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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家具展上，“似曾相识”
的家具还在不断被爆出，抄袭的
丑闻也给家居行业蒙上了一层
阴影。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中国家具行业也在国际上崭
露头角，有着“世界第一生产大
国”和“第一出口大国”的称号，
但中国家具的“抄袭陋习”也同
样名声在外。这不仅导致了在
很多国际重要设计赛事上，中国

设计的产品因带有明显的抄袭
痕迹而被拒之门外，也导致了
在国际知名展会上，中国观展者
被一些品牌谢绝进入。

不可否认，抄袭之风，的确
曾经成就了只图多快好省发展
的中国家具业。“拿来主义”让一
些企业不必负担高额的调查、研
发费用，不必承担市场风险，轻
轻松松就赚得盆满钵满。即使
抄袭行为暴露，顶多担一时指

责，赔一笔小款，与既得利益比
起来，这点付出简直太值了。
更何况，国内品牌众多，鱼龙混
杂，要发现抄袭就已并非易事，
何况不少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薄弱，自我保护做得不到位，
而法律对侵权的鉴定又相对困
难，如此空子，不良企业岂有不
钻之理。

但长此以往，当抄袭成为人
们虽然深恶痛绝却无奈接受的

“正常现象”时，当企业认定销量
决定一切时，家具行业离 2012
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在抄袭毒
瘤蔓延之下，创新企业会因为得
不到保护，不再愿意走创新的
道路；坚持品牌的企业因为受
到冲击，没有市场，而放弃对
品质的坚持……最后我们可以
预见，中国家具制造业终将因
创新与知识产权意识的严重缺
乏而集体沦陷。

坚守创新、原创和品牌的阵
地，不仅需要企业知识产权和维
权意识的复苏，更需要行业和法
律的保护和支持。加大法律惩
处力度的同时，企业可以发挥品
牌联盟的作用，积极打假维权，
联合全国知名家居卖场，建立战
略联盟，取得与家居卖场深层次
的合作，将抄袭产品和企业扫地
出门。

本报记者 张佳竹

■ 家居主张 如何丢掉“拿来主义”？

家具抄袭几时休？
被抄袭企业维权成本高成难题，企业呼吁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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