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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成立
• 協會宗旨：

為飲食業界及聯業界別不斷改善經營環境為大前提

透過會內的文教活動，提升飲食業從業員的知識，技能及
管理效果,掌握最新資訊

與有關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溝通，反映業界的意見及觀點，
增加相亙了解，爭取行業的合法權益

發揮會員間的互惠互利精神，團結業界,凝聚力量，以達守
望相助， 為會員謀求福利

提升飲食業界及聯業界別的公眾形象及社會地位

聯絡,考察本地，國內及海外有關飲食和其他團體，增加互
相交流

通過會員聚會，擴展會員間的人際網絡，推進會員的事業
商機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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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交流



1. 項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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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央政府在2019年2月18日正式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香港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與相關中央部委和粵
澳政府緊密合作，推出了多項有利於落實大灣區發展的措施。

中國內地中產消費者崛起，他們日常外出用膳的頻率和消費金額都
有所增加。具主題特色的餐廳、優質的餐飲服務、獨特的消費體驗
等，已成為零售商圈和購物商場吸引消費者前往購物的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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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背景

不少香港的餐飲經營者於內地發展業務，然而礙於不熟悉和不了解
內地的法例法規，品牌推廣，當地文化等等問題而面臨重大虧損，
甚至例閉。

機遇

挑戰

主辦機構 執行機構



項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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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業界掌握大灣區(主要是內地九大城市)的營商之道

鼓勵業界推動香港品牌走進大灣區(主要是內地九大城市)

提升業界了解大灣區(主要是內地九大城市)開拓餐飲行業所需的認識

讓業界融入國家大灣區的發展領域

加強香港在大灣區擔任重要角色

促成業界與區內的深度融合，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

主辦機構 執行機構



項目時段
項目為期12個月，由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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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內容

第一階段:

硏究

• 桌面研究及業界諮詢

• 分析和整理搜集及業界諮詢的資料，草擬「提昇及裝備香港餐飲業，拓展大灣區新商機」指
南的初稿。

第二階段:

培訓工作坊

• 以本項目的「提昇及裝備香港餐飲業，拓展大灣區新商機」指南為基礎，分開四個單元進行
網上及現場授課，以提昇及裝備香港餐飲業，拓展大灣區新商機。

第三階段:

項目成果發
放

• 舉辦項目成果發佈暨經驗分享會

• 頒發畢業證書給完成全部培訓工作坊的企業

• 邀請專業人士、餐飲業相關代表及有參加培訓工作坊的企業作經驗分享

• 發佈並派發「提昇及裝備香港餐飲業，拓展大灣區新商機」指南

第四階段:
項目網頁

• 在HKFORT 網站建立本項目網頁

• 宣傳本項目，方便業界瀏覽本項目活動，宣傳，推廣及招募參加者

• 上載與項目相關之資訊及指南予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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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物 1:  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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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數目
 每間企業1名代表，共25人。

內容
 4個單元共5堂，每堂會舉辦兩次，共10場

 單元一：拓展內地市場基本須知
 單元二：香港品牌在內地註冊保護
 單元三：大灣區9大城市餐飲行業現狀及發展趨勢
 單元四：大灣區餐飲實行品牌宣傳推廣手法

證書：出席整個培訓工作坊所有單元的參加企業將獲發出席證書
參加費用：免費

主辦機構 執行機構



交付物2：「提昇及裝備香港餐飲業，拓展大
灣區新商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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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項目的介紹和背景

分享是次項目的成果

資料搜集及業界諮詢的簡介和資料分享

「提昇及裝備香港餐飲業，拓展大灣區新商機」計劃簡介

培訓工作坊內容單元一至單元四（當中包括拓展內地市場基本須知，香港品牌
在內地註冊保護，大灣區9大城市餐飲行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及大灣區餐飲實行
品牌宣傳推廣手法）

參與培訓工作坊分享經驗
印刷數目：500本 和 電子版可於本項目網頁供業界免費下載

主辦機構 執行機構



交付物 3:項目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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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項目的啟動和簡介會
 培訓工作坊招募 和 活動資訊
 「提昇及裝備香港餐飲業，拓展大灣區新商機」指南電子版
 項目宣傳短片
 項目成果發佈和經驗分享會的活動資訊

主辦機構 執行機構主辦機構 執行機構



單元二：香港品牌在內地註冊保護

1) 商標種類
2) 商標保護
3) 商標使用



單元二：香港品牌在內地註冊保護

1 ) 商標種類



1）商標種類

商標可分為以下七類Ờ

1. 文字

2. 圖形

3. 字母

4. 數字

5. 三維標誌

6. 顏色組合

7. 聲音



1）商標種類

 商標的功能是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一種標誌

 每一個註冊商標都是指定用於某一商品或服務上的

 為了商標檢索、審查、管理工作的需要

 把某些具有共同屬性的商品組合到一起，編為一個類，將所有商品及服務共劃分為45個類

別，形成了商標分類表——“商標註冊用商品和服務分類”。



1）商標種類

現行商標法(第三章 商標註冊的審查和核准)中，根據商標的不同特徵區分了商品商標、服

務商標、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

商品商標：使用在商品上的商標

服務商標：使用在服務上的商標

參考： https://blog.li-chen.com/trademark-registration/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trademark



1）商標種類

現行商標法(第三章 商標註冊的審查和核准)中，根據商標的不同特徵區分了

商品商標、服務商標、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

集體商標：以團體、協會或者其他組織名義註冊，供該組織成員在商事活動

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該組織中的成員資格的標誌

證明商標：由對某種商品或服務具有監督能力的組織所控制，而由該組織以

外的單位或者個人使用於其商品或者服務，用以證明該商品或者服務的原產

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誌

參考： https://blog.li-chen.com/trademark-registration/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trademark



1）商標行業種類- 地域性保護

粵港澳三地的商標註冊制度是獨立的體制

香港的註冊商標，只能夠在香港境內受到保障，不會自動在內地或澳門受到保護。

商標擁有人如欲以註冊方式保護其商標，就必須在每個司法管轄區逐一提交申請。



1）商標行業種類- 三地商標註冊制度之比較



1）商標行業種類-「申請在先」原則

中國內地及大灣區各地（香港除外）的商標註冊均採用「申請在先」原則，而香港則採

用「使用在先」原則

 「申請在先」原則是指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在同一種商品或類似商品上，分別以相

同或近似的商標申請註冊，商標主管機構初步審定在先的申請；駁回在後申請的原則

「申請在先」原則以有關商標在當地提交/受理申請的時間為準

先到先得，不考慮有沒前者在市場使用而未有註冊

此原則的審查在時間方面較簡單，只針對其官方的資料庫有沒在先申請者



1）商標行業種類 (與餐飲相關)

第二十九類
 肉，魚，家禽和野味: 

肉汁: 醃漬、冷凍

乾製及煮熟的水果和蔬菜: 果凍、果醬、蜜餞

蛋， 奶，乳酪，黃油和其他奶製品

食用油和油脂



1）商標行業種類 (與餐飲相關)

第三十類
咖啡，茶，可哥 (朱古力)

咖啡代用品: 米，意式麵食，麵

條

食用澱粉和西米

麵粉和穀類製品

麵包、糕點和甜食

巧克力

霜淇淋，果汁刨冰

其他食用冰

糖，蜂蜜，糖漿

鮮酵母，發酵粉

食鹽，調味料，香辛料，醃製香

草

醋，調味醬汁和其他調味品

冰 (凍結的水)。



1）商標行業種類 (與餐飲相關)

第三十一類
 未加工的農業、水產養殖業、園藝、林業產品

未加工的穀物和種子

新鮮水果和蔬菜，新鮮芳香草本植物

草木和花卉

種植用球莖、幼苗和種子

活動物

動物的飲食

麥芽。



1）商標行業種類 (與餐飲相關)

第三十二類
啤酒

無酒精飲料

礦泉水和汽水

水果飲料及果汁

糖漿及其他製飲料用無酒精製劑

第三十三類
 酒精飲料 (啤酒除外)

 製飲料酒精製劑。



1）商標行業種類 (與餐飲相關)

第四十類
材料處理

廢物和垃圾的回收利用

空氣淨化和水處理

印刷服務

食物和飲料的防腐處理

第四十三類
 提供食物和飲料服務

 臨時住宿。



1）商標種類- 商標的顯著性

指商標具有顯著特徵，易於識別。這一屬性實際上是商標實現其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功能

的本質要求

根據使用在商品或服務上的顯著性的強弱將商標標誌劃分為五類:

1. 臆造性標誌

2. 任意性標誌

3. 暗示性標誌

4. 敍述性標誌

5. 通用性標誌



1）商標種類- 商標的顯著性

1. 臆造性標誌

獨創的文字、圖形等標誌

具有先天的顯著性，可以用於任何商品或服務上

2. 任意性標誌

常見的文字、圖形等標誌

與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的名稱、特徵無關

3. 暗示性標誌

指以非直接方式描述商品或服務的文字、圖形等標誌



1）商標種類- 商標的顯著性

4. 敍述性標誌

 也稱為描述性標誌、說明性標誌，是直接表示商品或服務的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數量及

其他特點的文字、圖形等標誌

5. 通用性標誌

 指本商品或服務通用名稱、圖形、型號的標誌

 以上五類標誌，主要是以標誌的含義作為劃分依據，標誌的含義可能會隨著具體的使用

場合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因此，同一個標誌有可能從一類標誌轉換成另一類標誌



單元二：香港品牌在內地註冊保護

2 ) 商標保護



2）商標保護- 商標註冊的申請

商標註冊注意事項:

按規定的商品分類表填報使用商標的商品類別和商品名稱，提

出註冊申請

通過一份申請就多個類別的商品申請註冊同一商標

商標註冊申請等有關文件，可以以書面方式或者數據電文方式

提出

申報的事項和所提供的材料應當真實、準確、完整



2）商標保護- 申請商標註冊的手續

提交的商標註冊申請文件包括:

《商標註冊申請書》

商標圖樣共5份

填報的商品名稱或者服務項目

申請人的身份證明

向商標局繳納行政收費



2）商標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目的：

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保

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原則：

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當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遵守法律和商業

道德。

 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說明：

是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擾亂市

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



2）商標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經營者的定義：

是指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者提供服務（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

 人民政府的工作：

採取措施，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國務院建立反不正當競爭工作協調機制，研究決定反不正當競爭重大政策，協調處理維護市場競

爭秩序的重大問題。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職責的部門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查處；法律、行政法規規

定由其他部門查處的，依照其規定。

國家鼓勵、支援和保護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社會監督。

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支持、包庇不正當競爭行為。

行業組織應當加強行業自律，引導、規範會員依法競爭，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2）商標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不正當競爭行為例子：
擅自使用與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標識

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的企業名稱（包括簡稱、字號等）、社會組織名稱（包

括簡稱等）、姓名（包括筆名、藝名、譯名等）

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域名主體部分、網站名稱、網頁等

其他足以引人誤認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繫的混淆行為



2）商標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將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標誌作

為商品名稱或者商品裝潢使用，誤導公眾的，屬於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的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

 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任何人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投訴或

者舉報。



2）商標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計算商標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違法經營額，可以考慮下列因素：

侵權商品的銷售價格；

未銷售侵權商品的標價；

已查清侵權商品實際銷售的平均價格；

被侵權商品的市場中間價格；

侵權人因侵權所產生的營業收入；

其他能夠合理計算侵權商品價值的因素。



2）商標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下列情形屬於商標法第六十條規定的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情

形：

有供貨單位合法簽章的供貨清單和貨款收據且經查證屬實或者供貨單位認可的；

有供銷雙方簽訂的進貨合同且經查證已真實履行的；

有合法進貨發票且發票記載事項與涉案商品對應的；

其他能夠證明合法取得涉案商品的情形。



2）商標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並說明提供

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銷售，並將案件情況通報侵權商品提供者所在地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

 涉案注冊商標權屬正在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審理或者人民法院訴訟中，案件結果

可能影響案件定性的，屬於商標法第六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商標權屬存在爭議。

 在查處商標侵權案件過程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要求權利人對涉案商品是否為權

利人生產或者其許可生產的產品進行辨認。



2）商標保護-註冊商標專用權的保護

註冊商標的專用權，以核准註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均屬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

• 未經商標註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

• 未經商標註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或者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

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

• 銷售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

• 偽造、擅自製造他人註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註冊商標標識的；

• 未經商標註冊人同意，更換其註冊商標並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場的；

• 故意為侵犯他人商標專用權行為提供便利條件，幫助他人實施侵犯商標專用權行為的；

• 給他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



單元二：香港品牌在內地註冊保護

3 ) 商標使用



餐飲類商標取得註冊後，註冊商標專用權人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和權利

不得濫用原則

以核准註冊的商標標認和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爲限

在註冊商標專用權保護範圍内依法規範使用並合理行使權利

3）商標使用



註冊商標專用權人應當規範使用註冊商標。

使用註冊商標時；應當以核准註冊的商標標認和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務為

限使用註冊商標。

如果需要在核定使用範圍之外的商品或服務上；取得註冊商標專用權，或者

需要改變註冊商標標志的，應當另行提出註冊申請。

3）商標使用- 註冊商標的規範使用



註冊商標專用權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及其他事項應當與《商標註冊薄》

上的記載保特一致。

如果註冊商標專用權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 或者其他事項發生變化，應

當依法及時提出變更申請。

餐飲類註冊商標專用權人在使用註冊商標時，還應當注意留存使用證據，以

證明註冊商標專用權人真實、公開、合法地使用註冊商標。

3）商標使用- 註冊商標的規範使用



註冊商標專用權人以外的其他市場主體在從事餐飲類商品或服務相關經營活動中,應當尊重

註冊商標專用權。

為避免產生商標侵權糾紛，其他市場主體在使用註冊商標非顯著部分時，應當僅使用詞彙

的固有含義來描述商品或服務的某些特點，不得攀附他人的商標商譽，混淆商品或服務來

源。

 正當使用應當符合語言使用習慣及商業慣例，不應產生區分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效果，不應

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和誤認。

例子：其他市場主體可以用事實陳述的方式在店鋪招牌、菜單、櫥窗、配料表、包裝袋等

地方正當使用註冊商標中的地名，但在使用方式上，應當與註冊商標有所區分，避免通過

字體、大小及顏色等突出使用。

3）商標使用- 其他市場主體的正當使用



如果企業不幸遇上知識產權糾紛, 可善用調解及知識產權顧問服務

企業以調解代替訴訟方式解決糾紛，時間較快，成本也較低，十分值得企業

考慮。

近年內地與香港政府均十分支持知識產權調解發展，企業在內地可以向一帶

一路國際商事調解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調解中心等查詢。

3）商標使用- 知識產權糾紛



現時中國內地正積極改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在2021年3月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

提出多項完善知識產權體系的措施:

一個更健全的體系將更有利香港中小企在內地發展業務，企業宜把握機會大展拳腳。

3）商標使用- 知識產權

• 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和行政執法 • 構建知識產權保護運用公共服務平台

• 加快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立法 • 完善開源知識產權和法律體系

• 健全仲裁、調解、公證和維權援助體系 • 鼓勵金融機構發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

• 加大損害賠償力度



 兩地商標註冊與使用原則的差別

香港的商標法以實際使用原則為主，商標註冊為輔。而內地商法卻以商標註冊為主，使用

為輔。這一點看起來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但在註冊商標及使用發生爭議時，卻會導致截

然不同的結果。

 商標使用權起始時間不同

內地與香港商標的使用時間都為10年，但兩地卻在商標有效期取得的時間有很大不同。

由於內地商標法以註冊為基礎，因此商標使用權的起始時間以商標被核准註冊之日算起。

而香港商標由於注重使用，因此商標權取得時間為提交商標註冊申請之日算起。

 商標註冊時間不同

香港商標法由於以使用為基礎，因此在香港註冊商標最短只需6-9個月。

而內地商標從申請到獲取，通常需要1年半至2年時間。

香港公司商標與內地商標的區別



 商標申請人的前設限制不同

雖然香港和內地的商標法都允許自然人申請商標，但在實際操作中，香港商標法一直對自

然人申請商標不做限制。

內地由於出現大量商標搶注案例，因此商標管理部門在2007年開始限制自然人註冊商標，

如果個人需要註冊商標，則需要提供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等相關材料。

 商標涵蓋的商品、服務選擇要求不同

香港面對較多國際商業社會，因此註冊香港商標時，可根據商品的特性，在國際商品及服

務分類表中選擇多類商品或服務，在描述商品或服務時也可填寫整個類別的商品或服務。

內地商標只能一類一商標一註冊，選擇商品或服務也只能在一個類項下選擇最多10個商品，

多出的部分則需要另行收費。

香港公司商標與內地商標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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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工作坊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