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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字号的“品牌
保卫战”，稻香村商标的南
北之争是比较具有代表性
的一例。从 2009 年稻香
村商标问题凸显，到南北
稻香村因扇形商标注册发
生纠纷，再到双方对簿公
堂，“剪不断，理还乱”的商
标诉争让这个中华老字号
颇为狼狈。

事实上，稻香村的案
例并非个案。庆丰包子、
全聚德、六必居⋯⋯很多
老字号都曾在品牌保护过
程中遭遇尴尬。

目前，知识产权法律
体系中并无对品牌的规
范定义。根据《辞海》释
义，品牌也叫“厂牌”“牌
子”，指企业对其提供的货
物或劳务所定的名称、术
语、记号、象征、设计，或其
组合。品牌主要是供消费
者识别之用，其组成可分
为两部分，一是品牌名称，
指品牌中可用语言称呼的
部分；二是品牌标识，指品
牌中可以被识别但不能用
言语称呼的部分，如符号、
设计、色别等。企业将品
牌在有关主管部门注册登
记以后，即成为商标。根
据这一定义，品牌在外延
上应当覆盖商标、企业名
称、商品名称、包装和装
潢、商业外观、商誉等。

从法律层面来讲，目
前我国老字号品牌保护机
制还不完备。比如，没有
专门的法律法规保护老字
号的字号权，相关保护只

体现在对一般企业名称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对字号和商
标实行分别登记管理制度，造成老字号字号权和商标权
冲突频发。此外，我国目前尚无老字号品牌和字号商标
的统一数据库，企业和公众无法了解老字号品牌的准确
信息，商标审查难度加大。

如何从法律上加强老字号的品牌保护？笔者认为，
应当至少在及时注册商标、申请驰名商标和加强互联网
保护三个方面下功夫。

要保护老字号，首先要积极注册商标，防止字号被抢
注。字号是企业名称中的核心部分，具有很强的识别
性。目前，大部分老字号企业都已注册了商标，如东来
顺、全聚德、吴裕泰等，但仍有部分企业尚未意识到问题
的严峻性，正面临被抢注的风险。

2016 年 6 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12 批 4 件指导
性案例，其中一例是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有限公司诉重
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裁决结果明确，与“老字号”无历史
渊源的个人或企业将“老字号”或与其近似的字号注册
为商标后，以“老字号”的历史作宣传的，法院应认定为
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与“老字号”具有历史渊源
的个人或企业在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将“老
字号”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字号或企业名称，未引人误认
且未突出使用该字号的，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或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

值得注意的是，同德福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明确了
在老字号与注册商标权利冲突情形下的不正当竞争情形
的认定，及老字号与注册商标平行使用的规则，给老字号
品牌保护指明了方向。

其次，要及时申请驰名商标，加强品牌宣传。从法律
角度上讲，一般注册商标的保护仅限于相同或者类似的
商品，驰名商标则可以实现跨类保护。显然，就品牌保护
来说，后者更为有力。可是，现实中仍有部分企业对驰名
商标的认定不积极，保护力度自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司法途径认定驰
名商标。驰名商标的认定有两种，一是由商标局、商标评
审委员认定；二是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依法认定。其中，
法院认定驰名商标时，根据商标法的规定要考虑公众对
该商标的知晓程度，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任何
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该商标作为驰名
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因素。这些要素均是企业需要提前
了解的。

再次，品牌保护还要及时注册域名，抢占网络阵
营。我们知道，域名是企业在互联网上的名片，是企业
重要的无形资产，但域名注册与企业名称核准、商标注
册等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经常被企业忽略，因此域名
抢注现象比较突出。

一般来看，企业品牌被他人抢注成域名的表现形式
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被抢注的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
对品牌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二是与注册商标相同
或近似；三是企业将相关品牌注册为域名后，他人仍然注
册了近似的域名。

其实，在域名纠纷中，赔偿损失仅仅是维权的最低层
次，根本目的应在于争夺域名所有权，进而保卫企业品
牌。因此，企业可以明确要求停止侵权，即要求被告注销
域名，或者直接要求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

另外，在品牌保护方面，老字号商品的特有名称、包
装和装潢、商业秘密外泄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对老字号企业来说，品牌保卫战是真正的系统工
程。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通过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对
老字号品牌给予保护，并加强对老字号品牌字号权和商
标权的协同管理。同时，建立更合理的字号权获取制度
和老字号品牌数据库，公开老字号商标和字号的详细信
息，以便公众查询。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加强对老字号品
牌的后续监管，加大对恶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建
立老字号品牌信用监管体系，形成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
有机衔接的执法合力。

打响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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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鸡、一头猪能“养”多大？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财报告诉您：可以实现营业总收
入 593.5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117.7亿元。

今天，温氏股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优质肉鸡繁育和生产基地、全球排名第
二的专业化养猪企业和国内最大的种
猪育种基地，被誉为中国畜牧业的领军
者、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一面旗帜。

统计显示，2016 年，集团上市肉
猪 1712 万头，稳居全国第一；肉鸡 8
亿多只，占黄鸡市场的 20%，占整个
肉鸡市场的 10%，堪称养猪养鸡的“双
料龙头”。

传奇的“温氏模式”

34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广
东省新兴县簕竹镇。那一年，回乡务农
的温北英带着儿子温鹏程以及同村的
温氏本族一共 8 人，各自出资 1000 元，
按“七户八股”的方式创办簕竹鸡场，

“温氏传奇”由此开始。
像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当年的

簕竹镇几乎家家养鸡。由于簕竹鸡场
在当地是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养鸡场，颇
有名气，村民纷纷慕名前来购买鸡苗。
后来，村民们渐渐觉得自己去县城跑买
卖太麻烦，不如委托簕竹鸡场代购饲
料、代为卖鸡来得划算。善于思考的温
北英意识到，商机来了。

当 时 ，温 北 英 大 胆 提 出“ 场 户 结
合”“代购代销”的方法，与周边的农户
展开合作。正是这个建议，直接催生了

“公司+农户”模式的雏形，并带动鸡场
经营效益明显提高。数据显示，1986
年，公司总产值为 36 万元，1988 年就
飙升至 235 万元，养鸡利润也由 1986
年的 5 万元上升到 37 万元，公司股东
均 跻 身 中 国 农 村 第 一 批“ 万 元 户 ”
之列。

1989 年，国际形势、国内市场发生
巨大变化，簕竹畜牧联营公司也走到了
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企业挂钩的农
户增多，肉鸡的数量猛增；另一方面，肉
鸡销售市场低迷，价格下跌，如果按照

“代购代销”的办法，虽然可以保住公司
的利益，但农户利益必然受损。在利益
的考量面前，温氏果断决定把原来的

“代购代销”变为“保价收购”，此举不仅
保护了农户的利益，也保住了农户与公
司合作的积极性，从而稳固了“公司+农
户”这一经营模式。

“公司+农户”模式为温氏股份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之后的几年里，温氏股
份一路高歌猛进，1994 年，销售额破亿
元，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应运而生，成长
为一个区域性品牌。

此后几年，以“公司+农户”的“温氏
模式”为“剑”，温氏股份向全国“开疆拓
土”，广西桂林、福建莆田、江苏太仓、湖
南宁乡公司纷纷成立。之后，又重点开
拓华东、华中、西南三大区域市场，形成
了环海（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和沿京
广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两大带状
集 群 ，一 个 超 级 农 业 养 殖 航 母 悄 然
崛起。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温氏股份开始
探索从“专养一只鸡”到“再养一头猪”
的战略转变。1997 年，集团开始涉足
养猪业，该战略复制了“公司+农户”
的模式，扩张速度极快：1999 年，温氏
股份上市肉猪仅 7.75 万头，到 2013 年
已突破 1000 万头，肉猪上市规模跃居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养猪业从此成为
温氏股份整体业务增长的又一重要
支撑。

都是科技“救了主”

大多数人恐怕想不到，作为一家养
殖企业，温氏股份居然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统计显示，近年来，温氏股份累计
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184 项，其中发明专
利 77 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广东省科学技术特等奖1项、广东省
科学技术一等奖 9 项。目前，温氏股份
在家禽育种技术、种鸡生产及孵化技
术、疾病防控与肉鸡生产管理、饲料营
养技术、食品安全保障、环保技术等方
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形成了强大的
科技支撑体系。

在温氏股份高层看来，养鸡养猪可
是一门“技术活”。

“温氏股份的每一步都与科技分不
开。很多人总结温氏的成功，都认为

‘温氏模式’的贡献度最大。但模式是
可以复制的，模式的背后是公司强大的

科技支撑体系，这才是温氏股份的核心
竞争力。”温氏股份首席执行官温志芬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拿成本控制来说，我们的成本
控制水平行业领先。比如饲料，这是养
殖成本中占比最大的部分，由于温氏研
发出好的配方与配比，每吨饲料较市场
平均价格可节约 50 元至 100 元；比如，
依托品种改良和先进的养殖技术，我们
的肉鸡、肉猪质量比传统品种好很多；
又比如，我们很早就解决了养猪的粪便
污染问题，利用生物降解技术实现零排
放。”温志芬举例说。

在温志芬看来，温氏股份经历的几
次“生死劫”，都是科技“救了主”。“过去
几年间，各类疫情不断伤害中国养殖
业，但我们总能转危为安。比如，流感
袭来的时候，集团子公司研发的生物疫
苗不仅保证了公司自身的安全，还紧急
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全国养殖业。”

对于养殖企业而言，2015年开始实
施的“史上最严”新环保法无疑是改变
行业的重大事件。按照新环保法规定，
各地政府狠抓养殖环保，划定了许多限
养区和禁养区，全国数以万计的小型养
猪场关闭。

“由于公司很早就开始布局环保产
业，因此在此轮整治过程中，温氏股份
的种猪场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温志芬
告诉记者：“早在多年前，我们就把环
保工作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各生
产单位均严格按照环保标准配套建设
环保设施，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健康养殖
模式。”

这两个案例，只是温氏科技兴企的
缩影。

早在 1992 年，温氏就与华南农业
大学动科学院开展技术合作，从此便与
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前，除华南农
大外，公司还与中山大学、中科院广州
分院等近 30 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
长期、紧密的产学研关系，“产学研”相
结合推进技术创新已成为温氏股份的
一大法宝。

今天的温氏股份已形成一支由 68
名博士、388 名硕士和 60 多位外部专家
组成的科技人才队伍。公司先后成立
动物营养研究中心、现代育种中心、动
物疫病研究中心、食品和饲料质检中心
等多个研究机构和10余个试验基地，承

担了国家“863”计划、国家生物育种高
技术产业化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重大项
目80余项。

改善供给不“怀旧”

以养鸡起家的温氏股份，对鸡可谓
“一往情深”，但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又
从不“怀旧”。

温志芬说：“早在 2013 年 H7N9 流
感爆发后，我们就意识到国内养鸡业总
体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国内率先压
减产量。当时的市场还是比较兴旺的，
我们顶着收入下降的压力提出控制肉
鸡产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草食动物等
新的供给领域，特别是要把重心向养猪
转移。这一超前的举措是温氏成功转
型的关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消
费也向多品类高品质方向发展，温氏顺
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力补养殖短板，
从单一的结构向多元化发展。

“在保持公司传统优势的基础上，
我们开始向高端产品进军。目前世界
范围内的养猪业大多选用三元杂交猪，
这个品种的优势是能够满足消费者日
常摄取蛋白质的需要，缺点是口感一
般。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专门繁育了
新的土猪品种，大大提升了猪肉的口
感。未来，这样的新品种要占到集团肉
猪总上市量的20%。”温志芬说。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温氏品牌
有点陌生，这似乎与市场龙头地位不太
相符？”面对《经济日报》记者的问题，温
志芬胸有成竹地回答：“以前我们只是
生产端，消费者不清楚是正常的。但今
天，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一现状了。
当下是个消费升级的时代，消费者需要
的是从田间到餐桌‘零漏洞’的食品安
全保障，所以，我们要加强渠道建设，用
安全的销售网络将好产品直接送达消
费者桌上，这也是改善供给的需要。”

基于这一思路，从 2015 年开始，温
氏就开始了生鲜连锁探索，并在深圳等
一线城市开设生鲜门店，目前已经开设
门店60家。“接下来，我们将在品牌塑造
方面下大力气，力推‘温氏’生鲜项目，
销售自产的猪、禽类、牛奶等自主品牌
产品，让‘温氏’食品成为放心安全的代
名词。”温志芬说。

中国畜牧业领军者温氏股份：

鸡笼里飞出个“双料龙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要说北京酱园中哪家历史最久，名
声最响，还得说“六必居”。

关于“六必居”名号的由来，传说当
真不少。一说，“六必居”最初开业时有
六人入股，有人提议叫“六心居”，可转
念一想，六心岂能合作，便在“心”上加
了一撇，成了“六必居”。二说，此店原
是个酿酒作坊，而酿酒讲究“黍稻必齐，
曲种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
得，水泉必香”，故称“六必”。三说，小
店最初经营食计，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可经营茶叶得投大
本钱，谁都负担不起，于是七去其一，是
为“六必”。

时至今日，究竟哪个说法才是真

的，连“六必居”的老人们自己也弄不清
楚。大家只知道，“六必居”始于明嘉靖
九年（1530年），至今已有487年的历
史。它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家庭常备之
品，还在国宴上大出风头，具有很高的
历史文化价值、营养保健价值和品牌
价值。

六必居的酱菜之所以出名，与它选
料精细、制作严格分不开，其酱菜的原
料也都有固定的产地。比如做黄酱，得
特选北京通州区永乐店等地产的油性
大黄豆；做甜面酱，就从河北省涞水县
高价购进黏性大的小麦；做糖蒜，要用
长辛店产的六瓣白皮蒜；酱制酱包瓜，
专用永定门外小红门培育的“八道黑”
香瓜⋯⋯小小酱菜如此长盛不衰，奥秘
就在于此。

“市场上一些酱腌菜产品用食品添
加剂腌制，两三天就做好上市。可六必
居不行，因为我们遵循古法酿制，光发
酵一个环节，这点时间就不够。”六必居

食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周忠告诉记者，
老字号的发展，关键要做好传承和创
新。传承有两个重点，一是要传承诚信
经营的理念，二是要传承精益求精的精
神，也就是工匠精神。创新则着重四个
方面，一是要创新产品，不断开发出适
应市场需求的新品；二是要创新销售渠
道和营销模式；三是要创新生产工艺技
术，实现智慧制造；四是要创新管理机
制，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不
断提升精细管理水平。

靠着一瓶瓶微利销售的酱腌菜，厚
德务实的“六必居”成为全国酱腌菜行
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如今，其销售网
络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产品更是远销日
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及欧洲等十
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色香味俱全，安
全又美味的小酱菜，正在成为“在世界
代表中国，在中国代表北京，在行业代
表安全，在酱菜领域代表美味”的舌尖
传奇。 文/韩 叙

厚 德 务 实“ 六 必 居 ”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图图①① 位于北京前门的位于北京前门的““六必六必

居居””老店内老店内，，几十口青花瓷缸一字排几十口青花瓷缸一字排

开开，，各种酱菜酱料应有尽有各种酱菜酱料应有尽有。。

图图②② 酱菜师傅站在缸上打酱菜师傅站在缸上打

耙耙。。至今至今，，六必居主要腌六必居主要腌、、酱工序仍酱工序仍

沿用传统手工工艺沿用传统手工工艺。。

图图③③ 六必居在河北霸州新建六必居在河北霸州新建

的生产基地的生产基地。。

图图④④ 六必居推出传统的竹制六必居推出传统的竹制

小篓包装小篓包装，，深受顾客欢迎深受顾客欢迎。。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