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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期刊刊名商标化

胡　杨　　欧　宾
《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４００７１５，重庆

摘　要　从专有性和显著性分析期刊刊名的商标性特征，并从
法律角度分析期刊刊名注册商标的途径与原则，阐述期刊刊名

注册商标的重要性。认为期刊刊名注册商标是期刊发展的必

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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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我国科技期
刊有可能直接进入市场，而进入市场的第一步就是建

立并实行期刊名称的商标注册。早在１９８７年，由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共同发布的《关于报纸

杂志名称作为商标注册的几项规定》就明确规定：“报

纸、杂志名称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注册。”［１］期刊如何适应社会，

快速发展，其根本就是要用现有法律保护自己，充分行

使自己的权益。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期刊尤其是科技期

刊是否商品化的讨论颇有些激烈。有学者认为，科技

期刊具有弱商品性、弱市场性的特征［２］；另有学者认

为，我国学术期刊不能也不可能商品化，因为它们是作

为非商品存在的［３］。然而，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范畴的

科技期刊，其作为科技成果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无论

期刊本身属性是否具有商品性，刊名的商标权问题在

期刊发展的道路上却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

１　刊名的商标性特征

　　期刊是一种有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的精神产品，
它既是意识形态内容的物质载体，负载传承文化、传播

文明的功能，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期刊的

材料、制作、印刷到流通费用、税金、利润、消费的各环

节，又反映出它作为物质产品的属性，是一种物品，具

有商品性。根据２００７年执行的《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
务国际分类》（中文第９版）的分类原则及类似商品的
判定标准，“报纸”“期刊”“杂志”（期刊）等属于第１６
类商品，所以，期刊既受一般经济规律的制约，又受文

化意识形态的制约［４］。作为期刊标志的刊名，与商标

具有相同的特征，极具商标性。

１１　刊名的专有性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９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会议，对期刊作如下的定义：“凡同

一标题连续不断（无限期）定期与不定期出版、每年至

少出一期（次）以上，每期均有期次编号或注明日期的

称为期刊。”２００５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期刊出版管
理规定》指出：“本规定所称期刊又称杂志，是指有固

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

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５］而上述界定中，无论是

“同一标题”，还是“固定名称”，都指的是刊名。

我国现行商标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具有专有性，而

商标的专有性是指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专有使

用的权利，任何第三者非经商标权人同意不得使用。商

标的专有性是绝对的，它是商标最根本的属性。刊名对

于期刊而言，是专有的，唯一的，它是一种期刊最基本

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要素。刊名作为浓缩了期刊信

息的符号，既有便于称呼、记忆、特指的作用，更是联系

作者、读者、市场的重要的桥梁，它既表示自己特定的出

版单位和特定的编辑群体，又具有自己特定的内容、读

者和风格等，具有特殊的识别功能［６］；因此，刊名是期刊

个性特征的表现，是最具有商标的专有性特征的。

在期刊经营竞争中，刊名的相同或相似会给期刊

带来权益纠纷，严重的将给期刊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西南农学院主办的《农民之友》
内容通俗易懂，且针对农业生产指导性较强，深受广大

农民读者的喜爱，期发行量最高达到４３万份；但在９０
年代，市场上出现了由湖北省出版发行的同名《农民

之友》，不仅混淆了这２种《农民之友》，对读者产生了
误导，更使前者发行量急剧下滑，而后者由于是经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正式注册了商标的杂志，为避

免版权纠纷，前者只好忍痛更名为《科技兴农》，由此

丢掉了原来开辟的宽阔市场，直至逐渐退出了市场。

１２　刊名的显著性　《商标法》第 ９条规定：“申请注
册的商标，应当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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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７］由于法律对同一

项知识产权不重复授予，为防止读者购刊时可能发生

的混同和误购，刊名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具有一定识

别功能的符号形式。按照《商标法》［７］规定的“商标是

指生活经营者在其商品或服务上所使用的，与他人的

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是由文字、图形、字母、数

字、三维标记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组合的”，“由

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记和颜色组合”的刊名

其实就是期刊的符号。

刊名作为特殊的符号，分为具实性和象征性 ２
类［８］。具实性是指刊名直指事物之本体、内核，其内

容确定而单一，这类期刊多属于行业性期刊以及学术

性期刊，它专一、准确、严谨，如《科学通报》《北京大学

学报》《植物与生态学报》等；象征性刊名则是指采用

比喻、象征、借代、暗示等思维手段所取的刊名，这类期

刊多为文学期刊、少儿期刊等，其特点是形象、多义，具

有延展性。

无论哪种属性的刊名符号，既是期刊的符号形式，

又是所标志的期刊，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是此期刊显著

区别于彼期刊的重要标志，是期刊显著性的重要体现。

刊名注册了商标，就意味着其他期刊不能用与他相似

或相近的刊名作为商标，期刊就能有效地维护自己良

好声誉，禁止他人对自己品牌进行模仿。

２　刊名商标注册的法律性问题

２１　期刊刊名的登记与注册　我国公开发行的期刊
中并不是所有期刊都拥有商标权。根据《出版管理条

例》和《期刊管理暂行规定》，目前我国刊名的登记机关

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而经其批准创办、公开发行的期

刊名称，若同时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则应按照《商标

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申请手续。《商标法》第３条明确规定：“经商标局核
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

律保护。”［７］可见，商标专用权是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注册并经批准而取得的。

由此看出，刊名的登记与期刊商标权的获取是２
个不同的行政行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批并不是

从市场角度审查期刊名称，这种审批更注重的是期刊

的名称、内容的合法性，而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从市场对

商标的专有性与唯一性对刊名的重复或相似进行审查

的。虽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登记认可，现实中一旦出

现刊名相同或相似，在矛盾和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注册

了商标的一方即可以侵犯商标专有权为诉控理由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在版权纠纷中可以争取到法律保护，

取得特定的优势；因此，注册商标，保护期刊自身的合

法权益，是期刊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

虽然我国《商标法》第１０条、第１１条对商标的使
用和注册作了严格规定［７］，但具体刊名在注册商标时

是有所宽限的。如在定名上，商标法对一般商品定名，

要求可以有含义，也可以无任何含义，只是个符号，但

对其相似性有严格的要求；而对于期刊命名，或直接表

明其内容定位的实名，或其内在意蕴的虚名，由于不同

的文字表述，读者一般不会误会，因而司法实践中对刊

名的商标注册案是有所放宽的。

２２　刊名商标的申请　根据《商标法》第４条的精神，
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对报纸、期刊等申

请注册商标。由此，２００４年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发布《关
于第二批废止有关工商行政管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工商法字［２００４］第１４３号），正式废止了国家工商
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报纸杂志名称作为商标注册的几

项规定》，即申请人无需提供新闻主管部门核发的出版

许可证，若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即可向商标局申请注

册商标，取消了刊名商标注册的“门槛”。２００９年２月
１７日商标局在发布的《关于在第１６类“报纸、期刊、杂
志（期刊）、新闻刊物”四种商品上申请注册商标注意事

项的通知》［９］中又明确指出：“在第１６类”报纸、期刊、
杂志（期刊）、新闻刊物“四种商品上申请注册商标，其

整体是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报纸、期刊、杂志名称

的，可以初步审定”［９］。同时，我国《商标法》的自愿原

则决定商品是否注册取决于商品经营者的自愿。由此

可见，无论从法律还是行政法规上，我国对于刊名申请

商标注册采取的是鼓励、支持的态度，且对于是否申请

商标，没有采取强制的规定，期刊经营者可以将刊名注

册为商标，也可以不注册而使用，这完全取决于自愿。

３　刊名注册商标的重要性

　　１）根据《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报刊、杂志刊名已
经通过国家新闻主管部门的审批，即得到国家授权，受

到保护；但由于这种保护是建立在新闻主管部门对出

版业的行政管理基础上的，保护的是刊名，而《商标

法》保护的是刊名商标，因而在保护刊名方面更具有

的法律效力。同时，根据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条约，在

我国注册的商标，不仅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而且可以

通过马德里商标国际保护等手段取得国际公约的保护

和认可。目前，未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商标

注册，且发行量仍然较大的科技期刊仍有不少，在

２００７年《中国商标与产业经济蓝皮书》发布的统计数
据［１０］中，纳入该课题调查范围的国内发行的８４８２种
期刊中，出版者未注册商标的有６９４２种，其中１５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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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人抢注，期刊出版者注册商标的比例仅为 １８．
１２％。究其原因，市场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淡薄，未能
认识到刊名的价值，忽视商标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经

济及社会效益，乃是国内媒体商标保护意识淡薄的关

键所在。

２）《商标法》第８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标与他人的商标区别开的可视性

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

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

册。”［７］我国法律对商标的这种定义说明商标是智力

成果的产物，这种智力成果构成的无形资产是商标权

人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出版业来说，无形资产

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由于注册商标经

过了严格的审查，可靠性强，且享有专有权，对期刊大

规模、跨行业发展极为有利。如由西南大学主办的

《山区开发》为摆脱经营困境，使其尽快走向市场，更

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打造优势品牌，西南大学与

重庆市科协所属的电脑报传媒签订协议，共同投资组

建“重庆梅令报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依据相关法

律，电脑报传媒以资金入股，学校则以《山区开发》的

刊名、刊号等无形资产入股，对其进行资产重组，经过

几年的市场培育，《山区开发》的出版走上了良性发展

的轨道，其期发行量已从过去不足３０００册发展到现
在的４万册，页码由４８页增至１５２页，印刷也由黑白
改为全彩印刷。

４　结束语

　　为维护期刊名称使用的合法性，防止刊名重复、刊

名被盗等侵权行为的发生，经批准创办并公开发行的

期刊，都应尽快办理期刊名称的商标注册，并尽可能地

使用期刊特有标志作为商标，如徽标、图表、英文名称

等，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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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召开第６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１３次年会
　　本刊讯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第６次会员
代表大会暨第１３次年会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１—２６日在广东
东莞举行，共有６５０多人参会，其中代表大会代表２３１位。

在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在听取、讨论并表决通过

了第５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修改章程
报告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第６届理事会理事共
１６５人。在六届一次理事会议上，无记名投票选出丁
海珈等５４人为第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选出理事长颜
帅，副理事长高润生、柳建乔、毛善锋、汤兴华、佟建国、

王晴、许国良、张月红、赵大良、郑进宝，秘书长郑进宝

（兼）。聘请陈浩元连任名誉理事长。

在学术年会上，首先对２００９年高校科技期刊优秀
编辑质量、优秀编辑工作者和优秀编辑学论著的获奖

单位和个人进行颁奖，并听取了有关“三优”评比工作

的汇报。接着柳建乔、靳光华、佟建国、王睛、姚远、闻

丹岩、王鹏、颜帅等８位同人先后作大会学术报告。这
些报告紧密结合办刊实际，联系期刊深化改革和发展

的形势，准备充分，内容精彩，得到与会者的好评。会

议期间，李兴昌、陈浩元还就期刊编辑质量评比中发现

的问题进行了讲评，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两会”出席人数之多创了建会２２年历史之最，
会议充满了团结、热烈、学术的气氛，反映了研究会强

大的凝聚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相信在科学、民主、开

放的办会理念指导下，研究会和高校科技期刊事业一

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登上更加辉煌的舞台。

（张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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