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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简称或代称的名称权保护──厦门大学诉上海厦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称权纠纷案

[ 作者 ] 刘言浩 

[ 单位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摘要 ] 法人具有名称权，受法律保护；但法人的简称或代称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时才受法律保护。其保护要件为该简称或代称已以登记

的方式公示；或虽未以登记方式公示，但该简称或代称在特定地域和行业领域内为普通的社会公众所公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原告是

否对“厦大”的简称享有名称权，如果享有名称权，则该名称权是否应受限制。 

[ 关键词 ] 法人;简称;代称;名称权;民法通则

       【案例要旨】法人具有名称权，受法律保护；但法人的简称或代称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时才受法律保护。其保护要件为：该简称或

代称已以登记的方式公示；或虽未以登记方式公示，但该简称或代称在特定地域和行业领域内为普通的社会公众所公认。【案情简介】 

1999年7月7日，厦门大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象屿保税区大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本案被告上海厦

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室内装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2000年9月28日，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发了注册人为原告厦门大学、注册商标为“厦大XIADA”的第1451823号商标注册证，核定服务项目为“学校（教

育），教育，培训，教育信息，幼儿园，组织竞赛（教育或娱乐），安排和组织会议，图书出版（广告宣传册除外），文娱活动，提供体

育设施”，注册有效期限自2000年9月28日至2010年9月27日。被告成立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原告厦门大学于2005年11月诉至本

院，称原告成立于1921年，是我国重点建设的著名大学之一。“厦大”是为社会公众广泛使用的原告的简称。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在公司名

称中使用原告的简称“厦大”，并从事营利活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名称权，并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其侵

害原告名称权的行为，停止在其公司名称中使用原告的简称“厦大”，办理名称变更手续并赔偿损失等。被告辩称，其初始发起人名称中

均有“厦门大洋”字号，后将“厦门大洋”字号简称为“厦大”，并于1999年6月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使用名称“上海厦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与被告的简称都是“厦大”纯属巧合。没有对外进行与厦门大学有任何关联性的宣传广告，也未借助厦门大学的

名称进行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其他营利性活动。1999年7月7日被告“厦大”的字号已通过了合法注册登记，而原告“厦大”的商标的注册有

效期始于2000年9月28日，所以，被告“厦大”字号的取得先于原告，被告使用“厦大”字号属在先合法权利人，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

告“厦大”字号的使用范围有别于原告“厦大”商标的保护范围，被告字号主要使用于房地产开发领域，原告“厦大”商标保护范围局限

于教育领域。被告使用“厦大”字号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也未对原告构成侵权。【审判结论】一审判决：原告厦门大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一审判决后，原告厦门大学提起上诉；在二审中，厦门大学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评析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

原告是否对“厦大”的简称享有名称权，如果享有名称权，则该名称权是否应受限制。一、原告是否对“厦大”享有名称权根据《民法通

则》第九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法人对自己的名称享有名称权。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名称指事物的名字。法人名称的主要功能

是使其区别于其他法人。由于市场经济中民事主体的数量远远大于可用汉字的数量，因而民事主体名字相同、相近就成为经常现象（如自

然人名字的重复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但为维护公平竞争之市场秩序，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内，法人的名称应当具有排他性，否则

将引起市场主体区分之混乱。既然法人名称的功能在于区分不同的主体，则法人名称不应限于全称，对于具有该区分功能的具有一定知名

度的法人的特定简称或代称亦应赋予一定的排他效力。法人的简称或代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法人的名称受名称权的保护。但法人的简

称或代称毕竟与全称不同，只是在该法人影响范围所及之内的人们习惯上对该法人的称呼，也无登记的手段加以公示。因而，如果给法人

的简称或代称以无条件的名称权保护，则会使相对人因动辄承担民事责任而蒙受不测之损害。特别是一些企业法人，如果因和其他法人的

未公示的简称、代称重名而不得不更名，其前期为企业商誉所做之投入及努力将付诸东流。因而，原告厦门大学是否对“厦大”的简称享

有名称权，不能简单回答，而是要看该简称是否符合受名称权保护的要件。二、法人简称或代称受名称权保护的要件法人的名称具有区分

市场主体的功能。因而，凡合此目的的法人简称、代称亦应纳入名称权的保护范围。法人简称或代称要受保护，因具备以下要件：该简称



或代称已经以登记的方式公示（可以是法人名称登记或商标登记，如法人将其简称或代称注册为子公司的法人名称或法人将其简称或代称

注册为商标）；或虽未以登记方式公示，但该简称或代称在特定地域和行业领域内约定俗成，人所共知。就前者而言，《企业法人登记管

理条例》第十条之规定，企业法人申请登记注册的名称由登记主管机关核定，经核准登记注册后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专用权。因而，法人

名称登记与商标注册登记的效力范围亦不相同。商标注册登记的效力及于全国，而法人名称登记只及于该名称登记的地域范围。当法人登

记的名称与其他法人的注册商标相同时，则应当适用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在先合法权利人利益的原则。本案原告厦门大学在教育界享有一

定的知名度，在其所在地更是家喻户晓，在厦门大学所属的地域范围和行业领域内，社会公众确会将“厦大”视为厦门大学的简称。但在

教育领域和厦门大学所属的地域范围之外，“厦大”未必会引发普通社会公众对厦门大学的联想。原告与被告分属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领

域，被告在原告将“厦大”注册为商标之前即以现名存在。被告在从事房地产经营活动中并未使用原告的名义作宣传。在被告经营的地域

范围之内并无原告的机构、设施或场所，在被告经营的行业领域和地域范围之内的普通社会公众自不会产生被告与原告存在某种特殊关系

的联想。被告有权在原有行业和地域范围内继续使用其注册的企业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1条之规定，盗用、假冒他人名称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名称权的行为。然而，本案被告设立时的从两

大股东的字号中确可抽出“厦大”二字，被告方关于被告名称由来的解释亦属合理。因而，被告设立时不存在盗用、假冒原告名称的故

意，被告企业名称并未冒用或盗用原告的名称。综上所述，被告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厦大”的行为，并未侵害原告的名称权，原告的主

张不成立。【附录】编写人：刘言浩，民一庭审判员裁判文书案号：（2005）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2006）沪高民一

（民）终字第58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刘言浩（审判长、主审）、王茜、蒋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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