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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财迷心窍惹的祸，我很
后悔。”日前，由安吉县检察院办
理的陶某等人侵犯“安吉白茶”注
册商标标识案公开宣判，庭审现
场，被告人陶某流下眼泪，当庭认
罪认罚。据悉，该案是湖州市首
例市级检察机关跨区域调配区县
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

事情要从 2019 年说起。当
时，在安徽省芜湖市某茶叶市场，
50多岁的陶某和丈夫后某已经营
了20年的茶叶包装袋生意。近年
来，陶某发现前来购买印有“安吉
白茶”标志包装袋的客户越来越

多，“这可是个好商机，我们多定
制一些卖大钱。”她立即和丈夫说
了打算。

此后，在 2019 年至 2021 年
间，陶某在明知“安吉白茶”

“太平猴魁”为注册商标且未获
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向 3
家印刷公司定制印有上述注册商
标的茶叶包装袋300余万件，放
在其店铺和儿子的网店同步销
售，生意十分火爆，销售金额达
85余万元，这引起了安吉县公安
机关的注意。

去年5月，陶某一家及三家印
刷公司负责人等被安吉县公安机
关以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刑事拘留。
根据湖州市中级法院全面深化推
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要
求，知识产权案件归德清县法院
管辖，因此该案将移送德清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

考虑到“安吉白茶”品牌保护
对安吉老百姓的重要性，为充分
发挥捕诉一体办案质效，避免同
质化审查和重复性劳动，保持工
作的连贯性，经再三考量，湖州市
检察院同意由安吉县检察院检察
官办理案件。

“我们认为该案对‘安吉白
茶’地理标志影响较大，就地
审理有助于开展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宣传工作。”安吉县检察
院检察长杨旭说。为此，该院
又多次与德清县法院对接，确
定 首 次 开 展 知 识 产 权 “ 三 合
一”刑事案件巡回审判，在安
吉开庭审理此案。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
机关全部诉讼请求，以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判处3被告单位罚金2万元至8万
元不等，判处陶某等7被告人有期
徒刑2年6个月至3年不等，罚金
2 万元至 18 万元不等，适用缓刑
并禁止7名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
限内从事食品及食品包装、生产
销售的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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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陈女士在长兴
买了一套二手房并拿到了产权
证。前些日子，陈女士约了装修
公司的设计师一起到家中规划装
修事宜，在物业处办理装修手续
时，遇到了让她感到不理解的事。

当时，物业工作人员要求她
缴纳2021年度的物业费。“我的
确是2021年买的房子，但是我是
在下半年7月份才买的，现在让
我缴纳一整年的物业费怎么都是
不合理的！”陈女士说，前房东
之前明明答应会处理好房屋转让
之前的全部费用，其中就包括物
业费，如今物业公司却仍叫自己
买单，陈女士想不通。

陈女士将此事告知了前房
东，但他没有给出任何回复，只
是说再去问问物业。而另一边，
物业也一直在催促陈女士补交这
笔费用。

为此，陈女士找到本报“法
律帮帮团”栏目向律师求助，咨
询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自己应该
把前房东欠下的物业费一起缴纳
吗？

律师解读：
浙江常益律师事务所
林淡秋律师

首先，物业服务合同是指物
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委员会订立
的，规定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对
房屋及其配套设备、设施和相关
场地进行专业化维修、养护、管
理，以及维护相关区域内环境卫
生和公共秩序，由业主支付报酬
的服务合同。

《民法典》 第 944 条规定：
“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
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
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
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
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
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
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
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
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
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简单来说，业主按约向物业
公司缴纳物业费用，是物业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的必要条件，业主
拖欠物业费用势必影响物业公司
的正常经营和服务质量，从而影

响整个小区业主的利益。但是在
本案中，陈女士于去年下半年才
取得房屋所有权，在此之前并非
小区业主，实际也未享受到物业
服务，因此陈女士不应当支付一
整年的物业费，前期物业费应由
前任房东支付。

在此，也需要提醒大家注
意，买房时一定要问清卖家是否
已经结清全部费用，不仅仅是物
业费。若没有结清，要及时督促
卖家缴费。确认房屋无“债务”
之后再进行买房，以免产生不必
要的麻烦。

检察官跨区域办案

守护“安吉白茶”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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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权利的行使有边界
H记者 陆晓芬

大春制衣厂（化名）承接了晴
朗服饰公司（化名）的童装加工订
单，在大春制衣厂交付部分成衣
后，晴朗服饰公司迟迟没有给付加
工款。可最终，大春制衣厂却被告
上了法庭，要求赔偿晴朗服饰 46
万余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21 年 4 月，晴朗服饰公司
委托大春制衣厂加工夏款童装，
双方共签订五份《加工合同》。合
同约定：“实际支付加工金额按实
际合格成品入库数量结算”，合同
签订后晴朗服饰公司向大春制衣
厂提供了加工原材料，此后大春
制衣厂前后交付了部分成品。

可就在此时，一些“晴朗公司
将破产倒闭”的流言蜚语传了出
来。大春制衣厂担心加工费就此

“打水漂”，为避免自身损失扩大，
其不再向对方交付成品，并反复
要求晴朗服饰公司即刻支付已交
付成品的加工费。可晴朗服饰认
为第一期成品实际未交付完毕，
因此拒绝支付。双方就此陷入了
僵局。晴朗服饰公司多次与大春
制衣厂进行协商，其均予以拒
绝。无奈，晴朗公司将其诉至吴
兴法院，要求大春制衣厂赔偿损
失共计46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晴朗服饰公
司与大春制衣厂之间形成的加工
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依
法受法律保护，即大春制衣厂为
晴朗服饰公司加工童装，晴朗服
饰公司向大春制衣厂支付加工
费。在实际操作中，大春制衣厂
因晴朗服饰公司未在合理的期限
内支付相应的加工费用，因此大
春制衣厂确实有权在相应的价值
范围内行使留置权。

但是，大春制衣厂共向晴朗
服饰公司交付成品2477件，加工
费用约为 19816 元，即其有权在
19816 元的范围内行使留置权。
可实际上大春制衣厂留置了晴朗
服饰公司共计15余万元的成品，
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相应的价

值范围”了。大春制衣厂的行为
严重耽误该批童装上市错过最佳
销售时机，法院综合全案以及当
地市场行情，最终判决大春制衣
厂赔偿晴朗服饰公司14余万元。

法官说法：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因合法手
段占有债务人的财物，在由此产
生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以前留置该
项财物的权利。比如上述案件
中，大春制衣厂可以在19000余元
债务内行使留置权，但超出的这
部分童装未交付即属违约。因
此，留置权的行使是有边界的，只
有在合理范围内使用，才能充分
发挥其担保的作用。

前任房东拖欠半年物业费
购房者需代为缴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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