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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出版社
出版《十万个为什么》被起诉

记者了解到，《十万个为什么》 1961年首次出

版，至今屡获奖项，知名度颇高。2019年 1月 27

日，少儿社获得“十万个为什么”商标。

获得商标不到一年，2019年12月，少儿社发现

一书店在销售的《十万个为什么》并非少儿社出版

的，而是四川天地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涉案图书，在名称、

图书封面、销售图片及描述中均使用“十万个为什

么”字样。少儿社发现，书中还有“《十万个为什

么》是影响几代人的经典读物，是《十万个为什么》

的升级版本”等表述。

这下少儿社坐不住了。少儿社认为，自己是“十

万个为什么”商标的持有者，天地出版社的相关行为

构成商标侵权，之前的行为构成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

有名称，且书中的相关表述构成虚假宣传，因此将对

方告上法院。少儿社请求法院判令天地出版社停止侵

害商标权、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发布声明消除影

响，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及合理费用10.7万元。据

悉，这场官司是“十万个为什么”商标首例维权案

官司。

“十万个为什么”
是否为通用名称？

庭审时，原被告双方就“十万个为什么”是否为

通用名称一事，展开激烈的讨论。通用名称是什么？

据悉，通用名称包括法定的通用名称和约定俗成的商

品通用名称。

天地出版社认为，“十万个为什么”构成问答式

科普图书的通用名称，且被诉侵权图书使用的“十万

个为什么”与涉案商标未构成近似。因此，自己未实

施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不应承担赔偿损

失、消除影响等法律责任。少儿社认为，《十万个为

什么》图书发行后获得大大小小奖项，如1988年国

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7年获第一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图书奖、2014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2016

年度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一等奖等。多家媒体也对

《十万个为什么》图书做过报道。就天地出版社提出

的“十万个为什么”缺乏显著性的意见，少儿社称，

已经得到国家商标局等部门及相关裁判文书的否认。

当前市场中存在的科普类图书名称很多，足以证明

“十万个为什么”不可能构成科普类图书的通用名称。

法院：
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法院审理认为，无证据证明“十万个为什么”属

于问答式科普图书的通用名称。“十万个为什么”本

身具有其固有含义，但具有固有含义并不等同于属于

相关商品的通用名称。即使市场上存在较多的以“十

万个为什么”命名的图书，也仅仅是表明了相关图书

的内容等特点，并不能证明“十万个为什么”已经成

为此类图书的通用名称。

本案中，天地出版社在图书封面等进行突出使

用，客观上发挥了识别图书来源的功能和作用，超出

正当使用的边界，容易导致相关图书的购买者对于图

书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

因此，法院判定天地出版社的行为构成侵害商标

权及不正当竞争，赔偿少儿社经济损失50万元及合理

开支10万元。

转让微信号被拖欠20万元尾款
医美顾问告上法庭

程某从事医美顾问多年，积累了几万粉丝。后

来，程某认识了经营医疗美容店的赵某，程某的客

户资源让赵某十分心动，认为如果能将这些潜在的

客户资源转化为有效客户，美容店业绩可以迅速增

长。于是，赵某找到了程某，希望程某将手头积累

了众多粉丝好友的9个微信账号转让给自己，让其利

用这些微信账号进行商业运作，这些微信号每个均

有两至三千个好友。

此后程某与赵某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将程

某的9个微信账号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赵某，当天

付款30万元，半年后、一年后再各付款10万元。

协议签订当日，赵某如约支付了30万元，程某随

即将自己的9个微信号交付赵某并完成微信号的密

码、绑定手机号信息变更，这些微信号均绑定了赵某

及其亲属的手机号码，并进行了实名认证。

然而，赵某却未再支付剩余的20万元。经交涉无

果，程某诉至江阴法院，要求赵某支付余款并承担违

约责任。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提供个人信息
法院驳回诉请

“程某和赵某均从事医美行业，他们之间转让微

信账号，实际上是为了转让其中的客户资源。”该案

承办法官、江阴法院周庄法庭庭长陈教智介绍，程某

作为一名医美顾问，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客户和

医美机构达成交易后的佣金。在这种商业模式下，程

某需要全程参与客户和医美机构的交易过程，微信记

录中也涉及了大量的客户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证号

码、出生日期、住址、医疗记录等等。正是这些海量

客户信息的存在，成为赵某花高价购买微信账号的

原因。

陈教智表示，程某之前取得自己客户的相关个人

信息获得了客户的同意，而其之所以能获得这些信

息，是以自己提供的商品、服务、咨询、商誉乃至人

格作为信誉担保的。而通过购买方式获得这些信息的

赵某则不同。赵某在没有明示的前提下就能以之前程

某积累的商誉为基础推销产品或服务，不但让潜在的

消费者产生错误的主体认同，其获取并利用这些个人

信息也没有以信息主体的知情和同意作为正当性

基础。

民法典第1038条规定，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

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因此法院审理该案认

为，程某与赵某转让微信号中的客户资源是违反法律

规定的。据此，江阴法院认定该案原被告之间微信账

号买卖协议无效，判决驳回原告程某的全部诉讼

请求。

买卖微信账号被起诉
南京法院判赔109万元

买卖微信账号除了可能在交易双方之间引发纠

纷，还有可能被腾讯公司起诉。记者从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了解到一起这样的案例。

腾讯公司发现某网站设有“微信账号买卖”“微

信辅助解封”等交易专区，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微信账

号买卖信息。南京中院认为，该网站经营公司与腾讯

公司具有竞争关系，其相关服务破坏了“微信”产品

的管理规则，对微信平台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其

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及业内公认的商业道德，扰

乱了互联网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因

此，南京中院判决被告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支出109

万元，在其网站首页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此外，微信具有便利性、隐蔽性、金融性、信息

关联性等特点，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实施诈骗、

赌博、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呈高发态势。陈教智表

示，如果允许擅自买卖个人微信账号，将容易滋生更

多的违法犯罪，并导致犯罪溯源更加困难，从而进一

步破坏正常的互联网生态秩序，严重扰乱社会生产生

活秩序，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十万个为什么”不是你想叫就能叫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遭侵权，获赔60万元

50万元转让微信号，为何被判无效
法官：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非法提供个人信息
《扬子晚报》万承源

医美顾问将自己积累了数万粉丝的微信号以50万元的价格卖给一家医疗美容店的老板，孰料对方拖欠

20万元尾款一直未支付，于是诉至法院……日前，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

部诉讼请求。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民法典规定，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因此，法院认定原

被告之间微信账号买卖协议无效。法官同时表示，即便不涉及他人信息，未经告知将微信账号使用权转让给

他人的行为也因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而无效。

《现代快报》季雨

陪伴几代人长大的《十万

个为什么》，是上海少年儿童

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少儿社”）出版的一套青少年

科普读物，发行量累计超过1

亿册。但它卷入一场商标纠

纷，为此少儿社发起诉讼。日

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发布这

起商标侵权纠纷的裁判文书，

侵权单位需赔偿上海少年儿

童出版社经济损失50万元及

合理开支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