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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单品首日销量突破542万杯，销售额突破1亿元！”

  9月5日上午，瑞幸官方公布与贵州茅台联名产品“酱香

拿铁”战绩，人们也再次感受到“新晋顶流”的魅力和地位。

  随着关注度和讨论度的持续升高，不少餐饮企业也开

始“蹭”上茅台酒的热度，加入这场流量狂欢。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酱香茅台”上市的同一日，

湖南长沙一火锅在门店上新了售价128元/份的“酱香茅台

火锅”，宣发称每一份火锅中含有8ml贵州茅台酒，并将于现

场当面添加，保真。

  这样高调推出茅台火锅，是否得到了茅台方面的授权？

该店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只负责执行，至于是

否有茅台方面的授权，他并不清楚。

  除茅台火锅以外，“茅台+咖啡”“茅台+茶饮”也是当前

餐饮行业较为热门的选择。

  据了解，早在今年7月，贵州一茶饮店以53度飞天茅台

为原料，制作出“贵阳冰茶酱香”版。在宣发中，该品牌介绍

是将500ml的飞天茅台分装55小杯左右，单杯版使用1小杯

混入饮品，产品定价为VIP68元/杯，普通顾客73元/杯。

  然而，一则关于#茅台工作人员：在咖啡中擅自添加茅

台售卖是侵权行为#的热搜却打破了这场狂欢：茅台工作

人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咖啡店擅自在饮品中添加茅

台酒售卖，即便不以此作为卖点宣传，实际上也是侵权

行为。

  不少网友疑惑，“哪条法律说买了东西以后，和别的混

在一起就是侵权？”“卖咖啡还加奶呢，是不是未授权也侵

权？”

  公开报道显示，2022年，江苏无锡市心甜化妆品经营部

曾在未取得商标授权的情况下自制“茅台咖啡”销售，并在

未获得茅台授权情况下私自在店内设置了“专属特调茅台

咖啡53°”“咖啡天花板玖号53°飞天茅咖”等宣传牌。同时，

在社交软件上对其销售的茅台咖啡商品进行宣传。

  截至案发，当事人共计销售标称“玖号53°飞天茅咖/拿

铁生椰茅咖”21杯，非法经营额为2728元。最终被没收违法

所得和罚款共计7万余元。

  无锡的东港米阑西餐厅，也曾在2022年因在其经营场

所吧台货架和储物柜内存有“茅台拿铁”咖啡杯，外包装上

标有“茅台拿铁”及图标，但无法提供相关商标授权，被无锡

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500元。

  未经茅台公司授权，商家的哪些行为可能构成侵权？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知识产权研

究会理事王菲告诉记者：“商标权用尽是指对于经商标权人

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合法投放市场的商品，他人在购买之后

无须经过商标权人许可，就可将带有商标的商品再次售出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公众，包括在为此目的进行的广告宣

传中使用商标的情况。”

  “但在几种情况下，可能依然构成侵权。”王菲说，商标

法规定，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也

即商标权利人有质量保证的义务。酒类产品由于其保存条

件具有较高要求，其分装或者加工过程中容易导致商品本

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口感、浓度等。此种改变可能触发商标

权人的质量保证义务条款。如果擅自在饮品中添加茅台酒售卖，相关公众可能由于对所

收到商品服务的口感、味道、价格、服务环境等不满，对茅台品牌产生负面评价，损害茅

台品牌声誉，不适用权利用尽原则，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若使用人将自己的商标或字号和茅台商标一起使用，即使不至于使相关公众误认

为该商品（饮料或火锅）是茅台公司生产的，也极易使得相关公众误认为使用人和茅台

公司存在某种关联关系。相关公众选择该商品或服务有较多因素是因为茅台酒的知名

度或茅台公司商誉，使用人宣传自己将茅台酒作为原料的行为有可能被认定为存在商

业攀附，误导相关公众，并以此获利，构成侵害商标权。”王菲说。

  在王菲看来，如果使用人的宣传、包装行为与茅台商标的核定范围以及商品的设计

理念、表达形式的差异，导致茅台商标与商品和权利人的唯一对应性降低，造成对茅台

平台精心营造的商业品味和商誉造成贬损，可能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如若被认定为商

标侵权，则行为人可能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法律责任。其中赔偿金额的

标准，既可以以侵权人获利为计算依据，也可以权利人损失为依据，根据权利人品牌价

值不同，侵权赔偿金存在高于侵权人获利金额的可能。

  记者注意到，还有商家只是告诉顾客，可以从店内购买茅台（按杯或者按瓶）加入火

锅中，这样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否选择添加由顾客自行斟酌。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耀明认为，消费者具有知情权、选

择权，添加茅台酒与否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此类销售行为不属于商标性使

用，一般不构成侵权行为。

  在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瑶看来，所谓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

商品、商品包装或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

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将茅台酒作为原料加入现有食品作

为混搭出售，商家宣传时未将“茅台”作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则不构成侵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这种将其他商品作为原材料之一添加到自己产品中，却没有

标明品牌的情况十分常见，比如商家推出了“酱香火锅”“酱香茶叶”等却没有说白酒牌

子的混搭销售产品；而在蛋糕店，利用各种品牌的饼干作为上层点缀或用饼干碎做蛋糕

夹心也随处可见。

  王菲认为，按照商品本身的用途正当、合理的使用其他品牌的商品，则适用权利用

尽原则，无须告知权利人，例如饭店使用各种成品调料制作菜肴显然无需调料生产商的

许可。但对于超出商品本身用途而利用其品牌效应为自己产品牟利的情形，往往需要权

利人的许可。

  记者注意到，还有商家为了营销自己的产品，把其他品牌的商品当做赠品混搭

销售。

  “在不贬损、淡化赠品商品的商誉的情况下，不构成商标侵权。贬损指降低该商标本

身价值定位，降低其在目标受众中的认可度等情况。淡化主要是指降低该商标和使用商

标的商品之间的紧密或者唯一对应关系的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王菲说。

  徐耀明认为，搭售赠品是一种商品促销策略，目的是通过特殊的经营手段实现商业

利润，这种搭赠行为实质就是一种特殊的销售行为。但赠品属于假冒伪劣等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商家依然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在陈瑶看来，多种商品添加、混搭销售侵权的边界，在于商家是否取得合作方品牌

授权，以及所涉行为是否符合将合作方的商标作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的构成要件。

如果商家未取得合作方授权且将合作方商标作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则构成侵权。

  “商家为了营销宣传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在选择商品添加、混搭销售、附送赠品等合

作模式时，除须取得品牌合作方授权之外，也要关注添加、搭售、赠送的商品或服务本身

是否存在侵权。”陈瑶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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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赛赛事事遍遍地地开开花花  以以赛赛助助旅旅以以赛赛扶扶产产

““体体育育力力量量””
让让乡乡村村振振兴兴充充满满活活力力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张守坤

□ 本报实习生 郑  婷

  9月10日晚，在宁夏海原县盖牌村举办的

快手“村BA”宁夏站落下帷幕。数据显示，直播

总观看人次超3.2亿，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达

4.7亿，登上站内外多个热榜。

  距离海原县一千多公里外的贵州黔东南，

榕江县“村超”火爆出圈，台江县“村BA”的热

度更是从去年持续到今年。

  在体育传统悠久的广东，乡村赛事同样热

火朝天。汕尾陆河县乡村足球赛不久前落幕；

“足球之乡”梅州横陂镇的“村超”正在进行；东

莞大朗镇队和中山沙溪镇队代表广东“村BA”

球队出战全国大区赛……

  这些乡村赛事，显著特点在于接地气。村

里露天的赛场、人头攒动的观赛氛围、中场的

民俗表演、农家最爱的“农副产品奖”，共同构

成运动文化“大餐”。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村

赛”探索更多可能：以乡村赛事为吸引，把地方

文化、特色农产品、特色景点等整体盘活，最终

带动全县经济。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发

展农民体育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体育强

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进入新时代，农村

体育设施持续完善，“体育+”助力乡村产业发

展，越来越多乡村赛事成为新的风景线，“体育

力量”让乡村振兴充满动力和活力。

赛事种类丰富多彩

  篮球运动在农村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广。农

民放下锄头，来到球场，比赛日成了村里的“节

日”，热闹程度丝毫不输专业的篮球赛事。

  记者近日走访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朱家

村、圈里村、东家村、南万营村等十个村庄发

现，每个村子里几乎都有一个篮球场。在朱家

村篮球广场，记者看到，塑胶场地、围栏防护

网、太阳能照明灯一应俱全，和城市中的室外

篮球场并无差别。有村民告诉记者，别看白天

人不多，等到了晚上，整个球场都会围满人，

“前不久这里还举办了‘村BA’”。

  “村BA”的火热场景已经在全国多地上

演：在广东茂名电白区林头镇，第四届会员杯

篮球赛决赛打响，这个被当地人称为“LT（林

头）BA”的联赛，每晚都有一两千名村民观赛；

在宁夏海原县盖牌村，“快手村BA”宁夏站决

赛刚刚收官，8支来自宁夏各地的代表队展开

激烈角逐，直播总观看人次超3.2亿；在福建晋

江英林镇东埔村篮球场，“村BA”霸屏一周，球

场上呐喊声、助威声不绝于耳……

  除了篮球外，很多地方还结合传统文化发

展当地特色赛事。

  在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门球是当地农村

最火的运动之一，永新县乡镇村门球比赛已经

举办了17届。最近的一次比赛，有15个乡镇村

的门球队参与。赛场上，许多选手已年逾花甲，

但一个个精神抖擞，他们手握重锤，挥杆对垒，

过门、击球、撞击、闪击等动作一气呵成，精准

有力，精湛的球技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

喝彩。

  海南省琼海市从2017年起创建全国“老年

人操舞之乡”活动，立志将操舞活动普及到广

大农村。如今，全市204个村居委会都有操舞

场地，村村都有操舞队伍，天天有健身活动。

当地村民评价说，操舞活动种类丰富多彩，有

豪迈舒展的蒙古舞、异国情调的印尼舞、动感

十足的健身操，舞曲风格迥异、动作流畅。中

老年人通过操舞既收获了健康，生活也更加

精彩。

  湖南省汨罗市有着悠久的龙舟运动传统，

每逢五月初五，各村都会加紧备战，在外地务

工、读书的村民也会返乡参赛。比赛期间，汨罗

儿女演绎楚地舞蹈《倡舞祈福》、民族歌舞《闹

端阳》，万人齐诵《天问》，以充满巫风楚韵的歌

舞，千古传承的龙舟下水、龙舟上红、龙头点睛

仪式，迎接八方来客。

  乡村赛事遍地开花，背后有何“密码”？

  受访专家认为，乡土观念浓厚、体育基础

牢固、传统文化丰富，是在农村开展群众性体

育赛事的必要条件。家乡举办赛事，让更多乡

亲有了回家看看的理由，成为村民之间、家族

村寨之间维系乡情、友情、亲情的桥梁。不少观

众带着一家老小从外地赶回家乡观赛、参赛，

又在不经意间见证了乡村的发展，同乡同村百

姓联欢的氛围，已经超越了赛事本身。

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体育赛事的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提升

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让村民的腰包鼓

了起来。

  “您好，请问周六还有房间吗？”“抱歉，房

间已经订满了。”7月29日贵州榕江“村超”总决

赛前两天，一家距离足球场不到1公里的酒店

内，电话声此起彼伏。

  “通常‘村超’比赛的周末，房间全部订完，

更不用说总决赛了。很多客人都是提前一个月

订好房间。”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说。

  当地另一家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

超”比赛期间，其酒店100多间房间全部爆满，

很多外地游客都提前预订，“要是订晚了，肯定

是订不到房间的”。

  记者了解到，榕江县周边地区也承载了不

少“村超”游客的住宿需求，比如距榕江县城20

公里左右的栽麻镇大利村，有13家民宿、200多

个床位，几乎每天都爆满。

  当地的特色美食也供不应求。“村超”体育

场馆外空地上，榕江县政府设置了烧烤区、特

色小吃区、冷饮区等上百个临时免费摊位，后

来因为摆摊的人太多，摊位又从300多个增加

到500多个。

  “不涨价，原先卖多少钱，现在还是卖多少

钱。”数十位摊主这样说。记者在现场看到，人

气爆满的摊位前，烤肉串1元一串、牛肉串2元

一串、冰凉水2元一瓶、酸梅汁5元一杯……

  一位卖榕江卷粉等特色小吃的小吃摊摊

主说：“我们从早忙到晚，摆摊到凌晨1点多钟，

人太多了，一天能卖几百碗，能赚不少钱。”

  一家经营榕江特色牛瘪的店老板说：“店

里平常每天只杀一头牛，现在每天杀两头牛，

营业额比平常翻了两倍。”

  旅游业也凭借“村超”火了。端午假期，有

的在线旅游平台上黔东南州度假产品订单同

比增长超150%，侗族大歌、非遗蜡染、长桌宴等

民俗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部分旅行社还推出

“村超”相关的跟团游产品，串起黔东南多个热

门旅游景点，比如“贵阳+榕江+荔波小七孔+

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6日5晚”跟团游

路线。

  据榕江县官员介绍，榕江县主营蓝染、蜡

染、刺绣、银饰、民族服装等精品店6家，“村

超”举办两个多月销售额已达786.67万元。自

“村超”5月13日开赛以来，截至7月20日，榕江

县累计接待游客250.6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28.39亿元。

  贵州台江县以赛助旅的成绩也不错。记者

在现场看到，“村BA”篮球场不远处搭了不少

摊位，很多当地村民摆摊卖银饰刺绣、烧烤和

当地农副产品等，还有村民把自家住宅改成了

民宿，收入可观。

  根据台江县提供的数据，在2022年“村

BA”比赛期间，台江县先后接待游客68.19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516万元；今年3月底，

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仅3

天时间，就带动台盘乡接待游客18.19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516万元。今年上半年，台

江县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

58.54%和80.68%。

  海南省万宁市礼纪镇田新村，受益于冲浪

运动的发展，近年来成了“网红”打卡村。从最

初全村只有一家吃粉汤、喝咖啡的小店，发展

到冲浪俱乐部、民宿、餐饮等商业业态蓬勃兴

起的旅游新村，这个曾经“快递都到不了的地

方”，因为冲浪运动，改变了村子的面貌，鼓了

村民的腰包。

  今年端午假期，“叠滘龙舟漂移”、广州城

中村“房东们”组团训练等短视频刷爆网络，以

龙舟赛为代表的广东乡村体育同样吸引了不

少目光。据统计，端午假期广东累计接待游客

超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百亿元。

  “村赛的热度从赛事项目辐射到‘吃’‘住’

‘玩’等多个领域，让村民的‘口袋’鼓起来，拉

动县域经济增长，实现‘村赛事’带动‘村经

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

学体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袁钢评价道。

赛事搭台文化唱戏

  以体育之名，让文化唱戏，促经济发展，助

乡村振兴。今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二部委

印发的《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体育产业，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打造“体育赛事+乡村旅游+传统

文化+全民健身”多元融合发展的品牌体育赛

事活动，推动体育与农业、商业、旅游等产业深

度融合，为乡村经济赋能。

  那么，未来如何在活跃乡村文化、满足农

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用体育赛事赋能

县域经济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县域

经济大调研”的报告给出了几方面建议：

  守初心，持续保持赛事烟火气。要持续保

持赛事的民间性、乡土气，无论是赛事组织、参

赛队伍、参赛人员，还是赛事规则、活动奖品

等，都要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一定是确保群

众搭台、群众唱戏，政府要做好配角，以支持、

引导、服务和确保赛事期间安全为主；还要在

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深度挖掘特色民族文

化，丰富赛事、活动该内容，形成越来越多的

“体育+民族文化”特色品牌。

  善借力，推动特色资源产业化。体育产业

具有辐射带动广、产业链条长的特点，要借力

赛事形成的人气，立足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生

态资源、产业资源，着力打造“体育赛事+乡村

旅游+传统文化+全民健身”多元融合发展的

品牌体育赛事活动，推动体育与农业、商业、文

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赋能。

  重功能，推动城乡建设品质化。要聚焦“体

育+”系列活动衍生的新需求，着力补齐体育

设施建设的短板弱项，要以优质的赛场、便捷

的通达性吸引更多的足球爱好者参与到“村

超”中来。

  树口碑，推动消费环境规范化。要持续加

强对酒店、民宿等住宿行业的价格监管，要健

全舆情监测系统，及时关注游客“吐槽类”“消

费维权”等信息，第一时间作出处理并反馈。

  受访专家也指出，未来路径中，应当以自

治激发活力，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

雨，借赛事融合当地特色，促进“农文旅体”一

体化发展。“农”即带动农特产品销售、特色餐

饮发展；“文”即文化产业的发展；“旅”即赛事

吸引游客前来；“体”即体育设施完善，体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举办乡村赛事，政府需要承担好场地等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职责，同时也要激发社

会积极性举办体育赛事。”袁钢说，根据《体育

赛事活动管理办法》，除申办国际体育赛事活

动、举办需要行政许可的体育赛事活动外，体

育总局对体育赛事活动一律不作审批。地方

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会同当地有

关部门对商业性、群众性大型体育赛事活动

建立联合“一站式”服务机制或部门协同工作

机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均

可依法组织和举办体育赛事活动。这意味着

乡村举办体育赛事有了更多的自由，不再需

要进行审批。

  在他看来，以赛事激活乡村经济，带动县

域经济是这类体育赛事的显著特征。当体育赛

事在传统农村环境中展开，人们对这种全新的

体验感到兴奋和好奇，从而可以吸引大量关

注，并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能。但赛事活动不

是一个村的活动，应坚持整县设计，加强活动

策划和内容供给，盘活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特

色农产品、特色景点等，最终带动全县经济

发展。

漫画/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