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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标兴企以商标兴企
以品牌富农以品牌富农

今年上半年，首
届“镇蜜”水果番茄品

尝节完美收官，该活动吸
引了近2万名游客参与体验，为9

家参展的农场企业创收37万元。据了
解，区域化品牌项目“镇蜜”牌集体商
标正是镇海区市场监管局重点培育的涉
农商标之一。该局创新了农产品品牌的
服务和培育模式，联合区农业局共同培
育集体商标、申请地理标志事宜。

“推进使用‘镇蜜’牌集体商标是通
过实现种子统一、包装统一、价格统一
和管理统一，来实现品牌效应和品质监
控。”镇海区农技协会品牌工作指导站站
长童强项说，预计在明年2月，“镇蜜”
就可正式获批。

“镇蜜”只是我市商标工作中的“沧
海一粟”。今年，我市的商标工作坚持以
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为主线，高起点
谋划政策措施、创新性开展监管执法、
实效性开展指导宣传，突出重点、体现
特色，取得了新的成效。截至9月底，我
市拥有有效注册商标21.5万件，其中国
际注册商标1038件、地理标志商标29
件，继续处于全省前列。2018年新认定4
件驰名商标，总数已达90件，位居全省
第二。

为激励企业创业创新、发挥商标权
的价值作用，我市还出台了《关于大力
推进宁波市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工作
的意见》文件精神，帮助企业解决
融资难题。罗蒙集团有限公司就以
商标质押的形式，从农业银行融
资12亿元，成为我省单笔金额最
大的商标质押贷款，引起广泛反
响。目前，此项工作成效显现，
全市累计商标质押融资额已达30
亿元。

“这块驰名商标的牌子是对企
业品牌和产品的认可，我们做企业
的就更有底气了。”宁波煊华电器
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国钜说。今年 3
月，该公司“煊华及图”商标被商
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驰名商标的立法本意是对具
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给予更强的保
护强度。对于企业而言，驰名商标
不是荣誉，而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商
标专用权保护。”市市场监管局商
标处相关负责人说，如果商标确实
已经达到为大众所熟知，在个案保
护有所需求的情况下，企业可以积
极准备证据请求认定驰名商标。

驰名商标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认
可，会激励企业更多重视品牌建
设、提高产品质量。宁波帅特龙集
团有限公司的“帅特龙”商标刚刚
在今年 11 月被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因为公司生产的产品并不是面
向普通大众，因此被认定为驰名商
标，对他们来言就是国家对“帅特
龙”这一商标的保护和认可，对提
高品牌的附加值有重要作用，让他
们对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和商标
品牌建设更有信心。

今年，我市市场监管局围绕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战略部
署，积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多
措并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建立
完善驰名商标保护培育库，持续
引导、指导企业通过申报驰名商
标，强化商标维权保护，支持企
业特别是行业领先企业、“单打冠
军”企业等申报驰名商标。目前
已有“公牛”“煊华”“帅特龙”

“建新”等 4 件商标被认定为驰名
商标，另有 5 家企业进入申报阶
段。

“不只是驰名商标，我市一直
在深化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制定工
作推进图，重点做好企业品牌培育
工作，支持引导企业实施商标战
略，支持行业协会、产业集聚区开
展区域品牌创建，推广品牌价值评
价等工作。”该负责人说。

今年，我市市场监管局加强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通过深入
沟通交流，力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中国办事处与市政府达
成合作意向，充分利用WIPO特有
资源优势，加强互访和培训，指导
运用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和海外保
护，引导企业在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走出去”中“商标先行”，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6月，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家来甬为我市
250 余家企业进行商标国际注册与
品牌国际保护培训，为企业答疑解

惑。
市市场监管局还印发《关于开

展宁波市小微企业商标品牌建设专
项扶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着
重对进行商标国际注册、收购境外
注册商标品牌、开展商标专用权质
押贷款业务的小微企业进行资金扶
持，为小微企业的发展助力。目
前，累计发放资助金额 120 余万
元。

对于企业来讲，良好品牌的培
育难、维护更难，需要花费很多的
心血和成本，但同时又面临着商标
维权成本高、诉讼执行难等问题，
以及在推进品牌国际化过程中迈出

“第一步”的诸多顾虑。为了进一
步坚定企业创牌的底气和信心，免
除其后顾之忧，今年，我市市场监
管局会同市金融办、宁波保监局，
支持保险机构在全国率先推出“商
标专用权保险”项目，将商标与保
险“联姻”，以保促创，以险护牌。

该保险是利用“商标+维权+
服务”模式，将区域内企业商标被
侵权损失和维权费用、国际注册申
请费用补偿等纳入保障范围，以保
险创新的方式推动商标保护的创
新。截至 9月，我市已举办项目对
接沟通会 20 余场，已经为 1300 件
商标提供承保服务，累计保障额度
600万元。

一鼓作气，我市商标专用权保
险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2018 年底前，完成公众知晓度较
高及地方特色产业等企业的对接
和推广，分层分步推进商标专用
权保险的覆盖范围，特别是通过
行业协会、工业园区、特色小镇
等，将商标专用权保险从知名品
牌的需求转变成商标权企业和国
际商标注册企业的标准配置。同
时，商标专用权保险的产品和服
务内涵也将持续丰富，实现企业在
创牌、用牌、护牌过程中
的全流程解决
方案。

“保险+商标”
为民企发展注入“强心剂”

宁海县深甽七星塘茶场和宁海
县望海岗茶场，坐落于宁海县深甽
镇山区，是集茶叶种植、生产加
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地方农
业企业。这里出产的“望海茶”以
干茶外形翠绿、汤色青绿、叶底嫩
绿的“三绿”著称，具有高山云雾
茶的鲜明特征，早在 2016 年就成
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据统计，自“望海茶”成功注
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一年时
间价格就增长了 37.5%，带动农户
增收17.2%，年销售额接近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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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
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市场监管部门一直都重视对我市地
理标志产品的普查、挖掘和培育工
作。通过查阅当地的县志、产品志
等文献资料以及走访农林等相关职
能部门等方式，汇聚具有申报价值
的地理标志资源，建立梯次申请的
工作机制，并以申报注册证明商标
或集体商标的形式对地理标志产品
予以保护。

近十年来，宁波市的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不仅商标数量得到快速发
展，产业覆盖面也不断扩大，总产
值不断增长。部分运作时间长且成
效比较良好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7年产值等级在1亿元以上的已
达 18 件，从业人员超过万人的 12
件，如“余姚榨菜”作为当地的特
色产业和块状经济，规模大，名声
响 ， 2017 年 榨 菜 产 值 达 14.5 亿
元，占余姚市农业产值 22.3%，惠
及 7.9 万人。余姚榨菜、慈溪杨
梅、奉化水蜜桃、鄞州蔺草均已实
现出口创汇，其中鄞州蔺草制品年
出口产值12亿元。

2018 年，我市又培育了“奉
化曲毫”“奉化雷笋”“双峰香榧”

“宁海麦饼”“岔路黑猪”（2 件）
“象山米馒头”“象山麻糍”“余姚
甲鱼”等 9件申请注册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以地理标志商标为主要代表的农产
品商标在促农增收方面的功能优
势，为实现我市农产品商标品牌战
略升级提档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市各市场监管部门纷纷从促
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出发，开展农产
品商标注册、使用、创牌情况调研
工作，提出了确立农产品品牌长远
发展思路、落实农产品品牌发展指
导工作、加大农产品品牌培育力
度、加强农产品品牌管理和保护等
四项对策。近年来，宁波商标品牌
建设进入新的上升通道。其中，我
市对当年新注册地理标志商标的团
体、协会或其他形式组织，给予
10 万 元 经 费 资 助 。 余 姚 出 台 政
策，对注册成功的地理标志权利人
予以每件 30 万元的奖励。象山县
政府专门成立“品牌办”，对象山
柑橘、象山梭子蟹等地理标志产品
进行重点宣传、推介。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由于自身素
质及传统经营模式的限制，商标
意识相对比较淡薄。为了逐渐改
变这一现状，我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一直把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
者的商标意识作为推进商标品牌
战略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每年通
过 举 办 “ 送 商 标 到 田 头 ”“4.26
知识产权保护日”宣传活动、媒
体宣传等形式，大力宣传农产品
创 牌 带 来 的 显 著 成 果 和 典 型 案
例。自 2016 年起，我市各市场监
管部门组织开展“你点我讲”商标
品牌培训活动，根据农户及合作社
的需求，深入基层，开展菜单式培
训，切实提高农民、农业企业的商
标品牌意识和创牌护牌能力，深受
好评，累计培训已超过160场次。

提高商标意识
为农民创收打开新路子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商标品牌建
设，今年，我市以品牌工作指导站
建设为载体，制定实施品牌工作指
导站建设“星火计划 2018 行动”。
市场监管部门与乡 （镇）、街道及
行业协会、品牌基地、商会等加强
协作，丰富指导站建设内容，提高
指导水平，为市场主体和企业提供
了很好的服务。

以鄞州品牌指导站为例，指导
站的存在让该区的商标注册量取得
了显著增长。品牌指导站成立前，
鄞 州 区 每 年 的 商 标 注 册 数 不 到
2000 件，现为 2500 件左右。依托
品牌指导站帮扶助力，全区商标商
标注册以每年 20%速度快速增长，
截至目前，该区有效注册商标突破
2.3 万 件 ， 其 中 农 产 品 商 标 1894
件，服务商标 5112 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2件。不仅如此，鄞州品
牌指导站还搜集侵权线索，提供品
牌打假维权援助，为企业织密了维
权打假的保护网，目前已帮助 32
家企业维权成功，为企业挽回损失
1000万元。

在此基础上，我市市场监管局
还重点推出了“品牌指导站信息化
工作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采集
分析技术+智能化图形比对技术，
突出企业注册商标预警和侵权预
警两大功能，为企业实现线上线
下商标专用权监控与维权提供技
术 支 撑 。 品 牌 指 导 工 作 更 加 规
范、有效，实现工作互动和资源
共 享 ， 不 断 提 高 指 导 站 的 影 响
力。目前，全市共建立品牌工作指
导站 116个，今年评定星级指导站
47家。

手把手指导
基层创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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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助力高质量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