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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稻香村敗訴 賠蘇稻130萬
蘇州工業園法院一審判決

律師：兩地判決不矛盾 可能有二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北京

稻香村（北稻）、蘇州稻香村（蘇稻）兩家歷史

可追溯到清朝的老字號中式糕點品牌，在商標權

上已纏鬥逾10年。昨日傳出最新消息，蘇州工業

園區法院對蘇稻訴北稻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作出一

審判決，要求被告北稻停止在其糕點商品包裝上

使用「稻香村」文字標識，並賠償原告蘇稻經濟

損失115萬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130萬

元）。而一個月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剛剛一審

判決，蘇稻停止在「粽子、月餅、糕點」等商品

上使用「稻香村」商標，並賠償北稻3,000萬元

（約合港幣3,400萬元）。

「南北稻香村」之爭風波再起，全國「老饕」密切關
注。稻香村是聞名的中式點心品牌，尤其在北京，

稻香村的「點心匣子」不僅是北京人逢年過節的贈禮首選，
更是包括港人在內的外地遊客來京必備「伴手禮」。在網絡
時代，稻香村成為北京特產的代名詞，各大電商的主打美
食。

北稻蘇稻互訴
蘇稻與北稻圍繞「稻香村」商標方面的糾紛已長達十餘
年。蘇稻的註冊商標是由「稻香村」和拼音首字母
「DXC」組合成的圓形圖案，而北稻的註冊商標則由「北
京」和「稻香村」以及「三禾」圖案組成。據報道，2015
年，北稻起訴蘇稻，蘇稻隨即發起反訴。至今，蘇稻已在北
京知識產權法院、東城區人民法院、江蘇省蘇州市工業園區
法院等地5次對北稻發起訴訟，其中北京3起，蘇州2起。
今年9月，在北稻起訴蘇稻的案件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
一審判決，蘇稻停止在「粽子、月餅、糕點」等商品上使用
「稻香村」商標，並賠償北稻經濟損失3,000萬元。昨日，
在蘇稻起訴北稻的案件中，蘇州工業園區法院判決，北稻停
止在其生產銷售的糕點商品包裝上使用「稻香村」文字標
識，並賠償蘇稻115萬元。

各為粉絲打氣
上述兩地法院截然不同的判決，引發網絡巨大爭議，兩家
稻香村的擁躉也紛紛論戰。
有網友認為，蘇稻起源於清乾隆時期，較之起源於光緒年
間的北稻，歷史更悠久，自然應先使用「稻香村」的金字招
牌。也有網友反唇相譏，蘇稻雖然在蘇州有歷史，但現在卻
主打「北京特產」，無論是實體店和電商平台，都是模仿北
稻的產品和口感，根本是「蹭熱度」的「山寨」。
在網絡上，蘇稻、北稻也是各為自家粉絲打氣。蘇稻官方
微博發起抽獎活動以饗網友，面對網友「原來你是蘇州稻香
村」的回帖，官微還反問：「怎麼了」。北京稻香村官微則
「佛系」面對，坦言「好吃+開心，才是最重要的事」。

等待終審判決
對於蘇州法院的判決，蘇稻代理律師向內地媒體表示，雖
然法院判決的賠償金額不高，但制止了相應的違法行為。北
京稻香村則在採訪中說，這是一審判決結果，還將繼續上
訴，並等待終審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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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南北稻香村商標之爭，兩地法
院「前後腳」給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判
決，令輿論嘩然。江蘇六仁律師事務
所尚國先律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兩地法院分別基於不同的註冊商標專
用權作出判決，這並不矛盾。他認
為，目前判決可能還未生效，還可能
有二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發現，北京知識
產權法院判決南稻侵權的商標，是北稻
在1996年申請的「稻香村」三字（註
冊號：1011610，由著名政治活動家胡
厥文題寫）。蘇州工業園區法院判決北
稻侵權的商標，是南稻在1989年申請
的廣告體「稻香村」三字和「DXC」
三個拼音首字母（註冊號：352997，
由保定稻香村早前轉讓給蘇稻）。

尚國先律師表示，北稻和蘇稻分別
在不同類別通過商標註冊，取得了有
關稻香村的註冊商標專用權。北京知
識產權法院的判決、蘇州工業園區法
院的判決，分別是基於不同的註冊商
標專用權作出的，所以並不矛盾。兩
份判決可能都是正確的，儘管目前判
決可能還未生效，還可能有二審。
「在當下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框架

下，蘇稻、北稻通過商標註冊、通過
訴訟維護自己的權益沒有錯，法院的
判決也可能沒有錯，但是法律絕對不
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手段。」尚國先表
示，稻香村是中華傳統知名品牌，凝
聚幾代華夏兒女的情感，現在已不只
是兩家公司的事情。法律的智慧是有
限的，人們應該尋求一種更好的解決
方式。

北稻南稻都是老字號
南北兩家稻香村，都可

謂歷史悠久。蘇州稻香
村，始創於公元1773年
（清乾隆三十八年）的蘇

州，是中國糕點行業現存歷史悠久的企業之
一。曾名為「蘇州稻香村茶食店」，清末民國
時期，蘇州稻香村開始在全國各地開設分號，
歷經兩個多世紀（245年）的持續發展，蘇州
稻香村已成為聞名中外的大型現代化食品企業
集團。
北京稻香村始建於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

年），金陵人郭玉生帶着幾個夥計北遷，落戶
前門觀音寺，南店北開，前店後廠，時稱「稻
香村南貨店」，是京城生產經營南味食品的第
一家。魯迅先生寓居北京時經常前往購物，
《魯迅日記》中有多次記載。後因故歇業，但
稻香村開創的北京南味食品派系代代相傳，綿
延不斷。1984年，這個派系的第五代傳人劉
振英先生恢復了這個享有盛名的老字號食品企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整理

教育部發文：杜絕商業行為侵蝕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

近日山東菏澤發生的發放印有商業廣告
紅領巾一事，教育部辦公廳昨日發文要
求，堅決禁止任何形式的商業廣告、商
業活動進入中小學和幼兒園。
近日，山東菏澤市開發區交警大隊聯合

菏澤市開發區丹陽路小學開展「交通安全
進校園」活動時，菏澤萬達廣場及菏澤市
廣播電台經濟文藝廣告工作人員現場發
放了印有菏澤萬達商業廣告的小黃帽和
紅領巾。
教育部在關於嚴禁商業廣告、商業活

動進入中小學校和幼兒園的緊急通知中
指出，此事「性質惡劣」。各地要從中
吸取深刻教訓，舉一反三，採取有效措
施，堅決禁止任何形式的商業廣告、商
業活動進入中小學和幼兒園。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立

即組織力量對區域內中小學校、幼兒
園開展一次全面檢查，重點排查在中
小學校、幼兒園開展商業廣告活動，
或利用中小學生和幼兒的教材、教輔
材料、練習冊、文具、教具、校服、
校車等發佈或者變相發佈廣告等行
為，要特別關注有無將紅領巾及其名
義用於商標、商業廣告以及商業活
動，各類「進校園」活動有無夾帶商
業活動等問題，發現一起，查處一
起，堅決杜絕任何商業行為侵蝕校
園。
通知強調，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建

立各類「進校園」活動備案審核制
度，對活動內容、具體方案、舉辦單
位和參加人員等進行嚴格把關。要健
全日常監管制度，切實減少與學校教
書育人無關的各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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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村點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李兵報
道，10月11日7時10分許，西藏自治區昌
都市江達縣波羅鄉境內發生山體滑坡，造成
金沙江斷流並形成堰塞湖，與江達縣交界的
甘孜州白玉縣和巴塘縣、得榮縣等下游地區
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截至當日
15時，金沙江白格堰塞湖庫區過去17小時
內水位已上漲4.5米，下游甘孜州三個受威
脅縣已撤離民眾10,367人，截至目前暫無人
員傷亡報告。

疏散群眾確保生命安全
險情發生後，四川省要求抓緊組織疏散
下游受到安全威脅的群眾，確保群眾生命
安全，並派出工作組趕赴一線指揮搶險救
災和應急處置工作。據了解，甘孜州採取
集中安置、分散安置、投親靠友等形式妥

善安置所有涉險群眾，組織民兵巡邏作好
安保，組織鄉鎮幹部提供疏散群眾的食物
和飲用水，有效保障所有安置群眾有避寒
和休息場所。
另據甘孜州應急辦消息，11日18時，工

作人員到堰塞體實地踏勘後，發現靠右岸
（江達縣側）有一道溝渠，溝渠最低點距水
位約6至7米，溝渠寬約30米，塌方體至堰
尾約2公里，堰塞湖水位上升較快。據現場
初步統計，滑坡垮塌導致白玉縣絨蓋鄉生公
村和則巴村群眾10餘間臨時性住房和牛棚被
毀，無人員傷亡。

救援力量隨時馳援災區
另據了解，災情發生後，西藏軍區迅即
啟動搶險救災應急指揮機制，緊急集結由
200餘名官兵、50名民兵、6架直升機以及

工程防化、醫療人員組成的應急救援力
量，隨時聽令馳援災區。截至目前，25人
組成的先遣隊已抵達堰塞湖地域，正現地
組織災情勘察、架設衛星視頻傳輸設備，
第一時間上報最新災情為後續救援提供決
策支持。
四川省目前已啟動Ⅳ級防汛應急響應，四

川省防指已協調組織搶險機具和設備進場，
並派出應急通信隊伍前往現場。根據《長江
流域防汛抗旱應急預案》有關規定，長江防
總於10月11日17時啟動防汛Ⅳ級應急響
應，及時啟動水文應急監測工作，派出相關
工作組趕赴現場。
氣象部門預報顯示，16日之前，險情發生

地上下游地區多雨雪天氣，夜間氣溫接近
0℃，高海拔地區可能出現道路結冰，需防
範道路濕滑對交通運輸影響。

「 稻 香
村」最早
應該出自

曹雪芹的《紅樓夢》，後經南
北匠人幾百年的傳承，稻香村
從小說中的田園瓦舍，變成了
最受國人喜愛的中式糕點品
牌。在傳統技藝不斷失傳的今
天，越來越紅火的稻香村本是
一段佳話，但商標權紛爭卻成
為不愉快的插曲。

北京稻香村創始人郭玉生在
光緒年間從金陵來到北京，將
江南滋味一直傳承至今並不斷
創新。蘇州稻香村則堅守本
地，傳統技藝代代相傳。如果
不是因為網絡電商打破地域限
制，南北稻香村也許仍將花開
兩朵。

面對商標糾紛，南北稻香村
都堅持用法律武器維權。雖然
兩地法院作出迥異的判決，但
兩家依然彼此不服。有200多
年歷史的「稻香村」，經歷太
多曲折和交錯，生硬的法律條
文或許無法判決蘊含深厚文化
的老字號名店的是與非，與其

彼此纏鬥逾十年，不如在中式糕點的傳
承和創新上下更大力氣更有意義。

中國的大街上，雲集着大大小小的西
點店，西方的飲食餐點文化逐漸被中國
家庭所接受。但是，集傳統文化與美味
一身的中式糕點，卻很難進入國外主流
市場。南北稻香村，是國內「泰斗級」
的中式糕點企業，不如彼此將眼光放得
更加長遠，擱置爭議，讓那些美好的味
道「走出去」，從蘇州觀前街、北京前
門到全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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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工業園區法院一審蘇州工業園區法院一審
判決北京稻香村賠償蘇州判決北京稻香村賠償蘇州
稻香村經濟損失稻香村經濟損失115115萬元萬元
人民幣人民幣。。圖為北京稻香村圖為北京稻香村
門店門店。。 網上圖片

■■蘇州稻香村門店蘇州稻香村門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北稻香村經營規模
北京稻香村

200餘家，經銷專櫃
800餘個

北京15萬平方米現
代化生產基地

傳統糕點以及肉食、
速凍食品、月餅、元
宵、粽子16大類600
多个品種

50餘億（2017年）

「中華老字號」「北
京老字號」「中國食
品工業百強企業」
「北京質量獎」「中
國馳名商標」「中國
名牌」等

連鎖店

生產基地

特色食品

年銷售額

獲獎榮譽

蘇州稻香村

近600個專賣專營店

蘇州工業園區

傳統糕點、麵包、月
餅、粽子、蛋糕、糖
果、肉食、炒貨、蜜
餞等近100餘種

32億元（2017年）

國家首批命名的「中
華老字號」「2017
年度中國月餅行業十
大品牌」「蘇式月
餅」製作技藝已被列
入「江蘇省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資料來源：北京稻香村、蘇州稻香村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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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