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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 9 月 16 日的来文中，大韩民国代表团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国际局转送了

本文件附件中所载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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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提案 

背 景 

由于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显著地位，以及受“韩流”文化的影响，亚洲公司

摹仿韩国企业文化及品牌的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最明显的是，某些国家的公司抄袭摹仿韩国企业驰

名商标的案例正在迅速增加，这使得试图进入上述市场的韩国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然而，因为各国的商标制度是建立在本国商标法基础上的，所以案件的审查、审理和诉讼实践

因国而异，而且在一些国家，由于过去对商标权的无理滥用（这是受社会抵触的），公众尚未对何为

商标的正当使用形成共识。这导致企业的驰名商标在国外被抢先使用，而这又往往意味着合法的外国

商标持有人在这些国家的专利局和法院得不到适当的保护。 

韩国与其邻国语言不同，商业和贸易模式更是不同。因此有时很难说服外国商标审查员某个标

志是韩国的著名商标。在审查和审理程序中尤其难以证明某一商标实际上是韩国的驰名商标。因此，

亟需确定在海外保护韩国驰名商标的措施。 

因为著名商标保护的相关国际规范，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世贸组织《TRIPS 协定》和

产权组织标准等，未能达到必要的保护水平，所以韩国企业的驰名商标仍面临被侵权的风险。 

因此，我们建议产权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驰名商标的保护现状进行事实调查，并根据

调查结果制定在全球范围内更有力、更严格的商标保护方案。 

现行国际条约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规定 

首先，我们应仔细审查现行的国际条约中与保护驰名商标有关的规定，以明确现有的保护水

平，并提出必要的改进措施。 

A.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第一部保护驰名商标的国际条约是于 1884 年生效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第 6 条

之二题为[商标：驰名商标]，规定如下： 

《巴黎公约》第 6条之二： 

（1） 本联盟各国承诺，如本国法律允许，应依职权，或依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商标注册国或

使用国主管机关认为在该国已经驰名，属于有权享受本公约利益的人所有、并且用于相同或类

似商品的商标构成复制、仿制或翻译，易于产生混淆的商标，拒绝或撤销注册，并禁止使用。

这些规定，在商标的主要部分构成对上述驰名商标的复制或仿制，易于产生混淆时，也应

适用。 

（2） 自注册之日起至少五年的期间内，应允许提出撤销这种商标的请求。本联盟各国可以规定

一个期间，在这期间内必须提出禁止使用的请求。 

（3） 对于依恶意取得注册或使用的商标提出撤销注册或禁止使用的请求，不应规定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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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 

世贸组织《TRIPS 协定》第 16 条第（2）款和第 16 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驰名商标是否被用

于与商标注册的商品服务不类似的商品服务时，《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二应适用商标保护服务。因

此，《巴黎公约》第 6条之二比照适用于服务业商标。 

《TRIPS 协定》第 16 条第（2）款：《巴黎公约》（1967）第 6 条之二应比照适用于服务。在确

定某商标是否驰名时，成员们应考虑到相关方面的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包括该商标因宣传而

在该有关成员内获得的知晓。 

《TRIPS 协定》第 16 条第（3）款：《巴黎公约》（1967）第 6 条之二应比照适用于与已注册商

标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该商标在这些商品或服务上的使用会表示这些商

品或服务与注册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着联系，且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因此种使用而受到

损害。 

世贸组织《TRIPS 协定》第 16 条第（2）款还提到了如何确定商标是否驰名，由于《巴黎公约》

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定，该问题一直是国家间贸易争端的一个根源。发展中国家声称，由于保护驰名

商标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及维护本国流通秩序，因此必须在本国内有知名度才能被认可为所谓的驰名

商标；而发达国家坚持认为，由于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和跨国交流的增加推动全球化，因国际广告和

推广活动而在其他国家知名的商标也应在这些国家被视为驰名商标。尽管世贸组织《TRIPS 协定》第

16 条第（2）款的规定有些模棱两可，但通常被理解为更倾向于上段中后者的立场，这也就意味着，

一个商标如果在某个国家知名，即使尚未在该国使用，也可在该国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 

如上所述，《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二适用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而世贸组织《TRIPS 协定》将规

定适用于与注册商标的产品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 

C. 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规定的联合建议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联合建议》规定，在确定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

时，主管机关必须考虑以下相关信息的具体情况（第 2条第（1）款（b项））： 

1. 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了解或认识程度； 

2. 该商标的任何使用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3. 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包括在交易会或展览会上对使用该

商标的商品和/或服务所作的广告或公告及介绍； 

4. 该商标的任何注册和/或任何注册申请的期限和地理范围，以反映使用或认识该商标的

程度； 

5. 成功实施该商标权的记录，尤其是该商标由主管机关认定为驰名商标的范围； 

6. 与该商标相关的价值。 

                                                
1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大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大会于 1999 年 9 月 20 日至 29 日第三十四届会议

上通过的《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规定的联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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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建议》指出，成员国不得以下列条件作为确定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的条件： 

(i) 该商标已在该成员国中使用，或该商标已在该成员国或就该成员国进行注册或提出注册

申请； 

(ii) 该商标在除该成员国以外的任何管辖范围驰名，或该商标已在除该成员国以外的任何管辖

范围或就除该成员国以外的任何管辖范围进行注册或提出注册申请；或 

(iii) 该商标为该成员国中的全体公众所熟知。（第二条第（1）款（b项）） 

联合建议第 2条明确规定，如果一个成员国内的驰名商标在另一成员国内驰名，并且该事实为另

一成员国所知晓，即使相关驰名商标尚未在有关成员国使用或注册，或者提交注册申请，也可以在该

另一成员国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 

驰名商标保护有关的国际规则 

说 明 

《巴黎公

约》第六条

之二 

（1884） 

世贸组织《TRIPS协定》
*
 

第 16条第（2）款和第（3）

款 

（1995） 

产权组织 

《联合建议》
*
 

（1999） 

产品是否类似  类似商品 

 类似商品 

 非类似商品：注册+联系/

损害利益 

 类似商品 

 非类似商品：联系/损害

利益等 

驰名商标是否注册  不要求 
 类似商品：不要求 

 非类似商品：要求 

 类似商品：不要求 

 非类似商品：不要求 

保护范围 
 混淆可能

性 

 类似商品：可能混淆 

 非类似商品：联系/损害利

益 

 类似商品：模糊 

 非类似商品 

① 联系/损害利益 

② 削弱或淡化显著性 

③ 滥用显著性 

驰名商标范围 

 在相关国

家驰名的商

标 

 为相关领域的公众所熟知

的商标 

 为相关领域的公众所熟知

的商标 

* 通过《TRIPS 协定》在非类似商品上受保护的必须是已注册的驰名商标。 

** 《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联合建议》规定了相对较高的保护水平，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大韩民国的保护规定 

韩国通过《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对驰名商标提供相对较高水平的

保护。 

A. 商标法 

《商标法》第 34.1.13条：仅在国外驰名的商标也应受保护。即使是使用在非类似商品上的未注

册商标也应受保护（条件是能证明非法目的）。 

《商标法》第 34.1.11条：即使不存在误导或混淆的可能性，韩国的驰名商标也应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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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 

《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规定，禁止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冲突的商标，具体如下：

上述规定中 2.1（a）和（b）是禁止使用可能导致与他人驰名商标、商品或其他商业来源混淆的商标

的传统规定。2.1（c）规定，禁止可能“淡化”驰名商标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关于加强对驰名商标保护的具体建议 

-（目的）鉴于在一些国家被抢先使用的外国驰名商标越来越多，建议在产权组织的层面对成员国在保

护国际驰名商标方面的现行做法进行调查，并提出改进办法。 

-（措施）对海外驰名商标在产权组织成员国受保护情况进行事实调查，并在产权组织层面提出解决办

法（包括推广一部单独的国际条约） 

- 行动计划 

-（第一阶段）在产权组织 SCT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提出问题（2019 年 11月）。 

-（第二阶段）在产权组织层面上对成员国保护国外驰名商标的情况进行事实调查（2020 年）。 

-（第三阶段）讨论包括订立新的国际条约在内的驰名商标保护办法。 

- （预期成果）因产权组织将帮助保护和推广有价值品牌，并为提升成员国利益作出贡献，成员国将

可以防止本国驰名商标在国外被盗用，减少企业进入外国的损失。 

 

[附件和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