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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中匡石油”诓了消费者
古籍中确有“中匡”一词，但无论怎么看，“中匡石油”之于中国石油，与“康帅

傅”之于康师傅，都有异曲同工之当妙。仅凭“中匡石油”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这一
点，就已涉嫌商标侵权。

□何勇海

近日，一段“河南现‘中匡石油’，有车主
不敢加油”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拍摄于
河南三门峡，有一个名为“中匡石油”的加油
站，其名字和标志被指与“中国石油”非常相
似，易产生混淆。（11月1日《北京青年报》）
面对“中匡石油”仿名中国石油的质疑，

中匡石油相关人士称，他们并非山寨中国石
油，而是名字取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百
度了一下，先秦史籍《逸周书·大匡》有言：
“大匡封摄，外用和大；中匡用均，劳故礼新；

小匡用惠，施舍静众。”“中匡”一词是指中等
的治绩。古籍中确有“中匡”一词，但无论怎
么看，“中匡石油”之于中国石油，与“康帅
傅”之于康师傅，都有异曲同工之当妙。
众所周知，“中国石油”已被注册成商

标。商标一旦获得注册，就要受到法律保
护。根据商标法，后来的经营者申请注册的
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
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未经
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
然而与“中国石油”相比较，“中匡石油”

不但没有显著特征，反而有故意误导消费者
之嫌。不少车主反映，“匡”字仅比“国”字少
了一个笔划，“中匡石油”很容易让他们误以
为是中国石油，如果不仔细查看根本发现不
了，而且大家在开车过程中寻找加油站，也

不可能细看，一般都是远远看到就直接开进
去。仅凭“中匡石油”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这
一点，就已涉嫌商标侵权。
当然，与以往商标侵权案不同的是，据

报道，“中匡石油”注册于2013年10月21日，
注册地址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经营范围包括
柴油、汽油、润滑油、煤油批发、加油站管理
等。可见，中国石油这个“孪生兄弟”并不是
假冒货，但正如一位法律人士所说，通过商
标注册把自己打扮成著名商标的“孪生兄
弟”，实际上仍是不正当使用注册商标，商标
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该注册商标，以倒逼“中
匡石油”与中国石油区别开来。
实际上，刻意模仿“两桶油”的加油站何

其多哉？除了看起来合法的“中匡石油”，还
有“中园石油”“中固石油”“中围石化”等。另
外，也有一些并没有通过注册的“黑加油
站”。对这些乱象，必须出重拳治理，以规范
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不能让它们“诓”了消
费者。

自动驾驶出租车试运营应“试”什么

景区主动“退A”是一股清流

■观察家

巷 议

近日，微博上有一则消息说，云
南昆明有一家餐厅只需拿着交警开
出的罚单，就可以打折，记3分打7折，
记6分打五折。有客人结账时提供了
一张记三分的罚单，结果真的享受了
打折优惠。餐厅负责人表示，“微博上
发布的消息的确属实，此举属于开业
促销活动。”（11月1日人民网）
司机凭罚单吃饭打折，扣分越多

折扣越大，这样的“另类促销”还是头一
次见到。法治社会，讲求的是“守法光
荣、违法可耻”。诚然，商家有经营自主
权，可以自由开展优惠活动，但行使经
营自主权也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使。
“凭罚单吃饭打折”违背了社会
良好风尚，也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
求，这就涉嫌违反《广告法》和《民法
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商家不能拿违
法当创意，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叫停。

张涛

家长掌掴老师被拘
“学闹”理应严惩

□丰收

11月1日上午，广州公交集团白云公司
举行自动驾驶出租车发布仪式，宣布创新推
出全国第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并于当天开
始在大学城投入试运营。这辆自动驾驶出租
车运价和传统出租车相同，市民只需要通过
APP或小程序下单，就能体验了。（11月1日
《羊城晚报》）
近年来，自动驾驶汽车距离老百姓的生

活越来越近。而今，作为准公共交通工具的出
租车也开始尝试自动驾驶了。对出租车行业
而言，自动驾驶技术未来有望改变行业生态，
比如拒载、绕道等乱象有望减少。对乘客来
说，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出行也会有不一样
的体验，让人感受到智能技术的魅力。

当然，自动驾驶出租车最终能否大范围
推广，首先取决于试运营效果怎么样；其次，
取决于法律法规的完善。所以，试运营将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命运。笔者
以为，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试运营应该“试”出
三种效果，以便为下一步决策提供相关依据。
其一，应“试”出安全效果。对于自动驾驶

技术，公众关注的也是舆论讨论最多的问题
是其安全性能。既要确保出租车上乘客生命
财产安全，也有确保其他车辆、行人安全。其
二，应“试”出交通秩序。是否会影响交通秩
序，目前存在不同说法。比如有专家认为，驾
驶员是有自己的观察分析判断的能力的，而
机器人不会观察分析路人的表情及思想动
态，一遇到情况就紧急制动，可能使路面情况
更加复杂。其三，应“试”出市民需求。有需求
才会有市场，如果参与体验的市民越多，反映
越好，今后推广就越有底气。
鉴于自动驾驶出租车是一种准公共交通

工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希望有关方面多从公
众、公共的角度观察其试运营的真实效果，并
把真实的试点效果及时、完整地向社会公开。

□毛建国

近日，一则关于苏州西园寺主动申请退
出国家4A级景区的消息走红网络。据了解，
西园寺于今年6月向上级部门提出退出4A
级景区申请，当月已完成“摘牌”。西园寺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几年来到寺庙的多为当地
香客。未来，西园寺将考虑免费向游客开放。
（11月1日中新网）
网友把西园寺主动“退A”称为是景区界

的一股清流。在现实中，人们听到了太多“争
A”“保A”故事。即便有的景区“退A”，也是因
为工作做得不好而被摘牌，像西园寺这样主
动“退A”的，似乎没听说过。
对于大量景区来说，“争A”“保A”是有意

义的，涉及到面子和里子问题。在面子上，可
以提升地区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政绩。就
里子而言，有“A”的牌子，能吸引到更多游
客，创造更多真金白银。市场上已经形成了

以“A”区分景区的倾向，就跟大学分“985”
“211”一样，涉及到资源分配的大事。
可是，不同景区定位不同，明明多元化

的景区却只有一种价值取向，显然是一个问
题。比如，有些景区并不在乎门庭冷落，反而
害怕车水马龙。这时候，A级景区的牌子，不
仅没用，反而会影响和阻碍目标的实现。西
园寺就属于这一种。这座古刹创建于元代至
元年间，始名归元寺，有着七百年历史。西园
寺主动“退A”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符合其定
位和追求。
不同景区有不同情况，也有不同追求，

不能一概而论。其关键就在于，景区必须明确
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随着市场
的发展，旅游需求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倾
向，景区应该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做加法还是做
减法。因为实际不同、定位不同，也不必因为西
园寺主动“退A”而对其他“争A”的景区冷嘲热
讽，那就犯下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错误。

10月31日，四川省巴中市公安局
巴州区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案情通报
称，因一位老师正在上课未能及时接
听学生家长电话，遭对方掌掴。家长
已被行政拘留5日。（11月1日中新
网）
“医闹”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国
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严打“医闹”行
为。而家长不能正确对待老师，殴打
教师，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不妨
称之为“学闹”。如果说“医闹”伤害的
是医护人员和医疗事业，那么“学闹”
伤害的就是教师群体和教育事业，其
恶劣影响不亚于“医闹”。近年来，随
着对“医闹”行为打击力度越来越大，
“医闹”现象越来越少了，但是对于
“学闹”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有些人依然缺乏对教师群体，对教育
事业的尊重与敬畏，希望相关部门予
以高度重视。 天歌

凭罚单吃饭打折
别拿违法当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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