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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节中外商业命名实例　　精选与参考　　人的创造力是需要激发的，灵感往往来自于外界的
刺激。　　尽管给公司店铺起名和给商品商标起名对任何商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在现实中
，不少经营者在这方面都感到面临重重困难，无法达到理想的状态。　　在本章中，笔者列举了中外
数十家企业进行了商业命名的实例，解析了这些商业命名的来龙去脉，总结了他们的成败得失，分析
了他们的经验教训。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看这些商业命名的实例之后，既可以让每位
商家反观自身，发现自己在给店铺公司和商品商标起名方面的缺点与不足，也可以激发出巨大的创造
力和灵感，产生“无中生有”的奇效，从而使商家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改进达到新的突破。　　1.《
读者文摘》改名　　从1995年7月1日起，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读者文摘》正式更名为《者》。　　一
个苦心经营了10年、发行350万册的刊物为何要改名？　　原来，美国的《读者文摘》亚洲中文版早已
在中国大陆注册，享有名称专有权，甘肃的《读者文摘》只好忍痛改名。改名则是对待知识产权的严
肃态度。　　然而，有些商家的做法却与此相反：某单位要举办运动会，请某服装厂定做运动服，厂
家倒蛮热情，上门服务、量体裁衣，最后问道：“你们想要什么牌子？是‘阿迪达斯’，还是‘彪马
’？”俨然是这两个国际名牌的分店，弄得人哭笑不得。　　商品的注册商标属于知识产权范围，一
经问世即成为一种价值符号，这本身也就有了一定的含金量，而且越受消费者欢迎、知名度高的产品
的商标，含金量越高，名称是企业的一笔无形的财富。　　正如我国商标专家李继忠所说：“一个有
信誉的商标，便犹如‘核聚变’，商标作为一个中子，通过不断地撞击，释放出无可估量的能量。”
有资料显示：美国的“可口可乐”商标早在1967年就已价值30亿美元；中国的“红塔山”价值100亿元
人民币，“健力宝”价值4000万元⋯⋯　　商标一经注册，便产生权利和受到保护，这是一般的法律
常识。不幸的是，有些企业或缺乏法制观念，或明知故犯，总是有意无意地侵犯别人的商标专用权；
许多驰名商标如名烟、名酒、名牌化妆品、名牌服装、名牌自行车、老字号等，几乎都遭到过冒牌货
的挤兑而蒙受经济、名誉双重损失，由此产生的纠纷屡见不鲜。　　还有些企业不是在产品质量上向
名牌产品看齐，而是热衷于模仿名牌的商标。譬如，你有“娃哈哈”，我就来个“乐哈哈”、“娃娃
乐”；你有“大大”（泡泡糖），我就来个“太大”、“超大”；你有“郎酒”，我就来个“郎乡”
、“郎窖”、“清郎”，而且故意突出那个书写形象，与“郎酒”的“郎”极其近似，以假乱真，误
导消费者，其目的在于牟取他人之财。　　凡此种种，即使尚未构成侵犯商标权，至少也是一种不正
当竞争、变相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不道德行为。　　因为市场如战场，名牌都是下过一番苦功，投人
大量的智力、财力、物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拚杀出来的，如大名鼎鼎的“金利来”领带就是从摆
地摊起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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