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知识产权论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海知识产权论坛》

13位ISBN编号：9787810584906

10位ISBN编号：7810584901

出版时间：2002-04-01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作者：陶鑫良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上海知识产权论坛》

前言

2005年，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被上海市教委认定为上海市教育高地建设项目单位。学院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强化理论与实务相融通，强调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倡导“理论应论理、实务须务实、案例进
课堂、科研促教学”；要求每一位教师带领学生争取承担或者积极参与当前社会各方聚焦的相关知识
产权科研课题和社会实践，并且从中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再将该研究成果带回课堂，面向本科生与
研究生开展专题讲座。为此，从2006年起，学院专门设立了每年一度的“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术节”
，要求每位教师至少每年一次，以学术讲座的形式面向全体学生讲授自己最新的研究课题及其成果。
本书汇集的主要就是在“’2006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术节”期间，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教师为本
科生和研究生所作专业讲座的讲稿；同时还收入了几位知识产权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若干论文。这些
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第一，这些文章大都是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师生亲身参与、身体力行的智慧
结晶；第二，这些文章大都是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师生承担国家和上海市重大知识产权研究课题
而取得的研究成果；第三，这些文章涉及的主题大都是上海乃至全国当前面临的知识产权关键问题或
者瓶颈问题。可以说，这本书是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师带领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的小结，也是上海
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深化教学改革的尝试，更是建设上海市知识产权教育高地而进行的综合实验。管中
窥豹，略见一斑，由此可以充分反映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学与科研的现状及发展；同时也多方位
地折射出我国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和经营的一些热点与焦点。本书作为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的
一份教学改革实践记录，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疏漏之处，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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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入世”四个半月之际，迎来了以激励创新为主题的第二个“世界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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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鑫良（TaoXinLiang），男，教授，1950年7月生，上海人。1975年毕业于上海工业大学；1990年在复
旦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校专利事务所所长、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科研处副处长、人文学院副院长
等职。曾任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兼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同济大学知识产
权学院院长，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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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师论坛职务报酬的发明权属性及其创新激励探讨 二、我国现行职务报酬的制定规范及其问题我国现
行职务发明创造报酬的制定规范主要分布在：①在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与政策层面，有《专利法》
及《专利法实施细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合同法》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
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等。②在地方法规与政策层面，例如《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的若干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等。（一）我
国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关于职务报酬的规定（1）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第二次修改后于200]
年7月1日实施的《专利法》第16条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
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给予合理的报酬。”与之配套的《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章“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的奖励和报酬”中进一步细化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金。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2000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
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500元。由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建议被其所属单位采纳而完成的发明
创造，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从优发给奖金。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金，企业可
以计人成本，事业单位可以从事业费中列支。”（第74条）“被授予专利权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专
利权有效期限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该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
提取不低于2％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没计专利所得利润纳税后提取不低于0.2％，作为报酬支付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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