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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35类服务商标申请注册与使用的指引

按照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申请注册商标时，

申请人应当按照基于尼斯分类制定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

表》（下称区分表）公布的商品和服务，填报其所申请注册

商标的类别和名称。为使相关市场主体正确理解第 35 类服务

项目的内涵和外延，了解相关分类项目本意，合理提出商标

注册申请，制定本指引。

一、第 35 类服务项目特点

区分表第35类服务主要包括涉及商业或者工业企业的业

务管理、运营、组织和行政管理的服务，以及广告、市场营

销和促销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按分类要求，商品销售不视

为服务。

第 35 类服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他人相关商业经营或者

管理、对他人工商企业的业务活动或者商业职能的管理进行

帮助，以及通过各种传播方式为他人提供向公众进行广告宣

传的服务。本类服务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相关服务是为他人提

供的，而非为权利人自身业务需求从事的有关行为。

二、正确理解第 35 类服务项目

通常来说，一般类型的商品生产企业，仅以制造或者销

售自己的商品为经营范围的，不从事为其他市场主体或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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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广告服务、商业管理辅助等服务的，无需在第 35 类相

关服务上申请注册商标。

1.广告相关服务

是指为他人的产品或者服务行为进行广告、制作广告或

者提供广告策划等服务，例如“广告、张贴广告、广告宣传、

广告片制作、户外广告、电影广告、广告咨询、广告编辑、

制作和传播”等。不包括为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行为直接进

行广告宣传，或者请他人为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进行广告、

广告策划、编辑、制作及传播等。在对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

进行推广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己实际经营的商品或者服

务商标进行广告宣传等。从事广告相关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

包括为他人提供广告策划、设计、制作、发布、传播等服务

的主体。

2.商业管理辅助相关服务

是指为帮助他人对其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提供帮助的

行为，例如“商业管理辅助、商业管理咨询、工商管理辅助、

商业研究、饭店商业管理、组织商业活动、商业评估服务、

商业数据分析、市场调查研究、消费者研究”等。不包括为

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加强自身企业管理而为自身从事的日常企

业管理、商业分析、研究、调查等。从事商业管理辅助相关

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为他人提供商业咨询、研究、管理

等服务的主体。

3.特许经营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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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为他人的特许经营行为提供的商业管理等服务，不

包括特许人进行的特许经营行为本身。“特许经营”与“特

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概念不同。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

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

形式将其所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许可人

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

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是指为

上述他人的特许经营提供咨询、调查等辅助性服务，旨在为

他人的经营活动提供商业性管理等帮助。具体包括“特许经

营的商业管理辅助、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咨询、特许经营商

业事务管理、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四项。从事特许经营相

关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为他人的特许经营行为提供商业

咨询、调查、管理等服务的主体。

4.进出口代理服务

是指相关商业主体通过提供专业代理服务为他人的商品

办理进出口贸易等事项。不包括以买卖方式交易自身商品的

情形，也不包括自行办理自己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等。从事进

出口代理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代他人办理进出口相关业

务的主体。

5.为他人推销服务

是指为帮助他人提升其商品或者服务在市场上的销量或

者需求，提供具体建议、策划、咨询等服务。不包括通过零

售或者批发等方式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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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包括销售他人的商品或者服务以赚取差价的情形，即单

纯的商品销售行为不属于为他人推销服务范畴。商品或者服

务的经销商或者提供者通常属于该类服务的被服务对象。从

事为他人推销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在线下或者线上为推

销他人商品或者服务而提供相应具体服务的主体。

经营活动仅是销售他人品牌产品以赚取一定的差价时，

其从事的经营活动实际上属于零售，不属于为他人推销服务。

但若在经营活动中除销售商品外，还存在提供如广告宣传、

商品展示、推销等服务时，相关主体可在对应具体服务上申

请注册商标。

6.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服务

是指相关商业主体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个线上平台，聚集

在该平台上的卖家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形成了一个集合性的

市场，买家可通过登录平台选购所需商品或者服务。不包括

开设线上店铺从事销售活动等。从事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

方提供在线市场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为买卖双方提供线

上交易平台的电子商务平台等。

7.人事相关服务

是指为他人提供人事管理、人员招收、招聘等服务，例

如“人员招聘、人力资源管理、人事管理、人员招收、员工

职务调整、职业安置”等。不包括经营活动中企业内部从事

的人事管理、职工岗位调整及为自己的企业招聘人员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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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事相关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为他人提供人员招聘、

管理等服务的主体。

8.办公事务相关服务

是指为他人提供文档复印、档案管理、速记等办公事务

服务，例如“复印服务、速记、计算机文档管理、文秘、商

业文档管理、订阅报纸”等。不包括为企业自身开展工作进

行的内部档案管理、打印复印等行为。从事办公事务相关服

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为他人提供复印、速记、文秘等服务

的主体等。

9.财会相关服务

是指为他人提供财会相关服务，例如“会计、编辑账目

报表、商业审计、税务筹划、财务审计”等。不包括企业自

身直接开展或者聘请他人帮助自己开展的税务筹划及商业审

计等。从事财会相关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为他人提供财

务审计等服务的主体。

10.寻找赞助服务

是指为他人寻找赞助服务，不包括为自己的相关商业活

动寻找赞助，也不包括为他人提供赞助等行为。从事寻找赞

助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帮助他人寻找赞助服务的相关主

体。

11.药品、医疗用品零售或批发服务

是指将药品、药用制剂、卫生制剂、医疗用品、兽药、

兽医用制剂等需要获得国家批准和资质证书才可零售或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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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集中和归类（运输除外），以便顾客看到和购买。该

服务是指为上述特殊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提供的综合便利服务

行为，不包括药品、药用制剂等具体商品。从事药品、医疗

用品零售或批发服务的典型主体主要包括提供医疗用品零售

服务等主体。

三、正确使用第 35 类服务商标

为了有效发挥商标标示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基本功能，

商标注册人应当对注册商标进行实际使用。注册商标的专用

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为限，商标

注册人应规范使用已注册商标。

（一）已注册商标的规范使用

第35类服务的主要目的及特点在于为他人提供相关服务，

因此第 35 类商标权利人在使用其注册商标时，应正确理解相

关服务项目内涵和外延，在核定使用的服务范围内进行规范

使用。

在店铺门头上的商标使用是为了销售自己所生产的商品

的，不属于对“为他人推销”服务的使用。当其他市场主体

以核定在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商标作为权利基础对上述行为

主张侵权时，被控侵权人即便是获得了“为他人推销”服务

的注册商标，该行为仍然可能构成对他人注册商标的侵权或

不正当竞争。

【例】采蝶轩案

在采蝶轩案中，原被告分别在广东和安徽经营名为“采



7

蝶轩”的蛋糕店十余年之久。2012 年，中山采蝶轩以被告安

徽采蝶轩在经营的面包、蛋糕等食品外包装上及店铺门头使

用“采蝶轩”系列商标侵害其享有的“采蝶轩”系列注册商

标专用权等为由诉至法院。

安徽采蝶轩主张其在店铺门头上的使用“采蝶轩”的行

为系对其在 35 类“替他人推销”等服务上注册“采蝶轩”

商标的使用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第 35 类服务的主要目

的应在于“对商业企业的经营或管理进行帮助”或者“对工

商企业的业务活动或者商业职能的管理进行帮助”，不应包

括：主要职能是销售商品的企业，即商业企业的活动。第 3503

组的“替他人推销”项目，顾名思义是指替他人的企业经营

或管理提供帮助。本案中，安徽采蝶轩在店铺门头上使用涉

案商标依然属于在“面包、蛋糕店”等服务上的直接使用，

不属于为企业经营和管理提供帮助的服务。安徽采蝶轩并不

为他人提供某种服务，而是自身经营该店铺、销售自身生产

的产品。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安徽采蝶轩的上述使用不

属于在第 35 类“推销（为他人）”服务上的使用。

（二）商标使用证据的真实留存

为规制“囤而不用”的商标注册行为、清理闲置商标，

释放有限资源、遏制恶意注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我国设

立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即在商标核准注册满三年后，

任何主体或个人都可以因商标连续三年没有投入实际使用而

提起撤销申请。



8

相较于商品，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具有无形性，这使得提

供服务商标使用证据的难度往往更高，因此，商标权利人在

规范使用商标时也应注重对注册商标使用证据的收集。依据

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1
，商标权利人在收集、提供商标使

用证据时，可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1.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服务内容。服务合同应体现服务

商标标识、商标号、具体服务项目、服务内容。

2.合同应有对应的发票、付款凭证、验收单等，即合同

与发票、付款凭证、验收单在体现的服务商标、商品、服务

金额、服务内容、时间等内容上能够一一对应。

3.注意留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

以及通过电子媒体、网络等途径对服务商标进行宣传的证据。

4.服务场所应统一标注商标，如门头、招牌、内部墙壁、

服务介绍手册、工作人员服饰、菜单、价目表、办公文具以

及其他与指定服务相关的用品等，应标明服务商标；委托设

计公司就上述载体进行设计、制作的合同及发票，应体现服

务商标。

5.同一类别有多件商标，且商标显著部分不同时，应有

意识地区分使用，并留存好各商标的使用证据。

6.商标与企业字号相同时，作为商标使用时可以在商标

右上角标注以作区分。

7.因不可抗力、政府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等无法投入

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商标审查审理指南》

第十七章 5.4、《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第五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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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收集、整理好相关抗辩证据。

（三）权利的恰当维护和合理行使

权利的维护和行使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不得滥

用原则，商标权利人应避免权利滥用或过度维权，相关当事

人也应避免超过限度的使用行为。

1.市场经营主体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其服务均有可能

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及“管理性”等特点或属性。第 35 类

服务商标权利人不能因其他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提供的服

务存在上述属性就认为该等行为与第35类服务属于同一种或

类似服务，从而认为侵害其第 35 类服务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禁止其他市场主体正当提供服务。

【例】滴滴案

原告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主营软件与互联

网业务，因准备从事与汽车相关的业务，在第 38 类上注册

了“嘀嘀”和“滴滴”商标、在第 35 类上注册了“嘀嘀”

商标，并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嘀嘀信息有限公司（下

称嘀嘀公司），申请了 ddyddy 系列域名。被告基于软件信

息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滴滴（嘀嘀）打车”服务，并在提

供服务的软件程序乘客端和司机端界面等处显著标注“滴滴

（嘀嘀）”字样。原告认为被告的服务属于第 35 类中的替

他人推销、商业管理、组织咨询、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商

业信息、计算机档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及第 38 类

中的相关服务等，上述服务与原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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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第 35 类和第 38 类的注册商标

专用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第 35 类服务的目的在于对商业企业

的经营或管理提供帮助，对工商企业的业务活动或商业职能

的管理提供帮助，服务对象通常为商业企业，服务内容通常

包括商业管理、营销方面的咨询、信息提供等。原告列举被

告提供服务过程中的相关商业行为，或为被告针对行业特点

采用的经营手段，或为被告对自身经营采取的正常管理方

式，与第 35 类商标针对的由服务企业对商业企业提供经营

管理的帮助并非同类。而任何公司进行经营活动，均可能包

含“商业性”“管理性”的行为，以是否具有上述性质确定

商标覆盖范围的性质，不符合该类商标分类的本意。因此，

被告在服务方式、对象和内容上均与原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

的项目区别明显，不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

2.相关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商标时，也应注意使

用方式和界限，避免超出必要限度。例如，相关当事人在正

当使用商品商标时，应注意使用方式和界限，避免相关具体

使用行为造成对他人服务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再如，商标被

许可人应当严格在被许可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进行使用，

避免超出被许可范围的相关使用行为造成对他人商标专用权

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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