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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概论》

前言

本书是应理工科类普通高校本科学生知识产权教学需要而组织编写的，同时，也可以作为高校其他专
业本科学生学习知识产权的教学用书和参考读物。由于本书使用的对象为非法学类学生，特别是理工
科类本科生，因此在编排体例和内容设计上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实用性。本书在概括介绍知识产
权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按照理工科人才运用知识产权的实际需要，将有关知识产权知识分为知识产权
的取得、保护、商业运用等相关部分分别进行介绍。这种编写结构，是我们根据理工科学生学习与运
用知识产权的需要，特别制定的。第二，针对性。本书为了满足非法学专业学生（特别是理工科类学
生）学习和运用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需要，在内容编排上，我们没有局限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范围内
，而是对学习和运用知识产权所必需的法律基础知识和相关政府、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也同时进行
了必要的介绍。第三，简约性。基于知识产权课程在非法学专业学生中只是辅助课程这一特点，我们
没有把知识产权知识的系统性作为写作要求，而是突出专利权、版权等与理工科学生今后工作需要联
系比较密切的内容以及新型知识产权的内容，以在有限的篇幅内更好地满足理工科学生的学习需要。
本书由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从事法学、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部分教师集体编写。华南
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葛洪义教授担任主编，徐松林教授、张洪林教授、关永红教授担
任副主编。由主编提出编写大纲讨论稿，与各位副主编以及谢惠加、杨雄文、万小丽、张云等老师多
次讨论后确定编写方案，最后，在张洪林、谢惠加、杨雄文、万小丽、张云等老师统稿的基础上，由
主编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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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概论》

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概论》是应理工科类普通高校本科学生知识产权教学需要而组织编写的。《知识产权概论
》在概括介绍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按照理工科人才运用知识产权的实际需要，将有关知识产
权知识分为知识产权的取得、保护、商业运用等相关部分分别进行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专利权、商标
权、著作权、其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取得的条件与程序、知识产权取得的管理体制、知识产权取得
的中介服务，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网络环境下的知识
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资与质押、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谈判、知识产权商业运用中的特殊问题
。
《知识产权概论》也可以作为高校其他专业本科学生学习知识产权的教学用书和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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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概论》

章节摘录

插图：二、国家保护知识的方式国家是如何保护知识的呢？首先，必须制定法律。应该承认，社会成
员的利益最初并不是通过国家法律来保护，而是借助于私力救济，例如个人之间的暴力斗争或者民间
组织规范（宗教、习俗等）。在商事往来中，商事自治规范也曾经是主要的行为依据。为什么后来要
通过法律来规范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而不是其他社会规范？例如为什么不再继续依靠习惯、道德、
宗教规范、政策等？这与法律的特点有关。（1）法律是一种普遍的、明确的、公开的说理依据。在
社会生活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合理地分配资源，必须建立一个说理的机制，以避免霍布斯
所说的弱肉强食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战争状态，即通过说理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纷争。同时
，我们也都知道，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理依据，如果不建立一个基本的共同的行为准则，依然
无法避免纷争。法律是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作为一种外在于社会的力量制定的，用于调整社会关系的行
为规范。国家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具有客观公正的可能性；在法治社会中，与其他社会规范相比
，对于人的外部行为而言，法律还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同时，由于法律是被最高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制
定的，特别是近代以来，法律通常是被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的，具有压
倒个人私利的、体现多数人意愿的“公共”决定的权威性。它的制定过程、内容与实施方式都是公开
透明的，有可能集合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体现更多人的诉求，因而相对公平。（2）法律是以
强制为后盾的说理依据。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讲道理，即使这个道理自己曾经表示过同意。当某种道
理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当这种道理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时，很难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以维
护某种道理的严肃性。所以，没有强制手段的道理，是不可能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的。而违反法律，
则会受到这个以法院、监狱、军队、警察等为组成内容的国家“公共”权力的强有力的追究。因此，
一种利益一旦得到法律的保护，不仅获得了普遍、明确、公开的认可，而且获得了足以对抗第三方的
强大的社会公共资源的支持。是故，人们通过法律调整知识创造中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将
基于知识创造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之中，从而使知识以及知识创造得到普遍的明确规
范与强有力的国家保护。其次，国家依据法律对知识的保护，有主动与被动两种形式。查处盗版图书
、软件，政府部门所发动“运动式”的“扫黄打非”活动，海关对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的查处，都是一
种国家的主动保护方式。从广义上说，为了鼓励与保护知识创新的目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
国家机构、出台相应激励创新的措施、完善知识创造的各项制度，促进知识创造。

Page 6



《知识产权概论》

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概论》是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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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概论》

精彩短评

1、书挺好，就是考试用一次就没用了，挺可惜。。。。
2、作为必修的选修课，买这本书有着些许无奈。没办法 应付考试。就算看完了，也不一定考的不错
，当然一般买过后看不完的。就是心理安慰，但聊胜于无
3、选修的，没有课本，就买了这一本，比较简单，不过我也是随便看一下，用处不是很大
4、挺好的，没有缺页漏页和印刷错误
5、教材很棒
6、高等教学用的
7、上课用教材，不错
8、我非常喜欢知产老师！
9、书有一定磨损！送货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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