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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7 月 29 日 B04 版

《柏林 雨水循环暴雨
化“无形”》（校对：徐
骁 编辑：王晓枫）一
文，第 4栏第 3段第 1行
中的“杰克纳”应为文
中其他地方所说的“杰
纳克”。

■ 社论

让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成常态
要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效持续，亟须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希望在个人税

费增速相对减缓的同时，减缓仍持高企的企业税费压力。

■ 观察家

“国酒茅台”注册商标应慎之又慎
“国酒茅台”商标被多次驳回注册申请后获得初审公告，总要有一定的理由。

至于理由是什么，应及时公开，方便公众监督。

据《重庆商报》报道，贵
州茅台酒“国酒”的宣传词
已深入人心。然而近期一
则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
公司申请“国酒茅台”商标
的消息传出后，茅台酒一贯
标榜的国酒身份引起多方
关注。在近日国家商标局
公布的通过初审商标中，

“国酒茅台”的商标赫然在
列，在三个月公告期内如果
没有异议或者异议无效，茅
台将“转正”成为国酒。

贵州茅台酒厂自 2001
年以来多次申请过“国酒茅
台”商标，均被驳回。那么，
此次却又为何能够获得初
审通过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出台的《含“中国”及首字
为“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
标准》明确规定：“对‘国+商
标指定商品名称’作为商标
申请，或者商标中含有‘国+
商标指定商品名称’的，以
其‘构成夸大宣传并带有欺
骗性’、‘缺乏显著特征’和

‘具有不良影响’为由，予以
驳回。”“国酒茅台”商标虽
然是四个字，但其用意当在

“国酒”两个字，而这两字显
然属于“国+商标指定商品
名称”的范畴。因此，“国酒
茅台”作为商标注册面临着
诸多法律障碍。

首先，虽然茅台酒一直
被贵州茅台酒厂冠以“国
酒”的称号进行宣传，但“国

酒”称号的具体来历语焉不
详。而“国酒”这个字眼代
表着中国酒的最高荣誉，虽
然茅台酒在国内外的声誉是
毋庸置疑的，但未经任何官
方公开确认就自诩为“国
酒”，即使谈不上“欺骗性”，
也有一定的自我夸大成分。

其次，茅台酒是中国酒
中的优质酒，但即便如此，茅
台 酒 厂 并 不 能 将“ 优 质
酒”注册为自己的商标，因
为这不符合《商标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商标显著性要
求。而“国酒”的称谓代表
着国家对酒质量的最高认
可，虽然这里并没有“优质”
两字，但其背后显然蕴含了
中国酒的最高品质的意思，

比“优质”更为“优质”。如果
把这样代表某个商品最高品
质的文字注册为商标，否定
其他优质“国酒”的存在，其
合法性值得商榷。

再者，“茅台酒”的良好
声誉在于其本身是个特定
的地理标志产品。而“国酒
茅台”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
类别覆盖果酒、苦味酒、葡
萄酒、开胃酒、烈酒、酒精饮
料(啤酒除外)等。若“国酒
茅台”商标用在特定的“茅
台酒”上也罢了，如果用在
果酒、苦味酒、葡萄酒、开胃
酒上，岂不是误导公众？而
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按 照 规 定 ，对 首 字 为
“国”字商标应当通过相关

审查处处务会、商标局审查
业务工作会议、商标局局务
会议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
委务会议研究决定。因此，

“国酒茅台”商标被多次驳
回注册申请后获得初审公
告，总要有一定的理由。至
于理由是什么，应及时公
开，方便公众监督。

不管怎样，“国酒茅台”
商标的注册应该从严审查，
慎之又慎。而且，任何一个
产品的良好声誉是建立在实
实在在的质量之上的，指望
戴顶“国”帽就想在市场上呼
风唤雨，最终难免沦为笑柄。

□张伟君（同济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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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造假教授”
学校该担何责

据报道，7月28日，北京
化工大学发布公告称，经调
查核实，该校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陆骏盗用他人
学术文章并伪造履历，属严
重学术不端行为，决定予以
开除。公告中还称，陆骏本
人已承认造假。

几天前，号称拥有哥伦
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厦大
医学院教授傅瑾被查出学
历 造 假 而 被 解 除 聘 用 合
同。在对于学历造假上，各
个学校的态度是出奇的一
致，一旦发现，几乎没有保
全者，开除成了唯一的选
择。但更值得追问的是，谁

给这些学历造假者提供了
创造利益的平台呢？

一所大学，对于生产学
术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保持
令人尊敬的慎重与严谨，然
而，我们看到，近来几起学术
造假事件，基本上都是外界
举报的，根本不是学校自查
自纠发现的。换句话说，在

“造假教授”出现的过程中，
学校的监管与审查也同样
承担着无法推卸的责任，正
是他们的疏忽或者他们的
纵容，才让造假者尝到了甜
头，也为造假者提供了空
间，从这个角度说，当一个
学校出现了合作多年的造假
教授时，该惩罚的何止是那
个造假教授，学校方方面面
不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吗？

□傅万夫（编辑）

“厚待”救人民工
也需要政府表彰

崔永元在其微博上表
示，北京暴雨中冒雨救了上
百名游客的农民工兄弟已经
找到了，他将响应媒体发起
的“请农民工吃顿饭”活动，
请这些农民工吃顿饭。

面对被洪水围困，生命
危在旦夕的游客，这些农民
工没有丝毫的犹豫不决，就
全力投入到救人当中，单单
是因这种善良和正义，就配
得上英雄的称号。作为个
人，我们又该如何表达对这
些善良之人，正义之事的肯
定和尊敬？像崔永元请吃
饭，是方式之一。

但是，要表达对农民工

这个群体的敬意，显然并非
只有这一种方式。而且，这
种“厚待”除了来自民间，也
应该来自官方。比如，有关
方面，能否在适当的时机给
予救人者奖励或表彰？

□苑广阔（职员）

家长们把孩子
带出补习班吧

7 月 13 日，北京 120 万
中小学生迎来为期一个半
月的暑假，暑期学生如何度
过？他们的暑假作业又是
什么？据《新京报》记者发
现，除了常规的练习题外，不
少学校在暑假作业上大胆创
意，“每天锻炼一小时”、“做
求职简历”等成为暑期作

业。但家长帮学生报的各种
补习班、培训班依然使学生
的这个暑假并不轻松。

一方面有的学校试图
有所改变，一方面很多家长
依然固步自封，继续为孩子
画地为牢。我希望大家能
帮助学生摆脱这种也被称
作“第三学期”的“中国式暑
假”，学校和教师能否和家
长充分沟通，相互配合，给
孩子们一个更快乐的暑假？

很多家长也都已经认识
到“中国式暑假”的弊端了，
能不能切实行动起来，“勇
敢”地带孩子走出补习班呢？
一边抱怨着学校教育存在的
种种问题，一边用有问题的方
式进行家庭教育，这些“纠结”
的家长自己也该反思了。

□马长军（教师）

据 报 道 ，截 至 7 月 27
日，全国已公布上半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有
27 个省市。除上海增速为
8.6%，其他26省市增速均超
过10%。此前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12509 元，同比名义增长
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9.7%，增速比上年同期
加快2.1个百分点。

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高 速 增
长”，这无疑给当下复杂的
宏观经济形势，带来了一些
惊喜。

不过，结合上半年我国
经济增长减速、相对偏高的
企业税费压力以及极可能

再度抬头的 CPI 增速，如何
保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长可持续，仍需要政策层面
的调整应对。

这是因为，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实际增长，主要与三
个经济变量直接相关，其一
为经济增长，其二为个人税
费增速，其三为CPI（通货膨
胀）。而这其中，经济增长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基本呈正相关效应，个人
税费和CPI增长与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则呈负相
关效应。

由此可知今年上半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速增长
的成因——虽然今年上半
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
但是同期个人税费的缓慢

增长和 CPI 增速的大幅下
降，对此形成了相对的反向
对冲。

以经济增速的大幅下
滑而论，我国今年上半年
GDP同比增长仅为7.8%，且
二季度增长 7.6%创下近三
年新低。与此同时，我国今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与去年同期相
比则更是下降了 2.4%。这
些均表明未来的经济形势
不容乐观，亦变相表明我国
未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
续高速增长，存在一定的
阻力。

去年我国大幅调高个
税起征点，上半年，各地大
幅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而
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较去

年 同 期 仍 然 增 长 12.2% 。
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
同期个人税费增速相对缓
慢的同时，企业税费增速
仍然维持着较高的增速。
这无论是对于当下持续不
景气的实体经济，还是未
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
高速增长而言，均是很不
利的。

再以 CPI 增长而言，虽
然今年上半年CPI增速仅为
3.3%，比去年同期大幅降低
2.1个百分点，但是在宏观经
济持续下行之下，实质性的
宽松货币政策已然启动，今
年上半年已分别调低存款
准备金率和利率各2次。持
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预示着
通胀高企可能再度来临，而

这亦表明未来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高增速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亟须
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据报道，延宕 8 年之久的收
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今
年下半年出台，而调整初次
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
改革的重中之重。

希望通过收入分配改
革，未来在政府、企业、居民
三方利益分配中，减缓个人
税费的同时，相对减缓当下
仍 持 高 企 的 企 业 税 费 压
力。在此基础上，也应通过
制度层面的系统创新，大幅
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
如此居民收入“高速增长”
才能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