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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事业正以青春勃发之势，迅猛发展。中国律师的知识产权业务也是方兴未艾，业
务领域不断拓展，业务类型不断增多，业务内容不断翻新。如何指导律师做好做精知识产权业务，全
面充分地维护知识产权，大力积极地运营利用知识产权，及时有效地防范规避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从
而提升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保证律师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质量，是摆在律师行
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持编写、陆续推出的《中国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指南》丛
书，就是以达成上述目标为主旨的。丛书内容包括(暂定名)：《版权业务指南》、《专利业务指南》
、《商标业务指南》、《竞争法业务指南》、《网络知识产权业务指南》等。本次出版的《商标业务
指南》是丛书的第一本书。其他几本正在编撰之中，2008年之前出齐。
　　《中国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指南》丛书的作者均是执业律师，且多为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的委员。作者们不仅执业经验丰富，业务专长突出，在理论和实务上均有建树，而且对中国的知识产
权事业和律师事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愿意为此奠石铺路、献智献宝。
　　《中国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指南》丛书的显著特点表现在：
　　第一，实务操作性强。丛书完全区别于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也不同于法规释义解读类读物，她尽
量避免与知识产权法基本理论方面的知识相重复，也尽量不去引用法规条文，而是着重介绍律师从事
知识产权业务的基本要求、基本规范、基本方法、工作流程、操作指引、风险提示、文本示例、案例
分析等，既强调了律师从事知识产权业务“应知应会”的内容，又对知识产权律师的执业经验和技巧
进行总结归纳，让同行们共享成果、共同提高。丛书以基础性、实用性、针对性和系统性为要旨，重
点不在“是什么”、“为什么”，而在于“如何做”、“怎么做好”，突显了律师实务用书的特点。
　　第二，专业性突出。丛书以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版权经纪人等
业内人士为主要读者群，也适用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各类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组织
及将来要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高校毕业生等。因此丛书不仅对知识产权业务要说全说准，还要讲深讲
透，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启发，增强专业素养和能力，从而变成“熟手”、“能手”、“多面手”，
使匿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人才脱颖而出。
　　第三，权威性高。丛书是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不是作者个人的作品，因此
力求做到分类科学、体例完整、结构严谨、标题鲜明、概念清晰、表述规范、论证有理、说理有据、
举证有实、语言生动，无论是引证学理、引用法律，还是阐述观点、开示范例，均以科学、客观、中
立为编撰立场，不参与学术争议，不掺杂个人情感，不标榜自己业绩，尽可能充分地揭示和展现中国
律师知识产权业务的规律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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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代理请求确认不侵犯商标专用权诉讼第十二章 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　第一节 驰名商标的
概念和保护的法律依据　　一、驰名商标的概念和类型　　二、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法律依据　　三
、驰名商标保护的原则　第二节 驰名商标的基本标准和证据　　一、驰名商标的基本标准　　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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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刑罚　第二节 如何控告商标犯罪　　一、控告商标犯罪的几种途径　　二、控告商标犯罪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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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代理业务常用文书附录三 商标马德里国际注册流程图附录四 商标马德里国际注册的官费附录五 商
标马德里国际注册的续展官费附录六 各国商标简介→各国商标制度比较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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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商标业务范围和类型　　第二节　目前商标代理业务的现状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谈到律
师的商标业务，我们就不能不谈谈中国的商标代理制度。　　《商标法》于l983年实施后，中国的商
标注册按涉外申请和国内申请而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于涉外的商标注册，即外国单位和个人来
中国注册商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定的代理机构代理，当时只有贸促会一家，后来发展为几十
家，但仍是要得到行政特别授权。对于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申请商标注册，则通过全国各级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层层核转。所谓核转，就是审核和往上转。如果一个企业要注册一个商标，先得向基层的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一般是区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注册申请。区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到注册申请
后，对注册申请进行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就将申请转到上一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一般是地市级
工商局。地市级工商局再将商标申请转到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一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自治区或
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再将商标注册申请转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由其进行商标注册审查
。这样的商标注册申请程序，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经济、高效。一个商标注册，本来是
一个民事行为，却层层核转，即浪费时间，又花费了大量人力。　　1990年5月2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发布了《关于试点建立商标事务所，推行商标代理制的通知》，在上海、江苏、福建、湖北、广
东、四川、沈阳、广州、重庆等省市试点建立商标事务所。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开。1994年6月29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21号令发布了《商标代理组织管理暂行办法》，并规定该办法自当年7月1日
起施行。该办法第4条规定：“商标代理人资格经考核产生。已取得律师、专利代理人资格或者从事
过5年以上商标业务工作的，或者经过2年以上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学习，取得相应文凭的，经本人申请
，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予以考核。经考核合格的，由商标局颁发《商标代理资格证书》。”
　　这个办法还就商标代理机构的成立、经营以及业务范围等做了规定。这个办法的颁布实施，为商
标代理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商标代理事业步上正规，并获得了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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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实用的book，送货也快，继续支持！
2、书很好，比较全面，很喜欢，等待专利业务指南系列出来
3、因为还没有接触到相关业务,所以一直没看,汗~
4、律师团队，写的不错，挺实用的
5、总体来说是不错，但是一些案件的分析和案例不是很多，呵呵，
6、感觉概念性的东西多，总体来说一般
7、虽然比较初级，但是对于初学者还是非常有用的，很好！
8、很实用的一本书，领导非常满意
9、比较全面，但是不深刻。
10、内容比较多，不错
11、内容实用，全面。
不可理解的是这种书在引用法条等地方表述有明显错误。难道作者拿的法条和大众的法条不是一个版
本么？这个很不理解
12、虽然有些内容不够准确，但这无疑是可以购买到的商标行业最全面，最实用的书籍。
13、已经看完了一遍,感觉与实践很融合,内容比较实用.对于刚毕业,对商标业务不了解的人很有帮助.
14、没有想象中的厚，大概翻了下，基础性的东东
15、很细致的一本书，对于初入商标的人来说很值的。
16、总的来说比较实用。、个人以为，在阐述问题时应当注明法律依据，不过此书编者却在前言部分
即强调了避免引用法条，这一点我不太赞同。
17、较为实务，适合带着问题去阅读，比较有启发
18、内容比较全面，初学者会有收获。
19、还可以啊，没看完
20、对于初次接收商标事务工作的人员来说，该书方便你快速查找和解决问题，确实解决了我工作上
碰到的问题。但校对不够仔细，引用法规的地方最好还是再查询一下。
21、业务用书，比较满意，内容详细
22、书不错，值得应有。
23、难得将商标业务写成一本书的，内容比较的全面，对于初次接触商标业务从整体上较深入的学习
还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相形之下，对实践操作性指导不够深入和仔细，对于律师而言算是一本入门
级别的引导，但是比教科书强多了，o(∩_∩)o...。
24、能够从中获得很多帮助
25、不错的书，比单纯围绕商标法写的书好，看的出是有一般实务经验的
26、本书很实用，虽然以前曾做过商标代理业务，看了本，才觉得以前学的东西还是比较浅显！对于
想从事商标事务的工作者是不错的选择。
27、要查阅的内容都有，非常实用
28、书一到，却被主任拿过去看开了，有点那啥，说明书是不错的，喜欢，无论是价格还是内容，满
意！
29、初步了解商标的内容很有助益
30、很早就收藏了这本书呵呵总体上感觉不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律师商标业务方面最全面和最权威
的书籍了
31、相比于其他商标方面的著作，此书在实务性更佳果然是律师与教授的区别
32、很不错的书，很实务，非常实用。不是说知识产权的其他几本也要出吗，期待着尽快出版。
33、有参考意义
34、内容丰富，务实性强
35、这本书内容比较通俗易懂
36、这边书！对我业务方面没有有帮助，失望
37、蛮好的！！~
38、听了马翔律师的课。买了这本书，很细致，具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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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本书很好哦。很适合我这种转行的人看
40、早就要买，因为没货，这次有，挺好。
41、挺详细的，值得买来做商标管理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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