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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医生”商标判回好医生：
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秦一

在打造营商环境的过程中，保护知识
产权是创建法制化环境的关键，也是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做得好，则会为企业“提气强心”；做得
不好则会损害企业积极性，损害创业创新
环境。但保护知识产权是一项综合的、系
统性的工程，一方面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
司法和行政保护，同时作为知识产权的拥
有者，广大企业和企业家也应该树立正确
的知识产权保护观，要善用法律武器和技
术手段，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

从“好医生”商标案中不难发现，企业
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应注意防范，且
必须持续、系统地进行，切不可掉以轻心。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
福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他认为，知识产权和商标的背后是科
技、创新、投资、企业诚信和匠心、企业服务
和人品的积累，是代表一个人、一个群体的
智慧和创造的财富，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
资产。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则是严重侵
吞别人企业资产的行为。

“保护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保护形象符
号，更应该保护围绕着商标和品牌的整个生
态链。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高质量发展就
是品牌发展。国家或地方经济要高质量发
展，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加大知
识产权生态链和品牌的保护。”耿福能说。

近年来，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没做
好，我国很多企业无形资产流失十分严
重。一般来说，许多企业家已经认识到知
识产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但在保护
过程中，因自身保护体系不够完善，往往容

易陷入被动局面。为此，企业完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开展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变得
尤为重要。

业内专家指出，知识产权已成为西方
很多垄断企业占领我国市场的利器，借此
将有竞争力的同类商标清除，实施战略投
资，意图明显。因此，在频繁的知识产权纠
纷和紧迫的技术升级压力下，企业更应该
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和驾驭能力，唯
有确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企业发展
战略，才能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国家来说，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是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营
商环境的必然要求。2019年11月24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意见明确力争
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
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
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
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
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
更加有效发挥。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
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而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逐步
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的有力推出，各地的
法制化营商环境必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企
业的创新高质量发展也会得到有力保障，
迎来更好的发展氛围。

加强保护知识产权，进而打造良好的
法制化营商环境，是近年来四川的重点工
作之一。为此，四川不仅设立了跨区域管
辖的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构建起了知识
产权案件快速审判机制，同时也推出了外
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直通车制度，在
体制机制上做好设计，为保护知识产权，优
化营商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与前后历时
六年多的五粮液诉滨河集团商标侵权案不
同，“好医生”商标案彰显出四川打造法制
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和决心，在此过程中四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的公正、高效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9 年 4 月，四川省高院首次发布
《2017—2018年四川省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白皮书》，在白皮书中，四川高院全面
分析了近两年全省涉及民营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提升知
识产权保护能力的具体意见和建议。积极
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周”，发布典型
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例，示范引导作用为民营
企业提供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019年7月23日，中国（四川）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在成都正式启动，为四川创新
发展知识产权强省提供了坚强保障。2019
年12月，成都出台实施《关于建立重点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直通车制度的工作方案》，建
立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名录库，对重点
企业知识产权案件快速反应、快速处理。

据悉，高新技术企业，市级以上(含市
级)知识产权示范、优势培育、试点企业，拥

有知识产权权利合计50件以上的知识产权
成长型企业，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满
足以上4个条件之一的成都市内企业，都可
申请进入“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名录
库”，得到重点保护。

2020年，四川在全省开展“春雷行动”，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是其中重点，主要聚焦

“查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开展涉农领域商
标侵权违法行为处理，开展酒类商标专用
权保护行动，整治专利领域违法乱象，严厉
打击市场混淆、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
争行为。”

从“好医生”商标纠纷一案中不难看
出，四川在知识产权保护办案效率、支持力
度上都走在了前列，在此过程中，与四川各
级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有直
接关系。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2018年，四川
法院共受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案件10854
件，其中民事案件10812件、刑事案件36
件、行政案件6件，占同期知识产权案件收
案总数的76.9%；共审结9949件，其中民事
案件9915件、刑事案件31件、行政案件3
件，结案率91.2%，高于同期知识产权案件
结案率81.5%。

随着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的逐年加大，四川的法制化
营商环境基础正在夯实，这对于激发创新
主体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有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9年3月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庭审作出判决：判令平安公司停止标
志性使用“平安好医生”“好医生”字样等侵
害“好医生”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赔偿
好医生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
万元，并在指定媒体公开道歉以消除影响。

面对法院判决，平安公司和好医生公
司均提出上诉。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二审中，好医生公司和平安公司围绕争议
焦点，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和举证。2019年
12月30日，四川高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对于平安公司辩称“被控标识与涉案
商标相比既不相同也不近似，不会造成市
场混淆，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应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以及“依法注册了‘平安好
医生及图’商标，并获得了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的核准，不存在侵犯第三方
注册商标权的情形”一说，四川高院在二审
中表示“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在二审判决书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大健康既
是对传统医疗健康产业的继承，也是对传
统健康服务的整合和创新，互联互通，互联
共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平安公

司作为互联网大健康的经营者，在好医生
公司涉案商标与其使用被控标识的服务领
域类似，且“平安好医生”“好医生”字样与
涉案商标近似的情况下，平安公司在经营
活动中应该注意避让，尊重他人的商标权
利，规范使用被控标识，诚实信用经营，避
免相关公众的混淆。然而，其采取组合、拆
分使用被控标识中的“平安好医生”“好医
生”字样，既不是对自己注册商标的规范使
用，也不符合商业模式和习惯，将导致相关
公众误认为好医生公司与平安公司存在某
种关联性，混淆不可避免，其主观过错明
显，平安公司对此难辞其咎。因此，平安公
司实施的标志性使用“平安好医生”或“好
医生”的行为，构成对好医生公司涉案商标
权的侵害。

商标不近似，服务不类似的说法，未能
成为平安公司主张“平安好医生”商标权的
法定理由，在充分的证据和翔实的法理论
证下，“好医生”商标终审终归好医生公
司。对此外界普遍认为，“好医生”商标案
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一件大事，无
论从时间、效率，还是结果上看，该案件在
全国创造法制化环境，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背景下，都有重要意义。

平安健康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侵权“好医生”商

标权一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

热议。大家普遍认为，继持续长达六年的五粮液诉“九粮液”商标侵权案尘埃

落定之后，“好医生”商标案仅用两年的时间终审落锤，这对于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好医生”商标案一方面彰显出四川乃至中国通过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另一方面也给广大的中

小企业提供了参照和启示。未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将迎来更好的法制环

境，而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也成为中国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终审落锤：平安公司停止对“好医生”商标侵权

保护知识产权为中国企业“提气强心”

四川发出打造“法制化营商环境”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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