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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茅台申请的
“国酒茅台”商标通过了商
标局初步审查，进入公示
期，三个月无异议的话即可
生效。新京报记者采访发
现，多家白酒企业对茅台申
请国字头商标持反对态度。
专家认为商标能否生效，仍
不可预知。

国字头商标申请十余年

记者昨天在国家工商总
局商标局网站上，输入“国
酒”二字查询，显示出有数
十个商标申请，有“国酒”、

“国酒茅台”、“国酒 1 号”、
“国酒之父”等，但点击这些
带国字头的商标显示，除了
少数还未审查外，大多数都
被商标局“驳回”或“该商标
已无效”，只有“国酒茅台”
在2012年6月的申请通过了
初审，公告日期从今年 7 月
20 日开始，三个月无异议的
话即可生效。

资料显示，早在2001年9
月 13 日，贵州茅台就开始申
请“国酒茅台”商标，之前9次
申请均无果而终，此次为第
10次申请，系首次通过初审。

在中国白酒行业，另外几
大酒业集团对国字头商标也
一直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些
竞争对手对于阻止茅台“国
酒”的注册起到了不小作用。

据媒体报道，自从贵州
茅台提出注册“国酒茅台”
商标以来，多家知名白酒企
业都已明确表示反对。

昨日，五粮液内部人士
李先生表示，不了解“国酒茅

台”初审成功的背景。他认
为，茅台申请“国酒茅台”不
符合一些法规。

对于此事，记者昨日致
电茅台酒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杜光义，其表示无法对此事
做回应，一切以商标局的公
示为准。至于在三个月的公
告期内，会不会出现什么变
化，他说不方便表态，静等
最后的结果。

商标局尚未明确解释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曾
在 2010 年 7 月发布了一份

《含“中国”及首字为“国”字
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其
中明确了对首字为“国”字
商标的审查审理标准。

该标准里专门规定，对
“国+商标指定商品名称”作
为商标申请，或商标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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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还规定，对带“国”
字头但不是“国+商标指定
商品名称”组合的申请商
标，应区别对待。使用在指
定商品上直接表示了商品质
量特点或者具有欺骗性，甚
至有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或者容易产生政治上不
良影响的，应予驳回。

此次“国酒茅台”商标申
请为何没有被驳回，记者昨
天联系国家商标局未果，尚
未得到解释。
新京报记者 李媛 廖爱玲

“国酒茅台”商标首次通过初审
进入3个月公示期；之前竞争对手一直反对，专家称此次能否过关尚不可预知

去年12月17日，在武汉举行的第20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茅台展区打出“国酒茅台”的招牌。 图/CFP

北京商标专家、百世福
达时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浩分析认为，商
标局的《含“中国”及首字为

“国”字商标的审查审理标
准》，主要驳回的是“国+商标
指定商品名称”，比如说“国

酒”，这两个字显然缺乏显著
性，但加上另一个消费者已
经非常熟悉的“茅台”，组合
成4个字，通过长期的使用，
已为消费者广为熟知，相对来
说不会让人产生误会。而且，
我国《商标法》第11条里就规定

“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的例
外”，茅台正好能适用这一条。

至于茅台是否能最终
获得这一商标，王浩表示，
一般来说，这种商标申请往
往引起的商标争议很大，如
果其他企业提出异议，尚不

可预知。现在茅台是中国
最高档次的酒，但不能保证
将来其品质和市场地位是
否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可
预测，如果引起其他同行业
的异议反对，也是可能的。

（廖爱玲）

■ 分析 “能否成功不可预知”

“洋奶粉”一年来四度涨价
最高上浮达20%，从“半年一涨”变为“一季度一涨”

据新华社电 包括多美
滋、美赞臣在内的多个洋奶
粉品牌近期再度提高售价，
配方微调或换个包装后，最
高上浮达 20%。这是部分洋
奶粉一年来第四度调涨。仅
过去一年间，部分洋奶粉价

格“你方涨罢我登场”，价格
一路走高。惠氏、雅培、美赞
臣、雀巢等都跻身其中。

今年以来，洋奶粉轮番
涨价的频度越来越高。从过
去的“半年一涨”，正在变为

“一季度一涨”，涨幅也从一般

的10%向20%甚至更高跃进。
记者近日走访上海多家

超市和母婴店发现，多美滋
的“金盾”系列奶粉已经下
架，被升级版的“优阶”系列
取代。销售人员证实此次因

“系列更换”而调涨的幅度在

10%左右。
客服人员说，公司在中

国市场新推出的“优阶”系列
婴幼儿奶粉，在配方上对“金
盾”系列进行了分阶段强化
营养。更换新包装和原料价
格上涨也是涨价理由。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曹明是指出，洋奶粉“想
涨就涨”的“底气”其实源于其
对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的掌
控。目前国内八成的高端奶
粉市场被外资品牌占领，国产
奶粉近年来份额相对萎缩。

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
陈三有等指出，要想改写洋
品牌受宠、国产品牌备受冷
落的局面，中国的乳制品企
业自身应潜下心来重建消费
者信心体系，向国人证明自
己产品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