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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是一个正义战胜
邪恶的标志性日子。然而，诚如习近平主席
所指出的，“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
依然在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
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依然
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
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依然在挑战
人类良知。”

日本国内否定当年侵略战争的逆流由
来已久。作为日本右翼史观的集大成者，由
105 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
将各种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结集出版，书名
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该书将日本右翼
的种种奇谈怪论概括为三个基本观点：日本
的对外扩张旨在“维护正当权益”；中日战争
的爆发缘于“中国责任”；日本进行的是“道
义战争”。正是在这三个基本观点的支持
下，形形色色的翻案论调才得以演绎和发
挥，对华侵略的历史才被粉饰和歪曲。

回顾往事是痛苦的，然而，日本右翼颠
倒是非，极尽侮辱中国人民之能事，一而再、
再而三地揭开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创伤，迫
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再次起而抗争，以便还历
史一个清白，给世界一个公道。

一、损人利己的“正当权益”论

综观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不断
向中国掠取“权益”的历史。对此，日本右翼一
概视为“正当”，并以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为例，声称日本的权益要求，概因日本国土和
资源贫乏，需要生存空间。稍微懂得日本扩张
史的人都知道，上述言论并不新鲜，几乎贯穿
于当年日本对外扩张的全过程。当日本羽翼
初丰时，朝鲜被其视为赖以生存的必争之地；
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满蒙”被视为
日本存亡绝续的“生命线”；当日本染指华北
时，华北又成了日本须臾不可或缺的“特殊地
带”⋯⋯直到发动太平洋战争，占据整个东南
亚时，日本口中念叨的仍是生存的基本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鲸吞的地区几乎是几何
级数地翻倍扩大，但为之辩护的理由却始终
如一：日本的生存需要。这不能不使人疑惑地
问一问：日本的生存所需何日何地才是尽头？

日本右翼声称，“二十一条”要求不过是
想巩固既得权益，并非要求什么新的权益。
实际上，衡量“二十一条”以及日本对华提出
的其他要求是否正当，标准不在于这些要求
的“新”或“旧”。日本右翼所说的“既得权
益”无非是指近代以来，日本追随西方列强，
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从中国攫取的诸
多权益，其不平等性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一
种既得权益本身就是侵略的产物，企图巩固
它的要求又何谈其正当呢？

至于“二十一条”并非要求什么新权益，
更是日本右翼的信口雌黄。在日本侵华过程
中，“二十一条”之所以声名狼藉，皆因其是
巧取豪夺的经典，表现出日本在扩大对华权
益上的极度贪婪。翻翻“二十一条”的条款就
会发现，日本索取权益的方法大致分为以下
几种：第一种是以“既得权益”为依托，将其
进一步发展扩大，赋予其新的内容。例如，日
本提出要将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
由 25 年延长为 99 年。试问，这 74 年时间差
是“既得权益”呢，还是新的索取？第二种索
取方法则与“既得权益”根本不搭界，纯属巧
立名目的新掠夺，比如山东权益问题。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表示愿将胶州湾租

借地等山东权益归还中国。岂料，日本借对
德宣战之机出兵山东，随即在“二十一条”中
强行索要与其“既得权益”毫无关系的山东
权益。第三种是在扩大旧权益，攫取新权益
之外，采取“跑马占地”的伎俩，要求为日本
今后进一步扩大权益预留席位。日本在“二
十一条”中提出：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
一概不能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事关“满蒙”地
区的铁路建设，无论是中国借款自建或是允
准他国修建，均需事先征求日本同意；中国
在福建地区筹办铁路、矿山及港口等，需要
对外借款时，必须首先与日本协商；未经日
本同意，中国不得将汉冶萍各矿及周围矿山
对外开放⋯⋯此类非经日本同意，就不得如
何如何的规定，在“二十一条”中竟有七八条
之多。“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用这句话
来形容日本的贪婪，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二十一条”是日本对华扩张的一个里程
碑，但绝不是日本对华侵略的起点，更不是对
华侵略的全部。从甲午战争到日本投降，类似

“二十一条”性质的大大小小的对华“交涉”何
止千百，其中没有一次不包含着日本对新权
益的追求。唯其如此，日本的在华权益方能一
步步由中国的沿海沿边，推进到内陆腹地，方
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膨胀为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文化等等无所不包的庞大权益体
系。事实上，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所有日本
对华权益要求，一概都是以牺牲中国权益为
前提的。日本得到的，就是中国丧失的，日本
得到的愈多，中国的损失就愈惨重。这种将本
国的利益建立在别国痛苦之上的行为，哪里
有一丝一毫的正当性可言。

二、颠倒黑白的“中国责任”说

日本右翼为侵华战争翻案的又一个论
点是“中国责任”。他们指责说：中国的赤化
和北伐直接威胁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的
抗日排日激化了中日矛盾；中国试图不通过
合法的谈判方式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等
等。一句话，中国应对两国交恶和战争负全
责。三言两语之下，受害者竟成了罪魁祸
首，而加害者却被洗刷得清清白白。事实胜
于雄辩，还是让历史来说话吧。

首先，看看“赤化问题”。中国共产党成
立于 1921 年，在此之前，中国不存在“赤化”
问题，但日本仍然侵占了台湾，踏上了“满
洲”，夺取了山东权益，提出了“二十一条”要
求，并榨取了诸多对华权益。可见，以中国

“赤化”为由开脱侵华罪责的说法至少在
1921 年以前是无法成立的。1921 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后，其力量曾几度因反动势力的
血腥镇压而陷入极度低迷的状况，但这并未
减缓日本的侵华步伐，也未妨碍日本将其侵
略锋芒指向那些坚决反共的政权。国民党南
京政府成立后，奉行彻底的反共政策，但日
本仍然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武力阻
止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坐镇
北京时期，冲击苏联领事馆，捕杀中共领袖
李大钊，反对“赤化”的立场不可谓不坚定，
而日本为侵吞“满洲”，照样将其炸死在皇姑
屯。对日本来说，不管是满清王朝、北洋军
阀，还是国民党政府，无论他们与“赤化”是
否沾边，中国都无法避免成为日本扩张的对
象。所谓“赤化”问题，不过是日本大大小小
的侵略借口中的一个，即便没有这个借口，
日本也会炮制出其他五花八门的借口。

其次，日本右翼推卸战争罪责的又一说
法是“中国抗日排日”。不错，自鸦片战争起，

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连绵不绝，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的比重越来越大，及
至八年全国抗战，抗日成为中国人民全力以
赴的重中之重。然而，中国的抗日绝不是无事
生非，而是源于日本的侵华。近代以前中国为
什么不抗日，因为日本尚蛰伏在自己的列岛
上。中国的抗日始于甲午战争，皆因日本夺台
湾，占澎湖，割辽东，迫订《马关条约》，向中国
开了刀。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扩大，中国抗日
浪潮亦不断高涨，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如
果日本不侵华，何来中国抗日？一部中日两国
对立的历史，就是日本肆虐在前，中国反抗在
后的历史。如此清晰的因果关系，日本右翼却
有意混淆，这已经不是缺乏历史常识所能解
释的了，只能理解为心怀叵测。

再次，关于外交谈判问题。日本右翼声
称，中国不遵循外交谈判渠道解决两国矛盾
的行为，是造成中日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
因。既然提到外交谈判问题，并将其上升到
战争责任归属的高度去认识，那么，我们不
妨看看是谁在破坏“游戏规则”。

随便打开一本日本出版的外交史著作，
其中关于“双重外交”的内容比比皆是。所谓

“双重外交”，指的就是日本军队在对外交往
中扮演的霸王角色。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
就是一部日本对华恫吓、欺诈乃至兵戎相向
的历史。在中日交涉中，中国一度抱着公理
战胜强权的侥幸，近乎屈辱地希冀通过外交
谈判来改善自己国家的悲惨处境。但结果是
屡谈屡败、愈谈愈糟。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
日本执意将中国排斥于山东问题的讨论之
外，似乎山东问题与中国无关，继而又以拒
绝在和约上签字为要挟，迫使和会承认由日
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8 年，南京国
民政府期望用谈判的方式修改不平等条约，
收回列强攫取的各项主权。岂料想，中国的
外交努力刚刚展开，日本即展开强力狙击，
甚至用武力鲸吞了整个东北，将中国经由外
交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期望化为泡影。面
对日本的霸道行径，中国期望国联来约束日
本的侵略，将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
况。但是日本置中国的外交努力和国际社会
斡旋于不顾，悍然成立伪“满洲国”，并干脆
宣布退出国联，明白表示了拒绝以和平方式
解决问题的立场。“谈判”不止于此：淞沪停
战谈判，把中国在上海的驻军权给“谈”掉
了；《塘沽协定》谈判，冀东被“谈”成了“非武
装地区”；《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谈判，南京
国民政府的势力被“谈”出了冀察，华北被

“谈”成了“特殊地带”。谈来谈去，日本的权
益与日俱增，中国的主权日趋萎缩。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还要为中国指出一
条经由谈判收回国权的“光明大道”，真是虚
伪到了极点。

三、混淆是非的“道义战争”观

“日本在日中战争中到底寻求什么？不
是占有中国的国土，不是要统治中国⋯⋯日
本最大的愿望是建设一个安定统一的中
国。”日本右翼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中自问自答，将当年的那场侵略战争描绘为
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道义战争”。

首先看看日本是如何对待中国统一的。
1928年，蒋介石南京政府为统一北方开始二
次北伐，执意阻挠中国统一的日本出兵山东，
横亘在国民党军的推进道路上，制造了“济南
惨案”。当国民党军绕道北上平津地区时，恼
怒的日本政府双管齐下，一面警告南京：“如

其祸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
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一面威胁张
学良：“如不听劝告，与暴戾的南方妥协，为维
护我既得权益，将不得不采取必要行动”。此
后两年多一点，日本就将东北强行肢解出去。
此后，日本又大搞“华北分离运动”，将南京政
府在华北的主权削弱到名存实亡的地步。这
就是日本所希望的中国统一？

其次再看看日本是否真的希望中国安
定。毋庸讳言，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始终处
于动乱之中，内忧外患是两个基本原因，而恰
恰在这两个方面日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年中国最大的内乱是连年的军阀混战，表
面上看这是中国人自己在争斗，可各派军阀
背后都有日本军事顾问在发挥作用。1922年
7月 27日，日本内阁的一份文件曾就其军事
顾问的作用做了如下概述：“列籍我参谋本部
的现役军人⋯⋯到处担任军事顾问。这些顾
问与驻在中国各地的我参谋本部的特务机关
进行联系，与内地参谋本部、陆军省遥相呼
应”，“中国是个政变无常的国家，⋯⋯每次政
变之时，必有我顾问活跃其间”。中国人民忘
不了这些顾问的大名，不是由于他们有功于
中国的“安定”，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内乱中
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内忧而言，外患
对中国安定的危害尤其剧烈，来自东邻日本
的侵略成了最大的外患。从甲午战争开始，日
本侵华行动的间隔越来越短、密度越来越大，
各种“事变”接踵而至，中国在日本一浪接一
浪的侵略波涛中剧烈动荡。

为了维护“道义战争”的论点，日本右翼
竭力否定侵华战争中的种种暴行。然而，恰
恰是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兽行对“道义战争”
作了最直观的注释。1925 年，为了限制战争
中的野蛮行为，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禁
止使用生化武器协定。日本一面假惺惺地在
协定上签字画押，一面加紧生化武器的研
制。自 1933 年开始，日本先后在中国的哈尔
滨、北平、南京、广州组建细菌战部队，并将
细菌战推向中国战场的各个地区。与对华细
菌战齐名的是对华化学战，后者的实施在时
间、空间及次数上都较前者更甚。至今仍遗
留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化学武器，即是日本当
年在华实施化学战的铁证。据战后不久美军
调查组的初步统计，1937年至1945年期间，
日本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次数为1312次。近
年来，随着相关调查研究的进展，这个保守
的数字也一再被突破。除了令人发指的细菌
战和化学战，日军的大规模屠杀更是侵华战
争中的一种常态。虽然日军从事细菌战、化
学战和大屠杀的罪证在日本战败时被大量
销毁，真相已无法全部还原，但目前掌握的
冰山一角，已足以显示日本侵略军是何等暴
虐和野蛮，充分证明当年东京审判所定的

“反人道罪”是何等恰如其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民的创伤尚

未愈合，日本右翼的挑衅却愈演愈烈。中国人
民从来不想挑起争斗，但也绝不缺乏抗争的
勇气。如果日本右翼坚持要给那场战争戴上
一顶“道义”的桂冠，那么，他们就是在向中国
人民发出新的挑战。习近平主席代表全体中
国人民指出：“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
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
许历史悲剧重演！”（作者单位：军事科学

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

历史事实不容歪曲 侵略罪责岂能脱逃
贺新城

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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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湖 南 省 株 洲
市，云田村虽是乡村，
却无禾苗庄稼；名为
云田，却不见稻田阡
陌。有的只是各式各
样的苗木，铺展成满
眼的绿。平整的水泥
路在绿海中蜿蜒，路
面不见丁点垃圾，农
居嵌在绿荫里。

云田村人均耕地
只有八分，地势高、缺
水 ，粮 食 产 量 低 ，曾
经非常贫困。城市化
进程加快带来的绿化
园林需求，为云田村
提供了发展契机。上
世纪 90 年代初，通过
大户示范带动，当地
政府引导农民种植花
木，银行为种植花木
的每户提供 1 万元无
息贷款。经过 20 多
年发展，云田从种植
低端苗木，发展到高
端园艺，所产花木不
但满足株洲及周边城市绿化的需求，还卖到广
东、浙江等地。

村民易永强家以前也只种田，仅够养家糊
口。20 多年前他开始种植花木，自己家的地全
种了还不够，另租了 20 亩地，还成立了苗圃公
司，先后买了两台小车。儿子易超跟着父亲学苗
木种植、经营。许多外地客户通过网络联系业
务，父亲不懂电脑，儿子帮忙操作，在网上发信
息，给客户发邮件、报价，担当父亲的“电子商
务”助理。易超的目标是自己建个网站，把家乡
的苗木销得更远。

在村民易仕林的花卉种植基地，宽敞明亮
的花卉大棚一个挨着一个。走进大棚，一排排
钢架上，数万盆红掌开得正艳。棚顶的自动喷
淋系统每隔几秒钟就喷下淡淡的水雾，给花海
笼罩一层薄薄轻纱。“他在外县还有 3000 亩基
地，产值已达上亿元。发家致富不忘回报家乡，
这些年，易仕林至少捐了 120 万元支持村里的
公益事业。”村党委副书记游铁钢介绍说。

据介绍，现在的云田村，村民年人均收入达
2 万多元。家家有汽车，个个是老板。村里的
土地几乎全栽上了苗木，许多村民在外面租地
发展种植基地，还带动了其他乡村发展。“以前，
别人说云田是三句话：水是黄的，山是光的，路
是烂的。现在夸我们也是三句话：水是清的，山
是绿的，路是平的。我们修了 15 条乡村水泥路
连通了村里 704 户，装了路灯，请了专门的保洁
公司负责清扫。每家每户配备了垃圾箱。村
里总是干净的。”

变样的不止村容村貌，还有村民生活。村
里建起了“云田大舞台”，可看戏看电影，村民自
己也可登台表演。株洲市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
站点也通到了村里，电子卡轻轻一刷，骑上免费
自行车，在林荫小道感受绿色出行。每天晚饭
后，华灯初上，蛙声阵阵，三三两两结伴成行，沿
着马路走上 10 来分钟，到方特欢乐世界广场上
跳上一段广场舞，已成云田村民的生活习惯。

依托方特欢乐世界每年超百万人次的客
流，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休闲产业，建成了上档次
的旺塘休闲基地、7 家上规模的“农家乐”，举办
了株洲市首届美食节⋯⋯

发展花木种植和休闲产业，让云田村年收
入过亿元。昔日的贫困村，今日的新型都市田
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前沿阵
地，锦绣云田的幸福前景令人憧憬。

湖南

株洲市云田村

：

花木织出锦绣云田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张

莉

使用中国广告协会“CNAAⅠ”
证明商标企业名单

综合服务类
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
阳狮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国通联合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蓝梦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大唐灵狮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雷迪欧广告公司
浙江南天邮电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新方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长城梅地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禾创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蓝光通达广告有限公司
媒体服务类
航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财富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地下铁道通成广告有限公司
科伦比亚户外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山西领先大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吕梁市华宇广告有限公司
长春唐码鑫星传媒有限公司
内蒙古博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工大集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远誉广告（中国）有限公司
中视金桥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限公司
上海新云传媒有限公司
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航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铁路文化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飞帆广告有限公司
苏州市安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美丽华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江苏银苹果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零距离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联合动力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伟仕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龙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远见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亦芃广告有限公司
芜湖市广电新视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福建省恒雕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都市报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路桥广告有限公司
厦门市佰诚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厦门市唐码博美广告有限公司
厦门威扬广告有限公司
福建指南针广告有限公司
九龙宝典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锦绣集团
景德镇大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西注意力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百盛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弘易广告有限公司
山东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宏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迅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诚信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长江广电广告有限公司
黄石东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盛世德璐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华威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昌隆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速广告有限公司
海南白马广告媒体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加米广告有限公司
重庆唐码传媒有限公司
四川省北辰广告有限公司
四川博瑞眼界户外传媒有限公司
成都经典视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贵州天马传媒有限公司
陕西瑞翔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制作类
河北宏图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欣影国际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新大陆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华实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天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徐州蔷识博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通中一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雅图传媒环艺有限公司
湖州中杰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西敦煌广告公司
安徽巨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天艺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迪赛广告有限公司
武汉市大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美辰广告营销有限公司
宜昌市红人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东方卓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术有限公司
中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类
互动通天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中国广告协会“CNAAⅡ”
证明商标企业名单

综合服务类
河北汇景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保定市蓝象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内蒙古红旗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融创映像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四平市华飞广告有限公司
延边天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黑龙江深蓝广告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孜闻传视企业形象设计推广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鑫峰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古北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腾隆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嘉捷广告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南华苑度假村有限公司
苏州合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苏州通广尚品广告有限公司
苏州林达广告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形象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奥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淮安市火风鼎传媒有限公司
海门市南海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市金陵广告装璜有限公司
江苏风云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左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镇江市和信商务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北斗广告有限公司
连云港瑞和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南京永成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天合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浙江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市分公司
湖州市政兴龙广告有限公司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湖州市东艺广告有限公司
长兴天工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长兴恒嘉广告有限公司
金华鑫园企业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金华市天地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新零点广告有限公司
台州市嘉和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会稽山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原点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中桥博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潜山县奇驭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安徽中彩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视平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安徽引航人广告标识有限公司
安徽巨灵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韩氏华通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东方龙璟业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伯瑞吉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宣城新艺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山川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三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汇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淮南市新宇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省春房广告有限公司
江西省赣风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上饶市汉唐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景德镇百花广告有限公司
九江通远传媒有限公司
江西普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上饶市创世纪实业有限公司
九江市新长征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东营市宏远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鑫圆广告有限公司
山东新波浪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赛宝装饰有限公司
山东美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华质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青州市美术广告公司
潍坊科艺广告装璜有限公司
郑州铁利达广告有限公司
河南新东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地平线广告有限公司
洛阳市烽火广告有限公司
河南宏成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联城置业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湖北文龙广告有限公司
汉川市联合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人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宜昌市劲松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电力集团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风驰装饰装璜广告有限公司
随州市神农风广告有限公司
宜昌永耀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州超力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鄂州市金鸿广告有限公司
荆州市环星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浠水创意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烽火台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鸿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都市阳光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魅力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花坛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咸宁市乘风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市正兴广告艺术有限公司
阳江市源艺印象广告有限公司
江门市万捷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
佛山市雅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博艺广告有限公司
四川省伟业广告有限公司
安顺薇蓝图广告有限公司
黔南同兴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媒体服务类
北京佳特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紫阳东升广告有限公司
天津市晓耀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太原汪氏广告有限公司
运城市京纬消费广场广告有限公司
吉林省小路新行广告有限公司
吉林百分百广告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扬名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富裕县瑞德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齐齐哈尔盛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咏大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正协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大西洋贝尔黄页广告有限公司
昆山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天人合一传媒有限公司
常州三有广告有限公司
泰州时尚生活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东台市大宝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华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红五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日报有限公司
长兴广电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华迪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义乌市恒风公交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台州银河传媒有限公司
台州神仙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安徽和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芜湖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漳州华辰广告有限公司
漳州天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江西省圆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东正晋公交广告有限公司
青岛金桑广告礼仪有限公司
潍坊市长城广告有限公司
日照城市印象传媒有限公司
湖北凯信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通恒天下巴士广告有限公司
武汉四海一家广告有限公司

湖北省红月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新广联巴士广告有限公司
常德市春华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湖南金翔广告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投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怀化市青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高速广告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马广告经贸有限公司
株洲市公交广告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阳江市中信广告工程有限公司
梅州市志昌广告有限公司
四川诚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优立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宝鸡市华业公交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制作类
吉林省动影传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
苏州市绿野广告有限公司
湖州新蟠龙广告有限公司
安吉县金点广告有限公司
永康市献忠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壹加壹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台州蓝天广告装璜有限公司
繁昌县美城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省宏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永祥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宜昌市雨浓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五彩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玺轩广告有限公司
武汉尚美整合广告有限公司
长沙三华广告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锄禾标识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美景创意标牌标识有限公司
广东嘉年广告有限公司
黔南州广告有限公司
黔南支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黔南州金太阳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神韵户外传媒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类
长春盛世金桥广告有限公司

使用中国广告协会“CNAAⅢ”
证明商标企业名单

综合服务类
上海春申广告有限公司
无锡市当纳利广告有限公司
绍兴市巨峰广告材料有限公司
湖州市东方舟广告有限公司
义乌市永大发广告有限公司
义乌市天桥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汇宝广告有限公司
江山灵诺广告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佳乐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智恒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森宇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前景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大洋广告装璜有限公司
铜陵市动脑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和县五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青岛双龙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荆州市鑫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黔东南州鸿森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媒体服务类
无锡锐众广告有限公司
温州市博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湖州品博广告有限公司
长兴今日报业广告有限公司
安吉县广告策划中心
浙江艺德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丽水市启鹏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宜春公交广告有限公司
菏泽彩艺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松雅广告有限公司
设计制作类
上海知行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博格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德禧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泰州时代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如皋市大昌广告有限公司
南通市中天广告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时上广告有限公司
江苏博越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网星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绍兴市城市广场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湖州金乐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德清凯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吉左右广告有限公司
永康市美时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灵动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三合商务创意有限公司
舟山市高远广告有限公司
济南吉人创意广告有限公司
青州市兆庆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监利县楚子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当阳市春华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南漳卓越飞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达州市海韵广告有限公司
眉山市在升广告有限公司
贵州省凯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宁夏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经中国广告协会审核，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等95家企业获得中国广告协会“CNAAⅠ”（一
级广告企业）证明商标使用权，河北汇景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182家企业获得中国广告协会

“CNAAⅡ”（二级广告企业）证明商标使用权，上海春申广告有限公司等55家企业获得中国广
告协会“CNAAⅢ”（三级广告企业）证明商标使用权。证明商标使用期限为三年，自2014年3月1
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现予以公告。

中国广告协会“CNAAⅠ”、“CNAAⅡ”、“CNAAⅢ”
证明商标使用公告（第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