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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标 研 究 大 有 可 为

— 读
《商标资产研究》

万 后 芬

商标或品牌问题引起经济理论界的兴趣
,

始于 90 年代
。

在这以前
,

虽然曾有个别学者论及商标问题
,

但他们关心的

主要是如何进行商标注册和保护
,

以有效维护商标权利人的

利益
。

换言之
,

1 9 9 0 年代以前
,

人们对商标的关注侧重于法

律和产权保护层面
,

还没有把它与市场竞争
、

经济质量
、

民族

经济发展
、

全球经济一体化问题联系起来
。

90 年代以后
,

随

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和消费者对名牌产品需求的不断上

升
,

商标尤其是驰名商标威力越来越大
。

特别是伴随对外开

放的深化和大量外国名牌产品的涌人
,

我国企业面临前所未

有的竞争压力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企业
、

政府和学术界提

出了实施名牌战略
、

振兴民族经济的 口号
,

于是
,

品牌与名牌

的研究形成了热潮
。

然而
,

客观地看
,

目前学术界对商标的研究仍处于起步

阶段
,

与实际提出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
。

如何将商标研究引

向深人这是摆在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共同任务
,

需

要作出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

符国群同志在长期研究积累的基

础上
,

写成《商标资产研究 》一书
,

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该书从资产增值和发展角度探讨商标问题
,

视野独特
、

观点

新颖
,

读后使人倍感商标这一方寸之地大有学问
,

商标研究

大有可为
。

首先
,

作者提出
,

应更新商标研究的学术用语
,

用
“

商标

资产
”

这一核心概念的研究代替 目前关于
“

名牌产品
” 、 “

驰名

商标
”

的研究
。

作者认为
,

无论是
“

名牌产品
”

还是
“

驰名商标
”

均具有相对性和静态性
,

就本质而言属于定性描述的范畴
。

相反
, “

商标资产
”
具有深邃的内涵

.

它不仅可以从定性和定

量两方面把握
,

而且人们可 以用它对
“

名牌产品
” , “

驰名商

标
”
等概念予 以重新界定
。

因此
,

将
“

商标资产
”

作为商标研究

的核心概念
,

有助于将研究引向深人
。

作者的上述思想
,

是建

立在他对商标理论前沿深刻把握的基础上
,

对致力于商标研

究的理论工作者具有很大的启示性
。

其 次

,

作 者 提 出

,

商 标 资 产 就 本 质 而 言 是 一 种 长 期 的 顾

客 关 系

,

长 期 顾 客 关 系 之 所 以 重 要

,

不 仅 在 于 这 种 关 系 的 建

立 需 要 长 期 的 努 力 和 投 人

,

而 且 也 在 于 这 种 关 系 一 经 建 立

,

就 成 为 企 业 的 重 要 资 源

,

使 企 业 在 相 当 长 的 时 期 里 受 益

。

作

者 进 一 步 提 出

,

构 筑 长 期 顾 客 关 系 的 基 础 是 消 费 者 满 意

。

对

于 这 一 论 点

,

作 者
运 用 经

济
学

、

心 理 学

、

社 会 心 理 学 等 多 种 学

科 理 论

,

从 多 个 层 面 进 行 了 论 证

,

分 析 透 彻

,

令 人 信 服

。

复 次

,

作 者 将 商 标 资 产 与 市 场 营 销 投 人 联 系 起 来

,

并 将

它 作 为 衡 量 市 场 营 销 长 期 投 资 绩 效 的 尺 度

,

从 而 突 破 了 以 往

单 纯 依 据 年 度

、

季 度 销 售 量 及 利 润 指 标 来 衡 量 市 场 营 销 绩 效

的 传 统 观 点

。

一 般 而 言

,

营 销 投 人 将 产 生 两 方 面 的 效 果

,

一 是

促 进 当 前 产 品 销 售

,

二 是 增 加 商 标 的 影 响 力

。

传 统 上 的 营 销

绩 效 考 核

,

只 顾 及 了 前 一 方 面 的 效 果

,

对 后 一 效 果 很 少 予 以

考 虑

。

这 样 的 结 果

,

不 仅 使 企 业 对 营 销 绩 效 的 考 核 失 之 偏 颇

,

更 严 重 的 是 可 能 对 企 业 营 销 决 策 产 生 误 导

。

比 如

,

企 业 的 很

多 营 销 投 资

,

如 营 销 网 络 建 设

、

广 告 投 人

、

市 场 调 研

、

消 费 者

数 据 库 建 立 与 维 护 等

,

均 有 助 于 企 业 在 未 来 获 得 较 稳 定 的 收

益

,

而 不 一 定 必 然 全 部 反 映 在 当 期 的 销 售 量 或 利 润 上

。

甚 至

,

这 些 方 面 的 投 资

,

还 有 可 能 减 少 当 期 或 次 一 期 的 利 润

。

如 果

主 要 依 据 近 期 利 润 作 为 决 策 依 据

,

很 有 可 能 扼 杀 从 长 期 角 度

看 是 必 须 的 营 销 投 资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

将 商 标 资 产 作 为 衡 量

营 销 投 资 与 营 销 绩 效 考 核 的 指 标 之 一

,

有 助 于 企 业 从 长 期 的

高 度 和 视 野 审 视 营 销 投 资

,

避 免 投 资 上 的

“
近 似

” ,

从 而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理 论 与 实 际 价 值

。

再 次

,

提 出 了 从 管 理 决 策 角 度 评 估 商 标 资 产 的 新 思 路

。

作 者 认 为

,

企 业 评 估 商 标 资 产 不 应 囿 于 追 求 广 告 效 应 和 在 商

标 出 让

、

索 取 侵 权 赔 偿 等 方 面 增 加 筹 码 这 样 一 类 短 期 目 标

,

而 应 重 点 着 眼 于 商 标 资 产 评 估 过 程 中 所 产 生 的 信 息

,

并
以 此

指 导 企 业 的 营 销 决 策

。

关 于 商 标 评 估 的 这 种 思 路 也 是 颇 有 实

际 运 用 价 值 的

。

最 后

,

本 书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特 点 是 它 讨 论 的 问 题 相 对 集

中

,

主 线 分 明

,

篇 幅 适 中

。

作 者 没 有 追 求 面 面 俱 到

,

从 而 有 意

回 避 了 那 种 长 篇 累 犊 的 文 风

,

这 一 点 在 长 篇 大 论 盛 行 的 今 天

尤 其 值 得 推 崇

。

总 之

,

《商 标 资 产 研 究 》是 作 者 多 年 潜 心 研 究 商 标 问 题 的

结 晶
。

作 为 一 部 开 创 性 的 学 术 著 作

,

我 希 望 并 相 信 它 将 引 起

同 仁 们 的 关 注 和 兴 趣

,

并 对 推 动 我 国 商 标 理 论 研 究 产 生 积 极

而 重 要 的 作 用

。

作 者

:

万 后 芬

,

中 南 财 经 大 学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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