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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在网络及电子商务中的保护》

内容概要

一、网络泡沫化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一往无前的态势，从来没有一个行业聚敛财富的速度像现在
的互联网这么快。雅虎、亚马逊、美国在线、eBay等网络公司，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达到几十亿、几百
亿美元的市值，超过了像波音、通用等许多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巨人公司。在网络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许多传统产业已开始落后于网络产业。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不禁要问：网络如此飞速发展的态势
合理吗?互联网的发展是否存在泡沫?回答是肯定的。从我国的情况来分析，网络经济在一种极度狂热
的情况下，经过几年的膨胀其所涉及的行业都有一定的泡沫存在。从网络中介服务者目前的经营环境
来看，存在着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至于网络内容提供者，大多处于勉强支撑的状态；而电子商
务的实际开展情况则远不如想像的那样广泛。
    当网络泡沫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引起“大爆炸”。2000年4月对于网络界来说，是个“黑暗
的月份”。美国纳斯达克股市重挫32％，不少网络企业的股价跌去50％以上。资本市场真刀实枪地开
始了挤除网络泡沫的运动。中国的互联网是从美国复制过来的，从理念到商业模式，甚至宣传方式无
不如出一辙。同时，中国商业网站的资金投入基本来自海外风险投资，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纳斯
达克网络股的震荡给中国网络企业带来猛烈的冲击。许多先天不足的网络公司漏洞完全暴露出来：管
理混乱，竞争无序，付费网民的匮乏，社会信息环境滞后，行业自律协作薄弱，于是一大批单打独斗
的网站、电子商务公司败下阵来。数万个雄心勃勃的公司在短短一两年内就消失了，从四面八方汇拢
到网络业的近百万从业者被迫重新选择职业和生活。
    2000年网络泡沫的形成有着表里两层原因，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种泡沫的表层是因信息革命、投
资的富裕和传媒对于商业和投资的热衷而引起，而其内层就是互联网公司盈利前景黯淡。之所以人们
会追捧互联网，是因为科技创新突飞猛进改变了人类生活和工作方式，网络革命确实改变了社会面貌
。之所以造成泡沫，是因为网络革命虽然对经济带来持久的冲击，但是事实上，投资人要从中获利并
非易事。网络产生泡沫并不等于互联网就是泡沫，作为企业商业道路的互联网无所谓泡沫，互联网作
为一种崛起中的新兴产业存在一定泡沫实际上是新经济发展曲折性的一种正常现象。网络泡沫现象其
实是一种资本膨胀的结果，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资本通胀部分投向新兴的朝阳产业。简单地说，就是
通过泡沫实现资本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成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可见，网络泡沫也不都是坏
事。纳斯达克股市的风暴在带给我国网络界负面影响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我国互联网企业走向成熟
，促使它们根据市场的需要创建自己的商业模式，开拓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思索自己能够行之有
效的盈利之道。事实上到2002年底，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就走出了低谷，纷纷盈利，TOM在第二季度就
宣布持平，新浪、搜狐、网易也都凭借非广告业务而获得盈利，股价也都从最低时的垃圾股提升到10
美元左右，传统行业的有为之士又开始回流到网站，垂直专业网站大行其道，网络向产业纵深发展，
事实证明我们比“网络之乡”的美国实际少走了一段弯路。
    二、网络与电子商务的新发展
    从1987年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到1994年4月成功的接人世界互联网；从1994年以后四大主干网的先
后建成，到1996年互联网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从2000年的网络泡沫，再到2002年泡沫磨灭后的理性
思考和应用创新，产业链的初步形成，以及今天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发展，近20年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在
曲折中前进。今天，互联网不但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互联网的影响正
逐步渗透到人们生活、生产、工作和学习的各个领域和角落。目前我国网络发展的红火景象，与几年
前的那场泡沫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技术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产业发展环境和用户需求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工作、学习和休闲娱乐的方方面面，不再是空炒概念。同时，
我国的信息化环境也在不断优化：近年来，国务院、信息产业部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促进
产业发展，信息化建设已被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随着政府、企业、家庭和学校上网工程的开展
，互联网上网连锁经营管理等制度的出台，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行为规范化已有很大进
展。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回暖过程虽然缓慢，但步履扎实。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手段发展迅速，且正在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影
响。电子商务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在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展市场范围、与各户
进行良好沟通、为客户提供全天候、个性化服务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电子商务对于实现贸易
的全球化、适时化、网络化、数字化，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改善贸易管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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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广泛开展还将加快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并使一些新业务应运而生，例如，在线超市和商品
目录、电子报纸、家庭银行等。电子商务的出现还将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它会使顾客在选择消费对
象时，拥有更加个性化的选择与更多的便利甚至更低的价格。对于就业来讲，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增加
从业者转变技能的需求，同时还将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但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正如我们已
经看到的，电子商务不仅由于经济本身的原因，而且因为人们的担心和忧虑，还没有深人人们的生活
。然而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正在发生一场质变，那些能够容易在网上实现的、对外部依赖较少的新
兴交易方式都获得了极快的发展。另外，平台型的电子商务企业正在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促进中
国的中小型企业开展电子商务交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义的电子商务已经融入到中国大多数企业
的生产与经营中。可以断言，电子商务将成为我国一项巨大的经济产业。
    在网络泡沫化后时代，人们看到网络与电子商务在欲火中重生。其实网络本身并没有错误，但它却
被人为地夸大了作用及过度投资最后导致膨胀以至走向反面。理性地讲，网络与电子商务给人类带来
的是革命性的信息时代。随着网络与电子商务在泡沫化之后的再生或重塑，它的应用前景是不可估量
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也是长期的。正是基于这些理念，笔者认为，研究网络与电子商务颇具
意义。在网络与电子商务中，长期突出的法律问题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如果脱离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大
背景和大环境，网络与电子商务可以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以讲，在网络与电子商务运行中，
若得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与电子商务就会顺势得到发展和成熟。否则，得不到知识产权保护，网
络与电子商务就会困难重重，步履艰辛。正是基于对这一法律问题的兴趣及自身对这方面知识多年的
积累，笔者选定了它作为博士后研究工作的项目，试图与大家共同探究关于知识产权在网络及电子商
务中的保护的相关问颢。
    三、现行的法律在网络环境下是否适用
    互联网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冲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日益改变着人们的一切。它的发展实在太快，许许多多的网络行为在现行的法律中没有规定，人们
既不知道怎样规范它，也不知道自己在网上如何行为才算合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网络的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亟待法律加以规范。于是一部分人主张套用现行法律来解决出现
的新问题，他们认为虽然在当初立法时网络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但立法者在立法时已留有
余地，执法者可根据法律的原理与精神，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来适用法律。这种观点的弊端是显而易
见的，给予法官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导致法律的滥用。另外有一部分人主张套用现行法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毕竟网络的现状与发展是不可预料的，我们不能在处理新问题时照搬
照抄原来的法律或扣上个“根据法律的原理与精神”的大帽子，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为解
决法律的可操作性问题，应该立新的网络与电子商务法。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根据现在的形势，把两者结合起来也许会更为妥当：一方面，我
们应该积极适时地制定有关网络方面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便于实际操作，等时机成熟时再制定
完整的有关网络方面的法律，通过这样的过渡，使法律能够较好地承前启后；另一方面，我们在处理
网络方面的案件时，也不要把现行的法律丢在一边。一般来说，立法相对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总是滞后
的，当我们在有关网络方面的法规、规章中找不到适用的依据时，特别是在追究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时，在法律总的原理和精神下，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来处理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各
级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案件中也是采用上述两结合的方法，既参照现行法律又引用国际惯例和某些立
法精神。
    四、关于知识产权在网络及电子商务中的保护的研究方法
    知识产权在网络及电子商务中的保护是一个新兴的课题，随着网络日益向纵深发展，其与大家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网络爱好者致力于对它进行研究。目前，对知识产权在网络及电子
商务中的保护的研究存在着两种方法：一种是依据传统的知识产权研究方式去探讨，即从网络著作权
、网络专利权、网络商标权、网络中的不正当竞争等方面去研究；另一种方法是立足于网络与电子商
务本身独特特点去研究，如从网络域名、链接、网络数据库来研究知识产权在网络及电子商务中的保
护问题。本书就是采用的后一种研究方法，以期更直观、更详细地解读网络世界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
题。
    五、本书的研究范围
    飞速发展的网络和方兴未艾的电子商务对现有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电子商务与契
约交易、争端解决、行政管理、保护消费者权益、知识产权等众多法律部门、法律层次和规范体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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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联。这其中，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对知识产权的影响最为广泛、深刻。
    随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有关互联网知识产权的纷争也越来越多，并且是愈演愈烈。面对
互联网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横扫的局面，一些人于是断言，网络与电子商务将动摇整个知识产权制度
的根基，面对网络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只有“望洋兴叹”。事实证明，这种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在网络时代，作为鼓励智力劳动成果创造和传播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没有过时，而是随着“网络”这
一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的出现，做出了适时、相应的调整。
    当然，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毕竟网络上
的信息不像纸质媒体那样，能够在起诉讼的时候顺利保留“证据”。由于网络具有信息的删改性，可
以让网页和信息内容在瞬间“蒸发”掉，信息发布的时间也能够进行随意修改，因此一旦发生纠纷，
如何取证和摆明真相都是难题。但这决不意味着网络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无奈与放弃。在世界经济
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网络产业尤其需要知识产权
的保护。因此，正确理解网络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在发展网络产业的同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已是知识经济时代刻不容缓的问题。
    网络与电子商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十分广泛，例如，网络传输、网络数据库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域名、网络中专利、商业秘密涉及的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等。在本书中，笔者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主
要对以下问题逐一进行分析：与网络传输有关的法律问题、网络链接与搜索引擎引发的法律问题、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网络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域名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上专利的有关法律问
题、电子商务中的商业秘密保护和计算机犯罪，以期和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在网络与电子商务环境下进
行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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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电子商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十分广泛，例如，网络传输、网络数据库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域名、网络中专利、商业秘密涉及的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等。在本书中，笔者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主要
对以下问题逐一进行分析：与网络传输有关的法律问题、网络链接与搜索引擎引发的法律问题、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网络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域名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上专利的有关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中的商业秘密保护和计算机犯罪，以期和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在网络与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
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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