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建“专业团队”，批

量生产“山寨”包材

早在 2019 年， 裴某就经营了

一家从事包装加工生意的公司， 并

开设了网店售卖相关产品， 但公司

产品销量一直不温不火。 那时， 有

过几位顾客咨询裴某， 表示想采购

一批某品牌牙科器材的带商标包装

盒。

裴某很清楚， 自己的公司没有

取得该品牌授权， 无法合作此项业

务， 便拒绝了这些顾客。

然而，2020 年， 裴某的生意仍

然不佳， 他想起了那几位顾客的需

求，并打起了“算盘”：“最近公司效

益确实不好，线下生意不好做，网店

销量也不高， 这个牌子的包装盒需

求量这么大，我要不要……”一个普

通包装盒的成本只要几块钱， 而加

工成某品牌牙科器材的包装盒就能

卖至少十几元。

虽然明知自己没有相关授权，

但敌不过高额利润的诱惑， 裴某最

终决定生产“山寨货”。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裴某还组

建了一支涵盖设计、 包装、 销售等

全套业务的“专业团队” （相关人

员均另案处理）。 由设计师根据正

版某品牌的包装盒照片进行排版

伪造， 然后批量印刷， 产品出炉

后， 通过网店、 社交平台等对外

销售。

为效果更佳， 竟还配

备“质保卡”“防伪卡”

随着一笔笔订单的交付， 裴

某尝到了“以假乱真” 的甜头，

他逐渐变本加厉， 在未取得品牌

方授权的情况下， 裴某如法炮制，

生产、 销售假冒其他国际知名牙

科品牌的包装盒， 用途涉及义齿、

牙齿贴面等多种牙科器材。

为了让“外衣” 更“逼真”，

裴某还安排员工制作了一批假冒

的“质保卡” “防伪卡”。

三年不到的时间里， 裴某的

公司就输出了逾 16 万个假冒品牌

的包材。

2022 年 7 月， 公安机关在办

案中发现， 有多种假冒品牌牙科

包材在部分省市大肆销售。 经侦

查后， 警方将裴某及其制假售假

团伙抓获， 并查获大量纸质盒原

材、 品牌商标、 打印工具等。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裴某

非法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并对

外销售， 情节特别严重， 触犯了

《刑法》 第二百一十五条， 犯罪事

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

以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金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2024 年 10 月， 法院依法以非法制

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罪判处裴某相应刑罚。

注册商标承载着品牌价值 ，

凝聚着企业的投入和质量信誉 ，

受法律保护 ， 产品的外包装及商

标也是很多消费者辨别品牌 、 区

分产品真假的重要依据 。 不法分

子非法制造或者销售非法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 ， 使来源不

明的商品披上品牌的外衣 ， 这种

行为不仅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 损

害商标权利人的信誉和口碑 ， 还

可能因为产品质量 、 安全问题给

消费者带损失 ， 影响正常的市场

经济秩序。

检察官提醒 ， 未经注册商标

所有人许可 ， 任何人都不得在同

种商品 、 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的商标 ， 商家切勿贪图利

益挣快钱 ， 否则必将受到法律制

裁 。 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应

选择官方渠道 ， 认准正规机构 ，

尤其是涉及牙科等医疗卫生领域

的产品 ， 提高鉴别能力 ， 自觉抵

制 “知假买假”， 共同营造诚实诚

信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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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张曼婷

新年的气息越来越浓，

亲朋相聚，免不了喝点小酒。

随着大家对身体健康的日益

重视，宴请中“小酒怡情，豪

饮伤身”的劝诫多了起来，共

同饮酒者的法律风险逐渐得

到公众的关注。 这酒怎么喝

才能保护好自己和亲友？ 上

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带

来了相关解析。

三轮续摊， 共饮者需

承担责任

王某和李某、 刘某等六人相约

吃饭，其间王某喝了三四两白酒。紧

接着，一行人又前往 KTV 唱歌，并

饮用了啤酒， 次日凌晨前往烧烤店

续摊并喝了啤酒。 王某又随李某到

家中，两人继续饮用了一两白酒。次

日，李某起床后发现王某没有呼吸、

身体僵硬，报警后确认王某死亡。王

某的继承人起诉共同饮酒的其余五

人。法院认为，包含刘某在内的两人

中途离开，不清楚王某的醉酒情况，

其余人员没有对王某持续饮酒、大

量饮酒的行为予以制止， 作为共同

饮酒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共同饮酒是正常的

人际交往行为，但应注意饮酒限度。

参与人如存在大量饮酒、 多轮饮酒

等行为， 其他参与人有相应的注意

义务，应当予以劝阻，并进行妥善照

顾，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酒后无意识，共饮者未

尽照顾义务需担责

赵某与朋友陈某等人聚餐、饮

酒，其间七人饮用了三瓶白酒，赵某

出现了手抖无力、反应迟钝的现象。

此后，陈某等五人将赵某送回家中，

待赵某睡着后离开。次日，陈某到赵

某家中，发觉异常，拨打 120 后确认

赵某死亡。 赵某亲属起诉了共同饮

酒的陈某等人。

法院认为， 赵某离开吃夜宵的

饭店时已经步履不稳， 属于醉酒引

起的危险状态。 其他共饮者应对赵

某负有扶助、照看、护送等妥善安顿

的救助义务， 陈某等人虽将赵某送

至出租屋， 但之后众人离开未留人

员照看赵某，履行救助义务不完全，

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 构成共同的

轻微过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共同饮酒人的注意

义务包括饮酒中及饮酒后， 对于处

于意识不清、不能自理的醉酒人员，

其他参与人应当尽到必要的照顾义

务， 以该醉酒人员脱离危险状态或

有家属或医护照看为止， 照护义务

履行不完全， 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及时救助送医，共饮者

无责

孙某受到合作伙伴吴某邀请参

加聚餐，同桌的人员中有人饮酒，有

人喝饮料。当天晚上 8 点，众人发现

孙某趴在桌上， 于是将孙某扶至包

厢外，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吴某等二

人随救护车送孙某至医院， 并通知孙

某家属。 次日零时 20 分，孙某经抢救

无效被确认死亡。 孙某家属起诉吴某

等人。

法院认为， 没有证据证明聚餐期

间存在不当劝酒、灌酒、强迫饮酒等行

为。 且从孙某被发现醉酒趴在桌上到

吴某拨打 120 急救车最长不超过半小

时， 其间吴某等人随车到医院并等候

至半夜，并及时通知家属到场，上述行

为，可认为已履行了合理的救助义务，

因此吴某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该案提供了较为标准

的醉酒人员酒后照护方式， 分别为时

刻关注聚餐饮酒人员状态、 发现异常

及时送医、陪同就医并通知家属。虽孙

某不幸去世， 但其他参与人已穷尽其

能，不应苛责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喝酒本身不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权

利和义务， 只有在共同饮酒人存在两

类不当行为时，才会构成违法，带来不

利后果：饮酒中存在不当行为，如强行

劝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饮

酒后的不当行为， 如醉酒者处于危险

状态时，同饮者未给予照顾、扶助、妥

善安顿等。

避免违法也要从保护自己和保护

同饮者两方面做起：一方面，每个人是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明知自己的

健康状况不适合饮酒或不愿饮酒的情

况下，应当明确予以拒绝。 所以，相约

饮酒或参加聚餐时， 每个参与人应当

注意饮酒适量，不宜大量急速饮酒，如

有身体不适应当及时就医。另一方面，

不应对他人强行劝酒、逼迫饮酒、许诺

条件饮酒， 也应对此类行为明确予以

拒绝、劝阻。最后，聚会结束后，组织者

以及各参与人也应当注意其他参与人

的状况，尽到扶助、照看、护送义务，不

应放任醉酒者处于危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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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徐杰瑛 记者 徐荔

在普通包装盒表面印上某国际知名品牌标识， 再打着

“正品” 包材旗号出售。 这样假冒名牌牙科器材的外包装，

不仅质量上没有保障， 更存在着医疗卫生安全的隐患。

对于明知不可为还“以假乱真” 的犯罪嫌疑人裴某，

2024年 7月， 金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他提起公诉。

说法>>>

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