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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立法中存在诸多规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注册行为的条款。其中，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制代理人或代表人对被代理人、被

代表人商标的恶意抢注行为；第十五条第二款采取了举例加兜底的立法模式，除合同关系、业务往来关系之外，其他代理、代表关

系之外的特定关系，基于该特定关系能够明知特定关系对方的商标存在的，亦属于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制的情形。

但是，在实践中，有些商标抢注人采用设立公司、与亲属朋友等人恶意串通的方式抢注商标，此种情况下，《商标法》第十五条是

否失去了适用的空间？日前，万慧达代理的“健保闪赔健保闪赔”商标无效宣告案入选商标无效宣告案入选2020年商标授权确权十大典型司法案例年商标授权确权十大典型司法案例，笔者希

望该案的代理思路对如何适用《商标法》十五条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案情简介：案情简介：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公司）于2010年起开发“健保通”保险直付理赔系统软件，2011年起使用宣传推广泰
康“健保通”保险直付理赔服务，着力解决保险理赔周期长、理赔手续复杂等问题。泰康公司于2014年8月6日，申请注册第
15105377号“健保通及图”商标（本案引证商标），2016年5月21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36类“保险、健康保险”等服务上。

2015年12月8日，上海健保典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后更名为上海亿保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亿保公司”、第三
人），刘某昊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为股东。2016年3月8日，第三人申请注册第19247020号“健保闪赔”商标（以下简称“争议商
标”），并于2017年7月28日核准注册，指定在第9类“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程序”等商品上。

 

 

https://www.wanhuida.com/team/51/


2018年2月23日，泰康公司以上述第36类上核准注册的“健保通及图”商标作为引证商标，援引《商标法》第三十条、第十三条第三
款、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争议商标提起无效宣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理，

认为泰康公司的无效宣告理由均不成立，维持争议商标注册。泰康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均是关于禁止恶意抢注他人商标的规定。刘某昊曾作为泰康公司分公司
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接触并可能对外业务上使用“健保通”直付系统。鉴于刘某昊与第三人存在的关联关系，争议商标的注册意图
与刘某昊的主观恶意直接相关。……第三人可认定为泰康公司的代理人或代表人，也可认定为第二款规定的关系情形。因此，争议
商标核定使用在“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上，违反了2014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撤销
被诉裁定。【（2019）京73行初5060号行政判决书】

上海亿保公司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均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表明泰康公司于2011年在其公司系统内下发了关于“健保通”直付系统上线并购入使用的通知，
刘某昊当时作为泰康公司的员工，对泰康公司“健保通”直付系统的存在应已知晓，上海亿保公司及其前身以刘某昊为股东或法定代
表人，对泰康保险公司“健保通”直付系统亦应知晓。上海亿保公司基于上述关系知晓泰康保险公司的上海亿保公司基于上述关系知晓泰康保险公司的“健保通健保通”直付系统，应认直付系统，应认

定上述关系构成定上述关系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其他关系其他关系”。本案争议商标由文字“健保闪赔”构成，与泰康保险公司
的“健保通”直付系统的标志“健保通”在文字构成、呼叫上相近，在文字构成、呼叫上相近，  构成近似商标构成近似商标。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程
序”商品与泰康保险公司的“健保通”直付系统均属于或涉及为得到某种结果而可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
令序列，亦属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属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争议商标在“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程序”上的注册己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
十五条第二款所指情形并无不当。故，北京高院驳回上海亿保公司及国知局的上诉，维持原判。【（2020）京行终4862号行政判
决书】

 

案例评述：案例评述：

 

现行《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
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申请人与该他人具有前款规定以外的合

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该他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

根据上述规定，对于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所禁止的商标注册行为，需满足如下要件：1、商标申请人系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授权
以自己的名义抢注商标；或者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具有合同、业务往来或是其他关系明知他人商标存在；2、被抢注商标与被抢注
人的商标属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3、被抢注商标与在先商标相同或近似。

 

1、本案中各方所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件、本案中各方所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件1：第三人与原告构成何种关系以及这种：第三人与原告构成何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关系”所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所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1）针对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争议商标申请人是否与原告泰康公司构成代理人或代表人关系）针对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争议商标申请人是否与原告泰康公司构成代理人或代表人关系



 

抢注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的商标的行为，不仅是《巴黎公约》所明令禁止的行为，也是我国早在199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中就
予以禁止的。2001年，该条款入《商标法》。对于如何界定“代理人或代表人”，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对“代理人或代表人”的内涵予以了丰富。如：上述司法解释中第十五条中第一第一
款将款将“商标代理人、代表人商标代理人、代表人”增加解释包括增加解释包括“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第二款将；第二款将“磋商阶段磋商阶段”纳纳
入到第十五条适用的范围；第三款增加了入到第十五条适用的范围；第三款增加了“可以推定商标注册商标系与代理人或代表人存在恶意串通的可以推定商标注册商标系与代理人或代表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明确规定情形，明确规定

了了“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的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的”亦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所适用审理的范围。亦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所适用审理的范围。

本案中，第三人认为争议商标的商标申请人上海亿保公司与原告泰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代理人或代表人关系。对此，原告提交证据

证明：自然人刘某昊2002年至2011年底，在泰康公司任职，先后担任营业部主管、市场部经理、团险运营部经理等职务。2011年
5月，泰康公司向各分公司下发完备的健保通服务流程文件之后，刘某昊从泰康公司离职。离职后刘某昊仍从事与保险行业有关的
经营。2014年至2015年间，刘某昊作为股东的上海亿保、杭州亿保等诸多第三人的关联公司又与泰康公司多地分公司签订了有
关“医卡通”的服务合同，医卡通的保险直付理赔的方式与“健保通”别无二致。后2015年，第三人将“医卡通”服务更名为“健保通”。因
此，从商标法第十五条的立法本意出发，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本案第三人属于“推定的恶意串通”的泰康公司的
代理人或代表人。一审法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并同时认为本案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形。二审法院考虑

到本案的第三人上海亿保公司与泰康公司之间并非直接的并非直接的代理人或代表人关系，因此，并未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一款对争议商标

予以无效。

 

（（2）针对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第三人与原告泰康公司是否构成）针对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第三人与原告泰康公司是否构成“其他关系其他关系”

 

2013年商标法修订之际，在第十五条第一款的基础上增加了与被抢注商标使用人有密切关系的不得抢注商标的规定。2017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十六条采用了列举式规定，列举了以下情形可以认定为商标法第

十五条第二款中规定的“其他关系”：（一）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二）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一）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二）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

间具有劳动关系；（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申请人营业地址邻近；（四）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就达成代理、代表人间具有劳动关系；（三）商标申请人与在先申请人营业地址邻近；（四）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曾就达成代理、代表人

关系进行过磋商，但未形成代理、代表关系。关系进行过磋商，但未形成代理、代表关系。

201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指南》（2019年）对商标法第十五条二款中“其他关系”的情形
做出了适当的扩大，界定为“能够知道他人商标且应予主动避让的关系”。《审理指南》第12.7条规定：“争议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
人存在代理、代表关系以外的，能够知道他人商标且应予主动避让的关系，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能够知道他人商标且应予主动避让的关系，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 ‘其他关系其他关系 ’的的
情形。情形。 ”本案中，北京高院采信了关于刘某昊在泰康公司任职的证据，并考虑刘某昊系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虽然，本案中
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也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其他关系”，但属于北高审理指南中“能够知道他人商标且应予主动避让能够知道他人商标且应予主动避让

的关系的关系”。因此，北京高院没有拘泥于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存在某种直接关系，将商标申请人与在先商标使用人之间的关
系界定为《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其他关系”，是对北高审理指南中关于“其他关系”规定的司法实践，有效规制了恶意
抢注行为。

 

2、对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的适用要件、对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的适用要件2，关于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两者的指定商品或服务是否属于相同或类似商品，关于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两者的指定商品或服务是否属于相同或类似商品 /服务，北服务，北

京高院的认定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京高院的认定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人和国知局均认为两者分属于不同分类表，且第9类“计算机软件”商品与第36类保险服务并不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无法适用
商标法第十五条予以无效争议商标。

原告认为在认定通过应用软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是否构成相同或者类似，应结合应用软



件具体提供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综合进行确定。法院在审理“互联网+服务”类型的商标侵权案件中如曹操专车
案、农管家等案件中所传达的审判原理也是如此。

北京高院结合泰康保险公司“健保通”直付理赔系统需要借助计算机软件使用的特点，认为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已录制的计算机操作
程序”商品与泰康保险公司的“健保通”直付系统均属于或涉及为得到某种结果而可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
指令序列，亦属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