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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一家公司在国内多地发起诉讼，称相关

餐饮店侵犯了其“青花椒”商标，要求赔偿损失。“青花

椒”商标维权案目前已引起川渝多地餐饮行业的高度

关注。26日，四川省火锅协会发声明，表示将对“青花

椒”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诉讼。

官司
“青花椒鱼”火锅店被诉侵权

从2019年起，邹先生和妻子就开始经营“温江五

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了。今年10月份，他收到了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邹先生注意到，传票上面

的案由为“侵害商标权纠纷”，觉得更加“莫名其妙了。”

邹先生了解到，起诉他的是一家名为“上海万翠堂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上海万翠堂餐饮）的企业。

开庭前他曾经试着联系过对方两次，不过对方并没有

回应他。

11月26日下午，案件开庭。与邹先生家一起列为

被告的，还有成都一家“龙泉驿区馋猫青花椒鱼火锅

店”。在起诉书中，上海万翠堂餐饮诉称，邹先生和龙

泉这家火锅店“未经许可，擅自在该店门头牌匾、鱼票

及美团平台等处多次突出使用了‘青花椒’字样，误导

了相关公众，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涉及该

公司 3 个“青花椒”的商标，向两家店各提出索赔 5 万

元。

邹先生他们原本很自信，都没有请律师。12月18

日，他们两家拿到判决书时却蒙了：败诉，法院判决他

们分别向上海万翠堂餐饮赔偿经济损失等3万元。判

决书还要求，两家店铺在30日内“立即停止在店招、美

团上使用‘青花椒’字样的标识。”

维权
“合理正常使用，陪他打到底”

“我们字体和对方的商标不一样。”邹先生表示不

认可判决，在他看来，“青花椒”的叫法、名称描述组成

在四川简直可以说“遍地都是”，“它是一个植物的通用

名称，也是调味料。”

龙泉驿区馋猫青花椒鱼火锅店的负责人张先生认

为，除了青花椒是调味品、通用名称的理由外，上海万

翠堂餐饮并没有在成都开店，也没有在成都宣传，而即

使是美团平台上的网店，也不会影响上海万翠堂餐饮

的客流。张先生认为，自己并没有侵权，他没有抠掉招

牌上的“青”字，“我是合理正常使用，怕什么？陪他打

到底。”

记者也了解到，他们提起上诉的同时，成都另有多

家店招等涉及“青花椒”的店铺也在等待开庭。打开这

家公司的官网首页，就会弹出一则“维权声明”，其中提

到：一些企业侵犯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名下

“青花椒”品牌（商标注册号12046607）权益，包括门头

形象、菜单内容、品牌名称、装修形象等……公司已经

采取维权行动，通过法律途径为“青花椒”品牌进行维

权。

回应
原告公司：深感抱歉 全部撤诉

25日下午，记者对话原告公司——上海万翠堂餐

饮管理公司董事长左正飞。其回应称，所有诉讼均系

第三方——正尚律和（北京）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正尚律和）发起，并非上海万翠堂本意。维权过

程中，正尚律和已完全歪曲公司正当维权、保护品牌的

初心。

“我们已责令正尚律和撤回全部诉讼，并停止与其

合作，以及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左正飞说，虽然诉

讼是由第三方提起，但在办理委托手续中，万翠堂公司

员工没有做好审核，仅仅凭对方出具的“青花椒”三个

字，就贸然盖了章，这确实是公司管理的漏洞。

左正飞提供的一份合同显示，上海万翠堂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甲方），与正尚律和（北京）知识产权服务

有限公司，签署了《知识产权维权服务框架合同》：乙方

接受甲方委托，以全风险代理的方式，代理甲方对侵犯

其“青花椒”等注册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的知识产权诉

讼及非诉讼维权业务。左正飞说，在实际维权中，自己

并没有参与，也不知道告了这么多四川餐馆。

左正飞说，“我想向四川父老乡亲诚挚道歉，青花

椒本来就是川渝地区的东西，‘青花椒’三个字大家都

可以用。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把这道菜继续做好！”

四川省火锅协会声明：
将对“青花椒”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诉讼

“青花椒”商标维权案目
前已引起川渝多地餐饮行业
的高度关注。26日，关于青
花椒诉讼案，四川省火锅协
会也发表了声明。

声明介绍道：近日，上海
万翠堂餐饮公司抢注了“青
花椒”商标，密集起诉14家
四川餐馆。起诉理由为店
招、菜单、外卖平台等处使用
了“青花椒”字样，侵犯了其
商标权。上海万翠堂餐饮公
司与一家知识产权服务公司
合作，以全风险代理的方式，
对所谓侵犯其“青花椒”等注
册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的知
识产权诉讼及非诉讼维权业
务形式，疯狂获取巨额赔偿。

为此，协会声明：
1、法律援助被诉商家。

在此次事件中及时了解餐饮
企业需要，明确情况，准备与
被起诉商家，沟通协调，为商
家们提供法律援助。

2、组织行业专家研究，
成立知识产权维权中心。如
何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收集证据，从加工技法、菜品
命名、火锅文化等角度发声，
证明“青花椒”系植物调味。

3、对“青花椒”商标提起
无效宣告诉讼。已经联合了
青花椒供应商家，藤椒油商
家，吃城都青花椒火锅鱼，在
本次“青花椒”诉讼一案中，对
“青花椒”商标提出无效诉讼。

4、积极与相关部门对
接。已经协调四川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处，对该事件
汇报评估。

5、联合广大媒体呼吁。
积极联合企业与媒体为行业
维权。

6、呼吁商标部门，健全
相关法律。建议商标审批部
门听取行业意见，制订更加
合理的商标法。

7、联合川渝地区协会。
本次“青花椒”诉讼一案，影
响的不仅仅是被起诉的餐饮
商家，更会影响整个火锅产
业未来的发展。我们将与重
庆相关协会联合，保护青花
椒产业。

律师：
维权应合理有度，
不应滥用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律师、上海大邦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认为，“青花椒”作

为常见调料的通用名称，注册成商标显

著性比较弱。在具体案件中，也要考量

这三个字的使用方式。

游云庭表示，还有一个“突出使用”

的问题，比如说“青花椒沸腾鱼”，如果

这六个字的大小和字体是一样的，出现

在店铺招牌上，法院是有可能会判合理

使用的；如果“青花椒”这三个字特别

大，“沸腾鱼”三个字较小，这种情况法

院仍有可能会判停止侵权。“这种案子，

即便法院判了构成侵权，首先有可能会

不判赔偿，停止使用就可以了。即便要

判赔偿，如果情节不是很严重的，侵权

所造成的损害比普通的商标侵权要低，

可能在侵权赔偿上酌情降低。”

近年来，注册特定商标之后“广泛

维权”获取赔偿的做法并不少见。前不

久，也有“潼关肉夹馍”这样用地名注册

的商标产生维权争议。国家知识产权

局表示，“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

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

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

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

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

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游云庭表示，知识产权意识的提升

不是坏事。如果有注册商标，提起诉讼

是合法权利，但还要考虑到知识产权是

人为创设的权利，在维权时也应当合理

有度，不应当滥用知识产权。被诉的一

方，可以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

提起无效，理由是青花椒代表一种食

材，不宜作为餐饮类商标被注册。如果

把对方的商标无效掉了，这个诉讼也就

结束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商标查询系

统显示，“青花椒”商标由上海万翠堂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3 年注册，目前

状态为“撤销/无效宣告申请审查中”。

公开资料显示，“青花椒”商标此前已经

多次被不同的申请人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在 2017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裁定：争议商标予以

维持。

（综合红星新闻、封面新闻等）

“潼关肉夹馍”式维权再现

店名有“青花椒”3个字就得赔3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坤刘坤 摄摄

被列为被告的成都一家青花椒鱼火锅店，接到成都市中
院的判决书后，换掉使用了两年的店名，现在店名改成“花椒
鱼”，“青”字已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