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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的展会侵权报道明显减

少。 尽管中国企业出境参展频率增加，但是侵权现象

却很少发生。4 月 27 日，2012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汉诺威工博会）落下帷幕。中国作为本届汉

诺威工博会的伙伴国，参展规模达 9000 平方米，几乎没

有媒体报道中国企业存在侵权问题。

德国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2012 年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纸制品、办公用品展览会和 2012 年德

国法兰克福国际圣诞礼品展览会的侵权事件数量下降

了 40%，降幅明显。

长期组织出境展的北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林立在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境外展中，中国

企业的侵权行为尽管还有，但已明显减少了。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博士、合伙人律师乔文豹认

为，这是非常好的信号，表明中国企业已非常清楚侵权

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随着参加海内外知名展会频率的增加、法律意识的

提高、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也慢慢学会了使用法

律武器维权。

维权意识提升

5 月 16 日，上海市律师协会会展业务研究委员会举

办的“会展领域法律规则的构建与完善”讲座吸引了 70

多位上海职业律师到场。这似乎表明，展会的维权问题

引起了律师们的注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会展学院顾问、兼职教授施振中

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会展经济的

发展，大型国际展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交流、展示国家创

新技术的平台，也成为急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

2010年，随着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和上海虹桥国家会展

项目的动工，上海会展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

都给了律师们一个信号，会展业的发展需要法律支撑。

乔文豹曾多次进驻德国知名品牌展会现场，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据他介绍，与中国展会组委会在展会现场

设立知识产权办公室不同，德国展会只是在展会组委会

服务台开展法律咨询，律师作为受聘方，与组委会的人

员一起工作。

“因为意识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1997 年，中

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以下简称面料展）在展

会现场设立了知识产权办公室。”中国贸促会纺织行业

分会高级法务经理刘耀中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近年

来，每届面料展，参展企业必须要与组委会签署“知识产

权承诺书”，否则将没有参展资格。

据了解，1998 年至 2000 年举办的多届中国国际纺

织机械展览会（以下简称纺机展）上，国外企业投诉国内

企业侵权的案例较多。由于当时纺机展现场尚未设立

知识产权办公室，境外参展企业投诉中国企业，不是到

中国知识产权局而是到该国驻华大使馆，给中国的形象

造成了损害。自 2004 年起，纺机展现场设立知识产权办

公室，与此同时境外企业投诉现象也减少了。

利用法律武器维权

近年来，一些蜚声国际的中国企业常常成为境外展

会上的明星参展商。对此，乔文豹提醒说，不是只有海

外企业的权利重要，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一样重要。到

海外参展，一旦遇到侵权问题，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

据乔文豹介绍，在德国，有关知识产权法特别是反不

正当竞争法方面的临时禁令经常被使用。作为一种特殊

的程序，临时禁令的颁发目的是为了提供有效及时的法

律保护，以免申请人的损失因决定拖延而无法弥补。

乔文豹强调，由于临时禁令程序很简单，仅根据申

请人一面之辞就可颁发。因此，德国展会通常会采取临

时禁止措施。一旦执行了临时禁令，展品将被禁止继续

展出。他表示，在德国参展，企业一旦收到临时禁令，就

处在了被动位置。不过，企业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比

如，展前，与律师进行沟通，做好展品证书的资料整理，

了解同行信息、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掌握应急联系方式；

展会期间，留意并防止对方取证，如意外情况发生，第一

时间寻求律师的协助。此外，参展企业应该了解当地的

法律常识。比如，根据德国法律，可以通过反制的手段，

让对方无法获取证据。

乔文豹介绍说，目前，就连德国也没有针对会展行业

的法律，展会一旦发生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会依照相关法

律处理。而中国企业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获得有效救济。

在国际会展界，临时禁令被称为是“毫无成本的大

棒”，有时，一个大型展会可能会出现几十份的临时禁令。

一直“坚守”海外市场的浙江金华斯立特健身用品

有限公司，了解国际品牌企业，善于使用知识产权保护

自身利益。据其有关负责人郑时良介绍，他们不会轻易

仿制他人产品，更不会轻易展售仿制产品。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上海尚体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就

设有专职部门负责处理知识产权侵权事件。据其品牌

经理蒋志龙介绍，目前公司拥有多项专利产品，不担心

被别人仿制。

刘耀中介绍说，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开始利用知

识产权相关法律保护自己的专利产品，并且正在形成一

种维权趋势。

服务维权急需跟进

上海首批通过考试获得会展策划师资格的施振中表

示，展会上，展品容易被侵权，所以，展会期间的知识产权保

护几乎都是针对展品的。而事实上，展会服务也需维权。

施振中以属于展会服务内容的展台搭建为例介绍

说，有的搭建公司承接了某个展会的多个展台设计业务，

由于时间紧，展台设计难免有雷同或抄袭现象发生。而

展会组委会为了展会声誉及展会期间不发生意外，与法

律机构合作，在展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办公室，或者是聘

请法律顾问，只为参展企业提供维权服务。而很少有搭

建展台类企业聘请法律顾问，为展会服务提供维权帮助。

施振中认为，会展业作为服务业，有其特殊性，服务范

围比较庞杂，涉及多个领域。如果只是强调展品的知识产

权保护，有些不完整。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应该覆盖

到展会的每一个环节。近期，展会主题侵权事件尽管逐渐

减少，但仍时有发生，这些都应归入法律服务的范畴。

曾经受到展会主题被侵权困扰的中国演艺设备技

术协会理事长朱新村介绍说，随着中国国际专业音响·
灯光·乐器及技术展览会（以下简称音响技术展）品牌影

响力的扩大，发生了某机构对音响技术展侵权问题。为

了保护自身的权益，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利用法律武

器解决了这起展会主题的侵权事件。

林立认为，中国企业想融入国际市场，必须提高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展会主管部门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2011 年 12 月，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十二五”期间促

进会展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

研究制定促进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发展会展业

公共服务平台。这是中国会展行业的第一个中长期指

导性文件。

《意见》强调，要研究制定促进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扶持发展会展业公共服务平台。要强化会展业知识

产权保护，加强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要充分发挥现有

行业中介组织“服务、协调、自律”作用，积极推动成立全

国性会展业中介组织。

《意见》要求，各地会展业务主管部门要根据当地经济

发展情况和产业特点等，制定符合本地会展业实际的发展

规划，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职责、落实任务，出台政策

措施，提供保障与服务，促进当地会展业又好又快发展。

编者按：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企业在境外展会上常被视为重点“调查对象”，甚至有的全球知名企

业雇佣专利管理公司在展会现场对中国参展企业进行筛查，一旦发现有抄袭或仿冒展品，便向当地

法院申请临时禁令保护，迅速将中国企业的展台封掉，并限制其继续展出。

正因如此，中国企业曾一时“名声大震”。2007 年，在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CeBIT）上，多家中国企业的 MP3 产品被查抄。

而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并在境外展会现场上演维权“秀”。

展会维权升级 中国企业主动捍卫尊严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叶灵燕

展会时间：12 月 20 日至 22 日

展会地点：印度孟买展览中心

展品范围：轻工类：以家用电器、电子通信、纺

织服装、工艺品等轻工消费品为主；重工类：以机械

制造业、建材、化工、五金、农业机械与技术等机电

产品为主。

展会概况：为 帮 助 中 国 企 业 搭 建“ 走 出 去 ”平

台，进一步促进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加强中印两国

企 业 的 合 作 交 流 ，中 国 贸 促 会 等 单 位 组 织 举 办 中

国 商 品（印 度 孟 买）展 览 会 。 多 年 来 ，该 展 会 为 中

国 企 业 提 供 了 一 个 开 拓 印 度 新 兴 市 场 的 平 台 ，已

经发展成为中国在印度每年定期举办的知名大型

展会之一。

往届回顾：据统计，上届展会共有来自广东、浙

江、福建、甘肃、辽宁、云南、吉林 7 个省份的 128 家企

业参展，展出面积 4000 平方米，共设展位 152 个。为

期 3 天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印度各地及周边地区的专

业观众超过 1.1 万人，还吸引了超过 5000 人次的普通

观众。参展企业满意率达 95％，大部分参展商在展会

期间接洽了超过 50 位的专业客户，并与客户建立了业

务代理关系。据初步统计，参展企业在展会现场签订

的合同金额逾 5000 万美元，意向合同金额逾 7380 万

美元。

前景分析：印度是发展中大国。中印两国已经成

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双方双边经贸快速

发展，贸易额持续高速增长。

近 年 来 印 度 也 加 大 了 与 中 国 在 多 个 领 域 的 合

作。2010 年，中印双方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高

层互访和经贸往来频繁。借助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

会等国际盛会，中印双边民间交流活动更趋频繁，中

国 现 已 成 为 印 度 旅 游 者 的 重 要 旅 游 目 的 地 之 一 。

2011 年，中印贸易额创 739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 19.8%。

印度作为“金砖国”之一，正以庞大的人口、巨大

的市场潜力、不断开放的姿态，吸引着外来投资者和

跨国公司的目光。 （方 凡）

外 展 推 荐

2012第十届中国商品（印度孟买）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