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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刊名商标权保护

胡 杨,欧 宾
(西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市400715)

摘 要:在当前期刊刊名的商标意识淡薄且商标注册量不足的情况下,对期刊刊名的商标权保护显得

十分重要。期刊刊名的商标权保护,必须在界划期刊刊名登记与期刊商标权注册的不同主管部门和不同法律

效力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版权保护等法律路径,同时也考虑期刊刊名注册商

标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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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刊刊名商标注册现状

1964年11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

举行会议,对期刊做出如下定义:“凡同一标题连续

不断(无限期)定期与不定期出版、每年至少出一期

(次)以上,每期均有期次编号或注明日期的称为期

刊。”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期刊出版管理规

定》中指出:“本规定所称期刊又称杂志,是指有固

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

周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而上述界定中,无论

是“同一标题”,还是“固定名称”,都指的是期刊刊

名。可见期刊刊名对于期刊而言,是专有的,唯一

的,它是一份期刊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

要素,由此期刊对刊名的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商标意识淡薄

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市场意识不强,许多期刊

没有认识到刊名商标权的巨大价值和潜能,因此许

多期刊或根本未提起刊名商标注册申请,或刊名已

被他人抢先提起商标注册申请,或由于申请的商标

中含有的刊名和图形与已注册商标的刊名近似而

未能注册成功,或商标保护期限已过,商标权人未

提起续展申请导致商标权丧失[1],这些都是造成期

刊刊名未申请注册商标的直接原因。
(二)商标注册量不足

目前,我国有9700多种期刊杂志通过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审批取得出版许可证,但这些期刊杂志

中,将其刊名注册商标的却微乎其微,2007年《中
国商标与产业经济蓝皮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纳入该课题调查范围的国内发行的8482种

期刊中,出版者未注册商标的有6942种,其中151
种已被人抢注,期刊出版者注册商标的比例仅为

18.12%。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不尽快运

用法律手段保护期刊刊名权益,势必会造成更多的

期刊刊名受到侵害。

  二、期刊刊名的登记与商标权的注册

(一)期刊刊名商标权保护历史沿革

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共

同发布《关于报纸杂志名称作为商标注册的几项规

定》,明确指出:“报纸、杂志名称需要取得商标专用

权的,应当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注

册。”据此,商标局对刊名注册商标设置了形式审

查,即凡申请注册商标的都必须提供新闻主管部门

合法的出版许可证,申请人只能是登记证上列名的

主办单位、主管部门或出版单位,所申请的文字要

与登记证上批准的名称一致[3]。2001年新《商标

法》实施后,根据《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任何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在报纸、期刊、新闻刊物

等上申请注册商标。鉴于此,2004年国家工商行

政总局取消了刊名商标注册的“门槛”,即是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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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在报纸、期刊、新闻刊物等上申请注册商标时,
无须再提供新闻主管部门核发的出版许可证,即可

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2009年2月17日商标

局在发布的《关于在第16类“报纸、期刊、杂志(期
刊)、新闻刊物”四种商品上申请注册商标注意事项

的通知》中又明确指出:“在第16类‘报纸、期刊、杂
志(期刊)、新闻刊物’四种商品上申请注册商标,其
整体是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报纸、期刊、杂志

名称的,可以初步审定。”[4]由此可见,为繁荣我国

文化市场,无论从法律还是行政法规上,我国对于

期刊刊名申请商标注册采取的都是宽松、积极鼓

励、大力支持的原则和态度。
(二)期刊刊名登记与商标权注册受理的主管

部门不同

对新闻出版物,我国实行的是登记制,期刊出

版的登记机关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根据国家新闻出

版署《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期刊

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
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
后方可出版发行,否则即为非法出版物。但经正式

批准创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若同时需要取得

商标专用权的,则应按照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新闻出版署共同发布的《关于报纸杂志名称

作为商标注册的几项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到所在地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申请手续,《商标法》第三条明确

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

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

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期
刊名的登记与期刊商标权的获取是两个不同的行

政行为,其申请途径、审查批准部门是两个不同的

国家行政机关,期刊的出版许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

注册登记,商标专用权的取得则是由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备案而来。
(三)期刊刊名登记与商标权注册的不同法律

效力

1.立法目的

一般认为,根据《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报刊、杂
志刊名已经通过国家新闻主管部门的审批,即得到

国家授权,受到保护。但《出版管理条例》立法的主

要目的是“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它在一定程度和

一定范围上保护了对期刊刊名的权利。而《商标

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

用权……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新闻出版署对期

刊的审批更注重期刊的名称、内容的合法性,而不是

从市场角度审查期刊名称,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从市

场对商标的专有性与唯一性对期刊刊名的重复或相

似进行审查,《商标法》保护的是期刊刊名商标。

2.法律效力

根据《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因而《商标法》较之

《出版管理条例》,前者在全面保护出版者利益、保
护期刊刊名方面更具法律效力,且经注册的商标

权,不仅在我国受到保护,还可以通过马德里商标

国际注册等手段取得国际公约的保护和更为广泛

的认可[1]。而后者仅仅保护的是期刊刊名。

3.诉讼结果

虽经国家新闻出版署登记认可,但现实中期刊

一旦出现刊名相同或相似,在矛盾和利益相冲突的

时候,注册了商标的一方即可以侵犯商标专有权为

诉控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版权纠纷中

争取法律保护,取得特定的优势,未注册商标的一

方不仅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给期刊带

来毁灭性的灾滥。
如上世纪80年代初,西南农业大学主办的《农

民之友》,以其内容通俗易懂,且针对农业生产指导

性较强,深受广大农民读者的喜爱,单期发行量最

高时达到43万份。但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上出

现了由湖北省出版发行的同名《农民之友》,该刊的

出现,不仅混淆了两份《农民之友》,对读者产生了

误导,更使前一个《农民之友》发行量急剧下滑,而
这本由湖北省出版发行的《农民之友》,由于是经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正式注册了商标的杂志,
为避免版权纠纷,西南农业大学主办的《农民之友》
只好忍痛更名为《科技兴农》,由此丢掉了原来开辟

的宽阔市场,直至逐渐退出了市场[5]。

  三、期刊刊名商标权保护的法律路径

(一)《商标法》保护

虽然我国商标权的取得是采用注册原则,但
“在先使用”在商标权申请注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商标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

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

权利相冲突”;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

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

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同
时,第29条规定了同时申请,使用在先的原则。明

确了对在先使用权利的保护,防止他人对在先使用



商标权的侵害。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名商标、名称、包装和

装潢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知名商标、
名称、包装和装潢在先权利的保护,在其第5条中

规定的不得采用的4种不正当手段中即有“擅自使

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

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

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规

定,而此处“商品特有”即是指商标具有的专有性和

该商标区别于其他商标的显著性特征。
(三)版权保护

商标是智力成果的产物,商标构成的无形资产

是商标权人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标法》第八

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商标与他人的商标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

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

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作为智

力成果,商标的构成要素符合《著作权》第三条涵盖

的范畴,受《著作权》的保护。同时,“文字、图形、字
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

合”构成的商标,其外观设计还可得到《专利法》的
保护。

(四)期刊刊名注册商标的特殊性

虽然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对商标的

使用和注册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具体期刊刊名在

注册商标时是有所宽限的。如在定名上,商标法对

一般商品定名,要求可以有含义,也可以无任何含

义,只是个符号,但对其相似性则有严格的要求;而
对于期刊命名,无论是直接表明其内容定位的实

名,或是表达其内在意蕴的虚名,由于文字表述的

不同,一般不会造成读者误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
对期刊刊名的商标注册案是有所放宽的。

综上,为维护期刊名称使用的合法性,防止期

刊刊名重复、刊名被盗等侵权行为的发生,经批准

创办并公开发行的期刊,都应尽快办理期刊名称的

商标注册,并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去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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