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保护服务商标若干问题的意见 
 （商标[1999]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有效执行《商标法》，切实保护服务商标专用权，现就服务商标保护的若干

问题明确如下意 见： 
  一、服务商标是指提供服务 的经营者，为将自己提供的服务与他人提供的服

务相区别而使用的标志。 
  服务商标由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构成。 
  二、《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关于商品商标侵权行为的 有关规定同

样适用于服务商标；判断商品类似和商品商标近似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服务和服务商

标。 
  三、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关，或者存在着特定联

系的服务。 
   近似服务商标是指在文字的发音、字形、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文

字与图形的整体结构上，与注册商标相比较，易使消费者对服务来源产生误认的服

务商 标。 
  四、服务行为与提供该服务 所使用的商品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的，该服务与

为提供该服务所使用的商品视为类似。 
  五、下列行为，属于服务商标侵权行为： 
  （一）在相同或者类似服务上，擅自使用与 他人服务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服

务商标的； 
  （二）在相同或者类似服务上，擅自将与他人服务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

为服务名称使用，并足以造成 误认的；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服务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他人服务

商标标识的； 
  上述行为主要是指伪造、擅自制造或 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该服务行业所

使用的、带有他人服务商标标识的物品（如餐饮业的餐具等）； 
  （四）利用广告、宣传媒介或者其他引导消费的 手段，擅自使用与他人服务

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服务商标，并足以造成误认的； 
  （五）故意为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提供场所、工具、辅助设备、服务人 员、

介绍客户（消费者）等便利条件的；或者为侵权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带

有服务商标标识的物品等便利条件的。 
  六、《商标法》第３８条（１）至（３）项以及《商标法实施细 则》第４１

条未予明确的给他人商标专用权造成损害的行为，属于《商标法》第３８条第

（４）项所述的商标侵权行为。 
  给他人服务商标专用权造成的 损害包括损害的可能性。 
  七、在 下列情形中使用服务商标，视为服务商标的使用： 
  （一）服务场所； 
  （二）服务招牌； 



  （三）服务工具； 
   （四）带有服务商标的名片、明信片、赠品等服务用品； 
  （五）带有服务商标的账册、发票合同等商业交易文书； 
  （六）广告及其他宣传 用品； 
  （七）为提供服务所使用的其他物品； 
  他人正常使用服务行业惯用的标志，以及以正常方式使用商号（字号）、姓

名、地名、服务 场所名称，表示服务特点，对服务事项进行说明等，不构成侵犯

服务商标专用权行为，但具有明显不正当竞争意图的除外。 
  八、侵犯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服务商标的行为，以及两次以上 侵犯他人服

务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视为应予从重处理的情节。 
   九、服务商标侵权的非法经营额主要是指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产

生的经营额。一般情况下，擅自使用与他人服务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的商标从事服

务行为所产生的金额均为非法经营额。 
  仅有广告行为，没有履行服务的，以广告费用计算非法经营额；仅有提供服务

行为的票据而未 发现相应已履行服务的证据的，以票据数额计算其非法经营额。 
  十、计算非法经营额的证据包括： 
  （一）合同； 
  （二）会计账簿； 
   （三）发票； 
  （四）广告宣传； 
  （五）其他证据。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商标局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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