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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尽地探讨了专利权保护范围问题。该问题不仅是专利纠纷案件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也是实践中
争议最为集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本书的探
索源于实践、立足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首先是一个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
问题，法律规范、解释规则需要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需要一整套法律概念术语、规则体系和法律
方法作为保障。作者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注重技术层面的分析，注重逻辑论证的严密性和系统性，
注重规则的建构和梳理。其次，适用法律除了要有技术性思维，还要注意导入价值和政策，防止简单
机械地适用。作者不满足于对具体规则的探讨，在注重实证方面研究的同时，也有司法哲学、司法政
策层面的深入思考，注重揭示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原理和运行规律，在将实践升华为理论、理论
更好地指导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使得本书的探讨具有了高度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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