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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國內零售市場隨著大型購物中心、便利商店、超級市場等經營

型態的迅速成長，以及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電子購物）等

新型態零售方式之興起，除促使零售市場的競爭更為激烈外，亦改

變國人的生活消費型態。為了保護零售服務業者所使用之商標，本

局自民國 86年 12月 23日即公告受理零售服務之申請，並於 87年

4月 20日公告「零售服務標章註冊審查要點」，以作為審查依據。 

嗣商標法 92 年修正，刪除原所使用之「服務標章」名稱，將

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統一稱作「商標」。復查前述審查要點

所規定之零售服務定義與尼斯分類之解釋略有差異，行政院主計總

處1編印之「行業統計分類」2，亦隨產業結構轉化，迭經主管機關

修訂之。此外，零售服務自開放申請註冊以來，實務上常因申請人

不明瞭零售服務之內涵，列舉過多零售服務項目，造成客觀上與實

際經營業務或市場經營型態不符之不合理現象，妨礙市場公平競

爭，並導致實務上審查不易，耗費行政及人力資源；亦有自製商品

之業者於零售服務申請商標註冊，卻未就商品申請商標註冊，造成

商標權的使用與實際交易型態不符之情形，無法獲得完整的商標權

保護。 

有鑒於上述法制變遷與實務發展情形，特訂定本基準，針對零

售服務之定義及性質、類型、零售服務名稱之審查、零售服務與其

他商品或服務間之類似關係的判斷原則，以及零售服務商標之使用

等議題，予以詳細說明，俾期能釐清商標審查領域之零售服務概念

與有關實務見解，以利各界參考援用。 

                                                 
1
 改制前行政院主計處， 
2
 「零售服務標章註冊審查要點」訂定當時所參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該分類名稱於

110年 1月 1 日修正為「行業統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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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義及性質 

2.1定義 

依尼斯分類於第 35 類之註釋定義，所謂零售服務，係指將各

種商品匯集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購之服務，不包括因此所需之運

輸服務。該等零售服務可經由零售商店、批發商行，或藉由郵購、

網際網路、電視購物頻道等電子媒介方式來提供。此意謂零售服務

的特色，即業者將各種不同商品匯集於同一場所（不論實體賣場或

虛擬店鋪），至於所匯集之商品，是自己所生產或其他眾多生產者

之商品皆可，藉由便捷之購物環境及其附屬服務之提供，以吸引廣

大消費族群，激發其購買意願。對消費者而言，由於產品的多樣性，

可滿足其「一次購足」或「便利選購」之消費需求。 

2.2性質 

零售服務的性質，可謂係一種伴隨商品銷售時所提供之服務，

其不僅存在於商品銷售之行為上，更存在於商品實際銷售時所提供

之各種服務上。例如在實體賣場方面，其所提供服務之內容可能包

括商品匯集、賣場商品之陳列規劃、購物推車或購物籃的提供、商

品的試用或試穿、顧客於選購商品之際所提供之諮詢等各種服務；

在虛擬店鋪方面，則可能透過精心規劃之商品型錄或網頁設計，提

供產品相關資訊等多種服務，使消費者得以確認所需要之商品從而

方便選購。零售服務所匯集之商品，雖不以他人所產製者為限，亦

可能包括單純販賣自有品牌之各種商品，有關零售服務之商標註

冊，其所要保護的對象，係申請人經其勞務安排規劃所提供之整體

性服務，而非所陳列販賣之具體商品，此與商標指定使用於商品，

用以指示該商品來源及商品品質之性質截然不同。申請人如於銷售

通路提供自有品牌商品，則該商品上所使用之商標，應係用以指示

該商品之產製來源，非屬零售服務之商標使用，申請人如認為該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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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之商標應受保護，自應按商品性質，依商標法施行細則之商品

及服務分類表（以下簡稱本法細則之分類表），於適當之商品類別

申請商標註冊。 

3.類型 

本局 87 年 4 月 20 日公告之「零售服務標章註冊審查要點」，

將零售服務分為「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及「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兩種類型，並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 85年 12月所編印第 6版之「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項目加以例示其服務項目。本基準配合公司

行號實務上之需要，仍將零售服務類型分為「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

及「特定商品零售服務」，復參酌經濟部商業發展署3所編訂之「公

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對於例示之零售服務項目加

以調整，為配合市場經營型態的變遷，將該二類型之零售服務名稱

例示於本局之「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以下簡稱

分類暨檢索參考資料）4，供商標審查人員及申請人參考，並說明

其定義如下。  

3.1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5 

凡以非特定專賣形式於同一場所匯集多種商品，以方便消費者

瀏覽與選購之服務者。例如「超級市場」所匯集之商品，除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品外，亦包括服裝、家具、電器、五金、化粧品等其

他商品，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購6。 

                                                 
3
 改制前經濟部商業司。 
4
 本基準所稱之零售服務，依其性質涵括零售及批發兩種形式，故分類暨檢索參考資料中之「特

定商品零售批發」組群，即將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之零售及批發兩種形式納為可指定之零售服務

名稱。 
5
 按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年 1 月所編印「行業統計分類」（第 11版），其所謂「綜合性商品零售

業」係凡從事以非特定專賣形式銷售多種系列商品之零售店均屬之，如連鎖便利商店、百貨公

司及超級市場等。不包括：銷售單一系列商品之零售店，其應歸入 472至 485小類之適當細類，

另汽車百貨之零售店應歸入 4843細類之「汽機車零配件及用品零售業」。 
6
 按經濟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之定義，係指從事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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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凡以特定專賣形式於同一場所匯集特定商品或特定範圍之商

品，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購之服務者。例如「鐘錶零售服務」即

以特定專賣形式而將鐘錶及其零件商品匯集於同一場所，以方便消

費者瀏覽與選購7。又如「農產品零售服務」即以特定專賣形式而

將蔬菜、水果、稻米、小麥、麵粉及雜糧等特定範圍之商品匯集於

同一場所，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購8。 

4.零售服務名稱之審查 

由於「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及「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之涵義

廣泛，為避免涉及零售服務之申請範圍不明確，申請時不得以「綜

合性商品零售服務」或「特定商品零售服務」指定為零售服務名稱，

應具體指明服務內容。 

上述兩種類型之零售服務，均可經由實體賣場或虛擬店鋪來提

供。申請人得以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商店等經營型態名稱，

或以「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電子購物）」、「直銷式零

售服務」等名稱作為零售服務申請註冊，該等零售服務將歸屬於「綜

合性商品零售服務」組群。惟申請人若將零售服務所涉之商品種類

具體指明，例如「化粧品零售服務」、「藉由型錄提供化粧品零售服

務」、「藉由電視、網際網路提供化粧品零售服務」、「提供化粧品之

直銷式零售服務」，該等零售服務將歸屬於「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組群。茲將實務上之相關審查原則，分別說明如下： 

                                                                                                                                            
分部門零售，而以生鮮及組合料理食品為主行業。如於現場附設小規模餐飲服務亦屬之。 

7
 「鐘錶零售業」，按經濟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之定義，係指從事鐘錶及

其零件等零售之行業。 
8
 「農產品零售業」，按經濟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之定義，係指從事農產

品，如蔬菜、水果及依糧食管理法第 10 條規定之兼營小規模糧食等零售之行業。另按糧食管

理法第 3 條規定，該法所稱糧食，係指稻米、小麥、麵粉、含稻米量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混合

穀物，與經主管機關公告管理之雜糧及米食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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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 

按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型態，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

商店、購物中心、量販店等經營業者，其所匯集銷售之商品種類眾

多，所提供之零售服務，係屬多樣且為整體性之服務，因此，申請

人無須將零售之商品內容一一列舉，例如無須將銷售通路上所匯集

銷售之食品、飲料、服飾、家庭日常生活用品等商品內容予以詳列；

亦無須就其提供零售服務之細節具體指明，例如無須具體指明提供

購物推車或購物籃、試衣間、產品試用或試穿等各個服務活動內

容。此類型的申請人僅須指明所經營之事業型態，即可清楚明瞭其

係提供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 

4.2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4.2.1商標指定使用於商品或零售服務，其保護對象不同。指定於商

品之商標具有指示其商品來源之功能，故應將商品一一具體指

明。而零售服務所要表彰的並非銷售通路上所陳列販賣之具體

商品，而係申請人於銷售商品時所提供之服務，因此，申請人

指定特定商品零售服務時，應依其營業規模需要，且將所涉之

商品範圍以概括性的商品名稱表示即可，例如「電器用品零售

服務」即表示申請人於銷售通路上所匯集銷售之商品範圍可涵

蓋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各式各樣之電器產品。當然，申請人

亦可以具體明確的商品名稱作為零售服務有關商品之描述，惟

其可提供零售服務之範圍將僅限於該項商品，例如指定使用於

「鐘錶零售服務」即表示申請人於銷售通路上僅匯集「鐘錶」

商品供消費者瀏覽與選購。 

4.2.2特定商品零售服務既得以概括性的商品名稱作為所涉商品範圍

之描述，申請人如以上位概念之商品名稱作為特定商品零售服

務，未必需要再詳列下位概念之商品名稱，以避免產生額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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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申請費。例如已指定「化粧品零售服務」，即無須再詳列

「口紅、眼霜、面膜、化粧水、潤膚霜」等商品之零售服務。

蓋二者所提供之零售服務性質相同，前者商品範圍已足以涵蓋

後者所列商品，申請人以此種方式列舉零售商品項目，未必能

帶來實質上之利益，卻可能導致註冊申請費的增加。 

4.2.3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之商品描述，不得以商品及服務分類表之類

別表示，例如「有關第 30類商品之零售服務」或「有關第 29、

30、31、32 類商品之零售服務」，係屬不正確描述。商標審查

人員應通知申請人修正成為正確之名稱。 

4.3同時指定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二者之差別，

除所匯集銷售之商品種類多寡不同，主要在於是否以特定專賣形式

來提供商品之零售服務。二者所呈現之經營態樣不同，依一般市場

實際交易情形，申請人不可能同時在一銷售通路上以非特定專賣形

式又以特定專賣形式來提供商品之零售服務。亦即，一商標申請案

如已指定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理應不會同時又指定特定商品零售

服務，除非申請人欲將同一商標分別使用於不同之銷售通路。是

以，申請人如已指定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同時又指定特定商品零

售服務，商標審查人員得通知申請人釋明有關特定商品零售服務部

分，是否僅係該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銷售通路上所提供銷售之商

品，或係與該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分屬不同之銷售通路。如僅係綜

合性商品零售服務銷售通路上所提供銷售之商品，得請申請人刪除

特定商品零售服務部分，以避免產生額外的註冊申請費。 

例如指定「百貨公司及服飾、電器、化粧品、鞋類、皮件、家

庭日常用品之零售服務」，按一般社會通念，「百貨公司」即可能涵

蓋「服飾、電器、化粧品、鞋類、皮件、家庭日常用品」等商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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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商標審查人員得通知申請人釋明「服飾、電器、化粧品、鞋

類、皮件、家庭日常用品」等項目是否僅係「百貨公司」銷售通路

上所匯集銷售之商品，如是，得請申請人刪除；如否，則表示該等

商品之零售服務與「百貨公司」分屬不同之銷售通路，申請人將來

如涉及商標有無使用之認定時，應就「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特

定商品零售服務」分別提出使用證據。 

4.4不得指定為零售服務名稱者 

申請人所指定使用之零售服務名稱如有不明確，或不符合零售

服務之性質者，商標審查人員應通知申請人補正。茲就審查實務上

經常發生之態樣例示說明如下： 

4.4.1零售服務名稱不明確 

4.4.1.1商品性質屬現場調製再銷售予消費者食用者，例如「烤肉、

炸雞、滷蛋、滷豆乾」等商品，按一般社會通念及依市場交

易情形，應屬一般商品之銷售或餐飲服務的提供，申請人如

將此種商品申請零售服務，商標審查人員得通知申請人釋明

其所欲表彰者究係商品之產製來源，或營業上所提供之服

務，或銷售此商品時所提供之零售服務。申請人如欲表彰該

種商品之產製來源或營業上所提供之服務，商標審查人員應

請申請人依本法細則之分類表，於適當之商品或服務類別申

請商標註冊保護，例如前述商品應建議於第 29 類商品或第

43類餐飲服務申請。申請人如欲表彰銷售此商品時所提供之

零售服務，其在符合零售服務定義之前提下，即有將各種商

品匯集陳列，以方便消費者瀏覽及選購之形式，始有在第 35

類零售服務申請註冊之必要。 

4.4.1.2「連鎖店」名稱僅係表示事業體之經營方式，其存在於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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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業之中，如單純以「連鎖店」指定使用於零售服務，將無

法判斷究屬「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抑或是其他型態之服務。因此，申請人應將其經營型態或有

關之商品描述指示出來，例如以「連鎖便利商店」或「化粧

品連鎖零售店」等方式申請，前者歸「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

組群，後者歸「特定商品零售服務」組群。 

4.4.1.3「專賣店」於概念上有二種型態，一種係專門銷售特定品牌

之系列商品，一種係不限品牌而專門銷售特定種類之商品。

該等類型之專賣店，如有將各種商品匯集陳列，方便消費者

瀏覽及選購之形式，可申請零售服務予以保護，其只要將零

售服務有關之商品種類表示清楚即可，例如「電視遊樂器專

賣零售店」、「玩具專賣零售店」。惟應特別注意的是，不可

將他人的品牌作為零售服務商品種類之表示，例如「Hello 

Kitty 專賣零售店」或「DISNEY 玩具專賣零售店」，此種描

述方式將不予接受，應通知申請人將品牌名稱刪除，並請申

請人指明與其零售服務有關之商品種類。 

4.4.2不符合零售服務性質 

4.4.2.1「客製化商品」係依客戶指示所為生產製造之商品，再由工

廠直接出貨與安裝，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該種

商品實際上應無法匯集陳列於一處供消費者選購，與零售服

務之性質不同，申請人應依本法細則之分類表，於適當之商

品或服務類別申請商標註冊保護。例如「晶圓製造機器」多

為依客戶指示之規格製作生產，直接由工廠出貨派員安裝，

屬客製化定製之商品，不會置放於賣場零售，是若以「晶圓

製造機器之零售服務」作為指定服務名稱申請註冊商標，不

符市場實際經營狀況，應建議申請人以「依據客戶委託及指

示之規格提供晶圓製造機器之定製服務」名稱於第 40 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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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申請。 

4.4.2.2「物流中心」在市場運作上係一種物的實體流通活動行為，

在流通過程中，透過管理程序有效結合運輸、倉儲、裝卸、

包裝、流通加工等相關物流機能性活動，以創造價值、滿足

顧客及社會需求。其與零售服務須將各種不同商品匯集，以

利消費者瀏覽與選購之性質不同，故不宜作為零售服務之名

稱。申請人如欲表彰該種營業上所提供之服務，應按其性

質，依本法細則之分類表，於適當之服務類別申請商標註冊

保護，例如第 39類之「貨櫃運輸」、「貨物倉儲」等。 

4.4.2.3「電話購物」係一種藉由電話以達成購物目的之行為，其仍

需透過商品型錄、網路、電視或友人所提供之相關購物資訊

後始能為之，屬交易往來之後端行為，與零售服務須將各種

不同商品匯集，以利消費者瀏覽與選購之性質不同，故不宜

作為零售服務名稱。 

5.零售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類似關係之判斷原則 

有關「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及「特定商品零售服務」間，及

二者分別與其他商品或服務間之類似關係，實務上之判斷原則說明

如下，惟必須強調的是，類似關係的認定，並不必然導致混淆誤認

之虞的結果，仍要考量其他因素，此可參考本局公告之「混淆誤認

之虞審查基準」。 

5.1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 

5.1.1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之間 

提供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之方式，雖有百貨公司、超級市場、

便利商店、購物中心等實體賣場，以及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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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虛擬店鋪之不同，惟其均係以非特定專賣形式匯集多種商品，其

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的提供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

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

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

關聯之來源，故原則上互屬類似。 

5.1.2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之間 

二者差異除所匯集的商品種類多寡不同，以及是否以特定專賣

形式來提供商品之零售服務外，復因商品結構、消費對象、購物環

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可能使二者呈現截然不同之經營特色，滿足消

費者不同之需求，故原則上互不類似，例如「百貨公司」與「鐘錶

零售服務」互不類似。 

5.1.3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商品之間 

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商店、購物中心等綜合性商品零售

服務，其所要表彰的是一整體性的服務，例如商品的匯集、賣場商

品之陳列規劃、購物推車或購物籃的提供、商品的試用或試穿、顧

客於選購商品之際所提供之諮詢服務等等。商品上之商標則係用以

指示商品來源，故二者性質不同，原則上互不類似。商標審查人員

於進行商標檢索時，毋需將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其所有可能銷售

之商品相互檢索。 

5.1.4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其他服務之間 

我國申請註冊商標所指定商品及服務之分類，係採用國際分類

尼斯協定，其中，第 35 類至第 45 類等 11 個服務類別，每個類別

基本上所劃分之服務活動內容不盡相同，故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

其他服務之間，原則上互不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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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基於行政管理需要，本基準參酌相關主管機關編訂之零售行業

類別，並配合審查實務需要，依其性質加以歸納整理，將特定商品

零售服務名稱例示於本局公告之分類暨檢索參考資料。 

5.2.1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之間 

本局分類暨檢索參考資料之特定商品零售服務組群下，臚列多

項特定商品零售服務 (以下稱小類組；指 351901 等以 6 碼序號表

示者)，其彼此之間商品性質差異大，市場區隔明顯，提供零售服

務之業者可能因商品結構、消費對象、購物環境等因素的不同，而

使其呈現截然不同之經營特色，滿足消費者不同之需求，故原則上

互不類似，例如「農產品零售服務」與「家具零售服務」之間，核

其所涉商品性質不同，功能、用途有別，消費對象、行銷管道及銷

售場所亦屬有異，業者針對該等不同特性之商品，所提供之零售服

務自屬有別，原則上互不類似。反之，若其指定特定零售服務所涉

及之商品種類相同或性質極為相近，在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上以及服

務的提供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依一般社會通念

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

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原則上構成類似。例如申請人以「育樂用品零

售批發」作為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他人如指定於同一小類組項下之

「運動用品及器材零售批發」，因二者所提供之零售服務性質相

近，可能滿足消費者相同之需求，故原則上互屬類似。 

5.2.2特定商品零售服務與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間之類似關係 

此部分內容，請參見 5.1.2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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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特定商品零售服務與特定商品之間 

特定商品零售服務名稱通常係以概括性之文字表示，由於商品

範圍廣泛而不具體，因此，商標審查人員於進行商標檢索時，原則

上無須將零售服務所有可能涵蓋之商品範圍與該等商品之間相互

檢索。例如指定農產品零售服務，其零售服務所經營商品範圍可能

涵蓋蔬果、雜糧或種苗、花卉等商品，而跨及不同類別之多項類似

組群商品，原則上與商品間即不認定具「類似關係」。然而，有些

情況下，商品與該商品之零售服務，容易使消費者認為具有密切關

係，而有認定彼此具「類似關係」之可能，這是因為消費者會預期

該商品本身與該商品之零售服務可能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

聯之來源。具體言之，若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之商品描述已屬具體明

確，且消費者可能預期該商品之零售服務與該商品本身係來自相同

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該特定商品零售服務與該特定商品

之間，原則上互為類似。例如，「衣服商品」與「衣服零售服務」，

「汽車商品」與「汽車零售服務」等，惟本局分類暨檢索參考資料

中備註有關特定商品零售服務與特定商品間之檢索範圍，僅供行政

管理及檢索參考之用，特定商品零售服務與該特定商品之間是否類

似之認定，尚非絕對受該檢索參考資料之限制。 

5.2.4特定商品零售服務與其他服務之間 

第 35 類至第 45 類等 11 個服務類別，其彼此之間服務性質不

同，原則上互不類似。但服務之目的如在滿足消費者特定之需求，

則當其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越相近時，服務的類似程度就越高。例如

「代理經銷服務」係指為他人利益計算，代理他人推銷其商品，並

因而收受報酬之服務，所表彰者為其代理行為。其與「零售服務」

所表彰者，係為提供方便選購商品之賣場或通路，二者服務之性

質、目的及對象均不相同，原則上互不類似。但代理特定商品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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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服務與特定商品之零售服務，如其所涉及之商品種類相同或性質

極為相近，在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上以及服務的提供者或其他因素

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

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得

認定為類似，例如「代理衣服之經銷服務」與「衣服零售服務」，

得認定類似。 

6.零售服務之商標使用 

6.1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ㄧ、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

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

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

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等情形，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

商標。又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

亦同(商 5)。服務的本身係屬一種無形物，無法直接標示商標，

惟其可藉由有形物體來標示。零售服務係一種伴隨商品銷售時所

提供之服務，是以，商標權人可將商標用於其營業上之有關物

品、文書、廣告或宣傳品，以促銷其服務，例如營業招牌、各樓

層賣場之介紹板、指示銷售區之招牌、購物推車、購物籃、陳列

架、商品結帳用收銀機、收據、櫥窗、店員之制服、帽子及名牌、

試衣間、商品型錄、銷售商品之包裝、包裝紙及購物袋等等（此

僅為例示說明，不以該等使用為限）；商標權人亦可利用數位影

音、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等方式，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

標，例如電視廣告、網路廣告等所使用之商標，亦包含在內。 

6.2對於郵購、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電子購物）等業者而言，其原

本即利用平面圖像、數位影音、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來從事商

品之零售服務，其從商品的開發到匯集，訂單處理、包裝配送、

售前或售後服務等，皆經專業規劃，藉由提供充分且完整之商品

資訊，以利消費者瀏覽與選購商品，使消費者決定與其交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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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零售服務之商標使用，商標權人除可將商標使用於商品型錄、

電腦網頁、電子報、電視影像外，復可將商標使用於其營業上之

有關物品、文書、廣告或宣傳品，以促銷其服務。例如商品型錄、

銷售商品之包裝、包裝紙及購物袋等。 

6.3商標權人如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其有關物件上，有

使人誤認係為促銷該商品者，應非屬零售服務之商標使用。例如

將商標直接標示在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上，消費者很可能會認為係

該商品生產者或製造者之商標，以指示該商品來源之商標使用，

尚難認為係零售服務之商標使用。 

6.4「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與「特定商品零售服務」係屬不同之服

務類型，是以，商標於實際使用時，應依註冊所指定服務之性質

而使用，例如指定使用於多項特定商品零售服務，應以特定專賣

形式於同一場所匯集特定商品或特定範圍之商品供消費者瀏覽

與選購，若非以特定專賣形式，而於同一場所匯集多種類之商

品，以方便消費者瀏覽與選購，屬綜合性商品零售服務性質者，

即與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零售服務類型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