签定的是排他使用许可合同，并非 、 商标的注册

人，后太白酒厂申请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太白酒厂、酒业公司作为本案共同原告，诉讼主

体是适格的。太白酒厂经商标局核准，获得 、 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商品为《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国际分类

第33类“含酒精的饮料（啤酒除外）”，其合法的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二、关于酒与醪糟是否类似商品的问题。  

酒与醪糟不是相同的商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二者是否属于类似的商品，是否会使消费者对两种产品的提供者产

生必然的联系，是本案的问题之一。本院注意到醪糟和白酒在加工过程中有相似之处，但两种产品有实质的区别，主要

体现在1、醪糟属一种液体方便食品，主要功能是充饥解渴，并能获得良好的口感，而白酒并没有此功能。2、醪糟面对

的消费群体具有普遍性，老少皆宜，而白酒主要面对成年男性消费者。3、二者的销售渠道也有所不同，醪糟在饭店主

要由厨师在厨房对原产品简单加工而成，在商场则和其它食品摆放一起出售，而白酒在酒店一般在前台陈列，在商场则

有单独货柜出售。因此醪糟和白酒在制作工艺、功能、用途、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将白酒划分在33类即含酒精的饮料，醪糟划分在30类，本类主要包括日用或贮藏用的来自植

物内的食品，以及调味佐料。“醪糟”属于该类别中3007方便食品群组中的一种。由此说明，白酒和醪糟并非《商标

法》上的类似商品。  

三、关于 商标（注册号第117363号）、 商标（注册号为第537373号）是否为驰名商标的问题。  

如前所述，白酒和醪糟既不属于相同商品，也非类似商品，依照普通的商标侵权案件的侵权认定规则，已不能满足

保护该商标的需要，也就是说，争讼之商标是否驰名商标是解决本案圆缘园公司是否侵权的前提条件。太白酒厂、酒业

公司请求法院认定 商标（注册号第117363号）、 商标（注册号为第537373号）为驰名商标。而所谓驰名商标是指在我

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商标驰名与否取决于商标权人对于商标的经营、维护，是一个动态

的变化的事实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一）相关公众

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二）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五）该商标驰名的其它因素。本案中，1、太白酒厂是1956年在6家私营作

坊的基础上，组建成公私合营的眉县太泉酒厂，1964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宝鸡专区太白酒厂，1968年9月更名为地方国营

眉县太白酒厂，1991年更名为陕西省太白酒厂，主产“太白”系列酒。为保护太白酒的知名度，太白酒厂自1981年起至

今在国家商标局先后注册了“太白”等系列商标，由此事实证明，“太白”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已有多年的历史。2、

太白酒厂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酒业的名牌企业，曾被国家评为“全国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中国白酒工业

百强企业”、“省级优秀企业”，太白酒厂生产的白酒被认定为“中国白酒质量优秀产品”、“国家质量达标食品”、

“陕西省著名商标”、“陕西省名牌产品”，并在各种国家级展览会中获得多项金奖、银奖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充分

证明了太白商标极负盛名，受到国家和政府的认可，已被相关公众所知悉和信赖，在全国拥有大量的消费者和较高的知

名度。3、太白酒厂为保持知名度，扩大和保持消费者对太白商标知晓和知名度，分别在中央电视台、宝鸡市电视台、

《经理日报》、《中国旅游报》、《环球旅游》等媒体和户外进行了广告宣传，推广该品牌；并投入了巨额的广告费

用。4、随着太白酒厂经营的扩大及知名度的逐年提高，借用消费者对太白商标的信任和良好声誉在不同类别商品上模

仿、复制、使用与“太白”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现象也大量出现，致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和误认，这些商标侵权行为干扰

和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从反面也说明了“太白”商标的知名度，加之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安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对太白酒厂“太白”商标已认定达到驰名状态，这些事实表明“太白”商标受到保护的纪录。5、太白酒每年的销

售额稳步上升，其中2003年约14530万元，2004年约16829万元，2005年约19812万元。太白酒厂在经销方式上也采用了

各种促销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杯子、打火机、钥匙扣、扑克牌等用品中，醒目标志太白字样，太白酒厂

将这种标有太白字样的促销品、赠品大量投入社会，宣传“太白”商标，从而使消费者能更方便更直接地知晓“太白”

商标。同时太白酒厂凭借有利的自然资源，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其实施原产地地域保护，并授予原产地域产品专用标

志。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太白”商标符合法律规定的驰名商标的构成要件，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

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之规

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认定太白酒厂 、 商标在酒产品上已构成驰名商标。圆缘园公司辩称太白酒厂

的 、 商标并非驰名商标，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太白酒厂请求认定 、 商标为驰名商标，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是作为审理案件需要查明的事实看待，当事人关

于认定驰名商标的请求，其性质是要求法院查明事实，不构成单独的诉讼请求。  

四、关于圆缘园公司使用“太白”商标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  

商标的主要功能在于使相关公众通过商标识别不同商品的来源，避免相关公众对不同来源的商品产生混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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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 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应当受到在普通商标一般保护的基础上的更高水平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

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本案中圆缘园公司在其店内外宣传

“太白冰醪糟”，使用了 、 商标，因诉争商标是驰名商标，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显著性，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

且圆缘园公司是将该文字和图形作为商业标示使用，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太白酒厂注

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损害了太白酒厂、酒业公司的商誉，故太白酒厂、酒业公司起诉认为圆缘园公司的行为侵

犯了太白酒厂的商标专用权，请求其停止侵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圆缘园公司认为“太白”商标不是

太白酒厂独家占有的商标，其不存在商标侵权的行为，“太白”商标并非驰名商标，不能获得扩大保护，与事实不符，

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五、关于本案损害赔偿额的确认之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

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

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

下的赔偿。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

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

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

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

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之规定，太白酒厂、

酒业公司请求圆缘园公司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由于太白酒厂、酒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圆缘园公司在侵权期间的获利情况及提供其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圆缘园公司也未能提供销售商品的合法来源，太白酒

厂、酒业公司请求圆缘园公司赔偿损失1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全额支持。同时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圆缘园公司侵权行为的性

质、情节、持续期间、范围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3000元人民币。  

综上所述，本院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陕西圆缘园餐饮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  

陕西省太白酒厂、陕西省太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陕西圆缘园餐饮有限公司赔偿陕西省太白酒厂、陕西省太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损失3000

元；  

三、驳回陕西省太白酒厂、陕西省太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10元,由太白酒厂、酒业公司负担280元，圆缘园公司负担11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 建 军 

审 判 员 张 桂 春 

代理审判员 张 熠 

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乌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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