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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审理标准七、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审理标准七、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审理标准七、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审理标准    

1、引言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的宗旨是建

立一个共同的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体系，并保证其

实施。根据该协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了《商标注册用商

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现已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采用。 

采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有利于统一

各国在办理商标注册时的商品和服务分类路径，适应国际贸易

和商标工作国际交往的需要；对于各国商标主管机关来说，可

节约其审查注册申请的时间，减少工作量，易于建立科学的商

标档案制度；对于商标注册申请人来说，可简化、便利其申请

前的准备工作。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是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

国际分类表》为基础，总结多年的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划分的实

践经验制定并对外公布的。 

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判定的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商

标专用权的取得与行使，关系到经济交易的安全，以及公平竞

争市场经济秩序的维系。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审理案件

时应当参照《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但由于商品和服务项

目在不断更新、发展，市场交易的状况也不断变化，类似商品

或者服务的判定也会有所变化，乃至具有个案特殊性，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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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案件过程中仍会涉及对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审查判

断问题。 

在商标驳回复审、异议、异议复审、争议、撤销、撤销复

审案件审理中，涉及商品或者服务类似与否的判定问题的，以

本标准为原则进行个案判定。 

2、类似商品的判定 

2.1  类似商品，是指商品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

产部门、销售渠道、销售场所、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近。 

2.2  类似商品的判定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各项因素： 

（1）商品的功能、用途 

如果两种商品的功能、用途相同或者相近，能够满足消

费者相同需求的，则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两种商品在功能、用途上具有互补性或者需要一并

使用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则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

较大。 

（2）商品的原材料、成分 

商品的原材料或者成分，是决定商品功能、用途的重要

因素。一般情况下，两种商品的原材料或者成分相同或者相近，

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较大。 

但随着商品的更新换代，商品的原材料或者成分即使不

同，而其原材料或者成分具有可替代性，且不影响商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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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的，仍存在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 

（3）商品的销售渠道、销售场所 

如果两种商品的销售渠道、销售场所相同或者相近，消

费者同时接触的机会较大，容易使消费者将两者联系起来，则

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较大。 

（4）商品与零部件 

许多商品是由各个零部件组成的，但不能当然认为该商

品与各零部件或者各零部件之间都属于类似商品，仍应当根据

消费者对两者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的通常认知进行判断。 

如果特定零部件的用途是为了配合特定商品的使用功

能，而该商品欠缺该特定零部件，就无法实现其功能或者严重

减损其经济上的使用目的，则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较

大。 

（5）商品的生产者、消费者 

两种商品由相同行业或者领域的生产者生产、制造、加

工的可能性越大，则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两种商品以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为消费群体，或者其

消费群体具有共同的特点，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较大。 

（6）消费习惯 

类似商品的判定，还应当考虑中国消费者在特定的社会

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消费习惯。如果消费者在习惯上可将两种

商品相互替代，则该两商品被判定为类似商品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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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影响类似商品判定的相关因素 

3、类似服务的判定 

3.1  类似服务，是指服务在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

方面相同或者相近。 

3.2  类似服务的判定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各项因素： 

（1）服务的目的 

两种服务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目的，有可能相互替代，可

满足一般服务接受者的相同或者相近的需求的，被判定为类似

服务的可能性较大。 

（2）服务的内容 

提供服务的内容越相近，被判定为类似服务的可能性越

大。 

（3）服务方式与服务场所 

如果服务方式或者服务场所相同，一般服务接受者同时接

触的机会较大，则被判定为类似服务的可能性较大。 

（4）服务的对象范围 

如果服务的接受者来自相同或者相近的消费群体，则被判

定为类似服务的可能性较大。 

（5）服务的提供者 

如果服务的提供者来自相同的行业或者领域，则被判定为

类似服务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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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影响类似服务判定的相关因素 

4、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的判定 

4.1  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

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 

4.2  判定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各项

因素： 

商品与服务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在用途、用户、通常效用、销

售渠道、销售习惯等方面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