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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详解商标法修改三大看点，将完善商标注册异议制度

商标侵权赔偿最高拟提至百万元
据新华社电 正在昆明

举 行 的“2012 中 国 商 标 年
会”上，国务院法制办教科
文卫司司长张建华阐述了
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商标法
修改的主要内容。

张建华说，商标法自颁
布实施以来已进行过两次修
改。针对当前社会反映比较
突出的三类问题，商标法修
改均给予积极回应：一是进
一步方便申请人注册，二是
进一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商
标侵权的处罚力度。

看点1
进一步限定异议主体

据张建华介绍，商标法第
三次修改有望从以下四个方面
进一步方便商标申请人注册：

一是增加可注册商标要
素。这次商标法修改，有望
使声音、单一颜色等获准注册
成为商标并得到法律保护。

二是明确“一标多类”的
申请方式。修改后的商标法
有望允许申请人以一份申请
书就多个类别的商品申请注
册同一商标。

三是增加审查意见书制
度。修改后的商标法有望以
审查意见书的方式允许申请
对文件资料瑕疵加以修正，
从而避免多次申请。

四是完善商标注册异议
制度。修改后的商标法有望
进一步限定提出异议的主体
和理由，即不是任何人以任
何理由均可提出异议。

看点2
扼制恶意抢注等行为

据张建华介绍，商标法

第三次修改有望专门增加有
针对性的规制条款，禁止恶
意抢注已在先取得并使用的
商标。

驰名商标制度是对易被
假冒侵权的商标的一种保
护，在认定上一直坚持“个案
认定、被动保护”的原则。然
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和企业
有意通过宣传将驰名商标赋
予特定含义，使之与“著名商
标”“大品牌”“优质产品”等
同起来。

据张建华介绍，商标法
第三次修改有望进一步明确

“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原
则，如禁止在广告宣传中使
用“驰名商标”等。

此外，针对近年来“傍名
牌”现象屡禁不止的问题，
商标法第三次修改有望禁
止将注册商标用作企业名
称字号等。

看点3
重复侵权将从重处罚

据张建华介绍，商标法
第三次修订有望从以下四个
方面，加大对商标侵权的处

罚力度：
一是增加应承担法律责

任的侵权种类。如未经许可
将他人商标作为企业字号或
商品名称、帮助他人实施商
标侵权等，有望被纳入商标
侵权行为。

二是提高法定侵权赔偿
数额。侵权行为的赔偿上限有
望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

三是加大对重复侵权的
处罚力度。如对实施两次以
上商标侵权的，予以从重处罚。

四是减轻被侵权人的举
证负担。

去年义务教育随迁子女超1260万人
比2010年增加93万人；去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由“增”变“减”

去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总1260.97万人

小学就读

932.74万人

初中就读

328.23万人

去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

总2200.32万人

小学就读

1436.81万人

初中就读

763.5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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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子女平等受教需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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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郭少峰）
依 照 教 育 部 日 前 公 布 的

《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2011 年全国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
城 务 工 人 员 随 迁 子 女 共
1260.97 万 人 ，这 较 之 于
2010年增加了93.79万。

我国连续两年统
计随迁子女人数

公报显示，我国义务教
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
人 员 随 迁 子 女 在 小 学 就
读 932.74 万人，在初中就
读 328.23 万人。这是我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连续第二年专门统计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人数。

2011 年义务教育在校
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总量较之于 2010 年增加
93.80 万，增幅为 8.03%，其
增长量和增幅均低于 2010
年。同时，在校生中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小学在
读人数增长量、增幅以及初

中在读人数和增幅均低于
2010年。

对比而言，2011 年义
务 教 育 在 校 生 中 进 城 务
工 人 员 随 迁 子 女 的 小 学
在 读 人 数 比 2010 年 增 加
了 68.44 万 ，初 中 在 读 人
数 则 较 2010 年 增 加 了
25.35 万。

去年义务教育阶
段留守儿童超2200万

依照教育部公布的数
据，2011 年义务教育阶段
在校生中的农村留守儿童
共 2200.32 万人。其中在
小学就读 1436.81 万人，在
初 中 就 读 763.51 万 人 。
这一数据较之于 2010 年，
总数减少了 71.19万人，减
少3.1%。

而在 2010 年全国义务
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
守儿童共 2271.51 万人，比
2009 年 增 加 47.27 万 人 。
其中在小学就读的农村留
守儿童 1461.79 万人，在初
中 就 读 的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809.72万人。

新京报：近日，中央提出
各地要在年底前提出解决

“随迁子女”异地升学的办
法，这会不会进一步扩大

“随迁子女”的规模？
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我认为会
扩大，北上广会适度地增
长。上海等大城市要在放
开了义务教育阶段门槛的
情况下，现在也要放开高中
阶段教育的门槛了。

当然，现实中父母的流
动还是因为哪里挣钱到哪
里去，然后带着孩子出来
了。现实中即便放开，山东
青岛人也不一定乐意到外
地读书，这里经济发展比较
好。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
得解决人与人之间权利和
机会的平等，这样才能彻底
缓解大城市的压力。

新京报：“随迁子女”规
模的扩大，城市是否做好了
接纳的准备，尤其是高中阶

段教育方面？
储朝晖：准备还是不够

充分。在义务教育阶段已
经实行“流入地为主”，这样
的政策出台这么些年了，但
仍 有 一 些 地 方 做 得 并 不
好。这样“随迁子女”升学
办法出来后，城市接纳随迁
子女的高中阶段教育估计
至少得五年。

新京报：现 在 虽 然 提
出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后升学办法的解决方案，
但各地落实的前景会不会
乐观呢？

储朝晖：当然首先得肯
定这跨了一个槛，原来当地
政府可以说随迁子女不能
在当地参加高考。现在不
能轻易说“不能”了。但当
地政府接受多少，多大范围
地接受，还是一个问题。要
让所有的随迁子女都平等
地获得机会还需要有一个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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