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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文化遗址的保护除了防控自然侵蚀和人类过度开发外!还应对文化遗址实施包括地理标志在内的

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遗址的地理标志价值越来越凸显!它反映的不仅是原产地标志!而

且是凸现产品质量的象征" 我国的文化遗址的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着哪些问题!对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址地理标志怎

样进行保护!如何借鉴国外经验探析我国文化遗址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问题!对于合理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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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FGH之后#随着 GIJK3协议!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地理标志的文化价值和经

济价值越来越突出#并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L>M

$ FGH的

GIJN3 协议对国际贸易中的地理标志问题进行了明确

的界定和严格的保护# 各国也竞相制定了一系列与地

理标志保护相关的法律$ 我国虽然涉及对农产品%食

品%中药材等方面的地理标志保护有所研究#但对文化

遗址的地理标志保护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特别是通过

对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抽象出我国

整个文化遗址的地理标志保护规制尤为重要$ 我们应

加强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从私法保护的角

度进行探讨# 寻求对文化遗址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途径#使之更好地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 我国文化遗址的

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基本现状

进入上世纪 <=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对历史文化资源造成破坏的事件屡有发生#文化遗

产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往往是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容易遭受破坏的时候# 除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北京的皇宫#颐和园#长城等得

到比较好的保护外# 我国一些地方的文化遗址保护工

作处于无序状态#大量的风雨侵蚀#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和各种人为破坏#一些不合理的旅游过度开发利用#屡

禁不止的各种文物盗掘%劫掠活动#对文化遗址造成了

极大的破坏L;M

$

我国应加强对文化遗址的保护# 除了防控自然侵

蚀和人类过度开发外#还应加强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然而# 我国在对文化遗址的地理标志保护方面还存在

着诸多的问题# 主要反映在地理标志基本概念使用较

乱%地理标志侵权行为界定模糊%监管部门之间的管理

冲突等方面$

第一#地理标志的概念混淆$ 在一般情况下#地理

标志或原产地标志的含义是指 ;==>年修订的 &商标

法'第 >O条第 ;款所反映的内容#但由于法律制定的

时间和不同的立法过程# 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所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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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概念不同!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法律中提到原产地标记! 但却没有明确界定

其含义# $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第 !条所提到的原产

地标记!其意义不仅涵盖了国家原产地标记!又包括了

地理标志!概念是不明确且容易引起歧义!这样!阻碍

了保护地理标志权利的工作开展! 也不利于与国际知

识产权制度相衔接&

第二!地理标志侵权行为界定模糊& 根据 "#$%&协

议的规定!对地理标志的使用不当构成侵权行为!主要

包括"以不当方式作产品称谓'使用说明!以其他不当竞

争方式使用等# 按照(商标法%的规定"不正当使用地理

标志)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与此同时!我国的(反不正

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

律也规定"禁止伪造'冒用)产地*及对)产地*作引人误

解的虚假宣传& 遗憾的是这些法律文件均未阐明)使用

不当*的具体构成要件&因此!目前法律文件对地理标志

侵权行为界定上的模糊性!很难确保有关法律得到有效

地执行!也不能体现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有效性&

第三!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管理冲突& 多年来!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办公室负责商标注册和管理的

原产地证书&而根据 '(()年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规定的是负责地理标志产品审核的应用! 并验证

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域和产

品注册管理工作!负责实际产品标注&两个地理标志在

同一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行政审批程序!监管部门之间

存在管理冲突&

第四!对地理标志违法侵权行为的追惩不力&任何

法律对违法行为的追惩!不仅是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也

是对守法行为的肯定& "*$%&协议第 )条规定的)刑事

诉讼程序*!会员须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刑事处罚的程

序!取得了一定的最低要求&我国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规

定!但现行法律规定使得它被禁止!以非法使用唯一的

或类似的条款!在刑事处罚后保护地理标志!缺乏与其

他概念地理标志和组织与个人的地理标志保护之间关

系规定的职责分工等! 这将导致无论是地理标志作为

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保护!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存

在困难&而对于那些不予批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申请

注册的地理标志!如果权利受到侵害的!给予刑事法律

依法保护是不切合实际的+,-

&

二! 特色文化遗址的

地理标志保护问题"""以自贡为例

#一$自贡的文化遗址保护的得与失

自贡市是闻名世界的 )千年盐都*')南国灯城*和

)恐龙之乡*!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自贡现存的西秦会馆'遷海井'富顺文庙'荣县大佛

等丰厚的井盐历史文化遗址! 无不构成了这座城市的

文化特质& 自贡数目众多的井盐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理应加强地理标志的

知识产权保护&

自贡市地处内陆!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生活相对封

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观念的冷漠和相关法律法规的

缺乏! 导致标识地域文化特色符号的自贡地理标志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自贡的地

理标志法律保护问题逐步受到重视! 地方地理标志的

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逐渐显现+.-

&从四川省的大环境看!

到)十一五*规划!全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质量要

提高&在省委'省政府的综合布局下!国家一般管理'质

量监督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将做大做强& 在四川省

的主要产品特点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促进茶的资源

优势!加强中国传统药材'牲畜和家禽'水果'蔬菜'粮

油'食品'饮料'酒'民间艺术和工艺品等特产品的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加强建设系统的地理标志'监督和

管理!加强制度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功能!加强市场开

发和保护产品的后续监管工作! 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

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每个城市地方也积极向当地政

府提供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 以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的

发展规划!加强各地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形成合力!共

同推动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 在这一大

背景下! 自贡市地理标志保护工作有序推进!'(/(年

00月自贡市富顺香椒酱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实现了自贡地理标志保护零的突破!并为未来的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天车香辣

酱' 火鞭子牛肉及其他名优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 自贡逐渐步入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发展的

良性轨道&

#二$对地方文化遗址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的问题与

保护对策

因为受到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大气候影响和自

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制约! 目前以盐业历史文

化为主基调的自贡文化遗产保护! 特别是地理标志保

护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地理标

志的保护意识上!基层政府的责任意识不够强!市民参

与度不够高& 第二!保护定位不准和保护方法陈旧!公

众对盐业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保护认知较差&第三!保

护管理制度缺失!监管不力&第四!在保护实践中!宣传

滞后!存在重利用'轻保护及重开发轻管理的倾向& 第

五!在理论研究'文献梳理方面!缺乏)自贡盐文化遗产

0('



!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保护#的系列专门成果$制约着盐

业历史文化保护的发展!"#

% 在实践中$自贡的文化遗址

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以

自贡千年盐业历史文化的积淀和见证的文化遗产西秦

会馆&遷海井等代表为例$自贡市内很多优质产品和优

质服务正在无偿和无序地使用西秦会馆和遷海井的商

标$例如$西秦会馆已经被网络注册为盐都杂谈社区的

网络名称$该网站涵盖的自贡风貌&人才交流&旅游休

闲等内容均冠有'西秦#二字$依靠西秦会馆在盐业历

史文化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知名度$ 该网站在自贡市

乃至四川全省都有极高的点击率和注册率$ 并成功吸

引了相当一批广告商$为该网站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此

外$以西秦会馆命名的茶楼&茶坊等休闲场所更是数不

胜数%无偿使用遷海井标识的产品和服务十分普遍$相

当一部分自贡本地产品& 特色小吃均在商标或者包装

上含有遷海井的字样或者标印遷海井的天车图案$自

贡久大盐业公司在旗下的多款保健盐类产品中均使用

了遷海井的名称和相关图案$ 刀刀爽系列牛肉产品的

外包装大量使用了遷海井的天车图案$ 天车牌香辣酱

更是把代表遷海井具体形象的天车堂而皇之的用作了

产品名称!$#

% 因此$自贡市可以尝试依靠现有行政法规

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 对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遗

产实施地理标志保护$ 如可以由自贡市工商局和质监

局为主导$把西秦会馆&遷海井等典型文化遗址申请注

册为集体商标或者集体商标$ 在严格进行产品质量监

督的前提下$授权或许可自贡市内的名优产品&服务&

艺术品等使用$让文化遗址体系的品牌形象更加突出$

更好的保护发掘盐业历史文化遗址的经济价值$ 从而

达到保护&利用和开发的目的%实行文化遗址的专门法

保护和商标法保护相结合的双轨制保护模式$ 能够更

好的保护文化遗址$ 促进地方文化遗址的地理标志知

识产权保护%

三!对文化遗址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从上例分析可以看出$文化遗址是城市的名片$以

其独特的魅力展示着城市的文化底蕴$ 妥善保护好文

化遗址$ 鲜明的展示城市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 地理标志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在这个意

义上的商标$也称为原产地标志$显示出在领土内货物

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是该地理起

源的一种象征!%#

% 地理标志又称原产地标志$&'()*协

议第 ++条第 ,款提出了地理标志的概念('本协议的

地理标志$系指下列标志(其标示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

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

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

关联%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文化遗址作为特定的地

理标识$ 对其保护的途径和方法可以借鉴各国好的经

验$不断开创多种全新的保护地理标志的模式%

"一#商标法保护模式

世界各国的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模式有很大的差

异性$美英作为商标法律保护模式的代表$将地理标志

的监管法律体系作为证明商标注册来加以保护$ 这是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模式% 地理标志是未经开发

具有经济潜力的宝藏$属于重要的知识产权% 我国)商

标法*第 ."条对地理标志的定义是(地理标志'是指标

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

他特征$ 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

定的标志% #文物和特定区域的人为因素密切相关$符

合条件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对象$ 可以寻求地理标志

产品的法律保护% 事实上$ 很多传统的民间文学和艺

术& 工艺品等的地理标志的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注

册人为因素密切相关!./#

% 文化遗址的利益具有公共服

务和公共财产的属性$ 使文物可以模拟传统的民间文

学和艺术&工艺品等$通过申请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者证

明商标的方式$进行商标注册保护%集体商标属于一个

集体$由这个集体的成员共同使用%由于文物具有公共

财产性质$ 文物的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权利主体

应该是地理标志产品原产地的所有居民$ 由政府相关

部门统一管理$ 授权特定的文化遗址商品或服务使用

该商标!..#

%

"二#专门法保护模式

专门法保护$ 是指通过特别立法的形式进行了全

面的保护地理标志的一种方式% 法国是研究最早的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国家之一% 如法国于 .-.-年 0

月 "日颁布的法律)原产地标志保护法*$确立了原产

地命名制度% 该法明确规定盗用原产地名称1即地理标

志2属非法行为!.+#

% 该法明确规定盗用地理标志名称的

起源是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专门法立法模式$考虑到了

地理名称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业产权的特性$ 并赋予

国家的起源名称与特定运营商的原产地范围内的独家

使用权$并赋予权利人强有力的保障权利%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 是指对市场上使用

地理标志保护的行为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范的一

种方式% 通过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市场秩序$防

止和惩治假冒$滥用的行为$保障合法用户的权利和利

益%世界上如瑞典&日本就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保护

的模式的代表$ 即他们对侵犯地理标志构成的不公平

./3



行为竞争加以禁止! 这种保护模式强调的假名字的起

源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着眼于维护市场秩序和地理

标志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 通过特别立法保护"不仅是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准和具体程序" 并更好地与

%&'()协议相一致" 发挥地理标志在国际贸易中的巨

大的商业价值"并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维护消费者的

权利和利益!

总之" 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灿烂历史文化传统

的文明古国"遗存了大量的文化遗址! 中国加入 *%+

之后" 国家经济已经不可逆转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

环之中" 为适应世界文化遗址保护的大趋势和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的总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科学#合理#高

效的文化遗址保护体系" 从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遗址保

护做起"采用既包括防控自然侵蚀#人为破坏在内的物

质性保护" 更应包括地理标志保护在内的非物质性保

护等各种有效方式"加大对文化遗址保护的力度"从而

较好的实现文化遗址的科学有效的保护与利用" 提升

文化遗址的市场竞争力" 使辉煌灿烂的优秀历史文化

资源"为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美丽中国添光增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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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LHIM )MNO AENOEPK &KQKMPRL AKIOKP0 )HRLEMI SIHTKPQHOU FV )RHKIRK W XIYHIKKPHIY0 BHYFIY 7<32220 ALHIM%

;>2'%31'? %LK ZPFOKROHFI FV OLK RENOEPMN QHOK MH[Q OF ZPKTKIO OLK IMOEPMN KPFQHFI MI\ LE[MI ]KHIYQ FTKP>K^ZNFHOMOHFI.
_KQH\KQ0 OLK ZPFOKROHFI FV OLK HIOKNNKROEMN ZPFZKPOU PHYLOQ FV OLK RENOEPMN QHOK QLFEN\ ]K MNQF H[ZNK[KIOK\ HIRNE\HIY OLK

YKFYPMZLHRMN [MP`Q. *HOL OLK RFIOHIEFEQ \KTKNFZ[KIO FV [MP`KO KRFIF[U0 OLK TMNEK FV OLK YKFYPMZLHRMN [MP`Q FV OLK REN"

OEPMN QHOK ]KRF[KQ [FPK MI\ [FPK ZPF[HIKIO. *LMO HO PKVNKROQ HQ IFO FINU OLK [MP`QFPHYHI0 ]EO MNQF OLK QU[]FN FV OLK

ZPF\ERO aEMNHOU. 'O HQ IKRKQQMPU OF PKVNKRO FI bLMO OLK ZPF]NK[Q MPK HI OLK ZPFOKROHFI FV YKFYPMZLHRMN [MP`Q FV RENOEPMN QHOKQ

HI ALHIM0 LFb OF ZPFOKRO OLK YKFYPMZLHRMN HI\HRMOHFIQ FV OLK RENOEPMN QHOKQ bHOL NFRMN VKMOEPKQ0 MI\ LFb OF K^ZNFPK MI\ MIM"

NUJK OLK ZPF]NK[Q FV OLK NKYMN ZPFOKROHFI FV YKFYPMZLHRMN [MP`Q FV ALHIMQ RENOEPMN QHOKQ ]U NKMPIHIY VPF[ VFPKHYI K^ZKPH"

KIRK. %LK MIQbKPQ OF OLKQK aEKQOHFIQ LMTK M YPKMO QHYIHVHRMIRK VFP OLK PKMQFIM]NK ZPFOKROHFI FV ALHIMQ OPM\HOHFIMN RENOEPK.
@6< A&%B2? OLK RENOEPMN PKNHRQc ZPFOKROHFI FV OLK HIOKNNKROEMN ZPFZKPOU PHYLOQc ZPFOKROHFI FV OLK YKFYPMZLHRMN [MP`Q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